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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以世界5%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
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资源的过度开发、全球环境的变
化加剧、人口的持续增长，致使土地资源的“质”不断下降，“量”不断减少，土地资源保护与中国
经济和文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围已经陆续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动用了全国农业以及相关行业
的力量，对了解当时我国土壤的“家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传统的土壤普查技术是以手工方法和大量野外样本为基础，不仅降低了土壤普查的效率，延长
了普查的周期，而且也迫使土壤普查成本居高不下。
因此传统的土壤普查技术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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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细数字土壤普查模型与方法是指利用现代空间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模糊推
理理论获取空间上详细、数学上精确的土壤空间变化信息的方法。
本书对精细数字土壤普查的理论和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系统研讨，内容包括数字土壤普查的现状、基
于模糊逻辑的精细数字土壤的表达模型、定量描述土壤环境要素空间变化的分析技术、获取土壤与环
境关系知识的人上智能和机器学习方法、模糊推理的计算手段以及应用实例。
在所附的CD中，为读者提供了软件系统和实际数据，便于读者实践。
    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从事自然资源（如土壤资源、动物生境等）调查、自然灾害（如滑坡）预测和
其他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科研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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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精细土壤普查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在第1章中已介绍了传统土壤普查方法，概括了
近几十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所出现的新兴的土壤普查方法以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基于
专家知识和模糊理论的精细土壤普查技术的基本思想。
本章主要对这套方法的理论基础及基本思路进行介绍。
　　2.1　土壤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　　2.1.1　土壤发育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土壤是成土母质在一定
水热条件和生物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形成的。
随着时间的发展，母质与土壤其他环境要素之间发生了频繁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和转化，形成了土壤腐
殖质和黏土矿物，发育了层次分明的土壤剖面，出现了具有肥力特性的土壤。
土壤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然体。
它不仅具有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能从物质组成、形态、结构和功能上进行剖析的物质实
体。
同时，土壤又是地理环境统一体中的一个组成要素，处在与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不断地相
互作用之中。
　　早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之前），人们就对土壤与其他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
较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这集中体现在两篇重要的土壤学文献——《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中。
特别是在《管子·地员》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土壤与地形、地下水和植物等地理环境因素之问的
关系。
在前半部分，阐述了“渎田”（大平原）中的“悉徙”、“赤垆”、“黄唐”、“赤埴”、“黑埴”
等各种土壤类型所分布的空间位置存在地势高下、地下水甘苦和深浅的变化，而且这些土壤上所宜生
的谷物和草木也有所不同。
后一部分介绍了18种土壤。
对于每种土壤说明其性状、典型谷类品种以及它们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产的各种植物，如树木、果品
、纤维、药物、香料等。
可以说在土壤学的发轫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土壤与地理环境因素之间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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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细数字土壤普查模型与方法》对土壤详查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详细介绍了该
技术在美国和中国的应用实例。
书后附带有精细土壤普查的软件系统及详细说明，为这一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少有的无私
转让技术的方法。
　　《精细数字土壤普查模型与方法》是朱阿兴教授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也是朱阿兴教授的第一部中
文专著。
书中内容是朱阿兴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的研究结晶，也是当前国内外专门论述土壤详查技术的第一本
专著。
该书的问世将对我国土壤普查技术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也将为解决环境污染、灾害评估等其
他领域相关问题提供借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细数字土壤普查模型与方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