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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人类活动对生态

环境影响及其保护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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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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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根据作者近年来对青海湖地区人类活动和环境现状的调查 探讨了该区人类

活动和环境现状的调查
,

探讨了该区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及特点
,

分析了人为活动对生

态与环境影响的空间
、

时间及动态特征 并针对该区 目前的环境状况提出了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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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 多年来
,

地处青藏高原

东北部青海湖地区 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作者近年来以青海地区人类活动状况作

了详细 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 本文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
,

分析该区生态环

境变化的主要特征及人类活动作用的特点
,

并针对 目前该区环境状况提出了保护对策

湖区 自然及社会经济概况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

为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泊
,

湖面海拔
,

湖

泊面积 年 文中的青海湖地区是指以青海湖为汇水中心的整个青海湖

流域
,

包括湖盆地带及 四周 山地 地理位置约 为
”

一 ‘ 一 ‘ 、 ‘ 一

尸

其 四周分别为大通 山
、

日月 山
、

青海南 山等高山所环绕 主要河流有布哈

河
、

沙柳河
、

哈尔盖河
、

黑马河
、

倒淌河等 图 流域面积为 海拔高度一

般为 一
·

本区气候属高温大陆性气候
,

以干燥寒冷多风为主要特点 年平均温度为一 ℃ 天

峻 一 ℃ 江西沟
,

℃的年积温为 ℃ 天峻 一 ℃ 江西沟 年平

均降水量为 天峻 一 江西沟
,

集 中于 一 月份 而年蒸发量达

江西沟 一 天峻 风向以西北为主
,

年平均大风 日数为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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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察 一 天 天峻 主要土壤类型有栗钙土
、

风沙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甸

土
、

高山寒漠土
、

沼泽土
、

草甸土等 植被以草原和各类高寒植被型为主 ⑤

广、 、、、

一 、一一气、

、大

尸、

、
、

,

图 青海湖流域图

截止 年底
,

青海湖地区有人 口 人
,

人 口密度为 人 各类牲畜

总数达 头 只
,

折合为 只羊单位 耕地面积
,

累计播种各

类作物 面积
,

为总耕地面积的 农村社会总产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

元 工业总产值为 了 元 年产惶鱼 青藏
、

青新公路从青海

湖南北两侧湖盆地带穿过
,

青藏铁路从湖北侧穿行而过 旅游业也得到一定发展

湖区生态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近百年来
,

青海湖地 区的气候总体上有向暖干变化的趋势 〔 〕 ,

从而对环境带来了显

著的影响 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使青海湖地区高寒系统与环境的变化 日趋复杂

化 近 多年来的变化主要有湖水位下降
、

湖面萎缩 沙化面积 日趋扩大 植被破坏
、

草场退化 动物资源 日趋减少 牲畜品质下降等

湖水位下 降
、

湖面积萎缩
、

矿化度增加 依据有关资料推算
,

青海湖水位从

年的 降为 年 的
,

水位每年下降为 一
,

湖泊面积则每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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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蓄水量每年减少 , ⑦ 据青海省水文总站实测资料
,

水位从

年的 变为 年的 一
,

共下降
,

累计亏水量
,

湖水面积减少 了 另一方面
,

随着水位下降
、

湖面萎缩
,

湖水矿化度也在增

加 年矿化度为 〔‘〕 ,

而 年已达 一 ‘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和 以往有关资料计算
,

青海湖多年平均亏水量为 护 , ,

人

类活动直接耗水量约 占湖水亏水量的
,

为湖面蒸发耗水量的 多一些
,

与湖水位

波动无明显相关 “ 们 青海湖水位波动式下降是由于近百年来气候干暖化使湖面蒸发量超

过湖面降水量与人湖径流量之和所致 〔 人类活动通过改变生态与环境状况而间接影响

到对水资源的再分配以及湖水位波动 〔“

土地资源不合理利用
、

沙化趋势加强 风沙活动加剧 以及沙漠化土地增加已是本

区较为突 出的生态 问题之一 年
、

年和 年沙丘及 沙化土地面积分别为
、

和 从 年至 年沙化土地扩展速率每年为
,

而从 一 年则为 其范围也由原来主要集 中在东北部地区
,

而 向整个湖盆

地带扩大 鸟岛也随着布哈河每年平均 ” 叭 的人沙量和风沙堆积活动以及湖水位

下降等综合原因而于 年与湖岸相连成为半岛 据青海省农科院调查
,

鸟岛附近

年有沙地
,

至 年已增至
,

致使鸟岛环境恶化 根据青海省水文总

站资料
,

青海湖地 区各河流人湖泥沙量年平均为 ’
,

其中布哈河占人湖泥沙量

的 环境恶化
,

引起大气降尘量增加 根据对湖周大气降尘量的定点监测
,

月平

均降尘量达 青海湖东岸沙漠化的形成是全新世湖泊退缩过程中的产物 〔’ ,

而近期湖盆沙化范 围及面积的扩大则更多地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本 区沙漠化趋势 尤其是盲 目开垦草场
、

放牧过度
,

导致草场退化等

是直接的原因 年该区耕地面积达 ,
,

目前稳定在 、
,

湖盆

草原地带集中了大量弃耕地
,

加上过多的休闲地和冬天裸露的耕地已在事实上成为本区重

要的沙源 此外
,

草场退化
、

植被覆盖度下降
、

裸土地增加等
,

加剧了沙化趋势和水土流

失 可见
,

青海湖地 区沙漠化土地扩大是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植被破坏
、

草场退化
、

牲畜品质下降 随着人 口增长及对资源的需求增加
,

本区

植被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草场退化较为严重 年代初
,

沙柳河
、

布哈河下游河谷

地带发育有大面积的三春柳 河谷灌丛
,

如今仅有少数残 留在河流

中间的沙堆 中
,

呈稀疏状态 近年来
,

二郎尖
、

青海湖东北部沙化地 区外缘 的 中麻黄

闭 做为药用资源而受到大量采伐和破坏 湖盆地区大面积弃耕地原生

植被仍未恢复到原有状态 草场长期超载过牧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
,

本区的牲畜容

纳量远远超过了草场的实际载畜能力
,

致使草场退化十分严重 至 年底
,

各类退化

草场面积 约占草场总面积的 “ 草场退化主要表现为植被盖度和产量下

降
、

优 良牧 草 种类 减少
、

杂 毒草增加等 刚察 县 草 场 年平均 可食青草产量 为
,

年下降为
,

产草量下降了 草场退化现象在牧

区居 民点 附近尤其 明显 湖区 牲畜 品质也 明显下 降 年代末
,

绵羊 的平均 体重 为
,

近年来 已下降到 一
,

下降了 一 藏系绵羊的羊毛产量也从 年代

的平均每只羊产毛 降为 年代的
,

减少了

野生动物资源种类和数量下降 青海湖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颇为丰富 据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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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

盆地共有野生鸟兽 种
,

约 占青海省鸟兽种数的
,

其中鸟类约 种
,

兽

类计 种
,

属 国家一类保护 的动物有 种
,

二类保护 的动物有 种
,

有显著经济价值

的动物约 种左右 以生活于草原上的种类为多
,

青海湖水体也因其独特 自然条件吸引

了大量的水禽或沼泽鸟类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不断扩大
,

破坏了一些野生动物的

栖息生境以及滥捕乱猎导致野生动物资源种数下降
,

不少珍稀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

目前

很少见 到 其活 动足 迹 如藏野驴
、

野耗 牛 那方
、

雪豹

护 人
、

普 氏原羚 介
、

藏原羚 刀
、

白唇鹿

等珍稀动物数量明显减少
,

其活动范围也在缩减 鸟岛在鸟类资源其

种类和数量也在减少 另一方面
,

草原的有害动物如盼鼠和 鼠兔等数量却因人类活动干扰

而增加
,

给草原增加了压力 一川

青海湖属贫养型湖泊
,

气候为高寒类型
,

盛产青海湖裸鲤 由于水中饵料缺乏
,

鱼的

生长期短
,

生长速度十分缓慢 一条重 克的鱼约需生长 一 年 〔’ 〕 ,

加上青海湖

裸鲤的产卵量少
,

繁殖率低
,

鱼类资源增长缓慢 因开发初期对青海湖鱼类资源掠夺性捕

捞以及长期以来的不合理捕捞
,

尤其是对繁殖亲鱼和幼鱼的捕杀以及产卵环境恶化
,

造成

青 海 湖 内裸 鲤 资 源 受 到 严 重 破 坏
,

产 量 下 降
、

个 体 减 小
、

群 体 结 构
“

低

龄化
’ 。卜

环境污染的潜在威胁 青海湖地区是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封闭盆地的高寒草甸和草

原生态系统 无论是系统的稳定性及可调节功能方面均较脆弱 其污染物来源有工矿企

业 公共生活设施
、

城镇生活等废弃物
、

农牧业中使用的农药等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区约

有 家排放污染物的工矿企业
,

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有污水
、

废气
、

废渣等 现有的工业

污水多数排人河流
,

又多数未经任何处理 就 目前状况而言
,

本 区环境污染问题还不严

重
,

污染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十分明显 随着工农牧业发展及人 口 的不断增长
,

这一问题必

将变得更为突出 鉴于本区封闭地形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

人为活动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特点

由于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综合作用
,

青海湖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人类活动对其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
,

表现在空间
、

时间及动态特征

方面

空间特点 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本区垂直 自然带分布明显
,

从湖滨平原到高山冰雪区
,

植被垂直带依次是草原 温性草原和高寒草原 带一高寒灌丛

和高寒草甸带一高寒石流坡植被带以及高山裸岩和冰雪带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随海拔

升高而 减少
,

海拔 一 为农工牧交错带
,

冬春季草场及农 田耕地的主要分布

区 海拔 一 为牧业的夏季草场 海拔 以上的高山区则较少受到人类活

动的干扰 在水平格局上
,

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环湖特点
,

表现为以青海湖为中心向四周

扩散
,

呈环带状结构 即青海湖水体以渔业生产 为主 湖盆平坦的草原区则为农牧交错

区 四周高寒植被区为牧业区 高山裸岩及冰雪区则很少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时间特点 由于落后 的生产力
,

该区长期以来一直以原始的高山畜牧业为主
,

对

环境影响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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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特别是近 多年来
,

人 口 不断增长和牧业
、

工业
、

农业等的全面发展
,

对生态与环

境的影响也 日益加强
,

正是这种随时间推移人类活动加强致使生态环境演变更加复杂化

滞后效应 人类作为环境的重要组分并在环境演变中起重要作用 人类对 自然资

源的不合理利用
,

破坏了局部生态环境
,

如 年代末和 年代初对青海湖区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带来严重的明显后果 特别是湖盆地带的大面积垦荒和对鱼类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

对近期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演变带来重要的影响 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这种动态变化显然具

有滞后效应

对生态与环境的保护对策

根据本区的环境现状提出如下保护生态与环境的对策

保护植被
,

防止草场进一步恶化 植被是维护本区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因此首先要保护现有的灌丛和沙生植物 合理控制载畜量
,

实行科学养畜和休歇轮

牧
,

对草场鼠虫害进行综合治理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防止沙化和水土流失 严禁进一步在湖盆地区垦荒
,

保持或

适当减少现有耕地面积
,

对弃耕地可人工种植牧草
,

以解决冬春草场不足的矛盾
,

对退化

草场采用不放牧或少放牧 扭转水土流失和沙化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

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应合理利用水资源
,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 对湖 区现有 的

污染源进行清理
,

不宜再建设污染性强的工厂 农牧业使用的农药逐步采用无毒类型
,

实

行生物防治来代替以前的高残毒农药
,

防止水资源受到污染

合理利用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当前裸鲤资源破坏严重
,

应制订严励措施加以保

护
,

控制捕捞量以及保护产卵场 扩大原有鸟类 自然保护区
,

禁止捕猎珍稀野生动物

适 当控制人 口 增 长率 从 一 年
,

青海湖地 区人 口 由 增 长 至

人
,

年平 均 增 长 率 为
,

其 中从 一 年人 口 年平 均 增 长率高达

人 口 增长造成对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加
,

尤其对青海湖地区这样一个脆弱 的生态

系统更是如此 湖盆地带垦荒
,

对动物资源的掠夺和破坏
,

缺乏燃料导致对灌丛的破坏等

一系列现象均与人 口增长有直接联系 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
,

适当控制人 口 增长率
,

这对

缓解资源的紧张状况及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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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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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雅风 山地冰川与湖泊葵缩所指示的亚洲中部气候干吸化趋势与未来展望 地理学报
,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等 青海综合考察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陈克造 四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变迁 第四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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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华
,

陈桂深
,

彭敏 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下降的影响 湖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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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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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叔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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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杰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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