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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干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２０１０年９月９日，由中国气象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世界气象组织等部门共同参与
的“第三届干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ＩＳＡＣＳ－３）”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等
１３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针对干旱灾害及其影响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干旱气候预报预测与诊断分析、干旱灾害监测与评估

技术、干旱区陆面过程特征及模拟、沙尘气溶胶对天气气候的影响、干旱区气候资源和水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干旱区气候变化

对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多个研究领域展开深入地研讨。

随着全球变暖，全球干湿分布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干旱、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呈增加的趋势，

所造成的影响日趋严重。世界各地频发的旱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经济问题牵动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目光，如何应对干旱

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气象防灾减灾领域中的严峻课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重大热点

问题。专家、学者们认为，人类社会正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采取切实的共同行动开展气候变化科学研究，需要加强广

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需要增进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由中国气象局（ＣＭＡ）、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ＮＳＦＣ）再次举办这样的国际性会议，特别是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参与本届研讨会，反映了中国科学家
和国际科学界对干旱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高度关注。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代表在致函中表示，世界
气象组织一直积极促进干旱评估、早期预警系统和干旱管理等各方面的发展。ＷＭＯ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ＵＮＣＣＤ）合作
在斯洛文尼亚建立了东南欧干旱管理中心。在ＷＭＯ努力成功的基础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ＵＮＣＣＤ）和ＷＭＯ正试图在中亚建立一个区域干旱管理中心。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研究表明，多年来，国内外在干旱气候变化规律及其预测、干旱气候系统各圈层之间物质能量循环及

相互作用、干旱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干旱防御技术及工程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同时也发现并提出了许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一步在国际学术界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为促进干旱地区

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主持完大会开幕式后，甘肃省气象局副局长张强在接受采访中回顾了前两届国际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国西北干旱区是

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地区之一，作为我国干旱气象研究的中心之一甘肃省，积极开展干旱领域的研究和应对措施，为

了做好干旱区气候变化和干旱灾害的研究与应对服务工作，中国气象局在甘肃兰州成立了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并与地方政

府共建了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在干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并且在全球气候观

测系统（ＧＣＯＳ）和中国气候观测系统（ＣＣＯＳ）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干旱气候观测系统（ＡＣＯＳ）的设想，有效推进了我国干旱
气象科研及业务技术的发展。因此，在兰州举办“第三届干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国内外学术界

研究干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将为交流研究经验并分享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

干旱研究领域的合作交流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院士、加拿大萨省大学ＪｏｈｎＰｏｍｅｒｏｙ教授、韩国ＡＰＥＣ组织的Ｒ．Ｈ．Ｋｒｉｐａｌａｎｉ博士、尼日尔共和国农
业气象和水文气象区域培训中心ＳｅｙｄｏｕＢ．Ｔｒａｏｒｅ博士、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ＰａｖｅｌＧｒｏｉｓｍａｎ博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马耀明研究员、英国利兹大学 ＪｏｈｎＭａｒｓｈａｍ博士、兰州大学黄建平教授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 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Ｂｏｕｒｑｕｅ
博士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全球水循环变化与中国的干旱问题、欧亚大陆北部地球科学合作计

划（ＮＥＥＳＰＩ）对旱区的集中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甘肃西部的石羊河上游凉州绿洲长期自我维持的植被管理、加拿大西部的干
旱、气候变化及水资源等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本届国际会议首次进行了优秀学术报告评选，以表彰科学家在干旱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突出贡献，同时凝练干旱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及科研项目，进一步凸显该项国际会议的影响力。

（倪永强，王德民，郭　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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