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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做出的重大决策。
旨在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人类基本生存环境恶劣和生态脆弱是西部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矿产资源、化石能源和水土资
源的不合理利用，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的退化和自然灾害的加重构成了对重
大基础设施的威胁。
因此，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基础
。
　　西部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根源在于陆地表层环境的脆弱性。
然而，西部陆地表层过程的许多基本科学问题尚不清楚。
例如，西部现代的环境状况，哪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哪些是人为因素导致的？
尘暴中的粉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关系到西北地区命脉的冰雪资源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将如何演化？
西北干旱区和西南岩溶（喀斯特）地区的水循环过程遵循什么样的规律？
如何科学评估西部水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生态系统在其中的作用？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什么样的植被覆盖模式既有利于生态又不会对人类水资源的需求构成严重制约？
在西南地区的复杂地质背景下，如何在提高工程设施稳定性的同时保护环境和生态？
对于这些问题的圆满回答，依赖于对构成陆地表层环境核心的土壤一植被一大气系统基本过程及其演
变背景的科学探索。
而限制这一探索继续深入的原因，主要是围绕主攻科学目标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不够充分。
首先，该领域的科学进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长期持续的地面和空间遥感的观测数据，这是靠单个科学
家和个别项目难以完成和支撑的。
其次，该领域的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依赖于综合集成和跨学科协同攻关。
特别是，该领域许多学科虽然有着相近的研究对象，但往往出现学科背景不同的科学家之间难以沟通
和对话的情形，问题主要在于各学科侧重的时间或空间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了有效地动员起解决西部环境和生态重大科学问题所需的广泛的人才和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于2001年启动了“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重大研究计划（简称“西部计划”），组织实施围
绕西部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项目。
旨在以“重大研究计划”的顶层设计来保证科学目标的统一性和研究、观测工作的持续性；鼓励科学
家围绕总体科学目标与核心科学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高水平的探索，以保证科学探索的综合性和原始
创新性；并以重大研究计划中项目设置的灵活性来鼓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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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部典型内陆河生态：水文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西部计划支持的项目群的阶
段成果之一，是以我国西北部地区的黑河流域和塔里木河流域为单元的、多尺度的生态－水文科学的
理论和案例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基于观测试验模拟的流域生态－水文过程研究、流域生态系统水循环
与水平衡（资源）、人类活动与流域生态－水文系统相互作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安全与
生态系统健康及流域生态－水文研究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等，以求深入探讨以流域为单元，多尺度、
综合研讨水文、生态、经济的科学问题，寻求流域水效益的提高。
　　《中国西部典型内陆河生态：水文研究》可供从事水文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专业的科研和管
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高等院校的师生及科技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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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生物多样性的载体　　森林草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物种，是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
系统多样性的载体。
据20世纪80年代肃南县牧业区划队的调查，县境内共有常见的天然植物4门、71科、302属、706种，其
中森林树种6科、7属、13种；饲用牧草植物32科、15属、378种；药用植物52科、94属、155种，著名的
有水母雪莲、中麻黄、大黄、黄芪、羌活、柴胡等。
野生珍贵动物19种，如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白唇鹿、雪豹、野牦牛、野驴、盘羊；二类保护动物白臀鹿
、马麝、兰马鸡、藏雪鸡、高山雪鸡、马熊等。
除了放养牛羊以外，祁连山区的马鹿、梅花鹿人工养殖规模在全国也是闻名的，其中肃南县饲养马
鹿700头，可为市场提供大量优质的鹿产品。
　　4）观光旅游功能　　黑河上游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仅从肃南县来看，既有建于北魏时期的马蹄寺、文殊寺、金塔寺等历史文化遗迹，又有裕固族等独特
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既有可与敦煌莫高窟相媲美的石窟壁画艺术，又有博大精深的藏传、汉传佛
教等宗教文化。
马蹄寺旅游观光区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是甘肃省省级森林公园，马蹄寺的旅游业已经有了丰富的
开发经验。
2003年，肃南县全县共有20万人次前来观光旅游，旅游收入达到8∞万元。
宁张公路的升级修建，将把中国的夏都古城西宁、祁连山森林草原风光、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
等历史名城和文物古迹的观光旅游串成一条新的旅游线。
沿这条旅游线路游览，一路上既有雪山冰川，又有大漠戈壁；既有河流瀑布，又有森林草原；既有高
原平湖，又有塞上古城的美丽景色。
黑河上游草地的绚丽风光，别具一格的裕固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牧民的生活风情习俗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传统，成为开发上游山区旅游业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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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研究丛书：中国西部典型内陆河生态&middot;水文研究》按流域分成上
、下两篇，共14章。
上篇：黑河流域由8章组成；第1章和第2章主要研讨了黑河流域水、土、生态系统的特征与格局；第3
章至第6章是基于野外长期观测试验的能水循环、生态水文过程的研究集成；第7章和第8章总结了黑河
流域水环境变化的生态效应及其生态修复的试验研究。
下篇：塔里木河流域由5章组成；第9章和第10章概述了塔里木河流域的自然和社会概况并介绍了流域6
大类生态系统；第11章至第13章先后讨论了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服务功能，评估了流域生态健康，并立
足于生态安全探讨了生态水问题；第14章概要了流域科学近年来的发展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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