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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壤质量在维护可持续土壤生产力和土壤植物一动物一
人类食物链安全健康中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生产丰富且具营养的食物外，健康或质量好的土壤还是空气和水环境的过滤器，它是全球温室气
体的主要汇库，是动植物有机质分解和循环的场所，也是容纳、降解、净化各种污染物质的环境。
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人为活动主要引起空气与水资源的质量退化，而忽略了土壤质量也会因不同的
利用方式与管理条件而发生严重退化。
直到近十多年，有关土壤质量在可持续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及其与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之
间的关系才被逐步重视。
特别是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土壤质量是土壤动态变化的综合表征，既能反映土壤管理的变
化，也能反映土壤退化的进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有关土壤质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相关论文著作急剧增加，我国科技
工作者也从中国国情出发有重点地开展了土壤质量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一书正是结合我国土壤学界第一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973”项目）的课题——“土壤质量指标的量化表达和评价咨询系统”（G1999011809）、农业部和
浙江省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0425007）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并结
合长期以来在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方面的相关积累，对该方面的工作成果（徐建明等2008土壤质量指
标和评价咨询系统见：曹志洪，周健民等中国土壤质量北京：科学出版社.30～109）作的进一步拓展
、完善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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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973”项目课题“土壤质量指标的量化表达和评价咨询系统”和其他国家、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成果，以及长期以来在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研究中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而成。
全书共分10章。
系统介绍了土壤质量的概念与内涵及其研究的发展趋势，阐述了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
健康质量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提出了中国重要土壤类型的土壤质量标准的建议方案，以典型区域
水稻土和蔬菜地为例揭示了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研发了基于实例分析的土
壤质量评价咨询系统，最后对中国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展望。
    本书可供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土地科学及农学等领域的研究、教学和技术人
员参考，也可供各级政府的农业、环保、土地等部门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土壤质量的概念与内涵  第一节 土壤功能及其重要性    一、土壤的组成    二、土壤的重要
性    三、土壤的功能  第二节 土壤质量的内涵    一、土壤质量的定义    二、土壤质量研究的重要性    三
、土壤质量的演变    四、土壤质量指标    五、国内外土壤质量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六、土壤质量
的研究方向与重点  第三节 土壤肥力质量    一、土壤肥力的概念    二、国外土壤肥力研究的一些观点    
三、周内土壤肥力研究现状    四、土壤肥力研究的趋势  第四节 土壤环境质量的内涵    一、土壤环境质
量的概念    二、重金属与土壤环境质量和食物安全    三、农用化学品和废弃物对土壤环境质量和食物
安全的影响    四、土壤重金属及有机农药标准的制定  第五节 土壤健康质量的内涵    一、土壤健康质量
的概念    二、土壤健康质量的指标    三、土壤质量与土壤健康的关系及其区别    参考文献第二章  土壤
肥力质量指标  第一节 土壤质量描述性指标  第二节 土壤质量分析性指标  第三节 土壤质量评价的最小
数据集  第四节 主要作物产量指标    一、主要指标和最小数据集概述    二、指标分级的原则    三、主要
指标的功能和分级  第五节 土壤生态过程的指标    一、微生物生物量碳    二、土壤速效磷含量    三、硝
态氮含量  第六节 结论  参考文献第三章  土壤肥力质量指标的量化表达  第一节 土壤肥力质量指标分等
定级的原则    一、土壤肥力质量指标的特性和评价方法    二、土壤肥力质量指标的选定原则  第二节 土
壤肥力质量指标等级的确定    一、土壤肥力指标的拟定依据    二、评价指标分级的确定    三、我国四
类重要土壤和不同利用方式土壤肥力指标的分级  第三节 隶属度函数的建立    一、隶属度函数的概念    
二、隶属度函数的类型    三、评价指标与作物生长关系的模型    四、常用的一些评价模型  第四节 定性
指标的标准化和量化    一、专家打分    二、特尔菲法计算隶属度  第五节 浙江省标准农田地力调查与分
等定级技术规范(应用实例)    一、标准农田类型划分    二、标准农田地力等级划分    三、标准农田地力
调查土壤样品数量要求    四、标准农田地力调查土壤样品取样要求    五、标准农田地力调查土壤分析
测试项目与方法    六、标准农田地力调查土壤样品的处置    七、标准农田地力分等定级技术方案    参
考文献第四章  土壤肥力质量的综合评价  第一节 土壤肥力质量的概念  第二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的意
义与时空尺度    一、土壤肥力质量评价的意义    二、土壤肥力评价的时空尺度与范围  第三节 土壤肥力
质量评价的工作程序  第四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指标选取    一、土壤肥力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二、作
物产量或植物生长状况指标    三、单一土壤养分指标与肥力综合性指标    四、土壤肥力评价指标权重
分配  第五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单元的划分    一、以土壤类型为评价单元    二、以土地利用类型为评价
单元    三、以田块为评价单元    四、农业生态单元——SOTER途径  第六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模型    一
、田间描述评价    二、指数法评价模型    三、环境指数评价模型    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五、地统计
学评价    六、系统评价方法    七、动力学评价    八、决策树方法  第七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实践    一、
基于综合质量指数的热带地区土壤质量评价    二、浙江省红壤肥力质量指标集成与评价    参考文献第
五章  土壤环境质量和健康质量指标及评价  第一节 土壤与环境    一、水体污染及其危害    二、水体富
营养化与非点源污染    三、大气污染及其危害    四、土壤和温室效应气体  第二节 土壤与人体健康    一
、我国环境地质医学发展和成就    二、克山病与土壤环境    三、地方性硒中毒与土壤环境    四、地方
性氟病与土壤环境    五、地方性碘病与土壤环境    六、缺锌症与土壤环境  第三节 土壤环境质量指标和
土壤健康质量指标及评价    一、土壤环境质量指标和健康质量指标    二、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
量评价  参考文献第六章  中国重要土壤的土壤质量标准建议方案  第一节 四大类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第二节 四大类土壤肥力质量基准建议方案    一、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指标的隶属函数模型    二、
四大类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指标等级划分的建议方案    三、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指标隶属度的计算    四、
土壤肥力质量指标权重值的计算    五、四大类土壤肥力质量分级的建议方案  第三节 土壤环境质量和
土壤健康质量标准的建议方案    一、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量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二、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的建议方案    三、土壤健康质量标准的建议方案    四、土壤环境质量和健康质量的评价方
法    参考文献第七章  土壤肥力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案例研究)  第一节 土壤肥力质量时空演变的研究
进展    一、GIS与地统计相结合用于土壤肥力时空演变研究    二、GIS与地统计相结合进行土壤肥力质
量时空演变研究现状  第二节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方法及地统计学原理    一、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方法    二
、地统计学    三、克里格(Kriging)插值  第三节 土壤肥力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一、研究区介绍    二、
土壤样点的布置、采集与分析    三、20世纪80年代纸质图件数字化处理    四、案例地区水稻田土壤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

分描述统计分析    五、1980年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特征    六、2002年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特征    七、土
壤肥力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第四节 土壤肥力质量的时空演变    一、土壤养分的演变    二、土壤肥力质
量的演变  参考文献第八章  土壤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规律(案例研究)  第一节 土壤环境质量时空变异研
究现状  第二节 土壤环境质量时空变异的研究方法    一、土壤环境质量时空变异研究方法    二、研究区
概况与采样分析  第三节 水稻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其空间变异特征    一、水稻田样区土壤重金属现
状分析    二、水稻田样区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分析  第四节 蔬菜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其空间分异特
征    一、蔬菜地样区土壤重金属现状分析    二、蔬菜地样区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分析  第五节 蔬菜地土
壤环境质量时空演变规律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    二、蔬莱地土壤环境质量时空演变  参考文献第九章 
土壤质量评价咨询系统  第一节 浙北长兴县耕地土壤肥力质量评价咨询系统    一、基于WebGIS的长兴
县土壤肥力质量评价咨询系统的建立    二、系统的组成    三、系统结构    四、系统的实现  第二节 杭州
市西湖区茶园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一、系统总体设计    二、数据库的设计与建立    三、系统
的实现    四、系统的运行环境  第三节 杭嘉湖平原土壤氟健康质量评价决策系统    一、系统建立    二、
系统功能的实现    三、系统运行环境    参考文献第十章  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的应用与展望  第一节 土
壤肥力质量评价与测土配方施肥  第二节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与土壤污染调查  第三节 土壤健康质量评价
与农产品安全  第四节 土壤质量评价与农用地分等定级附录1 表索引(中文)附录2 表索引(英文)附录3 图
索引(中文)附录4 图索引(英文)图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壤质量指标与评价>>

章节摘录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动态变化着的有生命的资源，是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
构成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及岩石圈的纽带。
它与大气和陆地生物群落共同组成系统中碳与其他营养元素的主要储存库和交换库。
由于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巨大库容，其微小变化将引起大气CO2浓度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温室效应和
全球气候变化。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既能生产粮食和纤维又能保持一个清洁而又安全的环境。
土壤在担当这一重任时起着关键和重要的作用。
面对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总需求，土壤科学在以下几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解决食物来源，是生产粮食、纤维、水果、蔬菜等的基地；二是解决物
质和能量来源，平衡全球生态系统的功能；三是解决水、土、气、生资源的平衡；四是解决与城市建
设、人口发展及人体健康等有关的问题。
　　土壤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提供食物和纤维，高质量的土壤还应该是清洁空气的处理器、
水资源的储存库和洁净水体的过滤器。
土壤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主要的汇，如果管理得当，土壤可以起平衡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作用而有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同时土壤还是有机废弃物的腐解脱毒和养分循环利用的终端接收器和反应箱。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中起着许多十分重要作用的动态变化着的有生命的资源。
土壤中含有对地球上各种生命过程都十分重要的土壤微生物。
土壤中进行着的动植物残体的分解与循环、氮的固定、土壤结构的维持以及污染物的解毒等无不与微
生物紧密相关。
　　三、土壤的功能　　土壤是地球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
土壤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动态资源，是生产粮食、纤维、水果、蔬菜等的基地，同时也有平衡全球生态
系统的功能。
土壤的功能不仅限于生产食物和纤维，而且在维护当地、地区和全球的环境质量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
土壤是农业和天然植物群落的基础，覆盖在地球表面的这一薄层土壤可以决定土地上生命的存在和灭
亡。
　　土壤的三个生态功能是与其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土壤是植物生长的介质
，是生产粮食、纤维、糖料等的基地；②土壤是物质过滤、缓冲和转换的反应器，以保护环境、地下
水和食物链免遭污染，土壤是环境中有害化合物形成、减毒和降解的缓冲剂，并且能调节和分配环境
中水的流动；③土壤是使很多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免遭灭绝的栖息地和遗传库。
　　土壤的三个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功能是：①土壤是一个自然介质，可以作为机械、工业结构和社会
经济活动如建筑、工业发展、交通运输以及垃圾处理等的空间基地；②土壤是原材料的来源，用以提
供水、黏土、砂、砾石等；③土壤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土壤中埋藏着对研究历史和人类发展十分重
要的古生物化石和考古文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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