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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发表的论文选集，从所发表的200余篇文章中优选汇
编出版。
论文主题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红壤侵蚀机理研究、红壤水土流失监测技术研究、红壤水土流失治理技
术与对策研究。
可供关注南方红壤区乃至全国水土流失灾害的人士，从事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人员、管理
干部，以及农、林、水利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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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公路的土壤侵蚀监测与实践
 GPSRTD技术在江西省崩岗侵蚀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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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壤侵蚀区果园问作系统生态经济效益分析
 河桥小流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体系建设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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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是一项旨在注重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加强预防保护和开展人工
辅助治理的前提下，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初步治理和生态恢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水土保持措施，具有省钱、省工、效果好的特点，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水土流失、改
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措施相关研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目前生态修复的监
测研究尚不规范，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定量分析，影响了评价的效果。
本文从分析水土流失区生态修复项目的特点入手，建立一套成熟、完善的监测方法和技术指标体系，
以期为恢复生态系统提供评价技术。
　　1 生态修复项目特点　　生态修复项目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显著的特点。
一是项目系统的多样性。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包括退化森林系统、草地系统、农田系统、水体系统、土壤环境等一系列
子系统，监测成果不仅要反映整个系统的综合成效，还应能反映各个子系统的成效变化。
二是生态修复措施多样化。
生态修复不同于传统的水土保持生物及工程措施，传统水土保持措施注重于技术，而生态修复注重于
利用政策法律法规等行政手段对生态修复区实行严格的管护，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扰，使生态系统在
休养生息中得以自我恢复。
项目成效不直接反映水保措施成果，而是反映各种自然恢复力与人工辅助合力的综合体现。
三是生态修复项目区域差异性。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区域分布广，从南到北跨越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及寒温带等气候带，生
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自然恢复能力差异很大，系统退化程度和自我恢复的条件要求也不同，因此评
价生态修复成效的监测方法与技术指标也不完全相同。
四是生态修复项目具有时效性。
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生态修复工程的治理成效并不能在项目实施期内完全
显现，在工程结束后的一定延续期内仍有显现，其延续时间与恢复时段内自然条件的差异及修复时间
长短、生态系统类型、退化程度、恢复方向、人为促进程度密切相关。
生态修复的监测应根据退化系统类型、地域分布、恢复方向等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适当的长时间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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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壤侵蚀机理研究、红壤水土流失监测技术研究和红壤水土流失治理?术与对策研究等三部分。
各部分内容全面，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观点新颖，科学性、理论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强，对研究红
壤区土壤侵蚀规律和防治技术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以红壤区土壤侵蚀研究为主，借此抛砖引玉，和全国同行共同探讨研究土壤侵蚀机理和防治
技术，推动水土保持科技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水土保持科技贡献率，为我国的水土流失治理出谋划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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