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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源区地域界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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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现有的各种文献资料、遥感资料, 结合实地考察, 确定江河源区主要包括江源地区和河源地

区, 江源地区主要指长江源区和澜沧江源区, 其流域面积约为 19. 457 8 万 km 2; 河源地区主要指黄河源区, 其流域

面积为 12. 361 2 万 km 2 (不包括甘川大转弯) ; 江河源区流域面积在青海省境内为 31. 819 0 万 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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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及闻名于世的国

际河流湄公河 (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均发源于平均海

拔 4 000 多米的青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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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 青海

省素有“江河源”之称,“中华水塔”之美誉。近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

用, 使得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退化问

题, 黄河上游地区的产水量 1988～ 1996 年 9 年间比

正常年份减少了 23. 3% [2 ]。江河源区的生态环境演

变, 对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弄清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变机理与演变过程,

对研究其自身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对中下游地区生

态环境变迁的影响程度和规律有重要的作用。如何

科学界定江河源的区域范围, 对江河源生态环境演

变研究有重要意义。关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

位置问题, 争论由来已久,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经

过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对这一问题已有明确统一的

认识, 并根据水文学和地理学的理论确定了区域界

限[3 ]。但是从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的角度出发, 是否还

要遵循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范围, 是区域生态

环境演变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在于如果区域界限不明确, 与生态环境演变相

关的生态环境评价、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对区域生

态环境演变的分离、生态环境演变的时空格局等问

题就无法得到明确的解决, 进而引起区域界线上的

混乱。因此, 2002208222～ 0921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承担的青海省重大科技项目“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

变与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 对江河源区水文生

态、土壤生境、自然植被、农业植被、地质地貌、冰川、

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 考察小组

行程 5 000 多 km , 考察面积 20 多万 km 2, 获得了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 并结合 GPS 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

影像资料, 重新界定了江河源区域面积。

1　江河源区地域界定存在的问题

1. 1　“江河源”与“三江源”的内涵及关系上的分歧

“江河源区”和“三江源区”是否是同一地区的称

谓, 还是分别指不同的地域环境是这一地区争论的

热点之一。如果就源头来说, 无论是“江河源区”还是

“三江源区”, 应指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源

区。近年来, 由于该地区逐渐成为青藏高原区域生态

环境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 加之该地区在我国及东

南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地位, 国内外从事青藏

高原研究的机构及许多学者开展了有关江河源区域

生态环境演变的研究。但由于各人研究的重点和方

向的差异, 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江河源区”与“三江

源区”不同的称谓。如: 董得红[4 ]在“江河源头天然林

资源现状及保护与发展”一文中认为, 青海省是我国

的主要河流——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三

江源”系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地区, 地处青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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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腹地, 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被我国生态学家

誉为“中华水塔”[5 ];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的发源地, 位于称为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主

体部位[6 ]; 江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为昆仑山以

南和唐古拉山以北的广大江河源地区[7 ]。从上述文

献中可以看出,“江河源”与“三江源”所指的对象基

本一致, 但是从“三江源区”和“江河源区”所包括的

范围和面积来看, 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三江源区”更

多是指江河源区内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亟待治理和保护的区域, 并不代表江河源

区的全部, 二者之间有交叉的区域, 又有不同的区

域, 因此, 将二者等同起来的提法欠妥。

1. 2　江河源的流域和面积上的不统一

关于“江河源区”和“三江源区”的流域面积及其

所辖的行政区域, 说法很不统一。《青海省志·江河

源水利志》确定江河源区地理位置为东经90°33′～

98°23′, 北纬 32°26′～ 35°46′; 北界昆仑山、布青山,

南界唐古拉山, 东至鄂陵湖出口以东的黄河沿岸, 西

至祖尔肯乌拉山、吴兰乌拉山和可可西里。总面积约

13. 41 万 km 2, 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 6% [8 ]。从国务

委员布赫撰写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碑文中可以

看出其面积为 31. 6 万 km 2; 温生辉[9 ]认为, 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在行政区域上涉及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

树、治多、杂多、称多、曲麻莱、襄谦 6 县, 果洛藏族自

治州的玛多、玛沁、久治、达日、甘得、班玛 6 县, 海南

藏族自治州的兴海、同德两县, 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泽

库、河南两县, 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 共 16 县 1 乡,

面积 31. 8 万 km 2。郑杰[2 ]认为,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

高原腹地, 介于东经 89°24′～ 102°23′, 北纬 31°39′～

36°16′, 流域面积为 36. 3 万 km 2, 包括玉树、果洛、海

南、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自治州的 17 个县

(市)。王根绪等[10 ]认为, 江河源区包括长江源区和

黄河源区, 而没有包含澜沧江源区, 黄河源区介于北

纬 33°00′～ 25°25′, 东经96°00′～ 99°45′, 面积 7. 46

万 km 2; 长江源区介于北纬 32°30′～ 35°40′, 东经

90°30′～ 95°35′, 面积11. 42 万 km 2。

1. 3　差异的原因分析

造成“江河源区”和“三江源区”称谓和地域面积

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出

发点的差异。《青海省志·江河源水利志》是黄河水

利出版社出版的阐述江河源区水资源状况的地方志

类图书, 观点主要局限于江河源区的发源地、水资源

量、水能的开发利用及水利建设等, 以地方经济建设

为出发点。二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主要局限于江河

源区内水土流失、草场退化、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等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区, 是为保障长江、黄河、澜沧

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而启动

的重大环境保护行为。三是新闻媒体主要把焦点集

中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野生动植物资源滥砍滥伐

滥捕滥杀、生态环境薄弱的地区, 造成了舆论的误

解, 引起江河源区区域划分上的差异。

从以上几种观点可以看出,“江河源区”与“三江

源区”内涵与范围的差异, 反映了自然地理学所涉及

的区域和环境保护范围间的差异, 这两种观点都是

从各自研究的对象为出发点划定其研究区域。从“江

河源”整体生态系统来说, 是不合理的, 或是有欠缺

的。前者是以自然科学考察为出发点, 仅以其发源地

为主; 后者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 注重中下游的水源

供给。两者都缺少对当地资源开发、科技教育发展、

经济建设、农牧民生活的提高等全方位、系统性、战

略性的规划。因此, 应从系统的角度出发, 参考文献

资料并结合 GPS 技术和R S 技术, 通过实地考察手

段, 确定江河源区域的界限和面积。

2　江河源区域界定

2. 1　源头确定的历史回顾

　　河流源区的界定首先要弄清楚其源头。源头的

判定一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1, 12 ]: 支流、河长、流

量、流域面积、传统习惯及河流走向的一致性。支流

中流量最大、集水面积最大、河流最长者确定为主

流, 其源头确定为正源。在搞清河流正源的基础上进

一步确定其支流, 支流的走向与干流的走向应基本

一致, 其水流输出端均为干流。长江、黄河、澜沧江的

正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地理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

一, 对长江的正源具有较为一致的观点, 认为其发源

于唐古拉山脉北麓的各拉丹东雪山西侧的姜根迪如

冰川的融水, 即沱沱河[13 ]。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西域人认为塔里木

河是黄河的上游; 晋朝张华的《博物志》有黄河“源出

星宿”的说法; 公元 1280 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都实为

招讨使, 带领考察队去寻找黄河源, 最终确定星宿海

为黄河的正源[14 ]; 元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弟弟

阔阔的叙述情况, 整理和编写了《河源志》一书, 肯定

星宿海为黄河的源头, 否定了“伏流重源”的传统说

法; 1761 年由齐召南写成的《水道题纲》一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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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正源的阿尔坦河的流向、方位、里距与现在卡日

曲相投, 并探之河源最终流入扎陵湖和鄂陵湖[15 ]。

解放后, 分别于 1952 年、1972 年、1978 年对黄河源

区进行了多学科综合性考察, 确认黄河源真正发源

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

当地对澜沧江正源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是扎

拉曲上游的扎那日根山, 另一种认为是扎阿曲上游

的扎西气娃[7, 16 ] , 国外有文献将两种说法都列出[17 ] ,

1999205206《科学时报》列出了澜沧江发源地的 9 种

说法。为确定澜沧江的正源, 于 1994208～ 09 由中国

科学院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共同组织了澜沧江科学

探险考察; 1994209 米歇尔·佩塞尔 (M iche Peissel)

同他的两个法国同伴对澜沧江源头进行探险考察;

1999206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刘少创博土对

澜沧江源头进行了为期 13 d 的野外探险考察;

1999206～ 07 中国科协组织了澜沧江源头科学探险

考察队。在以上科学考察的基础上, 最终确定澜沧江

正源和源头为扎阿曲, 发源于青海省玉树州扎多县

扎青乡海拔 5 514 m 的果宗木查山。

2. 2　源区界定

2. 2. 1　黄河源区的界定　对黄河源区的界定目前

尚无统一的意见,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黄河源系指

西段雅拉大泽山、东段阿尼玛卿山、南面巴颜喀拉

山、北面布尔汗布达山所围成的黄河源发源地[12 ];

黄河源区一般是指多石峡以上的集水范围, 即北以

扎日加山、布青山, 西以约古宗列曲, 南以巴颜喀拉

山的分水岭为界[18 ]; 该区属于青海省玉树和果洛两

个自治州的曲麻莱、称多和玛多 3 个县[19 ]; 在行政

区划上包括青海省的玛多、玛沁、甘德、达日、班玛、

久治、泽库、河南、贵南、同德、兴海、共和, 四川省的

诺尔盖、红原以及甘肃省的玛曲共 15 个县, 位于北

纬 32°30′～ 37°00′, 东经 95°00′～ 103°30′[20 ]。从以上

文献可以看出, 对黄河源区域与范围尚未形成明确

的界限, 学术界大都以自己学科的要求和研究目的

为出发点确定江河源区域范围。本研究从生态环境

演变研究的角度出发, 依据自然地理学的流域界定

原则, 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21 ], ①～ ③的基础上, 结合

实地考察确定黄河源区在青海省的范围: 行政区划

上包括曲麻莱县 (麻多乡)、称多县 (清水河乡)、玛

多、达日、班玛、久治、甘德、玛沁、河南县、泽库、同

德、兴海、贵南、共和、贵的、化隆、同仁、尖扎、循化

19 个县; 南以巴颜喀拉山为界, 西北以布青山为界,

北部以拉鸡山为界, 东以青海省界为界; 在青海省内

的流域面积为 12. 361 2 万 km 2, 若包括甘川大转

弯, 流域面积为 14. 38 万 km 2。

2. 2. 2　长江源区的界定　孙广友等[22 ]认为, 长江

源区北起昆仑山, 南至唐古拉山, 东西长约 500 km ,

南北宽约 400 km , 总面积达 11 万 km 2。傅德黔等[23 ]

认为, 长江源区位于北纬 32°40′～ 35°40′, 东经

91°～ 94°, 流域面积为 14 万 km 2。吴玉虎[24 ]认为, 长

江源区位于北纬 31°35′～ 36°30′, 东经 89°35′～

97°55′, 东西长 780 km , 南北宽 406 km , 流域面积约

26. 2 万 km 2。通过对文献资料①, ③～ ⑤分析, 认为从区

域生态环境演变特征角度出发, 确定长江源区东以

巴颜喀拉山为界, 北至昆仑山脉, 西至青海省界, 南

到唐古拉山北坡。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海西州唐古

拉乡 (格尔木市代管区) , 玉树州的杂多、治多 (部

分)、曲麻莱县 (部分)、称多县 (部分)、玉树县 (部

分)。长江干支流在青海省内的流域面积15. 755 0

万 km 2。

2. 2. 3　澜沧江源区界定　扎阿曲的源头就是澜沧

江 (湄公河) 源头, 位于青海省治多县和杂多县的交

界处, 东经 94°41′12″, 北纬 33°45′35″, 海拔 5 552 m

的吉富山[7, 25 ]。青海省境内的澜沧江源区指其干流

流域及支流流域的集水面积, 从青海省行政区划

图[26 ]、青海省地形地貌图[27 ] , 结合青海省水利志[8 ]

及各县的农牧业区划①, ④～ ⑥可以判定, 澜沧江源区

在青海省主要包括杂多县部分、襄谦县全部和玉树

县部分, 流域面积约为 3. 702 8 万 km 2。流域面积

300 km 2 以上的支流共 33 条, 其中 17 条支流在青

海省内直接进入扎阿曲, 16 条从青海省直接进入西

藏汇入澜沧江, 1 000 km 2 以上的支流有扎拉涌、阿

曲、布当曲和宁曲, 一级支流有子曲、解曲、巴曲。

3　结　论

位于青藏高原的江河源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

分, 本研究将其划分为江源地区和河源地区。江源地

①青海省玉树县人民政府, 玉树藏族自治州区划办公室. 玉树县农牧业区划. 1982.
②青海省曲麻莱县人民政府, 玉树藏族自治州区划办公室. 曲麻莱县农牧业区划. 1988.
③果洛藏族自治州农牧业区划办公室. 果洛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综合区划. 1991.
④青海省杂多县人民政府, 玉树藏族自治州区划办公室. 杂多县农牧业区划. 1987.
⑤青海省称多县人民政府, 玉树藏族自治州区划办公室. 称多县农牧业区划. 1984.
⑥青海省襄谦县人民政府, 玉树藏族自治州区划办公室. 襄谦县农牧业区划.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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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包括长江源区和澜沧江源区, 流域面积约为

19. 457 8 万 km 2; 河源地区主要指黄河源区, 流域面

积为 12. 361 2 万 km 2 (不包括甘川大转弯) , 地理位

置为北纬 31°39′～ 36°16′, 东经 89°24′～ 102°41′, 行

政区划上包括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玉树部分, 果

洛、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全部, 海南州部分共计 24 个

县 1 个乡, 流域面积在青海省境内为 31. 819 0

万 km 2。明确了“三江源”是“江河源”区内生态环境

比较脆弱, 生物多样性亟待保护的区域, 并不是江河

源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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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fin it ion on the sou rce reg ion s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FENG Y ong-zhong1,YANG Ga i-he1,YANG Sh i-q i1,W ANG D e-x i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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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 ethods of syn thesizing h isto rica l litera tu re m ateria ls, R S m ateria ls and m ak ing

an on2the2spo t invest iga t ion, th is research tries to define the sou rc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in Q inghai p rovince, w h ich p rincipally includes the sou rce of the Yangtze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and the region of Yellow R iver (no t including the part area in Gan su p rovince and Sichuan

p rovince) , bo th areas are abou t 194 578 km 2 and 123 612 km 2 separa tely. T he w ho le area of the th ree rivers

in Q inghai p rovince is abou t 318 190 km 2.

Key words: sou rce region s of Yangtse R iver, Yellow R iver and L an tsang R iver; defin it ion of reg ion un2
der research; dra ina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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