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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USGCRP)自成立以来的 10 年中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也面临

新的挑战。列举了自 1990 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 USGCRP 的主要成果与贡献 ,其中在国家评估、

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的预测、全球温度记录、过去 1000 年中最温暖的时期、北美碳汇、温室气体增

加与臭氧损耗、臭氧损耗评估、大气污染物的长距离输送、海洋分析、热带测雨卫星、雷达卫星、火灾

监测、SeaWiFS、全球环境变化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剖析了 USGCRP 在未来 10

年中的研究目标及其研究重点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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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GCRP 10 年发展概况

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 USGCRP) 于 1989

年 1 月被作为一项“总统动议”提出 ,并由 1990 年的

《全球变化研究法案》正式确定实施。从那时起 ,全

球变化研究一直被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作为一项重

要的科学行动 ,每年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USGCRP 是由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NSTC) 所属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

(CENR)的全球变化研究分委员会主持 ,包括美国

航空航天局 (NASA) 、环境保护局 ( EPA) 、国家科学

基金会 (NSF) 、农业部 (DOA) 、能源部 (DOE) 等 18

个机构、部门以及美国政府执行办公室参加此项计

划的制定与实施。

1991 —1992 财政年度 ,USGCRP 确定了 7 个多

学科优先研究领域 ,它们代表整个地球系统的相互

联系的组成部分。这 7 个优先领域依次是 : ①气候

与水文系统 ; ②生物地球化学动力学 ; ③生态系统及

其动力学 ; ④地球系统的历史 ; ⑤人类与自然的相互

作用 ; ⑥固体地球过程 ; ⑦太阳的影响。

1994 年 ,USGCRP 拟定了一项 10 年研究计划 ,

称为“全球变化研究议案”。自 1991 年研究计划提

出以来 ,对矿物燃料的使用、土地利用的变化 (包括

森林退化)以及工业化学物质的排放引起的全球环

境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 ,1994 年研究计划的重点在

于认识全球变化的性质、范围、特点 ,变化发生的程

度和意义 ;评价适应和减缓潜在变化的可行性对策

所需要的决策工具。

1995 年 ,USGCRP 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

务 ,其研究重点是 : ①观测和记录地球环境所发生的

变化 ; ②认识变化发生的原因 ; ③提高预测未来变化

的精度 ; ④认识变化产生的后果 ; ⑤提高评价变化的

能力。从一开始 ,USGCRP 就对下列方面给予了极

大关注 : ①开展土地、海洋和空间系统的全球变化观

测 ; ②建立世界范围的数据管理和档案系统 ———全

球变化研究信息局 ( GCRIO) ,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

同时面向全世界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与社会大众开

放 ; ③开展对地球系统过程的研究 ,提高对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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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最重要的物理、生物、化学过程的认识 ; ④开

发预测全球变化程度、时间、范围的综合地球系统模

型。基于对全球变化复杂性的新认识 ,USGCRP 还将

其工作扩展到分析全球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

及开发与全球变化相关的国际、国内政策评价工具。

在 1996 财政年度 , USGCRP 总结了以往科学

研究活动中取得的进展 ,对其研究工作进行了归纳。

USGCRP 认为 :全球变化包括地球环境中所有的自

然和人为引起的变化。全球变化可定义为全球环境

(包括气候、土地生产率、海洋或其它水资源、大气化

学和生态系统)中的、能改变地球承载生命能力的变

化。与全球变化有关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 : ①季节

至年际的气候波动 ; ②未来数十年的气候变化 ; ③平

流层臭氧耗减与紫外线辐射增强 ; ④土地覆盖、陆地

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

2 　USGCRP 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 10 年中 , USGCRP 的研究工作长期

围绕观测、记录、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的研究框架进

行 ,评价全球环境变化的后果以及人类和生态系统

对它们的潜在负面影响的脆弱性 ,发展用于综合评

价的工具和能力 ,集成和交流全球变化领域的知识。

USGCRP 在以下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 . 1 　全球变化的国家评估

为了确定美国在未来气候变率及变化领域潜在

的脆弱性并制定对应的策略 ,美国在 1997 年开始进

行气候变率与变化影响的国家评估。USGCRP 负

责协调这些评估 ,包括协调地理、社会经济和自然资

源部门的工作 ,并强调应有研究团体之外的个人、企

业的广泛参与。

早在 1998 年 , USGCRP 任命了广泛代表公共

与私有部门而组成的国家评估分析小组 ,该机构领

导并负责实施国家评估以及对地区与部门信息进行

管理与全面分析。1998 年还举行了 12 次地区性的

研讨会 ,从而使 1997 —1998 年的研讨会达到 19 个。

上述许多地区对某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 ,发表了

报告 ,并继续风险承担者的参与。此外 ,分析小组选

择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评估的对象 ,即 :农业、沿

海地区、海洋资源、森林、人类健康与水资源。对每

一个方面 ,分析小组都任命了一个研究组对这些关

键问题和脆弱性进行评估 ,并最终以共同的格式发

表报告。

2 . 2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预测

1998 年短期气候预测不断取得进展 ,并应用于

社会和经济方面。基于 1997 —1998 年对 ENSO 的

深入研究 , USGCRP 的科学家获得了一些新的成

果 ,并在研究方法的开发上取得了进展 ,其中包括西

北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等地区气候信息的提取 ,在世

界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气候展望讨论会 ,此

外 ,科学家还成功预测了 1998 夏季的拉尼娜现象。

2 . 3 　全球温度记录研究

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观测的基础上 ,NASA 的

Goddard 空间研究所与 NOAA 的国家气候数据中

心的科学家发现 :1998 年是自 19 世纪 60 年代进行

仪器测量以来最温暖的一年。NASA 的马歇尔空间

飞行中心也通过微波卫星监测对流层温度而证实了

这些变暖现象 ,这正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

变暖的延续。

2 . 4 　对过去 1 000 年最温暖时期的研究

北半球在无仪器监测温度时段内的古气候重建

表明 20 世纪是过去的至少 1 000 年中最温暖的阶

段。欧洲在中世纪暖期表现为温度偏高 ,这种温暖

不同于当今的欧洲 ,也未影响到整个北半球。重建

研究表明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冷期 (习惯称为小冰

期)主要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区域性降温 ,并不涉及整

个北半球。这些发现的关键意义在于表明 20 世纪

后期北半球环境的变暖不是先前认为由自然因素波

动所引起的 ,更有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起的。

2 . 5 　北美碳汇研究

通过对北美近 5 年期间 CO2 浓度的梯度与通

量分析 ,表明北美的森林、土壤以及沉积物可能吸收

了大量的碳 ,因而略微降低了随着化石燃料利用的

增加而增加的碳的积累。东北部再生林也许是碳吸

收积累的主要区域 (但其作用随着森林的成熟将变

得有限) 。另外 ,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业耕作也是碳积

累的主要途径。大量研究已表明北美是一个碳汇 ,

但对该汇的规模大小还存在争议 ,所以还需进一步

地研究源与汇的地点与形成机制 ,并减小不确定性

因素对源与汇评价的影响。

2 . 6 　温室气体增加与臭氧损耗研究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使地表变得愈来愈

温暖 ,并有趋势使平流层下部温度降低 ,这影响了电

磁波的传播以及痕量物质从对流层到平流层的的传

输。任何使平流层冷却的因素都可能加速臭氧的损

耗 ,延缓臭氧层的恢复 ,其状况的好转寄期望于平流

层中卤素浓度的降低 ,而这有赖于《蒙特利尔协定》

所限制排放的破坏臭氧层物质的减排量。

2 . 7 　臭氧损耗评估研究

575第 4 期 　　　　　　　　　　　孙成权等 :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实施进展与研究展望 　　　　　　



美国环境计划与世界气象组织在 1999 年 6 月

公布了《臭氧损耗的科学评估》一文 ,USGCRP 的贡

献在其中尤为突出。破坏大气层下部臭氧的物质大

约在 1994 年达到最大浓度 ,现在正慢慢降低。平流

层中卤素浓度在 2000 年前达到最高值 ,但直接证据

表明臭氧层的恢复仍将取决于将来的情况。来自北

半球中纬度地区详细分析的高置信度统计数据表

明 ,在 1980 —1996 年间 ,这个地区的臭氧明显减少 ,

而且在平流层的顶部与底部 ,臭氧的损耗率最大 ,每

10 年约损耗 7. 5 % ,在平流层的中部 (约 30 km) 最

小 ,每 10 年约损耗 2 %。

2 . 8 　大气污染物的长距离输送

通过地面与星载仪器监测证实 ,确实有大气污

染物的长距离输送 ,例如东亚与南亚的大气污染物

可以到达美国的西海岸 ,非洲的矿尘粉粒可到达美

国的东南部 ,墨西哥森林大火烟尘可到达美国的东

北部。

2 . 9 　海洋分析

J GOFS 与 WOCE 进行合作 ,编录了夏威夷与

百幕大附近两个亚热带海区观测点 10 年的海洋表

面观测资料。由于观测仪器是设在浮标与船上的 ,

这套资料填补了海洋地理学研究中的空白。它记录

了海洋气候、营养物的循环、生物量、生态群落的组

成、颗粒物的沉积以及 CO2 浓度。这些珍贵的系列

资料表明海洋中的生物具有多样性 ,并证明氮的固

定对于新物质的合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地点的

比较研究表明 ,夏威夷与百幕大的营养物质种类与

初级生产量的动态明显不同。

2 . 10 　热带测雨卫星

热带测雨卫星 (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2
sion —TRMM)工作一年以来 ,已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天

气预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 TRMM 的工作

更能促进我们对风暴与飓风的深入研究与解释。

2 . 11 　雷达卫星

美国—加拿大雷达卫星 ( Radarsat) 第一次对南

极地区进行了雷达绘图 ,表明地球上近 70 %的淡水

储存在南极地区 ,这个淡水水库的变化将直接影响

海平面与全球气候的变化。

2 . 12 　火灾监测

为加强中美与墨西哥火情的监测 ,NASA 的地

球科学公司与 NOAA 协作建立了研究火情的新网

络 ,并对世界其它各地的火情也进行了监测 ,如印度

尼西亚与俄罗斯 ,通过该网络可获得极其有意义的

成果。

2 . 13 　SeaWiFS

大视野海洋观测传感器 ( SeaWiFS) 为美国西北

部、阿根廷、南非海岸带地区上升洋流的研究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资料 ,上升洋流为海洋鱼类带来了大量

浮游植物。这些资料更有力的证明 :海洋具有巨大

的生产力 ,可大量吸收大气中的 CO2 。另外 SeaW2
iFS 也为这些地区提供了陆地航天图像。

2 . 14 　全球环境变化信息服务

美国全球变化信息服务由多学科研究群体所支

持 ,致力于长期进行集成研究、评价、预测全球的变

化 ,并为各界提供更多的信息 ,包括 : ①加强信息生

产者与决策者/ 客户之间的交流 ; ②为全球变化能够

影响到的部门 (如农业、健康、水资源、能源部门) 的

决策者提供全球变化研究成果 ; ③综合当前所有的

信息服务 ,包括国家评估计划、与全球变化有关的应

用管理及信息服务、全球变化数据与信息活动等。

3 　未来 10 年美国全球变化研究展望

3 . 1 　研究目标

USGCRP 在未来 10 年里将致力于地球环境系

统的动态变化研究 ,以及对与社会发展有关知识体

系的研究。环境变化将影响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社会

与经济发展 ,USGCRP 面对众多的全球变化问题 ,

将通过研究、评价提高我们对这些相关问题的认识

与预测能力。USGCRP 确定了一系列的研究目标 ,

以指导学者、团体与各计划的研究以及指导联邦政

府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投资。这些目标是 :

(1) 确定自然和人为变化的起源、速率及未来

发展趋势。USGCRP 将继续对各种因素引起的地

球系统内全球变化问题以及预测问题进行研究。

(2) 提高对生态系统在多种压力的综合影响下

演变的认识。众多的环境压力影响着地球主要生态

系统的动态特征 ,需要个别地或综合地对这些压力

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3) 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与较大的时间范围内模

拟并解释全球环境变化及其过程。气候变化主要表

现在地区尺度上 ,变化的幅度与影响在不同地区间

也有差异。向决策者提供所需的信息需要在比现在

更小的空间尺度与更大的时间尺度内研究、模拟全

球环境变化。

(4) 致力于全球环境突变的可能性研究。历史

上 ,地球曾经历过气候与环境的剧烈变化 ,如极地曾

经历了从冰期寒冷气候到热带气候的变化 ,所以在

温度与降水分布上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过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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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稳的或渐变的 ,而是相当的快速与突然。温室

气体的排放极有可能引起气候的突变。USGCRP

的研究 ,特别是模拟研究计划 ,一定会解释清楚地球

系统中非线性表现行为与突变所可能导致的变化。

(5) 解释与评估全球变化对美国的影响。US2
GCRP 将继续对国际地区与国家尺度变化相关的问

题进行评价 (如气候、臭氧、生物多样性、森林等问

题) ,并给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评估气候变化

如何影响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引发一

些社会后果时所产生的科学问题对 USGCRP 研究

与计划议程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3 . 2 　未来 10 年中需要重视的研究领域

长期存在的与气候有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现

在都可以预测。进一步深入认识地球上变化的复杂

性 (如降水与温度分布) ,可为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

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提前估计这些变化的幅度以

及相应几率的大小特别困难。但仅凭当前的经济方

法来判断这些变化的危险程度是明显不够的 ,一些

问题远不能用纯经济方法来衡量。由于当前经济学

方法的制约以及缺少准确的数据 ,USGCRP 还不能准

确计算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量或损失 ,但 USGCRP

将加强以下领域的研究并论证它们的经济价值。

(1) 厄尔尼诺的社会成本与作用。气象与气候

问题每年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1997 —

1998 两年中的气候异常大多与厄尔尼诺现象直接

有关 ,而且给世界各地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 300 亿

美元。许多研究者认为 1998 年中国发生的洪水 ,与

1997 —1998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这也使得这两

年中全世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到了 600 亿美元。

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发展速度减缓以及发展机遇的

错失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还没有度量出来 ,但肯定高

于直接经济损失。加里福尼亚与秘鲁对损失进行了

初步估计 ,表明若提前对 1997 —1998 年的厄尔尼诺

有所准备 ,则损失可减少 1/ 2 以上。

(2) 飓风频率变化模式。未来 10 年中 ,我们可

能可以预测罕见飓风在新时期是否会降临美国东海

岸。那时 ,我们已经提高了海岸地区建筑物抵抗飓

风的能力 ———将不会出现类似于 30 年代、40 年代

和 50 年代那样大的飓风来临时所遭遇的毁坏。在

这个飓风时期中 ,“4 类”(时速 232273 km) 与“5 类”

(时速超过 275 km)飓风将在 2010 年以前在人口稠

密地区着陆。通过对 1926 年经过佛罗里达州和阿

拉巴马州 4 类飓风的研究 ,证实了这样的飓风在今

天可造成 770 亿美元的损失。为维持保险业的生

存 ,需要不断修正所需的信息 ,这个过程所耗费的经

济与社会价值尚未可知 ,肯定是非常巨大的 ,以致于

保险业自己对这方面的一些研究进行投资 ,以表明

它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以上信息使美国政府决策

者不得不评估保险业的可靠性 ,但是现在可利用的

信息太少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得到更多的信

息。

(3) 淡水资源可利用问题。到 2010 年某些国

家会为水资源问题而诉诸于战争 ,撇开战争问题不

说 ,水资源问题也可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例如 ,在

当前的条件下 ,干旱在美国造成的平均损失估计每

年达 6080 亿美元。

(4) 碳源和汇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到 2010 年 ,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绘制出碳源与碳汇分布图。人

工陆地生态系统 ,如再生林 ,很可能将被证实是一个

为期几十年的汇。绘制源与汇的分布图 ,其意义不

仅在于讨论与控制碳排放 ,对于国际上有效减缓碳

排放、地区发展与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5) 大气质量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发展中

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尤其在东南亚 ,空气质量在多数

地区明显下降。气流输送含大量污染物的气团到达

无污染的地区 ,从而改变了臭氧的本底浓度 ,以及其

它对空气质量有影响的物质的浓度。目前必须采取

措施来控制地区性的大气污染 ,主要措施包括 :减少

化石燃料的使用 ,使用污染少的燃料 ,推广控制污染

物排放的先进技术 ,这些措施将减少温室气体以及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6) 大气中臭氧含量的变化。在 21 世纪前期 ,

蒙特利尔协定将继续限制某些破坏臭氧的气体的排

放。《蒙特利尔协定》所呼吁的许多紧急措施起了作

用。由于 CFCs 或其它类似物质的分解时间很长甚

至达百年之久 ,使大气中含氯物质的浓度缓慢降低。

USGCRP 监测了 CFCs 等含氯碳氢化合物在地面附

近的浓度以及它们的运移情况 ,这有助于按协议进

行评价 ,并获得相关受限制化合物排放情况的分布。

USGCRP 通过地表观测、探空气球探测、航天监测

以及模型模拟来研究臭氧层是否可以恢复。

4 　USGCRP 今后面临的挑战

USGCRP 要实现上述目标还面临着以下挑战。

(1) 认识地球气候系统的研究中面临的主要挑

战 : ①提高对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的预测能力 ; ②确

定季风年际变率 ,特别是影响全球季风系统的因子 ,

并确定预测季风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程度 ; ③理解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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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量与水分交换的作用 ,以及它们在季节与年际

尺度模拟中的相应反应 ; ④提高解释局地尺度上的

大尺度气候变率结果的能力 ; ⑤季节与年际间的气

候变率是怎样在风暴、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中体现

的 ; ⑥提高年代到世纪尺度的自然气候模拟以及在

时空上的分布情况的研究水平、改进对气候模拟机

理控制和反馈的最佳特性的描述、认识自然气候模

型在人为强迫下的敏感度以及与人为影响的相互作

用及其响应 ; ⑦研究可促进解释几十年到几百年时

间尺度内气候系统中特殊成分的气候变率问题 ; ⑧

解释长期以来由于人类改变大气成分而诱发的气候

系统的响应 ,并设计出研究方法以探测在自然气候

系统变异的背景下人类因素的影响。

(2) 生态系统的生物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

面临的主要挑战 : ①土地覆盖、土地利用与气候、天

气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要进一步解释清楚 ,特

别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变化如何影响区域气

候 ,气温的变化如何改变了降水的分布 ,天气变化如

何加速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等问题 ; ②进

一步对生态系统在多重压力下的动态过程与演变进

行研究 ,并确定生态系统在这些压力下维持正常发

展的各因素指标的阈值 ; ③人类对全球氮元素循环

的影响以及氮元素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一个

新的研究课题。

(3) 大气的组成与化学成分研究中的主要的挑

战包括 : ①研究平流层中臭氧的分布与 UV 辐射通

量、可破坏臭氧的物质、决定平流层物理状况的气象

条件的变化形式、描述平流层和对流层上部化学、动

力学与辐射之间的相互作用 ,确定地球所接受 UV

辐射强度的变化趋势 ; ②确定臭氧生成之前物质形

式的全球过程、对流层臭氧以及大气的氧化能力 ,并

确定现在与未来那些因素可决定大气的净化能力 ;

③改善大气模型 ,以更好地描述全球大气的痕量气

体与气溶胶的组成 ,及其运移特性 ,预测大气对未来

的污染物浓度和全球与地区尺度内气候变化的响

应 ; ④证明气溶胶的物理与化学特性 ,阐明决定它们

大小、浓度、化学特征的化学、微观物理及运移过程 ;

⑤证明毒性物质与营养物质在大气圈与生态系统中

的化学交换过程 ,阐明大气圈与生物圈之间相互影

响的程度与区域范围 ; ⑥证明大气圈中云对地表沉

积的贡献以及云是如何隔滤不同的微量气体并滤去

部分痕量气体的。

(4) 古环境与古气候研究的挑战 : ①证明地球

在过去确实是经历了气候与环境的突变 ,并确定突

变因素 ,以及怎样利用这些研究结论来认识未来气

候与环境的变化 ,重建自然环境 (这比人类的干预更

为重要) ; ②揭示全球环境变化与自然变化幅度之间

的联系 ,确定环境边界条件的变化是如何显现的 ; ③

弄清过去气候变化的推动因素强制因子 ,确定这些

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发生显著变化的 ,从古气候

记录中来调查引起气候变化与转变的原因 ,在未来

的近期与远期范围内阐明环境突变的可能性。

(5) 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中的挑战 : ①确

定支持人类社会各系统 (水、能源、健康、自然生态系

统、农业)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度 ; ②分析人类对

全球变化的可能响应 ,研究这些响应的效率、代价以

及这些响应的领域范围 ; ③解释人类与全球环境相

互作用之后的社会过程与驱动机制 ; ④解释全球环

境变化因素中主要的人类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时空

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确定它们在各经济部门与社会

群体中的权重大小。

(6) 全球水循环研究面临的挑战 : ①解释水文

过程与大气过程是如何耦合在一起的 ,陆面在气候

变异与气候极端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陆面在气候变

化与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变化中的角色与作用 ; ②

解释云对大气水与能量循环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

解释从局地边界层到地区天气系统范围内水汽的垂

直输送与混合过程。

(7) 碳循环研究的主要挑战 : ①在大陆与邻近

海洋盆地中进行大气与海洋地理试验取样 ,与大气

运移模型结合 ,对大陆、次大陆尺度与地区的碳汇进

行更合理的评价 ; ②在各地进行局地尺度试验 ,逐步

识别陆地上与碳汇有关的动力机制 ,确定生态系统

所吸收的碳量 ,及其将来的变化趋势 ; ③通过遥感资

料与过去的各种记录 ,评价过去与当前土地利用的

状况 ,评估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碳储存 ; ④利用改良的

编目技术与新的遥感手段加强对大气、海洋、森林、

农田和牧场的长期监测 ,确定碳储库的长期变化趋

势 ; ⑤评估为增加碳储量所采取的可能管理措施 ,包

括评估其可变性、可持续性、持续时间以及与此有关

的不同管理减排手段运用中的不确定因素 ; ⑥综合

新的观测 ,了解地区性与全球性的碳循环系统模型 ,

提高对 CO2 等温室气体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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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EVEMENT OF USGCRP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PERSPECTIVES FOR USGCRP FOR THE DECADE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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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U. 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USGCRP)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10 yrs , and so

many achievements were carried out . The paper reviewed some main progresses which were made by USGCRP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 National Assessment , El Ni ~n o2
Southern Oscillation ( ENSO) forecasting , global temperature record , warmest period in at least 1000 years ,

north America carbon sink , greenhouse gas increase and ozone depletion ,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 long -

range transport of air pollution , ocean analysis ,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 TRMM) , Radarsat , fire

monitoring , SeaWiFS ,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formation service.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USGCRP

in the coming decade were indicated in this paper. In the decade ahead , USGCRP will st rengthen the researches

on the following fields : understanding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 , biology and biogeochemistry of ecosystems ,

composition and chemistry of the atmosphere , paleoenvironment/ paleoclimate ,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 the global water cycle , carbon cycle science , observation/ monitoring/ data management .

Key words : Global change research ; 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 change ;USG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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