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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学新论》主要集合了作者在地学方面的专题论文12篇，以重新认识地球和地理学研究对象的
实质及其变迁以及地震的原因与对应地震的指导思想等内容为主体，试图打破分科研究形成的传统观
念，重新探讨地理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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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锡彬 男，1929年出生，山西省交城县人。
先后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文教科副科长、永田乡乡长、县气象站站长等职。
还从事过各种农副业生产技术工作，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任气象站站长期间，大力开展农业水问题的科研工作，先后在业务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
1986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参加的科研课题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离休后又深化科研成果，与李玉尧合著《地表层水环境的变化及其利用》一书，1997年由气象出版社
出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学新论>>

书籍目录

自序 内容提要及随感 漫谈宇宙观 漫谈生命观（生物观） 论地震的原因及应对地震的指导思想 地理学
研究对象的实质及其变迁 重新认识地球 参考登月考察和太空探测成果，探讨气象学几个基础理论问
题 从全球总体上研究水 亟待全面深入研究的一个自然实体 论蒸发与降水的观测研究 蒸发、降水过程
研究的新境界 农田土壤水动态系统及其发展特征 附录一 水中的星球 附录二 地、气水循环体系 附录三
蒸发与降水——地表层水的活动过程 附录四 奇妙的绿色海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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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大约从泥盆纪开始，以裸蕨类植物为代表的原始陆生植物首先在滨海湿热地
区形成了原始的植被土壤复合体，这就将荒山秃岭改变成绿色活动面（层），即绿色海洋，是能使降
水转变成可供蒸发的稳定水源，开创了在海洋水汽辅助下，蒸发、降水过程在大陆立足循环的新局面
，随着这种绿色活动面（层）的扩展，使大陆的很大部分形成温和的大陆气候。
更值得注意的是，植被、土壤复合体还是具有巨大适应性且生命力更为强大的生物基本层。
从它的形成到现代，在大约四亿年的地质史中，地球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各种生物遭受过多少重大
灾害考验，有许多生物惨遭灭绝，可是陆地的生物基本层不但始终没有被完全摧毁过，反而是依靠它
更强大的整体生命力，一次又一次战胜了重大自然灾害，并使自身得到锻炼改造，更加繁荣昌盛地发
展起来，在经历第四纪冰期气候考验，人类出现时，大陆曾经是地质史上发展水平最高的锦绣山川。
生物基本层的整体功能主要有： （1）生命物质的循环富集功能。
一方面是各种植物的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为所有生物提供食物；另一方面是各种微生物腐解还原有
机质，为光合作用提供原料，构成生命物质的循环往复。
同时还有以各种动物组成的中轴发展环节，是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中心，其最高层是以人类为代
表的智能生物。
 （2）生态平衡功能。
食物链的相生相克是基础，另外，还有其他的互利共生和相厌相毒等多种多样的生态平衡功能，使层
内所有生物都有其可能的发展限度。
生活环境良好，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当其发展达到或超过其应有的发展限度时，生活环境中的不利条
件日益增加，限制其发展甚至惨遭灭绝（包括区域性绝灭和全面绝灭）。
这样层内所有生物相互协调平衡，在有利于基本层整体的条件下，求得共同的繁荣昌盛。
 （3）基本层适应环境的功能。
基本层对环境的适应主要靠建群植物的适应能力。
在建群植物的冠层下形成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适应这些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而有层内众多生物生活
着。
当该区的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超越建群植物可承受的限度，在建群植物受到摧残而挣扎的过程中，
层内潜藏的新建群植物经受新的锻炼而发展起来，建成新的基本层。
 （4）基本层的扩展功能。
任一区的地理环境都有其环境诸条件最相近的中心区，也有其诸条件差异较大的边沿区，这些边沿区
即是转向另一地理环境区的过渡区，故其周围边缘区间相互差异程度大于其各自与中心区的差异，故
基本层由中心区向边沿区扩展后，经受不同的锻炼，适应环境的能力发生不同的变化，具有向不同方
向的发展潜力。
这些不同方向的发展潜力，有的是原有建群植物获得了新的适应性，更多的可能是层内潜在的建群植
物。
这些新的建群植物很多情况下不是成熟的建群植物，而是占领地盘的先锋植物，需经过长期的演化过
程，才能形成成熟的完全适应本区环境的基本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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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确认识地球是当今人类生存面临的紧迫问题，《地学新论》希望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积极参与，使地
学知识成为改变自己日常生活行为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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