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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12万多条数据，绘制433幅专题地图

4 月 20 日上午，“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世界地球日”院

士专家研讨会暨《中国千年区

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新书发布

会 于 北 京 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举

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所杨煜达教授团队历时十余

年，聚焦公元 1000 年至 2020 年

的极端旱涝灾害事件，汇集 12

万多条数据，绘制 433 幅专题地

图，编绘《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

涝地图集》。这是我国第一部

全国性的以极端旱涝气候为主

题的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

公司总编辑徐根才，复旦大学副

校长陈志敏，中央文史馆馆员、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张德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发虎，中

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大气与

海洋科学系系主任、大气科学研

究院院长张人禾，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

实验室主任朱敏先后致辞。

一套图集跨越千年
直观呈现中国极端旱涝史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

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受亚洲

季风系统的影响，95%的人口生

活在季风区。由于降水的季节

分配年际变率较大，造成旱涝灾

害频发，形成对我国危害最大的

自然灾害类型，平均每年造成经

济损失在2000亿元以上。

围绕极端旱涝这一难题，历

史 地 理 学 能 做 出 什 么 样 的 贡

献？如今，这厚重的上下两册

《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

集》（下称《地图集》），是杨煜达

教授团队给出的答案。

作为反映中国区域极端旱

涝 时 空 分 布 的 专 题 历 史 地 图

集，《地图集》充分发挥我国历

史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系统

地利用了正史、方志、档案、文

集、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

包含的旱涝信息，分区域识别

公 元 1000 年 以 来 发 生 概 率 为

10%（即“十年一遇”）的极端旱

涝事件，将其表达在地图上。

在千年尺度上，实现了区域极

端旱涝事件的均一识别，收录

旱涝数据达 12 万余条，绘制极

端旱涝年份图达433幅。

“《地图集》标题中，‘千年’

和‘区域’的时空界定，都是经

过 深 思 熟 虑 、具 有 科 学 意 义

的。”杨煜达解释，“千年”这一

时间尺度横跨中世纪暖期、明

清小冰期、现代暖期三个重要

冷暖时段，对全面理解中国极

端旱涝时空演变规律具有重要

价值。而中国疆域辽阔，降水

空间差异大，分区域来识别极

端旱涝事件，更契合中国旱涝

气候的实际状况，也对现代极

端天气气候的风险防范和管理

具有借鉴价值。

学科交叉融合典范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创新提高

1981年，中央气象局科学研

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

分布图集》（下称《五百年图集》）

出版，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以地

图形式呈现历史气候研究成果

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现如今

40 多年过去，《地图集》在《五百

年图集》基础上创新提高，有了

显著进步。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进步。

其次，是数据补充及更新。《地图

集》还通过统计手段，检验史料

留存丰度的突变点，划分不同的

研究时段，据此制定符合史料记

载特点的不同定级标准。

《地图集》涉及历史学、地理

学、气候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编写团队共 40 余人，由不同学

科背景的年轻学者组成。

杨煜达强调：“ 这样一套历

史地图集的编绘，是一个典型的

文理结合、学科交叉的工作。我

们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该用什么

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实事求是。”

“《地图集》的工作可以看

作是文理交叉的成功范例。”作

为一名气象学家，张人禾感触

颇深。

“板凳甘坐十年冷”
三代复旦人传承接力之作

翻开《中国千年区域极端

旱涝地图集》，扉页是一行小字

——“谨以此地图集向邹逸麟

先生、张修桂先生、满志敏先生

致敬！”这句话，饱含杨煜达教

授团队对这三位历史地理学大

家最真挚的敬意。

作为谭其骧先生编绘《中

国历史地图集》的重要助手之

一，邹逸麟先生向杨煜达倾囊

相授编图经验，指导学生要选

好底图、认真核对史料，做到基

础数据翔实可信。而历史气候

变化领域专家满志敏先生则给

予了更多细节指导，鼓励他在

旱涝空间可视化上多做探索。

历史自然地理大家张修桂先生

则对古今政区沿革等方面提出

重要指导意见。

历经十余年不懈坚持，复旦

史地所三代学人集结智慧、通力

合作，使《地图集》得以付梓。这

既是复旦大学学科建设高质量

学术成果转化，也是复旦大学推

进有组织科研、服务于国家重大

战略任务的具体体现。

回望十余年砥砺躬耕之路，

杨煜达百感交集。正如他在后

记中写道，期间既有挫折和反

复，也有成功和喜悦，更多的则

是埋头无言的工作。“板凳要坐

十年冷，其中辛苦曲折不足为人

道。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完

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张菲垭

本报讯 4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报送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传承红色基

因和人文精神”案例获评上海文化品牌大会最佳创新发展案例。《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

居）位于国福路51号，是复旦老校长陈望道1956年至1977年在学校的寓所。

文 / 刘晓旭 本报记者 黄文发 摄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外景

“宣言馆”传承红色基因和人文精神
获评上海文化品牌大会最佳创新发展案例

本报讯 4月19日上午，校

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裘新

会见麦考瑞大学校长布鲁斯·道

顿一行，双方共同续签两校博士

生联合培养协议。副校长陈志敏

参加会见。

麦考瑞大学成立于1964年，

是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所研究

型公立大学，坐落于南半球最大的

商业与高科技产业区。其优势学

科为语言学、哲学、数据科学与人

工智能、听力学等。根据复旦大

学-麦考瑞大学博士生联合培养协

议，联培学生学位论文将获得两校

导师联合指导，满足两校学位授予

要求的情况下可获得两校联授的

博士学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

申请复旦大学-麦考瑞大学KPS

（Key Partnerships Scholarship）

奖学金。 本报记者 汪蒙琪

▲杨煜达教授团队编绘的《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

杨煜达教授团队刷新对中国区域气候变迁规律的新认识

学校与麦考瑞大学续签培养协议

本报讯 4月18日上午，校党

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裘新会见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校长黛博

拉·特里一行，就两校进一步拓宽

教育与科研合作交换意见。副校

长陈志敏参加会见。

裘新表示，日前学校召开了高水

平对外开放工作大会，部署行动方

案。昆士兰大学的来访恰逢其时，希

望两校通过学生交流、科研合作，携

手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今年是复旦大学、昆士兰大

学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20 周年。

昆士兰大学始建于1909年，是一

所公立综合性大学，是环太平洋

大学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

21世纪大学协会、国际铁路联盟

及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等组织的

成员，拥有较为强大的教学和科

研力量。 本报记者李怡洁

昆士兰大学校长一行来学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