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地理学专业 

自然地理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建立初期，史地部、

史地系主要开设“地理通论”“区域地理”等综合性的地理学课程。1928年地理系正式独立

建系之后，分设地理历史组和地理博物组，前者侧重人文地理学，后者侧重自然地理学。此

后，自然地理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北京师范大学地学各领域开拓、发展的基础。 

集多年的学科建设之成果，2000 年自然地理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 年顺利通过

评估。纵观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历程：20 世纪中期以周廷儒创立的古地理学研究为特色，拓

展到 20 世纪末期的环境演变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张兰生在新生代古地理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了环境演变的研究方向。21 世纪以来，在刘宝元的带领下，土壤侵蚀与水土资

源管理又成为面向国家重大资源问题的特色领域，刘宝元团队建立了适用于中国的土壤水蚀

模型，邹学勇教授团队建立了适用于中国北方的风蚀模型，在水利部组织的全国土壤侵蚀调

查中得到广泛应用。2016 年底地理科学学部成立以来，傅伯杰院士等的加入，使自然地理

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自然地理学专业拥有教师 36人，含教授 22人，副教授 10人，讲师 4人。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1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 1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名，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 2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 1 名，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4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名，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 1名，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名。 

目前为适应现代自然地理学过程研究与定量化的发展趋势，重点开展以地球表层物质迁

移过程为主的土壤侵蚀研究；同时注重地球表层过程的人文化趋势，以全球变化对我国的区

域影响评价和人类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研究为重点，以生态服务、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为主线，以人地相互作用的关系为纽带，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地理学专业招生方向 

序号 招生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招生导师 

1 
气候变化及生

态环境响应 

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动力

学、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气

候灾害 

龚道溢、谢云、周涛、殷

水清 

2 
干旱区地貌与

土壤风蚀 

土壤风蚀机理与模型、荒漠化防治工

程技术原理、风沙运动机理、干旱区

地貌 

邹学勇、张春来、严平、

程宏、亢力强 

3 
土壤侵蚀与水

土保持 

土壤水蚀动力学机理、土壤水蚀模型

构建、土壤水蚀影响机理与评价技

刘宝元、符素华、王志

强、章文波、杨扬 



术、水土保持技术原理与方法 

4 
水土资源利用

与保护 

水土资源利用与水文、土壤性质演变

的理论与实践、水土资源对环境变化

的影响与响应 

张科利、张卓栋 

5 
综合自然地理

与景观生态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

务、人地系统、生态区划、全球与区

域可持续发展 

傅伯杰、王帅、李琰、刘

焱序、李长嘉 

6 环境演变 

过去环境变化重建、环境演变的影

响、认知和响应行为研究、地貌第四

纪环境、环境考古 

伍永秋、方修琦、鲁瑞

洁、叶瑜、谭利华 

7 
区域资源环境

与灾害 

区域资源利用安全评价、区域环境孕

灾成害机理、区域灾害脆弱和风险分

析、区域资源、环境与灾害制图 

苏筠、岳耀杰 

8 水文水资源 水文过程统计、模拟与预测 
张光辉、缪驰远、叶爱

中、龚伟、狄振华 

 

自然资源专业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本，自然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问题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日

益加剧，而且成为制约我国 21 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解决自然资

源紧缺问题、保障自然资源供给安全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自然资

源专业的显著特色是综合性、区域性和系统性。自然资源专业以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为研究

对象，从自然资源的自然、社会和技术三重属性出发，研究水、土地、气候、生物、能源与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形成、演化、质量特征和时空分布，探究自然资源利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

相互关系，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规律和相关政策、法律体系，并依托自然资源技术的方法手

段，研究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现实途径，以及自然资源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的

有效方法。2018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正式成立，自然资源专业人才成为国家

的稀缺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自 2005年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自然资源专业，开始招收硕士

生和博士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个由地学、生态学、农学、经济学、信息科学、法学等

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自然资源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目前自然资源专业的特色研究方向有生态水文与水土资源、资源生态与自然资

源保护、土地资源与区域发展、中药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等。该专业就业机会宽广，可在国



家机关（如自然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科技部、国家林业总局、国家气象局等）及地方政府

从事自然资源调查和管理相关工作，还可在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自然资源科学研究相关工

作，另有部分同学会继续在国内外著名高校读博深造。 

自然资源专业招生方向 

序号 招生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招生老师 

1 
水土资源与生

态恢复 

土壤微形态、水土过程耦合机理、

水土资源优化配置、生物地球化

学、生态退化机理与恢复技术、陆

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李小雁、杨晓帆、陈

锡云、胡霞、王佩、

吴秀臣 

2 
资源生态与自

然资源保护 

自然资源形成与再生机制研究；森

林和草地等资源对气候变化与人类

活动影响的响应与适应、恢复重建

与保育；水土资源利用对人类活动

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生态系统服务

与生态安全；城市生态研究；景观

生态规划等 

江源、李晓兵、唐海

萍、于德永、龚吉

蕊、董孝斌、黄永

梅、徐霞、田育红、

田玉强、刘颖慧、董

满宇、杜恩在 

3 
土地资源与区

域发展 

土地经济与区域发展；土地生态与

区域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

土地系统变化与环境风险、土地退

化过程与控制）；土地管理与区域发

展；  

邬建国、刘学敏、王

玉海、哈斯额尔敦、

李波、李强、何春

阳、赵文武、金建

君、姜广辉、黄甘

霖、周丁扬、黄庆

旭、刘志锋、李琳娜 

4 油气资源 

油气资源与区域发展（油气藏形成

理论与评价技术、储层地质学与油

藏描述技术、开发地质学与剩余油

挖潜技术） 

张金亮 

5 中药资源 

道地中药材质量评价和形成机制研

究、濒危珍稀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

护及其评价研究；植物资源综合利

用及其中药材仓储病虫害生态防治

研究 

杜树山、孟繁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