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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系统研究的开拓与发展

吴绍洪!尹云鹤!樊
!

杰!郑
!

度!杨勤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

%

摘要!通过分析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域系统研究的开拓与发展历程!总结了 '综

合自然区划
I

生态地理区域系统
I

综合区划(重要发展阶段的创新成果!介绍了重要的格局

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地域系统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密切相关&

!#

世纪
:#

年代!为了认

识自然规律!为农业生产布局服务!开创了综合自然区划#

!#

世纪
"#

年代!从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需求出发!将生态系统观点)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引入地域系统研究!开展了生态地

理地域系统研究#随着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从
!#

世纪末开始探索综合区

划研究!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的有机融合成为近期格局研究的鲜明特色&在此过程中!

地域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不断创新!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值模型等的深入应用!

极大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的地域系统研究!始终与国家的重大经济建

设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成为今后自然地理学乃至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 键 词"地域系统#综合自然区划#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综合区划

文章编号"

$###8#:9:

$

!#$#

%

#"8$:J98#9

!!

自然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在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和相对一致性&地域系统研究全面

考虑各项自然要素!以地域分异规律为核心!综合反映区域自然环境的现状和问题!在综

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全球性问题的认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对其地域分异规律了解和探讨的深度*

$

+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技术手段的更新!观

测网络)科学考察等各类基础资料的累积!自然地理)全球变化等科学研究的深入!自

!#

世纪
:#

年代我国地域系统研究全面开展以来!该领域研究得到不断发展和丰富!经历

了自然区划
I

生态地理区划两个阶段!正迈入一个新的综合区划探索阶段&

$

!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

!!

!#

世纪
:#

年代前!我国没有按照自然综合体的发生发展与区域分异规律!拟定比较

严密的原则和方法!并据此进行地域系统研究的工作!更没有有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共同参

与!发表的文献只有
$#

余种*

!

+

&

$"J$

年竺可桢发表 '中国气候区域论(标志着我国现代

自然地域划分研究的开始!

$"J:

年丁文江提出要拟定一个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区域划分

方案!并指导黄秉维编撰 ,中国地理-长篇.#

$";#

年黄秉维发表了 '中国之植物区域(!

这些工作开创了我国地域系统研究的先河&

!!

在我国!系统全面研究地域系统理论)方法与方案的工作是从
$":#

年代开始的!竺

可桢)黄秉维领导的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为主要研究团队开展的全国综合自然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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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布局为目标&全国综合自然区划*

J

!

;

+的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

%依据

自然界各现象的相互关系!综合了现代特征和进展因素!以地带性规律为划分原则#$

!

%

首先考虑温度)水分的大体情况及其作用!划分自然地带综合考虑温度)水分与土壤)植

被的形成和分布的关联性!在每一自然地带的范围内!依据地形和气候的大体差异划分自

然区 $划分依据见表
$

%# $

J

%系统说明了全国自然区划在实践中的作用及在科学认识上

的意义&该方案是迄今我国最详尽而系统的自然区划专著!一直为农)林)牧)水)交通

运输及国防等有关部门广泛应用!影响巨大!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地方综合自然区划工作

的深入&

表
!

!

!"#"

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温度带划分指标与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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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带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

$#K

积温

数值 $

K

%

最冷月

温度 $

K

%

特征

寒温带
#

$<##

稻)高粱)蓖麻等都不能生长!只勉强能栽培小麦)马铃薯)荞麦和

谷子&天然植被为明亮的的落叶松林!土壤为微酸性棕色灰化士&

温带
$<##

"

J!## I9

"

I!;

若干喜热作物!如稻)高粱)玉米)蓖麻在大部地方都能生长!小麦)

大豆)高粱则分别在不同地域成为主要作物!甜菜也生长很好&不适

于栽培棉花与冬季作物&苹果)梨)葡萄等果类也只在南部可见!品

质显然没有暖温带所产的好&天然植被在水分充足地域为针叶树与落

叶阔叶树混交林!此外为草原与荒漠&土壤有灰化棕色森林土)黑钙

土)棕钙土)灰钙土与灰棕荒漠土&

暖温带
$<##

"

J!## #

"

I9

对热量要求较高的一年生作物如棉花!除靠近北界的地方以外!可以

生长得很好&在水分较多的地方!天然植被主要由落叶阔叶树组成!

完全没有常绿阔叶树!也没有亚热带木本作物!但多数地方的小麦!

仍以冬播为主!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少数地方一年一熟&所产

苹果)梨)柿)葡萄等水果品质优良&低地土壤有棕色森林土)褐色

土)黑垆土和棕色荒漠土&

亚热带
;:##

"

9### #

"

$=

天然植被有亚热带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和混生常绿阔叶树的落叶

林&其中有热带树种!也有温带树种!针叶树也很普遍&热带中的热

带经济植物不能生长或不能正常生长&多数地方的特征经济作物如柑

橘)茶)油茶)油桐!稻可一年二熟!小麦各地都有栽培&亚热带南

部还有香蕉)菠萝)荔枝!龙眼)橄榄等多种热带经济作物&地带性

土壤有红壤)黄壤和黄褐土&

热带
$

9###

$

$=

低地植被主要为热带季雨林!基本上都是热带性的科属!主要林木属

樟科)番荔枝科)桃金娘科)桑科)无患子科和豆科!绝少针叶树&

对热量要求较多的热带经济植物!如椰子)橡胶)槟榔)咖啡)木波

罗等!都能生长!稻可一年三熟!甘薯可于冬季播种!温度情况对冬

小麦生长不大适宜&低地土壤为砖红壤&

赤道带
"

":##

终年气温变化很小!热量条件适宜于各种热带植物生长

高原暖温带 耕作上限的海拔高度在
;###

米左右

高原亚热带 耕作上限的海拔高度在
;###

"

;!##

米

!!

同时期国内的研究主要还有林超的自然区划*

:

+

)罗开富的自然地理分区*

=

+

)侯学煜的

自然区划*

<

+等&这个阶段由于文革的中断!到
!#

世纪
9#

年代才得以继续研究!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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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黄秉维根据原有方案在实施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而修订的全国综合自然区

划*

9

+

!任美锷等的自然区划*

"

+

)赵松乔的综合自然区划*

$#

+

)席承藩等的自然区划*

$$

+等&

这些成果结合各自实际和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区划理论具体化!加深了对区域分异规律的

认识!科学指导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因地制宜发展&

!

!

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研究

!!

!#

世纪
"#

年代!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出发!将生态系统观点)生态学原理

和方法引入地域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需要地域系统作为研究基础!

郑度带领的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团队与张新时的研究团队!开展了生态地理地域系统的研

究*

$!

"

$:

+

&该项研究的特点在于"$

$

%提出并完善了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划分的原则和指标

体系!该方案按照温度)水分)地貌组合的顺序!依次划分!建立了以生物地理学为基础

的气候
I

植被分类系统#$

!

%系统揭示了不同生态地理区域土地退化及其整治的地域分异

规律!并应用于生态与环境建设区域差异的论述与规划!阐明了各个生态地理区自然条件

的差异)联系及其利用等问题# $

J

%在研究方法上考虑了全球环境变化对地域划分的影

响!按照先水平地带!后垂直地带的方法来反映广义的地理地带规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相结合#界线拟定方面则是将传统的专家智能判定!与模型)数理统计和
%,/

的空间

表达等结合 $图
$

)表
!

%&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为地表自然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基础研究

图
$

!

中国生态地理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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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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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

!#

#

?2

;

(>

!

:/2*&@3,.4A

;

,4

;

0&

7

/2.&=0,

;

24*3

温度带

,

寒温带

,,

中温带

,,,

暖温带

,0

北亚热带

0

中亚热带

0,

南亚热带

0,,

边缘热带

0,,,

中热带

,N

赤道热带

+,

高原亚寒带

+,,

高原温带

干湿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O

半湿润地区

-

半干旱地区

P

干旱地区

)

湿润地区

O

半湿润地区

-

半干旱地区

P

干旱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

湿润地区

O

半湿润地区

-

半干旱地区

P

干旱地区

)

/

O

湿润/

半湿润地区

-

半干旱地区

P

干旱地区

自然区

,)$

大兴安岭北段山地落叶针叶林区

,,)$

三江平原湿地区

,,)!

小兴安岭长白山地针叶林区

,,)J

松辽平原东部山前台地针阔叶混交林区

,,O$

松辽平原中部森林草原区

,,O!

大兴安岭中段山地森林草原区

,,OJ

大兴岭北段西侧丘陵森林草原区

,,-$

西辽河平原草原区

,,-!

大兴安岭南段草原区

,,-J

内蒙古高原东部草原区

,,-;

呼伦贝尔平原草原区

,,P$

鄂尔多斯及内蒙古高原西部荒漠草原区

,,P!

阿拉善与河西走廊荒漠区

,,PJ

准噶尔盆地荒漠区

,,P;

阿尔泰山地草原)针叶林区

,,P:

天山山地荒漠)草原)针叶林区

,,,)$

辽东胶东低山丘陵落叶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O$

鲁中低山丘陵落叶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O!

华北平原人工植被区

,,,OJ

华北山地落叶阔叶林区

,,,O;

汾渭盆地落叶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

黄土高原中北部草原区

,,,P$

塔里木盆地荒漠区

,0)$

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大别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人工植被区

,0)!

秦巴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林混交林区

0)$

江南丘陵常绿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0)!

浙闽与南岭山地常绿阔叶林区

0)J

湘黔山地常绿阔叶林区

0);

四川盆地常绿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0):

云南高原常绿阔叶林)松林区

0)=

东喜马拉雅南翼山地季雨林)常绿阔叶林区

0,)$

台湾中北部山地平原常绿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0,)!

闽粤桂低山平原常绿阔叶林)人工植被区

0,)J

滇中南山地丘陵常绿阔叶林)松林区

0,,)$

台湾南部山地平原季雨林)雨林区

0,,)!

琼雷山地丘陵半常绿季雨林区

0,,)J

西双版纳山地季雨林)雨林区

0,,,)$

琼南与中北部诸岛季雨林)雨林区

,N)$

南沙群岛区

+,O$

果洛那曲高原山地高寒草甸区

+,-$

青南高原宽谷高寒草甸草原区

+,-!

羌塘高原湖盆高寒草原区

+,P$

昆仑高山高原高寒荒漠区

+,,)

/

O$

川西藏东高山深谷针叶林区

+,,-$

祁连青东高山盆地针叶林)草原区

+,,-!

藏南高山谷地灌丛草原区

+,,P$

柴达木盆地荒漠区

+,,P!

昆仑山北翼山地荒漠区

+,,PJ

阿里山地荒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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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协调提供了宏观的区域框架!为土地生产潜力的提高)土地管理

的政策分析)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推广)自然保护区的选择与规划)自然规划的拟订等

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同期的研究还有侯学煜的中国自然生态区划*

$=

+

!傅伯杰等的中

国生态区划*

$<

+

!

!##9

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 ,全国生态功能

区划.等&

J

!

综合区划研究

!!

随着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

!#

世纪末黄秉维倡导开展综合区划研

究!认为应当有一个顾及自然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综合区划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

$9

+

&过

去
:#

年!我国地表宏观格局)资源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全球

环境变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已有区划已不

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集成考虑自然与人文要素)涵盖陆地和海洋系统的综合区划成为必

然*

$"

+

&郑度)吴绍洪)刘卫东)葛全胜等先后在综合区划领域开展了探索研究*

!#

"

!J

+

&

!!

本世纪初!孙鸿烈)郑度)陆大道倡议和领导了 ,中国功能区域的划分及其发展的支撑

条件.的研究!樊杰等会同国内相关单位!承担了中国功能区划的方法论与总体区划的前期

研究&这是针对我国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而做出的全

国性和地区性综合区划工作的积极探索!为自然)人文因子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基于地域功能属性!科学识别功能区)特别是合理组织功能区并进行功能建设!就需要在科

学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协调好每个功能区自然系统内部关系)人文和自然系统内部

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一层级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功能区局部同整个区域整体的关

系)不同层级区域的同一地域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功能建设的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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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此项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全面展开&

!##=

年!我国 '十

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主体功能区的概念!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

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

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

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经济和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重点开发

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

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

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主体功能区划强调资源环境

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系

统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和自然灾害危险性是反映自然状况的主要指标&

!!

以上研究积极推动了综合区划工作的开展!但目前我国综合区划研究仍处在起步阶

段!存在许多问题!在综合区划的理论完善和技术支撑等方面都有待深入&自然与人文要

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如何!以及采取何种有效技术手段将自然与人文要素融合!借此合理反

映自然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分异规律!这是综合区划面临的难题之一&

;

!

地域系统研究方法的进展

!!

通过研究者对地域系统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探索求新!地域系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和成果!特别是在技术与方法上!从专家集成到建立指标体系指导区域划分!直至运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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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吴绍洪 等"地域系统研究的开拓与发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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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建立模型等!地域系统的客观性和可推广性不断增强&

!!

在
!#

世纪
:#

年代期综合自然区划研究阶段!区域界线划分以定性为主!依据一定的

理论与经验!采用专家集成的方法!对地域分异规律做出判断!寻找适宜的指标!拟定区

划方案!主观性较强&黄秉维在划分 '全国综合自然区划(时!第一级单位 $自然地区%

实际上是根据互相关联的热量条件)水分条件)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共同性划

分的&干燥度指标是在分析)对比干燥度等值线与土壤)植被)农业分布的关系以后订定

的!而且只是划定界线的大体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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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区划方案在拟定温度带和干湿区

的界线时!首先基于地表气候)植被)地形和土壤等自然要素的地域差异确定界线!然后

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这种区划方法因学者不同的知识背景!使他们在

具体界线走向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如我国热带北界问题曾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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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系统研究发展的同时!对地观测技术系统的进步和时空分辨率的提高!使全球

准同步动态监测成为现实&随着遥感)全球定位系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与进步!地理

科学的综合集成有了定量化的科学基础与先进技术手段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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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划界线的划

分不再是传统的专家集成为主!而是以建立模型)采用数理统计与
%,/

的空间量化表达

等相结合为主!采用反映气候)地形)土壤)植被等多因子的指标体系&现在地域系统界

线的确定!是根据不同分区内容的各相关指标因子!首先在
%,/

技术的支持下生成等值

线!然后进行各因子等值线的综合!确定划分区域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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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界线的研究也

在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以前对土壤因子的应用!大多都是使用土壤类型的界

线!很大程度是依靠土壤的分类系统&目前已有研究应用土壤的理化性质指标在空间上的

差异!来反映区域间的差异!避免了因土壤分类系统不同而带来的不便*

JJ

+

&日益丰富的

中尺度对地观测系统数据资源的供给!向我国区划提出了具有信息时代特点的挑战!核心

问题是在应用对地观测系统数据资源过程中!通过数据处理)数据计算)数据挖掘)数据

验证)数据共享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提出的区划新方法论问题*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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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变量分析和地理

信息系统科学的发展!模型被逐渐应用于区划研究!尤其是模糊聚类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应用更为广泛&李双成等*

J: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秦岭地区生态地域系统的划分&

以指标和模型为依据的区划方法比专家集成方法客观!也易于将成果推广用于相应的区域

研究&

: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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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的地域系统研究始终与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这

也成为今后自然地理学乃至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个研究方向的指导下!在继

续深入研究各自然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同时!研究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

分析地域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动态响应!进一步探索区划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将是推动该领

域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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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自然与人文综合有巨大的难度!主要表

现在形式)性质和相互作用三方面&形式上!自然因子的差异以自然地理单元的形式表

现!如温度带)干湿区)小流域等#人文因子则是以行政单位为单位统计数据!如省)

市)县)乡等#两者之间的转换无论从概念上和技术上都有相当的难度&性质上!自然因

子相对比较稳定!人类无法在较大的程度上进行改变#人文因子则变化较为快速!如中国

城市化进程&而自然与人文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大大地增加了综合的难度!自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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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某些条件下甚至起限制作用#但人文因子对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大!

某些情况下也能起重大的作用&例如 '以粮为纲(和 '退耕还林(的实施使地表覆被发生

巨大变化&因此!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经济各自分异规律的基础上!探讨二者的相互作用机

制!将为全面)客观刻画区域特征提供依据&如何协调自然)人文因子在不同区划等级的

重要性!怎样选取合理指标!是值得研究的基础性科学问题&

!!

$

!

%分析地域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动态响应&全球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温度)降水等因素的长期变化又会引起植被)土壤和水文状况等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和制约!导致地域系统随之而产生复杂的)不同于任何单一要素的整体性变化&历史时期

地域系统变迁主要是由自然界气候本身的变化引起!而过去几十年和未来
!$

世纪的地域

系统变迁则多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影响&中国现有的地域划分方案多是静态的!不能

及时反映变化了的自然和人文要素&需要研究主要地理要素的变化过程)时空格局及其相

互作用机理!明确未来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地域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动态响应&

!!

$

J

%探索区划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区划的技术手段主要有叠置法)主导标志法)地

理相关法)景观制图法)聚类分析法)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未来研究

应着重于把区域考察)遥感方法及定位试验的多源数据融为一体!应用数值模型和地理信

息系统!开展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综合研究和图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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