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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东北黑土区卷》系《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东北黑土区卷》
，在实地考察、文献收集与整理分析、综合调研、研讨会、座谈会、问卷调查、对外交流和专家咨询
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工作积累，系统论述了近50年来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与强度、黑土层厚度
、侵蚀沟、耕层有机质和理化性状、河流泥沙的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分析了水土流失的成因、危害
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划分了水土流失类型区，评估了主要水保措施的成本及效益，总结了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的成效、经验和问题，提出了面对未来挑战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重点工程、战略对策与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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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东北黑土区卷》可为水利、环保、农业、林业、国土等部门的
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生态学、环境科学、土壤学、地理学、林业等学科的师生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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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皮很脏，里面的纸张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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