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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江河源区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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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回顾了建国后青藏高原研究的历程, 结合实地考察提出了“江河源区”的称谓、范围、经济生态区

划、生态系统的主体、自然和人为因素、生物多样性问题、气候演变规律、生态环境的质量评判、重大工程和旅游活

动、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地位等 11 个方面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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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研究

已经经历了 50 多年, 孙鸿烈院士把这 50 多年的研

究历程划分为 3 个阶段: 开拓阶段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拓展阶段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 和深化

阶段 (90 年代至今) [1 ]。50 多年来, 先后进行了西藏

东部和中南部、甘肃祁连山、柴达木盆地、横断山地

区、第一、二、三次珠穆朗玛峰登山、西夏邦马峰、中

英中法青藏高原科学考察[1, 2 ] , 对高原冰川冻土、地

质构造、高原气象、高原的隆升过程与东亚环境的演

化[3 ] , 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

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西藏“一江两河”被列为国家“八

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重点建设项目, 原西北农业大学

从人口、资源环境及市场容量的角度出发, 对“西藏

‘一江两河’农业开发与青藏高原农业发展”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 完成“西藏‘一江两河’农业区域开发潜

力与模式及其理论研究”、“中国高寒农业理论与发

展研究”等研究[4～ 6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江河源

区, 近年来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的开

发, 使得其生态环境日益退化, 对长江、黄河、澜沧江

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演变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 关

于该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研究倍受世人关注, 并逐

渐成为继“一江两河”研究之后青藏高原问题研究的

又一热点。最近几年, 青海省、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及中国林业科学院进行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江河源区的生态环境

变化及其综合保护研究”等[7～ 9 ]方面的工作, 从不同

角度研究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机理。在

此基础上, 国家为了保护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生物

多样性, 成立了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为了弄清江河源区生态环境的质量状

况及其演变缘由, 2002 年青海省政府高瞻远瞩地将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的演变与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列

为研究项目, 对外招标, 本课题组有缘中标, 于同年

8 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为期 1 个月、行程长达万余

公里的考察, 通过考察对这一地区有了初步认识, 现

结合已有的工作基础, 提出以下科学问题, 供研究者

参考。

1　关于名称的称谓

现在看到和听到“三江源”、“三江源区”、“河

源”、“江源”、“河源区”、“江源区”、“江河源”和“江河

源区”等地名称谓, 都是泛指这一地区, 但从严格意

义上讲, 它们各有不同的确切意指。源,“源者, 江河

之初也”, 指江河的尽头, 一条江或河可能不止一个

源头, 有可能是多个源头汇集而成的, 这些源头有的

可能处于一个较为集中的区域, 有的可能相距较远,

甚至不在一个区域范围, 如黄河源头人们公认的是

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 可是它最大支流渭河的源

头则在甘肃省的渭源; 区在这里泛指水系交织的区

域, 是一个范围概念, 源与区合用则表示这一水系区

域, 黄河、长江、澜沧江三大水系的源头, 均出自青藏

高原腹地, 这是一个较大的区域, 研究该区域的科学

问题,“三江源”一词显然不够准确, 因三大水系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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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河而不是江, 江 (河) 源区也只是确切表明了某

一条水系区域, 该区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 单独研究

某一水系或源都是不科学的, 因此, 该区域的准确用

词应为“江河源区”。

2　关于江河源区的范围

江河源区是一个流域上或生态地理上的概念,

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范围, 关于其流域范围目前没有

统一的界线。有的认为介于东经 90°33′～ 98°23′, 北

纬 32°26′～ 35°46′, 面积为 13. 41 万 km 2 [10 ]; 布赫撰

写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碑文中为 31. 6 万 km 2;

温生辉[11 ]在“休牧育草是保护三江源地区的主要措

施”一文中称该区面积为 31. 8 万 km 2; 郑杰[12 ]认为

该区介于东 经 89°24′～ 102°23′, 北 纬 31°39′～

36°16′, 面积为 36. 3 万 km 2。对于这个问题, 无论是

从研究角度还是区域规划以及该区域的发展保护等

方面均需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3　关于江河源区的经济生态区划

在江河源区范围界定的基础上, 对这一区域的

经济生态作一个详细的分区, 无论是对于生态环境

保护, 还是发展旅游业等均有重要意义。该区位于青

藏高原腹地, 海拔高, 气候条件复杂, 地貌类型多样,

有草地、湿地、雪山、冰川、林地、农地、丘陵、高山等,

对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区域依据资源现状、自然历

史、人口、社会经济、居住地人类从事活动的范围、科

技支撑条件、长远发展等进行详细的划分归类, 确定

哪些区属人类活动, 哪些属牧场, 哪些草地不宜放

牧, 哪些地区可发展旅游, 那些不宜人类居住和活

动, 城镇建在哪里及规模多大等问题, 对各区因地制

宜地制定保护发展规划意义重大。只有在统一科学

规划的框架下行动, 才可避免先破坏后治理的恶果。

4　关于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主体

江河源区是一个区域概念, 在这一地区内, 由于

气候地貌复杂多样, 存在着高山草地、高寒草甸、农

田、森林、湿地、人与自然的复合、高寒雪山、冰川冻

土等多个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均各自按其自身

的规律在运转, 且各系统相互影响, 任何一个系统的

外界因素变化不仅会引起该系统的变化, 也会影响

到其他系统的变化。在这些系统中, 每个系统都有一

个景观标志, 即生态位的主体。每个系统的主体变化

是这个区域内景观变化的标志, 那么在这些系统中,

哪一个系统处于主体地位, 哪个系统的变化会对其

他系统产生最直接、最关键的影响, 又是什么因素对

这个处于主体地位的系统发生作用, 而使其改变原

有的运行轨迹, 搞清这些问题对说明该区的生态环

境演变、质量评价及保护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5　关于自然和人为因素

江河源区属生态脆弱区, 这一点毋庸置疑。目

前, 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源区生态环境在逐渐恶化, 那

么这种变化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是自然因素占主

导地位还是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如果是自然因素,

大气环流有规律的变化和地势地貌均是人类不可为

的因素, 那么花大力气去治理、去改变也逃脱不了劳

民伤财的结果。如果是人为因素引起的, 则治理不仅

必要而且成效必然显著, 但这一区域每平方公里仅

1. 6 人, 每平方公里 1. 6 人所养的家畜及所从事的

活动范围有多大, 对环境影响的效应强度有多大是

值得研究的问题。分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该地

区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及其效应强度, 对今后这一

地区所采取保护措施的决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

时对其他地区的环境保护决策亦有借鉴作用, 对区

域生态环境演变学科理论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

6　关于生物多样性问题

无论是报刊杂志或日常交流都说这一地区生物

多样性丰富。该区海拔高、雨量少, 系统成分相对简

单, 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恶劣、地势地貌在生物多样

性产生的条件上不占优势的区域, 谈何生物多样性

丰富, 与那些结构复杂、条件优越的系统, 如热带雨

林系统相比, 生物多样性不可能丰富, 将其称为生物

多样性特殊应该是恰当的。因此, 研究该区域生物多

样性产生的背景、生存条件及其特殊性应该是这一

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点所在。

7　关于气候演变规律

气候是一个区域生态环境最直接的作用因子,

气候演变会直接引起生态环境的演变, 特别是在人

口稀少的区域尤为如此。因此, 探讨这一区域气候演

变规律即可预知该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一个

区域的气候条件取决于大气环流、地形、地势、地貌、

海陆位置等因素, 这些决定气候变化的因素有一个

共同特点, 即规律的难变性、相对稳定性及渐变性,

这些特点也就决定了区域气候的难变性、相对稳定

性及渐变性, 随机伴随的生态环境也应该具有相应

的特点。但这些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是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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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而已, 通过孢粉学、年轮学、地质学、地貌学、考

古学以及相关气象记录数据, 揭示气候演变规律, 搞

清这个问题, 对该地区保护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8　关于生态环境的质量评判

只有在人类出现后, 并达到一定峰值, 生态环境

才会成为问题, 在人类未出现或达一定峰值前, 地球

上的原生生态系统本身就存在着, 而且也在变化着,

并且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而停止规律性的周而复始

的运转。因此, 对区域内的人或周边的人, 以及与这

一区域有关的其他地域人的影响程度是判断一个地

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最根本标志。所以, 人是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的评判主体。只有在这个主体明了的前提

下, 分析判断人与周围生存环境相关因素的相互关

系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化及其变化规律, 才有助于评

判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江河源区人烟稀少, 很

多地区均属无人区, 因而就谈不到有环境质量问题,

即使有问题, 也只是该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影响到

其他区域或相关区域的人而已。正确评判该区域的

生态环境质量, 一定要将该区域系统进行详细分类,

并判定出每个系统的主体, 区分影响每个系统主体

变化的是人为因素引起的还是自然因素所致, 只有

这样才能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一个正确的、

全面的评判。

9　关于重大工程和旅游活动

江河源区人口稀少, 自然环境恶劣, 系统自我修

复能力弱, 境内和过境工程对其环境的影响不可忽

视, 加之近年来, 日益发展的旅游业也会直接或间接

对其环境造成危害。在对这一区域的考察中可见, 已

修筑多年的青藏公路沿线, 凡是表土被扰动过的区

域均无法自然恢复原有的地表状态, 草地的退化、沙

化往往是以这里为起点, 因为在自然环境如此严酷

的地区, 地表草皮和土壤的形成往往要经历很长时

间, 这些历史时期形成的地表状态, 一旦被破坏, 靠

自然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凡在这一境内或过

境的工程, 在施工前均需事先制定一个严密的环境

保护规划, 尽量减小施工对周边表土的破坏, 破坏了

的要及时采取人工措施加以恢复, 才能有效地保护

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

10　关于自然灾害

自然现象只有对人类而言才能称之为灾害, 南

极冰天雪地也只是一种自然景观, 如果人口稠密和

有人类长期从事活动的地方不要说是冰天雪地, 即

使大雪也可能是一种灾害, 因此正确认识一个区域

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有助于正确评判一个地区的

自然灾害。江河源区海拔高, 气候复杂多变, 大风、干

旱、冰川、高山、草地 (甸)、林地、农地、石质裸露表土

等是该区主要的自然景观和地貌类型, 这些恶劣的

气候和地形地貌并不都是自然灾害, 其就是灾害, 至

少人类目前还无法控制, 就江河源区所有自然现象,

能给人类带来灾害并可为人类控制的因素来说, 恐

怕草地鼠害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该地考察可

见, 草地表面洞穴甚多, 这不仅直接危害草的生长,

更重要的是造成地表表土松动破坏, 然后从洞穴等

开始一点一滴, 积少成多, 造成草地沙化。因此, 研究

该区鼠害防治对保护该区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11　关于生态环境地位

江河源区是我国三大水系的发源地, 近年来, 该

区环境的变化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变化一

是影响区域内的景观和系统的运转, 二是会影响到

周边区域。一切事物都在变, 变化是绝对的, 不变才

是相对的, 这种变化一是好, 二是坏, 坏比好会更令

人关注, 问题是这种变化对区域内、对周边、对流域

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其影响的程度和规模到底有

多大, 是否就像人们普遍认为的该区生态环境的恶

化会对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和用水安全构成严重

危胁。其实, 源区注入长江的水量毕竟只是很小的一

部分, 这少量的水即使携带泥沙流出源区注入长江

中下游也要经过很长的路程, 对下游造成危害的程

度就会大打折扣。当然, 在该区设立自然保护区很有

必要, 保护一个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景观系统很重

要, 原因是再找不到第二个“江河源区”, 但也不必因

此而大惊失色。因此, 研究、定性该区的生态环境地

位, 明确该区生态环境变化对区内、周边以及中下游

地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认识该

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确定保护的措施和力度。在

这方面的研究中, 首先应确定生态环境地位的概念,

其次是确定研究的理论体系, 最后是确定研究方法,

最好能有定量的方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不仅是

江河源区, 而且对今后全国各种生态类型区生态环

境地位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一问题

无论是从学科理论发展, 还是从实践需要出发都是

非常必要的。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变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

又受人为因素的干扰, 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以上

3第 1 期 杨改河等: 有关江河源区的科学问题



问题, 做出合乎事理的诠释, 弄清其演变的规律, 作

出相应的对策, 不仅对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

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东

南亚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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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 t if ic p rob lem s on sou rce reg ion s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YANG Ga i-he1,W ANG D e-x iang2,L IY i-bin1

(1 Colleg e of A g ronomy ; 2 Colleg e of F orestry ,N orthw estern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ing the h isto ry of research abou t T ibetan p la teau after 1949 and fact2recon2
naissance, the paper system at ica lly d iscu sses eleven p rob lem s such as its concep t, bound, eco logica l econom 2
ica l zon ing, m ain body of eco logica l system , natu ra l facto rs and fact it iou s facto rs, b io2diversity law of cli2
m ate evo lvem en t, quality app ra isa l abou t the eco2environm en t, key p ro ject and tou r act ivit ies, na tu ra l

ca lam it ies and its sta tu s of environm en t in sou rce region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2
er.

Key words: sou rce region s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T ibetan P la teau; eco2
enviro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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