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北与东南土地利用变化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西北与东南土地利用变化及比较>>

13位ISBN编号：9787511101754

10位ISBN编号：7511101755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作者：全斌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西北与东南土地利用变化及�>>

前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关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已成为国际学术
界的重大研究领域和热点。
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是一个自然和人文特征非常独特的区域，已引起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兴趣。
但是近几十年随着该区域人口的快速增加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效应，因此迫切需要对这些变化和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西北干旱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特征与机理，湖南科技大学全斌副教授采
用地理比较分析方法，在中国东、西部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宁夏南部六盘山区和闽东南厦门市，通过
研究同时段土地利用变化并进行比较分析，数字化重现了两个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演变过程
，较好地揭示了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和驱动机理，其研究成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
北干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决策建议。
该书主要有以下特色：　　（1）在现有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比较研究中，对邻近区域的土地
利用变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居多，而从变化过程的共同性与阶段性对不同区域尤其是跨区域的土地利用
与土地覆被变化进行研究较少。
特别是中国东、西部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比较研究几乎属于空白。
本书进行中国东、西部区域的跨梯度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过
程的深入理解与阐释，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区域性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内容。
　　（2）本书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和“3s”技术，采用图形思维、地学认知与信息思维相结合的方
法，对作为黄土高原典型生态类型区的宁夏六盘山区的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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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进行中国东、西部区域的跨梯度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过
程的深入理解与阐释，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区域性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内容。
本书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和“3s”技术，采用图形思维、地学认知与信息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对作
为黄土高原典型生态类型区的宁夏六盘山区的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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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近10年在国际国内LUCC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众多科学家们对热点地区的研究也有报道
，但是发现LUCC研究中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
　　（1）土地变化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集中发生在热点区域，而目前看来，热点区域研究选择
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显不够，一些重点与热点区的LIJCC未展开深入研究与报道。
并且，还存在着研究“广度”与“深度”的矛盾，即有的面广而不深，有的面深而不广。
　　（2）大多数的研究着重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而对于其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则显不
足（李静等，2006；王瑞燕等，2008），尤其是有关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土壤侵蚀关系的环境效应
研究这方面的不足更明显。
各研究领域专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侵蚀具
有放大效应。
但对于不同地区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程度及人类影响在什么范围内不会引起土地的不可逆变化
等问题还没有定论。
而土壤侵蚀作为LUCC引起的主要环境效应之一，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是世界上头号的
环境问题。
因此，研究LUCC与土壤侵蚀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张鲁等，2008）。
与此同时，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引起的资源短缺、环境退化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景观生态安全风险不断增大（孙翔等，2008；陈星等，2005；曾辉等，1999；全斌等，2007），而生态
环境影响与安全研究则更显重要。
（3）区域UJCC的比较性不强。
我国疆域广阔，地貌多样，土地资源的分布又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LUCC自然会烙上
该区域的烙印，既有差异性，但更有共同性，按UICC发展顺序看还有阶段性，仅研究某一个区域，
尚不能更好地从宏观背景来把握区域的特征，且其研究结果在应用上可能还有局限性。
从研究区域类型上看，目前研究主要侧重在一些代表性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如：有的学者对中国
东部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城镇扩张与耕地流失已经进行了研究（Zhou，2002）；任志远等
（2006）对中国西北城郊土地利用变化与区域生态安全动态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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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北与东南土地利用变化及比较》作者在中国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各选择一个城市或区域
进行案例比较研究：宁夏南部六盘山区（原固原地区）与福建省厦门市分别代表我国北方生态脆弱贫
困地区与南方经济发达的典型区域与城市。
选择二者皆适宜的关键典型代表性时段，在多期遥感信息分析处理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地理信
息系统，地学信息图谱与时空变化模型、方法对其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建立驱
动力模型寻求区域主要的驱动力，通过LUCC与土壤侵蚀的动态耦合来反映LUCC下的六盘山区侵蚀性
环境演变。
　　近年来，LUCC及其环境影响成为自然地理学及其交叉学科竞相研究的重要内容。
例如：天然森林、草地转变为农业用地，这在全球气候变化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的流失常常又是城市化侵占土地的结果，从而引起人们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担
忧。
《中国西北与东南土地利用变化及比较》通过研究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状况、驱动力、变化趋势
以及生态效应，最终，提出适宜的生态农业模式以解决土地利用中业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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