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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
用和改造也日益广泛。
但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等诸多问题也逐一浮出水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而影响甚
至威胁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从全球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以下十大环境问题（钱易，2003）。
　　（1）全球气候变暖。
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合物等温室气体，阻碍了地球表面热量散发的平衡，使全球气候
变暖。
这会引起两极冰川的融化，带来频繁的暴风雨，导致生物物种的减少，更会使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
区受淹。
　　（2）臭氧层破坏。
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发现北极圈的臭氧浓度明显降低，南极圈的臭氧层还出现了空洞。
臭氧层位于距离地面10～50公里范围的大气平流层内，能吸收太阳的大部分紫外线，一旦遭破坏，将
增高人类皮肤癌和白内障的发病率，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并会严重地破坏海洋和陆地的生态
系统，阻碍植物的正常生长。
　　（3）生物多样性减少。
据统计表明，目前每年要有4 000～6 000种生物从地球上消失，更多的物种正受到威胁。
1996年世界动植物保护协会的报告指出：“地球上1/4的哺乳类动物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每年还
有1 000万公顷的热带森林被毁坏。
”　　（4）酸雨蔓延。
全世界有三大著名的酸雨区，一个在北美的五大湖地区，一个在北欧，另一个就在中国。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降雨时溶解在水中，即形成酸雨。
酸雨具有腐蚀性，降落地面会损害农作物的生长，导致林木枯萎，湖泊酸化，鱼类死亡，建筑物及名
胜古迹遭受破坏。
　　（5）森林锐减。
据统计，近50年，森林面积已减少了30％，而且其锐减的势头至今不见减弱。
森林的减少导致了水土流失、洪灾频繁、物种减少、气候变化等多种严重恶果。
　　（6）土地荒漠化。
过度的放牧及重用轻养使草地逐渐退化，开荒、采矿、修路等建设活动对土地的破坏作用甚大，加上
水土流失的不断侵蚀，世界上每天都有大片土地沦为荒漠。
　　（7）资源短缺。
近数十年来，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已有很多资源呈现出短缺的现象。
如水资源方面，目前全球有约1/3的人口已受到缺水的威胁。
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为供应粮食所需的耕地日益紧张。
很多矿产的储量在近数千年内迅速减少。
专家预计，再有50—60年即可耗去石油储量的80％，某些贵金属资源则已经消耗殆尽。
　　（8）水环境污染严重。
人口膨胀和工业发展所制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污水废水终于超过了天然水体的承受极限，清澈的水体
变黑发臭，细菌滋生，鱼类死亡，藻类疯长。
更为严重的是，本来足以滋养人体的水，常因含有有毒物质而使人染病，甚至致人于死地。
工农业生产当然也因为水质的恶化而受到极大损害。
水环境的污染使原来就短缺的水资源更为紧张。
水资源的短缺、水环境的污染和水的洪涝灾害构成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水危机。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
写下后记两个字时，并没有丝毫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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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两年来的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备感科研探索的困难和压力，其间不乏困惑，甚至
想到放弃。
　　感谢身边诸位老师和学友的鼓励和帮助，得以一路走来。
还有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一直以来所给予的宽容、理解和支持，鼓舞着我前行。
　　由此想到，我在北大近11年来的学习，从跨人小学校门至今的24年求学生涯，也想到“而立”之
年的这30年，感谢一路上的各位良师益友。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此中感激之情，难以一一言表。
　　本书是两年博士后工作的一次总结，但是其中的工作和思考不仅仅停留于此，此前已经有所探索
，今后也将作进一步的研究。
　　感谢左川教授和杨锐教授，两位合作导师对本书给予的关注、启发和指导，既给我在清华工作和
学习的机会，也给了我锻炼的机会，教我逐步成长于实践中，思考于实践中。
同时，也感谢我的博士导师蔡运龙教授、硕士导师王仰麟教授和吴月照研究员，一直以来对我科研和
成长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诸位师友、学长和同事。
研究所的党安荣老师、庄优波、袁南果、王萌、武磊、王彬汕、江权、阙镇清和孔松岩，以及已经毕
业的刘晓东、崔宝义和罗婷婷等，他们和我在工作中的讨论，给我提供了许多思想。
袁南果和庄优波在本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候，还分担了我的部分工作。
北大环境学院的魏遐、陈喜波、林伟立和吴宇宁等学友，也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许多帮助。
　　感谢工作中和实地调研中提供帮助的相关单位和个人，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他们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
　　谨以此书与所有关注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人共享探索的苦乐!　　祁黄雄　　于清华园西北小区　
　2006午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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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保护性用地体系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收集整理国内外保护性用地体系规划的相关文献资料
，结合研究所的规划项目工作，进行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并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人士访谈。
同时借助参加会议等提供的机会，向专家咨询，进行实地调研。
了解中国保护性用地体系的规划理论和实践，将国内外情况的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比、不同类型
保护性用地之间的比较等等。
　　随着人类对自然开发和利用的日益广泛，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等诸多问题日益威胁着
人类的生存。
本书针对这一问题，从规划的角度，探讨了建立保护性用地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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