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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北

部，是我国高寒湿地分布面积最广的省份，行政区

内的高寒湿地是多个大江和大河的发源地，境内

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湖泊棋布，其

特殊的地理生态区域，造就了世界上大面积高海

拔湿地生态系统 [1]。高寒湿地是丰富的生物资源

之一，为该区域农牧民提供了生态安全的重要保

障，是维持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生态系

统。高寒湿地是基于地貌、水文、生物及土壤等基

本因素而形成的，并受到高寒生物群落及气候的

相互作用影响，使其具有调节高原气候、生态水

源涵养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 [2]。高原湿地的多样

性，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价值、无可替代的生态

价值及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对全球气候变化和

全球水资源危机起到了响应和预警的重要作用 [3]。

高寒湿地的生态功能在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

生态文明建设及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工程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受气候变暖、人类活动等方

面的影响，青海省高寒湿地面积减少明显，湿地

生态功能衰减、湿地面积退化严重等问题相继而

来，针对这些问题，当地政府和部门进行了一系列

生态保护及恢复工程的建设，如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程、湿地生态

补偿工程、草原补奖政策等，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青海省高寒湿地的退化速度，遏制了退化的趋势。

1 青海省湿地资源现状

青海省除了海洋湿地、稻田湿地、红树林湿地

类型外，其它湿地资源类型基本都具有，且高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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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突出。境内沼泽湿地分布面积最大，次之是湖泊

湿地、河流湿地，湿地资源的 98% 是自然湿地，原

始而功能强大，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生态区位与社会

价值。青海省拥有湿地资源面积达 814.36 万公顷，

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15.19%，湿地面积居全国第

一。全省有青海湖鸟岛、扎陵湖、鄂陵湖 3 处国际

重要湿地，17 处国家重要湿地，19 处国家湿地公

园，1 处省级湿地公园，32 处省级重要湿地，成为

全国名副其实的湿地资源大省。青海省湿地类型主

要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

天然湿地包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 3 类

13 型，人工湿地包括库塘、输水河、水产养殖场、

盐田 1 类 4 型。青海省河流湿地面积有 88.53 万公

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10.87% ；湖泊湿地面积 147.03

万公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18.05% ；沼泽湿地面积有

564.54 万公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69.33% ；人工湿

地面积有 14.26 万公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1.75%[4]。

图 1 青海省各湿地类面积比例示意图

1.1 河流湿地资源

青海省河流湿地资源面积为88.53万公顷，占

全省湿地资源总面积的10.87%。河流宽度在10米以

上、长度5000米以上的河流有4915条，洪泛平原湿

地有896块。青海河流湿地资源各湿地型比例如图2。

图 2 青海省各河流湿地型比例示意图

1.2 湖泊湿地资源

青海省省域内湖泊众多，有湖泊 1980 多个，

其中淡水湖泊 1690 个、咸水湖泊 291 个。湖泊湿

地资源面积为 147.03 万公顷，占全省湿地资源面

积的 18.05%。其中：永久性淡水湖有 33.36 万公顷，

永久性咸水湖 111.89 万公顷 ；季节性淡水湖 0.14

万公顷，季节性咸水湖 1.64 万公顷。永久性淡水

湖主要集中分布在玛多县境内，季节性淡水湖主

要集中分布在唐古拉山以北地区，永久性咸水湖

主要集中分布在海西州境内和治多县境内，季节

性咸水湖主要集中分布在都兰县境内。青海省湖

泊各湿地型比例如图 3。

图 3 青海省湖泊湿地各湿地型面积比例示意图

1.3 沼泽湿地资源

青海省沼泽湿地资源总面积为 564.54 万公顷，

占全省湿地总面积的 69.33%，其中 ：草本沼泽湿

地面积有 27.19 万公顷，占沼泽湿地资源总面积的

4.82% ；灌丛沼泽湿地面积 633.51 公顷，占其湿地

资源总面积的 0.01% ；内陆盐沼湿地面积 224.54 万

公顷（植被盖度≥ 30% 的盐沼面积 222.04 万公顷，

小于 30% 的盐沼 2.50 万公顷），占其湿地资源总面

积的 39.77% ；沼泽化草甸湿地面积 312.74 万公顷，

占其湿地资源总面积的 55.40% ；地热湿地面积 8.33

公顷，占其湿地资源总面积的 0.0001% ；淡水泉、

绿洲湿地面积 48.77 公顷，占其湿地资源总面积的

0.0009%。青海省沼泽湿地型及面积比例如图 4。

图 4 青海省沼泽湿地各湿地型及面积比例示意图



- 23 -

青海科技 成果视窗2021年第 2期

1.4 人工湿地资源

青海人工湿地面积 14.26 万公顷，占全省湿

地资源总面积的 1.75%。其中 ：库塘湿地面积 5.58

万公顷，占人工湿地资源面积的 39.12% ；输水河

面积 0.038 万公顷，占人工湿地资源面积的 0.26%；

水产养殖场面积 0.001 万公顷，占人工湿地资源面

积的 0.01% ；盐田面积 8.64 万公顷，占人工湿地

资源面积的 60.61%。人工湿地中主要以盐田和库

塘湿地为主，水产养殖场面积最小。青海人工湿

地各湿地型及面积比例如图 5。

图 5 青海省人工湿地资源面积比例示意图

2 青海省湿地资源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海境内冰川雪山退缩，

河水断流，湖泊缩小，湿地不同程度地呈现萎缩

趋势，加之过度放牧、人为破坏等原因，致使湿

地区域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直接或间接地干扰、

威胁着高原湿地的存在。相关研究表明青藏高原

湿地退化主要由于气候变暖和人类对湿地自然资

源过度利用或不合理利用等造成的湿地生态系统

结构破坏、功能衰退、湿地资源逐渐丧失等一系

列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从动态角度看，湿地退化

是湿地生态系统的一种逆向演替过程，是系统在

物质、能量的匹配上存在着某一环节不协调，或

者由于某种不利量变过程已达到使系统发生蜕变

的临界点。在此情形下，原有的生态系统会逐渐

演变为另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低水平状态的系统，

即退化的湿地生态系统。近几年，青藏高寒湿地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退化突出的表现 ：湿地面积萎

缩，湿地类型转变 ；湿地动植物种类减少，数量

下降，陆生动物种类增加，数量增多 ；地表水与

地下水位下降 ；土壤表面干斑化、表层含水量下

降等理化特征的改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地区

气温较大变化使得降水量的补给作用无法弥补径

流蒸散发的损耗，因此径流流量减少，导致干涸

小湖泊数量巨大，部分消失的沼泽湿地水体面积

减少并向盐碱和内流化发展，湿地中旱生植被逐

渐替代水生和湿中生植被，严重地影响了生物多

样性及农牧民的用水。湿地退化研究是 21 世纪世

界各国湿地科学工作者面临的最紧迫、最艰巨的

任务之一，当前有关湿地退化理论和退化湿地修

复技术研究发展迅速。总的看来，青海高原高寒

湿地研究比较缺乏，湿地研究较晚，尤其是退化

成因、驱动力分析和各类退化湿地修复管理技术

研究较少。

2.1 湿地面积变化

面积变化是湿地退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近

年来，青海高寒湿地经历了巨大变化。闫立娟等

人 [5] 根据湖面变化趋势，将青海高原湖泊分为 2

个动态变化区 ：青海北部为萎缩区和南部为稳定

扩张区。陈桂琛等人 [6] 研究发现黄河源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沼泽面积 3895.2km2，90 年代卫星解

译结果显示沼泽面积减少为 3247.45km2，其间面

积减少了 647.75km2，平均每年递减 58.89km2。王

根绪等人 [1] 的研究发现，1969~2004 年长江源区与

黄河源区沼泽湿地也不同程度上呈现不断退缩趋

势，黄河源区沼泽湿地退缩率为长江源区退缩率

的一半。研究表明，长江源区河流湿地分布面积

在 1969~2000 年减少了大约 0.7%，而黄河源区河

流湿地在 1969~2000 年呈现持续递减趋势，总减

少面积达到 180.6km2。郑维生等人 [7] 就祁连山湿

地资源的变化分析表明，青海湖面积从 1959~2004

年呈减少趋势，但 2008 年的卫星资料显示，青海

湖面积较 2004 年增大 130 多平方公里 ；冰川雪山

面积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 970.6km2，至 2007

年的 12 年间，冰川雪山面积缩减为 845.63km2，

年均减少 10.41km2，冰川雪山年均缩减率为 1.07%；

沼泽和沼泽化草甸的面积逐年在减少。陈永富等

人 [8] 就三江源高寒湿地动态变化趋势分析表明，

河流、湖泊、沼泽地和河滩地等湿地面积从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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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07 年共减少 403.20km2，占湿地总面积的

11.18%，减少速率为每年0.66%。总之，青海高寒湿

地在2000 年以前总体呈现持续萎缩状态，从 2000

年以后湿地萎缩逐渐减弱，大部分地区萎缩幅度

明显减缓并出现局部逆转趋势，其中湖泊湿地面

积持续减少，河流湿地、沼泽湿地、泥炭湿地面

积先减少后增加，而湖泊水体面积总体持续增加。

2.2 气候变化对湿地面积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湿地最直观和最明显的影响是湿

地面积、分布格局及景观的变化 [9]。湿地面积的变

化一般与气温变化呈负相关关系，与降水、湿度

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10-11]。不同区域由于湿地水源

补给方式的差异，在不同区域上气候变化对湿地

面积的消长影响不同 [12]。柴达木盆地中西部湿地

萎缩的原因主要是受温度升高、人类活动加剧等

因素的影响，而盆地边缘湿地面积的少量增加受

降雨量增加的影响 [13]，也可能与柴达木盆地气候

的暖湿化有关 [14]。以干燥为主要特征的大部分地

区（如柴达木流域、祁连山区及黄河流域）湿地

需要降水作为补给，湿地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

表现为降水驱动型 ；在青海高原整体升温，尤其

是低温地区增温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以冰川融水

作为补给的湿地对气温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青

海高原由干向湿发展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是由冰

雪融水量增加和潜在蒸发量降低造成的，这与冰

川退缩有关。冰川对湿地面积的增加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未来若干年中全球

变暖仍为主要趋势，青海高原的气温会继续升高，

冰川补给区的湿地将会继续扩大 ；反之，当冰川

融水规模减小到一定程度时，湿地面积将由降水

等气候要素决定 [15]。

2.3 影响因子

2.3.1 气候因子

高原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分析气

候因子的影响对高原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

意义。王智颖 [16] 研究发现青藏高原 1998~2015 年

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1970~2015 年间年均降

水整体呈上升趋势。郎芹等人 [17] 对青藏高原的研

究表明气温和降水呈上升趋势，与湿地总体变化

呈正相关。温度上升与湖泊、河流及洪泛湿地的

变化均呈正相关，而与沼泽湿地的变化呈负相关。

可见温度升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湖泊、河流

及洪泛湿地的扩张，加剧沼泽湿地的退化。降水

整体上升的趋势同样与湿地总体变化呈正相关，

降水的增加能够补充各类湿地水量，有助于减缓

湿地萎缩退化。

2.3.2 冰川

20 世纪以来，气温的迅速升高导致世界范

围内的冰川不断缩减，进一步影响了水循环以及

生态循环。对于冰雪融水补给的湿地，冰川的变

化与其直接相关。研究表明在降水、土壤水分

蒸发蒸腾损失总量和冰川消融共同作用下，青

藏高原湖泊有所扩张。王松涛等人 [18] 研究发现，

2006~2010 年阿牙克库木湖面积增长了 11.6%，而

同时研究区冰川面积缩减了 7.2%。这与阿牙克库

木湖面积变化呈相同趋势，即其面积变化与冰川

消融关系密切。黄启厅 [19] 以新疆中部的博格达峰

地区和北部的阿尔泰山友谊峰地区为研究区，研

究发现 1972~2010 年冰川呈消退趋势而冰湖呈扩

张趋势，且冰川退缩对中小规模冰湖面积增长影

响更为突出。全球变暖导致青藏高原冰川退缩，

冰川退缩进一步促进湿地扩张（尤其是对湖泊扩

张的影响更为显著），反映了青藏高原湿地与冰川

变化的响应机制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2.3.3 人为因素

虽然高原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的演变以自然因

子为主导，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对湿地的直

接影响也逐渐体现。如位于柴达木内流区区域的

乌兰县，政府对盐业资源的支持与开发，促使柴

达木流域盐湖周边的部分荒漠化土地被开发成盐

田。高原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在引进巨大客流量

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湿地生态系统带来了

巨大的压力。除此之外，高原的多数居民以畜牧

业为主要经济来源，过度放牧破坏了当地的高寒

植被，加剧了土地沙化，进而加速了沼泽湿地的

退化，破坏了湿地的生态功能。近年来国家在高

原地区部署的许多生态保育工程促进了湿地面积

和生态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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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海省湿地资源的保护策略

青海省湿地资源可持续性综合管理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自然系统与人类安全，既要

保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和生

态平衡。要从整体、大系统的角度出发，全面分

析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与湿地资源的地位，统

筹规划、分布实施，将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建

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上。青海省当前对湿

地正处于“摸清家底、探明变化、研究机理和科

学管理”的起步阶段。为此，基于我们对湿地生

态系统管理的认识和理解，针对青海省湿地生态

系统的现状，参考国内外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实

践和经验，结合青海湖开展的湿地生态系统管理

经验和模式的实际情况，对青海省湿地资源的保

护和管理提出以下对策 [20-26] ：

3.1 精确基础工作

做好湿地类型、面积、分布、退化程度等基

础资料搜集整理，探讨湿地生态补偿的机制和模

式，完善农牧户信息管理，全面建立电子档案，

加强动态管理和跟踪服务，确保资金严格、准确

按农牧户信息管理系统兑现。各乡镇要认真、准

确核查湿地生态补偿资金受益者信息，发现户主

更名、死亡、销户或新增的要及时更改。建立县、区、

乡三级草原补奖服务中心，构建遥感监测和信息

服务平台，规范草原承包及资金的管理。

3.2 强化资金监管

加强湿地保护、恢复和补偿资金的运行和管

理，严格执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坚持“规范操作、

严格考核、公示公告、兑现到户”的原则，实行“一

卡通”方式及时足额将资金兑现到户。补助资金

不得形成结余，严格实行村级公示制，接受群众

监督。财政、审计部门加强补奖资金、湿地保护

和修复专项资金的发放、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将资金发放完成情况、使用效率纳入当年的年终

考核制度。

3.3 后续产业支撑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实践，秉持自

然修复、近自然恢复和适度人工干预结合的原则，

将湿地专项资金除了用于农牧户的补贴以外，另

一半资金用于发展地方产业和农牧户的替代生计。

对于发展资金不足的农户，可采取联户筹资的方

式，筹集发展资金。综合考虑发展模式、经营成本、

吸纳劳动力、成本回收年限等因素，推进联户经营，

培育新型牧业经营主体，建议畜牧业大户、合作

社和家庭牧场可采取“湿地托管”经营模式，化

解牧户生产地点和生活地点相分离的问题，促进

当地畜牧业规模经营有序形成。“湿地托管”经营

模式是指在不改变湿地承包权及经营权的情况下，

牧户将湿地统一托管于某一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

这一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可以是畜牧业大户、合

作社和家庭牧场。由经营主体统一对牧户湿地进

行湿地维护、畜牧业生产甚至畜产品销售等全过

程托管服务。在这一模式下，合作社、大户和家

庭牧场可以规避高额流转费用带来的生产经营风

险。同时，通过统一生产、统一采购饲草料、统

一管理湿地，既能避免湿地流转中承租户过牧过

度使用湿地的问题，又能实现规模效益，降低畜

牧业生产成本。

3.4 强化管护机制

由于青海高原湿地海拔高、气候条件差，人

员稀少，所在区域牧户生活水平不高。因此，建

议从各乡镇选拔 1~2 名学历较高、事业心强、熟

悉少数民族语言、表达能力较好、有一定文字基

础的草原生态管护员充实乡镇工作力量，经培训

后专职负责草原保护和湿地补偿政策的落实工作，

按临聘人员发放工资，结合草管员和草长制机制，

工资标准高于草管员工资，适当调整绩效奖励资

金中工作经费范围。这样既可以保证湿地管护和

修复工程顺利落实到村、牧户，有利于基层民族

团结和社会稳定 ；又提高了湿地管护和修复工作

进度和工作质量，能更好地推动湿地管护和修复

在基层的有效开展与实施。

3.5 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广播电视、民间集会等媒介，切实加大

政策宣传引导力度，准确解读湿地管护和修复等

政策、工程内容和实施办法，做到相关政策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加强信息报送，建立信息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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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报和年报制度，及时将工作进展、资金到位及

政策落实中的意见和建议报送到省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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