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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是(空间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丛书)之
一。
本书内容是基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
例)”(课题编号：2006bak30b01)的研究成果。
本书对解决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以及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如何应用都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

　　《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从理论需求、技术设计与实践应用三个不
同层面对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目前
大运河的保护规划、申遗规划及未来申遗成功后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动态监测等具有很实际的科技支
撑作用。
《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的出版会对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博行业的应用及
京杭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有积极影响。

　　《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的出版为文博行业管理人员、文化遗产研
究人员、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为高等院校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的师生阅读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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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
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空前重视”与“空前破坏”并存。
一方面，国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速度加快，资金投入加大；另一方面，部分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遭到破坏，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迅速消失，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着“局部状况有所改善和整体环
境持续恶化”并存的局面。
城市化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严峻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
全国性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城市化高潮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难度，“工程一开工、推土机一动，文化遗
产就寿终正寝情况严重”。
我国原有古代存留下来的城池约5000座，旧城区拥有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的古城墙、古城门、古城楼
、古建筑，是城市记忆保持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
一些城市在“旧城改造”工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实施“推平头”式拆迁；在“危旧房改造
”工程中，将危房和旧房混为一谈，一并列入拆迁范围，盲目地在旧城区内兴建高层建筑，使文化遗
产和历史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例如，浙江舟山市大肆拆毁定海古城历史街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被毁、安阳穿城
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历史建筑全部被拆，这些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文化遗产周边环境遭破坏。
面对城市化迅猛发展之势，历史文化名城的总体规划往往仍然沿用单一中心的规划布局和传统城市扩
张模式，使城市中心区的各项功能过分聚集，建成区的扩展呈“摊大饼”趋势。
城市的不合理规划造成文物古迹的周边环境遭受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环境风貌受损。
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建起许多体量大和超高的建筑，星星点点的文物湮
没在高大的现代建筑群中，让人很难感到它的价值所在。
有的地方已经城镇化，历史文化环境严重萎缩。
（3）城市“千城一面”的问题突出。
不少历史性城市追求大体量的建筑物、大规模的建筑群，致使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在被杂
乱无章的新建筑群所淹没，城市面貌千篇一律。
例如，城市高层建筑快速增长，在旧城区内大量“见缝插楼”，对传统风貌形成强大冲击。
（4）游客超载造成文化遗产伤害。
一些文化遗产面临游客超载、错位开发的严重威胁。
游客威胁，主要表现为“人满为患”；开发威胁，主要表现为“楼满为患”。
“人满为患”，使文化遗产不堪重负，给文物本体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楼满为患”，使文化遗产
地“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严重伤害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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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信息技术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是空间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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