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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识别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并制定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张镱锂、刘林山等学

者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承担了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环境效应”专题的

考察任务,撰写了著作《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其包含5个部分共7章内容。
主要涉及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的背景、意义,科考的内容及进展;自然地理概

况、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变化。阿里及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状况以及变化分析,特
别识别了该地区建设用地、耕地、草地和湿地变化特征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土地利用冲突的案

例,分析了该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冲突的类型及原因,提出缓解冲突的有效措施。该著作的特点

在于通过科考获得可供分析的第一手观测资料,为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体系提供支撑;为从事

区域生态保护以及绿色发展的科教者和管理者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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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1]

是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镱

锂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林

山副研究员、西南大学阎建忠教授、贵州师范大学

刘峰贵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徐

增让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王兆峰副研究员等学者编写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丛书之一。该书由中国最大的综

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出版。
阿里及其邻近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西部。该地

区北以昆仑山脉为界,与新疆相连,东邻那曲和日

喀则,南接喜马拉雅山,西接克什米尔,与印度和尼

泊尔接壤,面积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10%以上,平
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的美称;是

西藏自然条件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2]。该地区包括喀喇昆仑

山脉、冈底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等几座高山,这些

山脉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和恒河等国际河流的源

头,存在许多湖泊,包括玛旁雍错、拉昂错等[3];拥有

独特的高海拔生态系统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资

源[4]。区内有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冈仁波齐国

家森林公园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公园[5,6]。在气

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阿里及邻近地区

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的

现状如何,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哪些冲突

等是该区域绿色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

作为人类活动和自然生态过程交互的重要纽

带,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区域生

态安全和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阿里及其邻近地

区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拥有丰富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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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然

而,在人口不断增加、对畜牧产品需求量急剧上升

的背景下,草地负荷加大,局部地区草地畜牧业系

统出现恶性循环,给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巨大压力[7]。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日益突显[8]。例如,旅游业的发展导致了

当地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盗采珍稀植物等行为

的增加,同时也对当地的水资源、垃圾处理和交通

等方面造成了较大压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阿

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问题更加复杂

和紧迫。此外,阿里及邻近地区地域辽阔,存在一

定的差异,部分区域主要受气候变化影响,而人类

活动相对较少[9]。气候因素在当地土地利用和覆被

变化中的作用越发凸显,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当地

草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转性变化,加重草原退化和

水土流失等问题[10]。

因阿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西部,是一个生态环

境脆弱的高寒地区,土地利用和生态保护对于该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阿里及邻近地区土

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一书正是对阿里地区及其

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问题重点关注

与探究。随着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土地利

用发生变化,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因此需要进

行科学研究来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和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该书是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和

科学的数据分析,对阿里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变

化和生态保护进行全面的探讨。在国家和地方重

大现实需求方面,该书的研究关注的是阿里及周边

地区的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与国家和地

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该书的研究成果旨在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决策者提

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以制定和实施土地利用

和生态保护的政策措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1 内容解读

为了识别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并制

定其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张镱锂、刘林山等学者依

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承担了阿里及邻

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环境效应”专题的考察任

务,撰写了著作《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

生态保护》。该著作包括5个部分共7章,涵盖了土

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意义、科考任务和技

术手段、阿里及邻近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人类活

动情况、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现状和变化、土地利

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等方面。下面将

对每个部分进行解读。
第一部分为背景介绍,包括第1章和第2章。

第1章主要阐述了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地

覆被变化研究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指出了该领域的

研究问题和挑战,并介绍了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核心

内容和主要进展。第2章对科考核心区及其周边地

区的地理环境特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要包括行

政区划与地理位置、地质与地貌、气候、水文与水资

源、土壤和生物等六个方面。其中,行政区划与地

理位置介绍了阿里及邻近地区的具体位置和范围;
地质与地貌部分则对该地区的地质特征和地貌特

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气候方面探讨了该地区温度、
降水分布和比变化特征,日照时数、平均风速、相对

适度和平均气压的特征;水文与水资源介绍了该地

区的河流、湖泊的概况及变化;土壤部分则从土壤

形成发育、土壤类型和分布方面阐述了该地区土壤

的基本情况;最后,生物部分对当地的动植物种类

及分布情况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为人类活动概况,包括第3章和第4

章。第3章介绍了阿里及邻近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

长趋势、城乡结构变化特征、农业和牧业生产水平、
旅游业发展形势、矿产开发利用程度及环境状况等

社会经济指标。在人口和经济增长方面,详细阐述

了该地区的人口分布、变化以及各类经济指标;在
城乡方面,表明了该地区城乡建设发展情况及建

议;在农牧业发展方面,分析了该地区农牧业生产

及存在的问题;在旅游特色及发展方面,介绍了该

地区旅游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在矿产资

源开发方面,阐述了该地区矿产资源分布、优势矿

种,矿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环境方面,主要

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废、电源供给及环境保护方

面进行介绍。第4章则介绍了公路、国道、省道、县
道、乡道及其他道路建设;居民点和边贸市场建设;
航空运输设施建设;邮电通信设施建设;能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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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现状及变化;科教文卫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第三部分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现状和变化,

包括第5章和第6章。第5章系统阐述了阿里及邻

近地区土地利用总体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程度及区

域差异和景观格局特征。第6章则重点分析了人类

活动控制的建设用地和耕地的分布、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措施,以及自然土地覆被中草地和湿地类型的

变化特征。

第四部分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冲突与协调,

包括第7章。第7章首先基于已有土地利用冲突的

相关案例,分析了阿里及邻近地区主要的土地利用

冲突(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并结合实地调研,具体

分析该区域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原因,在此基础

上,本部分试图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缓解

畜牧业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第五部分为附录,主要列举了该著作所采用的

数据和方法,以及科考队员们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形

成的考察日记。其中,数据和方法部分对于读者深

入了解本次科考研究过程和分析结果具有重要意

义。而野外考察过程的记录则可以让读者更加深

入地了解科考队员们是如何在艰苦环境下进行野

外作业,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此次科考

队员主要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时代研

究人员,他们从新的视角来讲述科考过程中的见

闻及收获,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土地利用与土地覆

被变化的研究,也可以为新一代科研人员提供经

验借鉴。

2 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

《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

一书的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如下。
(1)阿里及周边地区自然与区域经济发展突出

了以下特点。首先,阿里及周边地区的气候变化特

点显示出明显的升温趋势。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增

幅为0.43℃/10a,高于西藏地区整体增温幅度。
特别 是 在21世 纪 以 来,该 地 区 的 升 温 幅 度 为

0.45℃/10a,并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空间特征。最

低气温变化趋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气温日较差

则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次,降水变化在空间上表

现出一定的异质性。西南部地区的降水微弱下降,
而东北部地区的降水明显上升,但总体变化不显

著。此外,阿里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

西藏和全国平均水平。从1982年到2016年,该地

区的总人口从约6.10万人增长到12.87万人,年均

净增长率为2.22%。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阿里及周

边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GDP从2000年

的31554.3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325717万元,年
均净增长率为14.72%。然而,与西藏其他地区相

比,阿里及周边地区仍属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调整,逐步形成了以特色畜牧业和旅游业

为核心的产业体系。综上所述,阿里及周边地区具

有明显的气候变化特点、快速增长的人口以及逐步

提升的经济水平。
(2)阿里及邻近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总体稳

定,但也出现了突出的变化。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显著增加,草地资源质量明显下降,导致草畜矛盾

加剧。该地区土地利用具有典型的高原地区特色,
牧草地和未利用上地占比高达96.05%,而耕地、林
地、镇村等建设用地仅占0.06%。近几十年来,土
地利用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迅速扩张、草
地质量下降以及生态保护用地与农牧业发展用地

冲突加剧等问题。
(3)在阿里及邻近地区,农牧业、城乡建设和自

然保护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人口增

长,土地利用矛盾日益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牧区向北迁移,居民点向自然保护区内

扩张,不断挤压和干扰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其次,
青藏高原草地承载力盈亏评估出现严重偏差,导致

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野生动物频

繁进入牧场采食,时有伤害人畜的事件发生;还有

近10年来禁牧围栏阻碍了野生动物的迁徙并对其

生存构成威胁。
(4)为解决以上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本书提出

了一系列建议。首先,实施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政

策,根据生态移民和扶贫搬迁等政策,将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和部分缓冲区等关键保护地区以及高海

拔不宜居地区的人口迁移出来,并实现人口与草地

的优化配置。其次,需要协调自然保护和牧业发展

政策,以及农牧和自然保护部门的草场围栏政策。
应将围栏与禁牧分开,尽可能减少围栏的使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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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禁牧管理的标识、巡护和奖惩措施;原则上拆除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野生动物迁徙

通道上的围栏,确保野生动物的迁徙和草地、水路

的畅通。此外,还应开展对野生动物科学保护与适

度利用的应用示范研究。科学评估并审慎调整青藏

高原主要食肉性和食草性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开展

野生动物资源的适度利用研究。同时,加强对野生动

物采食、迁徙等行为以及种群规模的研究,深化野生

动物保护、草地承载力和生态安全的系统研究,促进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稳定和提升。
(5)《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

护》这本著作是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为

基础,对阿里及邻近地区近40年的土地利用和覆被

变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这本著作的

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和贡献。

首先,该著作通过对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特征及影

响因素的阐明,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和数据支

撑,增进对青藏高原地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理

解。通过系统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土地利用和覆

被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为区域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其次,该著作深入揭示了畜牧业发展与

野生动物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现状特征和动因。

在阿里及邻近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对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和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通过对这一

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管理措

施,促进畜牧业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协调发展。此

外,该著作还提出了基于生态保护的生态系统管理

和区域发展建议。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土地利用,

可以实现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该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对阿里及

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的系统研究和分析,

以及对畜牧业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冲突的深入揭

示和解决方案的提出。其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以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为依托,对该地区的

土地利用和生态保护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探

讨,为科教和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3 结束语
 

《阿里及邻近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保护》

著作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为依托,对阿

里及邻近地区近40年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过程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通过阐明土地利

用和覆被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深入揭示了畜牧业

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现状特征和

动因,并提出了基于生态保护的生态系统管理和区

域发展建议。该著作的研究成果丰富了青藏高原

地区的基础资料,为理解其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提

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和理论基础。同时,该著作也

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区域绿色发展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有助于科教和管理者更好地

了解此地区的土地变化科学和生态保护问题,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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