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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10月18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将迎来七十周年的生日，值此热烈庆祝所庆
之际，我们集全所之力，花费一年时间，编写了这部研究所学科总结文集《湖泊科学与区域地理学研
究——进展与展望》，以通过该书的编写，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本书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老一辈科学家和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共同编写，是对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过去70年在湖泊科学和区域地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的全面系统总结和未
来研究展望。
　　全书分上、下两部，每部又分两篇。
上部是湖泊科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其中，第一篇论述了我所在中国湖泊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湖泊污染与富营养化的调查、湖泊物理学、
湖泊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湖泊污染防治、湖泊沉积学与石油勘探与开发等方面取得的科研成就及贡献
；第二篇从湖泊沉积与环境演化、湖泊水动力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湖泊环境化学、富营养化湖泊蓝藻
水华形成理论、湖泊微生物生态学、受损湖泊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湖泊水环境遥感、湖泊流域物质
输移模拟等方面对未来湖泊科学研究进行了展望。
　　下部是区域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其中，第三篇论述了我所在农业地理与农业区划、城市地理学、国土规划与整治、中国国情分析、自
然资源综合考察、海岸带、海岛和近海资源综合调查、历史气候与水旱灾害规律、区域环境质量与污
染控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地貌制图与专题地图编制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第四篇从流
域地表过程变化与环境效应、区域环境影响与生态评估、流域洪水灾害演变与风险评估、区域发展与
空间功能分区、港口体系与物流空间、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演化、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等方面对我所未来区域地理学研究进行了展望。
　　全书共计三十二章，参与编写人员70人左右。
由于本书是研究所的学科总结，因此，每章都是从全所角度进行编写，强调全所学科发展，不突出个
人贡献，文中对个人文献资料引用没有进行直接标注，仅在参考文献列出。
在此，对为我所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对书中引用材料的贡献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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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泊科学与区域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过去70年在
湖泊科学和区域地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的全面系统总结和未来研究展望。
全书分上、下两部共四篇。
第一篇论述了我所在中国湖泊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湖泊污染与富营养化的调查、湖泊物理学、湖泊生
物资源开发利用、湖泊污染防治、湖泊沉积学与石油勘探与开发等方面取得的科研成就及贡献；第二
篇从湖泊沉积与环境演化、湖泊水动力过程及其环境效应、湖泊环境化学、富营养化湖泊蓝藻水华形
成理论、湖泊微生物生态学、受损湖泊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湖泊水环境遥感、湖泊流域物质输移模
拟等方面对未来湖泊科学研究进行了展望；第三篇论述了我所在农业地理与农业区划、城市地理学、
国土规划与整治、中国国情分析、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海岸带、海岛和近海资源综合调查、历史气候
与水旱灾害规律、区域环境质量与污染控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地貌制图与专题地图编制等方面
取得的科研成就及贡献；第四篇从流域地表过程变化与环境效应、区域环境影响与生态评估、流域洪
水灾害演变与风险评估、区域发展与空间功能分区、港口体系与物流空间、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演化
、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等方面对我所未来区域地理学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湖泊科学与区域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可供从事湖泊科学及地理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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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沉积研究的进展与展望一、国际湖泊沉积研究历史二、中国湖泊沉积研究进展三、湖泊沉积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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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三、蓝藻水华形成关键过程及其主导因子的确定四、太湖蓝藻水华预测与预警五、未来的研究方
向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湖泊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一、研究背景和意义二、创新进展三、研究展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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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业区划的研究二、与农业发展有关的重大课题研究三、与水土资源环境相关的重点项目研究四、
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建树五、结语——紧密围绕国家需求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城市地理学创建与发展一
、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二、主要的开创性实践与研究三、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创新贡献参考文献第十七
章 国土规划与整治研究及贡献一、我国开展国土规划的背景与过程二、国土规划的内容、方法和作用
三、我所参与国土规划的过程、项目与贡献四、国土规划与整治研究的贡献参考文献第十八章 开创中
国国情分析研究一、背景与任务二、我所承担的主要工作与成果三、国情分析研究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参考文献第十九章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一、新疆综合考察二、云南综合考察和天然橡胶基地的建设三、
青藏高原农业生态环境的考察和发现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海岸带、海岛和近海资源综合调查与开发利用
研究一、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二、海岛资源综合调查三、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参考文
献第二十一章 历史气候与水旱灾害规律研究一、研究历史背景二、主要工作任务三、影响与贡献参考
文献第二十二章 区域环境质量与污染控制研究一、研究背景二、主要研究领域与成果三、走特色发展
之路参考文献第二十三章 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第二十四章 大地貌研究及其分类与制图进展第二
十五章 地图编制研究与遥感应用第四篇 区域地理学创新与展望第二十六章 流域地表过程变化与环境
效应研究第二十七章 区域环境影响与生态评估第二十八章 太湖流域洪水灾害演变与风险评估第二十
九章 区域发展与空间功能分区第三十章 港口体系与物流空间第三十一章 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演化第
三十二章 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与可视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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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1年以来，我所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根据中国科学院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研究所加强学科领域方向和科技
创新目标的凝练，于2001年8月正式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研究所各项工作全面进步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
　　近十多年来，我所面向国家发展需求和国际学科前沿，对重点学科领域和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进
一步凝练和优化配置，在传统优势学科领域整合组建湖泊水文水动力、湖泊生物与生态、湖泊沉积与
环境演化、流域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地理信息应用五个研究单元，在交叉学科领域新建湖泊环境与
工程、湖泊一流域过程与调控两个研究单元，长期聚焦湖泊环境关键过程与多要素相互作用机理和湖
泊一流域系统演变及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与综合管理两大科学问题的研究，支撑湖泊环境保护与资源利
用、湖泊一流域系统演变与调控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三大研究领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在研究平台建设方面，我所以原有中国科学院湖泊沉积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为基础，整合湖泊水文
、湖泊生态与环境等相关基础研究力量，于2009年正式建成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通过科技部
组织的验收；强化湖泊野外综合观测研究平台建设，将东太湖水体农业试验站整体并人太湖湖泊生态
系统研究站，成功进人首批国家重点野外观测站和中国生态系统观测网络（CERN）能力提升重点站
行列；与江西地方合作新建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目前已纳入院CERN序列管理；建成集中国
湖泊一流域数据库、MODIS卫星影像接收处理、大型计算和太湖在线监测分析系统为一体的湖泊一流
域数据集成与模拟中心，为研究所学科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所的科研实力。
2001年以来，研究所在国家“973”项目及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院重大和重要方
向项目经费均有大幅增长，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大水专项项目和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均取得突破。
重点开展湖泊环境要素定量重建方法、青藏高原隆升与季风环流的关系、季风和西风环流影响下的我
国大陆区域环境演化分异过程，大型浅水湖泊水动力过程、界面交换与湖泊富营养化关系、蓝藻水华
形成基本规律及气象与水文条件对蓝藻水华形成的驱动机制、湖泊污染负荷控制与生态系统修复理论
与技术，江湖耦合水动力模型、平原区分布式水文模型以及营养盐产出输移模型、流域土地利用变化
机制及水文、水环境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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