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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郝桂娟同志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撰写的博士论文，整编成《大兴安岭东麓旱作丘陵区耕
地质量演变与可持续利用》一书，并在该书付梓前请我审阅并作序。
作为导师，我对郝桂娟有较深入的了解。
她是学者型领导干部，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办事条理清晰、果断干练，既体现了一名领导干部应具
备的优秀品质，又展现了一名学者对科研事业的执着精神。
　　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从事什么工
作，她都重视对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前，她一直工作在农业推广与农业基础性研究第一线，其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内蒙古
自治区和国家农业部的奖励。
2005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不久又兼任市工商联主席。
　　郝桂娟同志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20多年的农业工作实践，使她有了深刻的一线体验，并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10多年的
从政经历，又开阔了她的研究视野。
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所处的独特位置以及广阔的视野，使其从事农业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郝桂娟走上领导岗位后，坚持对农业工作的研究。
　  　后记　　此书是以本人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
　　2006年9月，我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师从任天志研究员，在职攻读农
学博士学位。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正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抢抓机遇，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全力打造内
蒙古自治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的女儿全力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期。
作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我此间先后兼任阿荣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和呼伦贝尔市工商联主席，其工
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之大难以言表。
但是，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按照研究生院要求，完成各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全力构思和写作博士
论文。
　　本书得以完成，要衷心地感谢导师任天志研究员。
三年来，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
都得到了任天志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导师任天志有渊博的学识、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科研思维、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勤奋工作的敬
业精神和真诚待人、谦逊、无私的品格，都使我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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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兴安岭东麓旱作丘陵区耕地土壤化学性状演变特征、耕地土壤有机质的变化、耕地土壤全氮和碱解
氮的变化、耕地土壤速效磷的变化、耕地土壤速效钾的变化、耕地土壤中量元素状况、耕地土壤微量
元素状况、耕地土壤化学性状演变的因素分析、本章小结、大兴安岭东麓旱作丘陵区耕地土壤物理性
状演变特征、耕地土壤质地的变化、耕地土壤结构与机械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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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桂娟，女，农学博士。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农业推广研究员，阿荣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荣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现任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2009年6月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获农学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4篇，出版著作两部，参与实施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等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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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土壤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直被地学界、生态学界和生物学界高度关注。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粮食总产逐年攀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
，创造了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近22％的人口的奇迹。
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经济纵深发展，这一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如何正确化解这
一矛盾，成为当前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问题。
从长期看，像我国这样的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耕地将会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制约性因素。
科学评价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和与其质量演变的关系，进而通过农艺措施提高土壤质量，可望为我国农
业发展开辟重要途径。
大兴安岭东麓旱作丘陵区系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典型地带，土地资源丰富，生态类型复杂，是呼伦贝尔
市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本项研究在全国土壤普查的基础上，对大兴安岭东麓旱作丘陵区耕地质量演变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揭示该区20多年来的耕地土壤化学性状演变特征、物理性状演变特征、环境质量演变特征、耕地土壤
侵蚀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耕地质量演变的驱动因素与影响因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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