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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界形成的土地，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土地一旦与人类联系在一起，便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综合体，它是人类生产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自然资源。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根。
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一多三少”，即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
。
虽然我国现有土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仅占世界人均量的1／3；耕地总面积列世界第2位
，而人均耕地排在世界第67位。
在这有限的耕地中，缺乏水源保证、干旱退化、水土流失、污染严重的耕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全国后备土地资源1333×10hm，其中可开垦成耕地的仅800×10hm。
考虑到生态保护的要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受到严格限制，今后通过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十分有限
。
目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资源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分类与分布规律、数量与质量评价，以及土地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目前，土地资源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土地类型与土地结构、土地资源调查与土地资源评价、土地资
源生产力与土地承载力、土地资源利用与土地规划、土地资源整治、土地资源管理等。
随着土地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逐步扩展，面向国家目标的应用研究进一步强化和“3s”技术的广泛应
用，土地资源学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土地资源承载
力、城镇用地和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地规划与土地整理和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等应用基础与应用研
究领域。
本书为高等院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材，主要面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及非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的资源环境类专业而编写。
　　全书共分13章，包括：土地与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形成与演变，土地资源的功能与特征；影响
土地资源的气象、地学、水文、土壤、生物要素及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土地类型及其划分
方法，土地类型的分布规律，土地类型的演替及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土地资源调查的基本内容、方法
及土地资源制图技术；土地资源评价的基本理论、内容、程序和方法，以及土地潜力评价、土地适宜
性评价、土地经济评价、农用地的分等定级和估价的理论与技术；土地承载力的基本理论及土地资源
生产潜力、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分析；土地供需预测、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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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资源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分类与分布规律、数量与质量评价，以及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保护与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随着土地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逐步扩展，面向国家目标的应用研究进一步强化和“3S”技术的广泛应
用，土地资源学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土地资源承载
力、城镇用地和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地规划与土地整理和土地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等应用基础与应用研
究领域。
本书为高等院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材，主要面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及非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的资源环境类专业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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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5.2.2 植被生态要素　　地球表面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由生物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组成。
生物部分主要包括初级生产者，即全部绿色植物或某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
自然界的四大基本循环——大气循环、地质循环、水分循环、生物循环的各个环节都表现为物质迁移
，能量的转换。
但从土地肥力角度看，地质大循环表现为养分的释放与淋失，而生物小循环则是在地质大循环过程中
对养分的吸收与积累过程。
3.5.2.3 植被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据估计，整个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每年通过光合作用生产出的有机
物总量约为830×10t，其中以陆地上的绿色植物生产的有机物为主，约占总量的64％；而在陆地生态
系统中，又以森林居首位，其生产的有机物约为283×10t，占陆地生态系统生产的有机物总量的53％
，其余的则由草本植物和农作物所制造。
　　陆地上这些绿色植物所创造的有机物质，一方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食物和生
产资料，如森林是林业之本，草地是畜牧业的基础，而农作物则是农业生产的核心。
另一方面，每年又有相当数量的有机物质以植物残体的形态回归到土壤中，进入地表的物质和能量循
环，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矿质养分在地表的富集，提高土壤肥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5.2.4 植被对土地系统的生态调节功能　　各种植被类型是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它不仅是土地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土地系统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植被对环境的生态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林冠可以截
留10％～30％的降水，枯枝落叶层及植被可使50％-80％的降水渗入林地土层，形成地下水，减少了地
表径流和表土冲刷。
　　（2）调节气候，保护环境　　大片森林有强大的蒸腾作用，观察表明，有林地区一般比无林地
区降水量要多17.4％。
我国雷州半岛过去林少，荒凉易旱，后来森林覆盖率增大到36％，年降水量因此增加32％-。
森林上空空气的相对湿度比无林区上空高12％～25％，高温季节林区气温较低，寒冷季节气温则较高
。
森林对周边地区的气候特征起到明显调节作用，对区域气候也有重要影响。
植被通过强大的蒸腾作用，消耗了空气中大量的热能，从而降低其周围空气的温度，提高了空气的湿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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