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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

内容概要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土石山区卷》系《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土石山区
卷》，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水土保持工
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水土流失治理的对策和建议。目前坡耕地水土流失远未得到有效控
制，部分经济林下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未得到应有重视，且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呈加重趋势，因此
提出淮河流域最为有效的治理途径是进行大面积的坡耕地综合治理，而海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应围
绕水源地的建设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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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北方土石山区卷》对于各级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
可供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Page 4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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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