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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北黄土高原植物区系地理研究》以黄土高原地区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黄土高原
植物区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广泛深入调查和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利用和植物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植物区系组成、区系性质、特有现象、替代
现象、地理联系、区系的起源与演化、区系分区及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对本区植物区系进行了深入研
究，同时对本区典型流域的植物生物多样性、典型植物群落区系进行了研究，另外，对本区保护植物
、资源植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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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武，（1968.11—），男，汉族，宁夏固原人。
理学博士，副教授，植物学科、生态学科研究生导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骨干人才。
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植被恢复与保持等。
曾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10余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671672）和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青年骨干人才支持计划各1项，参与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重点项目和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
各1项。
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发表SCI论文4篇，出版著作（教材）1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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