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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是作者在多年从事世界遗产申报保护研究以及承担“中国丹霞赤水
提名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科技支撑”项目过程中，对世界自然遗产及赤水丹霞景观研究的系统总结。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按系统论思想，从地理学的角度，将丹霞地貌研究与世界自然遗产申报
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运用地理比较法与综合分析法，对世界遗产、赤水
丹霞景观的发育特征及其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进行研究，并对其保护与管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
赤水丹霞区基于世界遗产价值的科学考察线路，具有很好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可供世界遗产、地质、地貌、生态、美学、保护管理、丹霞景观研
究等方面的专家、科技人员、教师、遗产地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
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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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康宁，男，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1958年生于贵
州省威宁县，1985年于贵阳师范学院地理系自然地理学喀斯特与洞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1986
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现为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贵州省喀斯特石
漠化综合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贵
州省地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
先后主持完成“喀斯特高原退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开发”、“中国西南部深部和表层喀斯特生态
系统研究”、“西南喀斯特山区生态经济类型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南方喀斯特（云贵渝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中国丹霞赤水提名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科技支撑”、“贵州省喀斯特
石漠化综合防治规划”、“贵州喀斯特旅游资源开发的科技支撑与研究示范”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
项目38项以及中英、中新、中美、中意、中斯、中日、中韩等喀斯特及洞穴国际科技合作27次，曾赴
英国、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日本等国进行喀斯特及洞
穴学术考察、合作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以第一作者或主编出版《喀斯特石漠化的遥感——GIS典型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喀斯特文化与
生态建筑艺术》、《中国南方喀斯特：荔波锥状喀斯特、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贵州省喀斯特
石漠化综合防治图集》、《现代地理科学与贵州社会经济》、《赤水丹霞地貌、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
性》、《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第一辑）》论著7部，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65篇。
在喀斯特峰林形态量计及演化、锥状喀斯特水动力成因过程、洞穴发育与演化、喀斯特与丹霞世界自
然遗产、喀斯特少数民族地区人地关系与环境移民、喀斯特生态经济类型与可持续发展、喀斯特生态
环境保护与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
曾荣获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一次，贵州省青年科技大会一等奖一次，贵州省首届“高校
科技论坛”学术专题演讲一等奖一次，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次，贵州省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四等奖两次，贵州省先进工作者两次以及贵州省第二届青年科技奖；曾
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个人一等功一次；并获得中国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贵州省跨世纪科技人才、
贵州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贵州省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肖时珍，女，侗族，1981年11月生于贵州省黎平县，2007年于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人文
地理学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
现为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讲师，西南大学自然地理学岩溶环境与地质生态研究方向在
读博士。
主持“贵州锥状喀斯特世界遗产提名地保护价值与保护现状研究”、“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农村社区参
与式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研究”、“贵州施秉白云岩喀斯特发育及世界遗产价值研究”、“喀斯特
地区地道中药材种植与石漠化综合治理耦合模式与技术集成”、“贵州省毕节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
治理试点实施方案（2008～2010）”、“贵州省毕节市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作业设计（2008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实施方案（2011—2013）”和“岩溶地区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实施方案初步设计（2011）”科研项目8项，作为专家组核心
成员兼秘书全程参与“中国南方喀斯特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科技支撑项目”、“中国丹霞赤水提名地申
报世界自然遗产科技支撑”的设计编制工作，参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喀斯特高原退
化生态系统综合整治技术与模式”，贞丰县、关岭县、清镇市、松桃县、万山特区、开阳县等地的“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实施方案（2008～2010）”和“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作业设计
（2008）”等项目20余项，曾赴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巴西等国进行喀斯特及洞穴保护管理、世
界自然遗产申报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8篇，在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世界
自然遗产、喀斯特石漠化综合防治、喀斯特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等领域有一定研究。
曾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个人一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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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世界遗产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世界遗产概述 一、世界遗产公约及其产生 二、世界遗产
的内涵与特征 三、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评价标准 四、世界遗产名录与预备名录 五、世界遗产
的组织机构 六、中国的世界遗产与预备名录遗产 第二节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 一、世界遗产的申报 
二、世界遗产的保护 三、世界遗产的监测 四、濒危世界遗产及遗产除名 第二章 赤水丹霞的发育背景 
第一节 自然地理背景 一、地质地貌 二、气候 三、水文与水资源 四、土壤 五、生物多样性 第二节 区
域地质构造 一、地质构造  二、地层与岩性 三、水文地质 四、古生物化石 第三节 历史与发展 一、地
质地貌演化史 二、生命演化史 三、人类活动历史 第三章 赤水丹霞景观发育特征 第一节 赤水丹霞地貌
形态及特征 一、丹霞地貌概况 二、地貌单体形态 三、地貌景观组合形态 第二节 赤水丹霞地貌的形成
演化特征 一、赤水丹霞地貌的形成条件 二、赤水丹霞地貌的演化过程 第三节 赤水丹霞区的生态特征 
一、赤水丹霞区生态系统 二、赤水丹霞区生态演化 三、赤水丹霞区生态特征 第四节 赤水丹霞区的生
物多样性 一、植物多样性 二、动物多样性 三、珍稀濒危物种多样性 第五节 赤水丹霞区景观美学特征 
一、景观美学特征 二、景观美学价值 第四章 赤水丹霞的世界遗产价值 第一节 丹霞地貌与世界遗产 一
、国外丹霞地貌 二、中国的丹霞地貌 三、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丹霞地貌 第二节 赤水丹霞与世界其他丹
霞地貌对比研究 一、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地 二、基于美学标准（vii）的对比研究 三、基于地
球历史与地貌标准（viii）的对比研究 四、基于生态过程标准（ix）的对比研究 五、基于生物多样性标
准（X）的对比研究 第三节 赤水丹霞的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评价 一、地球科学价值 二、生态学价值 三
、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四、美学价值 五、赤水在中国丹霞的地位和贡献 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
丹霞的价值认定 第五章 赤水丹霞区的保护与管理 第一节 保护与管理现状 一、保护现状 二、影响因素
三、主要问题 第二节 保护与管理的目标、原则和依据 一、保护与管理的目标 二、保护与管理的原则 
三、保护与管理的依据 第三节 保护管理措施、管理体系及建议 一、保护管理措施 二、管理体系 三、
保护管理建议 第六章 赤水丹霞区科学考察线路 第一节 赤水丹霞区科学考察内容 一、赤水丹霞区科学
考察内容概要 二、赤水丹霞区科学考察线路设计 第二节 赤水丹霞区科学考察线路 一、青年期丹霞地
貌之旅 二、丹霞地貌与梯级瀑布之旅 三、丹霞崖壁之旅 四、丹霞生态之旅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附录二 世界遗产申报文本格式 附录三 世界遗产第二轮定期报告调查表Ⅱ 附
录四 国际专家赤水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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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地质地貌演化史 赤水丹霞区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地貌发育演化历史。
在震旦纪至三叠纪时期，虽有过若干次海浸海退的沧桑变化，但都未发生过强烈、显著的褶皱和断裂
，是相对稳定的地槽或沉积带，在后来的构造运动中，褶皱发育，成为“川东南褶皱束”的一部分，
在贵州境内称为“赤水褶皱束”。
 三叠纪末海退后，“四川台坳”成为内陆湖盆。
在侏罗一白垩纪时期，这里一直积水成湖，称为“四川湖”或“巴蜀古湖”。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气候炎热，由于铁质的氧化，使沉积物呈现红色并在湖底堆积形成“红层”。
赤水丹霞区虽位处湖盆南缘，但也沉积了厚3000～4000m的湖泊相红色碎屑岩建造，为贵州中生代中
、晚期最大的沉积区。
 在白垩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中，四川湖盆大面积抬升，使“四川湖”干涸为陆地，从而结束了漫长的沉
积历史。
新近纪期间，区域地壳较为稳定，红层经历了长期的剥蚀，并形成了地形较为和缓的准平原。
 第四纪中、晚期的新构造运动，使燕山期形成的娄山弧形构造受到强烈挤压，整个地块随大娄山的抬
升而大幅度掀斜式上升，形成与四川盆地高低悬殊的红层高原。
由于高原与盆地问巨大的势能梯度，使流水下切作用强烈，在高原面上切出众多沟谷。
以后，在风化、剥蚀、崩塌等外力的长期作用下，逐渐成为雄伟壮观的高原峡谷型丹霞地貌，并成为
中国青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
赤水丹霞区西北侧因基底刚硬，受挤压轻微，上升幅度较小而成为广袤的红层丘陵发育区（赵心益和
邓佑华，1999）。
 二、生命演化史 生物生存与生态条件密切相关，从生命记载看，赤水丹霞区的生物较清晰地记录了
生命随地质地貌、气候协同演化的历史进程，即从海洋生物到内陆湖盆生物再到陆地与淡水生物的演
化过程。
 在震旦纪至三叠纪海浸海退期，目前尚未发现生命记录。
 在侏罗一白垩纪“巴蜀古湖”期，生存的生物为湖相生物，记录生命类型的生物（动物）有介形虫、
瓣鳃、叶肢介、鱼、鳖等。
 在白垩纪末期，“巴蜀古湖”干涸为陆地，气候逐渐温暖湿润，植物逐渐登陆和繁盛，植被在气候、
地貌上分布的差异也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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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可供世界遗产、地质、地貌、生态、美学、保护管理、丹霞景观研究等
方面的专家、科技人员、教师、遗产地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及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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