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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问题研究：格局、过程、机制与防治》在水土流失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
，借助遥感、GIS等现代技术的支持，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研究区，重建了研究区水土流失动态
变化的时空格局与过程，分析了研究区水土流失敏感性的空间分异规律，揭示了研究区水土流失的驱
动机制，制定了研究区水土流失防治规划．对该区的水土流失从空间格局、演变过程、驱动机制到防
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研究的基本目标在于认识和理解三峡库区（重庆段）这一典型的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区水土流失时
空特征的基本规律及其内在机制，进而丰富和推动区域水土流失的综合研究。
　　《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问题研究：格局、过程、机制与防治》适合水利、环保、林业、国土等相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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