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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第１８届国际生物气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２—２６日在日本东京举行。通过简要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概括了近

年来生物气象研究的进展与动向。从ＩＣＢ２００８各会场的交流内容和讨论可以看出，未来生物气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

包括以下六个方面：（１）人类生物气象学领域的热浪与健康预警系统、医疗气象、室外工作热环境评价及医疗天气预报研究与

应用。（２）城市气候特征与评价及减缓措施研究。（３）气候变化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４）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５）动物对气象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响应。（６）污染物跨国输送与国际环境合作研究。加强我国的生物气象研究是应对气候

变化影响、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可以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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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古以来，人们就觉察到自然界的雨、雪、风、霜

和冷、暖、阴、晴对于动物、植物、人体健康以及人类

活动具有某些、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早在公

元前６５０年，《管子》一书中就有对气候季节变化、植

物生长、人体健康等相互影响的记录［１］。当人们开

始研究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时，气

象学就诞生了。气象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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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研究气象如何影响生物

体的生长、发育、衰亡和演化就困难得多，直到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探测技术的进步才促

进了生物气象学的崛起［２］。生物气象学是一门跨学

科研究大气过程与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

相互影响的科学［３］，是跟人类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

的一门学科。

国际生物气象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Ｂｉ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ＳＢ）由荷兰地质学家 Ｔｒｏｍｐ博

士、德国气象学家 Ｕｎｇｅｈｅｕｅｒ博士和美国人类生理

学家Ｓａｒｇｅｎｔ博士等人共同发起，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９

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成立。其宗旨

是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来促进气象学家、医务工作

者、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以及其

他学科的科学家们的跨学科合作，促进生物气象学

的发展。作为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的成员，它与联

合国的各个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在应国际组织

要求提供信息、专业知识和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第１８届国际生物气象会议（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Ｂｉ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ＣＢ２００８）于２００８年９

月２２—２６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本文简要介绍了本

次会议的情况，概括了近年来生物气象研究的进展

与动向，讨论了未来生物气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

１　ＩＣＢ２００８概况

ＩＣＢ２００８由ＩＳＢ主办，日本生物气象学会（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Ｂｉ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和日本可持续科

学综合研究机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Ｒ３Ｓ）承办，世界气象组织和

日本１９７０年世界博览会纪念组织（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７０）

协办。来自世界各国的两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

会。参加者主要来自大学、研究中心、政府部门及公

司。来自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山

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提交了城市

气候、生态系统、农业气象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这次

大会的主题为“大自然内的和谐”（Ｈａｒｍｏｎｙｗｉｔｈ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会议决定下届大会于２０１１年在新西兰奥

克兰市（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召开。

这次会议共分为１２个领域
［４］（见表１），论文集

共收录２５５篇论文，比上一届（第１７届国际生物气

象会议［５］，ＩＣＢ２００５的２１３篇多２０％。其中，人类生

物气象学领域的论文共８３篇，占论文总数的３３％，

与上一届相同，是会议上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另

外，城市气候、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等领域的论文亦

较多。在ＩＣＢ２００５上，“人工／室内／城市”为一个领

域，论文占总数的８％；这次会议将其分为人工室内

气候和城市气候两个领域，论文分别占总数的５％

和１０％，比上一届明显增加。另外，ＩＣＢ２００５设有

“物候学”领域，论文占总数的１５％，仅次于“人类生

物气象学”领域；然而在本次会议上已没有该领域，

相应论文被并入其他相关领域中（如“生态系统”

等）。由此可见，“物候学”研究领域有逐渐萎缩的趋

势。

表１　第１８届国际生物气象会议各领域论文情况
［４］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狆犲狉狊犻狀犲狏犲狉狔犳犻犲犾犱狅犳犐犆犅２００８

英文 中文 数量 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中国学者论文

数量 所占比例／％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农业 １６ ６ ２ １３

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空气污染 ８ ３ １ １３

Ａｎｉｍａｌ 动物 １８ ７ ０ ０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ｄｏ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 人工室内气候 １３ ５ ０ ０

Ｃｌｉｍ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气候变化 ２２ ９ １ ５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着装 １２ ５ １ 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生态系统 ２０ ８ ３ １５

Ｈｕｍａｎ 人类 ８３ ３３ ０ ０

Ｍｅ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医疗天气预报 ３ １ ０ ０

Ｐｏｌｌｅｎ 花粉 １９ ７ １ ５

Ｔｏｕｒｉｓｍ 旅游 １６ ６ １ ６

Ｕｒｂ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城市气候 ２５ １０ ４ １６

合计 ２５５ １００ １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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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者在城市气候、生态系统、农业气象等领

域均有论文参加会议交流，论文总数为１４篇，占总

论文数的５％，比上一届明显增多。北京大学环境

学院陈效逑教授作为ＩＳＢ执行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

２　生物气象各领域研究进展

２．１　农业

该领域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

响方面。韩国学者 Ｙｕｎ等研究了气候变化对韩国

果树物候地理分布特征的影响，研究表明：气候变暖

对果树物候的影响既不是规则的地理移动，也不是

明显的沿经纬度移动，而是分水岭在决定气候变化

对果树物候的影响上起到重要作用。日本学者 Ｈａ

ｙａｓｈｉ等研究了温度升高和日照时间减少对日本九

州地区水稻产量减少的影响。日本学者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介绍了气候变化（包括ＣＯ２ 浓度及温度变化）对稻

谷生态系统影响实验研究情况及模拟研究所面临的

挑战。意大利学者Ｏｒｉａｎｄｉｎｉ介绍了欧洲科技研究

合作项目（ＣＯ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７３４）“气候变化对欧洲农

业影响（ＣＬＩＶＡＧＲＩ）”的进展情况。

我国学者ＴａｏＦｕｌｕ等分析了过去气候变化对

我国稻谷产量的影响，研究了不同全球温度升高情

景下（１℃、２℃、３℃）稻谷生长期、产量、蒸发、灌溉

用水量等的变化情况。黄中艳和朱勇研究了

１９５４—２００７年云南农业气候年型变化规律和特

征［６］。

２．２　空气污染

该领域中，污染物跨国输送方面的论文占较大

比重。韩国学者Ｌｅｅ指出东北亚地区两个最主要的

跨国输送空气污染物是酸雨和沙尘，建议由各国政

府出资建立区域环境基金以更好的研究、解决区域

环境问题。日本学者Ｙｏｎｅｍｏｔｏ认为需建立国际环

境合作机制，可以借鉴欧洲酸雨治理的成功经验，相

关国家提供经费支持建立独立的国际科学家团队开

展研究和治理工作（可以参照交纳联合国会费的计

算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并不能因为哪个国家提

供的经费多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国学者姜克隽等分析了中国２０５０年低空气

污染、低碳情景的代价与政策选择，指出中国为气候

变化减缓做出贡献的主要方式是坚持可持续发展，

技术进步从短期和长期上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

缓气候变化都至关重要。徐小红等研究了气溶胶对

秦岭山脉地形云降水的影响［７］。丁一汇等回顾了大

气气溶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大气气溶胶影响气候

变化的机理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大气气溶胶对

我国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８］。

２．３　 动物

该领域主要研究动物对气象条件和气候变化的

响应。埃及学者Ｋｈａｌｉｆａ介绍了埃及国内的动物对

环境变化（包括热、冷、脱水、饥饿、水的盐度等）的适

应性反应，比如：骆驼主要是生理性适应高温和缺

水，而沙漠野兔主要是行为适应；分析了山羊对炎热

的生理反应与产量和繁殖的关系；并研究了在较热

的气候条件下，山羊和绵羊对缺水的体温调节机制。

日本学者Ｓａｋａｉ等研究了全球变暖引起的环境温度

变化对日本姬鼠的影响。

２．４　人工室内气候

澳大利亚学者ｄｅＤｅａｒ介绍了适应性热舒适度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ｍｆｏｒｔ）在减少建筑物能耗方

面的作用。比如，在墨尔本的典型澳大利亚商业建

筑中，将夏季制冷温度提高１℃，则可以节省１４％

的ＨＶＡＣ能耗（Ｈｅａｔｉ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ｉｒ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采暖通风与空调）。斯洛文尼亚学者

Ｍｅｋｊａｖｉｃ报告了高压氧环境下人体在热平衡等方

面的生理反应。瑞典学者Ｅｉｋｅｎ研究了人体对失重

的反应。日本学者Ｎａｋａ研究了冬季车内座位温度

对热舒适度的影响。日本学者Ｎｉｓｈｉｈａｒａ研究了适

度的热环境对脑力劳动者表现的影响。

２．５　气候变化

该领域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影响。日本学者Ｙａｍａｋａｗａ从天气

和气候过程与机制、与全球变暖的联系的角度，分析

了近年来各国发生的６次洪水、４次干旱和７次雪

灾事件，认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份发生在我国华中、华

南的雨雪冰冻灾害异常天气是与由２００７年夏季北

极海冰极小值触发的低压系统的发展相联系的。德

国学者Ｈｏｅｐｐｅ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是气象灾害频率

增高、强度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 Ｋａｔｏ

研究了近年来日本极端高温的特征及与全球变暖的

联系。日本学者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研究了日本夏季降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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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区域差别和年代际变化。英国学者Ｇｏｓｌｉｎｇ介

绍了气候变化及不确定性对热致死亡的可能影响。

我国学者李春强分析了河北省蒸发量的时空变

化，研究表明：１９６５—１９９９年河北省年、四季蒸发量

均呈线性减少的趋势，风速和日照时数的变化是最

重要的气象影响因子，气温的影响相对较小。

２．６　着装

日本学者Ｔａｍｕｒａ从全球变暖背景下减少空调

系统能源消耗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湿热亚洲气候区

的衣服功能。首先分析了体表温度分布特征，其次

分析了出汗率的分布，在研究了湿热亚洲气候区民

族服装的两大特点（布料以亚麻、棉、丝绸为主，大部

分为缠绕在身体上、或者前方敞开）的基础上，提出

在亚洲国家需重新评估西方服装（西装、领带）的适

用性，以减少能源消耗。日本学者 Ｈｉｒａｔａ研究了湿

热环境下人体在着装情况下的体温调节过程。韩国

学者Ｋｉｍ研究了寒冷环境下发型对人体生理反应

的影响。

２．７　生态系统

马来西亚学者Ａｂ．Ｌａｔｉｆｌｂｒａｈｉｍ利用ＮＯＡＡ

ＡＶＨＲＲ卫星遥感资料研究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的净初级生产率（ＮＰＰ），分析表明：年均ＮＰＰ在５０

～６０００ｇ·Ｃｍ
２
ｙｒ

－１，ＮＤＶＩ在０．０４～０．７。日本学

者Ｎａｋａｇｏｓｈｉ用ＰｎＥＴＩＩ模式，结合第二代耦合全

球气候模式 ＣＧＣＭ２ 结果，研究了未来 １００ 年

（２００４—２１００）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东北地区森林

ＮＰＰ的变化。研究表明：在温度升高、降水稍微增

加的气候情景下，中国东北主要林区的 ＮＰＰ将减

少，因此衰退的森林生态系统增加的ＣＯ２ 排放将导

致进一步全球变暖。美国学者Ｓｃｈｗａｒｔｚ介绍了空

间密集物候观测资料的应用。澳大利亚学者Ｋｅａｔ

ｌｅｙ研究了澳大利亚６５个物种首次开花日期的变

化。美国学者Ｆｕｌｌｅｒ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的８ｋｍ

分辨率ＮＤＶＩ资料分析了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物候

变化情况。奥地利学者Ｋｏｃｈ介绍了欧洲科技研究

合作项目ＣＯＳＴ７２５的概况及进展，该项目旨在建

立欧洲物候数据平台。

我国学者ＬｉｕＭｉａｏ用ＬＡＮＤＩＳ模式评估了在

可能的变暖情景下我国东北林区的产量和种植策

略。陈效逑研究了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羊草（Ｌｅｙ

ｍ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季节光合作用率的变化。戴君虎分

析了全球变暖与我国物候观测到的植物二次开花的

关系。

２．８　人类

人类生物气象学领域论文共８３篇，占论文总数

的３３％，是论文数最多的领域。ＩＳＢ主席美国学者

Ｋａｌｋｓｔｅｉｎ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应用生物气象学：有

人在用我们的研究吗？”总结了生物气象产品的五种

类型：（１）生物气候指数：如舒适度指数；（２）气候

评价产品：如建筑物热负荷；（３）监视预警系统：可

以为相关人员制定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时间；（４）

心理学分析：以评价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５）产品

评价：评价产品的服务效果。该领域的研究论文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热浪与健康预警系统（ＨＨＷＳ）：Ｋａｌｋｓｔｅｉｎ教

授介绍了新的北美热浪与健康系统的特性与组成，

以及公众认知度和干预有效性评价新技术。日本学

者 Ｍｏｒｉｍｏｔｏ分析了日本中暑死亡的变化趋势及预

报手册的编写情况。韩国学者Ｃｈｏｉ介绍了韩国的

热浪定义及热浪预警系统的建立。根据死亡与日最

大热指数（ＤＭＨＩ）曲线，将连续 ３ 天 ＤＭＨＩ在

３２．５℃、３５．５℃、３８．５℃和４１．５℃以上分别定义

为较热、热浪、强热浪和极端热浪。德国学者Ｋｏｐｐｅ

指出由于预警系统需要高精确度的气象预报，因此

大部分 ＨＨＷＳ业务系统的预警时间均不长于３

天，并进一步分析了提供中期（３～１５天）、月、季和

半年热浪信息的可行性。澳大利亚学者 Ｔｉｑｕｉａ介

绍了将中国传统医学时空概念（如２４节气、阴阳、气

等）应用于全球的研究工作。

医疗气象：澳大利亚学者 Ｍｕｈａｍｅｄ研究了湿

度对长时间剧烈锻炼时体温调节响应的影响。美国

学者Ｈｏｎｄｕｌａ介绍了天气对呼吸系统的影响，Ｄａｖｉｓ

介绍了哮喘／呼吸预警系统的建立。日本学者Ｅｎｏ

ｍｏｔｏ研究了室内加湿和除湿对人生理和心理上的

影响。韩国学者Ｓｏｎｇ分析了桑拿浴对老人热承受

能力的影响。

室外工作热环境评价：英国学者Ｐａｒｓｏｎｓ总结

了现有的国际热标准，如表２所列。指出在现有的

大约２５个ＩＳＯ标准中，大部分是针对室内环境导

出的，至少没有特别关注各种室外条件。室外气候

的主要特征是受太阳和风的影响。将来需要通过主

观和生理学方法研究开发适用范围更广的综合应用

指标。德国学者Ｊｅｎｄｒｉｔｚｋｙ介绍了欧洲科技研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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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ＣＯ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７３０）“人类热环境评价中通

用热气候指数研究”的目标和进展情况。韩国学者

Ｐａｒｋ报告了韩国风寒温度指数研发工作。

表２　犐犛犗热标准（表中数字为犐犛犗标准编号）

犜犪犫犾犲２　犐犛犗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狊犻狀狋犺犲

狋犪犫犾犲犪狉犲狋犺犲狊犲狉犻犪犾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犐犛犗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

较热环境下 适中环境下 较冷环境下

７２４３（ＷＢＧＴ指数）
７７３０

（ＰＭＶ／ＰＰＤ指数）
１１０７９

（隔热和局部冷却）

７９３３（出汗率） １０５５１（主观判断尺度） ９８８６（生理学）

９８８６（生理学） ９８８６（生理学） １３７３２３（表面接触）

１３７３２１（表面接触） １３７３２２（表面接触）

支撑标准

１１９３３（原理） ７７２６（仪器） ８９９６（新陈代谢率）

９９２０（服装） １２８９４（医学监测） １３７３１（名词与单位）

应用

车辆：１４５０５１（原理） １４５０５２（技术） １４５０５３（舒适度评价）

１４４１５（残疾人、老人等）１５２６５（风险评估）１５７４３（寒冷地区应用）

１５７４２（各种环境应用）

　　我国学者在该领域亦有较多研究工作，但是没

有参加此次会议交流。比如：中山大学谭冠日教授

早在１９９４年就研究了全球变暖对上海和广州人群

死亡数的可能影响［９］。陆晨［１０］分析讨论了疾病发

病与特殊天气过程的相关特征。张德山等开展了北

京市感染性腹泻疾病的医疗气象预报与应用研

究［１１］。谈建国等［１２］综述了近１０年来国内有关医疗

气象的研究，特别是介绍了前人在常见病（循环系

统、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以及各种生

物性病原（疾病媒介物、寄生虫、真菌、细菌等）与气

象条件关系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可能

影响以及气象部门在医疗气象方面的预报和服务，

并对今后医疗气象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２．９　医疗天气预报

日本资深教授Ｙｏｓｈｉｎｏ（吉野正敏）报告了日本

的生物气候和天气与健康预报研究工作。美国学者

Ｆｅｒｒｅｌｌ介绍了美国国家气象服务（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ｔｈ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热健康天气产品，主要包括炎热天气

展望、炎热天气监测、炎热天气预警和炎热天气报告

四类产品。

２．１０　花粉

该领域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花粉过敏与气象条件

的关系研究方面。日本学者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研究了气传

花粉过敏症状的起始时间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指出

花粉浓度预报比数量预报更困难。英国学者Ｅｍ

ｂｅｒｌｉｎ介绍了欧洲气候变化对花粉季节和过敏的影

响。瑞士学者Ｐａｕｌｉｎｇ介绍了瑞士花粉预报系统。

芬兰学者Ｓｏｆｉｅｖ报告了区域到洲尺度的花粉短期

数值模拟系统。

我国学者ＣｈｅｎｇＬｅｉ从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９年进行了

全国气传致敏花粉普查，制成了花粉图集，分析了我

国气传致敏花粉的主要种类，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

进行了展望。

２．１１　旅游

德国学者 Ｍａｔｚａｒａｋｉｓ指出，气候是旅游规划中

的关键因子，在旅游气候学中需将人类生物气象学

方法与应用气候学方法结合起来，并提出了“气候－

旅游信息方案”。新西兰学者ｄｅＦｒｅｉｔａｓ集成热环

境（如温度、湿度、太阳热、新陈代谢率）、物理环境

（如降雨、雪、大风、紫外线、空气质量）、美学（如能见

度、阳光、云量）三个方面，建立了新一代旅游气候指

标，下一步需要进行不同气候区的验证。奥地利学

者Ｒｕｄｅｌ基于气候模式结果，计算了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２０７０和２１００年０．５度分辨率的生理等价温度

（ＰＥＴ）分布，利用统计回归方法将其降尺度到１ｋｍ

分辨率，以定量分析对奥地利的生物气象影响，为旅

游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２．１２　城市气候

城市气候领域论文共２５篇，占论文总数的

１０％，是论文数第二多的领域。其中中国学者论文

４篇，占该领域论文数的１６％，是所占比例最高的领

域。日本学者 Ｈｏｒｉｋｏｓｈｉ定义标准室外有效温度

ＳＥＴＯ，分析了日本名古屋城中绿地和水面对感觉

气候（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的影响。日本学者 Ｙｏ

ｓｈｉｄａ建立了ＣＦＤ模式和多部分体温调节模式的耦

合模式系统，对不稳定、非均匀的室外热环境进行了

评价。印度学者 Ｐａｕｌｉｎｇ利用遥感数据分析了

Ｋｏｌｋａｔａ城市地区地表通量的时间变化。日本学者

Ｓｈｉｇｅｔａ观测分析了日本三个城市的热岛变化特征。

日本学者Ｔａｋｅｂａｙａｓｈｉ观测分析了建筑物高度、道

路宽度与走向对海风风速风向及城市热环境的影

响。匈牙利学者Ｐｏｎｇｒａｃｚ利用卫星资料分析了欧

洲城市的热岛效应，认为人口和地形是影响热岛强

度的主要因子。

我国学者谭冠日介绍了广州城市热岛对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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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苗世光研究了北京城市热岛及边界层结构

特征。香港学者 ＭｅｌｉｓｓａＨａｒｔ用汽车移动观测资

料分析了城市热岛的空间变化。胡文志等分析了香

港城市与郊区气候特征的差异［１３］。

３　讨论

从ＩＣＢ２００８各会场的交流内容和讨论可以看

出，未来生物气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以

下六个方面：

（１）人类生物气象学领域的热浪与健康预警系

统、医疗气象、室外工作热环境评价及医疗天气预报

研究与应用。

（２）城市气候特征与评价及减缓措施研究。

（３）气候变化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农业等

领域的影响。

（４）动物对气象条件和气候变化的响应。

（５）污染物跨国输送与国际环境合作研究。

加强我国的生物气象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影

响、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体现了将最新

科研成果应用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

为国民提供安全舒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提高政府

进行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能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的目标，可以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咨

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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