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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地理学》是供高等院校地理类各专业使用的教材。
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1983年修订第二版出版以来，已经发行十余万册，为中国土壤地理学研究与教
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鉴于近20多年来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逐渐减少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加剧，对土壤地理学提出了大
量全新的任务；同时现代系统理论、数理方法、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和测试分析技术不断向土壤地理
学渗透，促进了土壤地理学的飞速发展，使其研究向定量化、标准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方向曰益发
展；再加高等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不断革新，使土壤地理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为此，本书编者以老带新对《土壤地理学》进行了全面的、全新的修订，使它能充分体现当今国际土
壤地理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成果，并适应21世纪高等教育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要求。
　　土壤圈处于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和人类智慧圈相互作用的界面，土壤的物质组成
与性状、土壤圈的物质能量循环对生态环境变化、自然资源持续利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影响。
因此，《士壤地理学》在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土地资源管理和地球系统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这次修订的主要特点：①拓宽并完善土壤的概念，从单个土体、聚合土体入手深入分
析土壤圈的组成、空间结构，以及在地球表层系统物质能量迁移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分析土壤肥力
及其生产性能的同时，重点阐述土壤的生态环境功能。
②引入国际土壤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阐述传统土壤地理发生分类的同时，重点介绍中国土壤系统
分类、美国土壤系统分类、联合国FAO／UNESCO的世界土壤图图例、国际土壤资源参比基础（WRB
）等，初步建立了上述土壤分类系统之间的参照体系；在土壤剖析、土壤类型分析过程中采用当今国
际土壤学界通用的土壤诊断学术语及其标准；增添了介绍土壤地理学研究的高新技术方法一章，以重
点论述土壤调查的技术与方法，以及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土壤地理学研究中
应用，并介绍了美国士壤调查数据库、加拿大土壤地理数据库，以及SOfER等前沿研究成果，也提出
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单元自动检索的初步设想。
③教材内容设计重视土壤地理学新理论、新方法的阐述，以强化对学生综合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
在阐述中以土壤肥力和土壤生态环境功能为核心，重点介绍土壤退化机理与防治对策、土壤质量评价
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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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融会了国内外土壤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土壤肥力和土壤生态环境功能为主线，系统地介绍
了土壤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和工作方法。
全书共分10章，第五章重点讲述土壤概念及其形态、土壤圈及其在地球表层系统中的作用，土壤地理
学的对象。
研究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第2、3章，重点讲述土壤的物质组成及其诊断特性；第4、5、6章综合讲述土
壤形成因素学说、土壤形成过程、土壤物质循环过程，世界主要土壤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参照关系；
第7、8章，叙述了主要土纲的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并介绍了土壤区划和土被结构；第9章，讲述了土壤
资源及其特征、土壤质量评价原理与方法、土壤退化机理及其防治对策；第10章，介绍了土壤地理调
查的技术与方法、遥感技术在土壤地理调查中的应用，国际土壤地理学界有关土壤-土地数字化数据库
（SOTER）、 土壤地理数据库研究及应用状况。
 　　本书是高等院校地理科学类、环境科学类、土地资源管理和地球系统科学专业的本科基础课程教
材，也可供从事土地开发整理、资源科学、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生态学等
方面的研究者与管理者，作为研究与管理工作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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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近代土壤地理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且进展缓慢。
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开始土壤学教学，之后开展了零星的土壤调查与研究。
至1930年之后，受欧美土壤学理论的影响，开展了中国境内较大范围的土壤调查研究，并编绘了全国
性和地方性的土壤图、出版了土壤学研究专刊及专著。
至20世纪50年代，道库恰耶夫及威廉斯的土壤发生学派开始在中国传播，围绕经济建设需要，结合农
林牧区划与规划、流域综合治理、提高单产扩大耕地面积等目的，相继进行了土壤发生学分类、地理
分布和土壤基本性状研究，并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壤普查，为土壤资源开发，红壤、盐碱土和沼泽土改
良，风沙土及土壤风蚀沙化治理积累了大量土壤资料和分析数据，建立了中国土壤地理发生分类体系
，并于1978年出版了《中国土壤》，这是中国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界积极学习并消化吸收国际土壤学研究的新成果，开展
了更为广泛详尽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为中国土壤科学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化、标准化提供了必要
的基础资料，使中国土壤科学的基础理论水平和专业化队伍的研究水平得以全面发展和迅速提高。
1984年开始研究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工作，1995年出版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这标志
着中国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研究在标准化、定量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同时，中国学者在中国土壤分类及其区域分异规律，人类活动与土壤发育，人为耕种土壤、旱成土、
高原土壤和热带土壤等方面研究成果也受到国际土壤学界的高度重视，充分反映了中国土壤地理学不
仅与国际主流同步，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土壤地理学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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