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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青海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江河源区生态环境的演变与质量评价体系研究”的系统总结。
本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年轮分析、遥感影像、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仿真等方法，反演了江
河源区近600年来的历史气候变迁，分析了近50年来气候变化特征，预测了未来气候变化；界定了江河
源区的范围；根据气候、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对江河源区进行了生态地理区划；阐明了从地质年代
高原隆起至今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格局的变化；提出生态系统主体和区域生态环境地位的概念，用能值
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估算确定了草地是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主体；建立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
该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分离模型并计算了其作用的效应强度；构建了科学、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
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分别选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神经网络分析法、空间数据分析法
评价了该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利用生态足迹和生态压力评价了该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开发了江河源
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本书是迄今为止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变和质量评价研究方面最系统的成果，对该区生态环境建设具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
    本书可供环境管理和规划等部门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广大科研院校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专
业和领域的研究生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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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江河源区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分析与评价第二节 江河源区人口与经济一、江河源区的人口江
河源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5％，包括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
及其他民族，以藏族为主，占了总人口的62％左右。
江河源区的人口发展速度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口基数小，发展速度慢
，1949-1965年人口增长率22.2％，年递增率为1.2％，1957-1965年出现一个人口低峰，这一时期的自然
灾害导致人口的增长极其缓慢。
60年代后，尤其1970-1990年人口呈加速发展，1965-1990年人口增长率为101.9％，年递增率为2.8％，是
前一个时期递增率的2.33倍。
90年代以后，人口发展速度相对下降，人口增长缓慢，1990-1998年的人口增长率为9.6％，年递增率
为1.2％，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990年江河源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大约37万人，占总人数的32％，其中，有大学本科、
专科文化程度的占2％，中专、高中生文化程度的占15.6％，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82.4％。
由此，可以看出，江河源区的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仍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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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演变与质量评价研究》可供环境管理和规划等部门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广大
科研院校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和领域的研究生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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