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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三峡工程整体人居环境建设中，库区综合交通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三峡库区乃至更大范围
的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和文化进步、城镇体系与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本书紧扣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着眼于解决三峡库区交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解决问
题的办法，在相关实践积累基础上，对库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进行分析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三峡地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对交通建设的影响，三峡地区交通建筑文化的历史成
就总结，三峡库区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区域交通发展与城镇体系建设的互动关系，适应山地环
境与水库水位消落特点的城市道路交通建设方法等，提出了三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交通支撑体系的基
本框架，以及加强交通建设的区域协作，安全、经济地进行城市交通建设的技术手段与对策措施。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与设计、城乡规划与管理、土木工程、交通工程专业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及高等学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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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研究的缘起　　交通运输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聚居的产生与发展，与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与交通运输更有直接的
联系。
就人类个体而言，不论是原始社会的巢居、穴居，还是现代社会的高楼大厦，人的生产与生活，离不
开交通；就人类群体而言，从偏远的乡村到现代化大都市，交通的地位与作用不可替代，人们的工作
、居住、游憩与交通息息相关。
人居环境科学主要研究人类聚居，经过近50年发展，逐渐形成集合了建筑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
科内容的科学。
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C.A.Doxiadi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人类聚居学”（EKISTICS：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强调把包括乡村、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住区作为一个整体，把自然、人、
社会、房屋、网络等基本构成元素进行系统研究，其中的网络包含了交通运输的硬件设施（各种道路
网络）与软件环境（物流与人流系统）；中国建筑学前辈吴良镛先生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由自然系统、人类系统
、居住系统、社会系统、支撑系统等5个子系统组成，其中交通运输属于人居环境支撑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包括有形的人员及物资运输（如车、船等）与无形的联系（如因特网、无线电话等）。
现代社会因特网网址中最常见的后缀“．com”，通常认为是由“communication”（运输、通信）简
化而成，体现了人居环境建设支撑系统的时代内涵。
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研究交通运输的地位与作用，总结人居环境建设交通支撑体系的构成及特点，并
从技术经济层面分析和解决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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