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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西藏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中部流域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和水

文特性
,

为该区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和流域治理工作
,

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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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 (以下简称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位于西藏自治

区中南部
,

地处东经 87
。

一 93
“ ,

北纬 2 80 一 3 1
“

之间
。

辖拉萨市的林周
、

墨竹工卡
、

达孜
、

、

曲水
、

尼木
,

山南地 区的贡嘎
、

扎朗
、

穷结
、

乃东
、

桑 日和 日喀则地区的江孜
、

白朗
、

城关
、

堆龙德

南木林
、

谢通
、

拉孜
、

日喀则等 18 个县市 (区 )
。

东起桑 日
,

西抵拉孜
.

南至藏南高原湖盆
,

北达冈底斯山
—

念

庆门

青唐古拉 山南麓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一 )地形地貌 该区在地貌上基本属藏南谷地
,

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横贯中部
。

地势南北高
,

中间低
,

西部高
,

东部低
。

全区平均海拔 3 50 0一 5 0 50 m
,

土质松散
,

沟壑纵横
,

沟
、

川
、

坡
、

谷并存
,

以

河谷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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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气候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属高原温带半干旱气候
,

冬季寒冷
,

夏季温和
,

春季多风
、

易干旱
,

日照充足
。

旱灾
、

冰雹
、

霜冻等灾害性夭气较多
。

(三 )土壤 本区土层较浅
,

土壤以山地灌丛草原土和高山草甸土为主
。

分布规律具有明显的垂

直带谱特点
,

一般河谷坡麓和山坡下部为 山地灌丛草原土
、

山地中部为黑毡土或斑毡巴嘎土
、

山地

上部为高 山草甸土
。

(四 )植被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在植被区划上属于温带草原地带
。

占优势的地带性植被

为草原
。

由低到高
,

因受水
、

热气候 条件 及地 貌的影响
,

可以分为 山地 灌丛草原 (海拔 3 5 00 一

4 3 0 0 m )
、

高山草原 (海拔 4 1 0 0 ~ 4 g o o m )和草甸植被 (海拔 5 3 0 0 m 以下 )
。

表 1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 区主要河流

河 流 名 称

雅鲁藏布江 (奴各沙一羊村 )

拉 萨 河

年 楚 河

湘 曲

尼 木 玛 曲

下 布 区

河长 (km ) 1流域面积 (h m
,

)

6
.

8 8 又 1 0
6

3
.

2 5 丫 1 0
‘

1
.

ll X 1 0
‘

nU
1.1勺矛nUJU

1
1

‘
峡亡J勺心

7
.

3 5 火 1 0 5

2
.

3 1 X 1 0
5

5
.

4 7 X 1 0
5

(五 )流域及主要河流 本地区主要河流

有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
。

其

中雅鲁藏布江 (拉孜至羊村段 )流域面积 6 88

又 1 0 6 h m 2 ,

由喜马拉雅山北麓 的杰马央宗冰

川发育
,

向东经萨噶
、

昂仁两县流入本区 ; 拉

萨河流域面积 3
.

25 X 1 0 6 h m
, ,

由嘉黎县北部

发源
,

向西南流经林周
、

墨竹工卡
、

拉萨
、

堆龙

德庆
,

在曲水附近汇入雅鲁藏布江 ; 年楚河流

域面积 1
.

n 又 1护h m
Z ,

由喜马拉雅 山北麓发

源
,

向西北流经康马
、

江孜
、

白朗
,

在 日喀则附

17391195

近汇入雅鲁藏布江
。

经统计
,

全区流域面积在 2
.

00 只 10
5
hm

,

以上的河流有 6 条 (见表 1 )
。

二
、

水文特征

(一 )降水 本区地处西藏高原中南部
,

显著的大陆性气候
,

年降水量较少
,

多年平均降水量 30 。

表 2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主要水文站年降水量分配

河河 流 名 称称 拉 萨 河河 年 楚 河河 雅鲁藏布江江

站站 名名 拉萨萨 唐嘎嘎 日喀 则则 江孜孜 奴各沙沙 羊村村

年年降水量 (m m ))) 4 4 7
.

222 5 1 8
.

888 4 2 9
.

999 2 9 5
.

777 4 2 9
.

111 4 6 3
.

222

666 ~ 1 0 月降水量量 4 0 9
.

222 4 5 4
.

000 4 0 2
.

888 2 7 3
.

999 3 8 7
.

111 4 3 2
.

444

占占全年 (% ,, 9 1
.

555 8 7
.

555 9 5
.

555 9 2
.

666 9 0
.

222 9 3
.

444

nnn 月~ 翌年 5 月降水量量 3 8
.

555 6 4
.

888 1 9
.

111 2 1
.

888 4 2
.

000 3 0
.

888

占占全年( % ))) 8
.

555 1 2
.

555 4
.

555 7
.

444 9
.

888 6
.

666

333 ~ 5 月降水量量 3 4
.

555 5 8
.

222 1 7
.

888 1 9
.

555 3 8
.

555 2 8
.

111

占占全年 ( % ))) 7
.

777 1 1
.

222 4
.

222 6
.

666 8
.

999 6
.

111

最最大月降水量量 1 3 2
.

555 1 3 4
.

222 1 3 7
.

222 9 1
.

555 1 2 0
.

999 1 4 2
.

999

占占全年 ( % ))) 3 0
.

000 2 6
.

000 3 3
.

000 3 1
.

000 2 8
.

000 3 1
.

000

最最小月降水量量 0
.

222 0
.

777 000 0
.

111 0
.

333 0
.

222

占占全年 ( % ))) 0
.

0 444 0
.

1 333 000 0
.

0 333 0
.

0 777 0
.

0 444

一 50 O m m
。

本区降水特点是年 内

分配不匀
。

降水主要集中在 6一

10 月
,

一般占年降水量的 90 % 左

右
。

n 月至翌年 5 月降水极少
,

一般不 及全年的 10 %
.

特 别是 3

一 5 月
,

正值农
、

林
、

草 用水高峰
.

用水集中
、

量大
.

多数地区降水量

仅 占全年的 4 %一 8 % (表 2 )
。

(二 )蒸发 青藏高原由于辐

射特别强
,

温度又较高
,

蒸发则强

烈
。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在 2 20 5

一 2 94 4 m m
,

相当于年降 水量的

6 一 8 倍
。

蒸发量的季节分配受气

候 的季节变化 支配
,

冬季气温低
,

蒸发量小
,

一般仅占全年的 14 % 一 18 % ; 春夏季气温较高
,

多风沙
,

蒸发量最大
,

约占全年的 6 1 % 一

6 5 %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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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各站多年蒸发量

年蒸发量

(m m )

3 ~ 5 月 6 ~ 8 月 9 ~ 1 1 月
站 名

蒸发量 (m m ) l占年 (% )l蒸发量 (m m ) l占年 (% )}蒸发量(m m ) }占年 (% )

1 2 ~ 翌年 2 月

一
一 一

蒸发量 (m m ) J占年 ( % )

拉 萨

尼 木

贡 嘎

泽 当

日喀则

江 孜

2 2 0 5
.

6 1 7 3 4
.

6 6 6 5
.

9 4 5 8
.

2nnU乙勺dtd
勺d11,d,口

2 2 6 8
.

3 } 7 0 3
.

8 7 1 4
.

9 5 0 2
.

7

, ‘6
’

9

⋯
‘6

3 4 6
.

9 } 1 5

4
八I

,
112 9 4 4

.

3 { 8 9 6
.

8 3 5

{
’6‘

’

9

}
3。

}
5‘8

’

2

3 3 】 7 5 2
.

5 1 2 8 1 5 8 8
.

1

3 6 4
.

4

2 6 5 3
.

9 1 8 7 2
.

9 4 4 0
.

4

119目0,
自O

‘�,�,山O乙

2 3 5 3
.

0 1 8 6 6
.

2 5 2 8
.

1 } 8 4 2
.

0

, ,

⋯
6 6 6”

}
’8

}
‘5 3

‘

3

1
‘9

{
3 6 7

’

‘

3 3 } 7 0 6
.

3 1 2 8 1 5 3 6
.

0 } 2 1 } 4 4 3
.

8

l 6

l8

(三 )径流 本区地表径流较为丰富
,

总水资源量为 23 3
.

9 亿 m
, 。

其中地表水总量为 1 59
.

1 亿

m
, ,

地下水总量为 74
.

8 亿 m
3 。

1
.

地表径流的空间分布
。

本区地表径流的空间分布在水面方面
,

拉萨河流域径流深最大
,

多为

25 。一35 0 m m
,

且由上游向下游递减 ; 年楚河流域径流深最小
,

多为 1 50 m m 左右
,

其 中部 山地还不

足 1 50 m m ; 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径流深也有 自下游向上游减少的总趋势
。

在垂直方向
,

河谷受下沉气

流的影响
,

降水少
、

气温高
,

两岸高山海拔高
,

气温低
,

水汽容易凝结
,

降水量大
。

从河谷到高 山
,

海拔

每增高 l o o m
,

径流深约增加 10 一 so m m
。

表 4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 区主要水文站径流年 内分配 2

.

地表径流 的年 内分配
。

河河 流 名 称称 拉 萨 河河 年 楚 河河 雅鲁藏布江江

站站 名名 拉萨萨 唐嘎嘎 日喀则则 江孜孜 奴各沙沙 羊村村

多多年平均径流量 (亿 m
, ))) 8 7

.

3 555 7 6
.

3 222 8
.

8 999 6
.

5 999 1 5 8
.

3 111 2 8 2
.

8 888

各各各 6 ~ 1 0 月月 7 3
.

5 000 6 4
.

2 222 6
.

0 222 5
.

1 333 1 2 3
.

5 555 2 2 7
.

6 999

时时时 占全年 ( % ))) 8 4
.

111 8 4
.

111 6 7
.

777 7 7
.

888 7 8
.

000 8 0
.

555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径径径 n 月 ~ 翌年 5 月月 1 3
.

8 555 1 2
.

111 2
.

8 777 1
.

4 666 3 4
.

7 666 5 5
.

4 999

流流流 占全年 ( % ))) 1 5
.

999 1 5
.

999 3 2
.

333 2 2
.

222 2 2
.

000 1 9
.

555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33333~ 5 月月 5
.

9 666 5
.

5 777 0
.

8 999 0
.

4 222 1 3
.

6 777 夕1
_

夕只只

占占占全年 ( % ))) 6
.

333 7
.

333 1 0
.

000 6
.

444 8
.

6666666666666 77777777777777777
。

555

最最最小月月 1
.

2 333 1
.

0 444 0
.

0 1 999 0
.

1 000 3
.

9 555 6
.

2 777

占占占全年 (% ))) 1
。

444 1
.

444 2
.

222 1
.

555 2
.

555 2
.

222

地表径流的年 内分配受气候和

降水的影响
,

主要集中在夏
、

秋

两季
,

冬春季不大
。

一般夏秋季

(6 一 1 0 月 )地表径流占年径流

量的 6 7
.

7 %一 84
.

1 %
.

冬春季

占 1 5
.

9 %一 3 2
.

2 %
。

在冬
、

春

季节常发生河流干涸或河底冻

结现象
。

最大月径流一般出现

在 7
、

8 两月
,

最小 月径流一般

出现在 2
、

3 两 月 (年 楚河最小

月径流出现在 5 月 )( 表 4)
。

表 5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径流的 Cv

值分布

河河 名名 站 名名 集水面积积 统 计 年 限限 历年年平均流量量 C vvv

((((((( k m
Z

))))))))))))))))))))))))) 最大与最小比值值值年年年年年 份 (年))) 年数 (年 )))))))

雅雅鲁藏布江江 拉 孜孜 4 9 3 7 000 1 9 8 0 ~ 1 9 8 666 777 2
.

0 666 0
.

3 000

奴奴奴各沙沙 1 0 6 3 7 888 1 9 5 6~ 1 9 8 666 3 lll 4
.

2 777 0
.

2 888

羊羊羊 村村 1 5 3 1 9 111 1 9 5 6~ 1 9 8 666 2 888 3
.

6 55555

拉拉 萨 河河 唐 嘎嘎 2 0 3 6 777 1 9 6 7 ~ 1 9 8 666 2 666 2
.

3 333 0
.

2 222

拉拉拉 萨萨 2 6 2 2 555 1 9 5 6 ~ 1 9 8 666 2 777 2
.

6 666 0
.

2 555

年年 楚 河河 江 孜孜 6 2 1 666 1 9 6 4 ~ 1 9 8 666 2 000 3
.

8 666 0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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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径流的年际变化
。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径流的年际变化较小
,

变差系数 C v
值均在 0

.

31

以下 (表 5 )
。

其中年楚河江孜站最大为 0
.

3 1
,

拉萨河拉萨站最小为 0
.

22
,

在我国河流中是偏低的
。

但是
,

所有各站的年际变幅均有增长趋势 (表 6 )
,

各站 R m 值的增大范围均在 巧 %一一 1 14 % 之间
。

表 6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区径流的 R m 值变化趋势

站站 名名 资料年份份 1 9 7 5 年以前前 1 9 8 6 年以前前 R m
Z

/ R m
、、

最最最最大值值 最小值值 R m
,,

最大值值 最小值值 R m
ZZZZZ

奴奴各沙沙 1 9 5 6 ~ 1 9 8 555 9 5 777 3 3 444 2
.

8 777 9 5 777 2 2 444 4
.

2 777 1
.

4 999

羊羊 村村 1 9 5 6 ~ 1 9 8 555 1 6 4 000 6 8 444 2
.

4 000 1 6 4 000 4 4 999 3
.

6 666 1
.

5 333

奴奴 下下 1 9 5 6 ~ 1 9 8 555 2 8 7 000 1 4 0 000 2
.

0 555 2 8 7 000 1 2 2 000 2
.

3 555 1
.

1 555

拉拉 萨萨 1 9 5 6 ~ 1 9 8 555 4 5 888 2 0 111 2
.

2 888 4 5 888 1 7 555 2
.

6 666 1
.

1 777

江江 孜孜 1 9 5 6 ~ 1 9 8 555 2 9
.

111 1 6
.

111 1
.

8 000 4 0
.

555 1 0
.

555 3
.

8 666 2
.

1 444

(四 )泥沙 本区属西藏土壤侵蚀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由于气候
、

植被等 自然条件的差异
,

各

地水土流失情况差异悬殊
。

其中雅鲁藏布江干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0
.

28 4 一 0
.

7 3 7 k g / m
3 ,

侵蚀模数

在 1 25 t /( k m
Z · a ) 左右 ;

年 楚 河含 沙 量 最 大
,

一 般 在 1
.

2 5 k g / m
3

左 右
,

侵 蚀 模 数 高 达 1 4 5t /

(k m
’ · a ) ; 拉萨河含沙量最小

,

一般在 0
.

o 9 8 k g / m
3

左右
,

侵蚀模数仅 3 7
.

st / (k m
Z · a )

。

从侵蚀模数

可以看出
,

本地区的水土流失是比较严重的
,

见表 7
。

表 7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 区主要水文站输沙量特征值

河河 流流 水文站站 多年平均输输 侵蚀模数数 多年平均 含沙沙 最大年输沙沙 最小年输沙沙 资料年数数 最大大 实测最大含沙沙

沙沙沙沙量 (1 0
‘r ))) (t / (k m

Z ·
a ))) 量 (kg / m

3
))) 量 (1 0

, t ))) 量 (1 0
‘t ))) (年 ))) / 最小小 量 (k g / m

,
)))

雅雅鲁藏藏 奴各沙沙 1 4 5 000 1 3 666 0
.

7 3 777 4 6 2 000 2 7 555 1 444 1 6
.

888 1
.

5 333

布布 江江 奴 下下 1 9 0 000 1 0 000 0
.

2 8 444 4 6 2 000 5 7 666 1 222 8
.

0 222 0
.

5 0 999

年年楚河河 江 孜孜 9 0
.

444 1 4 555 1
.

2 555 1 8 333 3 0
.

555 555 6
.

0 000 1
.

9 999

拉拉萨河河 拉 萨萨 9 8
.

333 3 7
.

555 0
.

0 9 888 1 6 000 4 0
.

333 777 3
.

9 777 0
.

1 4 222

(五 )洪水 降水是形成本区洪水的最主要因素
。

洪峰量及过程和半干旱地区降水特性相对应
.

因下垫面不同有较大差异
。

洪水主要发生在汛期 6一 10 月
,

以 8
、

9 月最多
。

本 区夏秋两季雨多
,

量

大
,

历时长
,

且一次降水过程往往是由东南向西北推移
,

即从河流下游向上游推移
,

许多河流的流域

面积多呈狭长形状
,

从而导致本 区河流洪水过程线比内地河流起伏变化平缓
,

洪水历时长
,

洪水过

程线缓涨缓落
,

洪水历时一般在 2 个月以上
。

另外
,

洪峰流量的年际间变化小
。

根据各水文站资料

统计
,

各站年最大洪峰量的变差系数 C
v

值
,

雅鲁藏布江为 0
.

24 一 0
.

35
,

拉萨河为 0
.

2 3( 见表 8 )
。

表 8 西藏
“

一江两河
”
中部流域地 区主要河流年最大洪峰流量特征值

河河 流流 水文站站 资料年份份 年数数 年 最 大 洪 峰 流 量量

(((((((年 ))) (年)))))))))))))))))))))))))))))))))))))))))))))))))))))))))))))))))))))
历历历历历历年最大值值 历年最小值值 多年平均均 C vvv

(((((((((((m 3 / s ))) 年
、

月
、

日日 (m
,

/
s ))) 年

、

月
、

日日 (m
3

/ s )))))

雅雅鲁藏藏 奴各沙沙 1 9 5 6 ~ 1 9 7 555 2 000 4 9 2 000 1 9 6 2 0 8 3 111 1 0 4 000 1 9 6 5 0 8 2 999 2 8 5 000 0
.

3 555

布布 江江 羊 村村 1 9 5 6 ~ 1 9 7 555 2 000 8 8 7 000 1 9 6 2 0 9 0 222 2 9 6 000 1 9 6 5 0 8 0 888 4 8 8 000 0
.

3 111

奴奴奴 下下 1 9 5 6 ~ 1 9 7 555 2 000 1 2 7 0 000 1 9 6 2 0 8 3 111 4 7 1 000 1 9 6 7 0 7 2 222 8 0 4 000 0
.

2 444

拉拉萨河河 拉 萨萨 1 9 5 6 ~ 1 9 7 555 2 000 2 8 3 000 1 9 6 2 0 8 3 111 1 0 6 000 1 9 7 222 1 8 1 000 0
.

2 333

(六 )地下水 本区地形复杂
.

降水分布不均
,

地下水资源无论就类型
、

储量以及分布等诸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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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深入认识
,

只能作一般性的叙述
。

这一地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
,

总量约为 74
.

8 亿 m
, 。

山岳地带裂隙水发育
,

单泉涌水量多在

IL / s 左右
。

山前洪积层潜水分布较广
,

埋藏深 5一巧 m
。

宽谷 内冲积层较厚
,

其潜水埋深 3一 sm
,

比

较容易开发
。

本区的一些河流
,

多系长年性河流
,

河水补给情况复杂
,

但冬季主要靠地下水补给
。

从年径流的

组成来看
,

地下水占全年的 35 %左右
。

三
、

结 语

本区水资源较为丰富
,

但雅鲁藏布江干流切割较深
.

水低 田高
,

目前利用较困难
; 拉萨河

、

年楚

河等支流虽然有 自流引水灌溉的条件
,

但作物生长前期的 4 ~ 6 月份
,

河流水量小
,

春旱严重
,

而汛

期河流含沙量大
,

对河道造成严重淤积
,

影响了该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因此
,

本区今后搞好水土

保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国家专利成果 夏

一
~ ~ ~ ~ ~ ~ 了

新型径流自动记录装置

中科院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研制 出一种 新型径流 自动记 录装置
,

并获 国 家专利
,

专利号
: 9 224 4 8 8 4 1

。

该装置 不 用电而采用机械驱动
,

应 用 于野外径流观汉」尤 为适 宜
。

其

体积 小
、

重量轻
、

记录精度 高
、

操作 简单
,

记录流量 3
.

8 x 10--
“

一1
.

2 2
“

1 0 一 “m 3
/

S ,

误 差

小 于 5环
,

适 用于树杆
、

微型小 区
、

标 准小 区及小 集水 区等林地草地 径流观 浏
,

可 自动

记 录径流的时间与流量过程
。

地 址
:
陕西省咸 阳市杨陵 区西 北水土保持研 究所

联系人
:
汪有科 刘 向东

邮 编
: 7 1 2 10 0

电 话
: 0 9 1 0一 7 1 2 4 1 2 转 3 0 3 6 传 真

: 0 9 1 0一7 1 2 2 1 0

电 挂
: 3 9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