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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创新地把中国全境按山川形胜划分出数百个地理单元，并力求融“百科全书词
典”的简洁准确，与“有图通俗读物”的生动有趣为一体，通过大量图片和词条之间的互相诠释，充
分展示每一地理单元。
《陇中黄土地》所述，即以“陆都心脏”——兰州为中心，北至乌鞘岭、哈思山，南至太子山，涵盖
白银、定西、临夏等地的广大地域。书中概括了陇中黄土高原上“土浪起伏”、“千沟万壑”的地貌
特征，展示沿黄河上游谷地分布的滩、湾、盆、峡等多种地貌景观，印证了“风”和“水”对黄土地
貌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书中还指出干旱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对这片土地的深刻影响：植被以荒漠草原和温带草原
为主，生长的植物多为耐旱、耐贫瘠的灌木、草本类；受到“缺水”的限制，黄河及其支流成为人们
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事物。
这里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古代曾被诸戎占据，现今则有各族杂居，历史进程相当复杂，
其激烈的农牧民族角逐历史，雄伟的战事遗迹以及兰州悬楼、羊皮筏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事物，
皆收录于本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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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
·该丛书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全部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院士。包括孙鸿烈、赵其国、刘昌明、郑度
、王颖、陆大道、姚檀栋、傅伯杰、崔鹏。
·编辑委员会
·该丛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自各省（市）的地理学会负责人、业内专家及相关出版负责人。
·撰稿人
该丛书撰稿团队的成员基本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理学会的注册会员。他
们供职于全国知名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包括在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
理、社会文化地理等学科领域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资深专家学者，并有部分青年学者和在读硕、博士生
，如：赵焕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杜灵通（宁夏大学副研究员）、李家清（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刘
峰贵（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李景保（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等等。
尽管撰稿人均为学科或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但成稿依然必须通过多层次的审稿后才能最终定稿，这
也使该丛书的内容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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