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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不仅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是饥饿和贫困的根源，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
经济和技术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到3.6 00*108km2，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100多个国家约9亿人口受荒漠
化影响。
对于受荒漠化威胁的人们而言，荒漠化意味着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
在撒哈拉干旱区的21个国家中，20世纪80年代干旱高峰期有3500多万人受到影响，1000多万人背井离
乡成为“生态难民”。
荒漠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态问题，荒漠化带来的贫困和社会动荡已经演变成国际性的经济和社
会问题。
在当代公认的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对人类基本生存资源的威胁显得更
加严重和不可预测。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最为严重和受威胁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有1／2土地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土地沙化
、农田污染等各种退化形式普遍存在，严重威胁着耕地数量和质量，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
据估算，全国每年因为侵蚀而流失的土壤物质大约为5.0×109t，土壤每年损失2.7 x107t有机质、5.5 
×105t氮、6.OX103t磷和5.OX106t钾。
全国荒漠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27.5 ％，沙化土地面积为占国土总面积的189％；我国东北土壤退化主
要是水土流失和黑土有机质下降；东部红壤丘陵区主要是土壤肥力退化普遍，高、中、低肥力等级土
壤的面积分别占该区总面积的25.9 ％、40.8 9／6和33.3 9／6；中南、西南地区受气候条件影响，土壤侵
蚀、石漠化和酸雨一直是导致本区土壤退化的重要因素。
我国人均耕地仅0.1 1ha，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成为中国的头号生态环境问题，耕地资源安全、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在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趋势严重的情况下，守住我国“18亿亩”耕地这
根“红线”令人担忧。
　　在新时期，作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
为全面推动水土保持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水利部、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于2005年联合启动了“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这次考察是新中国
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水土流失综合考察，并且将水土流失提高到生态安全的高度进行认识。
因此，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学科发展应当与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强调理论研究和科技领
先，强调治理和实践经验提炼深化。
加强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加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高层次科研人才培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
。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交叉学科，涉及土壤学、林学、生
态学、水土保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与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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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理论及实践》这部研究生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理论研究进展、坡地土壤侵蚀及防治技术、我国水土保持实践、荒漠化研究及现状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区域荒漠化防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水土保持实务等，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是当
前国内首部结构完整、内容新颖的研究生教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为广大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科技工作者、研究生和本科生提供有益的参考工具，为我
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参考教材，推动我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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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 我国水土保持学科的发展历程　　1.1.1.1 我国古代的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在我国是最为古
老的学科之一。
我国作为文明古国和重要的农业文化发祥地之一，水土流失危害在很早以前就受到重视，水土保持技
术措施也在很早就得到发展。
在农田治理方面，不同区域先后发展了畎田法（在田中开沟渠，高者为“亩”，低者为“畎”，以排
水或者保墒，与后来发展的垄作有类似作用）、区田法（“区”意为地平面下的洼陷，即开沟点播和
开穴点播，以防风防旱和保墒保肥，这是比较适应北方和干旱区水分环境特征的一种耕作技术）、梯
田法（如红河哈尼梯田已有1300年历史，广西龙胜梯田的历史也有600余年）、引洪淤灌（有灌溉、提
高土壤肥力、治理盐碱化、增加土层厚度等作用，战国以来逐渐发展，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和北方的其
他一些流域）。
　　此外，水利灌溉设施在我国古代也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南方，主要有陂塘堰坝工程和自流灌溉工程。
陂塘等水利灌溉设施很早就有应用的记载，陂塘堰坝主要建于雨量充沛但水流流失严重的山丘区，解
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干旱问题。
典型的古代大型陂塘工程以公元前600年左右楚国在淮南修建的芍陂为最早；两汉时期，汉中、南阳、
汝南地区陂塘工程非常发达，东汉时进一步向南方发展，浙江绍兴的鉴湖、余杭的南湖工程规模都很
大；还创造了陂渠串联工程类型，对水资源更充分地加以调节利用，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
。
闻名天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就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因势利导的自流灌溉
工程，同时还实现了无坝引水，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诸多功能相互依存形成一个综合体
系。
　　1.1.1.2 我国水土保持学科的兴起　　在水土保持学科建设、水土保持理论探讨和试验研究方面，
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开展有关工作。
一些水土保持的研究院校，如金陵大学农科所、民国时期的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四川大学农学院等，
陆续在山西、山东、四川、福建等地开展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的试验工作，并于1945年成立了中国水土
保持协会。
　　但是，水土保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1952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
；1956年成立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之后，1957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并相继成立了全国水土保持管理机构、科学研究机构；1958年北京林业大学建立了水土保持专业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理论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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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