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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全球气候与环境正在经历快速变化过程，地处地球南北两端的南极和北极地区对全球气候
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响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人类必
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

　　地球表面大多数陆地和国家位于北半球，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北半球。
因此，北极地区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对北半球国家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快捷，成为备受
关注的地区。
然而，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区位、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对北极地区的认识和
了解十分有限，更缺乏对北极地区相关问题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

　　为更好应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增强人们对北极问题科学、系统、全面的认
识与了解，有效开展极地科学普及工作，争取并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北
极地区的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制定我国极地政策、规划提供参考，自2007年底开
始，国家海洋局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开展了对北极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编辑出版了
《北极问题研究》。
该书对北极地区概况、北极社会变化、资源开发利用、北极交通情况进行了介绍，对北极地区的政治
、外交、法律制度、环北极国家的北极主张等进行了综合论述，分析了北极考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
。
该书图文并茂，力求全面、客观、科学地反映北极地区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内容广泛、材
料翔实，可为有关政府管理部门、研究机构、广大读者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北极问题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展示。

　　参与《北极问题研究》撰写的人员，大多数直接参与过对北极地区的考察和科研工作，对一些问
题的分析认识有独到见解和前瞻性，对于客观现实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所以本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

　　由于参与研究的人员有限，掌握的资料有限，开展研究的时间有限，且各章节内容分别由不同人
员编写，因此，本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认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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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欧洲大陆以前寒武纪古陆块为核心，通过不同地质时期与相邻陆块结合、分离的漫长
过程，伴随多次地壳构造运动，古陆块外围相继形成加里东、海西、乌拉尔、阿尔卑斯等褶皱带，逐
步奠定了大陆的地质构造基础。
这一构造基础决定了现代地形分布的基本格局。
根据地质构造基础和地貌发育过程的差异，欧洲可分为四大构造地形区：北欧台地和蚀余山地、东欧
一中欧平原、中欧一西欧断块山地和中欧一南欧褶皱山地和平原。
其中，北极欧亚陆域的欧洲部分属于“北欧台地和蚀余山地”。
北欧台地和蚀余山地主要分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芬兰、俄罗斯（苏联）的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
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加里东褶皱带和波罗的地盾。
由于长期的风化和侵蚀，该区中生代时已演变成一片低缓的准平原。
第三纪时受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山脉重被抬升，形成顶部平坦的块状山地，并伴有
断裂和熔岩喷发。
山脉西部抬升幅度较大，沿海形成陡壁；山脉东坡为诺尔兰高原，阶梯式地向波的尼亚湾递降。
第四纪时，为大陆冰盖中心，冰盖最大厚度达2000米以上，冰蚀地貌十分发育。
挪威沿海有很多深邃陡峻的峡湾；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东侧沿河谷形成串珠状冰蚀湖群。
波罗的地盾上发育着地势低缓的台地，大部分地区海拔100～200米。
受断裂和抬升作用影响，少数地区成为高原和丘陵。
冰蚀湖群、羊背石、蛇形丘、鼓丘交错分布是台地区主要的地貌特征。
亚洲大陆原非一块完整的陆块，它经历着从小到大、从分散到聚合的成陆过程。
根据各区地质基础和地质发展史的差别，可分为六大构造单元：南亚大陆区、中轴大陆区、北亚大陆
区、南亚陆间区、北亚陆间区和环太平洋区。
根据各部分地质与地形的差异，亚洲可分为4个不同的地形组合区：北部区、南部区、中部区和东部
区。
其中，北极欧亚陆域的亚洲部分从构造单元和地形上相应属于北亚大陆区和北部区，主要位于北部区
的西西伯利亚平原。
西西伯利亚平原位于亚洲西北部，介于乌拉尔山脉与叶尼塞河之间，构造上属西伯利亚地台，在古老
的基底上平铺着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漫淹本区的白垩纪海，曾由图尔盖古海峡南
通古地中海（特提斯海）。
第四纪以来经历了以上升为主的升降运动，南部地区隆起较大，图尔盖古海峡地区转化成分水岭；北
部则相对沉降，形成海河湾式海岸。
大部分地面海拔50～150米，地势地平，沼泽广布。
斯瓦尔巴德群岛作为欧洲北部大陆的大陆岛，具有典型的平顶山和v型谷等地貌特征。
它的基底是十几亿年前的元古代到约4亿年前的古生代志留纪经过长期构造变动的变质岩系；随后从
泥盆纪到早第三纪接受了广阔的海相沉积和少量陆相沉积，各时期地层中含有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包
括2.1 亿年到1.4 亿年期间侏罗纪生存的恐龙和7000万年到2500万年之间早第三纪形成的煤，这一时期
形成的沉积岩层至今基本上仍保持水平状态，那些桌状、金字塔状的平顶山大都由这套沉积岩组成；
第四纪形成的冰川、湖泊、河流、海洋沉积物多呈分散状态分布，尚未固结为岩石，此时还有火山活
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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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极问题研究》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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