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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大面积植被遭受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许多类型的生态系统出现严重退化，环境污染、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生态系统
结构破坏和功能丧失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并对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人类面临着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管理、避免滥用自然资源和重新恢复和发展退化生态系统的迫切
任务。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减缓和防止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萎缩，恢复和重建受损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岩溶山地环境整治是地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脆弱的岩溶山地生态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地学研究的热点
之一。
岩溶生态系统也是因不合理开发利用而普遍出现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
作为世界上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也正面临恢复和重建退化岩溶生态系统这一特别紧迫的
任务。
岩溶山地是我国分布比较广泛的生境。
中国岩溶区面积344.30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5.93％，以西南地区岩溶面积为最大，其碳酸盐类岩石出
露面积达41.05万km2，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溶连续带，且多为山地，占西南地区总面积的30.00％。
重庆市面积为8.24万km2，碳酸盐岩出露面积32 038.14km2，占重庆总面积的38.9％，主要集中于渝东
北和渝东南各区县，其中碳酸盐岩面积占土地面积50.0％以上的区县有万盛、南川、武隆、彭水、黔
江、酉阳、秀山、巫溪、城口，占30％以上的区县有丰都、奉节、巫山，涪陵和石柱分别为28.1％
和28.5％，为类似于地中海型具溶洼－丘峰的侵蚀－溶蚀亚热带裸露岩溶景观。
重庆市境内石灰岩山地土地资源以石山坡地为主，土壤侵蚀严重，植被逆向演替，覆盖率低，保水能
力差，干旱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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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重庆岩溶山地脆弱生态过程及其恢复重建技术。
主要内容有：基于GIS的重庆岩溶山地景观格局分析；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及其对岩溶生境的影响
，包括近40年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植被和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重庆典型岩溶山地生境退化机理，
包括土壤物理退化及其机理、土壤化学演变及其机理、土壤种子库和土壤质量变化；重庆岩溶地区生
态脆弱特性与恢复重建技术研究。
    本书可供资源、环境、农业、生态、地理、水土保持等专业领域的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
员、政府部门管理和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溶山地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及恢复>>

作者简介

　　谢德体，男，1957年9月出生于四川开江，1988年7月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土化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学术负责人、重庆市数字农业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重庆市学科技术带头人、西南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科技顾问、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土壤学会理事
长。
　　主持和主研科研项目10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4
项，三等奖5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撰写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已培养硕士、博士100余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溶山地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及恢复>>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综述    1.1.1  岩溶区土壤的形成与演化    1.1.2  岩溶植被生态特征与演替    1.1.3  
岩溶生态脆弱性评价    1.1.4  岩溶区的生态恢复与重建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1.3  研究目标  1.4  主要研究
内容    1.4.1  基于GIS的重庆岩溶山地的景观格局分析    1.4.2  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及其对岩溶生境的
影响    1.4.3  重庆典型岩溶山地生境退化机理    1.4.4  重庆岩溶山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关键技术研
究  1.5  研究区域和样地选择    1.5.1  研究区概况    1.5.2  样地选择及其基本状况  参考文献第2章  重庆岩
溶山地生态环境特征分析  2.1  重庆岩溶山地碳酸盐地层分布    2.1.1  重庆市碳酸盐地层    2.1.2  重庆市碳
酸盐岩分布状况    2.1.3  重庆岩溶山地基本特征    2.1.4  重庆岩溶山地分区  2.2  重庆岩溶山地地形地貌特
征  2.3  重庆岩溶山地的气候与水文特征    2.3.1  水文及水资源    2.3.2  气候  2.4  重庆岩溶山地的土壤与植
被特征    2.4.1  土壤特征    2.4.2  植被特征  2.5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3章  重庆岩溶山地景观格局分析  3.1 
材料与方法    3.1.1  景观嵌块体类型划分    3.1.2  景观指数选择    3.1.3  重庆岩溶山地景观图绘制  3.2  结果
与分析    3.2.1  重庆岩溶山地景观格局总体状况分析    3.2.2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景观格局状况分析    3.2.3  
重庆岩溶分区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3.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4章  近40年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  4.1  材料
与方法    4.1.1  气象资料    4.1.2  研究方法  4.2  结果与分析    4.2.1  气候的空间规律    4.2.2  气温的变化   
4.2.3  降水的变化    4.2.4  年平均最低、最高气温的变化    4.2.5  气候趋势预测  4.3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
第5章  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  5.1  研究方法    5.1.1  数据来源    5.1.2  数据分析  5.2  结果与
分析    5.2.1  植被与气候在多年平均水平上的关系    5.2.2  植被和气候年际变化的关系    5.2.3  植被指
数NDVI的动态变化  5.3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第6章  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6.1  
研究方法    6.1.1  资料收集    6.1.2  数据分析  6.2  结果与分析    6.2.1  降水变化对径流量的影响    6.2.2  降水
变化对水文极值干旱和洪涝的影响    6.2.3  气温变化对蒸发的影响    6.2.4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6.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7章  重庆市岩溶山地土壤物理退化及其机理  7.1  材料与方法    7.1.1  野外调查 
  7.1.2  室内分析  7.2  结果与分析    7.2.1  土壤结构退化    7.2.2  土壤水分性能变化  7.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8章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化学演变及其机理  8.1  材料与方法    8.1.1  野外调查    8.2.2  室内分析观测  8.2  
结果与分析    8.2.1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肥力变化    8.2.2  土壤交换性盐基总量、pH和CaCO3    8.2.3  土壤
生化活性的变化    8.2.4  重庆山地土壤性质的演变关系    8.2.5  土地利用及地形因子对土壤容重和土壤养
分的影响    8.2.6  土壤性状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8.2.7  土壤性状指标的主因子分析    8.2.8  分维值与土壤养
分的关系  8.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9章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种子库  9.1  研究方法    9.1.1  取样及处理   
9.1.2  计算公式  9.2  结果与分析    9.2.1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种子库    9.2.2  重庆山地土壤种子库演替  9.3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10章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质量变化  10.1  土壤退化指数的建立  10.2  重庆岩溶山地
土壤退化评价  10.3  岩溶低山丘陵区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定量确定  10.4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第11章  重
庆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措施  11.1  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本原理    11.1.1  
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概念    11.1.2  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   
11.1.3  退化岩溶生态系统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原则、方法和目标  11.2  岩溶山地生态系统脆弱特性    11.2.1
 基底性脆弱    11.2.2  界面性脆弱    11.2.3  波动性脆弱    11.2.4  生态退化恢复的关键环节多  11.3  岩溶山地
生态恢复重建的土地利用模式    11.3.1  岩溶山地生态重建理念    11.3.2  岩溶山地生态重建思路    11.3.3  
岩溶山地土地利用空间层次模式  11.4  岩溶山地生态恢复重建技术和模式案例分析  11.5  本章小结  参考
文献第12章  结论与展望  12.1  主要结论    12.1.1  基于GIS的重庆岩溶山地景观格局分析    12.1.2  重庆岩
溶山地近40年的气候变化    12.1.3  重庆岩溶山地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2.1.4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
物理退化及其机理    12.1.5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化学演变及其机理    12.1.6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种子库   
12.1.7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质量变化    12.1.8  重庆岩溶山地土壤生态退化机理与重建  12.2  本书的特色 
12.3  展望彩色图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溶山地生态系统退化机制及恢复>>

章节摘录

　　1.1.1 岩溶区土壤的形成与演化　　1.1.1.1 成土过程　　岩溶区多以石山的形式出现，所以又称为
石山地区、石灰岩区或喀斯特区。
石灰岩的矿物组成主要是方解石、白云石与粘土矿物、石英，石灰岩的溶蚀风化过程主要是CaCO3
与MgCO3的淋溶而将一部分含Fe、Al的黏土矿物残留下来的过程，残留量一般为1～3g／kg，随酸不
溶解物含量而变。
由于石灰岩溶蚀慢，酸不溶解物含量低，其风化成土速率很慢。
据研究，贵州灰岩每千年风化残留物仅2.4 7mm，即需4000年左右才能形成1cm厚的土层，较一般非岩
溶区成土慢10～40余倍，在湿、热气候的广西岩溶山地形成1cm的土层大致也需2500～8500年的时间，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石灰岩区土壤并非由石灰岩形成的观点（陈朝辉等，1997）。
但碳酸盐岩风化成土作用是我国南方岩溶区土壤资源的一种重要成土机制，王世杰等（1997）对3个以
石灰岩为基岩的风化剖面研究表明，因泥质物含量较高，为11％～39％，形成1m厚的残积土，仅需溶
蚀2～5m碳酸盐岩，所需时间为28000～84000千年。
总的来说，碳酸盐岩分布区成土速率取决于碳酸盐岩中泥质物含量及碎屑岩夹层的比例。
　　降水是碳酸盐溶蚀的重要动力，但研究表明，土壤碳成为驱动和制约表层带岩溶系统碳转移的动
力学机制（袁道先，2000），植被恢复，土壤CO2浓度升高数倍至一个数量级时，下伏石灰岩的溶蚀
作用也同步加强；石灰岩地面地衣、藻类、苔藓繁殖，形成一种岩石浅表层有机多孔层，使溶蚀作用
的表面积由28.2 6％增加到75.3 0％。
石灰岩出露后岩溶系统演进趋势为石质岩溶－生物岩溶－土壤岩溶－生态系统岩溶，最终成为以生物
活动和土壤媒体过程为主导的岩溶生态系统（潘根兴等，1999），从这一意义说，碳酸盐岩环境中石
山的形成是生态系统的退化和岩溶地球化学系统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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