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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土地科学这门学科进行系统阐述的基础上，从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土地利用规划学、
土地管理学、土地法学、土地信息学等6个方面对土地科学的相关内容进行简明的介绍。
从这6个方面对土地科学进行介绍和分析，可以反映土地科学的学科综合性， 比较符合目前学科发展
的成熟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内容体系比较具体清晰，对于学生了解和认识土地科学相对来说比较简
单和直观。
当然这6个方面不能涵盖土地科学的全部，随着土地科学本身及相关学科的不断进展，土地科学的学
科体系和研究领域也会相应地拓展和完善。
　　本书是为了满足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基础教材。
作为认识和了解土地科学的导读教材，也可为房地产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
科、专科教学提供参考，完善学科课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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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垂直地带性规律。
垂直地带性规律是一种独立的地理规律，它与纬向地带性规律和非纬向地带性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是从两者派生出来的地域分异规律。
平坦地表从赤道到两极纬向自然带的水平分布，随着山地海拔高度的变化而转化为山地垂直自然带结
构。
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变化梯度，远比纬向地带性急剧，山地高度相差数百米即可出现垂直分带，而平地
纬向地带性的变化则往往以百公里计。
　　地理环境结构有其统一的一面，即所谓的整体性，指由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地貌等
各地理环境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自然综合体）；也有其差异的
另一面，即所谓的差异性，指按自然综合体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根据地域分异规律，而将地域整体进
一步划分为不同等级单位的若干自然地理单元（各级自然综合体）。
地理环境结构的形成，是纬向地带性因素与非纬向地带性因素对立统一的结果，反映纬向地带性因素
的气候与反映非纬向地带性因素的地表结构（指具有特定空间、规模、轮廓的地形结构）是地理环境
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在纬向地带性结构占优势的地区，气候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在非纬向地带性结构占优势的地区，地表
结构是主要的矛盾方面。
大陆地表结构和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大陆地理环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大气环流、海洋环流
、围绕大陆的水域以及与该大陆邻近的地区，它们对于该大陆的地理环境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
影响都是通过该大陆的内部结构，首先是地表结构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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