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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处在东部季风区与青藏高原高寒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空间上它从东北向西
南延伸，在环境上它从东南向西北更替，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地带界面作用的生态特征，所
以，它是我国陆地环境最敏感、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
它既不同于西部牧区，也不同于东部农区，在地理、气候、农林牧产业结构、生态、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因此，也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第二条黄金带、农林牧系统最佳耦合带、国家生
态安全带等。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如“滥垦、滥牧、滥伐”现象），使得农
牧交错带草地退化严重，生产力急剧下降，进而导致沙尘暴频发，水土失严重及荒漠化面积扩大等一
系列生态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当地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行生态安全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格局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探索农牧交错带典型生态脆弱
区土地利用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模式，对于地处这一生态脆弱带的相同类型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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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以我国北方的典型农牧变错区— —内蒙古
翁牛特旗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区域土地利用安全格局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和方法。
　　《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可供生态学、土地资源管理、环境科学和
地理学等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共8章，重点论述了利用空间统计学探讨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特征和生态风险状况，运用RS和GIS
手段，并结合系统工程方法综合评价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运用多目标规划和GIS手段构建区域的土地
利用安全格局，借助多目标优化方法和土地利用安全格局建立区域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模型。
　　《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可供生态学、土地资源管理、环境科学和
地理学等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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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赵松乔1953年在《察北、察盟及锡盟一个农牧过渡地区经济地理调查》一文中提出农牧交错带
以来，由于其有着不容忽视的科学和政治意义，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被认为是研究群落界面作
用、物种多样性和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理想地带。
北方农牧交错带处在东部季风区与青藏高原高寒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空间上它从东北向西南延伸，
在环境上它从东南向西北更替，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地带界面作用的生态特征，所以，它是
我国陆地环境最敏感、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
它既不同于西部牧区，也不同于东部农区，在地理、气候、农林牧产业结构、生态、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因此，也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第二条黄金带、农林牧系统最佳耦合带、国家生
态安全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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