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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表过程研究概论》主要从地表过程研究方法、地表循环过程及综合模拟、中国典型区域关键地表
过程等方面对地表过程研究进行梳理和综合，重点在对中国当前地表过程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结
合研究案例对不同地表过程进行分析。
《地表过程研究概论》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地表过程目前研究的主要领域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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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满足观测、监测和计算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开发一直是地表过程研究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
随着观测与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累积了大量不同来源的观测数据，为满足更高的地表过程研究需求
提供了支持。
目前，对地观测技术可以定量确定全球范围的地表覆被及其变化情况，先进的模拟和计算技术可以为
更大范围和更复杂环境的评估和预测工作提供支持。
然而，不同来源的数据由于获取方法、仪器精度、数据处理等差异，其绝对数值相差巨大，对于不同
数据以及模拟结果的同化技术是提高数据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这一技术目前仍在起步阶段，也是地表过程开展系统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之一。
随着计算科学、材料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对地表过程研究的支撑作用将
更为突出，一系列前沿性研究工作有望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取得重大突破。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思路首先是要基于对地球系统各种现象或要素的综合观测、积累科学数据，再从物
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规律出发，建立各圈层地球过程的定量关系和数字模拟系统，然后进行科学
分析和机理解释以及对未来变化的科学预测。
服务于地球系统科学的科学观测需要采用多种技术、多种途径以及多种生物、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综合
集成，需要对多源观测数据的融合与集成分析（傅伯杰等，2007）。
地表系统科学研究涉及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观测也必须从地表要素的“点”上
做起，由点而面，由面到区域，到全球，需要将地面观测、航空和航天遥感有机结合，形成地基—空
基—天基一体化、立体化的观测体系，同时也要将观测与模拟有效结合，使不同层级上的观测数据能
够满足不同空间尺度过程模拟的需要。
 尽管目前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观测系统，但远不能满足从地表系统科学视角开展研
究的需要。
例如，经济和社会数据往往在自然和社会耦合分析中很难匹配。
在社会环境系统变化研究中，经验数据的缺陷会导致降低决策者和公众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在此方
面的重要科学问题就是，为了响应、适应和影响全球变化，在耦合社会环境系统中需要在什么尺度，
观测什么具体内容（Reid et al.，2010）。
 6.网络化和交叉集成研究正成为地表过程研究的重要组织模式 地表过程驱动因素复杂、影响范围大、
涉及学科多，需要从地球系统的角度和历史与前瞻的视角解决点、局地、区域乃至全球的问题。
地表过程研究国际协调机制和跨区域的研究合作由来已久，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计算技术、全球地面
和空间观测技术等快速发展的支持下，全球分布式的合作研究成本不断降低，效率不断提高，网络化
合作和集成研究正成为国际地表过程研究新的和重要的形式。
跨学科、跨区域、跨时间的集成研究正在成为地表过程研究的重要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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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表过程研究概论》可供大学及以上程度地球科学相关领域各类人员作为科研、教学、学习参考使
用。
《地表过程研究概论》由丁永建、周成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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