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基于影像对比技术的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变迁作品创作与传播 

 

【提名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提名意见】 

《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以下简称《百年追寻》）全面系统地展

现了中国西部、特别是四川过去一百多年的生态环境变迁。由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

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创作。整体创作时间跨度长达 10 余年，于 2010 年出版发行，为

原创科普书籍。作品将一百年前西方植物学家威尔逊在中国西部考察期间所拍摄的

影像资料与 21 世纪的最新影像资料进行了比较，采取原位拍摄法，结合历史档案整

理与现代数字定位系统，融入了生态学、地理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分析，体现了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开创性地将生态环境变迁用形象而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并将近百年

来中西方人文交流有机融入到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之中，形成了百科全书式中国西

部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再现，为中国西部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

与生态旅游构汇出一张崭新的地图。作品通过实体书店、电商等渠道已累计发行 4000

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推广应用。作品得到业内同行、知名专家和各级政府

的高度评价，深受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带动了同类科普作品的创作。作品在宣传自

然保护、促进生态旅游、推动公众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23 年 3 月，

作品得到四川省省长的高度赞扬并以省政府名义为主要作者举办表扬会，进行全省

通报表扬，有力促进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提名该项目为 2023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项目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四川自古就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生态环境地

位独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写好。”《百年

追寻》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西部、特别是四川过去一百多年间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变

迁，通过跨越百年的影像资料对比，充分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

生动呈现了过去 100 多年间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的社会文化变迁，传播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作品于 1997 年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牵头组织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以

及社会公众共同创作完成。整体创作时间跨度长达 10 余年，于 2010 年由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百年追寻》，著作以四川为代表的长江上游地区为研究的空

间范畴，以 100 多年前、后为时间节点，通过丰富的影像资料和文字说明，形象化地

呈现了区域性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变迁。作品为原创性科普书籍。 

在技术方法上，作品将一百年前西方植物学家威尔逊在中国西部考察期间所拍

摄的影像资料与 21 世纪的最新影像资料进行了比较，采取原位拍摄法，结合历史档

案整理与现代数字定位系统，融入了生态学、地理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分析，体现了多

学科的交叉融合，开创性地将生态环境变迁用形象而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并将近

百年来中西方人文交流有机融入到科学发现的历史脉络之中，形成了百科全书式中

国西部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再现，为中国西部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

修复与生态旅游构汇出一张崭新的地图。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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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专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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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按排名顺序） 

1、印开蒲 

2、王海燕 

3、朱单 

4、钟盛先 

5、王杭明 

6、邓真言培 

7、杨林森 

8、王桂林 

9、沈国坤 

10、张小艾 

 

【主要完成单位】（按排名顺序）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2、四川黄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3、湖北神龙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