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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西走廊地区气候干旱，生态脆弱。
长期以来，人们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不合理的空间开发模式叠加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之上，使得该地
区面临水资源短缺、内陆河流断流、土地荒漠化加剧等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当地和西北
地区的生态安全，制约着人居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约束条件下，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经济
社会规律为双重导向，以统筹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为目的，开展下列问题的
研究：(1)通过河西走廊开发历史与人居环境变迁关系的分析，概括出人居环境问题的实质；(2)探讨
两种相关机制：人居环境演变机制，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模式的形成机制；(3)河西走廊承载力的空间
分布；(4)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地域类型划分；(5)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准则和
模式。
    采用“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调查研究、定量定性互补”等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人类经济活动对水土资源的空间利用模式，严重背离了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属性，导致
河西走廊人居环境虽然局部改善，但整体日益恶化。
(2)河西走廊相对水资源承载力已经超载。
2006年河西走廊实际人口为482万人，而相对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只有315万人，超载近170万人；相
对水资源对耕地的相对承载力只有29万公顷，但耕地面积已达67万公顷，超载38万公顷。
河西走廊由东向西，相对水资源对人口承载力大体上呈现“超载→临界→富余”的变化，东部石羊河
流域的武威市严重超载。
(3)针对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存在着缺
乏过渡性和连续性的缺点与问题，本书根据河西走廊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条件空间分异与组合的特殊
规律，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通过突出水资源承载力的关键制约作
用，建立评价体系，以县级地域为基础单元，将河西走廊地域功能类型划分为连续的、逐次过渡的3
大类、6种类型。
3大类是：保护类、过渡类、发展类；6种类型是：严格保护区、保护区、临界区、适度发展区、发展
区、逐步转型发展区。
(4)将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发展的基本准则和模式体系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以水资源水生态为约束
、保护与发展相统筹的基本准则；因地制宜、整体协调的空间调控与管制模式；以节水为核心、生态
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成长模式；适速适度、城乡区域统筹的城市化和城镇体系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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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
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本书通过对河西走廊开发历史与人居环境变迁关系的分析，概括出人居环境存在问题的实质，探
讨了人居环境演变机制、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模式的形成机制；研究了河西走廊承载力的空间分布与
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地域类型划分。
本书还对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准则和模式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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