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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应用研究》将GIS应用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的现状调查、规
划编制、保护管理中，改变了传统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方法；建立基于GIS的历
史文化名城多源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为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多因子价值评定提供了数据支持；
将GIS技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基础资料整理、保护名录制定、各类保护区范围划
定等工作要求相结合，改变了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方法和技术路线，提高了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在对历史格局的研究中采用了转译法，使历史格局的各要素转译到具
有精确坐标的现状地图上，建立具有时间序列的空间数据库，评价各地块历史价值，保护历史格局；
构建历史文化名城高度控制的数学模型，优化和控制名城的空间形态；基于GIS空间数据库提供多元
数据集成的数字化平台，使保护规划更具有科学性、综合性和客观性，以及管理的现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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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星，男，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GIS和遥感在遗产保护及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在国内首次将GIS应用于历史街区保护及规划编制中。目前已公开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著（译）
作3部，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20多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下，在多个研究案例项目的基础上，对GIS技术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应
用的一个总结。 金超，女，硕士，2010年于东南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毕业，现在青岛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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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城市的保护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进，由保护
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建筑单体，发展到保护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历史环境乃至整个历史城市；由保
护物质实体发展到非物质的城市传统文化。这种保护概念的扩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保
护与发展并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2.2我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发展历程 我国从新中国成
立后到19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对历史城市保护的认识仅限于其中的文物或者遗址范围，对古城自身
价值认识不足，城市保护基本停留在理论探索与争执阶段，没有形成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经济
和建设迎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新城建设、旧城更新，使得城市传统风貌产生了巨大改变，城市
保护进入一个更为严峻和紧迫的时期，保护对象也由历史遗产转向整个历史城市。这些矛盾所形成的
问题，催生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1982年，国务院公布我国首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的名单，标志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拉开帷幕，同时，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
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阐述了保护名城的重要性，并对名城保护和建设提出若干意
见。1983年，建设部会同文化部文物局在西安召开“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与保护座谈会”，会议主题是
研究名城规划与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为推动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保护工作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并建立起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两批历史文化名
城陆续编制完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总结和规范名城保护规划创造了条件。1993年建设部召开
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总结名城制度确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
向。1994年，建设部在总结过去十几年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实践的基础上，颁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编制要求》，对于规范和统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标准起到重要作用，名城保护规划逐渐走向
系统化和规范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制基本确定。同年，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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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应用研究》针对快速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复
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问题，选择典型案例，建构基于GIS技术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的现状
调查、保护规划编制的方法，以及基于空问数据库的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数
据库的多因素价值评定方法研究。《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应用研究》可供城市规划、历
史保护、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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