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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山地研究所的战略构想

— 写在成都山地所成立 4 0 周年之际

邓伟
,

程根伟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四川 成都 61 X( 抖 1

摘 要 : 成都山地所走过了 40 年的发展历程
,

现在已经成为在山地灾害防治和山地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级研究

机构
。

进人 21 世纪以来
,

山地所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

即如何更好地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

更准确地把握

世界科技前沿
,

不断地推动一流山地研究所的建设
。

其核心与关键就是要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

持续提升

全所的创新能力
,

不断为山区可持续发展做出基础性
、

战略性和前瞻性科技贡献
。

本文是基于知识创新工程三期

学科发展规划主要框架而成
,

提出了研究所学科发展的目标及基本举措
。

关健词 : 山地研究
,

学科规划
,

发展 目标

中圈分类号 :
3G 22

.

1 文献标识码 : A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简称山地所 ) 自 19 60 年代建所以来
,

在中国科学

院的正确指引下
,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
,

经过广

大科技工作者 40 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的探索与发

展
,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
,

已经成为我国山地

科学研究和山区环境保护的重要国家级科学研究机

构
,

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

为我国西部重大基

础工程实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

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
,

山地所通过结构性调整
、

基地

建设的学科定位
,

不断推动和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

并

于 2 00 2 年进人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序列
。

经过

4 年多的创新实践与发展
,

学科定位进一步明确
,

科

学目标进一步凝练
,

山地灾害机理与预警报研究不

断深人
,

总体上研究所的科技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在西部山区重大工程安全和生

态建设领域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

初步成为我国山区

生态与环境安全的国家战略科技依托力量
。

进人 21 世纪以后
,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大发展战略的实施
,

其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迫切需

要科技的支撑
,

特别是地域辽阔的西部山区的建设

与发展
,

更需要科技进步与有力支撑
。

当前
,

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

国家
“

十一五
”

发展规划
,

以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都

为推动科技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

作为

国立研究机构
,

如何按照中国科学院新时期办院方

针
,

坚持
“

四个一流
”

标准
,

全面提高研究所的科技

创新能力
,

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的国际学术地位
,

在国

家山区建设中发挥思想库作用
,

不断做出基础性
、

战

略性和前睹性科技贡献
,

是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

1 研究所的立所之本

国立研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与公益价值是由其

社会功能
、

科学影响力所决定的
,

即服务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的大小而加以体现
,

这是

研究所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的关键所在
。

1
,

, 要有力支撑国家孟大战略招求

作为国立研究机构
,

始终要把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放在首位
,

这已被国内外国立研究机构的创

建和发展的经历所证实
,

仅就中国科学院不同时期

的办院方针而言
,

都十分强调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

从

未忽视过
。

特别是新时期办院方针的提出
,

更加系

统
、

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国立研究机构的社会功能

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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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
“

山地
”

冠名的研究所
,

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安

全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需求
,

尤以山地灾害防治
、

山地

环境与发展的需求更为直接
。

200 3年国家颁布的 ( 中国 21 世纪初可持续发

展行动纲要 )
,

针对我国未来 10 年到 20 年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
、

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而明确提出
: “

加强

灾害综合管理
” 、 “

建立和完善主要自然灾害以及重

大事故的监测
、

预报预替系统
”

和
“

建立完善的生态

环境监测与安全评估技术和标准体系
”

以及
“

建立

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及预警预报系统
” 。

2仪巧 年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 00 6 一
20 20 年 )

在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方面
,

也十分强调重大自

然灾害监测与防御 ;在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方面
,

明

确提出要重点研究开发地质灾害等监测
、

预警和应

急处置关键技术
,

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分析

评估技术
,

特别关注地球系统中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

过程及其资源
、

环境与灾害效应问题
。

从以上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重点内容来看
,

山

地系统的健康对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不可替代

的资源环境基础
,

对保障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具有

不可替代的屏障作用
。

鉴于 目前山地资源
、

生态与

环境现状
,

我国将在较长时期面临以下人一地关系

的矛盾
:

— 不断发展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不断增长

的山地灾害威胁的矛盾 ;

— 持续增长的山区人口和土地过度开发与脆

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的矛盾
。

很显然
,

增强我国应对山地灾害的防御能力
、

保

障山区经济建设和生态安全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之

一
,

这也是山地所 40 年来的重点研究领域
,

具有较

长时间的科研积累和技术储备与专业人才优势
。

1
.

2 要及时瞄准国际学科前沿

山地是地球表层系统物质
、

能量过程最为活跃

的地区
,

山地水土迁移的强度和分布与人类的生存

及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

为此
,

山地的研究引起

世界各国的重视
。

19 73 年《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开

展了
“

人类活动对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
” ,

这标

志山地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
。

19 80 年成立了

国际山地学会 ( I MS )
,

并出版了《山地研究与发展》

( M R D )国际性刊物
,

19 8 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

成立了《国际 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 ( xe IM o n )
。

一9 5 0

一 1 9 90 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以山地为

研究对象的专门机构和组织
。

19 92 年在巴西环境

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 ( 21 世纪议程 )
,

明确指出山地

是脆弱生态系统
,

强调加强该系统的管理
,

实现山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

并编制了 21 世纪山地可持续

发展行动计划
。

从此开始
,

世界山地研究上了一个

更高更新的台阶
,

一系列的国际性山地研究计划相

继出台
,

如国际 IBG P 计划
“

山地水文和生态的影

响
”

研究
,

欧共体的《环境与气候计划》
,

此外还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
、

国际科学

联合会
、

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等组织都相继加强了

对山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投人
,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

研究活动
。

其中山地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

过程的研究受到特别关注
,

其核心内容包括
:
山地地

貌过程动态与速率 ;山地气候的波动与各种灾害事

件的发生 ;山地生态系统 口N 循环 ; 山地生物多样

性及其保护
。

与山地环境领域相关的国际关注的热点可归纳

为如下几个方面
:

— 突出山地地域系统的综合研究
,

关注全球

变化与山地表生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山

地环境的影响及调控研究 ;

— 重视山地环境演化动力过程的研究
,

关注

山地环境灾害动力系统对山地地域系统形成
、

演化

中的作用过程与机理以及生态动力学与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关系的研究 ;

— 重视山地信息科学
,

关注数字山地
、

35 一

体化和山地学科定量化研究 ;

— 重视环境退化与灾害形成的藕合关系
,

加

强生态系统与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研究
。

根据山地研究方面的国际学科发展动态
,

我所

应该针对山地的不稳定性和物质输出为主的特征
,

在山地地域系统的结构
、

功能
、

演化与调控方面进行

研究
,

解决山地热动力学
、

岩土动力学
、

水动力学和

生态演变动力学等一系列环境动力机制间题
,

探索

环境变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机理
,

通过促进环境的

改善来解决生态恢复中的关键问题 ;在数字山地平

台和环境一灾害信息系统的支撑下
,

建立和发展以

山地环境灾害动力学为核心的山地学科体系
,

并结

合所在地域的特色和长期研究积累
,

集中力量解决

以泥石流
、

滑坡为主的山地灾害
,

以山地自然演化
、

退化与恢复为主的山地环境
,

以山区可持续战略为

主的山区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
,

系统建立中国山地

研究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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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地所的发展 目标

作为国立研究机构
,

根据山地学科的特征和发

展动态
,

要全面推动山地所朝着世界一流研究所的

目标迈进
,

必须按照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发展 目标的

要求
,

更进一步明确其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

依靠不

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建设
,

持续促进研究所的发展
。

2
.

, 战略定位

面向我国山 区工程安全和生态建设的战略需

求
,

立足长江上游和青藏高原
,

以山地表层系统演化

过程和动力学为研究核心
,

在山地灾害
、

山地环境和

山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基础性
、

战略性和前瞻性

研究
,

揭示山地灾害与环境变化的过程机理
,

建立山

地灾害防治与山地环境保育技术体系
,

为山区可持

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

经过 10 -

巧 年的持续发展与创新跨越
,

将山地所建设成为一

个具有强大创新能力
、

具备自我发展实力
、

与国际研

究计划接轨的国际知名的山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

中心
。

2
.

2 总体目标

发展山地灾害与环境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

解决泥石流 (滑坡 )灾害的预测与防护的关键理论

与技术问题
,

提供山区生态安全的环境保育关键技

术
,

为我国 21 世纪山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

将山地所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

山地科学研究机构
。

2
.

3 学科创新目标

建立以山地环境灾害动力学为核心的山地学

科
,

发展山地学理论体系
,

构建以泥石流 (滑坡 )灾

害的形成与预测
、

山地环境退化与恢复
、

山区资源利

用与可持续性发展为核心的技术体系
,

泥石流灾害
学理论与技术研究凸显重要的学科引领作用

,

山地
环境与生态研究方面的创新成果能够强有力地支持

西部山区发展
。

2
.

3
.

1 近期 目标

山地灾害领域
:
在泥石流 (滑坡 )灾害的形成理

论和预测方法上实现技术突破
,

建设和完善野外与

室内结合的地表过程观测一实验一模拟技术体系
,

开展典型区山地灾害防治工程示范
,

重点解决
:

1
.

泥石流形成与运动特征综合监测试验平台 ;

2
.

泥石流 ( 滑坡 ) 灾害预警报的关键理论与系

统 ;

3
.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环境灾害与工程安全监测

防护技术体系
。

山地环境领域
:

探索生态系统健康的环境调控

模式
,

在影响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拥合作用机制
、

环

境退化的动因及控制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

重点解决
:

1
.

长江上游生态与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影响及

预测 ;

2
.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与面源污染控制的理论与

技术体系 ;

3
.

西藏高原生态功能安全保护及优化对策
。

山区发展领域
:
针对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山区

可持续发展模式问题
,

基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支持
,

进行山区人一地关系的综合性
、

战略性研究
,

重点解

决
:

1
.

中国山区生态环境与灾害信息系统 ;

2
.

山区人一地关系地域差异的数字刻画 ;

3
.

中国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
。

2
.

3
.

2 中期目标

20 1 1 一 202 0 年将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

攻坚阶段
,

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潜在的一些环境问

题
,

将可能成为小康建设攻坚阶段国家发展的重大

战略需求间题
,

我们要在继续保持山地灾害
、

环境与

山区发展三大重点学科领域和业已形成的重点区域

外
,

还应及时关注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
,

拟新

增如下重点方向
:

1
.

中国山区城镇灾害防护理论与技术体系 ;

2
.

中心城市环境灾害监测和人口密集区灾害防

治的理论与技术 ;

3
.

长江上游江河梯级开发中的环境安全保障理

论与技术体系 ;

4
.

国家山区重大工程安全保障理论与防治 ;

5
.

中国水资源战略贮备区— 长江上游水资源

安全对策
。

3 学科重点规划

3
.

, 规划目标

巩固山地灾害领域国内外的优势地位
,

加强山

地灾害形成过程
、

临界条件和防治技术体系研究
,

开

发并完善山区交通干线
、

城镇
、

重大工程山地灾害预

警报平台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

规划部署在国家拟

建重大工程和敏感
、

热点地区的环境灾害领域前瞻

性项目 ;整合环境领域的学科方向
,

围绕长江上游径



山 地 学 报 2 4卷

流泥沙控制理论与技术
,

以及生态脆弱 区环境调控

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

选择典型区域进行试验示范 ;

在长江上游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进行学科整合
,

拓展长江上游水资源的环境变化响应机理与水资源

的生态一工程联合调控机理研究领域
,

为未来中国

水资源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进一步加强环境变化与

山地灾害形成机理研究
,

提出山区生态环境安全的

对策与模式
,

保障山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3
.

2 皿点学科领域与创新

3
.

2
.

1 山地灾害领域

围绕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山地灾害防治
,

重点

开展三方面研究
:

重点领域一
:
泥石流

、

滑坡形成机理与临界条件

探索以泥石流
、

滑坡为主的山地灾害的形成背

景
、

动力过程与区域分布规律
,

山坡岩土稳定性与泥

石流启动条件
。

关键区域
:
金沙江下游小江流域 (泥石流为重

点
,

依托东川站 )
、

三峡库区 (滑坡为重点 )和西部开

发中的重大工程 (边坡稳定性为重点 )
。

重点领域二
:
泥石流

、

滑坡发生的监测和预警报

技术

探索以泥石流
、

滑坡为主的山地灾害发生条件
,

提出触发山地灾害的判别指标体系
,

研制山地泥石

流 (滑坡 )监测
、

预报
、

警报的相关仪器
。

关键区域
:
川

、

滇
、

渝 (泥石流监测和预普为重

点 ) ;三峡库区 (滑坡监测和预警为重点 ) ;金沙江下

游河谷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区 ( 泥石流
、

滑坡监测和

预替为重点 ) ;三峡库区和金沙江下游河谷区 (人江

径流泥沙控制 )
。

重点领域三
:
泥石流

、

滑坡综合整治

针对山区重要城镇
、

交通干线
、

水利工程等泥石

流
、

滑坡灾害问题
,

研究灾害整治技术
,

建立灾害预

警系统
,

进行防灾规划设计示范
,

编制防灾及工程治

理技术手册
。

3
.

2
.

2 山地环境领域

围绕山地环境演化与环境保育技术示范
,

重点

开展四大方面研究
:

重点领域一
:
山地环境演化过程与生态响应

研究自然背景下的环境变化和相关的驱动因

素
,

探索环境退化的过程和多层次生态系统的环境

响应
,

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模型和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模型
。

关键区域
:
亚高山森林草甸区

,

三江流域区和西

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
。

重点领域二
:
退化环境恢复

、

侵蚀泥沙控制的试

验示范

研究坡地水土环境的容量与自修复能力
,

进行

退化生态恢复的试验示范
,

探索造林困难地区的植

被恢复技术和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

关键区域
:
金沙江下游干热河谷区和西藏雅普

藏布江中游寒早地区植被恢复关键技术集成与试验

示范
,

三峡库区面源污染防治的坡面径流泥沙控制

试验示范 ;

重点领域三
:
山地灾害形成与环境退化藕合机

理

研究退化环境与灾害的相互响应
,

探索退化环

境与泥石流
、

滑坡形成的藕合机制
,

提出通过环境修

复减灾的实用技术模式
。

关键区域
:
金沙江下游生态脆弱区

,

重要风景名

胜区
。

3
.

2
.

3 山区发展领域

围绕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

重点开展两方

面的研究
:

重点领域一
:

中国山区环境与灾害信息系统

完善集成山区资源
、

生态
、

环境与灾害等数据库

和信息系统
,

为西部山区生态建设
、

资源利用和工程

安全
,

以及山地灾害与山地环境的研究提供基本数

据与信息支持
。

重点领域二
:
中国山区发展战略

继续开展山区人一地关系
、

生态环境格局与容

量
、

山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

山区聚落生态结构
、

生态

工程效益评价等研究
,

为山区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

提供对策和战略咨询
。

4 重点建设与研究规划

学科建设
:
揭示泥石流形成过程及其力学机理

、

长江上游坡地侵蚀变化机理
、

典型生态环境演化机

理和生态系统调控水资源机理
,

建立泥石流 ( 滑坡 )

灾害评估体系
,

提高山地灾害监测预报技术水平
,

完

善泥石流 (滑坡 )灾害防治技术理论体系
、

开发长江

上游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

完善山地生态环境保育的

理论与技术体系
。

平台建设
:
进一步加强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

、

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
、

盐亭紫色土农业

生态研究站等山地灾害
、

环境与生态监测网络体系



第 5期 邓 伟
,

程根伟
:
建设一流山地研究所的战略构想

建设
,

以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带

动
,

促进山地灾害的基础性
、

综合性研究
,

并力争及

早进人国家重点实验室序列
。

研究规划
:
未来 5 年可以通过以下重大战略的

实施
,

不断提升山地所创新能力
’
。

—
重大创新 目标牵引战略

以灾害预测预警报技术
、

河流泥沙模拟预报技

术
,

以及 21 世纪新山区发展模式这三大创新 目标牵

引山地所的理论创新
、

实验观测和技术集成
,

提供解

决国家重大发展问题的关键技术和示范
。

—
国际推进战略

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 IcI M O D ) 中国委员

会的成立为契机
,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

通过

举办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和努力创办出有影响的国际

学术刊物的方式
,

扩大山地所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

推

进山地所科研工作的国际化
。

—
人才提升战略

通过大力培养骨干人才
,

引进领衔式人才
,

稳定

技术人才
,

为现有人才提供适于发展的学术环境
,

构

建层次提升
,

结构优化
,

梯队合理的创新人才队伍
,

实现山地所科研和管理队伍的整体提升
,

为建设一

流的山地研究所持续奠定人才基础
。

总之
,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

科技进步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

的支持
,

面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
,

山地所将

会更加大有作为
,

关键是要在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工

作奠定的良好发展基础上
,

紧紧抓住知识创新工程

三期的发展机遇
,

紧密围绕国家山区发展的战略
,

争

取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
,

力争在科技创新能力和研究

所整体竞争实力方面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

在山地科

学领域发挥重要的骨干与引领作用
,

逐步达到一流

研究所的水平
,

全面实现创新跨越持续发展的战略

目标
。

后记
:
本文是根据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学科发展规划的内容编写而成的
。

该

规划是我所知识创断工程三期方案研讨的 结果
,

凝

聚了全所各方面人士的智慧
,

特别是所学术委员会
、

科研处和研究室负责人对该规划的制仃做了大全的

工作
。

本文由程根伟执笔起苹
,

邓伟修改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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