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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藏高原是亚洲中部最大的高原和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m以上，有“世界屋脊”
和“第三极”之称。
高原周围大山环绕，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昆仑山和祁连山，西为喀喇昆仑山，东为横断山脉。
高原内还有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
高原内部被山脉分隔成许多盆地、宽谷，且湖泊众多。
高原是亚洲大部分主要河流的发源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下游为湄公河）、怒江（下游称萨尔温
江）、森格藏布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下游称布拉马普得拉河）以及塔里木河等都发源于此，
水资源丰富。
地球上中低纬度地区的冰川主要集中在高原上，青藏高原冰川覆盖面积约4.7万km，占全国冰川总面
积80％以上。
这些冰川是陆地上极其重要的的固体水储存库，每当夏季冰雪融水沿坡面而下，对山麓沼泽发育十分
重要，是高原面上高寒沼泽湿地形成与分布的主要因素。
沼泽水往往又汇成河源水网，河水与沼泽水互补共济，遂造成平缓的河源区沼泽广布的态势，也是发
育众多河流的区域，如长江与澜沧江共源的当曲源区，发育沼泽面积为67.8万km。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
高原气候条件总体上较为严酷，但由于高原地形的复杂和多变，青藏高原上气候本身随地区的不同而
变化很大，同时，青藏高原本身也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全球的气候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多年冻土发育区，冻土面积大约150万km2，占亚洲多年冻土总面积的71％
。
多年冻土分布以羌塘高原北部和昆仑山为中心（青南藏北高原），向周围地区展开，长江和黄河源区
处于其核心部位。
　　从上述对于青藏高原的一般性描述，不难认识到：　　（1）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名副其实
的“水塔”，其水循环与水文过程的变化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分
布在高原内部盆地和宽谷地貌的河源区的水文过程，与周边高山及内部冰冻圈过程密切相关，受冰川
、冻土以及与其相连的冰缘沼泽湿地等过程的制约；因冰冻圈对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所导致的地表
过程对于高原面上的水循环和水文过程的作用巨大，无论是大江大河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流域水
旱灾害防治以及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等等，都迫切需要辨识该区域地表过程中水分循环的时空演化、
与其他相关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未来趋势等。
　　（2）巨大的地貌差异和显著的气候分异，形成了青藏高原异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中国乃至
世界上动、植物物种资源极为宝贵的遗传基因库。
生态过程是地表过程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脆弱的生境条件和易变的气候等因素，使得生态过程
的变化十分剧烈，不仅导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自身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具有改变与其相关的水分、
土壤等要素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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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地带的长江黄河源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介绍了过去50年来该区域特
殊的冻土生态学变化过程及其与气候和冻土环境的关系，在冻土生态学过程方面重点阐述厂冻上河源
区高寒生态系统变化及其功能影响、高寒冻土生态系统生产力变化、高寒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平衡变
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区域LUCC及其驱动机制。
在环境影响方面，重点论述了冷生土壤环境变化、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状况以及植被覆盖变化的水
循环效应等。
本书是较长时期野外考察。
定位与半定位观测试验的成果，突出理论结合实践，全面阐述了长江黄河源区的生态与环境变化、驱
动因素与演变趋势。
　　本书可供从事寒区生态学、寒区水文学、自然地理学、冻土环境以及青藏高原现代环境变化等方
面的科研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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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源区地势总体呈西高东低，高原面保留完整，山体相对高度不大，湖泊众多。
黄河源区总的地貌特征是在高原面上一系列近于平行的低山与宽谷、河湖盆地相间排列，平均海
拔4000～5000m，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布青山环绕四周，各山脉之间相对高差不大，地形相对
开阔，起伏平缓，河流切割较弱，高原面保留完整。
黄河源区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100～4500m，属高原湖泊、沼泽地貌，、湖泊沼泽众多，湖周围为丘陵
地带，相对高差100～200m，地形变化平缓，山头浑圆，呈强烈侵蚀中山地貌、弱侵蚀的高原低山丘
地貌、湖盆地貌以及河谷地貌（李万寿等，2000）。
其中宽谷和湖盆地貌多属断陷作用形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三纪的沉积盆地，更新世期间受
新构造运动影响，发生继承性断陷而成；另一类是更新世的断陷湖盆，在断陷湖盆的边缘多保留着湖
成阶地或发育了山前台地洪积扇，在盆地低处还分布有残留湖泊。
低山多为褶皱断层山，保留两级夷平面：高一级在4900～5000m，已不完整；另一级海拔约在4600
～4700m，保存比较完整，分布也较普遍。
在这些低缓丘陵、低山的顶端、山坡广泛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冰缘地貌（如冰融阶坎、冰流舌、热溶塘
等）。
在海拔4500m以上多分布石质山地，表面为厚度不足50cm的砂质土壤所覆盖。
河源地貌发育过程十分活跃，在强烈的地壳隆起和下沉内应力作用，再加上外应力寒冻冰缘作用与流
水作用，内外力作用相互制约，塑造着河源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因冻土发育，区内分布极为广泛的冻
胀丘、融冻泥流阶地、滑塌和热融湖塘等冻土地貌。
　　长江源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地貌单元：①南部为唐古拉山高山区，山峰的走向多为北西西向，仅
在其西段，唐古拉山口以西出现北东至北东东走向的山岭，唐古拉山体宏伟高大，海拔5500～6000m
，高山山麓地带有500～1000m的高差；②西部为长江源高平原区，地势平缓开阔，湖泊沼泽发育，其
中以三段起伏的高原面为其主要特征，高原面海拔多在4500～5000m，其山岭的走势，大体以90。
E为界，以东为北西西向，以西多为北东至北东东向；③东部为巴颜喀拉山高山区。
　　长江河源区区域地貌特征是巨大山脉从北、西南三面围限，中部形成一个巨大的盆谷地。
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呈南北挟持状态，西侧有大致南北向的乌兰乌拉山和北西东南向的袒尔肯乌拉山与
之汇接，封闭了西部边界，从而走成河源区三面环山的盆谷地态势，属于岭谷结构地貌。
在盆地内部，还有次一级的岭谷结构。
通天河支流北麓南北西侧的中高山将大体分为东西走向的楚玛尔河谷地，北麓河谷地和沱沱河谷地分
开，袒尔肯乌拉山的余脉又将沱沱河谷和尕尔曲河谷分割，显示出由北而南岭谷相间排列的规律。
当曲流域东南部这种规律已不明显，多是块状丘陵和中低山分割各支流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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