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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地理学》将土壤圈与生物圈作为一个自然地理系统，全面论述了土壤的组成与性质、植物生活
的环境条件和植物群落、地球表面土壤与植被的主要类型及其地理分布规律等内容。
《生物地理学》共十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至第五章为土壤基础知识，着重讲述土壤的组成、发生
和土壤的性质；第六章至第八章为植物基础知识，分别阐述植物生活的环境条件、植物区系分析、植
物群落；第九章、第十章叙述植被与土壤的主要类型，并介绍植被与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生物地理学》适合用作高等院校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环境科学、
土地管理等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上述专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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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与土壤的区域性(地方性)分布规律一、植被与土壤的中域性分布规律二、植被与土壤的微域性分
布规律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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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一、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生物地理学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属于部门自然地理学
。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的五大自然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和岩石圈，生物
地理学研究其中的两大圈层：生物圈和土壤圈。
生物圈与土壤圈是五大自然圈层中联系最紧密的两大圈层，土壤为生物提供生存空间，而生物又是土
壤的重要形成因素，生物的作用把大量的太阳能引进成土过程，使分散在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中的
营养元素有了向土壤集聚的可能，使土壤具有肥力的特性，并推动土壤的形成和演化。
因此，没有生物就没有土壤的发生。
生物圈和土壤圈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生物圈与土壤圈之间发生着强烈而迅速的物质和能量交
换，其速度和强度远远大于其他圈层之间的交换。
科学研究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而区分的。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
生物地理学是以生物、土壤与地理环境的特殊矛盾作为研究对象的，它是研究土壤的发生发展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生物的生存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壤与生物的分异和分布规律，进而为调控、改造和
利用土壤资源与生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的科学，是自然地理学与土壤学、植物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也
是一门综合性和生产性很强的学科。
二、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生物地理学的总任务是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壤资源与生物资源，保护生
态平衡，恢复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系统。
据此，生物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土壤基础知识剖析主要研究土壤的物质组成、土壤圈内物质与能量的迁移与转化、土壤的发生
发育和土壤分类。
地球陆地表面的地理环境异常复杂，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即使同时发生发展的土壤，也是复杂而多样的，有着长期的历史形成和演变过程。
所以，很多土壤类型属于多源发生型，迄今为止，对于它们的物质组成、形成和演变，还不能说都已
经研究清楚了。
因而开展土壤物质组成、土壤发生、土壤分类的研究，是生物地理学首要的基础性工作。
（二）植物基础知识剖析生物作为自然环境的有机成分，形成地球上非常活跃的特殊结构――生物圈
。
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及其生活领域的总和，占有大气圈的底部（对流层）、水圈和岩石圈的上
部，其空间范围在地表以上可达23km的高空，而在地表以下可延伸到12km的深度。
实际上生物的大部分个体集中地繁衍于地表上下约100m厚的范围内，因此对于整个地球来说，这仅仅
是很薄的一层&ldquo;生物膜&rdquo;。
这里存在着固、液、气三相物质，它们之间既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容，又可以有分隔的界面，这些
都是构成生命活动的物理化学基础；这里可以获得太阳能，为生命活动提供用之不尽的能源。
但此过程首先需要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各种能够利用的化学能，然后通过食物的形式把能
量传递给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这里可以从岩石风化过程中获得水溶性无机盐类，从大气或水
中获得二氧化碳，为光合作用及生物生存提供营养原料。
由于生物圈内有生物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和营养物质，从而维持着现代约200万种生物（包括人类）
的生命活动。
生物圈中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总量为3&times;1012～3&times;1013t，还不足地壳质量的0.1%，但它却使地
球上的自然环境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植物是生物圈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土壤的形成与发育影响最大，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
是植物部分。
植物基础知识剖析主要介绍与植物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包括植物生活的环境条件、植物区系
成分分析和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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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和性质随环境变化，因此植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或者说指示出）环境的若干特征和变
化。
气候调查、土壤调查、寻找地下水和一些矿藏资源时常运用这种关系提高工作效率，解决某些困难。
（三）植被与土壤的主要类型及其地理分布规律生物地理学是研究植被与土壤分布的地理规律的学科
。
主要研究植被与土壤的地带性（广域性）分布规律和非地带性（区域性）分布规律、森林植被与土壤
、草地植被与土壤以及荒漠植被与土壤，为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草地牧场的合理利用和可垦荒地的
利用等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还可为制定农业生产规划提供依据。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地面热、水平衡，改善自然条件，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水土都需要生物地理
学作为理论基础。
三、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毫无疑问，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其次要继承并发扬传统的地理比较法和相关分析法。
同时，也需要汲取相邻学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新方法，以提高和发展生物地理学。
（一）野外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在野外对植物群落、成土因素、土壤剖面的实际观察、收集
和研究有关该地区的自然地理与农业生产的问题，以及群众生产、辨土、土宜、改土和用土的经验等
资料，运用地理比较法以及相关分析法，从宏观方面对群落的特征、土壤的形成、分类和地理分布规
律进行分析研究，并采集植物与土壤标本。
在多种情况下，传统的野外调查研究方法仍然是生物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定位或半定位动态观测研究方法定位或半定位观测可以取得连续性的资料，有利于定性或定量
地研究植物群落与土壤的动态过程。
（三）室内分析研究方法在实验室进行植物检索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化验鉴定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可为研究植物的分类、土壤的形成及分类提供必要的基本数据。
这是生物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四）遥感技术在生物地理调查中的应用借助现代遥感信息对区域植被与土壤进行解译，是现代生物
地理调查与制图的基本方法，也是进行植被与土壤空间分异、利用现状及其动态监测的技术手段。
通过多时相、多光谱、多种遥感信息源图像的综合研究，将图像处理技术和计算机自动制图方法应用
于植被资源、土壤资源、水土保持以及区域植被与土壤变化监测等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
思考题1.生物地理学与哪些学科有密切关系？
2.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有哪些？
3.如何学好、用好生物地理学？
第一篇 土壤基础知识第二章 土壤剖析第一节 土壤形态一、土壤的概念及与人类的关系早在4000多年
前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就大概指出了中国土壤的分布图式，那时将全国分为九州，如冀州（今河
北）、兖州（今山东）和荆州（今湖北）等，并且指出了每个州的主要土壤，如冀州&ldquo;厥土惟白
壤&rdquo;，兖州&ldquo;厥土惟黑坟&rdquo;等。
当然，与今天我们对土壤的认识水平相比，那时对土壤的认识是相当朴素的。
（一）土壤的概念土壤是指地球陆地表面具有一定肥力且能生长植物的疏松层。
土壤不仅具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历史，而且是一个从形态、物质组成、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剖析的物质实
体，它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然体。
土壤是绿色植物生长繁殖的自然基地，植物根系深入土层，从中摄取营养物质与水分，建立起多种多
样的植物群落。
而土壤之所以成为绿色植物生长的自然基地，就是因为它有肥力。
所以说，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
土壤肥力是指土壤为植物生长供应和协调营养因素（水分和养料）以及环境条件（温度和空气）的能
力。
这种能力是由土壤中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所引起的，因而也是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
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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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良好生长不仅要求土壤中诸肥力因素同时供应，而且必须处在相互协调的状态。
在农业生产中，人工调节土壤肥力，不仅要调控土壤的营养物质，还要创造适于植物生长的整个土壤
条件。
（二）土壤和人类的关系土壤和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农业生产包括植物生产（种植业）和动物生产（饲养业）两大基本部分。
土壤是植物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植物生产的基础。
同时，土壤也是动物生产的基础。
任何饲养业的发展都不能不以植物作为饲料，因为动物只能利用绿色植物生产的有机质中的化学潜能
和营养物质来维持其生命活动。
常言说：&ldquo;万物土中生&rdquo;，就是这个道理。
土壤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谷物、肉类、禽蛋、果品、纤维和木材（图2.1）。
二、土壤科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研究内容考古资料表明，大约18000年以前，人类就开始种植农作物。
人类自有农耕以来就开始认识土壤和利用土壤，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土壤知识和经验。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古罗马时代，人们对土壤的认识只是一些朴素而简单的经验。
古埃及发展了精确测量土地的技术，利用尼罗河水的泛滥来培肥土壤，创造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
而罗马帝国衰落以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时代，在宗教神权的统治下，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
神权主义认为植物之所以能够在土壤中生长，是由于土壤中具有一种神秘的&ldquo;生活力&rdquo;，
而不是靠土壤提供的水分和养分。
我国有5000年精耕细作的历史，具有灿烂的农业文化。
我国夏代《尚书》的《禹贡》距今有4100多年的历史，其中概述了九州土壤的地理分布及肥力等级等
特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土壤专门论著。
然而，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
19世纪以来，逐步产生形成了几个比较有影响的代表学派或观点，对土壤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一）农业化学学派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vonLiebig）出版著名的《化学在农业与植物生理上
的应用》，提出了土壤是植物养分的储存库，植物靠吸收土壤养分生长，会使土壤养分越来越少，必
须通过如数归还或补充土壤养分才能保持土壤肥力的长盛不衰，据此创立了&ldquo;矿质营养学
说&rdquo;。
这一学说开创了土壤植物营养的科学新时代，揭示了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矿质元素的自然规律，打破了
土壤肥力的神秘论，对土壤学、植物生理学以及整个农业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推动了化肥工业
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但该学说认为必须把植物所吸收的养分如数归还土壤，把土壤看做是植物养分的静态库；只强调植物
是土壤养分的消耗者，忽视了植物对土壤养分积累的贡献，得出了&ldquo;土壤肥力递减率&rdquo;的
错误判断和某些不正确的结论，但这决不影响该观点在土壤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对整个农业
科学的贡献。
（二）农业地质学派19世纪后半叶，西欧土壤学界又盛行过以纯地质学观点对待土壤的学派，即以德
国地质学家法鲁（F.A.Fallou）、李希霍芬（F.V.Richthofen）和拉曼（Ramann）为代表的农业地质学
派。
农业地质学派认为土壤是岩石矿物的风化体，是地层本身构造的一部分，风化过程释放了岩石矿物中
的养分，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营养条件。
土壤的形成是矿物风化与淋溶过程的结果，而随着淋溶过程的进行，土壤养分不断流失，导致土壤肥
力趋于衰竭。
该学说仅仅把土壤看做是一个地质过程的产物，混淆了土壤和母质的本质区别，忽视了植物和人类利
用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因而也是片面的。
但农业地质学派从发生学角度去研究土壤，并对土壤矿物质的形成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这是对土壤
学的贡献。
（三）土壤发生学说19世纪末，俄国学者B.B.道库恰耶夫创立了土壤发生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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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库恰耶夫在1883年出版的著名的《俄罗斯黑钙土》一书中，认为土壤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育历史，
是独立的历史自然体。
影响土壤发生和发育的因素可概括为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成土年龄五个，提出了五大成土因素
学说。
他还提出地球上土壤的分布具有地带性规律，创立了土壤地带性学说；同时对土壤分类提出了创造性
的见解，拟订了土壤调查和编制土壤图的方法。
他的继承者B.P.威廉斯指出，土壤是以生物为主导的各种成土因子长期综合作用的产物。
物质的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环矛盾的统一是土壤形成的实质。
土壤本质特点是具有肥力，并提出团粒结构是土壤肥力的基础，制订了草田轮作制，这种观点被称为
土壤生物发生学派。
道库恰耶夫的土壤发生学理论从俄罗斯传至西欧，再由西欧传到美国，对国际土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
（四）土壤系统理论与土壤质量1938年，瑞典学者马特松（S.Matson）提出的土壤圈概念实际上是将
系统理论引入了土壤科学的研究。
土壤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是一个与其他圈层系统之间有密切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
并且具有明显的耗散体系特征，土壤中的任何物质与能量的平衡过程都伴随着外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
和输出。
道库恰耶夫的发生学说实际上是把土壤放在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中考察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土壤生态系统的观点。
土壤生态系统是以土壤为研究核心的生态系统，主要研究土壤中的生物组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等。
土壤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对整个地区生态系统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问题日趋突出，大气、水和土壤的质量不断恶化，这时一部分土壤科学家就
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从20世纪60～70年代始，土壤科学的发展由原来一轮驱动（作物生产）
变成了两轮驱动（作物生产和环境保护），使土壤科学沿着为农业和环境服务的两条轨道迅速向前推
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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