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数据库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30291677

10位ISBN编号：7030291670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贺可强、侯新文、尹明泉、 等 科学出版社  (2010-10出版)

页数：2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前言

地球岩石圈表层地质环境与生物圈、人类圈、水圈及大气圈的环境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对统一完整而复杂的地质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相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就
是“地质生态环境”。“地质生态环境”这一概念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人类社会面临可持
续发展问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地质环境与生态环境二者组合而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全新概念，这
一概念的出现是人类认识自然能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地质生态环境研究的主要
对象就是人类活动与地质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规范人类活动行
为和制定合理的措施，保持和维护地质生态自然体系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
一地一生三者和谐共处，因而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面对当前全球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许多国家都逐渐重视地质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如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
亚等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大力开展了国家重点大区域性综合地质生态调查研究工作，还进行了
诸如农业生态地质、城市生态地质、大江大河及大型湖泊等专项调查研究工作。全球性的地质生态问
题，正在通过全球性的研究工作予以探索。国际岩石圈生物圈计划（Internai 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IGBP）也全面展开，特别是晚更新世以来岩石圈和生物圈的变化，包括古地理、古气候
、古生态的变化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地质生态环境调查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试点研
究和初期开展阶段，工作地点大多在西部和南部地区。1994年首次在四川大巴山地区进行了1：5万的
区域地质生态试点调查，取得良好的效果。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
如农业地质生态环境、城市地质生态环境、海洋地质生态环境、青藏高原地质生态环境、黄河及西南
三江流域地质生态环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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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数据库研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分析为例》针对地质生态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以现代地球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及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对地质生态环境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地
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与评价参数等基本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阐述，对山东半岛城市群
地区地质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地质生态问题等进行了理论分析，特别是在基本查明该地区的地质生态环
境特点、发展趋势与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对区域地质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量化地综合分析与评价，对
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与预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该地区地质生态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数据库系统，从而为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
究与评价。
《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及其空间数据库研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分析为例》可供环境地质
、水文地质、地质灾害及生态地质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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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多样性由于影响地质生态环境的因素十分复杂，其指标也十分繁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指
标系统，这就要求在具体评价时，一方面为了便于应用，指标不应过于繁多；另一方面评价方法也具
有多样性，应广泛吸收现代地质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如模糊数学、神经网络、灰色理论
、地理信息系统等，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多种方法相互论证、互相补
充。3）模糊性地质生态环境指标中的数据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各因素划分级别的指标界限是模糊
的，有些指标界限是连续的，只是为了评价便人为将之分割开来；另一，方面，指标中的数据是模糊
的，如地面变形分为轻度地面变形、一定程度的地面变形、严重程度的地面变形等。对这样复杂的大
系统问题，用模糊数学可得到较好的解决（张文修等，1991）。4）不确定性地质生态环境质量的有些
指标不能定量，一部分指标如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等是人们在野外调查和分析中用语言表达；另一
些则是通过仪器测量、试验获得。我们在野外观察，描述复杂的地质现象时，常用“中软场地土、有
一定程度破坏、地下水的侵蚀性大致是多少”等方式来表达指标对环境质量的估计，由于描述方法不
同，常出现单值、区间值，甚至语言赋值，这种表达方法具有不确定性。2.1.3 地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指标权重的确定权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某一指标而言，某一指标的权重是指该指标在整体评
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表示在评价过程中，被评价对象的不同侧面的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对各
评价因子在总体评价中的作用进行区别对待。权重是要从若干评价指标中分出轻重来，一组评价指标
体系相对应的权重组成了权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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