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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气候地貌植被耦合的黄河中游侵蚀过程》是以作者承担的同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黄河
水利委员会黄河联合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气候地貌植被耦合的黄河中游侵蚀过程” 所取得的主要
成果为基础撰写的。
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黄河中游流域宏观尺度上的气候-植被-侵蚀相互作用、坡面与沟道挟沙水流与植被
的相互作用、坡面-沟道耦合关系及其侵蚀产沙效应、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模式、水保措施的减沙效
应及其临界现象、侵蚀产沙及水土保持减沙的空间尺度效应与时间过程规律等。
《基于气候地貌植被耦合的黄河中游侵蚀过程》可供地貌、自然地理、地质、生态、水利和水土保持
、环境保护等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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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黄河流域和不同水沙来源区概况　　黄河为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
海省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m的约古宗列盆地，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河道全
长5464km，流域面积75．2万km，另有面积为4。
2万km，的内流区位于流域分水线以内（赵文林，1996）。
黄河流域地形复杂。
在地貌上从西到东跨越我国地貌的三大阶梯，包括青藏高原东北部、黄土高原、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
等地貌单元。
在自然地理上则包括半湿润、半干旱带、干旱带等，表现出鲜明的过渡性质，是中国和世界上著名的
脆弱生态带之一。
区内各地年平均气温在一4～10℃，年蒸发量1000～3000ram。
黄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466mm，降水量的地区差异很大，年内分配集中，年际变化较大。
　　流域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
黄河流域地域广阔，自然带丰富多样，因而它的上中游产水产沙子系统还可以依地域不同而划分为若
干次一级子系统。
这些子系统代表了不同自然因子的特定组合，决定着特定的产流产沙过程，可以与不同的水沙来源区
相对应。
钱宁等曾将黄河上中游划分为两个多沙区和两个少沙区。
河口至龙门间支流加上北洛河及泾河支流马连河而构成了多沙粗沙区，渭河、泾河（除马连河外）和
汾河构成了多沙细沙区。
河口镇以上流域构成一个少沙区，伊洛河和沁河构成另一个少沙区。
此外，渭河南岸（即秦岭北坡）支流也构成一个少沙清水区（钱宁等，1980）。
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上述各区的形成正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分异的产物（许炯心，1997）。
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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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气候地貌植被耦合的黄河中游侵蚀过程》内容新颖，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能理论联系实
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气候地貌植被耦合的黄河中游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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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