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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大决议通过将2008年作为“国际地球行星年”，并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组织协调国际行星地球年 

计划。“国际行星地球年”将促进地球科学在建设更加健康、安全和富有的社会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本文主要阐 

述“国际行星地球年”的 目标、发起者、科普活动、科学计划与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财政和组织情况。 

关键词 ：国际行星地球年 科普活动 科学计划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Planet Earth’ 

HOU Chunmei ZHANG Zhiqiang 

(Lanzhou Branch of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AS，Scientific Inform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CAS，Lanzhou 730000)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Year mn8 from January 20o7 to December2009，the central year ofthe triennium(2008)hav． 

ing been proclaim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s the UN Year．rnle Internatlonal Year of Planet Earth iS 8 ioint initia． 

five by UNESC0 and IUGS．The Year's ultimate goal of helping to build safer，healthier and wealthier societies around the 

globe iS expressed in the Year's subtitle ‘Earth science for Society’．Here iS the intred uction about the year's aim．initia- 

tor，science and outreach programmes，financial aspect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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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2005年1O月22日，在联合国有关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上，联大决议通过了联合 国 

60／192号决议，将 2008年作为“国际行星地球年” 

(2007～2009)(International Year of Plant Earth)。 

该决议获得联合国组织191个成员国的支持。 

“国际行星地球年”计划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IUG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地球科 

学部于2000年发起⋯，并得到 12个合作伙伴的资 

助及 26个单位和组织的支持。其 目标是在世界范 

围内增加公众和政府部门对地球科学认识，尤其是 

地球科学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保护星球作用等方 

面。“国际行星地球年”将促进地球科学在建设更 

加健康、安全和富有的社会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基金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资源与海洋、生态 

与环境创新基地战略研究与科学评价”(KzCx2一Yw一501)。 

2￡ ￡ l 7．globesci．con 

“国际行星地球年”由科普活动和科学计划两部分 

组成。 

2 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的目标是：使一般公众、决策者和政治 

家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地球科学产生兴趣或掌握更 

多的地球科学知识。为实现该 目标，科普活动将邀 

请一些有兴趣的团队或小组共同参与 。 

3 科学计划及其研究的主要问题 

“国际行星地球年”的科学计划将围绕地下水、 

地质灾害、地球与健康、气候变化、地球资源、大城 

市、地球深部、海洋、土壤、生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研 

究工作。 

“国际行星地球年”科学计划选题以社会需求 

为出发点。每个科学计划都确定了具体的科学问 

题，以便为政治家和决策者提供建议。科学计划选 

题包括以下 1O个方面： 

(1)地下水：干涸行星的水库 

该主题反映了全球淡水资源形势的严峻性 J，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潜在可饮用水均以地下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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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存在。勘察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以 

及对储水机制的进一步了解，均有助于地球科学家 

发现更多的地下水资源。然而，我们对地下水资源 

的匮乏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为了 

进一步了解地下水资源，在本计划中提出了以下问 

题： 

· 地球上共有多少地下水资源，如何持续利用? 
· 如何确定和管理不能持续开发利用的地下水 

储量，以便减少损耗，避免对人类／生态产生灾难性 

的后果? 

· 如何保护易受损害的地下水资源不受污染， 

如何恢复被污染的水源? 

要阐明上述问题，建议采取以下行动计划： 
· 通过勘测将地下水资源量化，包括鉴定国家 

间共享的贯穿边界的地下水流域。 
· 调查地下淡水系统补给、径流及排泄过程，以 

及它们在供给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 保护受影响的湿地，防止地下水水质和水量 

的恶化，并对地下水系统进行长期观测，改善由地下 

水抽取和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环境影响。 
· 认识不同环境中水的价值，实施战略来保存 

和保护水资源。 

(2)灾害：减少风险，提高认识 

灾害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科学地认识这 

些灾害的发生、发展并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 

害，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_4]。该主题 

包括如下需要探讨的问题 ： 
· 人类是如何改变岩石圈、生物圈和景观，进而 

引发灾害，增加社会易损性的? 
·

什么技术和方法可以用来评估人类和地区面 

对灾害的脆弱性，以及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如何使用 

这些技术和方法? 
· 目前，通过什么方法和技术才能提高监测、预 

测和减轻地质灾害的能力，使地区和全球的民众实 

现自我保护? 
· 对政府而言，制定地质灾害风险和易损性政 

策，减轻地质灾害风险和易损性的障碍是什么? 

(3)地球与健康：构建安全环境 

地球与健康研究的对象是 自然地质学因素与 

人、动物健康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提高人们对环境、 

地理分布等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及对相关问题的认 

识。主要研究由地质材料(岩石、矿物质和水)和地 

质作用(如火山喷发、地震和大气尘埃等)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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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包括如下几下问题 J： 

· 我们能够掌握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因素吗?医 

务工作者／公共健康研究者合作能够找到预防或者 

减少这些因素的解决办法吗? 
· 如何确定土壤、沉积物和水中地球化学成分 

含量的“高”、“低”对健康产生的影响，地球化学成 

分含量与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之间有什么重大关系? 
· 尘埃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 人类能够预测呼吸尘埃所引起的健康问题 

吗，应该如何减轻这种威胁? 

(4)气候变化：“岩石磁带” 

地球气候系统的古气候变化都记录在岩石中。 

人类历史和文明很大程度归功于过去的气候变化。 

了解古气候是了解人类如何产生和存在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的影 

响 。由此提出下述问题： 
· 最近四次冰期旋回气候变化的整体特征是什 

么? 

· 过去 1000年来气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 过去的气候变化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气候变化? 

(5)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人类生产、生活所使用的所有物质和现代社会 

越来越依赖矿物和化石能源，其储量、生产成本、地 

域分布有明显不同，而且它们是不可再生的。国际 

行星地球年将重点放在如何利用地质科学促进地区 

和全球的繁荣，以及如何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该主题主要包括如下需研 

究的问题： 
· 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合理规划、管理 

有价值的地质资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 甲烷和甲烷水合物对全球能源生产的贡献究 

竟有多大?其最有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是什么? 
· 新材料，尤其是铂族元素能否持续控制工业 

对矿产资源用量的不断增加? 

基于对地球的深人了解，地球科学家们对地球 

究竟还有多少潜在有用资源抱有疑虑，他们对资源 

是否能耗尽也一直持困惑态度。我们不但需要理智 

地利用资源，还要寻找新的清洁能源。 

(6)大城市：全球城市前景_8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关键研究问题有： 
。 特定大城市的居民怎样理解生活质量，他们 

的观念、渴望和需求是什么? 

WWW．globesci．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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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中面临的驱动力和压力是什么?谁拥有 

发行债券和选择买卖的优先决定权?这种权利是否 

合法? 
· 考虑社会 一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价值，如何评 

价“生活质量”? 

· 大城市如何成为更具竞争力、创造力和吸引 

力的人类环境，以及人们居所的安全性? 

大城市可持续方面的关键研究问题有： 
· 如何避免由于大城市不断扩张而引起的日益 

比例失调的生态足迹问题? 
· 如何通过更好的城市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 

实践减少这种足迹? 
· 大城市发展中促进或阻碍更加稳定、有效和 

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压力是什么? 
· 与小城市相比，如果规划和管理不当，大城市 

可以提供更大的内部效率吗?否则，大城市在长期 

内必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高度城市化 

地区和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人们生活的可持续化? 
· 与其它地区相比，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在哪 

些方面更具可持续性，在那些方面相对比较脆弱? 

如何更好的利用地面和地下空间方面的关键研 

究问题有： 
· 如何确保地面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的合理布 

局?如何实现地表和地下建设的综合发展，以便相 

互补充，确保未来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并与城市规划 

相协调? 
· 如何制定合理的地表和地下城市发展长期政 

策，促进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之间的平衡?如 

何确保食物和能源的供应? 
·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如何度量、 

实现地表和地下大城市的经济、社会价值。未来大 

城市的景象和模式是什么样?将如何改善看得见的 

决策支持系统和“情景方法”以帮助决策的制定? 

在地上和地下需要怎样的观察、监测系统及预报技 

术? 

(7) 地球深处：从地壳到地核 

在过去几十年里，地球科学发展迅速。现在通 

过建立科学模型可帮助重现固体地球的过去并预测 

其未来，包括预测将来地质系统的行为及未来的地 

质模式。地球深部的结构和过程与人们日常关注的 

事物可能相距甚远，但两者均与人类基本需求密切 

相关，如水和资源的供给、保护免受自然灾害及控制 

地球环境退化等。 

WW'W．globesci．corn 

该科学主题重点研究两个关键问题 】： 
· 如何更好地理解地球表面的物质迁移过程和 

物质迁移对地球深部循环的反馈? 
· 如何提高对地球过程的认识，进而取得较好 

的预测结果? 

(8) 海洋：时间深渊 

世界上大约21％的人口，即11．47亿人口生活 

在离海岸线 30公里以内的地方。 

200年以前就被科学开发的海洋，蕴藏着地球 

如何活动等关键问题的答案。“国际行星地球年” 

的“海洋”主题_】叫将集中在以下2个关键问题上： 
· 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在大洋中脊是如何相 

互作用的，这些相互作用在生命起源初期发挥什么 

作用? 
· 地球过程对大陆边缘的形成和演化有什么影 

响，大陆边缘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和威胁? 

尽管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有所提高，并对作为一 

个整体系统的行星地球有了革命性的认识，但依然 

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发现。 

(9) 土壤：地球的活皮肤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支持系统，所有陆生生 

物都依赖土壤[】̈，在该科学主题下主要研究如下问 

题： 

· 为了获取最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应该拓展 

哪些领域的知识基础? 
· 怎样才能把土壤学基础知识和地球科学的不 

同学科联系起来? 
· 土壤学如何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土壤知识? 

(1o) 地球与生物：多样性起源 

生物圈是行星地球的“生活区”。地球所具有的 

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通过它在不可想象的时间 

段内的进化来解释  ̈，该主题主要开展如下研究： 
· 环境改变和生物多样性动力学； 
· 进化的古生物学； 
· 陆地上生物的进化； 
· 地质学：生物圈一岩石圈的相互作用； 
· 古代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差异性； 
· 模拟研究。 

“国际行星地球年”的上述 10个主题的科学计 

划将与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密切合作。 

4 “国际行星地球年”与其他科学年的关系 

“国际太阳物理年(IHY)”、“电子地球物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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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和“国际极地年(IPY)”等 3个国际性计划 

将与“国际行星地球年”同时运作。4个科学年保持 

彼此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5 “国际行星地球年”的财政状况 

根据联合国公告，启动了基金筹集活动。国内 

或国际水平的科学计划和科普活动需要持续的资金 

支持。按国际标准，实施国际行星地球年计划至少 

需要2000万美元。“国际行星地球年”的启动资金 

由发起者、赞助者共同提供。 

6 组织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组织协调“国际行星地 

球年”计划。“国际行星地球年”的组织机构随着其 

重要性的凸现而获得不断完善。2002年中期，科学 

计划委员会和科普活动委员会已经成立，委员会管 

理者负责向IUGS和UNESCO汇报工作。2006年3 

月 16日，根据美国德拉瓦州的法律规定，国际地球 

年现已注册成为一个非营利性质的合作组织，并组 

建了一个有责任的决策集团和一个管理国际日常事 

务的秘书处。该合作组织反映了地球年投资者和执 

行者的责任意识。 

车 军 ： ： ： 

(上接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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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冬季作物不同，在土壤 

中的残茬也就不同，水稻栽培过程中土壤的有机质 

成分就有所不同，这就影响着水稻栽培阶段不同种 

植模式土壤的微生物数量和活度。可见，选用适当 

的种植模式能够改善土壤生物活性，培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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