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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壤电学》是作者根据国家科技部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项目 一&ldquo;雷电防护标准体系建设的
关键技术研究&rdquo;项目、重庆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mdash;&mdash;&ldquo;重庆轻轨防雷技术研
究&rdquo;项目、中国气象局雷电监测系统建设项目&mdash;&mdash;&ldquo;土壤电导远程自动监测站
示范项目&rdquo;和&ldquo;气象因素对土壤电导性影响的机理研究&rdquo;课题等研究成果，并参考国
内有关土壤学、电学、电化学、电腐蚀学和雷电科学与防护技术以及接地技术等在土壤电学方面的应
用成果和研究资料编著而成。
全书共分七章，分别论述了土壤电学产生的背景、土壤电学的科学内涵、土壤的产生与分布、土壤的
主要物理化学特性、土壤电化学、土壤电腐蚀学、土壤电导学和土壤电导远程自动监测系统，揭示了
土壤中的电化学现象、电腐蚀现象、土壤电导现象的本质，为土壤的合理利用和改良、建设项目雷击
风险评估、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大型地下金属设施的防腐工程设计与施工、开展精细农业研究以及
改善土壤电阻率增强土壤电导性、加强土壤环境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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