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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丛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时两年多联合开
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凝聚着600多位院士、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洞悉学科发展规律、
了解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及开展科技创新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我国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
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资源与环境科学》全面总结了近年来资源与环境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
究动态，客观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
布局，提出了资源与环境科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

本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
资源与环境科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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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路甬祥 陈宜瑜)
前言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学科战略地位
 第一节 资源与环境科学现阶段发展的总体态势及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一、资源与环境科学现阶段发展的总体态势
 二、我国资源与环境科学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第二节 资源与环境科学对推动其他学科和相关技术发展所起的作月
 一、资源科学方面
 二、环境科学方面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科学方面
 四、观测技术科学方面
 第三节 资源与环境科学在国家总体学科发展布局中的地位
 第四节 资源与环境科学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支撑作月
 一、资源科学方面
 二、环境科学方面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科学方面
 四、观测技术科学方面
 第五节 资源与环境科学是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
 国家安全的需要
 一、为合理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二、为国家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三、为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指导
 四、为国家资源与环境监测和国防安全保障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学科发展规律与国际发展太势
 第一节 本学科的定义与内涵
 一、资源科学研究方面
 二、环境科学研究方面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方面
 四、观测技术科学研究方面
 第二节 本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一、国家需求是本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
 二、交叉集成是本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人才培养是本学科发展的加速器
 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本学科发展的生命力
　　五、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本学科实现快速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的催化剂
 六、优化资助与管理模式是本学科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与发展的保证
 第三节 国际上本学科的发展状况与趋势
 一、资源科学研究方面
 二、环境科学研究方面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方面
 四、观测技术科学研究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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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科的国内发展现状
 第一节 从文献计量看我国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国际地位
 一、水资源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二、土壤科学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三、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四、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五、区域环境污染过程与调控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六、区域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七、遥感科学研究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
　第二节 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总体研究进展
 二、主要学科研究进展
　第三节 平台与人才队伍建设
 一、重点实验室和野外台站建设
第四章 学科发展布局
第五章　学科优先发展领域与重大交叉研究领域
第六章　学科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七章　学科发展的保障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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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加强对土壤类型与属性、保障土壤质量与食物安全问题的认识成为我国资源与环境科
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土壤类型多样，土壤系统分类研究逐步与美国系统接轨。
1984年开始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研究，在持续20年后最终建立了全新的土壤分类体系，已经成为
国际四大土壤分类体系之一，其中人为土纲的分类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当前，国际上正趋向于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土壤分类系统，中国正积极融人这一计划，从而将大大提
高中国土壤分类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
土壤信息系统和数字土壤制图研究与国际同步，构建了中国土壤信息系统。
中国基于土壤数据库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中国土壤参比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土壤参比理论与方
法；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土壤参比度的定义和求取方法，建立了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单个土
体尺度参比的方法，提出了中国土壤分类参比基准。
土壤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的完善为我国土壤学研究的数据整合和利用创造了条件，同时提高了一些大尺
度研究的水平，如陆地碳库的估算和评价。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作为全球数字土壤制图网络的发起单位之一，成为联系东亚地区的网络节
点。
当前守住我国耕地红线的形势非常严峻，国务院核准2010年的耕地总保有量为19.12亿亩①，而2006年
，我国耕地总面积仅为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警戒线。
因此，发展土壤科学、保障我国土壤资源数量与质量、保证粮食安全以支撑中国这一人口大国的粮食
安全，对减缓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我国大部分地域环境与资源约束瓶颈加大，环境与健康问题日渐突出。
全球环境变化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面对我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我们必须科学地从
源头上保护生态并防止产生新的污染，修复已退化的生态环境和治理被污染的环境，阻断和减轻污染
对健康的危害，积极主动地应对全球变化对地球系统的影响。
近年来，在国家“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项目的推动下
，针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集约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关科研机构和单位在长江三角
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开展了相关的基础研究
与技术研发工作，为遏制区域性土壤、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恶化提供了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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