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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其保护

王　维　岳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西宁市·810001)

摘　要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因有丰富的水土资源, 特别是得天独厚的矿产资

源, 得名“聚宝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因素, 特别是近几十年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

响自然资源, 遭受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牧业生产条件发生异常变化, 造成流量减

少, 水位下降,风蚀加剧, 沙漠化扩大等。不仅直接阻碍着海西州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

的改善, 而且也给盆地资源开发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了开发利用盆地资源, 振兴青海经济,保护

自然资源, 改善生态环境,应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以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为准则, 保护森林和

沙区植被, 以生态工程为原理,加快西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适地适树营造农牧防护林,封

沙育草, 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建立健全预防监督组织,群、专共管等,则可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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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Protection in the Qaidam Basin

W ang W eiyue

( Qinghai P rov incial Bureau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 v ation, 810001, X i'ning)

Abstract　The Qaidam Basin is the big gest interior basin of China , inf luenced by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fo r a long time past , specially the inrat ional social and econom ic activat ies o f

man-kind in recent tens years, natural resour ces are dest roy ed seriously , the eco-environment

deter io rated gradually , the product ive condit ions of agr 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han-

aged abnormally, and it makes the runof f decreased, the w ater lev el dr oped, the wind erosion

agg ravated, the desert ificat ion ex tended and so on. It not only direct ly hindered the develop-

ment of agr iculturi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 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fe

in Haixi county; but also brought some dif f iculties to the resour ce exploitat ion in the basin. In

order to exploit the resources of the Qaidam basin, improve the eco-environment and promo te

the economy of Qinghai pro vince, people should heighten the educat ion in legality; protect the

fo rest ry and vegetat ion of sandy areas, speed up the const ruct ion of “the three-nor th”protec-

tiv e fo rest ry system ; st renthen the protect ion of exist ing forests and praires, and use the nat-

ur al grasslands rat ionally ; and establish and amplify the organizat ion o f protect ion and super-

vision.

Keywords: protection; 　the Qaidam basin;　natural resources

　　柴达木是青海省的“聚宝盆”。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受自然因素和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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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影响,自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直接制约着当地农牧业生产的

发展,这对开发资源,发展生产, 振兴经济, 治穷致富,进行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障碍。

因此,保护柴达木盆地的森林植被, 改善其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已成为当前广大农牧民
的迫切愿望和各级政府领导刻不容缓的任务。

1　自然概况

1. 1　自然特征

柴木达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 周边为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布尔汗布达山环绕, 内

部为连绵的丘陵和辽阔的平原, 东西长约 850km, 南北宽约 300km ,总面积24. 95万 km
2
。盆地

海拔 2 683～3 240m ,是青藏高原陷落最深的地区,系典型的封闭式高原盆地, 也是全国面积

最大的内陆盆地。

盆地东南部自然形成许多湖泊、盐沼和断续相间的草场及多为建国后兴办起来的国营、集

体农场耕地。香日德、诺木洪是盆地东南较大的戈壁绿州;德令哈、希里沟、茶卡等山间小盆地,

土层厚,水源丰富, 也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南部是条东西向的戈壁带和戈壁下的流动、半流

动、固定沙丘和沙丘链, 戈壁以下湖周和平原上长着芦苇 ( P. alp igena Lindn )、赖草 ( L .

secal inus T zvel)、芨芨草 ( A . sp lendens Nevski)等优势种不同类型草场。一二级草场很少,条件

较好的乌兰、都兰县七八级草场占当地草场的 50%以上,盆地中心和盐湖附近寸草不生。盆地

边缘至中心地貌呈高山——戈壁——丘陵——平原——沼泽——湖泊地带分布。植被呈环形

分布,依次长着草原——荒漠——灌木荒漠——盐生草甸——芦苇。盆地属海西州,共两市、6

个行政区,汉、藏、蒙、回等各族人民 30万人,耕地 3. 75万 hm
2,可利用草场面积 8. 6万 km

2,

大部分草场质量很差。

1. 2　农牧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

盆地气候干燥少雨,风速强劲。年降水量210～100mm,自东南向西北递减,东面察汗乌苏

为 175. 4mm, 西面冷湖仅 14. 9mm ,远远不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天然牧草多为荒漠植被。

年蒸发量 2 000mm 以上, 高的察尔汗达 3 456mm。据《青海省情》资料,盆地沙漠面积(风沙

土)有2万多km
2
,加上戈壁面积二者之和,约占盆地总面积的 32. 06%。境内风蚀严重,多西北

风,大风和沙暴频繁,年均大风 40天以上, 高的茫崖和茶卡年大风日数 85～89d,平均风速 2～

5m / s。特别冬、春下午2～4h,大风时有发生,风起尘沙飞扬,遮天蔽日,以剥蚀裸露为主的风蚀

和碱化较为严重。因此,水和风成了当地农牧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

1. 3　有利条件

盆地光热条件充足,年日照时数 3 000～3 600h,年地表辐射量约 13 000J/ cm
2, 高的盆地

中部 170 000J/ cm 2以上,冬寒夏凉,年均气温 0. 9℃～5℃,东部察汗乌苏 2. 6℃, 盆地中心察

尔汗 5. 1℃,最低气温- 33℃(大柴旦) , 最高气温 35. 5℃(大柴旦) ,属次暖区。其次日照长,太

阳辐射强, 能促进植物光合作用,气温日差大,年较差小,最热月高温持续时间短,有利于有机

物质的积累,雨热同季, 便于农作物和牧草生长,平均风速大, 相对湿度小,通风好,可加强植物叶

面蒸腾和新陈代谢作用。这给农牧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1978年诺木洪农场试

种 1hm
2
小麦试验田, 产量达 15. 195t ,创当时世界粮食单产最高纪录,就在于光能优势。

2　存在突出问题

2. 1　原始森林、沙区植被破坏严重

柴达木盆地沙区面积约占全省沙区总面积的 97%, 在浩瀚的沙海里长着一堆堆、一丛丛

沙柳( T . laxaWilld)、梭梭 ( H . ammodendronBge)、柴达木沙拐枣 ( C. z aidamence)、白剌(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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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ber i L)等超旱生天然灌木。盆地东部山区,以铜普林区为中心, 向西延伸到宗务隆林区、向

西南延伸至赛什克、夏日哈林区,东西长约 600多 km ,总面积 3 760多 hm
2 ,长着柴达木园柏

( S . p r z ew alski i Kom)、青海云彬 ( P . cr assi f oliaKom)。这些灌木把沙紧紧地围在自己身边,

形成一个个灌木沙包, 加上一片片原始森林,构成了盆地东部农田、牧场、工矿、村庄的天然屏

障,起着防风固沙作用。千百年来,以它独有的生理、生态功能,涵养着当地大小河流,哺育着草

原和农田,为盆地农牧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 这些林区,由于 50年代后期过度采伐

和文革“十年浩劫”,损失惨重。特别是铜普林区毁林面积达70%以上,致使林线下限普遍上移

1/ 3,有的地方变成干沟秃岭。与此同时,沙区植被破坏也很惊人。据调查,解放后,随着人口的

增加,分布在东西长约 400多 km 茶卡至茫崖公路沿线的一些机关、厂矿、部队、乡村等生产单

位,由于多年燃料问题未解决,大量挖掘沙生植被,平均每年每户约砍挖固沙灌木 0. 67hm
2
, 家

家户户房前屋后堆存烧柴 500多 kg ,致使各居民点方圆至少 30～60km 沙区灌木几乎被砍挖

殆尽。格尔木公路两侧100km 长、50km 宽的地区红柳包 ( T . r zmosi ssimz Ledeb)已绝迹。海以

南八仙公路北侧原有1. 33万多hm
2灌木林也挖得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近 30多年毁坏森

林面积 1 000hm
2
, 约占盆地森林面积 4 666. 7hm

2
的 47%。同时,还破坏荒漠灌丛植被 13. 33

多亿hm 2,致使海西州植被覆盖下降到目前的 1%以下,土地大片沙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2. 2　草原植被大面积破坏,畜草矛盾日益尖锐

柴达木盆地的草原之所以向半荒漠和荒漠型演变,这固然与第四纪以来山体不断上升,大

陆性气候加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所致。50年代前,盆地东部

草原牧草茂密,生长旺盛,平均覆盖度约 70%左右,每 hm
2产草量 120kg ,草原可利用面积有

85 033hm
2。后来,由于忽视了牲畜和牧草的共生关系,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三年困

难”时期,滥垦草原,弃耕达 1万 hm
2
,加之乌兰县可利用草场面积超载 3. 17万只羊单位,牲畜

过度放牧,大面积草原植被破坏或严重退化,冬春草场沙化、碱化十分严重。不仅草原产草量大

幅度下降,乌兰、都兰县合 1. 3～1. 5hm
2
养一只羊,而且草原植被也发生了演替, 大量优良牧

草衰败,草原植被覆盖显著下降。如蓄集、戈壁、郭里木、茶卡等乡的草原禾本科和豆科优良牧

草大为减少。而醉马草 ( A . inebrians Keng)、剌叶柄棘豆 ( O. z ciphy lla Ledeb)等毒草增多,草

场载畜能力降低。

随着原始森林、沙区灌木、草原植被面积大幅度减少,导致与之紧密相关的其它自然气候

因子变化,带来以下恶果:

2. 2. 1　降雨量减少,部分泉水干涸,河道流量减小　据省气象资料, 茶卡地区 1958～1960年

间,平均降水量有 215. 6mm,近几年下降到年均 150mm 左右,因此相对湿度降低, 气候日趋干

燥。乌兰县铜普的茶汉诺尔,从前是碧波荡漾,湖鸟翩翩,山青水秀的地方, 到80年代已是湖水

枯竭,荒滩一片,该地区的都兰寺河, 80年代的流量, 只有 50年代的 60% ,都兰县香日德至科

学图一带的沟系, 过去川流不息,如今已成干沟,泉水大部分枯竭。

2. 2. 2　地下水位下降,枯井日益增多　70年代,青海水利部门在乌兰县等地打了许多机井和

土井,用来解决盆地东部小块农田灌溉用水和人畜饮水。如今不少水井干涸报废, 幸存的水井,

水位下降约 2m 左右, 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2. 2. 3　大风增多, 风蚀加剧　由于境内森林和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扬沙风蚀次数日益增

多,沙暴不断出现,致使盆地 8级以上大风由 50年代年均 25次,上升到 70年代 45次,高的赛

什克地区增加到 60次以上,有的地方出现大片风蚀地貌。

2. 2. 4　土地沙化,沙区不断扩大　柴达木盆地东部沙区原是固定、半固定沙丘。长期以来,由

于生物因素的改变,生态失调,不少地方成了流动沙丘,沙漠面积呈急剧发展趋势。一般中粒径

3m 以上高的沙丘,平均每年移动 3～8m ,盆地南边甘森至小灶火一带的沙丘平均每年向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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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0m 左右,致使格尔木市阿尔顿曲克区拖拉海村,原有 2. 5km 宽、10km 长的草原和一个面

积约 4hm
2大的天然湖, 天长日久全被沙埋没,成了一片沙海。整个盆地平均沙漠化面积扩大

近 666. 7km
2
,这是值得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2. 2. 5　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危害、生产力下降　从农业生产上看,由于盆地春季风沙猖獗,春

小麦播种后, 种籽常被风沙吹跑或麦苗被吹黄打枯。作物成熟时, 常因大风倒伏, 脱粒或青干。

在积沙区,流沙常吞没良田,埋掉庄稼,填平渠道,风蚀区大量肥沃表土被吹走。乌兰县怀头他

拉、戈壁、郭里木 3个乡,几乎每年近 153. 3hm
2
农田遭受风沙危害而减产或无收成。仅风沙吹

跑种籽一项, 该县每年受害面积近 666hm2。受灾严重的都兰县 1977年察尔汗乌苏地区,春季

一场大风, 213. 3hm 2农作物颗粒无收,翌年 93. 3hm2 春小麦和碗豆又被沙埋、风刮, 损失惨

重。由于流沙不断压埋蚕食草原,致使草原退化,产草量降低,牧业生产下降。因此,乌兰县每

年牲畜死亡近 6万头(只)。更为甚者 1979年冬,茶卡地区一次大风,将该乡两群半细毛绵羊吹

进盐湖,全部淹死,还吹跑十几顶帐房,毁坏十几间居民住房, 给农牧民带来严重损失。

我国科学界老前辈竺可桢先生生前说:“我们必须掌握自然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

自然走下坡路,森林可以破坏变成草原,草原可以破坏变成沙漠。”据考证,早在三万年前,柴达

木盆地还是水草丰美, 气候湿润的好地方, 尚存的一草一木都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

的植物。本来生态系统就十分脆弱, 敏感性很强,易受干扰和破坏,应当严加保护。然而,解放

后曾何几时, 自然面貌全非,如今成了半荒漠和荒漠景观,生态灾难同全球一样日益严重,生产

力受到很大阻碍。从现在起。若再熟视无睹,在发展中不重视环境保护,不自觉地维护生态平

衡,这种惩罚今后必将继续加重,以后再来治理、保护、恢复,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失。

3　保护柴达木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3. 1　盆地资源开发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柴达木盆地在游人眼里似乎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 风吹石头跑”的荒凉景象,使人

们没有什么留恋之处。其实不然,就在这偏远半荒漠和荒漠盆地上和地下,却蕴藏着使人难以

想像的宝贵资源, 吸引着中外有远见的客商洽谈投资合作开矿办厂,有志大学生进入盆地参加

建设。

3. 1. 1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盆地内除有 500只素有“沙漠之舟”人工饲养的骆驼和羊牛外,还

有双峰野骆驼、野驴、黑颈鹤等珍禽异兽。此外, 还有年生长量约7. 5万 t 可代替毛、丝、棉的高

级纤维植物罗布麻 ( A . venetum L)及各种药材,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3. 1. 2　辽阔的土地资源　据有关部门勘查,盆地内宜农待垦地有 13. 33万 hm
2
,其中分布在

几处国营、集体农场和村庄附近的一类宜农地 5. 33多万 hm2 ,还有宜建人工草场地 2. 66多万

hm
2 ,这对我省农业综合开发向西部进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 1. 3　地下水资源储量大　据青海水利勘测设计院规划初步分析计算,厚约 7 000m 的中新

界陆相碎屑沉积层, 为地下水储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浅层 100～200m 内的地下水开采量约

12. 09亿 m3 ,占全省可开采总量的 58. 6% ,整个盆地淡水可采资源量 25. 6亿 m3 / a,目前开采

尚不足 5亿 m
3 / a。可见地下淡水资源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这对今后盆地农林牧资源和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 1. 4　丰富的水电资源　盆地内有运行多年的装机容量 4×8 000kW、3×3 000kW 小干沟、

格尔木水电站及正在筹建的大干沟水电站,也有去年底建成库容 3 666万 m
3
的德令哈黑石山

水库,还有容量 75. 28亿 m
3
可供提水灌溉的淡水托素湖等, 为发展盆地工业生产、绿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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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需要奠定了基础。

3. 1. 5　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　据青海地矿队初步勘查, 有储量的矿产 59处,占全国 136种矿

数的 43. 39%。复合矿和单矿各为 93处, 173处, 分别占全省的 46. 22%和 44. 24%。全省共 30

个盐湖,盆地占 28个。总储量 5 633亿 t可在地球至月球间铺 6m 厚, 12m 宽的“盐桥”。矿产

资源储量名列前矛的氯化钾、湖盐、锂、镁、石棉等 8种。其中氯化钾储量占全国总储量 97%,

氯化钠含盐储量 500多亿 t ,石油 2亿 t、天然气 472亿 m
3
及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煤、温泉等,

构成天然的化学、能源工业基地。

此外, 815. 4km 的青藏、青新铁路建成,格尔木机场的启动运行, 锡铁山铅锌矿、年产百万

吨的格尔木钾化厂的建成投产,乌兰县 3557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项目的建成实施,克鲁柯湖试

养鲤鱼、鳙鱼、草鱼的成功, 社会各阶层的内引外联,中央政策向西部倾斜,我省民主党派领导人及

专家赴盆地考察, 献计献策,以及青海资源开发国际研讨会的召开等,促进了盆地经济的发展。

可见,雄厚的光、热、水、土、矿产资源和科学的思路,对开发西部,振兴青海, 建设大西北,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往中西部转移

“东风”下,“提高东部, 开发西部”已成了当前青海经济发展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3. 2　保护盆地生态环境的紧迫性

尽管开发利用盆地资源大有可为,但并不是境内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使人忧虑的是风

沙侵袭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威胁。据有关资料反映,盆地内每年沙

漠化面积以 666. 7km
2
的速度向外扩张,致使片片戈壁绿州被蚕食消失,土地资源不断遭受破

坏,渠道被沙埋堵塞,公路被沙压中断,水利、交通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严重阻碍着工农

牧业生产的发展。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将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据推算,不到 100

年,海西州的农田和可利用草场有可能因风蚀沙化全部退化, 变成一片茫茫戈壁沙漠。这样,土

地资源就无法得到永续利用,全省人均耕地必然锐减,丰富的矿产资源也难如愿为人们开发利

用,子孙后代岂不遭殃! 何况在开发西部中,难免不出现边开发,边破坏现象。因此,保护盆地

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尤为必要。周总理生前说过:“我们一定要把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现

象变成吃祖宗饭, 造子孙福的现象”。我们坚信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各方面的努

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盆地的自然面貌将会发生较大变化。

4　 保护措施

为了尽快扭转盆地的生态危机, 保护现有自然植被,促进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改善

农牧业生产条件,给人们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笔者认

为必须采取以下有力措施:

4. 1　加强思想和法制教育

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水保法”、“环保法”、“森林法”、“草原法”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法规,使

盆地广大干群、机关单位职工、部队干部战士人人明白破坏生态平衡的危害性,树立环境意识,

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保护森林和沙区植被的自觉性, 杜绝乱砍森林、乱挖沙区植被的现象发生。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 2　加快“三北”防护林西部建设

海西州、县政府要把盆地东部地区乌兰、都兰县等地的“三北”防护林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

程上来,组织力量,搞好规划,要象抓计划生育一样, 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开展封沙育草,治理

改造沙漠,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林带成网,建成牢固的防护林体系,阻止风沙侵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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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机具,在推广中存在许多困难。我国人多地少,而且面临人口剧增、耕地减少的双重压

力,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的工业体系尚未发展起来, 提高单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出路。随着我

国目前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粮食需求量的增加,超薄、高强度、低成本薄膜和相应

的铺膜机械已经出现, 地膜覆盖栽培将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化学覆盖近年来开始在我国一些地区试验应用,由于受价格因素的制约,目前大面积推广

应用还存在一定困难。厩肥覆盖和灰分覆盖由于养分损失过多,其利用率远远低于作为底肥使

用,不宜于推广应用。生物覆盖适合于在风沙区、陡坡地、铁路公路沿线及水土流失严重的非农

业生产用地上应用;石沙覆盖仅适合在干旱的特殊地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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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加强现有森林、草原保护, 合理利用天然草场

盆地原始森林应划为自然保护区,严加封禁,实行天然林更新和人工林更新相结合,千方

百计使原始林恢复起来。同时, 实行“以草定畜”,引导牧民确定合理的载畜量,进行分区轮牧。

加强草原水利建设,对退化草场要有计划地进行封育、补种、灌溉, 尽快使牧草恢复起来,增加

大地植被覆盖度。

4. 4　加强管理,群专共管

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林业、草原政策, 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护

林、护草积极性,建立岗位责任制,防火防盗。同时, 切实解决好民用木材和燃料问题。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 首先要改造低产田,恢复弃耕地,要象去年乌兰县建成的 3557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项目那样,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以水定地,实行林业保护下的绿州灌溉农

业。严禁开荒种地, 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加剧土壤沙漠化进程,使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为

了保护了好盆地的自然植被,适应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议海西州、县政府建立健全各级水

土保持预防监督组织, 配备人员,开展预防监督工作,防止边保护、边开发、边破坏现象发生。

照此做下去, 就有可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保护好盆地森林、沙生植被和草原,改善生态环

境,使其生态环境向良性循坏转化, 更利于今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速盆地的资源开发和四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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