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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壤动物学是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科学领域。
本书是作者多次承担有关土壤动物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相关研究的成果总结，具有长
期的资料积累及经受过时间的检验。
研究内容为森林土壤动物群落结构与功能，是土壤动物学基础研究的热门课题；把土壤动物学与森林
生态系统和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等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本书研究的一大特色。
本书汇集了作者20多年来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性、统一性与连贯性的专题论述，
从研究方法、基本的研究（群落的组成、结构及分化，群落的地带性特征）、深层的研究（分解功能
的定性、定量）到对生态系统能量动态的探索等环环相扣。
    本书不仅内容丰富，资料详尽，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少独创，在理论上也有新的见解，是当今土壤动
物生态方面不可多得的专著，是动物学、农学、林学、环境保护学、动物地理学及生态学等有关科研
院所的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有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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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南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森林土壤动物群落生态》的主要内容是以大量的调查与试验结果来论
述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森林土壤动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尽量用其他地带的相关资料来比较与讨论，
以阐述本地带的群落特征。
由于土壤动物学尚处于幼年的探索与发展阶段，在方法上、理论上都还不够成熟，我们借此书提出许
多新方法、新见解，愿与同行共同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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