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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荒漠分布于温带、亚热带、热带大陆的广阔区域；广泛发展的荒漠化过程，扩大着荒漠面积，吞
没着邻近区域。
荒漠是古老而独特的自然系统，人类社会与荒漠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许多复杂而尖锐的问题。
运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荒漠研究与开发，形成、发展了地理学的新分支——荒漠学。
　　荒漠学是地理学的新生儿，广泛利用许多相邻学科的方法与成果，研究干旱区开发与资源合理利
用的科学基础，创建在这一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居民生活、劳动的舒适环境。
荒漠学作为一门学科，解决广泛利用科学技术成就开发自然资源可能出现的问题。
深入研究人为因素对荒漠生态系统的影响，对于确定自然合理利用的途径，预测在自然保护的前提下
大规模自然改造所引起的可能后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许多献身荒漠学创立与发展的著名科学家的名字中，这部专著的作者的名字，具有独特的位置
。
正如许多科学家和善良的人们所知道的，俄罗斯地理学家所评价的，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许
多国家的荒漠学家中，他的名字赢得功绩卓著的权威的知名度。
　　作者生于俄罗斯北方铁路司机之家。
193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
早在1928年，就在卡拉库姆列别捷克沙漠研究站任站长。
现在这个站成为世界著名的列别捷克生物圈保护区。
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他献身于荒漠研究。
从他的论著目录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研究中亚、亚洲中部，以及世界其他沙漠区域，研究
生物土壤改良与开发，研究荒漠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然而，作者如此坚定的目的性与持续性，不能被认为是科学兴趣的狭窄性。
相反，他对于干旱土地自然特征研究有广泛兴趣，采用综合观点。
他对植物学有深入的研究，对气候、地貌、地质、生态、荒漠古地理、历史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
。
作者到过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许多国家考察，自然，这些不能不反映在其科学成就中。
他出版了关于中亚、亚洲中部荒漠，以及伊朗自然的有价值的专著，总结性专著《世界荒漠》享有盛
名，被翻译成英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
现在中国读者，通过熟悉荒漠的胡孟春的专业翻译，有可能了解译成汉语的这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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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是对世界荒漠与半荒漠自然特征与自然资源认识的总结。
第一部分描述世界各大洲荒漠自然特征，进行特征比较，论述分类原、则。
第二部分阐述荒漠生境特征、沙流动与堆积的一般规律，研究风成地貌的成因、生境限制因子特征，
以及动、植物适应特征。
第三部分论述荒漠自然资源及其现代利用，以及干旱区研究对象及未来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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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较亚洲中部的鄂尔多斯荒漠、阿拉善荒漠、北山荒漠、塔克拉玛干荒漠、蒙古荒漠、噶顺戈壁
、准噶尔荒漠、柴达木荒漠，应强调它们的下列特征。
　　鄂尔多斯、北山、噶顺、蒙古及其他戈壁、柴达木西部，整个地质历史时期是原始地形的破坏区
，被破坏的物质或者输移到外围、或者近距离输移，形成风化物的堆积区。
主要原因或者是由于降雨稀少侵蚀微弱（鄂尔多斯、噶顺、蒙古戈壁）、或者是由于抬升的高度比较
大，风化物被径流输移出区域之外（北山戈壁）。
形成破坏一堆积戈壁或剥蚀戈壁。
　　阿拉善、塔克拉玛干、准噶尔和柴达木东部的沙漠，与上述相反，是古堆积区或堆积荒漠。
这些区域从白垩纪开始，在比较长的时期，荒漠周围山地破坏的物质被输移。
　　在亚洲中部的东部区域，第三纪一白垩纪构造沉积平原以盐碱化为特征。
其地化学特征与成土过程类型与中亚第三纪平原相类似。
这证明在亚洲，中生一新生代（沉积环境）地质历史的一致性。
尽管在中国地台强烈形变的区域，大家一致认为亚洲中部荒漠有一个比较长的大陆状态期（从白垩纪
末开始，新疆从第三纪开始）。
据此可以说在中亚与亚洲中部第四纪有成湖期。
玛纳斯湖、噶顺湖、罗布泊、柴达木湖、巴尔喀什湖、阿拉湖的存在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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