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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描述性为主的地理学已经从定性到定量地发展成为系
统的、由航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地理科学。
1987年钱学森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概念与内容¨。
，1996年作者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一文，提出现代地理科
学分三个层次，理论层次上为理论地理科学，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技术层次上为地理信息
科学，主要是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应用层次上是地理系统工程，包括人口、资源、
环境、生态、灾害、城镇、基建、产业为主的复杂系统网络工程，实际上地理系统工程概括了国民经
济的主战场。
作者的论文得到了钱学森的赞同并提出了建议。
1999年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大学中取消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地貌等专业，改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市规划与区域管理三个专业。
200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综考会合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1年作者应邀在中国工程科学上发表“钱学森论地理科学”一文，在理论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
与地理系统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到地理哲学的层次。
由于地理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科学上的创造与发展，国内外学术界与社会舆论对地理科学不
太了解，不了解地理科学的理论地理科学是建立在人类出现以来的地球表层在人地关系中进化的、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是复杂性的科学；不了解地理科学的技术是以天地人机信息一体化
网络为基础的技术科学；不了解地理科学在应用层次上是地理系统工程，是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
为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社会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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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
本书立足于当代航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从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到社会科学。
所介绍的地理科学是包括地理建设与地理系统工程、地理信息科学与人地信息系统、理论地理科学与
地理哲学的一部概述性专著。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为解读钱学森的地理科学、第二章为地球表层演化、第三章为地理科学形成、
第四章为现代地理科学、第五章为理论地理科学、第六章为地理信息科学、第七章为遥感信息模型、
第八章为人地信息系统、第九章为地理系统工程、第十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书可以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各个部门的专业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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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蔼乃，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0年开始进行水文与地貌的跨学科研究；1975年研究遥感信息，开始进行数学、物理、地理的跨学
科研究；1990年研究人地系统，开始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1984年出版《遥感概论》(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遥感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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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解读钱学森的地理科学地理这个概念既古老又年轻。
古老的地理学发展到年轻的地理科学，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整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地理科学不同于原来的地理学，但是地理科学又是从地理学发展而来的。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分清地理学与地理科学的时限与空域。
地球进化到大约在200万～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地质时期，出现猿人；人类进化，大约可追溯到30万年
以前，人类成为直立人、开始有语言、有原始思维，成为原始人；从35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直到
人类有历史记载之前，人类零星地生活分布在地球表面上，人类与自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能够
作用到的范围，在与地球表面垂直高度的距离上，巢居（上树）、穴居（山洞）也就是lO米数量级的
空间，完成着人类进化的历史，这也是人类从自然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阶段，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其
时人类的认知极为幼稚，人类对自然以及自身的认识能力可称为原始思维的阶段。
原始的地理思维，产生是比较早的，例如昼夜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植物的季相变化、河水的涨落、
潮汐的涨落等自然现象，都会促使人类积累原始的知识，但是人类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当时的人类
只能顺从自然，所以在近代科学的认识上，曾经有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可以
称之为古地理学（Ancient Geography）的阶段。
地理学中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主要研究古地理，地质学中在没有产生人类以前的“古地理”，实际
上应该称为古生态学比较恰当，因为研究的是生地关系，尚无人类。
自有人类历史考证以来，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巴比伦文明开始，经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的
四大古代文明到20世纪的50年代，具体地说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个阶段人类社会经
历了5500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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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科学导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科学》为地理科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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