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地理学家郑度
(1936.8.26 - ) 

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大山之子郑度

郑度（ 1936 ～ ）， 祖籍广东大埔。 自然
地理学家。 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
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 国际地理
联合会山地地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
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现任中国科
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
任。 他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

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与格局研究
中， 他将高原山地垂直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
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并构建其结构类型组的分

布模式， 揭示高原独特的地生态现象及其空间格局， 证实并确认高原
寒冷干旱的核心区域， 阐明高海拔区域三维地带性规律， 提出青藏高
原自然地域系统方案等， 都取得开拓性进展。 在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
究中， 他建立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 提出中国生
态地理区域系统的新方案；在土地退化整治和生态建设领域， 他强调
要重视地域分异规律和尊重自然， 指出干旱区土地和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要重视区域发展和环境的协调；基于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的理念， 他
积极推动区域发展中环境伦理的研究和应用。 他作为主要研究者的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 项目于
1987年获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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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郑度， 男，广东大埔人， 1936年8月生于广东揭阳（现揭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
飞可平／旷父亲郑少怀1929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教育专业获文学学士， 随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专修神学。 1932年返回广东揭阳县五经富乡任基督教会宗教教育干事， 后按立为牧
师。 1947年在汕头任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总干事，此后长期担任汕头地区基督教



会的领导职务。郑度1948年在汕头考入教会学校幸
怀中学。

1954年他考取中山大学地理系，学习自然地理
专业。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
所，在所长黄秉维先生领导的自然地理研究室生物

山 地理组工作。1959年他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对北
疆准噶尔盆地沙模的综合考察，在年底总结时完成
题为 “新疆准噶尔沙漠植被与环境的关系” 的论文，
被推荐到1960年初的全国地理学术会议上交流。随
后，他又被安排到南开大学生物系进修学习有关植
物水分生态生理方面的实验方法和技术，结合西北
地区水分平衡的科研任务，于1960～1963年在中国
科学院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开展植物水分平衡的观
测试验研究。1964～1965年他参加对石羊河流域、
河西走廊以及酒泉地区植被地理方面的考察与调
查。

自1960年代中期起，他致力于山地与高原的地
理考察与研究。1966～1972年参加珠穆朗玛峰地区
的科学考察研究，1973～1980年参加对西藏自治区
的科学考察研究，1975年起他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兼顾科研业务的组织管
理工作。他先后参加对察隅、波密，拉萨、山南， 且』

日l喀则和那曲地区的综合考察。1980年秋至1983年 4幽
春他前往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地理系访问进修，从事 叶
山地地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他于1983～ -;h 
1985年投身于横断山区的科学考察研究。1987～ ，元J

1992年他受孙鸿烈的委托，负责主持国家基金委与 i� 
中科院重大项目 “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综合科 珩
学考察” 的野外工作，期间还开展了中法对西昆仑
山和喀喇昆仑山的联合考察，他担任中方队长。 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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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他带队前往巴基斯坦，与巴方合作对印度河
上游的洪扎河流域进行考察。1992～1997年他任国



家攀登计划
“

青藏高原形成演

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

究
”

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1999～2003年任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规划
“

青藏高原形成

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
”

项

目首席科学家。多年来，在青

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

研究中，他划分青藏高原的垂

直带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

一谱系统，构建其结构类型组的

1987年， 在北羌塘无人区。 ｜分布模式；证实并确认中昆仑

真刁由万市原页莱克宇辜百�录忑医葳 7 南萌了高海拔区域的三维地带性规

律；建立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所拟订的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

统方案是迄今全面和系统的，得到广泛的应用。90年代通过
“

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

统及其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应用
”

重点基金项目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生态地理区

域系统的一个新方案。

1984～1991年他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1991～1995年

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现任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任，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中国地理学报英文版）主编，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地圈生物

圈计划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他还任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

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甘肃省荒漠化防治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地表过程分析

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山地地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著240余篇（件）。他于1984年

获堂可祯野外科学工作奖。他作为主要研究者的
“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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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
”

项目，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

飞二．二βY 1987年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

家。



二、 主要科学研究成就、 学术思想及其影晌

郑度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领域取

得开拓性进展；总结自然地域系统领域的成果，建立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

方法，提出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新方案；关注土地退化整治与生态建设及其与

区域发展的关系；指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与优势领域，积极开展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伦理研究。

（一）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研究

在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综合研究中，他构建高原山地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系统及

其分布模式，揭示高海拔地域分异的三维地带性规律、高原植物区系地理的地域分

异，阐明高原独特的地生态现象及其空间格局，制订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方案

等，推动了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展。

山地垂直自然带类型系统及其分布模式在研究珠穆朗玛峰地区气候、植被与

土壤分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他对复杂的自然分带现象进行综合，建立该地区垂直

带主要类型的分布图式。他划分高原各山系的垂直带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性质迥

异的带谱系统及其下的9种结构类型组，构建了青藏高原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类型系

统及其分布模式，揭示其分异规律。垂直带界线自边缘向内部腹地递升，形成全球

最高的森林上限和北半球最高的雪线，显

示了与青藏高原热源作用相联系的巨大山

体效应。

高海拔地域分异的三维地带性规律

对青藏高原自然界的地域分异，一直存在

不同的学术见解。他将山地垂直带变化和

水平地带分异相结合，揭示了高海拔区域

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三维

地带’性学说。在高原内部，垂直自然带的

基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既反映出自

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又制约着其上垂直带

的特点。受高原地势格局和大气环流的制

约，形成了高原温度、水分状况地域组合

的不同，呈现出从东南温暖湿润向西北寒

冷干旱的变化。在自然景观上表现为山地 1983年， 在贡嘎山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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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高山草甸－高山／山地草原－高山／山地荒漠的带状更迭。这是三维地带性

原则在广袤高原上的体现， 是我国温带相应自然地带在巨大高程上的变异。地势和

海拔引起的辐射、温度和水分状况的不同是变异的主导因素，而以温度偏低表现出

高原的特色。

高原植物区系地理的地域分异 根据高原植物生态地理关系，他应用数量统计

及分布区型谱图的方法， 阐明西藏高原植物区系基本地理成分的三维变化规律及其

分区界线，从地域及定量角度确认高原主体属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东部及东南部为

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而中亚成分则在高原的西北部起重要的作用。该方

法应用在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植物区系的分析中， 揭示了青藏高原成分与中亚

成分垂直变化的海拔高程与地域分异。

高原独特的地生态现象及其空间格局 他综合研究了干旱河谷、寒旱核心区域

及高寒灌丛草甸地带等高原独特

的地生态现象及其空间格局。高

原周边众多深切谷地普遍出现干

旱河谷景观， 尤以横断山区最为

明显。为了认识干旱河谷的自然

特点， 其在农业上的意义及环境

改善的潜在可能，他们建立干旱

河谷的综合分类系统， 将横断山

区干旱河谷划分为干热、干暖和

干温等类型及三个亚类型， 反映

出该区干旱河谷的区域差异。高

原中东部的高寒灌丛草甸地带，

在全球占有独特的席位， 在低海

拔地域不存在相应的水平自然地

带。他阐明了该地带自然环境与

生态系统的特点， 揭示其垂直与

水平地带的分异规律， 并对该类

草地资源的利用与整治提出对策

建议。他考察证实并确认， 中昆

仑山腹地及其南翼羌塘高原北部

1987年， 在北芜塘。 地处东西两条水汽输送路径之



间，寒冻冰缘及干燥剥蚀作用明显，是高原寒冷干旱的核心区域。这一认定与该区

高寒极干旱结构类型的垂直带和极大陆性冰川类型相吻合，互为佐证。

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方案 按照所建立的山地与高原地域划分的原则与方

法，他根据青藏高原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

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拟订并不断完善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方

案。其突破性的工作在于除东喜马拉雅南翼划归山地亚热带外，还将青藏高原划分

为2个温度带、 10个自然地带和28个自然区。这是青藏高原迄今全面而系统的方

案，被同行学者所广泛采纳应用，为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他针对高原不同自然地域单元的环境、资源和发展问题，阐明其自然特点和

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现状及其开发前景，环境问题与自然保护等，并就不同区域的

开发整治提出对策方略。

（二）自然地域系统与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研究

自然地域系统的综合研究 自然地域系统是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研究领域，M ：.�� 
域角度观察和研究地表自然界，是地理学探讨和协调人地关系的基本途径，在学科

发展上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应用上可为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理、自然环境的整治与
275 

保护、科研试验站网的部署、改造自然规划的拟订等提供科学依据。他主持的国家飞可平／扩

基金项目
“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

，从理论与实践上对自然地域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

进行全面的总结，包括：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与三维地带性，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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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古地理环境的演变，自然地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自然地域的空间排序；自然

地域体系的划分与合并的基本原则与途径；自然地域界线的性质、类型，地域划分

与界线拟订的依据和指标；自然地域单元综合研究的内涵，地域单元间的联系；区

划中数量分析方法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

山地与高原自然区划的原则与方法 他针对我国自然界多山地与高原的特点，

从比较地理学角度建立了适用的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如运用三维地

带性观点，按照地表自然界的实际异同，对山地与高原进行分区划片；对比各山地

垂直自然带谱，确定其基带及优势垂直带并予以分类；对我国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

合与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使水平地

带性得到充分反映；关于山地区划界线，主张应比较分析其垂直自然带谱的结构类

型，以确定归属等。该成果被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和教材所广泛引用。

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研究 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是1980年代以来国际地域系统

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他主持的重点基金项目
“

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及其在全球

环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
”

，创新性地继承了我国自然区域系统研究理论，将宏观生

态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区域系统的研究中，通过对代表自然界宏观生态系统的生物和

非生物要素地理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按照温度、水分和地貌组合及宏观

生态系统的地域特征与差异，提出了我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方案，深入地揭示了中

国自然界的地域分异规律。使地域系统的成果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为探讨

1989年， 在红其拉甫界桩。

全球变化对我国自然

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可能影响提供科学

的区域框架，拓展了

地域系统学科理论与

方法的进展。

（三）土地退化

整治、 生态建设与区

域发展

土地退化整治的

地域分异 土地退化

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的

生态与环境问题。他

自1990年代以来，参



与并促进我国东部坡地过程及其改良

利用和退化土地的恢复整治研究工

作。对比研究指出，采用植物篱、坡

地形态改造、坡地农林复合系统等是

东部退化坡地恢复整治可供选择的良

好途径。他指出我国面积辽阔，自然

条件差异很大，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

工作的重点也明显不同。从自然地域

系统看，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

青藏高寒区3大 自然区，无论是 自然

环境还是生态系统，不同温度带和干

温区域的差异都十分显著，各个区域

存在的土地退化问题也有明显差异。

因此，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自然条

1992年， 在西昆制Jl:'I 件来规划土地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拟订防治土壤侵蚀的综合整治对

策与措施。对于我国东部季风区南部，温度水分条件较好，土地生产潜力较大，坡

地多平地少是其重要特点。在不合理的人为困素影响下，强烈的流水侵蚀会使坡地

表土流失，地形切割破碎，不仅丧失生产价值，还给下坡下游造成危害。坡地的改

良和利用既指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也指坡荒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在这一地区，

应以生物措施为主，辅以必要的工程措施，凭借速生植物采用复合农林业途径，并

依据各地特点及土地退化类型和程度，相应地、分步骤地采用环境保护型、适度开

发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整治恢复体系，以提高其持续生产力。土地退化研究的目标是

恢复与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土地退化整治应坚持对退化过程的控制和促进区域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LP钱？

画
元

，们
叫

pi生态建设应尊重自然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区土地沙漠化与盐渍化等环境问题，

他强调生态建设中应当尊重自然，干旱区绿洲边缘虽然可以适当地营建小规模的农 ＜？
� 
� 

田防护林，但是不宜大面积植树造林。他认为半干旱、干旱气候下各省区环境与发 .• 

展的协调应当因地制宜，既不应背上森林覆被率低的包袱，也不应片面追求不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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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造林指标。沙漠化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充分利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飞可平／旷

的功能。通过对现有植被的封护管理，减少和避免人类扰动，可以使退化植被自然

更新与恢复，促进沙漠草、灌自然植物发育，从而防止造成新的破坏和沙漠化土地



的蔓延，对沙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

要作用。 建立自然保护区有助于环

境整治与生态建设。他特别指出，

关于沙漠化防治，我国西北干旱区

曾开展了大量工作，有经验也有教

训II。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起，石羊

河下游的民勤绿洲就开展了大规模

的沙漠化整治。他们在流动沙丘插

置风墙，在沙荒地上封沙育草，在

风沙沿线营造防护林带，在农田边

缘土埋沙丘等，建成以沙枣林为主

的防护林， 成为当 地 有名的治沙

县。 但由于近年来上中游水资源过
参加有关水土保持工作的研讨会 度开发，浅层地下水位下降到18～

20米，人工营造沙枣林儿乎荡然无存，虽然流沙区种植梭梭对固定沙丘有一定作

用，但自然更新较差。 目前湖区部分衬庄已发生饮水困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整个石羊河下游绿洲后果将不堪设想。 总之，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和自

然资源，重视自然环境的保育，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促进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干旱区土地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西北干旱区的一系列高山发育着许多山

地冰川，为荒漠绿洲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水源，是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 目前主要问

将 题是水资源利用不充分，管理不善、效率低且浪费很大。 干旱区在区峨展中涉及

到土地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区域间环境与发展协调等问题。他指出，西北

叶 干旱区虽然地域广阔，但适宜农耕的土地大多已经开垦利用。 而且后备耕地资源

;};, 中，盐渍化土地面和历占比例很高。 今后应以提高现有农田的产出为主，而不应盲

·’〕 目开荒垦殖扩大耕地面积。他认为水是干旱区十分紧缺的资源，在节约田间灌溉用

t�� 水方面，需要结合当地条件做切实的科学地，研制出适宜于干旱区应用的技术手

段。跨流域引水工程需要审慎决策和实施，应当以服务城市和工矿用水为主要目

标，而不宜调水用于垦殖发展农业，否则将破坏天然植被、 加重土壤次生盐渍化。

飞二斗F例如，北疆山麓平原绿洲地下水超采开发，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严重威胁着该地区

绿洲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无论从自然条件看，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出

发，对西北干旱区进行大规模的、远距离跨流域调水的设想，都存在可行性、市场



需求、投资效益等诸多问题，需要慎重对待。

（四）对地理学发展前景的思考与实践

自1990年代起，他立足学科前沿，结合《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理学界要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全球环境变化、区域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协调以及地理

信息技术等优势领域开拓创新，促进地理学的发展。

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与优势领域 他总结地理学发展历程的特点，指出现代

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地理学和相邻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更加广泛密切；地理学内部的

综合研究加强；地理学的微观研究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为由静态类型和结构研究

转变为动态的过程和机理研究以及进一步的动态监测、优势调控及预测预报的研

究；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拓宽应用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也更加多样化；实验与研究

手段的现代化与理论思维模式的转变。这些都将为地理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带挺新的

契机。地理学家要根据学科特点和优势领域，在陆地表层过程与格局、全球不境变

化及其区域响应、自然资源保障与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系克的机

理与调控、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战略研究等前沿领域开拓创新，为促进也球系

统科学的发展，为人类家园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地理学的区域性和地域分异研究 根据综合地理学或统一地理学的观点，他认

为区域研究是体现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重要层次和有效途径。探讨区域单元抱形成

发展、分异组合、划分合并与相互联系，是地理学对过程和类型综合研究的既括与

总结。从地理学角度看，抓住典型区域研究，深化对地域分异规律的认识，足与国

际接轨、连接全球的桥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应当包含地理学的区域属性，民研究

与实施也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在理论深化和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区域研究仍阵是地

理学的核心领域，也有着· 一一一

开展 相关专题综合研究工

作的广阔前景。

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环境伦理研究 可持续

发展思想体现人与自然关

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

间的责任感，其 实质是要

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

发展间的关系，为后代留

下其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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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此，他从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协调好不同区域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出发，认为地学工作者更有责任关注地球系统科学知识和自然规

律的宣传普及，提高公民和决策者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识，为协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护育地球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从研究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到

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之重要性，通过考察地理学中人地关系认识论的演化，解析环

境伦理的核心内涵，探讨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交互作用，揭示不同社会群

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提出加强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的研究、教育和宣传，制订区域

规划中的环境伦理规范，优化区域可持续发展考核指标，实行区域生态补偿、加快

制订区域生态补偿政策，开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的立法基础研究，明确不同社会

群体在区域发展中应承担的环境伦理责任与义务等建议。该研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理念。

他在地理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在他的指导下，一批优

秀的年轻地理学工作者走向国内外与地理学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担任重要的研

究职务。

（特引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地理学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0年，539 ～ 548页。）

’I＇闻监态且监测眩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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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理 西藏地理（藏文版）



献身青藏自然地理考察40余年

郑度（自述）

我从1959到1965年一直从事西北干旱区的研究。

1965年底，昕到让我参加珠刷斗考的消息，非常高兴。在第一次会议上，综考会

副主任马榕之先生讲了喜马拉雅隆升对人类环境的影响，认为以前考察喜马拉雅的主

题不很明确。那次考察列了五个专题：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高山生理、

大地测量等。这次是我国对珠峰的第二次考察。队长是刘东生，副队长是冷冰。当时

我29岁，参加第二专题组。我和张荣祖考察自然地理，研究珠峰的垂直自然带。我们

要对珠峰的小气候进行观测。当时请江爱良先生（ 1921-2004，农业气象学家）指导

设计适宜野外使用的轻便百叶箱。1966年初，我跑了一趟长春，到气象仪器厂联系订

购周记的温度计和温度计，再把这些仪器空运到拉萨。我们在珠峰附近放置了这些仪

器。那时综考会有一支强大的后勤队伍，空运这出义器都是他们完成的。用这出义器

观测是需要换纸的，一个星期换一次。我们就请了当地边防站的战士或学校的老师帮

我们换纸，我们则定期去进行观测校正。

第一、二专题组，即地质组和自然地理组，面上考察的内容比较多。我们珠峰考

察的范围大体上东起亚东、西到吉隆。1966年3月我们在兰州集中，坐火车到河西走

廊西端的安西，然后再分别乘坐两辆大轿车。我们组长张荣祖是助研，年龄最大，比

我大十几岁。当时我是研究实习员。因为到高原考察要有好的身体，所以我们到格尔

木后进行了体检。结果土壤所有一位队员身体不合格，只好让他回去，换了另一寸立同

志乘飞机到海拔4200多米的当雄，再到拉萨。

我们第二专题组的17名成员来自中科院地郎斤、动物所、植物所、微生物所、水 ')h 

生生物所、土壤所，还有北京大学等单位。我被分配兼管后勤和财务。 ’ ,u 

我们到昆仑山南侧的不冻泉时，大家就听说， “不冻泉得病、五道梁丧命
”

，说 d� 

明剖H个地方很容易栩市，如果得的是肺气肿或者其他的高山病，是很危险的。
叶$

当时进藏是在3月份，草还没有长出来，很荒凉。刚出队时感到氧气还够用，就

是说蚓象还没有什么高山反应，晚上住在沱棚，海拔4700米，就有高山反应了。因J巳
为我做后勤工作，所以安排好吃饭、住宿之后，我还要到住处观察，看看还有哪些问

题，有没有不适应的队员。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也反胃呕吐了，胃里很不舒服。等到翻



过唐古拉山就没有什么高山反应，就正常了。我们到拉萨集中的时候，还要锻炼身

体，每天早晨要跑步。我们专题组还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魏江春（地衣真菌学家，

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为微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时那地区政洽情况有点

复杂，有叛匪，还要发枪值班。由于我出身不好，所以没有给我发枪。

离开拉萨是4月份，我们地质组、地理组 出发到棒木口岸，住在棒木兵站。那里

靠近尼泊尔，地势高差很大，自然地带垂直分布明显，我们就从低到高布置观测站，

观测不同海拔高度的气象条件，从海拔1660米到4850米分别设置了6个观测点。在几

个住地观测点，我们还用通风干温球温度表进行观测校订。为了保持正常运转，我们

就请公路道班、兵站的同志帮我们换纸。

我们自然地理组的专业很多，涉及到地表环境各个方面，我们组织了垂直自然带

变化的考察，除了动物组，各个学科都参与了。动物组跟其他组有点区别，他们要打

鸟、捕昆虫、打鱼等等。我们活动的地区基本上是在针叶林区，杜鹊花很多。当时要

求观测要做记录，还要观测土壤剖面。那里很潮湿，我们每晚都要烤植物标碎，压标

本，做记录，我就顺便学习植物的拉丁文学名，还有就是向其他专业学习。每天大家

都交流白天考察的结果。

5月底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由于珠峰条件限制，研究实习员不能进到珠峰冰川

区去，助研们进去了。我们没有去的同志是从海拔5000米一直爬到6000米，用了一天

往返，之后又回到聂如k。那个阶段我们也在希夏邦马北侧地区考察。

后来
“

文革
”

开始了， “五· 一六
”

文件下发后，很多人都开始不安心了，提出

要回去搞文化大革命。7月初我们回到拉萨， 那时已经有些大字报了，都是批专题组

长或副组长的。之后就回到所里闹革命了。可是过了不久，大家就觉得还不如在野外

•• 考察搞科研呢。我那时是保守派。

'j"J.j. 1967年，搞古生物研究的邱占祥同

（ 志（古脊椎动物学家，中科院院士 h

hb 打报告给贺龙同志，提出要继续进行珠

l 灭J峰考察和研究。1967年8月份就通知我再

g夺 去珠峰考察。当时我爱人认为不安全，

附 还去找领导谈过。地理所革委会主任的

董效舒，过去是我的同班同学，还是要
－

刁8ι我参加考察。第一批和我进藏的是中科

院 植 物 所 的姜恕， 他 在日本留学 ，
1959～1960年在横断山区工作过。我们两

人是坐飞机进藏的，后来大批队员则从
1995年 ， 在玉树高寒草甸。



青海乘汽车进藏。当时飞机上很少乘客，还有毛

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

我们住在西藏军区招待所，那时外面很乱，

经常有武斗。藏胞武斗都是相互甩石头，就是像

放牧时向牲畜甩石头那样互相打。之后我们到了

卓奥友峰，住在边防站。边防站海拔5000多米，

我们都要爬到 5500米以上，做流石滩、植被、土

壤等方面的考察。在聂拉木，希夏邦马峰的南坡

过去很少有人去过，人类活动相对较少，我们也

进行了考察。后来中科院植物所、地理所的年轻 雪

人也来了，所以我们对考察的内容又作了一些补
三

充。那年我们是11月份回来的，在青藏高原考察

了三个月左右。

1968年的考察，队伍较大，地理所童庆禧｜ 1995茸7在E基斯！！L

（遥感技术与应用专家，中科院院士）也参加了。我们留在北京做总结。总结的地点

就在友谊宾馆北面的西颐宾馆，先前几年曾是科学院院部的所在地。我们自然地理组

在那里总结，还要政治学习，搞运动，:xu东生员进；也放找去交手轩f么问题。吃饭也在

那里，但是不管住。章申和我都是骑车去。

1972年下半年以珠刷斗考成果为主，在兰州｜开了青藏高原学术研讨会，:xi陈生、

施雅风等老先生都来了。他们很高兴参加会议，因为那时他们还在牛棚，这是一次难

得的学术活动。会后我们还去刘家峡考察。那次会议交流得很不错。科学院提出做一

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八年规划，计划用八年时间完成，即从1973年到1980年。 • I 

那次会议之后，决定青藏考察先从西藏4搬昌，从藏东南做起。大家积极性很高， l'ItJ.

因娜不容易有了一次考察，
“
文革

”
好多年没有伽悖研究了，另外在野持察可 叶

／

以避开所里的
“
文革

”
运动。1973年这次考察冷冰是队长。1973年5月份我们到成都 ')h 

集中，开车经昌都到波密，再到察隅。当时分了自然地理组、植物组、动物组等，张 l 灭J

经炜负责植被，我管后勤。我们一般都是住在边防站，基本是靠走路，边走边观察， ，考

边采集标碎，好像也不觉得太累。我们计划翻越阿扎冰川，从海拔2000多米的常绿阔 珩

叶林地区开始，每天需要计算路程的。我们组有七八个人，请了三四十个民工，他们

翻译、考察设备、帐篷等装备，考察队员就背相机、标本夹。我管现金，出队都是刁8ι
背现金，好几个月的现金，很多，我就装在枕头里，晚上当枕头用。那时人们也没有

那样多的事，所以这个枕头也是民工背。民工路很熟，他们走在前面，走得很快，碰

到有冰裂缝的地方有危险时，有时我们还要叫他们走回来带路，和我们一起走。我记



得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跟着我们，到了北侧的终点住地枪还走火了，差点儿把人打伤。

综考会有个队员李明森在考察到冰川时生病了，不能翻山了，只好由副队长王振

环陪他返回的。1973年考察结束后，我们经由拉萨从北面回来，回来的路上还和一辆

车迎面相撞，幸亏没有人员伤亡。我们每年都作学术总结，写成总结报告（油印

本）。当时也不发表，没有什么学术刊物，但大家都很认真做学术总结，在年会上交

流。

1973年秋由何希吾带一支小分队到墨脱地区，又安了一套气象观测仪器，请当地

的一才主老师换纸，获得的资料还是很好的。墨脱海拔1225米，气候湿润，我们第一次

了解了当地年降水量可达2000多毫米，这是过去从未有人做过的。当时我们考察没有

很准确的地形图，过山沟溪流就踩石头过去。我们住的地方老鼠能走钢丝，非常厉

害。如果我们不把东西吊起来，就会被老鼠啃坏。考察时还有旱蚂蟆，从树上掉下就

吸附到身体上了。人当时也没有感觉。蚂蟆吸饱血就掉下去了，但是它叮那个伤口很

不好愈合。沿路还有蛇。我们的装备还可以，就是部队的战士穿的胶鞋。我们把裤脚

都扎起来，防止地下的蚂脯爬进去，也防止被其他虫子咬伤。我记得我们到一个边防

站，战士们还招待我们看电影。墨脱县城附近雅鲁藏布江上有一座藤子做的桥，晃得

很厉害，而地下是流速很快的滔滔江水。还有就是

有泥石流和滑坡的危险。关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有人说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其实还存在不少争议，

如峡谷的定义、横剖面的距离、峡谷的上下限等

等。

1975年是到日喀则地区考察。那次吴征锚先生 ．． 

ll （植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去了。他也是第一

，�纳 次去，那年他59岁。

叶 我们在珠峰的东边翻山沿路到陈塘村去，那里

�h 还是刀耕火种，也是到处都是蚂艘。还有一次我们

I ,u 雇了几匹马，到冈底斯山考察，有次雷电交加还下

g志 冰雹，马都蹲坐不走了，停下来了。每到一 个地

附 方，我们都要支帐篷，还要捡牛粪。

我们的给养主要是靠部队供应，部队供应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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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可平／扩们科考的成功很重要。我们的压缩饼干、罐头，还

有汽油，都是部队供应我们的。当时我们经常吃不

上新鲜蔬菜，记得有一次在波密看到人家扔掉的白

菜帮子都开玩笑说，能吃这个也不错。改善伙食就 1993年， 贡嘎山途中



是买只羊。那时我们每天补助只有9角7分钱，到山上去补助高一点，也就1元多钱。

1975年，让我当副队长，主到如业务组织协调工作。

1976年我们发现只搞了藏南几个地方，恐怕不能完成8年规划，所以就决定分成

四个队。一队去昌都，刘玉凯带队，一队是去那曲，一队是去羌塘藏北无人区，王振

环带队，再一队就是去阿里，孙鸿烈带队。

那年我出队前检查身体，肝脾肿大，指标也比较高，我一开始就没出队，我到成

都参加学术交流以后就回北京了。后来我为什么又去了呢？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要拍

珠峰的片子，与我联系，要我在业务上协助他们。直到6月初才走，是从兰州坐的飞

机，经过格尔木到贡嘎机场，坐的是空军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能飞很高，能跨越

珠峰。人民画报社来了两个记者。我们一次飞珠峰，一次飞纳木错。6月17日那天大

家很激动，此前我们把飞机的玻璃窗擦得干干净净。我当向导，虽然我也不是十分了

解珠峰的情况，但是毕竟看过些资料，也去过珠峰。我们在珠峰上空来回绕飞了三

次，不仅拍了珠峰，还拍了马卡鲁峰和洛子峰，都是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峰。人民画

报的记者拍得很好。他们的设备在当时也是非常好的。在飞机上看珠峰，非常漂亮，

我也拍了几张照片。七月份他们就回去了，我就搭车到了班戈，那曲西边的一个县，

参加到那曲那个队去了。那曲有辽宁医疗队，医生又给我查身体，还说我肝脾肿大，

说你肝脾肿大怎么还出来了呢？

不久，毛主席逝世，我们那时还在那曲。在那曲开了追悼会，我们就回到拉萨，

然后从成都回北京了。

四年考察完成了，就要总结。1977年在苏州开了一次讨论会，是5月份，请了许

多老先生去参加，是他们出主意要抓总结，以后又到南宁开会，设计总结的框架。后

来又开过几次研讨会，都是围绕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及其对自然界的影响这一主题。 』＇－

像在威海的研讨会，施雅凤4先生主持，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青藏高原隆升的三个阶＇U却

段及其时代和幅度。那次总结我们把地学界的、生物学界的很多科学家都聚拢来谈一 叶

个主题。刘东生先生在2000年说，那时的成果取得是青藏效应（见附录）。我在前两 份
年作了一个报告，就是将刘先生提出的青藏效应作了些阐述。 ”〕

凹80年开青藏高原研讨会，参加会议有100多位外国科学家，刘东生先生任秘书 If
�

..，. 

长，孙鸿烈任副秘书长。刘东生先生的英语很好，他曾经给美军做过翻译。我们的英 ·J

语都不好。我们请了罗开富先生，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所以英文很好。他是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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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篇论文都改，许多文章都请他看。那次会议我们还增加了几个单兀，包括没有飞可平／扩

去青藏高原考察的也作报告。困为有一些工作是需要在室内分析的，也要有报告，也

很重要。比如郑作新就是在室内做的工作。我在做大会报告讲的是青藏高原的自然地



域分异，是用英文讲，那也是在发言前做了很多准备的。那时我的英语也不好。一位

德国科学家最后代表全体出席会议的外国科学家发言，他说，原来参加这个会议以为

我们要给你们中国科学家附良多，结果你们给我们外国来的科学家讲了很多。会议结

束后有七八十位外国科学家到西藏去考察，本来这100多位科学家都是要去考察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身体呀什么的，没有去那么多人。这次考察意义是重大的，一

方面表示了西藏政治的开放，一方面是科学考察的开放。吴传钧先生也陪着去考察

的。考察线路是r街立研究准备的，沿线都走过。当地的藏民也对我们很好，因为他们

息人农奴作了主人，他们对外国科学家讲的话，都是很爱国的。此次考察害怕塌方，

还准备了备用飞机。

1980年总结后，我们陆续出了很多本书，1986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我们当时提出来，要对一些科学问题再提炼，可是

后来就没有这样做下去。横断山考察后就没有这样全面的总结，虽然也出版了大约二

十几本著作。后来的考察就没有像西藏科考总结那样安下心来总结，因为有许多任务

等着去做。

1983-1985年我参加了横断山区的考察研究。当时大队人马在康定，我们到金川

县集中，作了不同专题的考察，当时不少是与生产结合得更密切的，因为综考会当时

挂靠在国家计委，而且科学院也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那时考察的条件就好多了，

车、油、后勤保障都好多了。后来我们出了一本书名字是《横断山区自然地理》。

1985年召开了横断山自然区划研讨会，在长春召开的。随后我们提出要开展喀喇昆仑

山－昆仑山地区的考察，这是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的。评审时施雅风、陈述彭

（遥感如R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老先生都来了。我在北京评审会上做了申请报

ll 告，陈述彭先生把这次考察叫
“

三五牌
”

：平均年龄50多岁、海拔5000多米、要干五

4幽 年。当时孙鸿烈已经当副院长了，就指定我当野外考察队的队长，潘裕生、武素功为

叶 副队长。当时基金委给了150万元，科学院给250万元，我们设计了四个研究内容，分

)h 了四个专题组。1锦7年在喀什叶城集中，那时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比较好的汽车，叫

i 元J
“

巡洋舰
”

。我们考察区是在帕米尔高原东边。我们组织了对羌塘高原无人区的考察

t! 小分队，离叫几百公里，根本没有路，只能看到原来阳留下的一些车印。自

然条件非常艰苦，非常寒冷、干旱。由于条件限制，不能进去太多的人，所有进去的

人也要帮没进去的专业采标本。专业主要有火山岩、地热、自然地理、地貌、植被、

♂ι 土壤等专业。我们还带了一位医生，一个组也就十七个人。在野外，我们都自己做

饭，每次两个同志，轮流做，倒也4各显神通。老队员都是早晨起来，先把水烧开，因

为要把水灌到水壶里，要带到山上去。如果是要离开大本营几天，就要说好几天回

来。我们每天都给叶城发电报告诉我们平安。我们实际上是探险，但是不能冒险。比



如因为中午山上化雪河水会涨高很多，就要早过河，不能太晚。我们有次到一个地

方，一查地形图发现古里雅山口就在我们脚下，当年植物学家刘慎诗先生就是从这里

翻山到达高原进行植物采集的，他都有记载。你想多不容易！他一个人，各方面条件

都很差，设备、装备都很差，甚至比我们现在的条件还要差很多。我们发现是刘民诗

来过的地点时，都非常珍惜。我们还发现一个宿营地，地图上有标志写着：
“
英雄

地
”

，1970年代末当年测绘队给起的名字，还能看到很多锅灶的痕迹。我们搭了帐篷

后，一个小伙子就提议用木头竖一个纪念碑，上面用烙铁烙字，写有我们17人的名

字，落款是
“
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87年8月立

”
挖了一个坑，有排水

沟，把那个碑立在那里了。现在人们去南极的很多，坐飞机就过去了，但是去这片无

人区比去南极还要困难。以后人们如果能坐直升飞机去那里，还可以看见我们立的这

块碑。

我们到美马错时，看到一头辑牛，一看就知道是离群的艳牛。一般来讲，这种情

况就是因为在群里打架失败了。我就下车追着它走，拍照片，结果它发怒了，开始追

我们的车，后来竟顶我们的车，真厉害！我们再向前走，看到一群野辑牛，前面还有

公牛打头断后。当时那里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我们在四E里有时还陷车。地面看着很

硬，因为很干燥，路面很干，但是只是表面一层很干，下面很松软，如果不提醒司

机，一下就陷下去了。我们陷了两次车，把车拖出来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次没有木

头垫在车轮下面，我们用另一辆车到附近山坡上拉来石板垫下去了，才把这辆车拉出

来。

1988年我们在中昆仑考察，日本有位植物学家大

场秀章跟我们在一起考察。

1989～1990年中间插了一个中法联合考察队。我 ll 
们的条件就是要求对等，我们有什么专业，他们就配 4幽

什么专业的科学家，我们13个人，他们也是13个人。 叶
我们只提供地形图，当然这个地形图也是在允许的范 ')h 
围内，做过一些修改，因为图里可能有些是需要保密 ’ /U 

的。当时，法国人还担心
“
六四

”
会不会对他们在中 d� 

国有影响。法国政府不允许他们取道北京，所以他们 珩

从广州入境，我到广州接他们，再乘飞机到乌鲁木

齐。法国科学家的队长叫瞅尼亚，是著名的地质学刁8弘
家，他曾经去过云南西部等地。他认为中国司机是很

难对付的，不给他开车他就没有办法，司机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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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能去哪里。我们出队前和一路上一再提醒法国人，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东西，这

里比较复杂。但是塔波尼亚还是在一个兵站附近丢了照相机。他去找领导，提出来要

查，就是翻大家的行李。 可是法国人自己讲，这样不行，这是侵犯人权，说我们已经

早就交待了要看好自己的东西，所以丢东西是自己的责任。 那次到班公错日土考察打

前站，地质所的许荣华，到渠边洗头，突然中风。我们紧急送他去医院，还好没有出

危险，但是留下了后遗症。 后来与部队联系，有飞机时把他带回喀什。 这个同志很

好，在法国呆过，是搞同位素研究的，事事领先，工作很努力，待人很热情，主动打

扫卫生、帮厨烧开水等。 1佣0年在巴黎开了研讨会，然后中法合作对中巴公路进行考

察，从喀什到红其拉甫山口，包括断f库尔干县境内的考察。

1992年我们开了青藏高原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算是第二次青藏高原国际研讨

会），会后沿中巴公路进行科学考察。刘东生先生也去了，会议还出了论文集。

1990年，根据宋健同志指示，中科院和青海省共同组织了可可西里考察。我们喀

喇昆仑－昆仑山考察的部分队员成了骨干，武素功当了队长，李炳元任副队长。

1990年代我们陆续出了七本关于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科学考察的研究专著，

四本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考察的研究专著。

1992年之后就进入国家攀登计划和973计划关于青藏高原科学研究项目的深化阶

段了。

全家福（摄于201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