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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环境区划是国土规划的重要基础, 是自然环境综合特征的基本反映。以西北地区的气候分

区、地貌分区、植被分区 (生态分区) 为基础, 将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类型划分为 5个自然分区: 阿尔

泰—准噶尔区, 塔克拉玛干—毛乌素沙漠区, 青藏高原东北缘区, 黄土高原区, 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区。

这 5个区有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征和资源优势特征, 因而开发对策和环境对策是不同的, 应予以分别

对待。正确认识各区的自然环境特征, 才能实现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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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土地面积约 311万km
2。其中,约 50%

未开发, 行政区划上包括陕、甘、青、新疆、宁夏

及内蒙的中西部, 自然地理区属温带, 包括温带暧

温带, 南部跨入了亚热带。亚洲中心的地理坐标为

E82°20, N43°27′, 从而认为西北地区处于亚洲中部。

1　西北地区自然分区

决定西北地区综合自然环境特征的主要因素为

气候与地貌, 植被分区可反映生态环境的一般特征,

因此, 以下将介绍西北地区的气候分区, 地貌分区

以及植被分区。

1. 1　气候分区

在气候类型分布图上集中了我国主要气候区,

即包括了东部的东南亚夏季风区, 东南部的西南季

风区, 贯通中央东西的西风急流 (冬季风) 区以及

西南部边缘的高原气候区 (图 1) [ 1]。

1. 1. 1　西风急流区

沿天山南北, 经河西走廊向东可达到内蒙古高

原中部, 为—荒漠—半荒漠带。这一风系为盛行西

风的北支, 带来大陆干冷气团。使贯穿全球的副热

带荒漠带, 在此向北移动了 10～15°N, 从而形成了

温带沙漠区。

1. 1. 2　高原气候区

塔里木盆地以南的昆仑山,东部的阿尔金山、祁

连山等, 成为青藏高原的北界。青藏高原的海拔高

度在 4 000 m 以上, 其热力状况与邻区形成显著差

异, 在夏季受低压控制, 冬季受高压控制, 这一特

殊的气压中心, 不仅加强了东南亚夏季风, 也对周

边的地区的气候影响显著,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气候

区
[ 2]
。

1. 1. 3　西南季风区

作为欧亚大陆与印度洋之间的季节性风系, 通

过中南半岛近南北向的山脉而深入大陆的内部, 形

成自西南向东北的夏季风系, 强盛时也可影响川西

北及秦岭以南地区, 西南季风带来了印度洋的 (阿

拉伯万和孟加拉湾) 水汽, 为高原东部和云贵川及

周边地区提供了大气降水,从而形成了湿润气候区。

1. 1. 4　东南亚夏季风区

发生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季节性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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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北地区气候分区图 (参考 [ 3, 4] 编制)

Fig. 1　M ap o f clima te subar eas in no rt hw est China

1. 国界; 2. 省界; 3. 分区界线;Ⅰ. 西风急流区(冬季风)区;Ⅱ. 高原气候区;Ⅲ. 西南季风区;Ⅳ. 东南亚季风(夏季风)区

对西北地区的影响仅限于六盘山以东, 是西北地区

东部主要的水汽和大气降水的供给者, 从而形成了

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

2. 1　地貌分区

西北地区大部分为内陆区, 地形复杂, 地貌以

高原与内陆盆地为主, 世界级的高原有青藏高原和

黄土高原, 著名盆地有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

达木盆地, 以及独特的吐鲁番盆地等, 区内的平原

多为地堑性盆地, 如渭河平原, 汾河平原, 河套平

原等。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 000 m 以上, 吐鲁番盆地

海拔最低为- 154 m , 反映出本区十分独特的高差

变化。依海拔高度划分出了 4级:

第一级: 海拔 1 000 m 以下的地区, 为低山—丘

陵及洼地区; 第二级: 海拔1 000～2 000 m 的地区,

为中低山地; 第三级: 海拔 2 000～4 000 m 以下的

地区, 为中高山区; 第四级: 海拔> 4 000 m 的地区,

为高山—高原区 (图 2) [ 5]。

2. 2　植被分区

由于本区经纬度跨度较大, 森林自南而北, 自

东向西在全区不同环境下均有分布, 将森林进一步

划分为 3大类, 即温带针叶林 (北疆地区) , 亚热带

阔叶林 (秦巴山区及川西北) 和温带杂木林 (黄土

高原东部晋陕地区) , 根据优势种具体分类见图 3。

整体植被分布特征是: 以荒漠植被为中心, 向

外依次为温带稀疏灌木草原, 温带森林 (草原) 这

样的环带格局, 仅仅在藏北高原区形成了地域性植

被分区, 为高山灌木- 草甸区。各类植被的构成主

要为: 荒漠- 半荒漠植被包括了温带矮半灌木, 盐

生半灌木, 灌木- 半灌木荒漠, 温带半乔木荒漠以

及大面积无植被区。温带草原- 稀树草原包括杂草、

乔木和矮灌木草原, 高原北部则为温带、亚热带高

寒草原 (青海省内)。高山草甸区为高寒高山灌木-

矮林- 草甸有温带、亚热带草甸和草本沼泽, 森林

植被则无显著地区性特征。

2　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类型

依自然环境的差异, 以降雨量作为主要指标, 参

考气候、地貌、植被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将西北地

区划分为 5个分区 (图 4) [ 6, 7] , 它们跨越了我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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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北地区地貌类型图 (参考 [ 3, 4] 编制)

Fig. 2　M ap show ing g eom or pho lo gy types in nor thwest China

1. > 4 000 m 为高山高原; 2. 2 000～4 000 m 为中高山区, 1 000～2 000 m 为中低山区; 3. < 1 000 m 为盆地、洼地和丘陵

图 3　西北地区植被类型分布图 (参考 [ 3, 4] 编制)

F ig . 3　M ap sho wing v egetat ion ty pes in nor thw est China

植被分区: 1. 森林 ( 1a. 温带针叶林; 1b . 亚热带阔叶林; 1c. 温带杂木林森林类型) ; 2. 灌木—矮林 (高山) —高山草;

3. 荒漠 (半灌木—半乔木—无植被) ; 4. 草原—稀树灌木草原 (温带) ; Ⅰ. 泰加林; Ⅱ. 常绿针叶林; Ⅲ. 杂木林 (榆、

柏、栎) ; Ⅳ. 阔叶林 (落叶—混交) ; Ⅴ. 沙地胡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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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个自然地理区和两个分区的边缘, 主要自然特

征如下。

2. 1　阿尔泰—准噶尔分区

地理上包括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北麓,

南界为北天山山脉 (婆罗科努山、依连哈比尔尕山

等) 主峰线, 海拔高度为 4 000～5 500 m , 因而作

为一天然屏障与温带干旱—荒漠带相异。此处因西

风急流在冬、夏季的活动, 自西带来了一些湿气团,

使之年降雨量上升到 200～400 mm , 局部可达 700

m m。与南部干旱区相比, 总辐射量小于 140千卡/

cm
2
·年, 而 1月份冷热源交换量小于 0, 平均为-

0. 5, 从而形成了温带草原—干旱分区。

图 4　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类型 (参考 [ 4] 编制)

Fig . 4　M ap show ing natur al env ir onment subar eas in nor thwest China

1. 国界; 2. 省界; 3. 分区界线; A . 阿尔泰—准噶尔分区; B. 塔克拉玛干—毛乌素沙漠分区; C. 青藏高原东北缘分区;

D. 黄土高原分区; E. 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分区

2. 2　塔克拉玛干—毛乌素沙漠分区

呈东西向沿 40°N 纬线展布。为中亚温带干旱

—荒漠带的东段, 西起塔克拉玛干沙漠, 向东经罗

布泊洼地和吐鲁番—哈密盆地, 又经河西走廊及阿

拉善高原,延至陕晋宁交界的腾格里和毛乌素沙漠,

经度跨越为 E75°～E115°。该带的南界为昆仑山、阿

尔金山、祁连山—贺兰山及黄土高原北界, 占据了

西北近二分之一的面积。自然环境的主要特征是降

雨量小, 年平均小于 100 m m; 蒸发量大, 总辐射量

大于 140千卡/ cm 2·a, 1月份冷热交换量是大于零

(地表辐射平衡减去表面与下层土壤热交换量, 即土

壤热交换量之差值, 如有盈余, 既为热源, 如有亏

损, 则为冷源, 表征影响大气环流的地面热力状

况) [ 8, 9]。

2. 3　青藏高原东北缘分区

包括青海省和甘南部分地区, 与川西北相连的

区域。地理上包括唐古拉山、阿尔金山—祁连山, 以

及其间的柴达木盆地, 西宁盆地等。柴达木盆地海

拔 2 600～3000 m , 分布有盐湖、沼泽及洪积、湖积

平原, 南部有少量沙丘, 阿尔金山—祁连山成为盆

地北部边界, 平均海拔在 4 000 m 左右。本区由东向

西, 气候渐由湿润转为干燥, 北部与温带干旱—荒

漠区接近, 东部则受东南亚夏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

响有大面积森林分布, 西段因海拔高, 冰雪资源丰

富。柴达木盆地的南部为青海东南部至川西北高原

区及西北高原区及昆仑山脉, 为青藏高原的主体,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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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在 5 000～6 000 m , 冰雪作用强烈, 属多年冻土

带。总之全区自然环境特征是光照足, 气温底, 干

湿季分明, 一般为冬干夏湿, 年降雨量自西北向东

南由 50 mm 上升至 1 000 mm , 形成显著分带, 植物

为草甸草原和沼泽湿地, 有良好的高原特征。黄河

源区和上游河谷, 水量较丰富, 是河川的重要水源

地[ 10 , 11]。

2. 4　黄土高原分区

分布于温带干旱—荒漠区—荒漠区的东南部,

为一广阔的黄土覆盖的地区, 习惯上称之为黄土高

原。它西起贺兰山、北至阴山、东至太行山、南为

秦岭, 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黄土堆积区。西部地区海

拔在 2 000 m 左右, 中部地区为 1 000～1 500 m , 而

在陕、晋两省, 海拔在 1 500～2 000 m, 地理上被

描述为一个海拔在 1 000 m 以上的黄土高原沟壑

区[ 12 ]。

黄土高原位于暖温带, 气候分区在东南亚夏季

风区的西北部,属半干旱—半湿润自然地理环境。此

处温差大, 热量充足 (年积温 3 400～4 500 oC ) , 春

寒旱多风沙, 降水仅占全年的 10%～15% ; 夏热多

降水, 年平均降雨量 450～600 m m。区内自然植被

属森林草原植被区, 以旱生落叶阔叶林为主, 有部

分针叶林种属。高原土壤主要为褐土, 而在西北的

草原—灌丛带为黑炉土。目前, 大部分森林已遭破

坏, 难以见到原始林, 只有少量次生林, 多数地区

仅见灌草丛, 或黄土裸露。这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显著加剧的主要原因
[ 13]
。

2. 5　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分区

位于西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北部边缘地

带, 包括四川盆地北缘的秦岭山脉, 汉中盆地、大

巴山—米仓山以及甘肃南部岷山以东的地区。主要

自然特征是北亚热带常绿阔叶与落叶混交林—黄棕

壤地带的特色景观。年降雨量 700～1 000 mm , 平

均气温 14～16 oC (汉中盆地) , 7月平均气温26～2
o
C, 最冷月2～3

o
C, 年积温 4 500

o
C (≥10

o
C)。此

区冬季受西南暖流的影响, 夏季受东亚季风的影响,

均有降水。秦岭山脉相对高差 2 000～3 000 m , 呈

东西走向, 是一天然屏障。巴山山脉包括米仓山, 大

巴山和武当山, 海拔 1 000～2 000 m。两山脉间为

汉水谷地。秦岭山脉南北坡自然环境差异明显, 并

形成了一定的垂直分带, 如太白山海拔 1 300 m 以

上, 为针阔叶林, 2 600 m 以上为针叶—冷衫林, 3

500 m 以上为高山灌丛草甸等。

由以上的分区可以看出, 西北地区气候分区跨

越了 4个大区, 导致了本区分为 5个自然环境类型

区。东南亚夏季风区的影响在我国自东南沿海向西

北地区东部逐渐减弱, 而西风急流北支的影响, 自

西向东可达内蒙中部, 但这一地区的主要降水来源

之一, 形成了高原东南部的湿润区, 其影响自南向

北逐渐减小。而青藏冷暖高压的影响, 涉及南北和

冬夏, 对青藏高原北缘—西北缘影响尤为重要。从

而可以认为,处于亚洲大陆中部偏东的西北地区, 受

亚洲东部海陆分布的影响, 地中海和阿拉伯海西风

带的影响, 孟加拉湾暖流的影响, 并因青藏高原的

隆升和发生高原效应而加强, 以及高原本身特殊的

自然地理环境, 复合而成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类

型分区及各区的特殊性。由此可见, 影响西北自然

环境的因素是复杂和多样的。可以这样认为, 本区

是以大气环流为主导, 地质、地貌为辅助, 是全球

演化中的一个特殊地区。

3　西北地区环境灾害类型及发展

西北地区主要环境灾害类型为土地沙漠化、盐

渍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及其引发的其它灾

害[ 14]。在近半个世纪以来, 发展速度日趋加快, 并

且成为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因因素。对于西北干旱

- 半干旱的直接环境影响是草地资源的迅速减小,

生产力的急剧下降, 土壤有机质的严重流失, 农业

生产条件的全面恶化, 使得本区生态环境的脆弱加

大, 干旱化趋势加快。据有关资料, 区内沙漠化加

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与宁夏、甘肃、陕西等省交界

处, 包括巴丹吉林沙漠南缘、腾格里- 毛乌素沙漠、

乌兰察布草原及察哈布草原等处。盐渍化土地主要

分布于内陆干旱盆地、塞北高原高寒区及东部半干

旱高原区, 包括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柴达木

盆地、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蒙晋高原等处。水

土流失严重区主要在与沙漠接界的黄土高原以及燕

北地区 (图 5)。从图中可以看到, 西北地区 70%以

上的土地已存在沙漠化和盐渍化, 而东部 10%以上

为水土流失严重区。由此可见, 西北地区 80%以上

的土地存在严重的环境灾害, 因而生态环境是十分

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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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西北地区环境灾害类型与分布图 (参考 [ 4, 14] 编制)

F ig . 5　M ap sho wing enviro nm ent disaster types and distr buting in nor thw est China

1. 已沙漠化土地; 2. 70～80年代中沙漠化土地; 3. 水土流失严重区; 盐渍化土区: Ⅰ. 内陆盆地干旱盐渍土; Ⅱ. 内陆盆地

极干旱盐渍土; Ⅲ. 高原高寒干旱盐渍土; Ⅳ. 高原半干旱盐渍土; 沙漠区: A . 塔克拉玛干沙漠; B.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C. 巴丹吉林- 腾格里沙漠; D . 毛乌素- 库布齐沙漠; E . 库木塔格沙漠

4　结论

( 1) 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变迁的主导趋向是干旱

化, 干旱化仅仅是一种自然环境类型, 不是自然环

境灾害, 任何一种自然环境都有其特殊性, 既包括

那些不利的因素, 也包括有利的因素, 人类正是应

当去发现这些有益的因素, 来从事适当的经济活动,

以适应自然环境, 对于干旱化地区的生存环境, 人

类已通过自己的活动, 创造出局部的良好环境, 或

制止环境灾害的加剧, 如绿洲, 是荒漠地带中人类

创造的新的生存环境, 而植树造林, 则是人数通过

大规模活动, 改善区域生存环境的一种活动[ 8]。

( 2) 相比较而言, 干旱 (旱灾) 就属于一种自

然灾害了。对任何一种农作物, 对任何一种生物, 干

旱都是有害的。人数因干旱而缺水, 粮食因干旱而

绝收, 作物因干旱品质和产量下降, 牧业因干旱而

减产等, 对于这一自然灾害, 可以通过人类活动而

加剧, 也可通过活动减轻和防治, 例如修建引水工

程, 合理安排浇灌, 改良作物品种, 建立合理的耕

作制度等, 其目的是克服旱灾。

( 3) 环境的脆弱和环境灾害的多样, 决定了西

北地区在资源开发中应十分重视环境影响。开发对

策应以 “适度开发, 保护环境”为基本方针, 在区

内不同自然环境内实行不同的开发对策, 才能保证

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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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em ent of terr itor y plot , the natur al environment subarea is a basic reflection of natural

enviro nm ent 's composit ive character. Based on climate subar ea and g eomorpholog y subarea and vegetation

subar ea ( ecolog ic subarea ) in Northw eset China, it can be div ided into f iv e natural subareas: Altay-

Junggar , T akl im akan-Mu Us, northeastern m 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loessial plateau and Q in

ba mountains-Hanshui river valley . T here are ent iv e differ ent in characters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superior ity amo ng these f iv e dif ferent subareas. So, these areas should be given differ ent t reatment in the

co unterm easur e of ex ploitat io n and environment . Only ex act ly comprehend to natur al env ironment

characterist ics of differ ent subarea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f encono my and env ir onm ent can be

achiev ed in Nor thw est China

Key words : Northw est China; natural subar eas; env ir onm ent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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