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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针对西南山地流域的环境类型，在人居环境科学框架下，以“流
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关键问题为导向，以乌江流域为研究范围，以“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城市形
态扩展及其规划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三个方面为核心研究内容，探索“建筑、地景、城市规划
”三位一体思想的理论价值，以及在山地流域人居环境建设上的普遍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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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1.1 关于题目　　1.1.1 选题　　本书选题是在人居环境科学的体系中，根据导师赵万民
教授的研究领域和重庆大学在山地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理论积累和实践探索进行的。
该选题针对流域的人居环境建设作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两方面的研究。
　　1998年10月，赵万民教授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峡库区节约环境资源的城市设计方法
》期间，曾带笔者到库区城市涪陵进行考察。
在涪陵，笔者看到乌江与长江交汇的场景：黄色的长江浊沙滚滚，及至乌江江水汇入，泾渭分明。
笔者当时即意识到河流能够如此直接地反映出人居环境的生态状况，以及流域上下游之间生态关联的
重要性。
　　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对乌江流域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机会。
2000年3月，笔者参与赵万民教授主持的另一项课题《龚滩古镇的保护与发展》时，在乌江边上的这个
古镇驻留了近一个月。
饮乌江水，食乌江鱼，终日穿行在古镇幽静的青石板街巷之中，游走于穿斗吊脚楼深远的挑檐之下，
并溯流而上，游览了有“乌江画廊”之称的峡江美景。
经过这次实地调研，对乌江的感情日深。
　　课题完成之后，赵万民教授指出，以流域为单元进行人居环境建设研究，在西南山地人居环境研
究中将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并建议笔者对乌江流域的人居环境进行深入研究。
　　2002年8月，带着对课题的初步认识，笔者赴贵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资料收集工作。
在获取资料的同时，笔者逐渐了解到流域贫困、落后的社会现实，以及清澈的乌江河水背后隐藏着的
种种生态忧患。
此后，在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撰写了大纲，与导师赵万民教授进行了七八稿的讨论、修改，方才
基本成型。
2003年2月底至5月中旬，笔者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再赴实地考察，对乌江流域的近30个城市进行了程度
不同的调研，综合整理资料之后，进一步修改与充实了大纲，完成了选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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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可供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流域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专
业的研究人员以及师生阅读，也可供西南地区流域开发和城市规划等相关部门的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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