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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沿黄城市带回族新型住区空间布局适宜性研究》通过对宁夏回族住区空间布局的全面调查研究
，挖掘宁夏回族传统住区的建造经验模式，同时考虑当前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探索适合城乡统筹背
景下、快速城镇化时期宁夏沿黄城市带回族新型住区的空间布局适宜性，以期作为宁夏沿黄城市带回
族住区规划建设的指导依据。
《宁夏沿黄城市带回族新型住区空间布局适宜性研究》主要内容为：绪论、住区规划实践相关研究及
启示、宁夏回族住区的历史演变、典型回族住区空间布局现状特征分析、驱动因素分析及回族新型住
区空间布局适宜性模式引导框架、聚居区空间布局适宜性模式探索、院落空间布局适宜性模式探索、
结论与展望。
《宁夏沿黄城市带回族新型住区空间布局适宜性研究》可供城乡规划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教师、
学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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