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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源区生态地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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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利用气候—地貌—植被模式, 在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因素的基础上, 将江河源区划分为黄河东部河

谷高原暖温半干旱农牧交错水土流失生态大区、高原凉温带大区、高原冷温带大区、高原寒带大区 4 个大区; 再分

别以降水、植被和人类活动为主要因子, 将其划分为 7 个二级区, 11 个三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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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的江河源区位于青藏高

原腹地, 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 包括江源地区和河

源地区。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89°24′～ 102°41′, 北纬

31°39′～ 36°16′, 流域面积在青海省境内为 31. 819

万 km 2。黄河、长江、澜沧江在青海省境内向下游输

出水量分别占各自流量的 49. 2% , 25% 和 15% , 是

流域内惟一产水量大于用水量的地区, 蕴藏着丰富

的电能资源。该地区又是野牦牛 ( Z oop hag ous

m u tes )、藏野驴 (E qu ip s k iang hold over )、藏羚羊

(P an theons H ud son)、黑颈鹤 (G. n ig ricollis) 等大批

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是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及

东南亚地区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屏障[1 ]。江河源区地域辽阔, 地形、地貌和气候的地

域差异性极为显著, 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

近年来人为因素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使得其生态

环境趋于退化。因此, 制定出科学的江河源区生态区

划方案, 对生态环境建设和演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

考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青海省各级政府根据当

地的气候状况和农牧业生产的需要, 在全国区划委

员会的领导下, 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制定了该区域的

区划方案, 对指导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 由于当时测量工具和方法的

局限性及行政区域的分割, 这一方案没有形成系统

的江河源区的区划方案, 难以满足目前该地区经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因此, 在现有农牧

业区划的基础上, 结合 3S 技术, 科学合理的制定江

河源区的生态区划方案, 对于研究江河源区生态环

境的演变、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傅

伯杰等[2 ]将该地区划分为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江

河源高寒草甸生态环境亚区。刘胤汉等[3 ]将该地区

划分在青南山草原草甸生态环境大区, 并将该地区

划分为 4 个亚区, 即黄河谷地—共和盆地牧林农业

生态环境亚区、东部草原草甸牧业生态环境亚区、东

南部山地灌丛草甸冰川生态环境亚区、西部草原沼

泽冰雪生态环境亚区。本研究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 结合江河源区气候、地形地貌、植被分布和农

牧业生产发展的现实情况, 对江河源区进行全面、完

整的生态区划, 以期为江河源区的开发与保护提供

参考。

1　区划的原则

生态区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区划, 不但

要考虑自然环境的特征和过程, 也要考虑人类活动

的影响, 是特征区划和功能区划的相互统一[2～ 7 ]。江

河源区的生态区划应遵循的原则: ①区域分异原则。

江河源区在地域上包括江源地区和河源地区, 地域

辽阔, 约占青海省面积的 44% , 海拔 5 226 m 的巴颜

喀拉山是其天然分水岭, 境内分布着著名的阿尼玛

卿山、昆仑山、唐古拉山, 地势起伏较大, 气候的垂直

变化极为明显, 植被分布因地域气候的差异而不同,

表现为澜沧江源区和长江源区森林、草地面积比重

高于黄河源区, 而黄河源东部地区农业比重高于江

源地区, 这些差异为江河源区域生态区划提供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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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②生态系统的等级性原则。生态系统的等

级包括生态系统的结构性等级和过程性等级, 前者

指高一级生态系统的组分格局能在低一级格局中得

到体现, 同时低一级组分依附于高一级组分; 后者指

生态系统的能量从高一级流向低一级。③相似性与

差异性原则。同一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组分之间或结

构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即具有相似性; 不同生态

系统区际之间由于其地貌、气候、植被等组成要素的

不同又具有某些差异。江河源区依据其地貌和河流

流域可将其划分为两大块, 即江源地区和河源地区。

这两个地区在地貌和气候特征上有某些相似点, 均

属于高原高寒气候区; 但具体到各自内部, 由于局部

地貌、气候和植被景观的差异, 又存在着不同。相似

性和差异性原则是生态区划的重要原则之一。

2　江河源生态区划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选择对生态区域的划分十分关键,

科学合理的遴选出能反映研究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

指标体系是区划方案可行的前提条件。能够反映研

究地区生态环境的指标很多, 如气候、地形地貌、植

被、土壤、人口分布、工农业发展和文化形态等, 但指

标的选择应以能切实反映该地区生态环境现状为依

据, 即以主导因素为主。一般而言, 气候是大尺度下

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因素, 而地貌和地形对水热因

子的分布起重要作用, 因此, 在区划过程中气候被确

定为主要指标[4 ]。根据江河源区气候、地貌、植被景

观等因素, 综合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及规律, 科

学筛选出江河源区生态区划的各级指标, 本方案拟

采用三级分区。

2. 1　É 级区

江河源区地域辽阔, 气候的垂直变化性和地势

的起伏程度很大。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温度低于零度

或在零度左右, 昼夜温差高达 30 ℃, 有些地区甚至

没有无霜期或无霜期不足 30 d; 江河源区从地理景

观上可概括为“四山夹三谷 (盆)”, 其东面有拉鸡山,

中间是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 西南是唐古拉山,

北面是昆仑山。拉鸡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是共和盆

地—黄河河谷地带,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

是广阔的黄河源湖盆区, 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之

间是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地势落差 1 000～

3 000 m。江河源区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青藏东部亚

区, 日照较少, 气温较低, 年降水量 400～ 700 mm ,

属寒冷的半湿润地区。因此, 作为一级区划的指标,

包括以下两方面: ①以气候为主的指标, 包括≥0 ℃

积温、≥10 ℃积温、≥0 ℃积温天数; ②以地貌为主

的指标, 如海拔高度。

2. 2　Ê 级区

按照生态系统的等级性原则, 二级区划既有一

级区划的某些特征,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 在一

级区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地形和气候的诸多因素对

植被分布的地带性影响, 如热量和水分状况与经纬

度的关系, 地形地貌影响降水分布, 温湿状况进一步

加剧了系统内部植被景观的地带性差异。二级区划

的指标体系包括: ①年平均温度、年降水量; ②植被

景观的地带性分布。江河源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

境, 决定了该地区植被景观比较单调, 即以高寒草地

和林地为主, 在东部黄河流域零星分布一些农业植

被景观。

2. 3　Ë 级区

三级区划是生态区划中最小一级的景观单元,

根据其独有的特征, 在二级区划的基础上划分而来

的。地形地貌是影响区域气候、河流走向的主要因

素; 该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成分应基本相同或相似,

如植被类型、动物种群的分布等; 同时在这一级区划

中, 应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如人为因素

造成的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沙化等。三级区划的指

标包括: ①地貌类型, 如盆地、河谷、高原及丘陵;

②生态系统的类型, 如湿地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

统、林地生态系统; ③人类活动因素, 如人口密度、土

地构成 (耕地、林地、草地)、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沙

化。

3　江河源区生态区划系统

3. 1　生态区划的命名原则

　　生态区划的命名在生态区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命名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该方案的科学性、严谨性和

可操作性。因此, 生态区划的命名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准确性, 对研究地区的命名要能够准确反映该地

区生态环境的特征; ②能反映该地区的地理位置;

③应反映该地区生态系统的景观特征 (草地、林地) ;

④能反映出人为活动的影响因素; ⑤能反映生态系

统的健康状况。

3. 2　分区系统

根据江河源区生态区划的原则和指标体系, 将

该地区划分为 4 个大区, 7 个二级区和 11 个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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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江河源区生态区划指标见表 1。
表 1　江河源区生态区划分标准

T able 1　R egional standard of eco2geograph ic region in the headstream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tsang R iver

区号
Regional
num ber

区名
Regional nam e

一级指标
T he first grade index

二级指标
T he second grade index

≥0 ℃积温ö℃
≥0 ℃

accum ulated
temperatu re

≥0 ℃积温
时间öd

≥0 ℃ day of
accum ulated
temperatu re

年平均
温度ö℃
Yearly
average

temperatu re

年降水量ö
mm

Yearly
rainfall

É 暖温半干旱区W arm sem iarid area > 3 000 171～ 220 > 6 < 360

Ê
凉温半干旱区 Coo l sem iarid area

凉温半湿润区 Coo l sem ihum id area
2 000～ 3 000 100～ 170 2～ 6

300～ 420

400～ 530

Ë
冷温半干旱区 Co ld sem iarid area

冷温半湿润区 Co ld sem ihum id area
1 500～ 2 000 50～ 100 - 1～ 4

300～ 370

370～ 530

Ì

高原寒温湿润区 P lateau frig id hum id area

高原寒温半湿润区
P lateau frig id sem i2hum id area

高原寒温半干旱区
P lateau frig id sem iarid area

高原寒温荒漠区
P lateau frig id desert area

≥500 < 50 - 5～ 2

> 500

300～ 500

250～ 300

< 250

　　对照表 1 标准部分命名如下。

É 黄河东部河谷高原暖温半干旱农牧交错水土

流失生态大区

Ê 高原凉温带大区

　Ê 1 半干旱气候亚区

　　Ê 11同仁—共和盆地东部农牧交错水土流

失生态小区

　Ê 2 半湿润气候亚区

　　Ê 21农牧交错水土流失生态小区

Ë 高原冷温带大区

　Ë 1 半湿润亚区

　　Ë 11高原草甸牧业生态小区

　　Ë 12南部高原疏林—灌丛牧业生态小区

　Ë 2 半干旱亚区

　　Ë 21兴海—贵南退化山地草原生态小区

Ì 高原寒带大区

　Ì 1 湿润气候亚区

　　Ì 11高原草甸牧业生态小区

　　Ì 12高山灌木疏林小区

　　Ì 13山间河谷农业生态小区

　Ì 2 半湿润气候亚区

　　Ì 21高原草甸牧业生态小区

　　Ì 22山间河谷农业生态小区

　Ì 3 半干旱气候亚区

　　Ì 31江河源西部退化高原草甸牧业生态小

区

　Ì 4 唐古拉乡高寒荒漠气候亚区

3. 3　分区特点

É 区 (黄河东部河谷高原暖温半干旱农牧交错

水土流失生态大区) 主要分布于循化、尖扎、贵德及

化隆南部等地的黄河河谷和部分浅山地区, 该区热

量条件全省最优越, 夏季温热冬季寒冷, 是青海省农

牧交错地区之一, 也是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 水土流

失比较严重。Ê 区, 即高原凉温带大区, 包括半干旱

和半湿润两个二级区。前者广泛分布于同仁、共和、

尖扎 (部分) , 年平均温度 3 ℃以上, ≥0 ℃积温

2 000 ℃, 区域内降水分布差异较大, 年降水量在

420～ 300 mm , 年湿润系数在 0. 5 以下, 是青海省主

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 也是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

区; 后者主要包括化隆县大部分和循化以北地区, 年

平均温度在 3. 5～ 2 ℃, ≥0 ℃积温 2 700～ 2 000

℃, 年降水量 530～ 400 mm , 年湿润系数 0. 75～

0. 50, 属湿润地区。Ë 区属高原冷温带大区, 包括半

湿润和半干旱两个二级区, 高原草甸牧业、南部高原

疏林- 灌丛牧业和兴海- 贵南退化山地草原 3 个三

级区。Ë 1 亚区主要分布在贵德县南部、同德县北

部、称多县东南部、玉树县中东部以及襄谦、扎多县

的局部, 年平均温度 4～ - 1 ℃, ≥ 0 ℃积温为

1 980～ 1 290 ℃, 年降水量 530～ 370 mm , 年湿润系

数大于 0. 5; Ë 2 亚区包括兴海县和贵南县的南部、

尖扎县西部、贵德县南部, 年平均温度在 4～ 0 ℃, ≥

0 ℃积温2 000～ 1 400 ℃, 年降水量 370～ 300 mm ,

年湿润系数 0. 50～ 0. 30, 以畜牧业为主。Ì 区, 即高

原寒带大区包括湿润气候亚区、半湿润气候亚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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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气候亚区和高寒荒漠气候亚区的 6 个小区, Ì 1

亚区包括高原草甸牧业、高山灌丛疏林和山间河谷

农业 3 个生态小区, 主要分布在久治、斑马两县全

部, 达日和甘德县的大部, 玛沁、称多县的东部及河

南县的南部, 年平均温度在 2～ - 5 ℃, ≥0 ℃积温

1 200～ 570 ℃, 年降水量在 500 mm 以上, 年湿润系

数大于 0. 5, 分布有森林, 是青海省天然林基地; Ì 2

亚区包括高原草甸牧业和山间河谷农业两个生态小

区, 分布在泽库县全境, 治多、玉树、杂多 3 县的大部

分地区, 年平均温度 0～ - 4 ℃, ≥0 ℃积温 1 200～

600 ℃, 年降水量 500～ 300 mm , 年湿润系数0. 75～

0. 5, 是主要的牧业区之一; Ì 3 亚区包括退化高原

草甸牧业生态小区, 分布在玛多县的大部, 曲麻莱、

治多、杂多 3 县的西部; Ì 4 亚区主要指高寒荒漠

区①, 主要分布在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 年平均温度

- 4～ - 6 ℃, ≥0 ℃积温 600～ 400 ℃, 年降水量只

有 250 mm , 年湿润系数普遍低于 0. 25, 高寒、干旱

气候条件限制了农牧业的发展, 目前尚无人类居住。

4　结　论

江河源区生态区划方案以气候—地貌—植被模

式为划分标准, 在划分过程中充分考虑该地区地域

的复杂性, 以气候为主导因素, 将其划分为高原暖温

带、高原凉温带、高原冷温带和高原寒带 4 个大区;

在此基础上, 依据各地的降水情况, 将其划分为干旱

地区、半干旱地区、半湿润地区和湿润地区; 再依据

各地的植被状况, 将其划分为草甸区和疏林灌丛区;

同时考虑到人为因素对该地区的影响方式及人类的

生产活动, 将其划分为农业和牧业区。该方案还考虑

了当前生态现状, 如在东部黄河河谷地带农业区的

水土流失问题及果洛州的草场退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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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geograph ic schem e in the sou rce reg ion 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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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ou rce region of Yangtz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is very b road, the terra in

and physiognom y are ra ther comp lica ted, the w eather show s difference in vert ica l d irect ion, and the p lan t

d ist ribu t ion is obviou sly differen t in differen t areas. O n the mode of W eather2physiognom y2p lan t and the

fact it iou s facto rs, the reg ion is d ivided in to fou r larger d ist ricts such as P la teau w arm temperate zone,

p la teau s of coo l tempera te zone, p la teau co ld temperate zones and p la teau frig id zone. T hen, acco rd ing to

the p recip ita t ion, vegeta t ion and hum an act ivity, it has been fu rther d ivided in to seven sub region s, eleven

th ird2class reg ion s.

Key words: sou rce region s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eco2geography; reg ional

p ro 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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