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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体系研究》

前言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科学数据是支撑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我
国科学数据资源十分丰富，但科学数据共享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这不仅造成了国家在科研投资上
的巨大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数据管理与
共享工作逐渐得到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
并成立了CODATA中国国家委员会；1987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及其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1988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数据中心（WDC）系统，并成立了WDC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
；1999年，科学技术部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了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计划，陆续启动了一批急需的科
技基础数据库建设；2003年，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9个试点项目全面启动；2003年，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非法人研究单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正式成立。科学数据共享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不同行业部门、单位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又涉及数据资源本身。因此，为更好地
开展科学数据共享工作，不仅需要加强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法规的建设和科学数据“共建、共享”理念
的普及，改变认为科学数据是私有财产的观念，更需要加强科学数据资源体系本身的研究与建设。地
球系统科学数据的获取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尽管数据和数据共享在地球系统科学
研究中的意义、作用和价值已逐步被科学家、政府和全社会所认识，然而，地球系统科学数据的多源
性、时空性、综合性、信息海量性等特点使得它的获取、组织、管理与共享变得：tlE$'复杂。因此，
研究和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的数据资源体系是开展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规划、建设、管理和共享的一
项非常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廖顺宝博士通过对近年来、特别是参加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球
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以来在数据资源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撰写完成了《地球系统科学数据
资源体系研究》一书，该书从数据的获取、处理加工、质量控制、评价、分类、管理与共享等方面比
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地球系统科学的数据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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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体系研究》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和资源与
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LREIS）联合资助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与共享技术丛书》之一。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体系研究》在简要介绍地球系统、地球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等基本概念的基
础上，按照地球系统科学数据的生命周期，重点阐述地球系统科学的数据资源体系及其应用。主要内
容包括基本概念，地球系统科学数据的获取、处理加工、质量评价、分类、管理、共享以及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资源体系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中的应用。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体系研究》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实用性强，可供从事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地球系统科学信息分类、管理与共享的广大科技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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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全球系统。该观点基于狭义地球系统概念，认为人类圈是独立的地球圈层，即地球表层
不只是由四个地球圈层，而是由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五个地球圈层构成的系统。
与其他行星比较，地球系统最大的特征是它是一个构造上“活”的行星，同时又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
，有着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负反馈机制，维持生物圈的生存和发展，也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
刘东生，2006）。太阳系等天体对地球系统具有明显的能量、物质、动量和信息的交换作用，它们形
成了地球系统发展变化的自然驱动力。地球系统的演变称之为全球变化（周秀骥，2004）。地球作为
太阳系的一个行星，无时无刻不受太阳的影响。首先，太阳作为太阳系光热的源泉，是地球能量的提
供者。地球上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太阳的光和热，有了绿色植物，才会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
人类，才能维持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命系统。因此，如果没有太阳，地球将失去生命存在的基础。其
次，太阳以太阳黑子、光斑、谱斑、耀斑、日珥、太阳射电等方式不断地向地球发送物质和能量，对
地理环境的形成、发展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太阳风与地球磁层。地球周围存在
一个偶极磁场，当太阳风等离子体吹向地球时，地球磁场被太阳风包围，形成地球磁层。一方面，地
球磁层的存在可以阻止太阳风高能带电离子到达地面，从而起到保护地球表层生命系统的生存和发展
。但另一方面，总有一部分高能带电离子能够闯入地球磁层内，被磁层禁锢在地球高层，形成一个围
绕地球的强辐射带，它会对太空中航天器产生严重的辐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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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资源体系研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与共享技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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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用来研究地理科学的必备。内容具体丰富，知识体系完善
2、第一次在当当网购物，下单时网上注明两小时内下单当天到货，于是两分钟内就下好了订单（下
单时是早晨8点多钟），并且注明POS机结帐，结果到当天晚上也没到货，于是拨打当当网400的电话
，人工客服告知商品状态显示可以当天到货，让耐心等，结果到第二天晚上近6点才到。当当承诺顾
客当天到却不能履行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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