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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西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维系西藏乃至周边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的
重要性，对高原生态脆弱性主要特征——稳定性和敏感性的特点与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特点及其重要性的区域差异进行了评价，对高寒环境下的生态风险源及风险评价方法进行了
探讨。
在此基础上，对生态安全要素进行了综合集成，揭示了西藏高原生态安全空间格局。
为确保西藏高原和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提出了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原理、原则和目标以及屏障
功能分区与功能定位。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总体布局以及调控保障体系。
    本书可供环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以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生
态安全领域的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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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1.1.1　生态安全概念内涵　　20世纪60年代以来，
跨越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如森林锐减、土地退化、土地沙漠化、水体与大气污染以及温室效应带来的
全球气候变化日趋突出且严重，全球性环境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生态安全的企求和
研究，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把生态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
国家和地区安全概念也因此从传统安全领域（领土安全、军事安全）发展到非传统安全（生态安全）
。
Brow于1977年提出要对国家安全加以重新界定，随后他又指出，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人与自然间关
系的可能性会增多，土壤侵蚀、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减少等，正在威胁着每个国家
的安全。
他是最早将环境变化含义明确引入安全概念的学者。
1980年代早期，联合国裁军和安全委员会对共同安全的内容解释为日益增长的非军事威胁，包括经济
压力、资源亏缺、人口膨胀和环境退化。
1983年Ulman对安全带来的威胁定义为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一项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包括在短时间
内使一个国家居民生活质量变化和使一个国家政府或使一个国家私人和非政府实地可用政策选择范围
减小。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应包括环境
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的破坏。
1989年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提出生态安全的定义：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
、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
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
该定义强调人类生态安全，即突出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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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高原生态安全》可供环境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以及环境
保护、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领域的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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