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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973）项目:土壤质量演变机理与可持续利用研究（编号:G19990118）
之第六课题-"土-水间的物质交换与水环境质量"(编号：G1999011806)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专著。
向读者奉献的是最近五年本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最新的数据、观点和创新的理论及方法。
主要揭示的是太湖流域水稻土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水间的物质交换对水质量的影响。
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及归纳凝练的理论当然对其他类似地区也有一般的指导意义，把本著作冠以"太湖流
域土-水间的物质交换与水环境质量"的书名，务求更加切题和科学严谨。
全书共分十四章，内容涉及土-水间的物质迁移与水体富营养化，氮素在土壤--水体-大气间的交换、
转化、迁移与水土环境质量，土壤磷素从稻田、麦地、蔬菜地和桑园地的径流迁移和渗漏淋溶的过程
、特征、及不同形态磷素的迁移量、对水体质量的影响，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污染物在土-水间的迁移
及其与土壤和水质量的关系，畜禽、水产养殖业废弃物在土壤与水体间的运移与水环境质量、农村生
活污水排放对水质量的威胁以及分散、就地进行生活污水的生态和生物处理的综述，国外磷素及面源
污染迁移模型进展的介绍，国内外生物缓冲带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功能及应用实例的推荐，提出了阻
截土壤污染物向水体迁移其他策略和措施的建议。
最后讨论了土-水间物质交换对土壤质量的反馈及本领域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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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湖流域土-水间的物质交换与水环境质量》适于土壤学、水科学、环境学、生态学和农学领域的科
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生，特别是从事面源污染防治的广大科技人员阅读，也适于各级政府
部门从事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导干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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