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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

际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文明演进与遗产可持续发展 

项目背景：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跨国系列遗产，“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我国世界遗产名单上最特别

的存在。本项目围绕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目标，开

展天空地全息空间考古与丝路文明探寻、文化遗产价值数

字化展示诠释、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及其响应、文

化遗产 SDGs 实现路径与进展监测评估的多维度、整链条

研究，支撑 HIST 与 IICAS、ICOMOS IICC-X 在丝绸之路

空间遗产领域的战略合作。 

研究成果 1：研建了表征 SDG 11.4 进展评估的地表覆盖变

化率和地表形变异常占比代用指标，构建了遥感信息与资

金投入的回归加权以及扰动递减得分率评估模型，首次实

现了我国 30 余项以及全球 589 项世界文化遗产 SDG 指标

国别-全球进展评估。研究发现：1）2015~2020 年，我国

30 余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良好-达标的占比分别为 40%和

53%；2）10.4% UNESCO 成员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呈正向

发展。 

 
图 1 我国 30 余项世界文化遗产 SDG 11.4 指标进展评估与示范 

 
图 2 全球世界文化遗产 SDG 11.4 指标进展与保护态势探究 

研究成果 2：研建了首套 2015~2020 年度“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31 处遗址点本底资源和遥感动态监测产

品，初步厘清了丝绸之路大型线性遗产保护现状和发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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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期刊编委。 势，揭示城市化和社区发展是遗产地土地利用变更的直接

原因（主导驱动力）；完成 SDGs 专题报告 1 份并提交

UNESCO。 

 
图 3 丝绸之路大型线性遗产保护区土地覆盖变化的空间格局 

研究成果 3：研制了基于最小二乘的古建高程截面与中心

点估计方法，实现塔体轴线和倾斜度参数定量求解。以兴

教寺玄奘塔为示范，研究发现，玄奘塔的倾斜角度为

2.4655°，倾斜方向为南偏西 8.2727°；该塔位于活动黄土

台塬，塔体倾斜方向与黄土台塬位移方向一致，需重点关

注累计变形引发的塔体失稳风险。 

 

图 4 兴教寺玄奘塔塔身倾斜测量和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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