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9 Issue 10 Article 6 

10-20-2024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ubao SU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sunfb@igsnrr.ac.cn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SUN, Fubao; WANG, Shenglin; and JIANG, Luguang (2024)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9 : Iss. 10 , Article 6.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918007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6 

This Science Portrait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6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918007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6?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10%2F6&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AS for 
75 years,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IGSNRR), CAS has 
adhered to its fundamental mission: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institute always focuses on solving major publ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trives to build a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that serves, promotes, and support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stitute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surface, insight into regional human land relations,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monitoring networks, promo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It is also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s of 
geographic and natural resource scientists adhering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advancing with science 
innovation and motherl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Keywords 
geographic sciences,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national ne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thors Authors 
Fubao SUN, Shenglin WANG, and Luguang JIANG 

This science portrait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6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10/6


科学缩影
Science Portrait

院刊 |

引用格式：孙福宝, 王生林, 姜鲁光 . 以国家任务带学科 抢占地理资源科技制高点 把科研成果铭刻在祖国大地上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
(10): 1727-1736,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918007.
Sun F B, Wang S L, Jiang L G.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39(10): 1727-1736,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918007. (in Chinese)

以国家任务带学科 
抢占地理资源科技制高点 

把科研成果铭刻在祖国大地上

孙福宝 王生林* 姜鲁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便对地理资源领域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重视。75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坚守立所之本——任务带动学科，为国家发展服务；始终以解决关

系国家全局和制约长远发展的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努力建设成为服务、引领和支

撑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研究战略科技力量。地理资源所的发展历程就是探索地表自然环境、洞察

区域人地关系、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发展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推进地理信息科学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

设的历程；就是一代代地理资源人坚守求是初心，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的历程；就是传承科学家精神，

不断抢占地理资源科技制高点，把科研成果铭刻在祖国大地上的历程。

关键词 地理资源所，任务带学科，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科技制高点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918007

CSTR 32128.14.CASbulletin.2024091800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以下简称

“地理资源所”） 于 1999 年 9 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

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

（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地理资源所的定位是以解

决关系国家全局和制约长远发展的资源环境领域的重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学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支撑任务（2024-XBZC-02）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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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益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以持续提升研究所自主

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线，建设成为服务、

引领和支撑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研究战略

科技力量[1]。

地理资源所的学术源流，发端于抗战烽火[ 2 , 3 ]，

重生于新中国成立，崛起于改革开放与区域开发，

繁茂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地理

资源所始终坚守立所之本——任务带动学科，为国

家发展服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便对地理资源

领域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重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竺可桢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

主任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

指导并引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领域科学研究密切

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在承担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任

务中不断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4 , 5 ]。回顾地理资源所的

发展历程，就是探索地表自然环境、洞察区域人地

关系、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发展生态系统网络、推

进地理信息科学、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历程；就是

一代代地理资源人坚守求是初心，与科学共进、与

祖国同行的历程[ 6 - 8 ]。

1 探索地表自然环境，精准刻画地表时空格
局变化

我国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农业、林业、水利、环

保、生态建设都需要因地制宜，迫切需要探索地表自

然环境的结构和形成机理，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时间变

化规律。在竺可桢、黄秉维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下，

地理资源所科研人员在全国开展大量综合科学考察、

专业调查，收集气象、水文等台站观测资料的基础

上，综合阐明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结构、演变及

各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制约与相互影响、作用

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地表物质、能量迁移转化规律及

其空间地域分异与时间系列变化。应用地带规律和热

量、水分指标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采用积温

与干燥度分别进行地带与地区的划分。历经30余年完

成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等具有

奠基意义的学术成果，为农业区划、林业规划、水利

建设、国土整治、区域开发、环境保护、生产力布局

及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1963 年起，黄淮海平原旱涝碱综合治理成为地

理资源所“科研为农业服务”的重要工作。承担编

制黄淮海平原地貌图任务，全方位揭示了黄淮海平

原的地貌成因、形态、地表物质组成和地貌年龄等

基本信息，为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合理开发提供

了决策支持。地理资源所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100 万地貌图集》，以及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新疆地区、南极地区开展的地貌发育规律研究，为

流域水土保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提供了重

要参考。

竺可桢于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

迁的初步研究》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此后，地理资

源所利用各种气候代用资料，重建过去 2 000年来各

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序列，深化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

化研究。地理资源所在我国最早系统开展现代树木年

龄学研究，利用树轮资料重建了青藏高原、横断山区

等地数百年来气候变化特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地理资源所深入研究了大

气、地表、土壤、地下水 4个系统的水量关系，建立

四水转化的数学模型，发展农业水资源的计算与评价

方法，提出农田水土调控途径，制定最佳生态条件与

经济效益的水资源联合调度利用方式，为农业水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旱涝碱综合治理奠定了重要的

理论与方法基础。

地理资源所主持完成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研

究”（1972—1975 年）对入库河流的水质、水库上游

污水灌溉、水库底泥、水生生物，以及水库周围地区

人体健康状况等进行了广泛调查和取样，同时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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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分析化验方法、污水处理技术等进行了深入试验

研究，成为我国早期水环境研究的范例之作。“长江

水系水环境背景值研究”（1986—1990 年）综合运用

地学、化学、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理论，建立了一套完

整系统的水背景值研究方法和质控方法，获得了10万

余个准确有效的背景值数据，奠定了流域水环境研究

的基础。

地理资源所首次揭示了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带状

分布和地理流行规律，基于地理病因探索，进一步研

究了低硒带成因及其与克山病、大骨节病的病因关

系，开拓了我国环境地理与健康研究领域。

进入21世纪，地理资源所重点发展了陆地表层系

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及格局的变化机理、驱动

机制和探测技术；探索了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影响下

中国气候系统的时空差异及其形成机制、陆地表层系

统过程的变化机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现代过程

和陆地表层系统化学元素及化学物质的迁移循环机

制，以及在典型区域的耦合机制。在应用层面，重点

研究了中国陆地表层过程变化的资源、环境、生态和

健康效应，探索陆地表层资源环境变化的格局及区域

协调管理机制，并在重点区域开展退化生态环境的修

复技术；提出了美丽中国生态建设分区管理模式，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雄安新区建设等

提供了重要支撑[9]。

2 洞察区域人地关系，协调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1952—1963 年，地理资源所完成的《中华地理

志》经济地理丛书，是坚持实地调查为先，团队协力

完成的首部区域经济地理著作，全面反映了20世纪50

年代后期我国各地区经济地理的面貌与特点，系统分

析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条件与问题，是我国地理界的

开创性工作。

地理资源所在1972—1988年完成的“中国工业发

展与布局研究”成果全面评价了我国工业发展的自然

条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与布局的变化

过程、现状特点和经验教训，并对全国主要工业部门

和重要区域的工业发展与布局作了具体论述；阐明了

工业布局与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水资源分布的关

系，首次提出了我国工业布局的“点-轴”系统理论，

以及沿海与沿长江的“T”字型发展构想；论证了能

源和高耗能工业逐步西移与钢铁工业利用国内外两种

资源发展的可能性。

1981—1990年地理资源所牵头完成的《1∶100万

中国土地利用图》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国规模的小比例

尺土地利用图，其在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规格方面为

世界各国编制国家土地利用图提供了范例。通过系统

阐明区域土地利用状况、存在问题及对策，大幅提升

了对全国土地利用规律与态势的研究水平。20世纪90

年代后期牵头完成的《中国区域发展报告》连续跟踪

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与态势，为国家和地区政

府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需要，地理资源所牵头对

汶川、玉树、舟曲、芦山、鲁甸等发生自然灾害的地

区进行了灾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为解决灾后就

地和异地重建选址、重建人口用地规模和外迁人口数

量、重建产业导向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撑。研究

成果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承载力监测

预警机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多项国家重

大规划和重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得到集成应用，为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

要决策支持。

地理资源所深入总结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城镇化

与城市群、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域系统模式和应用范

式，在承担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与脱贫

攻坚考核决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成效第三

方评估、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第三方评估、资

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核评估等重要任务中发挥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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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领和决策支撑的重要作用[10]。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理资源所面向

全球可持续发展科学前沿和国家高质量发展重大关

键科学问题，建立了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区域发

展理论为指导，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为

特色，以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模式—模拟为主线

的研究范式。重点揭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

人地系统耦合机制和时空变化规律，探究多尺度、

多类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成因和地域特征，

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指标体系和模拟平

台系统，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诊断、过程预测

预警和情景模拟，为人地系统协调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3 牵头自然资源考察，引领资源科学综合
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亟待发展，许多地区的

自然条件与资源状况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边远地区的

科学资料几近空白。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

科学院率先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地

理资源所发挥了组织协调、综合研究和考察先锋队的

作用。

最早组织的综合考察始于1951年。为了配合西藏

和平解放，中央政府派出了一支多学科的西藏工作

队，开启了新中国综合科学考察的先河。其后，于

1952 年、1954 年和 1956 年先后启动了华南热带生物

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黑龙江流域 3项大型综合

考察工作。为适应日益增多的综合考察任务，中国科

学院于1955年12月决定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由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兼任主任，1956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竺可桢主任的任职。综合

考察委员会成立后，根据国家决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先后组织了40多个规模不等的自

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1978年后，科学考察迎来第二个春天，国务院批

准恢复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机构。为

加强研究单位与决策部门的密切联系，更好地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国务院于1982年11月决定对中国科学

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地理研究所实行中国科

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并进一步明确了

“立足资源、加强综合，为国土整治服务”的方针。

随之相继组建了东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队、南方山区

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队、黄土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新疆资源开发考察队、西南地

区资源开发考察队、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等。以

孙鸿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团结带领科考队伍，

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锻造了在艰苦环境下抢占科技

制高点的“青藏科考精神”。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为整合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

察成果，服务国家和重点区域发展，中国科学院设立

了区域开发前期研究专项，地理资源所调集优势力量

对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科学考察研究。

先后开展了黄河上游、晋陕蒙接壤区、京九铁路沿

线、河西走廊地区、晋冀鲁豫接壤地区、环北部湾地

区、南昆铁路沿线等科学考察研究任务。同时，还开

展了多项全国性自然资源综合研究工作。例如，全国

1∶100万土地资源图和 1∶100万草地资源图的编制，

以及全国宜农荒地资源、中国国情分析、中国自然资

源和世界资源态势、科技扶贫等研究项目，还承担

“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我国重

点产粮区主要农作物遥感估产试验研究”等重大任

务，奠定了地理资源所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农业估产

与粮食安全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地位。《中国自然资

源丛书》（共 42卷）和《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的

编纂完成标志着中国自然资源综合研究的成熟化和资

源科学学科的体系化[11]。

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地理资源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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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综合科学考察、中蒙俄暨东

北亚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任务。结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需求，地理资源所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国土资源

利用适宜性评价、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国土空间“三区三线”划定、重要

战略资源安全保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防止食物浪

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学术和政策

影响，并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4 奠基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贯通观测、
研究与示范

野外观测实验研究是认识自然规律，总结科学发

现的重要科学方式，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是国家基

础研究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中国科学

院创建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已成为世

界三大国家级生态网络之一。地理资源所发挥了

CERN科学委员会秘书处和综合中心的作用。CERN

包括分布于全国各主要生态类型区的 44个生态站、5

个专业（水分、土壤、大气、生物、水体）分中心、

1个数据中心、1个综合中心组成的体系，创建了涵盖

全国主要区域和类型的生态系统观测技术系统，制定

了观测指标体系和技术规范，组织了全国尺度的网络

化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科学研究—科技示范工作，已

经成为生态系统动态观测、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的科

技创新平台，为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研究积累了大量

宝贵的科学数据，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农业发

展、资源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CERN的建立是我国生态系统监测与研究工作的

一次飞跃。CERN在生态系统动态观测、科学研究和

试验示范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综合观测研究能力

大幅度提升，联网监测与专项观测日益规范，重要成

果不断产出，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提供了成功范例。“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

其观测研究和试验示范”获得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依托CERN，地理资源所于 2001年牵头建立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ChinaFLUX），开

展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碳水通量多站点联合观测

研究。ChinaFLUX观测站点已经由2002年的6个发展

到 2023 年的 95 个，基本涵盖了中国主要的地带性陆

地生态系统类型，形成了国家层次的陆地生态系统通

量观测研究网络体系。ChinaFLUX开展的生态系统碳

氮水收支评价、通量交换过程动态变化规律及其环境

控制机制、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空间格局及其生物地

理生态学机制方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系列重要

进展。

21世纪以来，地理资源所围绕生态系统及水循环

过程、地球关键带水文过程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

物多样性保育与生物资源利用、生态系统恢复与可持

续性、生态观测模拟与生态信息应用、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等重大科学问题，取得了系

列研究成果。聚焦国家生态建设、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等重大需求，在生态系统网络观测、长期生态学、联

网研究、技术研发、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平台、模拟

分析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大优势，建成并运行国家生

态科学数据中心。

地理资源所以农田、森林、高原生态系统，以及

区域和国家尺度的重大生态问题为对象，综合研究生

态系统与环境变化关系及调控理论和技术，致力于典

型生态系统、区域和国家尺度生态系统动态过程和空

间格局变化的网络观测与模拟理论及分析关键技术创

新，发展和完善基于生态系统网络的观测、实验、研

究体系，推动生态信息获取、管理和整合分析的理论

创新和技术进步。面向国家需求，依托禹城、千烟

洲、拉萨、那曲等国家野外站，开展华北平原农业

区、南方红壤丘陵林业区、青藏高原农牧区的生态系

统管理技术与模式的集成与创新研究，推动区域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学领域的科技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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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拓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事业，变革地理
信息研究范式

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家地图集的编纂纳入国家

“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1958年，成立以竺可桢为主

任委员的中国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地理资源所

于 1965 年完成图集编稿与清绘，1967 年完成制印装

帧，从科学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

平。1977 年，地理资源所牵头编制完成的 1∶150 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20世纪80—90年代初期，先

后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自然地图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地图集》等重要成果，奠定了地

理资源所在我国地图学领域的先驱地位。

1978年 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国科学

院组织进行为期 2年的腾冲航空遥感试验。该试验预

定的目标：① 航空遥感仪器检验；② 勘察自然环境

与自然资源；③ 探索遥感技术在科学研究与生产中的

应用。地理资源所负责完成了地貌、植被、水资源、

土地类型、土地利用、地理信息分析研究和腾冲航空

遥感图集等。基于该试验研究成果，编制了我国第一

本采用自动化计算机辅助制图技术方法编制的县域农

业统计地图集，并出版《区域地理信息分析方法与应

用——以腾冲航空遥感试验区为例》等著作，出色地

解决了当时在中国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据

输入、计算机处理和图形输出三大最为关键的技术问

题，为中国GIS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是国内最早的

地理信息系统奠基之作。

1985年，作为我国最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地理资源所

成立，成为中国地理信息系统事业的开拓者和人才摇

篮。该实验室致力于地球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的研究，发展地理信息系统核心技术，构建国家级行

业重大应用示范系统，建立“数据—模型—软件—系

统”一体化的地球信息科学研究体系，对我国地球信

息科学的发展起到学科导向、应用示范及骨干人才培

养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地理资源所承担了国家资源环境

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的科研任务，实现了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缩短了动态监测周期，全面完

成了全国土地资源和环境背景的调查，取得了内容完

整、制图精度可靠、现势性强的全国宏观调查数据和

图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空间型资源环境数据

库，取得了典型区耕地变化、城市化、沙漠化、水体

变化和土壤侵蚀等动态研究及全国资源环境时空规律

方面的研究成果。

21世纪以来，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地理资

源所致力于发展地理智能，推进地理信息研究范式变

革，优化形成了时空探测与地理大模型、时空大数据

分析与地学信息图谱、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与知识

服务、地理空间智能核心技术与系统、地理空间情势

推演仿真与决策支持五大研究方向。自主设计开发了

全系列大型地理信息系统平台SuperMap，孵化了超图

软件等上市企业；建成并运行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中心，推动了地球空间数据的创新管理与开放共享；

开创了全空间信息系统和全息制图研究领域，自主研

发的曲面模型写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指导性文件；在地

表参数反演、地缘环境模拟、无人机管控、大数据挖

掘、资环大数据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保

障国家安全作出重要贡献[13]。

6 支撑美丽中国建设，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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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坚实步伐。

地理资源所联合兄弟单位共同申请、中国科学院

2019 年部署实施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

程”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以下简称“美丽中

国专项”），对标生态文明建设四大任务（推进绿色

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以重大示范为牵引，

多尺度精准检测和诊断生态文明建设状态。“美丽中

国专项”主要完成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

协同管理、自然保护地健康管理、生态智慧城市建

设、乡村振兴等发展路线图等科技任务，通过重大技

术集成和示范，牵引地方配套支持，树立生态文明建

设的科技标杆。

“美丽中国专项”创新突破 22套经济实用高效的

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和 14套配套装备，在京津冀、

粤港澳、长三角区域推广应用；研发19套生态系统修

复及绿色升级核心技术模式和 3 套配套装备，构建 5

套不同尺度美丽中国智能化情景模拟和管控系统，并

示范应用；建立示范基地22处，构建长江干流水系统

综合模拟和调控平台（“长江模拟器”）、“山地灾害

风险模拟与险情预报系统”“美丽中国建设智能化模

拟系统”。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地理资源所联合院内外

兄弟单位，对 2012—2022 年近 10 年全国及各地区美

丽中国建设进程进行了严谨科学的系统评估，完成

《2023年度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总报告》及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评估报告，评估成果得到了党中央

的高度评价[13]。

近年来，地理资源所承担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提出了青藏地区新污染物原

位降解的技术路径；完成川藏铁路雅安—林芝段 144

座隧道进出口高边坡稳定性分析及扰动致灾模式预

测，绘制扰动灾害风险等级图；提出高原地区行政区

划调整，及固边型城镇体系建设规划方案；研制了青

藏高原农牧业绿色发展路线图。

地理资源所在“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任务

中，承担天山北坡经济带水资源、土地资源和高质量

发展等考察任务。揭示了产业发展对“三生”（生产、

生活、生态）用水总量、结构及用水效率的影响，提

出了天山北坡经济带产业高效用水的基本思路与对

策；构建了天山北坡城市群“多核心九区八带一路”

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格局，提出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模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黑土地用好养好”

重要指示精神，地理资源所承担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

（以下简称“黑土地”先导专项）齐齐哈尔示范区建

设、智能管控系统与长效机制任务。构建了东北黑土

区农业生态地面监测网络，完成东北黑土地作物分布

一张图、保护性耕作一张图、养护成效评估一张图。

研发黑土地大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为“黑土地”先导

专项提供数据管理保障，支撑了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研

究和管理。研制多尺度黑土地智能化管控系统和全域

定制系统平台，实现了落地应用。连续发布 2020年、

2021年、2022年黑土地白皮书和年度报告。以临时党

支部形式成立“黑土地”先导专项齐齐哈尔示范区青

年突击队，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技攻关突击队”

称号。

7 传承科学家精神，抢占地理资源领域科技
制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理资源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对科技创新和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新部署、

新要求；从“充分体现国家意志、有效满足国家需

求、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要求出发，按照中国科学

院党组整体部署，把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落实到研究所的规划布局和重大任务中；对标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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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趋势和新范式，聚焦主责主业，发挥资源环境领

域“领头羊”作用；不断凝练目标，加快抢占资源环

境领域科技制高点，强化核心竞争力，在国内资源环

境研究机构中领先发展。

中国科学院成立75年来，地理资源所在院党组的

坚强领导下，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锤炼形成了

以“求是精神”为所训、以“任务带动学科，为国家

发展服务”为初心的地理资源科学家精神，以“美丽

中国”先导专项为主体的重大项目牵引、长期服务资

源环境领域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成熟机制，以及行

业领先能征善战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为地理资源所抢

占资源环境领域科技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地理资源所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代表国家需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代表基础

研究）数量，均居国内研究机构前茅。以地理资源所

为主体完成的两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土壤

修复、建立CERN、地域空间功能区划、河北雄安新

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控提升研究、国家精准扶贫第三

方评估等6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创新成

果展。基于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网）的中国碳

汇功能研究、高频次迅捷无人航空器区域组网遥感观

测技术、土壤重金属现场检测-校准-风险管控决策成

套系统3项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近年来，地理资源所牵头完成的多份咨询报告与

建议得到国家重要部门采用和肯定。这一系列基于地

理资源所长期科研积累提出的咨询建议，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粮食安全

和黑土地保护、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为雄安新区高标准规

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

坚实的科技支撑。

“十四五”期间，地理资源所致力于引领我国自

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资源科学、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围绕“G60星链”和人工智能

技术的地理应用、韧性城市、农业发展与盐碱地攻坚

任务，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

成为我国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原始创新策

源地。

地理资源所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在我国陆地表层过

程、区域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安全、生态系统及地

理信息系统核心科学与技术研究中起引领作用的综合

研究机构，成为国家区域发展、资源利用、环境整治

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思想库、人才库，成为国际地

理科学、资源科学和生态建设领域的著名综合性研究

机构。地理资源所将坚守以国家任务带学科的初心使

命，把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铭刻在祖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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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and engra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land of China: 

Overview on development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UN Fubao WANG Shenglin* JIANG Lugua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AS for 75 years,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IGSNRR), CAS has adhered to its fundamental mission: Promoti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 national 

needs,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institute always focuses on solving major publ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trives 

to build a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that serves, promotes, and support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stitute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surface, insight into regional human land relations,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monitoring 

networks, promo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It is also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s of geographic and natural resource scientists adhering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advancing with science innovation and 

motherl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geographic sciences,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national ne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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