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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土壤环境是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的重要环境单元和中心枢纽。
土壤环境质量维系着农产品质量、生物栖身质量和人居环境质量。
在人类经济社会的活动过程中，维持土壤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环境功能，避免土壤质量退化，消
除土壤营养和健康障碍，改善与提高土壤环境质量，保障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是我们地
球村人世世代代的义务和使命。
　　《土壤环境与生态安全》一书认为，土壤是地球陆地表层孕育生物、维持生态平衡的活系统，土
壤环境是由土体内部环境，土体外部水、气、人文环境及其界面环境组成的整体，并提出土壤环境系
统及其与农产品安全、生态系统健康的关系是现代土壤学研究的重点。
这是富有创新思想、深度引领、现实视野的学术观点。
全书突出土壤环境与生态安全的主题，综合介绍了与农业、生态、环境、全球变化相关的土壤养分、
胶体、生物、酸化、污染、修复及温室气体排放等多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以及国际科技
前沿发展新趋势和新需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
　　该书是由12位一直活跃在国际土壤科学、植物营养学、环境科学、全球变化领域前沿研究的海内
外知名科学家联合撰写的，是他们及其课题组多年学术研究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中国科学院创新团
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结晶。
该书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图文并茂，具有前沿性、前瞻性和引领性，是一本非常难得的著作。
相信，该书的出版，将有益于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的广大
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及时了解国际前沿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也必将有力地引领和带动我国现代土壤
科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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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批准号：CXTD-Z2005—4)研究成
果的结晶，也是团队12位海内外知名教授多年从事土壤科学技术前沿研究工作的总结。
全书共12章，分中、英文上、下两篇，突出土壤环境与生态安全的主题。
全书综合介绍了土壤养分、土壤胶体、土壤生物、土壤生态、土壤酸化、土壤污染、土壤修复、植物
营养与农产品质量、土壤温室气体与全球变化等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新进展与前沿发展新趋势，提
出了一些新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与研发需求，具有重要的引领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指导生产实践的意义
。
    本书可作为土壤学、环境科学、农业科学、生态学、植物营养学等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研究生以及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所相关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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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1　绪论　　土壤是有层次发育、结构支撑、水分、养分和生命体的地球疏松表层，是
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地球表层的土壤是与岩石、水分、空气、生物紧密相连的时空连续体和生物环境系统，起着物质交换
和能量转换的中心枢纽作用。
显然，土壤内部环境的物质与能量变化关系着土壤外部的水、气、生物[动、植物(农产品)和人]环境
安全和人体健康，而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同样影响着土体内部的环境质量与功能，这种相互关系在
方式和程度上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化和分异性特征。
因而，现代土壤科学不仅需要研究土壤发生发育、迁移转化规律，而且需要研究土壤内、外部及其界
面环境的物质相互作用、循环、效应及其调控途径；不仅要服务于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而且要
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全球变化认知方面做出贡献。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大范围的土壤，在其肥力障碍尚未得到有效排除和生态破坏
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又成为大量多种多样的毒害污染物和固体废弃物的收容所和接纳地，土壤
环境的功能障碍、质量退化与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当今的土壤质量问题不仅是土壤养分贫瘠与过剩、土壤酸化与铝毒、土壤盐碱化与次生盐渍化、土壤
板结与通透性不畅等肥力障碍问题，而且表现出微量有毒金属、农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单一、复
合、混合污染与生态功能退化问题，以及肥力障碍、污染退化与温室气体排放叠合共存的综合问题。
土壤质量影响土壤生产功能、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粮食生产、食物质量、生态安全
和人体健康，事关农产品贸易、旅游、投资、社会稳定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章主要结合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研究项目进展，分析土壤环境系统及其存在问题
、研究态势，展望土壤环境与生态安全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研究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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