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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绿洲是在干旱区、半干旱区的荒漠背景条件下，具有稳定的水源供给或水源保证的、一种中小尺度的
非地带性地理单元或生态景观，是干旱地区人们生产与集中居住的区域。
我国的绿洲大多分布在西北的贫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绿洲内自然环境恶劣，人们的生产生活非常
艰难。
保护绿洲对于国家来讲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更关系到边疆的稳定。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绿洲，由于受到来自吐鲁番一哈密的东北风和来自塔克拉玛干沙
漠西缘的西北风的双重影响，降水稀少，风沙灾害严重。
策勒县城曾因面临风沙侵袭三次搬迁。
策勒绿洲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国内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然而，在绿洲的外围，有一条由乡土植物构成的过渡带植被将策勒绿洲与塔克拉玛干流动沙漠隔离开
来，这条植被过渡带保护着绿洲内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绿洲一荒漠过渡带是绿洲生态系统与荒漠生态系统的连接地带，是绿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绿洲生态系统与荒漠生态系统间物质循环、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的场所，并且是能量、物质、信息交
换最频繁的界面区域，绿洲一荒漠过渡带在干旱区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维系着绿洲内部的生态安
全，而且对绿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而，其生境脆弱、敏感，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所以这一区域的研究一直是干旱区与荒漠化有关
研究的重点。
过渡带生态环境极为恶劣，植被覆盖度低，植物群落种类组成贫乏，群落结构简单，植物生长缓慢、
生产力低而不稳。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长在绿洲一荒漠过渡带的植物是如何与于旱、风沙、土壤盐渍化抗衡的？
在抗衡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适应机制？
基于这些问题，在大量实验（包括野外调查和人工控制实验）的基础上，本项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了详
细探讨。
本项研究依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由
“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09CB4213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0670386
、3087047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9BAC54801）、新疆科技攻关与重点科技项目（200633130
）、新疆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00733144-2）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领域野外台站研究基金共同资助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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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几种优势植物为研究对象，利用多种先进的实验仪器(HOBO水位
观测仪、TDR时域反射仪、SAPFLO径流计、PMS压力室、Li-6400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仪、Li-1600稳态
气孔计、CAMPELL气象站)，采用野外长期实验观测与室内测定分析的方法，对优势植物的适应特征
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定位实验研究，研究结果将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中植被恢复和可持续
管理技术方法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可以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本书可供植物生态学、荒漠化防治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关注干
旱区、半干旱区生态建设、植被修复的各级生产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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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测量地表水流速流向的手段比较多，而地下水流速流向的直接勘测方法并不多，地下水流
速流向的试验方法主要以同位素示踪探测技术为主。
示踪探测理论的核心是对示踪曲线（回收点示踪剂浓度历时曲线）等示踪资料进行分析整理、解释及
计算，从而达到识别流场类型结构、计算流场参数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学者就利用示踪曲线计算了岩溶水管流场的流速和流量。
杨立铮（1989）利用示踪曲线对岩溶水管流场结构作出了解释与判断，他认为：①单一管道为典型单
峰曲线；②单管道有水池型为下降支平缓或有台阶的单峰曲线；③多管道型为独立多峰或连续多峰曲
线；④多管道有水池型为下降支呈波状起伏或台阶状下降的示踪曲线。
前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岩溶地区示踪结果的分析和解释技术，提出了8种示踪曲线类型及对应的管道
系统特征；Ivan Gams等（1990）在总结国内外连通试验方法时也提出3大类6种流场结构的示踪曲线特
征。
在20世纪90年代，张祯武和邹成杰（1995）把溶质运移数学模型运用到示踪理论中，通过对各类岩溶
水管流场地质条件与示踪条件的归纳，给出了管流场示踪数学模型和它们的解析解，以及分散流场数
学模型和它们的解析解；同时利用理论示踪曲线与实际曲线对比分析，建立了各类岩溶水管流场和分
散流场与示踪曲线间的对应关系，随后又对上述模型及对应关系进行了室内沙箱模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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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策勒绿洲:荒漠过渡带环境特征与优势植物适应性》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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