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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流失直接关系国家生态安全。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生态恶化的集中反映，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加强水土流失防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
略任务。
2005年7月至2007年5月，水利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开展了“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
合科学考察”，组织生态、环境、资源、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专家，对我国重点水土流失区进行了全
面的综合科学考察。
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全面评价了我国水土流失现状与发展趋势，总结
了长期以来水土流失防治的主要成效与经验，梳理了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防治对策。
这一成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保护与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产生的危害严重，影响深远。
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退化、毁坏耕地，制约山丘区经济社会发展，使人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
且加剧江河湖库淤积和洪涝灾害，恶化生存环境，加剧贫困，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仅影
响当前发展，而且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采取多种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执法体系不断完善，人为水土流失逐步得到控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在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环京津地区、珠江上游等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重点治理工程；多渠
道、多形式增加投入，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和水土保持工作者近60年的艰苦努力，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治理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进入江河的泥沙大幅度下降。
通过开展水土保持，改善了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了水土资源，土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区域经济得到
发展。
同时，在长期的水土保持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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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土流失是我国主要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本书全面阐述了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
     本书可供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利用、区域管理和水利规划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高等
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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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主要山脉按走向分为4组：①近东西走向的山脉有三列，自北向南依次为天山阴山燕山
山脉、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山脉、南岭山脉。
②近南北走向的山脉主要有3条，大致位于中国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几何分界线附近，自北而南为贺兰
山、六盘山和横断山等山脉。
③北东-南西走向的山脉在中国东部非常典型，若干山脉明显组合成3列，西列由大兴安岭、太行山、
巫山、雪峰山等构成，东列北起长白山，经千山、鲁中山地到武夷山，外列主要是台湾山脉，向北与
琉球群岛、日本诸岛等大陆边缘岛弧相连，此外，中国东南部的许多小型山脉，如雪峰山、十万大山
、罗霄山、雁荡山等也属于本组。
④北西-南东走向的山脉主要位于西部，如阿尔泰山、祁连山、喀喇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
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山脉，喜马拉雅山的西段也是北西-南东走向，向东逐渐转为东西向，表现
为向南突出的弧形山脉。
山脉是相对隆起的狭长地带，山脉之间的地块因其新构造运动性质的差异，分别形成盆地、平原或高
原。
以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一线为界，中国西部以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为特征，东部则以山脉与盆地、平
原或高原的网格状分布最为典型。
在西部的北段（新疆、青海北部），山脉之间的菱形地块下沉形成巨型的内陆盆地，盆地长轴大致呈
北西南东向或近东西向延伸。
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自北而南，依次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阿尔金山-祁连
山、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布尔汗布达山。
在西部的南段（西藏、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即从昆仑山以南到喜马拉雅山之间，虽
然没有大型盆地，但山脉大致平行，岭谷相间排列，构建了青藏高原的主体，山脉之间的宽阔谷地中
，常发育一系列的小型陷落盆地，形成众多的高原湖泊。
东部地区，由近东西向山脉与北东-南西向或近南北向山脉相交叉，山脉之间形成长轴北东-南西向展
布的矩形地块，这些地块或下沉为盆地、平原，或抬升为高原。
在近南北向的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与北东-南西向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由阴山、秦
岭等近东西向山脉分割，形成4个大型地貌单元，自北而南依次为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
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这4个区域在中生代和新生代初期都曾为大型的陆相盆地，新生代中后期，构造抬升为高原或相对下
沉保持盆地的格局。
其中内蒙古高原地区白垩纪至古近纪、新近纪以宽浅盆地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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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总卷)(套装上下册)》可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订发展规划、提出决
策的参考依据，也可供相关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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