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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中-天水经济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由周杰、李小强等所著，本书从资源、环境和经济相协调、人
与自然相和谐的高度，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书中将关中一天水
经济区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将经济区过去、现今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纳入自然
、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耦合系统，综合运用地学、水文学、生态学和环境学等多种手段，从土地资
源与土壤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城市化与城乡相互作用、重大自然灾害与环
境、农业文明起源与人类活动、产业布局与资源经济、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等多角度开展研究，以期
为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数据和理论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可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区域规划的科研人员阅读，也可
供高等院校地理、环境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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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生态足迹方法介绍一、生态足迹概念二、生态足迹模型中使用的生物生产
面积的类型三、生态足迹理论的几个假设四、生态足迹的计算第二节 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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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分析三、关中-天水经济区不同城市生态占用状况分析第四节 提高关中-天水经济区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对策一、注重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管理二、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三、发展生态农业,提高作物
产量四、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控制人均消费的过快增长五、采取保护措施,控制郊区化趋势六、
控制人口数量七、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参考文献第八章 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第一节 区域城市化进程一、
城市化空间作用模式概述二、关中-天水经济区内城市化空间演化作用模式第二节 城市化进程与环境
系统的作用模式第三节 城市系统碳循环模型一、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碳动态过程模型二、城市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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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中-天水盆地位于黄土高原南缘的渭河流域，属暖温带-温带季风气候，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地
理位置独特，自然环境复杂，地貌单元多样，植被类型、结构和分布差异很大。天水盆地新石器时代
以来相继经历了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阶段，关中盆地经历了老官台文化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先周文化等，关中-天水是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夏
、商、周直至唐宋时期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在延绵至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中天水盆地早期人类活动持续而剧烈，对植被和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目
前，关中天水盆地自然植被已破坏殆尽（Li et a1.，2009），地质历史时期自然植被究竟是森林还是草
原也一直存在争议，其“潜在植被”类型和生态格局的真实特征备受关注，不仅是气候环境变化和早
期人类活动研究的基础，也是关中-天水盆地未来生态环境建设的科学依据。　　开展多学科、多指标
综合研究过去气候环境的演化过程，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以及人类的资源利用方式，可以帮助人类了
解自身发展规律，认识自然环境发展过程，理解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为“过去全球
变化”研究提供新观点，并为应对未来全球变化与资源短缺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　　近年来，通过自然沉积和文化层中孢粉、炭屑、植硅石、种子、同位素以及土壤地球化学研究
，在全新世植被、生态和气候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特征及其环境效应等方面已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研究
成果。关中-天水盆地全新世地层完整，考古文化遗存丰富，是开展过去全球变化的重要地区。通过高
分辨花粉、植硅体、木炭化石、种子等植物替代指标研究，结合已有的气候学、生态学、考古学和人
类学研究成果，可以重建全新世植被和生态环境特征，恢复气候环境变化历史，探究早期农业活动特
征及环境效应，探讨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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