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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和发展的时期，近几年生态环境规划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不
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态环境规划建设以不同的运作方式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区域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日渐明显。
把社会、经济、环境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在高效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应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良
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青海省湟中县位于青海省会西宁市的西部，黄河支流湟水流域的中上游，是距离省会西宁市最近
的卫星城。
湟中县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青藏铁路、109国道等重要线路穿境而过，自古
以来就是青藏高原的咽喉要道，著名的塔尔寺就位于该县。
由于近30年来，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加速、人为活动干扰加剧，湟中县的生态保护方面也面临很多问
题。
　　《民族地区生态规划：青海省湟中县案例研究》在生态规划理论基础上，结合湟中县总体发展纲
要以及西宁市生态建设规划，对湟中县区域环境、社会概况、区域环境污染源、区域生态质量状况进
行调查分析，规划了湟中县主要生态功能区，湟中县重点旅游区规划，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得出
如下结论：　　（1）只有针对县域自身特点进行规划才能保证规划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有针对性地选择各项指标、方法等使城市能够取长补短，有预见性的分析评价结果，做好整体规划的
进程，衡量好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
　　（2）通过对县域生态现状的分析及评价，生态建设规划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规划目标，并
根据县域的特点选用合理的生态建设方法并确定具体的步骤。
使得生态县建设不再停留在理想化的模式、简单的描述和各个方面独立的目标罗列上，而是更加具体
化、系统化，使生态县建设的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更加强调规划的可达性。
湟中县通过生态功能区划，使全县各部分各尽其责，协调发展。
　　（3）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彻底解决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污染问题，
就要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在实际工业生产中从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角度解决降低环境污染外排量。
　　县域生态环境规划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课题，涉及到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
运用的生态规划的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生态承载力评价、景观规划方法等也在逐渐完善，《
民族地区生态规划：青海省湟中县案例研究》仅仅对县域生态建设规划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许多问
题仍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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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8章，在介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规划概念和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主要从县域生态规
划的方法、生态承载力的评估、生态功能分区、生态适宜性分析、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层
面，介绍了青海省湟中县生态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与成果；分析了县域生态规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探讨了生态规划理论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与生态管理中的应用。
    本书可供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土地资源利用等领域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阅读，亦可作
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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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生态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生态”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是
指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阐述了生态环境的定义。
“生态环境是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系统，具有环境与资源双重属性”：“生态环境是指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冠以‘生态’之名，意在强调自然环境中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物
质的、能量的、信息的流动与联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认为“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又称自然环境，是指环绕着
人群的空间中可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的总称”。
上述定义，主要突出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将人类活动排除在生态环境之外。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
境恶化问题，各国生态学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
因此，在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上，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因素。
如“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统一体”。
论文采用如下的定义：“生态环境是生态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有机结合体，由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大
系统构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1.1　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
题，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的环境，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人类生产、生活
和健康产生影响。
从人类影响而改变自然生态过程的角度来说，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的出现几乎是同时存在的。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业化、人口膨胀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地球环境
的干扰越来越强烈，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日益严重的局部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
并且，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地域上扩张和程度上恶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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