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5 日，科技部发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23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自 2012
年起，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会同遥感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跨部门组织国内优势科研力量，持续开展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年度报告》编写工作，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议题开

展全球及洲际尺度的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分析和

评估。

利用遥感技术开展生态监
测，对地观测能力日益提高

“ 目 前 中 国 已 形 成 气 象 、资 源 、环 境 、海 洋 等

地球观测卫星应用体系，逐步完善高分辨率对地

观测系统和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对地观测能力日

益提高。”《年度报告》工作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 院 士 郭 华 东 说 ，我 国 对 遥 感 数 据 非 常 重 视 ，遥

感数据在农、林、地、矿、海洋、城市等方面都作出

了 很 好 的 贡 献 ，其 综 合 效 益 从 区 域 到 全 球 、从 静

态到动态的应用也展现了很好效果。

据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主任赵静介绍，作为

地球观测组织（GEO）的创始国和联合主席国，中

国一直致力于面向全球开放共享更多的地球观测

数据、产品、工具、知识和服务，为世界各国尤其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提 供 遥 感 技 术

支持。

2012 年至今，我国围绕全球生态环境典型要

素、重点区域和热点问题 3 大主题，陆续发布了涵

盖 11 个专题序列的 31 个分析报告及 127 个数据产

品。专题序列包括陆地植被、陆表水域和城市 3 类

典型要素，粮食生产与安全形势、土地退化、自然灾

害和气候变化 4 类热点问题，以及洲际尺度生态环

境、“一带一路”、冰冻圈和生态环境脆弱区 4 类重

点区域。

从全球、洲际、生态分区等
尺度分析碳损失和碳吸收的综
合效应

《年度报告》完成了“全球土地覆盖变化对碳损

失和碳吸收的影响”“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

食安全形势”等 3 个专题报告，为应对气候变化、增

强全球粮食供给透明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

了数据与信息支撑。

据“全球土地覆盖变化对碳损失和碳吸收的

影响”专题报告编写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刘良云介绍，该专题报告聚焦

森林变化和不透水面扩张这两种最显著的土地覆

盖变化方式，分析了森林损毁、森林恢复和不透水

面扩张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从全球、洲际、生态分

区等尺度分析了碳损失和碳吸收的综合效应，形

成了 1985—2020 年全球森林损毁碳损失、森林恢

复碳吸收和不透水面扩张碳损失等数据产品，可

为开展全球土地覆盖变化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研

究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报告显示，全球土地覆盖变化显著，森林损毁

和 森 林 恢 复 均 呈 加 速 态 势 ，不 透 水 面 持 续 扩 张 。

1985—2020 年，全球森林损毁速率由每年 12.17 万

平方公里增加至 28.40 万平方公里，恢复速率由每

年 6.84 万平方公里增加至 19.89 万平方公里。监

测结果表明，全球在遏制森林面积加速减少趋势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完全达到“保护、恢

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报告显示，全球森林损毁和不透水面扩张导致

的碳损失呈加速增长态势。1985—2020 年，35 年间

森林损毁导致森林生物量碳损失约 297.10 亿吨碳，

表层土壤有机碳损失约 45.10 亿吨碳；不透水面扩

张导致森林生物量碳损失约 4.48 亿吨碳，表层土壤

有机碳损失约 5.94 亿吨碳，碳损失速率呈现先上升

后稳定的态势。

森林恢复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增加的主要

来源之一。因此，加强森林植被恢复、提升陆地生

态系统固碳能力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

现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2023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
同比增产，中国等国的抗旱能力
突出

据“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食安全形势”

专题报告编写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吴 炳 方 介 绍 ，该 专 题 报 告 完 成 了

2023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形势监测和全球粮

食供应形势分析，评估了其间发生的典型气候事

件和区域性突发事件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并

聚焦干旱减缓效应与耕地休耕现象，揭示了干旱

减缓能力提升、耕地利用水平提高对稳定粮食生

产的贡献，可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提高粮食

生产韧性提供重要的决策和信息支撑。

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同比增

产。2023 年全球极端事件对大宗粮油作物生产的

影响相对较轻。全球大宗粮油作物总产量预计为

28.74 亿吨，同比增加 1414 万吨，增幅 0.5%。

报告认为，近 40 年来全球大宗粮油作物主产

区干旱减缓能力显著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全球 16 个玉米主产区、12 个水稻主产区、12 个小麦

主产区以及 5 个大豆主产区分别采取保障灌溉、地

膜覆盖、保护性耕作、种植结构调整以及选用抗旱

品种等措施，显著提升了农田的抗旱能力。中国、

法国和印度等国的抗旱能力突出，但是非洲、美洲

以及澳洲部分主产区的抗旱稳产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

（实习生赵林参与采写）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23年度报告》发布——

开展生态监测 服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本报记者 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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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董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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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9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

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重大项目——引江

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工程建成后，

可有效提高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力，增加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调水量，提升中线工程

供水保障能力，并为引汉济渭实现远期调水

规模创造条件。

引江补汉工程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入

汉江，沿线由南向北依次穿越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襄阳市保康县、谷城县和十堰市丹

江口市，主要包括输水总干线工程和汉江影

响河段综合整治工程。根据初步设计报告，

输水线路总长 194.7 公里，多年平均调水量

39 亿立方米，工程施工总工期 108 个月，工

程静态总投资 551.58 亿元。

引江补汉工程在我国在建工程项目中长

距离有压引调水隧洞中单洞长度最长、洞径

最大、综合难度最高。输水总干线采用有压

单洞自流输水，具有大埋深、长线路、大洞径

等技术特点和高地应力、高水压、高岩石强

度、断层多、地下水多、软岩多等地质难点。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江汉水网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峰介绍，工

程建成后，结合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输水能

力挖潜，可将中线一期多年平均调水规模从

95 亿立方米增加至 115.1 亿立方米；增加汉

江丹江口断面的水资源量，有效促进汉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汉江上游引汉济渭工程年

均引水量可由近期的 10 亿立方米增加至远

期的 15 亿立方米，有效保障关中平原供水

安全。

引江补汉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建成后可有效提高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力

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李红梅）

记者近日从国家气象中心获悉：自 2023 年

11 月 起 ，我 国 发 生 的 寒 潮 过 程 有 了 编 号 。

寒潮编号将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防

范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也将为公众做好

防寒保暖等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寒潮事件与交通安全、农业生产、能源

调度、人体健康等密切相关，对此，国家气象

中心建立了高频次、多渠道的寒潮预警发布

机制。2023 年 2 月以来，在科学衔接短期寒

潮预警规范和中期寒潮业务规定的基础上，

国家气象中心制定了寒潮勘定编号业务新

规范，根据降温发生时间、区域范围、强度等

因素，将寒潮划分为“寒潮”级、“强寒潮”级

和“超强寒潮”级。

下一步，国家气象中心将进一步优化、调

整业务流程，以支撑寒潮编号业务标准化和

规范化建设。

国家气象中心启用寒潮编号
为防范应对提供科学依据

本报西宁 1 月 9 日电 （记者贾丰丰）

记者日前获悉：随着鲁能冷湖 50 万千瓦风

电场等发电项目陆续并网，青海电网 2023
年新增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980.88 万千瓦，

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5000 万千瓦、

较 2022 年底增长 23.77%。

2023 年，青海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

水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通过推行清洁

能源定制化调度控制和规范化参数整治，

累计完成 531 万千瓦新能源场站控制性能

优化，提升发电能力 110 万千瓦，新能源利

用率提升 0.7 个百分点。

此外，随着青海省“沙戈荒”大基地大

规 模 开 发 、特 高 压 大 送 端 加 速 形 成 ，预 计

2030 年新能源建设规模将超过 1 亿千瓦。

相关部门将持续优化光伏、风力、水力发电

联合控制策略，积极组织清洁能源外送，助

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青海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突破5000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