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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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入与自然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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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

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农牧交错区卷》。
由于水、风两相侵蚀营力的叠加和交替作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已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生
态环境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农牧交错区卷》对水风复合侵蚀形成机理、特点和侵蚀过程作了
详尽论述；在总结当地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农牧业结构、治理水土流失的对策
；针对不同区域特征，树立治理样板，提出治理措施。
对黄河中游风沙入黄问题和砒砂岩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作了专门论述。
 　　本书对政府生态环境建设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供相关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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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复合区涉及的中朝准地台包括鄂尔多斯台拗、山西断隆、内蒙地轴和白云鄂博台缘拗陷①
（1）鄂尔多斯台拗：基底为太古界。
加里东运动上升为陆，中石炭世一二叠纪时期接受海陆交互相沉积，华力西晚期台拗大幅度沉降，充
填了巨厚的中生界堆积，包括陆相碎屑岩建造，含煤建造及含油气建造。
（2）内蒙地轴：下属三个Ⅲ级构造单元，即阴山台拱，建平台拱和河套新断陷。
基底由太古界集宁群、乌拉山群及下元古界的变质岩构成。
太古界下群为一套深变质的紫苏麻粒岩类，上部为黑云斜长片麻岩，这些深变质岩奠定了东西向构造
的基础。
华力西、印支、燕山运动使区内地层发生褶皱和断裂，形成许多断陷盆地，并接受了陆相碎屑岩建造
和含煤建造。
伴随运动有规模较大而且频繁的酸性一基性岩浆入侵活动。
喜山运动继承了前期构造，有玄武岩喷发，并产生了新的断裂。
（3）山西断隆：考察区涉及其下属的清水河拗陷和朔北台拗。
基底为太古界集宁群，构造总体近南北方向，较简单，为单斜构造，褶皱开阔而平缓。
（4）白云鄂博台缘拗陷带：属中朝准地台北部边缘相对活动地带。
是在太古界、下元古界的基础上，中元古代产生的强烈拗陷区，并接受了中上元古沉积，加里东运动
后，地壳隆起，海水退出，继之接受了晚古生代陆相碎屑岩建造、含煤建造及陆相火山岩建造。
燕山运动形成断陷盆地，新生代继承了以前的构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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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农牧交错区卷)》对政府生态环境建设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也
可供相关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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