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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自然地理学对地球表层自然环境各个要素进行研究，分析自然环境组成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结构、
功能、质量和能量转换的特征、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提出地域分异规律，建立了自然地理科学理论
体系，培育了大批地理2r-作者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中国地理科学事业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但是，21世纪地理学应该走向何方？
如何培养新一代地理学家？
大学地理教材应如何改进？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约是2003年，我读了王建教授主编的《现代自然地理学》。
除了流畅的文字和精美的图表外，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该书以新的视野和思路，把地球系统科学和人
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等内容有机融入自然地理学。
这可能会给人留下“离经叛道”的印象，但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加剧的今天，将地球系
统科学的内容和传统自然地理学结合起来，确实是未来自然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进入21世纪。
世界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
自1750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高科技支撑下的社会生产活动虽然提高了人
类文明的程度，但也导致地球环境频现危机。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人类健康受到威胁、冰川退缩、冻土退化，
以及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热带雨林毁坏、沙漠化扩大、自然灾害加剧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
和更复杂的问题，同时也给广大地理2——作者提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
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地理科学系（院），责无旁贷，瞄准这一目标，在传统自然地理学的基
础上，联系实际，大胆引进和采用新理念、新学说，更新和扩充知识面，从地球系统科学分析入手，
从机理上认识地理环境面临问题的实质，使培养的青年地理工作者具备适应新世纪发展建设需要的知
识和科学训练，有能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建
设服务。
本书作者正是从这个目标出发编写了这本教材，值得称道。
从2001年到2008年底，本书第一版印刷了12次，这颇能说明大家的喜爱程度。
顺便一说，我周围气象系统的许多同事手里也.有这本书，也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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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自然地理学（第2版）》是&ldquo;现代自然地理学&rdquo;教学团队（2009年度国家级教学
团队）十几年教学改革和实践成果的总结，是国家精品课程&ldquo;现代自然地理学&rdquo;的核心教
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该书以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形成地球表层环境为主线，阐述了地球表层环境的组
成、结构、运动和特征，分析了地球表层环境的空间分异机制以及地貌发育和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
介绍了对地球表层环境评估、规划、管理和调控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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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大气圈与岩石圈之间在进行着热能、化学能和动能的交换。
地面与大气之间通过长波辐射、大气逆辐射在进行着热能的交换。
大气圈与岩石圈之间也在进行着物质的交换，发生着某些化学反应。
比如，风化作用从大气中吸收CO，同时也使岩石中的某些元素释放出来，因此两圈层之间存在着化
学能的交换。
通过大气与地面之间的接触与摩擦作用，岩石圈的动能可以传递给大气圈，大气的动能也可以传递给
岩石圈。
例如，当地球自转速度变化时，通过地面摩擦动能从岩石圈传递给大气圈，从而导致大气运动速度的
改变。
研究表明，在厄尔尼诺年，由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减慢，在赤道附近的大气可以获得1 m／s的向东相对
速度（任振球，1990）。
当然，大气运动的动能也可以通过地面摩擦传递给固体地球。
比如，地球自转速度的季节变化，就是由于大气角动量的季节变化引致的。
第三，水圈与岩石圈之间存在着热能、动能、势能与化学能的交换。
在水与岩石接触的界面上，由于岩石与水的温度的差异，导致两个圈层之间的热能交换。
最明显的例子是海底火山、海底熔岩的溢出（如洋中脊），加热了海水。
暖流不仅温暖所经过地区的大气，而且还温暖附近的岩石与土壤。
冷流则对经过的区域的大气和岩石具有冷却作用。
岩石圈的变动往往引起水体分布的变化，水体分布的变化也会反过来通过均衡作用引起地面岩石高程
的调整。
比如，当山地隆升到一定高度时，冰川开始发育，使原来分布于海洋的水体以固态水的形式分布在山
体顶部，从而提高了这些水的势能。
当冰川达到一定厚度时，就会导致地面的均衡下沉，反过来对岩石圈的位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水圈与岩石圈之间的物质交换也是很频繁的，并且存在着一系列化学反应，从而进行着化学能的交换
。
比如，水对岩石的风化、分解与溶蚀，水中碳酸盐、硅酸盐等物质的析出与沉淀，海底火山喷出大量
物质到海水中，洋中脊附近熔岩与海水的反应等，都是岩石圈与水圈化学能交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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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自然地理学(第2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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