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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及保护

王 维 岳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

西宁市
·

8 1 0 。。 1 )

摘 要 青海湖流域地处青藏高原祁连山东南
,

高寒干旱
,

四面环 山
,

植被良好
,

历来是青海省

的优良天然牧场
.

但是
,

长期以来
,

由于受自然因素和近代人为不合理 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致使本来就很脆弱的流域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
,

风沙侵蚀加剧
,

水质污染
,

湖水下降
,

草原退化
,

土地沙化
,

生产力下降
,

著名鸟岛
,

名存实亡
。

直接制约着青海 国民经济的发展
。

而要保护和改

善其生态环境
,

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
,

使群众富裕起来
,

必须依法治林治草
;
用生态工程原理

,

因地制宜种草种树
,

育林育草
;
加强管理

,

合理利用草原
,

恢复植被
,

减轻风蚀
。

关镶词 育海湖 生态环境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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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
,

由于过去地质构造运动
、

气候变迁等 自然因素
,

特

别是近代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导致本来就很脆弱的流域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

出

现水质污染
,

土地沙化
,

草原退化
,

湖水下降等一系列生态失调 问题
。

严重地影响了这一地区农

牧业生产的发展
,

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向中西部转移
,

更加深入探索

和研究保护
、

治理新途径
,

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

维护其生态平衡
,

成了当前广大农牧民的强烈愿

望和要求
,

也是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

l 流域概况

L l 自然特征

青海湖流域座落在青海省祁连 山东南部
,

北依大通 山
,

南靠青海南山
,

东邻 日月山
,

西以阿

木 尼尼库 山为界
。

位于东径 9 7
0

5 0
,

一 1 0 1
0

1 3 ` ,

北纬 3 6
0

1 5
’

~ 3 8
0

2 0 `

之间
,

海拔高程 3 1 9 5
·

6 ~

5 Z o o m
,

E W 长 1 0 9 k m
,

SN 宽 1 6 5 km
,

呈 W N W一 E S E 走向
。

湖周长约 3 6 0k m
,

流域面积 2 9 6 6 1

k m
Z ,

占全省总面积的 4
.

1%
。

境内有夭峻
、

刚察
、

海晏
、

共和县部分地区
。

入湖较大的支流有布

哈河
、

哈尔盖河
、

沙柳河
、

乌哈阿兰河
、

黑马河
。

土壤分布
,

从东南到西北
,

依次有风沙土
、

栗钙

土
、

黑钙土
、

草甸土
、

高山草甸土
、

寒漠土及低洼积水和 山前有潜水溢出的沼泽土
。

青海湖地区

(包括流域外都兰
、

乌兰
、

兴海等 8 县 )现有人 口 9
.

1 万人 ( 1 9 8 7 年 )
,

耕地 2
.

24 万 hm
Z ,

牲畜

4 66 万只羊单位
,

平均每只羊单位占有可利用草场 0
.

47 h m
2 。

由于受地形
、

海拔
、

大气流的影

响
,

境内干旱少雨
,

太 阳辐射强
,

气温 日差大
,

湖南 刚察
、

海晏县及海心山分别 9
.

8℃
、

n
·

8 ℃
、

8
.

9℃
。

年均气温 。℃左右
,

高者江西沟 1
.

0 ℃ ,

低者海晏县一。
.

0℃
。

年降水量因冬春受西伯利

亚高压冷气团控制
、

夏秋因地处季风交汇地带因素
,

少而不均
,

天峻
、

海晏县及海心山年降水量

分别 3 2 4
.

7m m
、

3 9 7
.

4 m m 和 2 7 o m m
。

年蒸发量 (海心山 ) 1 4 2 2
.

5一 2 0 6 6
.

Zm m
,

属半干旱气候
。

L Z 风沙活动

由于青海湖界于东部季风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
,

地处常年西风带
,

风蚀严重
,

水蚀不大
。

这

里年均风速 3
.

2一 4
.

4 m / S ,

特别是春季
,

频繁超过 临界起沙风 ( ) 5
.

o m / s )8 级以上大风和沙暴

日数高达 48 一 78 d
,

夏秋季风频率达 57 %
,

冬春湖陆风出现 63 写
。

每当刮起大风或沙暴
,

被开

垦的疏松不毛之地和原生沙地表上
,

黄沙弥漫
,

天昏地暗
,

飞沙走石
,

人车难行
,

牲畜伤亡很大
。

1 9 8 3 年 4 月 27 日湖的北岸刚察县一场大风
,

一天全县死亡羔羊 1
.

5 万只
、

成年羊 0
.

27 万只
,

泉古乡立新村一群百余只绵羊被大风吹进湖里全部淹死
。

由于长期风沙侵袭
,

致使盆地部分原

非沙漠地方
,

出现一系列风蚀
、

风沙流
、

风沙堆积
、

移动沙丘地貌 ( 即 D es er ift ica ion )
,

湖东大部

分沙丘呈现流动和半流动状态
。

谁也难于预料
,

60 年代的鸟岛还是湖中之岛
,

到 70 年代成了

半岛
,

8 0 年代将变成脱离湖体的 26
.

7 km
“
的风沙地

,

给人一种荒凉的景观
。

据青海省水文总站

和青海省环保局观测资料
,

流域年均地表径流 16
.

12 亿 m
, ,

湖蓄水量 74 2亿 m
, ,

河道总输沙量

60
.

82 万 t a/
,

湖面上空入湖尘埃量 30
.

36 万 t/ a ,

湖周不同方位入湖风沙量 88 7
.

08 万 t a/
,

三者

入湖总沙量 97 8
.

26 万 t/ a 。

若照此推算
,

则流域土壤侵蚀模数为 2 01 6
.

82 t / ( k m
, · a )

。

L 3 有利条件

虽然
,

青海湖周的风沙侵袭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严重的
。

但是
,

湖滨并非是一片
“

死

海
” ,

有利的条件是有一定的生物
、

水
、

土
、

光
、

热和能源
。

日照长
,

年 日照时数达 3 o Oh0
,

年降水

量比柴达木和共和盆地充沛
,

气候温凉
,

雨热同季
,

昼夜温差大
,

有利牧草生长和有机物积累
。

从气候条件说环境恶化偏离不大
;
湖滨土地辽 阔

,

地势平坦
,

土质肥沃
,

水草丰美
,

是青海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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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的精华之地
; 植物群落丰富

,

乔木建群种有祁连园柏 ( S a
ib, al P rz ew al sk il)

、

青海云杉 ( iP ce
。

cr as is of ll’a )
、

青杨 (尸 oP ul us ` at h ay
a an )

、

小叶杨 (尸
.

iS oln 瓜 z’) 等
,

可涵养水源
;
灌丛建群种有金

露梅 ( P ot e nt i l l a fr
u t i c os a )

、

毛枝山居柳 ( aS l i x or i er p ha )
、

箭叶锦鸡儿 ( C ar a g a n a j u吞t a )
、

沙棘属

(H IP OP hP ae )3 个 种等
,

可防风固沙
;
草甸建群种有篙草 ( be ll ha d,’ i D ge l )

、

披碱草 (d滋 ur i cu :

uT cr )z
、

鹅冠草 ( ak m` ij O h w i)
、

珠芽萝 (P vi ul’ aP ur m L
.

) 等
,

草质佳
,

牲畜适 口性好
,

中等以上

草场占 75 %
,

植被覆盖达 80 %左右… …
。

可见
,

青海湖流域是 充满生机的
,

很有开发前景的地

方
。

只要因势利导
,

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就会解除或减轻外界营力的压力
,

使其生态环境向良

性循环转化
,

风沙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

2 存在问题和原因

.2 1 存在问题

2
.

1
.

1 湖水污染 日趋严重 据调查
,

每年排放到布哈河
、

沙柳河
、

哈尔盖河带有细菌和有

机物的医院污水 1
.

4 46 万 t
,

顺水而下
,

流入湖内
; 排放工业企业污水 54

.

71 万 t
,

其中直接排入

河道的工业污水 n 万 t
,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达 48 6
.

s t/ a 。

此外
,

每年大量牲畜药浴废液和湖滨

农牧业生产中大面积施用化肥
、

农药
、

杀虫杀鼠剂
,

对青海湖也造成了特殊的污染
。

2
.

1
.

2 盆地土地沙化 面积增大 据航片和卫片勾绘初步计算
,

1 9 8 8 年青海湖 周沙漠面

积
,

分别 比 一9 6 0 年
、

1 9 72 年扩大 3 0 6
.

6 k rn Z

和 2 5 8
.

Zk m
, 。

2 9 5 6一 2 9 8 6 年 3 0 年均沙漠面积扩大

1 0
.

1 2k m
2 ,

基本与水位下降相吻合
,

致使湖东种羊场近 20 年约 1 3 k0 m
2

的草场因沙化不能再

生利用
。

2
.

1
.

3 草场退化
,

生产力下降 据调查和测定
,

海晏县 1 9 7 3 年与 1 9 8 0 年相比
,

平均可食

性青草每 hl m Z

产草量由 .9 7 3 k g 减少到 .6 37 k g
,

损失牧草量 1
·

78 亿 k g
,

相当于 1.2 17 万只绵

羊单位的一年食草量
。

绵羊体重 由 19 58 年平均每只 2 5 k g 下降到近几年的 15 一 ZOk g
,

约平均

10 年下降 Z k g
。

羊毛产量 由 50 年代平均每 只羊 毛重 .0 9 9 k g 降到 1 9 8 0 年的 .0 7 2 k g
,

减少

2 7
.

2 7 %
。

刚察
、

共和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一问题
,

经济损失十分 明显的天峻县
,

1 9 7 3 年与

1 9 80 年相 比
,

按 19 8 0 年不变价计
,

每 6
.

67 h m
“

草场畜产品产值 由 90 元下降到 21 元
,

牧民受

到很大损失
。

2
.

1
.

4 水源减少
,

湖水下降 青海湖周围原有 40 多条河流
,

由于多年植被遭受破坏
,

草

场不断退化和沙化
,

水源涵养能力降低
,

大部分河流干 涸成为季节性河流
,

注入湖内的水量相

应减少
,

湖面不断缩小
。

据考证
,

早在 2 00 万年前
,

青海湖与黄河相通
,

属河湖相通的外泄湖
; 13

万年前
,

湖的出口处 因地壳强烈隆起成了山地
,

将湖泊相隔
,

使青海湖演变成内陆湖
。

那时水源

充足
,

湖面比现在大 1 3/
,

水位也高出 1 00 多 m
,

最高湖水面海拔 3 29 6 m
,

面积约 7 39 k9 m
, ;一

万年前
,

湖区气候由温湿变 为干燥
,

降水减少
,

水源不足
,

湖面开始缩小
,

水质咸化 ; 公元 7 48 年

~ 1 9 3 6 年的 1 2 3 8 年
,

湖水面年均下降 4
.

sc m
,

水质咸化
。

今 日的青海湖中有海心山
,

西有西海

山 (鸟岛 )
,

南有孤抽山 (三块石 )
,

北有沙岛和孕海
,

东有小北湖
,

无不显示出青海湖的这种沧桑

变化的痕迹
。

据卫星图象和水文观测资料
,

湖水面 由 1 9 5 6年 的 4 5 83
.

gk m
, ,

分别缩小到 1 9 7 2

年
、

1 9 8 8 年 的 4 45 0
.

sk m
,

和 4 2 82
.

k3 m
Z。

与一万年前相 比
,

在东西方 向上
,

湖水至少退缩

ZOkm 以上
。

沙托寺水文资料表明
,

1 9 5 9一 1 9 8 6 年 27 年间
,

湖水位年均下降 1 0
.

9 c6 m
,

最大水

深 31
.

s m
,

平均水深 17
.

s m
,

直接威胁着渔业资源的开发和鸟岛 自然保护区
,

说明其生态环境

在恶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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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主要原因

2
.

2
.

1乱排污水
,

污染湖水 据调查
,

流域内每年排出大量污水未作处理直接排入河道

流进青海湖的单位
,

有天峻县
、

刚察县人民医院
、

青海湖农场医院及制革厂
、

肉类食品加工厂
、

洗毛厂等七家主要企业
。

他们之所以多年向湖内排入未作处理的污水
,

污染湖水
,

且至今不止
。

一个主要原因
,

就是一些单位领导缺乏环保意识
,

法制观念淡薄
,

思想上没有引起重视
,

只顾本

单位利益
,

不顾全局利益所致
。

2
.

2
.

2 乱 垦乱挖
,

段坏草原 随着人 口 的增加
,

特别是 1 9 6 1年初 国家困难时期
,

由于政

策失误
,

在
“

开荒为纲
”

错误思想指导下
,

大办农业
,

大办粮食
,

笔者曾一度响应号召投笔从农
,

与西宁市机关单位
、

学校等部分干部职工师生赴环湖黑马河
、

江西沟
、

河卡等地挥镐开荒
,

大办

机关
、

学校农场 (渔场 )
,

由于盲 目开垦耕种
,

破坏了部分冬春草场
。

据有关资料
,

50 年代到现在

青海 湖环湖地区 (包括流域外河南
、

泽库
、

兴海
、

同德
、

都兰
、

乌兰
、

贵南
、

贵德 8 县 )共开垦草原

4
.

49 万 k m
, 。

由于 自然条件限制
,

相当部分耕地种粮不收
,

只得弃耕撂荒
,

致使近 30 年来土地

沙漠化扩大了 67
.

04 %
。

60 年代初为了烧野灰施肥
,

不少人从盆地到湖周 山坡到处挖怪柳
、

白

刺
、

梭梭等固沙灌木
。

由于对 自然资源无限制的索取利用
,

超越了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力
,

至今

植被 尚未完全恢复起来
.

近几年虽然三令五申强调保护环境
,

但是
,

流域 内毁林事件仍时有发

生
。

2
.

2
.

3 牲畜超载
,

长期过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完善
,

调动了农牧民的

积极性
,

使环湖畜牧业迅速发展起来
,

牲畜数量逐年增加
,

这是好事
。

但是
,

忽视草原承受能力

而盲 目发展牲畜
,

就会适得其反
,

致使草场退化
,

牲畜在冬春处于半饥饿状态
,

很难过冬
。

据 《青

海草场资源 》资料
,

刚察
、

共和
、

海晏三县草场可利用面积
,

分别有 6 38 .4 6 k7 m
, 、

2 3 61
·

2 7k m , 、

1 2 1 4 9k m
Z ,

平均每 l hm
,

可食青草 9
·

2 7 k g
、

6
.

3 9 k g
、

5
.

8 4 k g
,

可载畜 9一 2 4 万只
、

2 3
.

2 4 万 只
、

10 9
.

32 万只绵羊单位
。

但是
,

1 9 8 5 年却分别发展到 1 14
.

63 万只
、

47
.

2 万
、

1 54
.

55 万 只绵羊单

位
,

超载 23
.

39 万只
、

23 .9 6 万只
、

45
.

23 万只绵羊单位
。

可见
,

载畜量过大
,

加之重牧次数多
,

人

畜践踏
,

扼杀牧草生机
,

是造成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
。

2
.

2
.

4 乱挖药材
,

也是草场退化的一个原因 每年秋季
,

常有人到滩地和坡麓挖秦笼
、

陡

坡上挖姜和
、

黄蔑及干旱草地上挖麻黄等药材
,

致使草场千仓百孔
,

小土坑
、

小土丘星 罗琪布
,

不仅破坏了草场植被
,

减少其利用面积
,

而且还会引起风蚀和水土流失
。

由于这一活动型小
、

分

散
,

看起来仿佛
“
沧海之一粟

” ,

无关紧要
,

所以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
,

致使这一活动愈来愈强
,

熟不知长此下去会造成因小失大的危害
。

由以上可知
,

正因为人们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
,

违背了自然规律
,

破坏 r 生态环境
,

导致

了严重的后果
,

受到 了大 自然的惩罚
。

然而
,

至今还没有被一些人所认识
,

有些人仍干着破坏生

态平衡的事
,

这是不能容忍的
。

3 保护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青海湖像颗篮宝石镶嵌在翠绿如茵的辽阔湖滨草滩中
,

视而常见一群群雪 白的绵羊和黑

耗牛
,

在草滩上埋头觅食或舒卧反当
。

其间还缀着可种植油菜
、

青棵的农田
,

每年夏季油菜花盛

开
,

引来许多外地放蜂人在这里采蜜
。

湖内盛产美味裸鲤 (无鳞徨鱼 )
,

由于以往过度捕捞
,

储量

大为减少
。

据中科院西北生物研究所测定
,

现存鱼量约 5万 t
,

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水产资源
。

更

值得 引人注目的是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蓝色湖内
,

有蛋岛和海西山组成面积 7
.

33 km
2

驰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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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及保护

外的鸟岛
。

每年 3 月中下旬
,

从云贵高原等地成群结队飞来班头雁
、

鸟鸥
、

棕头鸥
、

鸿鹅等候鸟

约 16 万多只
,

分居各岛
,

筑巢栖息
,

繁殖后代
,

形成鸟城奇观
,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

不愧为青藏

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

被列为国家 自然保护区
。

古今青海湖又是通往西藏
、

印度
、

新疆的必经通道

和枢纽
。

因此
,

无论是发展农牧业生产
,

还是开发旅游业
、

渔业
、

养蜂业
、

肉食品和皮毛加工业及

矿产资源等
,

对全省国计民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使人担心的是鸟岛已与陆地相连
.

鸟

类栖息和生活环境已受到威胁
;
湖附近流动沙丘每年正 以几十米的速度向东移动

,

已危及东部

农业 区
,

风沙前哨到了徨源县 巴燕乡莫合村
、

西岭台等地
。

风沙所及
,

交通运输
、

水利设施
、

农牧

业用地等均受其害
,

给当地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

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扭转问题的根源
,

减轻

风沙危害
,

按水位年均湖水下降 9
.

c4 m 计
,

预计到 2 。。 o 年
、

2 0 1。 年
、

2 0 3 5 年
,

湖堤有可能分别

扩大到 3 1 6
.

6k m
, 、

1 o 6 o k m
Z 、

1 2 6 2
.

7 k m
Z ,

这一惊人的数字
,

预示着 78 6h m
2

裸露地
、

1 o o 7 h m
,

潜在沙漠化土地
,

冬春之际大有风吹即咫的趋势
,

正在向沙漠化发展的 6 62
.

h3 m
,

土地将大部

分寸草不生
,

片片绿州将会消失
,

长此下去
,

有可能成为
“

茫茫黄沙
,

盐渍万里
”

的荒漠景观
。

对

比鸟岛今昔
,

得知青海湖命运
。

有证据表明
:

北非的大部分沙漠地带
,

就是 由于古代文明进行同

样错误的土地经营所造成的
,

可想而知
,

现实是严峻的
。

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
,

保护青海湖

流域的生态环境
,

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

然而
,

至今还没被一些人所认识
,

有人仍只

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
,

干着破坏生态平衡的事
,

这是不能容忍的
。

4 对保护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的看法和建议

笔者认为
,

要扭转青海湖流域的生态危机
,

使其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
,

农牧业生产条

件得到很好的改善
,

在发展方向上
,

应从长远利益着想
,

以牧为主
,

多种经营
。

在治理方略
_

L
,

应

从保护现有成片林和草场植被
,

因地制宜种草种树入手
,

纳入法制轨道加以保护
,

方可凑效
.

具

体建议如下
:

4
.

1 要依法治林治草
,

保护沙区植被及人工林
,

因地制宜
,

植树造林

环湖地区也是我国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首先要

更 加深入地宣传贯彻
“

森林法
” 、 “

草原法
” 、 “
环境保护法

” 、 “

水土保持法
”
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法

规
,

增强全民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
,

自觉的担负起维护和改善环境的庄严责任
,

正确处理好经

济建设与生态环境
、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

在 加强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
,

严加管理
,

从

立法
、

行政
、

经济入手
,

加大执法力度
,

抓住典型
,

刹住乱砍乱伐林木
、

任意樵柴破坏森林植被等

现象
,

做到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与此同时
,

要象海晏县治沙工作站那样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辅以

机械
、

化学固沙办法
,

每年在风沙地区适地适树营造 6
.

6 h7 m
2

防风固沙林和农牧防护林
,

改善

农牧业生态环境
。

据有关部门测定
,

一个白刺包能固定 7 m
,

的流沙
,

凡被沙棘覆盖的地方
,

可

减少风蚀 85 %
。

1 9 9 3 年青海省水土保持局将这一地方划为预防监督保护区
,

风沙严重的陡坡

地应逐步退耕种植牧草
,

青海省有关部门应将现有成片林
、

原始荒漠植被划为禁区或列为自然

保护区
,

有计划的开展封沙育林育草
,

增加地面植被覆 盖
,

使破坏的植被逐步恢复起来
。

据试

验
,

封沙育草后 8 年
,

植被覆盖可达 95 %
,

赖草 ( eL y m us se 耐 l’n us ) 根系年伸向沙漠 9
.

l m
。

在这

地广人稀地方
,

必须营造薪炭林
,

普遍推行节柴灶
,

建起供煤点
,

以煤代柴
,

发展小水电
,

利用太

阳能和风能资源
,

尽快解决农牧民的燃料问题
。

否则
,

保护沙生植被和人工林
,

只是一句空话
。

4
.

2 要加强管理
,

保护和合理利用草场
,

搞好草原建设

( 1) 进一步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
,

把草场使用权固定到牧业社或畜群
,

解决
“
吃大锅饭

”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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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免除抢牧乱牧现象
,

防止草场退化
。

( 2) 坚持
“
以草定畜

” ,

按照草场实际生产能力
,

确定牲畜头数
,

留足生产牲畜
,

把失去生产

能力的老畜
、

揭羊
、

公犊育肥后出售
,

这样既可增加牧 民当年收入
,

又可加快牲畜周转
,

提高出

栏率和商品率
,

还可降低牲畜死亡率
,

减轻冬春草场压力
,

给草场留有较多的再生时间
。

( 3) 以围栏为主
,

划区分片轮牧
。

据试验
,

采取这种经营方式
,

草场利用率可以提高 30 %左

右
,

33 hm
,

草场可供 30 。 只羊两个月的食草量
。

海晏县甘子河乡 “ 6
.

6 h m
’

草场实行这个办法

后
,

产草量提高一倍以上
。

( 4) 以分散
、

小型为主
,

封滩或用弃舍牲畜圈窝种植优良牧草如野燕麦 ( A
.

少讼ua L )
、

老芒

麦 ( E
.

:
l’ib r ic u : L )

、

垂穗披碱草 ( E
.

un at sn G ir s eb )
,

建立人工饲料饲草基地
,

既可增加地面植

被覆盖
,

防止风蚀
,

又可解决冬春饲料不足问题
。

翻耕补种牧草
、

结合灭鼠
,

撒播草籽治理黑土

滩
,

消灭空 白点
,

也是恢复地面植被
,

防止风蚀的有效办法
,

试验表明
,

一般 比夭然产草量可提

高 3一 4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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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上
,

还有一种趋势往往被忽略
。

即耕地的减少和人 口的增加高峰是

有止境的
。

按我们的预测
,

只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

本区人 口 到 2 0 2。 或 2 0 3 0年以后即可

实现微弱增长
,

2 0 4。 年以后可望实现零增长
。

在人 口 总数基本稳定
、

国民经济发展也达到相当

水平时
,

非农业占地问题 自然可以缓解
。

因此
,

我们展望未来
,

黄土高原除粮食问题能得到妥善

解决外
,

果业
、

畜牧业等都将逐渐提高商品率
,

对国家做出贡献
。

还有不断探明和开采的地下宝

藏
,

将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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