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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面向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

多圈层耦合、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制高点，围绕

国家“极地治理、北极开发”的重大战略需求，本项目提出了三

极环境时空协同观测研究理论，阐明了三极冰雪要素与全球变

化的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异同，厘清了三极冻土带消融和极地植

被带推移对全球碳循环影响及气候效应，揭示了人类活动对三

极气溶胶来源的影响；建立了数据、产品、共享、模拟、挖掘、

同化、决策支持、展示一体化的地球三极环境大数据平台；形

成了可持续发展系列监测方法和数据产品，有力支持了极地科

学研究和青藏高原区域发展、稳定、强边和生态系统管理决策

服务。 

主要成果及创新点如下： 

1、首次提出了地球三极对比研究新概念，创立了大数据驱

动的三极环境对比与协同科学发现新范式。阐明了三极冰雪、

冻土、植被、微生物等相关的作用、关联及同生态的协同过程，

明晰了北极、南极及青藏高原三极联动影响东亚夏季风的物理

现象，重建了过去千年北极放大效应强度指数，阐明了其变化

的时空特征和物理机制。成果在 Science Bulletin、Nature 

Climate Change、Nature Communications 和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期刊发表 ,并被北极报告、IPCC 报告和 Nature、

Science 及其子刊引用；比利时列日大学的 Xavier Fettweis 教

授为 NSR 文章成果撰写了评论文章；成果被 EurekAlert!、

Science Daily、Big News Network、Today News Post、新华

网、中国网、科学网等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 



2、集成三极多圈层模型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国际首

个地球三极环境大数据平台，形成了国际领先的三极大数据挖

掘分析能力；制备了一系列高质量、高分辨率三极数据产品，

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数据共享机制，提供数据服务 49 万多人次；

研发的北极冰区航线智能规划系统提高了北极航道导助航服务

水平。成果在 Nature Geoscienc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地球三极环

境大数据平台被评价为“big data for integrated science”，

三极极端环境数据专刊被评价为“ one of ESSD’ s most 

successful special issues”。 

3、利用地球三极环境大数据平台及研究成果，围绕三极可

持续发展，产生了咨询报告 22 份，其中 7 份被中办、国办采

纳，2 份被国家领导人批示。通过数据驱动支持了三极气候变化

风险和冰冻圈灾害风险、青藏高原未来多年冻土退化的潜在工

程经济损失、南亚生物质燃烧对青藏高原大气环境的影响等决

策，优化了三极可持续发展路径。相关成果发表在 Science 

Bulletin 和 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CEE)等高

水平学术刊物，成果被 Nature 子刊引用，CEE 论文被期刊作为

特色论文（Featured paper）报道，成果被评价为“有效保障

了青藏公路的安全经济运行”，提交的咨询报告，被两办采用。 

本项目在国内外高水平刊物发表论文：Science Bulletin 

3 篇, Nature 子刊 3 篇、National Science Review 1 篇和 SCI

论文 132 篇；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和软著 5 项；产生咨询报告 22

份，其中被中办、国办采纳 7 份， 2 份被国家领导人批示；发

布两期三极报告：《地球三极：全球变化的前哨》和《地球三极：

脆弱环境下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有效的支撑了三极地区可持续

发展的实施。成果促成并推进了中美高亚洲全球变化空间观测

计划，为我国科技外交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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