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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水资源常常被某些区域外国家借此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

的关系，影响后者之间的战略互信。

水冲突存在的同时还有水合作。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认

为：中国之所以与周边国家的水冲突较少，在于以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各国进行了较多的协商合作。例如，中国

曾经应下游国家的要求，开闸放水缓解后者的旱情；积极与流

域各国家共享河流水文数据。中国与印度、哈萨克斯坦，与澜

沧江 - 湄公河流域各国都开展了水合作。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亚洲水塔”周边以及全球范围

内的各国如何为减少水冲突、增加水合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将是团队的研究重点。

大江自高原而下，一路奔流，到入海处形成了三角洲。江

海交汇之处平坦的地势、便利的灌溉与交通条件等优势让全球

范围内的大河三角洲往往成为人口密集、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

然而，大河三角洲地区又共同面临盐水入侵、滩涂退缩、风暴

潮等危机。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牵头发起的“大河三角洲计划”尝试给出解答。该计划入

选联合国自 2021 年启动的“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项

目，后者是近年来联合国框架下最重要的海洋科学倡议之一。

“大河三角洲计划”全称“大河三角洲：为可持续问题寻

求解决方案”，通过多学科、多部门的协作，更好地保护大河

三角洲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重构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蓝图。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秀珍介

绍：实验室将带领 11 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全球 15 个大河三角洲

开展联合研究，这些三角洲涉及的河流包括长江、黄河、珠江、

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

莱茵河、多瑙河等，未来还将有更多三角洲被纳入研究范围。

未来十年，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领衔

的“大河三角洲计划”将推动国内外相关机构深入参与，讲好

三角洲研究、治理中的“中国故事”，并将其转化应用于全球

海岸带治理。

世界级生态岛与“新横沙”

位于长江入海口“龙头”位置的“江海明珠”崇明，正在

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目标是在生态建设领域发挥全球引领示范

作用。如此重要的地位，需要科研机构的强力支撑。

2018 年，崇明陈家镇迎来了崇明生态研究院的入驻，这是

第一个登岛服务崇明生态建设的研究机构。

崇明生态研究院是上海高校 IV 类高峰学科“岛屿大气与

生态”建设依托的实体，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协同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崇明区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围绕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的需求，研究院下设 5 个研究中心和 1 个高端智库，

分别是：大气环境安全研究中心、生态保育与修复研究中心、

灾害风险与防控研究中心、智慧监测与模拟研究中心、碳循环

科学研究中心、生态文明高端智库，从各个领域开展科研。

在崇明生态研究院院长由文辉教授看来，研究院产出的成

果“不完全是论文，更主要的是能落地、见成效的技术”。入

驻崇明以来，研究院已经有许多这样直接服务于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的成果。

一个案例是在碳中和领域的贡献。中国已经向世界公布“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是

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崇明生态研究院基于生态学原理，原

创提出全球陆地碳循环模型的溯源性评估体系，该体系被多个

国际碳循环模型比较计划采用，并被国外专著引用、发表在国

际权威期刊。

“蓝碳”是利用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海洋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崇明生

态研究院阐明了滨海湿地生态修复与蓝碳功能提升机理，研究

成果不仅刊登于国际权威期刊，还应用在上海金山沿海的鹦鹉

洲湿地生态修复。鹦鹉洲被建成“负碳湿地”，并成为碳中和

科普基地。

崇明不仅将建成世界级生态岛，还可能有另一重要的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的河口海岸研究团队提出，崇明有望成为“长江

口亚三角洲”。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陈吉余早在 1991 年就提出过“在长江口外建设人工岛”

的想法，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没有进一步推进。20 年后的

2011 年初，时年 90 岁高龄的陈吉余又提出“长江口亚三角洲”

的新概念。

在他看来，这个理念的提出有两条理由。一是国家的需要，

上海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乃至沿海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一个战

略性的新空间。二是自然条件的变化，随着长江口河势的变化，

形成长江口亚三角洲的自然地理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