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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以“多信息的古地理重建”为主题的第197次香山科学会议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对地质时期和人类历史

时期古地理重建的多信息化、定量化、计算机化，各古地理分支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耦合，以及更有效地为生

产实践和人类生存地理环境的维护和改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索，以期推动古地理学的发展。石油大学冯增

昭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刘本培教授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纪远研究员担任本次会议执行主席。 

  

    据介绍，古地理学是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特征及其演化的科学。地质历史时期主要指第

四纪以前的各个地质时代，人类历史时期主要指第四纪以后的人类活动历史时期。当今的地理环境便是从地质历史

时期和人类历史时期的古地理环境演化而来。它涉及地史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等众多学科。 

  

    专家认为，综观我国古地理学现状并与国外相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古地理学，尤其是生物古地理学、构造古

地理学和岩相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丰富，水平高，与国外相比毫无逊色；而大区域的、较大比例尺的、定量的岩相

古地理研究和制图的成果和水平，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上的应用则是国外所不及。但是，该领域仍

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多信息的、动画式的、可视性的计算机作图上还不如国外，在各类古地理学的相互交叉、相互

渗透和相互融合上还相当不够，一些古地理学分支学科在为生产实践服务和为古今地理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上还仍然

有些裹足不前。 

  

    会上，专家认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和先进性，并能有效地为生产实践和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服务的古地理学

才是我国乃至全人类所需要的古地理学。为此，我国古地理重建需认真解决４个主要问题：从单一到综合并强调综

合、从定性到定量并强调定量、从手工作图到计算机作图并强调计算机作图、从理论到应用并强调应用。强调综合

指强调各分支古地理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强调古地理重建和编图中的多学科或多学术领域的多信息的耦

合；强调定量即指强调古地理图中的每个古地理单元的划分及其相互界限的确定都有确切的定量信息资料为依据；

强调计算机作图技术则是提高古地理重建和作图水平的关键。强调应用指强调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要有效地为生产

实践服务，首先是为石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服务，也为人类赖以生活的地理

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服务。只有这样，一些古地理学分支学科或学术领域才能走出“象牙塔”，获得社会支持。  

  

  （来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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