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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论述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及调控理论体系上，结合具体实例，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塔里
木盆地南部地区生态环境时空变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子，如绿洲与地学因子相关性分析、干
旱区绿洲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绿洲生态环境变化、气候环境变化及其人地关系等
，利用传统多学科方法和空间信息技术构建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生态环境信息系统以及辅助决策支
持系统，结合实例分析典型区生态环境调控模式，为深入开展该领域研究奠定基础。
    本书适用于自然地理、3S技术应用、土壤、环境、生态、土地、农业、林业、水利、城乡规划建设
等方面的有关科研与教学人员及政府部门决策与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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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Tashpolat Tiyip），1958年生，维吾尔族。
1992年获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新疆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绿洲生态教育部省
部共建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新疆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疆有
突出贡献的优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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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干旱区生态环境调控理论与管理研究》是作者多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成，也是目前国内尚
不多见的主要研究中国干旱区生态环境调控与管理的学术专著。
该书对生态脆弱区——新疆进行生态环境时间和空间的整体研究，综合干旱区生态系统诸要素分析其
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选择主要影响因子进行调控是探索性的前沿研究，具有突出的研究特色和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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