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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水土保持学(第3版)》主要内容包括水土流失与土壤侵蚀、水土保持
调查与规划、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荒漠化防治、山地侵蚀灾害综合防治、生态退化区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生产建设项目区水土保持、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材料与施工、水土保持工程概预
算、水土流失监测与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与工程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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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石窝（风蚀壁龛） 陡峭的岩壁，经风蚀形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小洞穴和
凹坑。
大的深10～25 cm，口径达20 cm。
有的分散，有的群集，使岩壁呈蜂窝状外貌，称为石窝。
这种现象在花岗岩和砂岩壁上最为发育。
 （2）风蚀蘑菇和风蚀柱 孤立凸起的岩石，或水平节理和裂隙发育的岩石，特别是下部岩性软于上部
的岩石，受到长期的风蚀和风磨，易形成顶部大、基部小的形似蘑菇的岩石，称为风蚀蘑菇。
垂直裂隙发育的岩石经过长期的风蚀，易形成柱状，故称风蚀柱。
它可单独挺立，也有成群分布，其大小高低不一。
 （3）风蚀垄槽（雅丹） 在干旱地区的湖积平原上，由于湖水干涸，黏性土干缩裂开，主要风向沿裂
隙不断吹蚀并带走土粒，使裂隙逐渐扩大，将原来平坦的地面发育成许多不规则的陡壁、垄岗（墩台
）和宽浅的沟槽。
吹蚀沟槽与不规则的垄岗相问组成的崎岖起伏、支离破碎的地面称为风蚀垄槽。
这种地貌以罗布泊附近雅丹地区最为典型，故又叫雅丹地貌。
沟槽可深达十余米，长达数十米至数百米，沟槽内常为沙粒填充。
 （4）风蚀洼地 由松散物质组成的地面经风吹蚀后，形成宽广而轮廓及界面不大明显的洼地。
它们多呈椭圆形成行分布并沿主要风向伸展，有时也形成巨大的围椅形风蚀洼地，自地面向下凹进。
洼地的背风壁较陡，常达30以上。
 （5）风蚀谷和风蚀残丘 在干旱地区遇有较大暴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冲刷地面后形成沟谷，这些沟谷再
经长期风蚀形成风蚀谷。
风蚀谷无一定形状，有狭长的壕沟，也有宽广的谷地，蜿蜒曲折，长达数十千米，谷底崎岖不平、宽
窄不均。
在陡峭的谷壁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石窝，在壁坡的坡脚堆积着崩塌岩屑锥。
 风蚀谷不断发展扩大，原始地面不断缩小，最后残留下不同形状的孤立小丘称为风蚀残丘。
它们常呈带状分布，丘顶有不易被直接吹扬的砾石或黏土所保护，平顶的较多，也有尖峰的，高度一
般在10～20 m，在柴达木盆地的残丘多在数米至30 m。
 （6）风蚀城堡（风城） 在地形隆起、有产状近似水平的裸露基岩地面，由于岩性软硬不一，垂直节
理发育不均，在长期强劲风力作用下，被分割成残留的平顶山丘，远看宛如颓毁的城堡竖立在平地上
，称为风蚀城堡或风城。
典型风城分布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盆地哈密西南。
 （7）石漠与砾漠（戈壁） 在干旱地区某些地势较高的基岩或山麓地带，由于强劲风力将地表大量碎
屑细粒物质吹蚀而去，使基岩裸露或留下具有棱面麻坑的各种风棱石和石块，使得地表植物稀少、景
色荒凉，称为石漠与砾漠（又称戈壁）。
石漠与砾漠在我国的分布面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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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水土保持学(第3版)》是根据“十二五”全国重点教材编写计划以及
水土保持工作范畴的不断扩大和新需求的不断出现，《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水土保持学(
第3版)》在第2版的基础上修编的新教材，力图将国内外水土保持的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编入教材
之中，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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