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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壤地区水热资源丰富，生物物质循环活跃，土壤和生物类型多样，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潜力和
良好的投资效益，是我国南方农业综合开发与林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靠不断增加能源和投入，该区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同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及施肥管理措施等一系列非
持续性发展因素的累积影响，在促进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生态和资源方面的
重大问题，如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等。
而红壤的退化又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生态环境等产生一系列影响，这样，互为因果
，愈演愈烈，使整个系统陷入了恶性循环。
这说明，农业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化肥和能源的投入，还必须通过研究水分和养分的循环、转化和平衡
，提高水分和养分的利用效率，在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同时，提高农业经济效益，降低农业生产对
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
只有研究农业种植系统的养分转化规律，才能了解土壤质量的演变方向、速度并进行趋向预测；也只
有了解了养分的循环和平衡状况，才能提出调控红壤质量演变方向的有效途径和合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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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实验站进行了多年的野外和实验室系列实验的基础上，结合红壤地区大
量的科学研究积累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9章，在概述了红壤地区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状况、红壤质量现状及演变的基础上，紧密围
绕红壤侵蚀、酸化和养分不均衡化3个主要问题，从演变过程、演变机制到调控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的阐述，提出了高质量红壤的定向培育与农业持续利用对策，分析了红壤质量演变的前景、存在的
主要问题和解决措施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书兼具理论性、资料性和实践性。
    本书可供从事土壤学、农业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农学的研究、教学和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各级政
府的农业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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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红壤地区自然资源概述　　红壤地区的地形以山丘为主，地形及成土母质变化复杂。
丘陵台地，地势平坦，由于气候的原因淋溶作用强烈，大多发育为红壤；高山地区，温度较低，湿度
较大，易于发育为黄壤；深切河谷，气候干燥，淋溶作用较弱，大多形成褐红壤。
此外，本区植被组成丰富，以热带雨林、季雨林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对红壤类型的发育有显著
影响。
　　红壤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地带、垂直地带及相性规律性。
红壤水平分布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砖红壤、赤红壤、红壤和黄壤3个土壤纬度带；红壤垂直分布在不同
的水平地带内表现不同：砖红壤地带（以五指山东北坡为例）从地面到山顶依次为砖红壤-山地赤红
壤-山地黄壤-山地表潜黄壤-山地灌丛草甸土，赤红壤地带（以十万大山马耳夹南坡为例）依次为赤红
壤-山地红壤-山地黄壤，红壤地带（以武夷山西北坡为例）依次为红壤-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灌
丛草甸土；红壤相性分布，由东往西又依次分布赤红壤、红壤（黄壤）及山原红壤3个不同的经度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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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壤质量演变与调控》在继承土壤学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当今土壤科学发展的前
沿领域——土壤质量的新概念和新理论，研究土壤系统内部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学过程及其影响机
理，探索红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联系，并密切结合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促进传统土壤学向现代土壤学的转变。
《红壤质量演变与调控》紧紧围绕影响红壤质量的侵蚀、酸化、养分迁移转化3个核心问题，从红壤
基本特征、演变过程、演变机理、评价方法以及红壤质量定向培育方法等方面，结合大量的长期定位
试验数据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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