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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源区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资源较缺乏，居民生活贫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综合分析源区的现状和有利条件，认为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如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使牧民从散居到聚居，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第三产业

的发展，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思想素质，树立环保意识，逐渐摆脱

对草地的过分依赖，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优化和重建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

展，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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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日

益受到全球的关注。由于气候变化和地质作用的

影响，长江源区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频繁，致使脆

弱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居民生产方式比较原始，

过分依赖天然草场，生活水平低，人口不断增长，使

草场超载过牧，加剧了对生态的破坏。长江源的生

态环境及演变趋势，直接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生

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人已对长江

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措

施［( - *］，笔者将以长江正源区各拉丹冬一带为例，

系统分析长江源区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从

改善居民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出发，探讨可持续性

发展的对策。

(! 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演化

趋势

! ! 研究区范围为北纬 **8 - *$8，东经 ’#8 - ’"8

（图 (），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羌塘高原。羌塘在藏

语里是北方高地之意，是一块浩瀚无垠的旷野荒

原。长江发源于各拉丹冬姜古迪如冰川，各拉丹冬

为唐古拉山脉主峰，海拔 . ."( 9，源区平均海拔

$ *## 9以上，是罕为人至的生命禁区。行政区划

上隶属于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的交界处，大部分属

于青海省。源区虽然海拔高，但高差不大，由山原、

丘陵和丘间盆地组成，坡度变化相对平缓，切割不

深，水系特点为河谷开阔，河槽宽浅，河网密集，支

流众多。在海拔 $ .## 9 以上一般发育冰川或终年

积雪，高山陡坡上多为寒冻风化而成的岩石残块。

在湖泊周围、河流两岸和地形比较平缓开阔的地

区，由于地表长期或暂时积水，使土壤常呈饱和状

态，生长着沼生或湿生植物，从而形成沼泽型湿地，

以蒿草（!"#$%&’( &)): ）群落和苔草（*($%+ &)): ）群

落为典型代表［%］。沼泽型湿地孕育着长江源区的

植被，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是高原水禽和珍兽的重

要栖息地和繁殖地，其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也是当地居民唯一赖以生活的牧场。

由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互作用，青藏高

原成为现代大陆活动最强烈的地区。从 "## 多万

年以来青藏高原上升了*$## - %###9，气候和生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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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正源地理位置水系分布图

!"#$ %! %&’#()*+",)- -’,)."’/ ’0 .+& 1)/#.2& 3’4(,& (&#"’/ )/5 .+& 5"3.("64."’/ ’0 7).&( 383.&9

态环境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植被从常绿阔叶

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草原和半荒漠或荒

漠［$］。高峻的地势、寒冷的气候，使源区生态环境

原始、独特、脆弱。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的干暖

化，使冰川退缩，湖泊萎缩或干涸，河水断流，土地

盐碱化，鼠害猖獗，沙漠化扩张［&］，再加上超载过牧

等人为因素影响，直接导致沼泽型湿地的退化和减

少。西藏安多县草地面积总共 "’($ ’% :9"，轻度退

化面积为 ’’$ )) :9"，中度退化面积 "($ *% :9"，重

度退化面积 $$ )& :9"，退化草地占草地总面积的

))$ ++;。

区内居民皆为游牧的藏族同胞，由于地理环境

和历史基础的影响，生活极其贫困，甚至原始，目前

可利用的资源仅仅是植被，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穿的主要是皮，吃的主要是肉，喝的主要是

奶，烧的主要是粪，劳动工具简陋，仅在青藏公路沿

线的居民才有所改观，但为数甚少。赖以生存的牧

草沼泽湿地不断地退化和减少，人口不断地增多，

如 &# 年代那曲地区人口为 %#$ )+ 万，到 "% 世纪初

增加到 ’) 万。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必然会出现

超载过牧、偷猎和破坏植被等现象。(# 年代以前偷

猎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取食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外地不法分子的介入，现已发展到以获取暴利为

目的，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更加严重。

"! 长江源区可利用资源分析

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科学合理地利用

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长江源区的资源主要

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和旅

游资源。

!$ "# 土地和矿产资源

源区的土地资源主要为草地，草地由冰沼土、

荒漠石质土和高原草甸沼泽土组成，土壤发育不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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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土层薄，结构差，肥力低。草地主要以高寒草甸

为主，在河滩和河道平缓处还分布有沼泽化草甸，

植被类型简单，主要由垫状蒿草型和硬叶苔草型组

成。由于沙化、盐渍化和鼠、虫害的影响，草地面积

逐渐减少，单位产草量不断降低。

区内已探明的矿产仅有吴美通冬水晶矿、君塞

和巴格日陇巴石膏矿，吴美通冬水晶矿已探明地表

工业 !#级储量：压电单晶 #$" $%& 吨（其中单晶不小

于 ’# ( ’# ( ’# ##) 的晶体 ’)" $* 吨），熔炼水晶

)+," *$$ 吨，但由于交通不便、高寒缺氧和气候恶劣

等原因，已停采。君塞和巴格日陇巴石膏矿点中

!$%&"的含量在 &+’ - %+’ 之间，平均在 %*’ 以

上，石膏层厚度大，有一定规模，可以露天开采，但

同样难以创造出经济效益。总之，矿产资源较为贫

乏，利用率低，这也许是由于工作程度不够所得到

的认识，但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大，不宜提

倡对矿产资源进行大力勘察和开发。

!" !" 水资源

源区总体属于高寒半湿润气候，冰川发育，水

系密集，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比较丰富。河流与

湖泊主要由冰川和冻土的融水补给，年平均降水量

为 "%"" % ##，但蒸发量可达 ’ "** ##，远远大于降

水量。水资源可分为固态水资源、淡水资源和咸水

资源。以各拉丹冬、尕恰迪如岗、岗钦扎仲和龙亚

拉为 中 心 的 冰 川 面 积 约 为 ,*$" "# (##，冰 储 量

（,"" "’ (’*"）#)，形成固体水资源。各拉丹冬冰川

被誉为中华固体水塔。沱沱河、尕尔曲和布曲等外

流水系及其支流为淡水资源。分别以赤布张错湖和

雀莫错湖为中心的内流水系汇聚形成咸水资源。

!" #" 生物资源

长江源区具有独特的生物种类、生物群落和生

态系统，孕有珍稀的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家畜、野生

动物和植物等。家畜主要为藏绵羊、藏山羊和牦

牛，牛羊是纯天然绿色食品，毛、皮、绒品质上乘。

野生动物主要有藏羚羊（!"#$%&’&() %&*+)&#,）、藏野

驴（-.//) %01,&#/)）、野牦牛（2&) +3/##,0#)）、盘羊

（45,) "11&#）、棕 熊（ 63)/) "37$&)）、黑 颈 鹤（ 83/)
#,+3,7&’’,)）、旱獭等濒危和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国家

一、二类保护动物，以及狼、黄鸭、黄羊、斑头雁等。

长江源生长着高原特有的野生植物资源和名贵中

草药，如雪莲、红景天和冬虫夏草等。牲畜是当地

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但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

高，畜产品经济效益不大。

!" $" 旅游资源

长江源区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具有

极强的典型性和珍稀性、整体的自然性、突出的感

染力和科学内涵。旅游景观可划分为：（’）地文景

观，如雪山、冰川景区、山口景区和洞穴景区等；（#）

水文景观，如湖泊景区、河流景区、温泉和泉华景区

等；（)）生物景观，如独特典型的高原生态系统、丰

富珍稀的野生动物资源、奇特名贵的高原植物；（"）

人文旅游资源，如民族土特产品、古老的宗教文化、

民族乡土风情等。

伟岸挺拔的雪峰、原始粗犷的草原、纵横曲折

的河流、湛蓝脱俗的高原湖泊、热气蒸腾的温泉群

和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等，组成美妙的自然景观。

银装素裹的各拉丹冬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

旅游探险和登山爱好者。高傲威武的野牦牛，轻快

洒脱、疾如长风的藏羚羊，列队扬踢轻弛的野驴，憨

态可掬、游乐嬉戏的旱獭等珍稀野生动物，足以使

游客留恋忘返。淳厚朴实的风土人情让人摆脱城

市的嘈杂和世间的烦恼，体味返朴归真的自然生活

情调。古老的宗教文化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源远流长；蓝宝石般晶莹透亮的咸水湖泊折射

着科学内涵；千姿百态的冰川地貌使人不得不对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服；温泉群在雪域高原脱俗超

群的展现蕴藏着大自然的多少奥秘，游客可以畅

想。长江源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品牌，踏上

源区这块神秘的净土，探究母亲河的来龙去脉，对

游客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在长江源旅游资源没有

有效地开发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下，很少有人能亲眼

目睹长江源的风采。一批批从国内外慕名而至的

旅游、登山、探险、科考者，不得不抱憾而归。

随着青藏铁路的修建，长江源的交通条件将大

为改观，系统调查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不仅能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发

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而且能使不同民族间

加强交往，互相了解，彼此信任，增进民族间的融

合，促进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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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对策探讨

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被视作一对矛盾，但在这

个特殊的区域，如果合理规划，两者可以统一起来。

发展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不解决发

展问题，就很难有效地改善和保护好环境。人类的

发展离不开资源，长江源区得天独厚的资源是旅游

资源，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从而

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摆脱对牧场的过分依

赖，改善生活水平，提高思想素质和环保意识，增强

生产能力，更好地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为源区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急待发展的长江源区，

一旦有开发的契机，将会形成较大的人才和消费品

需求市场以及民族工艺产品和畜产品等原材料的

供应市场，能促进地区贸易的良性发展，使本区经

济进入良性循环。长江源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对改

善生态环境无疑是一种良策。

要使源区更快地发展，防止对资源的掠夺性开

发，而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当务之急就是进行

基础性设施的建设，尽可能地把牧民原始分散的居

住形式调整为小规模、相对集中的聚居形式，逐渐

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摆脱对草地的唯一依

赖。

!!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性设施涉及交通、通讯、教育、水电和卫生

等方面。源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条件差，目前仅

有青藏公路一条干线，如吉日乡和色务乡还没有通

往安多县城的简易公路，夏季基本与世隔绝。基础

设施的建设交通应是首当其冲。随着青藏铁路的

修建，其主干交通线将大为改观，但长江源地区地

域广阔，要彻底改变交通状况，必须修建乡村公路。

乡村公路的修建，首先要考虑以旅游景点为接点，

修建公路网，把各乡（镇）与青藏公路这条大动脉连

接起来，然后再修建居民点与居民点间的简易公

路。长江源修筑简易公路成本并不高，因为寒冻作

用形成的岩块、碎石几乎遍地分布，地貌起伏不大。

有人担心修路会对生态造成破坏，但实际情况是不

修路会使车辆随意乱跑，到处陷车挖车，造成的破

坏更大。

目前，长江源区的教育相当落后，绝大多数人

是文盲或半文盲。虽然近几年政府为了改善教育

状况，在每个乡修建了一所希望学校，让学生免费

上学，甚至生活费也全免，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

改变。拿安多县来说，全县实控面积约 &! ’ 万平方

公里，占中国国土的 ("，每个乡只有一个小学，每

个小学大多只有两、三个班，学生人数大多不超过

%# 人，且年龄偏大，一、二年级的学生大多在 (# 岁

以上，绝大多数适龄儿童没有接受到正规教育，究

其原因无非是居住分散，路途遥远，交通条件差。

如果能让居民聚居起来，在聚居地修建学校，才能

使适龄儿童及时接受教育。

源区的日光紫外线强，照射充足，风力强劲。

现在牧民大多用微型家用太阳能电源，仅供照明、

小型电器（电视机、收录机等）使用。电力的缺乏，

限制着地区的全面发展。如果建设风力发电站、太

阳能发电站或风光互补发电站，会很好地解决当地

的用电问题。另外，区内水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很多地方水流落差大，适宜兴建小型水电站。

长江源区的医务人员缺乏，医疗设施落后，绝

大多数居民连最起码的常见病都得不到及时的医

治，不要说优生、优育和保健之类了。医疗队伍建

设是保证地区稳定发展的必要措施，其可以采取人

才引进和本地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

!! $# 开发旅游业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探讨长江源区可持续发展策略，最基本的前提

是：既要保护草地，不能超载过牧以及遭到更多的

破坏，又要解决牧民的生活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

生活水平。这也就是矛盾的体现，综合以上论述，

开发和发展旅游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有效的途

径。

长江源的旅游资源适合于生态旅游，即尽量保

持旅游区原有的特色，减少对原有环境的人为改

造，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的生态环境。虽然西藏的

旅游业总体来说较为落后，但正在迅速发展。格尔

木 ) 拉萨是一条旅游热线，如果能够建设好源区的

基础设施，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把旅游景点与这条

线路有效连接起来，打好“长江源”牌，一定能够吸

引中外游客，提高与西藏紧邻国家在高原旅游方面

的竞争力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实，长江源旅

游的招牌已经打了出来，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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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立在青藏公路沿线的沱沱河小镇，相应地沱沱

河小镇也就成了长江源之旅的终点。事实上，沱沱

河小镇只是一个“ 接待站”，游客仅仅是路过而已，

在这里没有领略到长江源的真正风采，这也就丧失

了高原旅游的内涵。高原旅游业的客源量前景广

阔，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尼泊尔这个相当于西藏面

积 ##! "" 的国家，#$$% 年的高原旅游接待人数却

是西藏的 &! " 倍［’］，这也表明长江源的旅游业如果

科学开发，合理经营，增强竞争力，一定能够繁荣。

旅游业的兴起势必会带动商贸、运输、餐饮等第三

产业的发展，逐渐让越来越多的牧民转到服务行业

来，这样既能让他们走上发家致富之路，又可以减

轻牧场的负载，从而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 !" 逐渐实现散居到聚居的转变

长江源地广草稀，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牧草，

牧民居住特别分散，有时行程两三天，见不到一户

居民，这对就学、求医、买卖、信息交流和通婚等造

成很大的困难，致使牧民生活极其封闭和落后。实

现牧民从分散居住到聚居的转变，是使他们脱贫致

富的必要步骤。而实现这一步骤最大的障碍就是

失去牧场后牧民的生活来源问题，因此发展旅游

业，引导居民从事第三产业，可以缓解这一矛盾。

另外，可以合理规划，在有限的牧场中，科学引种，

提高草场的生产力。选择聚居基地，要尽量靠近旅

游景点和公路。在这一转变启动时，政府和社会要

给予一定的支持。不管困难多大，只有聚居，才能

使居民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等服务，实现

优生优育和计划生育的目标，从而有效控制人口的

过度增长，提高生活质量，使之因地制宜地发展成

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以其作为联系区域内外交流的

枢纽，引发和推动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运转。

另外，聚居还可以给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生存空

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 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长江源区的居民大多祖祖辈辈靠游牧维持生

计，象“男耕女织”时代一样，男女的劳动分工已形

成固定模式，对于其它劳动似乎“ 不感兴趣”，生活

方式非常单一。从青藏铁路的建设中可见一斑：内

地去的民工忍受着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整天劳

作，而当地大多数居民即使身无分文，有健全的体

格，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做工挣钱。这并不是说

他们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而是他们没有通过其它

劳动获取报酬的意识。促进居民生活方式的多元

化，是使居民自力更生的必要手段。实现这一目

的，要通过有效的培训和引导。只有通过培训让中

青年劳动者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引导他们脱离放

牧生活，参加到商贸、运输、餐饮、劳务等服务行业

中来求生存，谋发展。

!! $" 加强舆论宣传和鼓励投资

长江源区的开发具有战略性和公益性，它离不

开政府的扶持，更离不开社会的帮助。加强对长江

源区现状和面临挑战的宣传，会引起环保爱好者和

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有望掀起建设、美化母亲河

之源的热潮。对长江源的投资，社会效益重于经济

效益，但不能忽视或淡化经济效益。借鉴东部沿海

地区快速发展的经验，在政策上，政府应出台一些

鼓励投资者的措施，激励其投入到长江源的建设和

开发中来，这对促进长江源的开发具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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