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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本书中地球被划分为9个生态带，即那些相近纬度地带的区划类型，因此被认为是对全球（陆地）
生态圈层进行第一级分类所划分的区域类型。
尽管这些大规模的区域单元都是片段分开的（每个单元分布在多个大洲陆地上）并且有明显的差别（
因此有理由继续细分），但同一单元在结构和进程特征方面却还保留着足够的交叉重叠性，因此，本
书对划界界限所表述的观点是有理由的，也是正确的。
目前完成的第3版是一部全新修订版，它是在内容明显更广泛的《生态带手册》（UTB出版社，Ulmer
，2000）的基础上进行编写修订的，《地球的生态带》第三版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摘要。
就像出版社和作者所认为（和希望）的那样，这部书是针对那些对此感兴趣的大学生，也针对那些希
望买一本简明扼要（而且价格便宜）的有关“生态带”专题的教科书的读者。
本书的读者对象首先是那些地理学专业的大学生。
如果本书能够带给读者兴趣，例如（就像以前两个版本那样）对于那些想要初步了解地球区域特殊性
质的生物学、土壤学、农学和林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那些有志于在生态一地理学方面进修深造者，
可能借此得到一本去往地球其他地区进行有计划考察旅行的学习指南，那我将非常高兴。
每当我自己停留在某一个景观地区度假旅行时，经常会想到需荽一本书，一本像眼前所尝试的、用集
中的形式对全球范围的主要特征给予规律性综合并进行概括和解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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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新构思、采用新途径，从自然的和农业的角度对地球生态带的划分做了全面介绍。
全书包括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
总论中首先介绍一些重要的地理-生态学概念和生态系统研究方法，也即对地球区域的划分、生态带的
内容含义及全球主要特征进行系统的概述；气候方面列专题讲解气候变化及其对地球生态带划分的影
响；土壤方面依据土壤分类分级的最适状况进行阐述和比较，还提供了依据利用潜力所做的全球划分
的重要信息。
在分论部分，全球陆地被划分为9个不同的生态带，各带的内容要点包括分布、气候、地貌和水文、
土壤、植被和动物界、土地利用等；对相互邻近的生态带做重点突出的对比分析。
    本书既有宏观的对全球及区域地理-生态规律的阐述，也有大量微观的物理化学的和生理的数据资料
作为分带的基础依据。
全书内容丰富、新颖，附有149幅形象直观的图(附图及框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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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尔茨博士，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地理研究所)教授，他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自然地理学，尤其着重地
理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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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土壤质地大多比较粗和土壤结构稳定（因之土壤具有高渗透能力以渗透雨水），加以具有
郁闭的植被，径流主要经由内部流动和地下水从陆地地面流向河流（各种降水事件，它们的强度超过
最大可能人渗率是罕见的）。
相应的冲刷剥蚀（Spuldenudation）作用的效应也是微小的，而且和雨水有关的径流高峰通常在降水事
件数天之后才跟着发生。
注：冬季失去植被保护时，可以覆盖多层枯枝落叶和干枯杂草保护土表（田地除外）。
河网密度是高的，所有的河流都是持续不断有水的；冬季也有径流维持，在大陆性地区某些情况下河
水在冻结的冰层之下。
湿润中纬带径流行程远小于上述两个生态带，此两者的强大径流是由于春季时融解冬季的冻冰和积雪
所决定的。
而对湿润中纬带的径流行程有较大影响的是过去一年的降水量分配和相对高的夏季蒸发量支出，因此
这里比起冬季有冰冻和积雪条件的地带，大多数地区明显表现出夏季径流最低，而一年中的最高径流
跟随在季节性降水最多的时刻之后，也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在春季，大陆性气候地区在秋季。
虽然出现临时短暂的侵蚀活动，河流的形态学效能仍然不突出，相应的线性侵蚀的深度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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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地球的生态带》中译本得以付梓发行，首先要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尤其本书的策划编辑李冰祥博
士，是她先找到并推荐这本书给我，在浏览全书后我们才决定将其译为中文的；翻译过程中有关对中
文版书稿的要求、专业名词的统一、附图附表的译制以及一些好的翻译经验等，李博士都及时给予传
递和提示，使得这本译著能够顺利进行。
感谢责任编辑孟丽对译稿认真的审核和加工。
本书的译成得到诸多亲友、同仁的支持：于纪姗百忙中拨冗帮助翻译了总论及分论所有“土地利用”
部分，还推荐一些实用的网上词典，并帮我建立了最初与原著作者的联系。
在此我也要感谢原著作者德国的舒尔茨（SCHULTZ）膊士、教授，他对我所询问有关译文中需要注
意的一些问题，均通过电子邮件给予迅速而明晰的答复；他还热情主动联系曾为其原文1501幅附图清
绘的埃里克（EHRIG）硕士、工程师，请他寄发给我Corel Draw格式的全部底图，使我们能够顺利地
把图中大量信息整齐准确地翻译改注为中文。
书中一些土壤类型中译名的确定得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龚子同研究员、胡君利博士的帮助。
翻译图表和文字需要掌握的有关电脑软件，这方面得益于聂晓红研究员、徐厚骏先生和陈天舒等的指
点。
王立红为我提供部分英语工具书。
在此对以上真诚的协助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虽然在译书之初已知这本德文书已有英译本（据德文第三版翻译）发行，但我们的译著完全依据并力
求忠实于德文原版（第四版，全新重编版）。
为了体现原著的特点和风格，在中译本中对原著使用的粗体与斜体字的内容特意做了对应的处理；原
著书后所附内容索引的中译，也尽可能保留其逻辑性及信息量。
我相信：基于舒尔茨博士、教授原文丰富的内容和形象直观的图表，我们的中译本也会是迄今国内所
能见到的较为系统、全面深人阐述地球生态带的专业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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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地球陆地9个主要区域的结构进行了严密且简明扼要的描述，对每个区域分别从分布、气候
、土壤、地貌和水文、土地利用、植被和动物界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这样便于比较区域间的特征因子，也便于读者关注其中特别感兴趣的部分⋯⋯这是一本有益和实用的
指导书，是对生物地理学精彩的介绍。
” 　　——Southeastern Naturalist，Vol．5(1)，2006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总论部分讨论生态带的划
分，并概要论述一些选定的特征因素；分论部分对地球各个生态带进行了很好的介绍，这对于那些对
全球区域性大尺度模式和过程备感兴趣的人士特别有益。
本书以大量的附图、表格和图解，连同文字一起提供了大量信息。
” 　　——Blumea，Vol．51(2)，2006 “本书提供了地球上主要区域最重要生态特征的概要和阐释⋯
⋯由于对世界陆地生态区进行了实质的和特色丰富的介绍，因此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有用参考书⋯⋯
作者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值得赞扬⋯⋯本书对世界上的陆地生态区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述，所有
工具书阅览室和图书馆均应收藏。
” 　　——Phytocoenologia，Vol．36(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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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球的生态带(第4版)(全新重编版)》从自然和农业角度出发，依据区域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全面论述地球的生态带。
全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着重介绍与生态带有关的地理一生态学概念及划带的主要自然特征
要素，并提供了依据利用潜力所做的全球划分的重要信息；分论进述了被划分的9个生态带，详细阐
释了各带的分布、气候、地貌和水文、土壤、植被和动物界及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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