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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大家好像都有感觉几乎每天都有听到一个或几个事件的发生，其中不乏环境和生态的恶化造
成的事件。
例如沙尘暴、禽流感等等。
半个世纪之前就有生态学家或环境保护学者曾研究了动物、植物或昆虫之生态系统的异常现象后，得
到结论预测说我们人类生存的生命维持系统的危机会很快到来。
当时世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学说而已，那么现在大家已经身在其中了，好像谁都可以这样推测或预测
这些事件了。
因为他已经变成日常现象了，大家也就不见怪了，不恐怖了，习惯了，从而也淡化了人类自己的过错
。
其实这一切都与我们人类的种种行为细细相关，说白了这些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给自己以及其后代造
成的种种困难。
人人都在说人口在增长，科学技术在发展，人类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
然而，人类和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断面临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生态系统的恶化的种种挑
战。
农业化面临着土地退化、沙化、土壤贫瘠化、耕地减少、自然灾害和生态系统破坏的挑战；工业化面
临着污染、公害以及资源和能源短缺的挑战；城市化面临着汽车尾气污染、市内室内环境污染、人口
超载、饮用水短缺、绿地面积减少以及众多其他社会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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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涉及两个内容，一个是“全球变化区域模式”的研究（1992～1995年），本研究是博士生导师陈
述彭先生的指导和全面支持下选择题目和完成内容的。
当时的研究目的是探索全球与区域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的各种反应和反馈动力学相关关系，利用GIS技
术叠加分析过去的环境数据和现在的地表面数据，从而得到结论全球循环在区域上的反映和区域人类
活动的模式。
人类在全球变化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区域持续发展模式直接关系到区域或全球环境的循环变化，即
全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之间也存在着复杂、非线性的相关。
本文选择华北平原，并主要对平原上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半定量研究。
本书还有一个内容是我博士后研究——基于季相（seasonaltemporal）和经度（longtutinalspatial）特征的
中国陆地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1995～1997年）。
本研究是博士后导师刘纪远先生的全面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青年基金的资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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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博士论文第二章　全球变化区域模式的提出三、区域动力（1）太阳辐射能及其转化能区域
动力是区域特征存在和区域演化过程的能量基础。
区域自然系统在太阳辐射能和地球内能支持下发展、演替和进化，而城市系统除了这些能源外，还要
依靠化石能源（一种转化的沉淀的太阳辐射能）。
 　太阳辐射能量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形式存在的最基本的能量。
太阳通过热核聚变过程释放出能量，在这一过程中质量按爱因斯坦关系式E＝mc2。
转变成能量。
而绿色植物又把太阳能转化为有机物（质量）。
地球外层获得的太阳光通量（solar flux）约2卡／厘米。
分。
而实际到达地球表面的仅有其中的50％，而到达地球表面的太 阳辐射的一半又转变为热能又重新回到
地球外空间中去扩散掉了。
绿色植物（生产者）最先固定太阳能，即6CO2+6H2O+光能→CeH12O6+602，而其他生物（初级消费
者）通过消费植物，即C6H12O6+6O2→6CO2+6H2O+热能，而得到能量，某些动物（如二级以上 消
费者）在食物链中通过捕食其他动物的方式得到能量。
据H．T．0dum的研究，美国佛罗里达州银泉地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如图2.1所示。
 从图2.1中可看出，一年当中，通过绿色植物固定的太阳能占太阳入射辐射能量的1.224％，其
中68.2172％的能量转化为废热扩散到周围环境中。
净生产效率，每一次转化中仅占10％。
太阳能除了被生物界利用外，还被转化成动能（风能、流水能、波浪等）和蒸发潜热等。
而地球内能通过地形梯度能（势能）形式参与物质循环，不直接参与生态系统能量的循环中。
城市系统的能量循环，除了人本身作为高级动物直接参与食物链的能量循环外，人类创建的现代工业
社会以大量消耗沉淀的太阳能（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来维持其有序状态。
地质时期沉淀的化石燃料，由于其形成环境的条件不同，矿床品位有高低之差，但无论矿床品位多高
，其物质组成中总是伴生其他成分。
例如，品位高的煤炭，其含炭素量达到9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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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区域模式与遥感和GIS方法》为博士论文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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