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区次生裸地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煤矿区次生裸地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

13位ISBN编号：9787122132871

10位ISBN编号：7122132870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潘德成，吴祥云　著

页数：225

字数：28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区次生裸地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

内容概要

　　《煤矿区次生裸地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分为七篇，共十八章。
内容主要包括矿区次生裸地水土流失灾变规律研究与评价（降雨量时空分布规律、土壤水分动态规律
、土壤物理性状动态规律、土壤抗冲性规律等）、现有植被模式生态稳定性评价（植被演替规律研究
、植被模式内环境分析、植被模式对滞尘量的影响）、人工模拟植被模式生态适应性评价、矿区水土
保持与生态重建关键技术集成等。

　　本书可供从事煤矿区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供煤矿企业及相
关领域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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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矿区次生裸地恶劣的土壤条件和日益严重的水资源不足，是矿区生态重建的两大限
制因子，尤其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小，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干旱缺水已成为普遍现象。
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判定土壤质量的好坏，必须以对植物生长发育的适宜程度作为重要依据。
因此在矿区生态重建中，一方面要通过土壤的改良及保水措施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要通过应用抗（耐
）旱适生性植物加以解决。
而在一般的植物抗旱节水研究中，需要在一定的干旱胁迫环境条件下才能进行植物的抗（耐）旱性鉴
定。
从第五章研究可知，由于研究区自然降水年际间及不同季节间差异较大，大面积实施人为调控难以实
现，尤其像2010年自然降水充沛，在这种降水环境下是很难对大面积矿区次生裸地上的植物进行天然
抗（耐）旱性筛选与鉴定的。
而关于矿区植被光合生理特性与植被的生长发育关系的研究却少有报道，普遍缺乏对矿区植物生理生
态特性的深入了解，使矿区植物生长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同时因缺乏对新引进植物物种的
深层次生理生态知识研究，导致不敢根据植物的特殊性而大胆使用新引进植物材料，使得矿区生态治
理过程中普遍存在植物种类单调、群落缺少层次、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本试验在2009年自然干旱选择的基础上，2010年利用人工植被模拟试验，选择多种土壤局部改良办法
和节水保水措施，确定了以提高植物光合速率与水分利用效率作为植物抗（耐）旱性筛选依据，并在
重点生长季节，利用Li—6400光合测定系统仪等仪器，对新引进的花生、油松等植物以及矿区现有主
要造林树种进行光合生理特征研究，旨在为矿区抗（耐）旱性植物的选择及生态适应性评价，提供更
加科学便捷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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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区次生裸地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可供从事煤矿区水土保持与生态重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阅读使用，也可供煤矿企业及相关领域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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