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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壤是在5个因素（气候、母质、生物、地形、时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能生长植物的疏松陆地表层
，覆盖着大陆以及海、湖浅水区的陆地，土壤具有肥力、环境和健康3个方面的功能，土壤圈与其他
圈层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土壤资源是一种具有脆弱性的非再生资源，在粮食增产和环境的持续发展中起
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随着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之间矛盾的日趋尖锐，土壤演变及其调控问题日益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
    人类活动影响了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生态和环境的变化过程，而生态系统中土壤与其他组成部分之间
的相互作用及其演变过程存在时间和空间效应。
在大空间尺度上，对土壤生态和环境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借助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监
测和研究网络。
而在长时间尺度上的研究土壤生态过程的长期演变趋势及其对人为干扰和环境变化的反馈效应，就需
要依靠长期的定位观测和试验。
    为了保证区域尺度土壤长期联网观测和研究的可靠性和可比性，需要采用规范化的样地设置、样品
采集、观测、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保证数据质量。
国际上国家尺度的生态学观测和研究网络，如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LTER）、英国环境变化观测
网络（ECN）已经建立了相关生态系统土壤要素的观测标准。
2004年欧阳华等主编《野外试验站（台）观测方法丛书》，主要针对我国主要类型生态系统建立了不
同生态组分的观测方法。
    由于生态系统不同要素的观测涉及不同的学科，需要考虑不同学科之间的特点，制定标准的观测方
法。
目前国内缺乏针对土壤进行长期生态研究和观测的规范，本书通过分析国内外学土壤长期观测和研究
的进展，针对我国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农田、森林、草地、荒漠、沼泽），根据土壤长期（百年尺
度）观测的要求建立土壤观测规范，为我国土壤长期联网观测的规范化及可靠性打下基础：同时为联
网对比观测研究，发现土壤资源的时空演变规律，为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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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地说明了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规范所要关注的内容，包括
长期观测目标、观测指标体系的选择和长期观测场地的特征和分类等，对有关的概念和术语给出了定
义。
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不同陆地生态类型水环境长期观测的指标体系和场地设置方案，这是实施长期观
测的核心部分。
第三部分说明野外长期观测的具体方法，包括水文物理要素观测方法和水化学分析采样方法，这一部
分的内容在许多相关文献中都有一定的介绍，本书在归纳总结时，主要侧重于对观测原理的详细讲解
和新观测方法的说明，尽量避免与其他相关书籍内容的重合。
第四部分说明长期观测的质量保证和数据管理方法，介绍和归纳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水环境监测
进行质量控制和数据管理的主要内容，并对有关问题作了一定探讨，作为未来进一步完善的参考。
本书名为规范，但更多地体现为一部研究成果，是对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多年水分监测的总结和归
纳，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在不同领域的专家和野外台站的合作下，完善规范中的有关内容，
形成标准的野外观测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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