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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域问题古老而新鲜，永远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流域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最集中的地方，水和土地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焦点。
九龙江流域是全球同纬度上少数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地区之一，自然生态与环境具有鲜明的
个性化特征。
九龙江流域地处福建省西部和南部，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九龙江流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30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态与环境也发生可视性变化，流域
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
基于以上，联合国南南合作网示范基地在流域可持续发展项目框架内，向福建省申请并获准承担了综
合性研究项目“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
该项目旨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利用商业和研究渠道所能获取的卫星遥感信息数据，从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城镇扩张、水土流失、环境综合评价等专题对九龙江流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30年间的
生态与环境进行遥感动态监测，结合该时期九龙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九龙江流
域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问题，促进九龙江流域科学发展、持续发展。
“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列人南南合作项目和福建省重中之重科技计划项目。
本书是在总结“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流域生态与环境动态监测不乏优秀成果。
但是，在中小流域尺度生态与环境遥感监测的专题信息提取方面，在时相跨度大、季差明显、多云地
带、色彩多样的情况下的地物分类与辨识方面，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利用九龙江流域1989～1998～2003年3个时相的生态一环境遥感监测，选择TM和ASTER数据源，
收集有关辅助信息，利用先进的处理技术平台，形成适合流域实际的数据源选取与搜集一遥感影像几
何校正一遥感图像镶嵌一研究区裁剪的可操作流程，建立地物辨认知识，给出合理的有关参数，应用
徐涵秋三指数法，提出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并不断与现场实地考察对照，使每个时相分类结果的
精度均达到了80％以上，建立数字九龙江基本框架，为流域生态功能区划、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水土
流失研究、城镇扩张研究、环境演化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日益引起关注，但从方法、数据挖掘与开发、模型建立、结果分析与应用
等许多方面仍处在探索之中。
本书努力去探索和尝试的主要有：①数据来源挖掘，高度开放，有机集成，包括来自统计数据、遥感
监测以及信息查询和调查研究的。
②数据空间化处理技术，提出以经调整的流域面积与行政区面积比来研究经济社会宏观数据流域空间
化技术，并确立以龙岩、漳州、厦门为基础研究九龙江流域的依据；提出以优先综合法确定映射系数
完成县市级宏观数据到流域范围的换算，并在流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综合分析中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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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福建省重中之重科技计划项目“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与应用”的研究成果专著。
全书共分10章：第1章绪论，第2章介绍九龙江流域概况，第3章介绍流域生态与环境遥感监测内容，
第4章介绍流域生态功能区划，第5章研究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第6章分析流域森林生态系统，第7章
研究流域水土保持，第8章分析流域环境演化，第9章分析流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第10章评价流域过
往主要行为的可持续属性，设计未来在发展中推进环境高级化的方案，并提出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
的22条建议。
书中内容以数据信息为基础，力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力求多学科联合攻关。
    本书可供从事流域生态与环境研究、教学、管理人员参考，也适用于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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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生态学”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
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可以这样理解：生态是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及演变
过程的总和。
2.环境关于环境，《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如下定义：“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及其
保护与改善的科学”。
“环境”是“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
素的总体。
”“按环境主体可分为以人作为主体的人类生存环境和以生物为主体（不把人以外的生物看成环境要
素）的生物界生存环境；在环境科学中，多数人采用前者，而在生态学中，往往采用后者。
”自然环境是“环绕着人群的空间中可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体
。
”3.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
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是两个在含义上十分相近的概念，有时人们将其混用，但严格说来，生
态环境并不等同于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
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
仅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虽然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但并不能叫做生态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仅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包含关系。
生态学所讲的“环境”，是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为主体，围绕生物界并构成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的
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物质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
“生境”或者“栖息地”。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活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
因此，要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就必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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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九龙江流域环境监测与可持续发展》努力去探索和尝试的主要有：①数据来源挖掘，高度开放，有
机集成，包括来自统计数据、遥感监测以及信息查询和调查研究的。
②数据空间化处理技术，提出以经调整的流域面积与行政区面积比来研究经济社会宏观数据流域空间
化技术，并确立以龙岩、漳州、厦门为基础研究九龙江流域的依据；提出以优先综合法确定映射系数
完成县市级宏观数据到流域范围的换算，并在流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综合分析中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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