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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理百科”丛书创新地把中国全境按山川形胜划分出数百个地理单元，并力求融“百科全书词
典”的简洁准确，与“有图通俗读物”的生动有趣为一体，通过大量图片和词条之间的互相诠释，充
分展示每一地理单元。
本分册《武夷山脉》以武夷山为描述主体，范围涉及福建浦城、泰宁、宁化和江西广丰、铅山、石城
等地，除了概括这里从汪洋变成高地的地质历史，还展示了现今“中间高、四周低”的区域大势，山
间断陷盆地、峡谷众多的地貌特征以及水源以山体为界分别向西北和东南流淌的水系格局。
与此同时，本书详述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青年期丹霞的形成原因及发育过程，并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列
举出巨型崖壁、断裂巷谷、崖壁洞穴群等代表性景观。在展示现存中亚热带最完整的原生性森林生态
系统之外，本书还介绍了南方铁杉、钟萼木、萱草、武夷山方竹等罕见植物和中国虎、崇安斜鳞蛇、
挂墩鸦雀、武夷厚唇鱼、宽尾凤蝶等珍稀的国家级保护动物。
而武夷山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名山，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这里是驰名中
外的武夷山大红袍茶的出产地及“万里茶路”的起始点；是闽越族人、客家人躲避战祸的迁居之处；
是中国道教文化繁盛之处及朱子理学的孕育之地⋯⋯凡此种种，皆被收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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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问委员会
·该丛书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全部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院士。包括孙鸿烈、赵其国、刘昌明、郑度
、王颖、陆大道、姚檀栋、傅伯杰、崔鹏。
·编辑委员会
·该丛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自各省（市）的地理学会负责人、业内专家及相关出版负责人。
·撰稿人
该丛书撰稿团队的成员基本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理学会的注册会员。他
们供职于全国知名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包括在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
理、社会文化地理等学科领域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资深专家学者，并有部分青年学者和在读硕、博士生
，如：赵焕庭（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杜灵通（宁夏大学副研究员）、李家清（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刘
峰贵（青海师范大学生命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李景保（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等等。
尽管撰稿人均为学科或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但成稿依然必须通过多层次的审稿后才能最终定稿，这
也使该丛书的内容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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