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800937965

10位ISBN编号：7800937968

出版时间：1995-10

出版时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作者：中国自然资料丛书编撰委员会

页数：618

字数：54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前言

　　旨在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和开发现状，研究开发利用前景、战略和对策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陆续出版了。
这是囊括各种资源卷和各省、区、市资源卷在内的巨著，它的出版发行是科技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
对这一丛书的出版，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为丛书的编著和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专家、教授和同志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条件，
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对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
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得天独厚，总量大都位居世界各国前列，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疆域和广袤
的土地；有遍布成网的江河水体；有丰富齐全的矿藏；有茂密的森林；有广阔的草地；有约300万平方
公里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多彩而诱人的景观。
这些都是我国人民得以繁衍，民族得以文明昌盛的物质基础。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加上开发历史久远，不合理开发利用和浪费破坏，如土地的乱占滥用、矿藏
的乱采乱挖、森林的乱砍滥伐、草地的超载过牧等，造成多种资源日趋减少和贫化，人均占有资源量
很低，几种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及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只有七
分之一。
因此，从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来说，我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此外，我国资源的生产力和资源效益低，如中低产农田比重大，多种矿产资源品位和回采率低，草地
产畜量少，水资源南丰北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根据这样的国情，需要切实加强对资源的统筹规划、合理开发、节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把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资源作为我这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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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的一部分，丛书总编委会与中国气象局气候司的领导对本书的编写作了
具体指导，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共分四篇：第一篇是气候资源概论，主要论述这一资源的基本概念、性质、分类、形成因子等
。
这一部分目前尚无成熟的材料以供借鉴，主要基于对现有情况进行归类提炼和分析研究而成，以供参
考讨论，为今后这一工作的完善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篇是中国主要气候资源要素的分析与评价。
由于人们对气候资源的利用价值缺乏认识，因而未能充分开发利用。
今后，为了进一步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必须对我国主要气候资源进行分析评价。
所以，这一部分从气候要素的基本特点入手，就会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与通用性。
    第三篇论述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与前景，主要分行业进行论述，可为有关行业提供参考，同时
也提供了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总体概念。
此外，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分析其前景。
    第四篇是中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问题，主要探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有关因地制宜、气候
灾害、气候变化、科技技术的发展，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为趋势避害、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促进气候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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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气候资源管理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章节摘录

　　林木年龄标志林木的成长发育阶段，一般说来，树木年龄越大，树木的发育越粗壮，树林的郁闭
度就增大，到达林冠下面的总辐射就减少。
不过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壮林时林中总辐射到达量最小，幼林和老龄时期林中的总辐射反而有所增
加。
　　在森林中，各个高度上的辐射强度是不同的，越接近地面，太阳辐射减弱越厉害。
从图5-13上可以看出，当太阳辐射进入林中时，绝大部分能量在冠层中已经失去，在树干间太阳辐射
的损失就已变得相当缓和，在林中地面上获得的辐射能量还不到10％。
在晴天，直达辐射较多，林中的太阳辐射的相对减弱也多；在阴天，主要是散射辐射，林中的辐射的
减弱相对地比晴天缓慢。
　　总的来说，林中的太阳辐射总量比空旷地区小得多。
一般，森林中太阳辐射总量只有空旷地区的40％，如果林中有第二层林木时，其获得的太阳总辐射量
还要小得多。
　　二、农田中的太阳辐射状况　　农田作物对太阳辐射有两个作用面，太阳光进入农田植被后，一
部分被作物茎叶反射，一部分被作物茎叶吸收，这种吸收和反射又是在不同的层次叶面和茎秆上多次
进行，经过层层削弱，通过茎叶间隙到达地面的才是透射部分。
如图5-14所示，直达辐射、散射辐射和总辐射三种光强的铅直分布曲线的趋势是一致的，都是从作物
顶部向下递减，开始递减较慢，至作物中间迅速削弱，下层递减又变得缓慢。
其中，散射光强的递减大于直射光强。
　　由于一天中太阳高度的变化，直射光强、散射光强和总光强都有日变化，其日变化的变幅随着由
作物顶部向下部深入而越来越小。
　　实测资料表明，农田作物各层冠层中对太阳辐射的吸收是不同的。
随着日出到正午，吸收辐射能最大的那层高度逐步由上向下移动，在早晨6-7点钟，小麦田最大吸收层
在60-70厘米，9-10点钟降至40-50厘米，至11-12点钟最大吸收层降到最低的30-4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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