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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近地表环境，也称为地球临界带或关键带（The Earth’s Critical Zone）维持了几乎所有陆地生物
的生存。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快速需求促进了人们对这一地表和近地表环境中各种过程的研究和理解。
地球临界带是一个固体地球和流体之间的动力界面，受复杂而广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共同控
制。
由地球内部能量驱动的各种地质与构造运动改变地表环境，由大气和水圈驱动的风化作用控制土壤形
成和侵蚀以及地表岩石的化学风化，由重力驱动的流体运动确定了地表地形地貌和地表物质的重新分
配，由对养分的需求驱动的生物活动控制了土壤、岩石、大气和水之间的化学循环。
因此，对地球临界带的综合研究被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土壤学家和水文学家们认为是最为核心的研
究领域之一。
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控制碳及其他物质循环和通量的各种过程；营养生态系统的过
程在人类和地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控制土壤和水的长期持续性的机理；化学
和物理风化的变化影响地球临界带的形式和特征。
土壤圈是地球临界带的主体，因此地球临界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也就构成了现代土壤科学的主要研
究内容，并成为目前世界土壤科学界的优先研究领域。
历史上，土壤科学发展经历了从具有地质学根基的学科到应用农业和环境学科，并经过地球临界带的
研究又发展到生物和地质科学的交叉学科的螺旋曲折道路。
现代土壤科学的研究内容具有更丰富、广泛、集成、分析和定量特点。
当前土壤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学科的交叉包括经典土壤科学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土壤化学、土壤物理学、土壤生物学、土壤
矿物学、土壤学之间的相互合作。
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其他学科，如微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球化学、地质学、大气
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手段及理论，提高土壤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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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西南喀斯特流域土壤-植被系统养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成果专著，介绍了
作者作为学术带头人领导的课题组近年来系统利用同位素与元素地球化学研究手段，并结合土壤学和
生态学的研究理论及思路，对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主要类型土壤的成土过程，不同类型植被覆盖土壤
中碳、氮、硫、磷及其他金属矿质养分的分布与循环特征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十二章，内容涉及土壤-植被系统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微生物地球化学的研究；喀斯特地区
风化成土作用的地球化学特征；大气氮沉降的苔藓地球化学记录；土壤-植被系统的养分循环，重点介
绍了碳、氮、磷、硫和其他金属矿质养分在土壤和优势植物中的分布变化特征；土壤氮循环与植物适
应性；土壤-大气界面温室气体吸收与释放；小流域岩石-土壤-植被相互作用与地表水地球化学。
    本书是一本成果专著，也是一本系统介绍地表圈层物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元素和同位素示踪的研
究理论、方法和思路以及有关研究动态的著作，可供地表地球化学、喀斯特地理、生态学、植物学和
土壤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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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现状石漠化已经成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最大的生态问题。
为掌握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分布状况与形势，自2003年以来，国内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基本
摸清了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的分布现状和特征。
一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2003～2005年在承担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西南岩溶地区地下水
与环境地质调查”时，利用遥感技术查明了西南岩溶区石漠化分布现状和特征，划分了石漠化的程度
等级，研究了石漠化的成因、影响因素和发展演化趋势。
项目区域为100万km2的西南喀斯特区，喀斯特面积60万km2；二是国家林业局2004～2005年采用地面
调查与遥感技术相结合、以地面调查为主的技术方法开展的大规模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监测工作，监测
区总面积107.14万km2，监测区内喀斯特面积为45.10万km2。
两次大调查范围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异（如后者包括了红河以西地区），加之调查方法和调查时
段的差异，得出的相关数据也有一些不同。
但两次大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了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形势的严峻性。
中国地质科学院调查结果表明，工作区内石漠化面积达105 063.2km。
，占出露碳酸盐岩区面积的25.06％。
其中，轻度石漠化面积为39 974.47km。
，中度石漠化面积为39 155.97km2，重度石漠化面积为25 932.79km2。
石漠化主要发生在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区，总面积约为88 091.70km2，占总石漠化面积的83.85％。
其中，贵州省石漠化面积为约3.3万km2，云南省石漠化面积为2.8万km2，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漠化面积
约为2.7万km2。
该研究还开展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石漠化演变调查，结果表明，十年来，区内石漠化面积
从82 942.65km2增加到105 063.2kin2，平均每年增加1 650.26km2，年平均增长率为2％。
石漠化演变呈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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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地表物质循环:西南喀斯特土壤-植被系统生源要循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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