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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若尔盖高原湿地在青藏高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其现状不清。卫星影

像解译表明若尔盖高原湿地面积为 3.94×104 hm2 , 占土地总面积的 2.2%。在各种湿地中沼泽所占的比

重最大。与20 世纪50 年代和80 年代初期相比 ,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小而且退化严重 ,急需保护。目前应采

取的保护措施有: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探讨湿地退化机制与生态恢复措施;进行沼泽湿地

草场生态牧业试验和示范研究;加强湿地保护立法与宣传教育。

关键词:湿地资源;湿地保护;若尔盖高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01)05—0020—03　　 　　 　中图分类号:X24

Wetland Resources and Its Protection in Zoige Plateau

WANG Chang-ke
1 ,2
, WANG Yue-si

1
, ZHANG An-ding

3
, LU Xian-guo

2

(1.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83 , PRC;2.Changch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Changchun 130021 , PRC;3.Yantai Teachers College , Y antai 264025 , Shandong Prov ince , PRC)

Abstract:Wetlands in the Zoige plateau play an impo 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tland biodiversity of the

Qinghai and Tibet plateau , but their present situat ion is unknown.TM image show s that there is 3.94×10
4
hm

2

wetland in the Zoige plateau , accounting fo r 2.2% of the total area.The ratio of marsh is the most in all kinds of

w etlands.Compared wi th the wetland area in the early part of 1950s and 1980s , that in the region at present de-

creased rapidly and deg raded badly , and the wet lands in the region are in di re need of pro tecting.At present , the

protecting measures include:(1)st reng thening the const ruction and administ ration of wetland natural reserved

area;(2)discussing degradat ion mechanism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asures;(3)carrying through ecological

stock raising experimentation on wet land meadow ;(4)enhancing lawmaking and education on wet l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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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尔盖高原为中国湿地最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 ,

这些湿地是我国独特的青藏高原湿地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 ,其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且具有重要的价值 ,

该区湿地是世界濒危珍禽 、中国一级保护鸟类 、青藏

高原特有的鹤类———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最重

要的繁衍栖息地之一[ 1] 。但是 ,若尔盖高原湿地退

化较为严重 ,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对湿地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 2]
。若尔盖高原地处高

寒地区 ,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科研经费匮乏 ,科技力量

薄弱 ,因而该区湿地资源现状与分布不清 ,沼泽湿地

的动态变化规律不明 ,这严重影响区域环境治理工作

的有效进行 ,而不利于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 ,为此有必要查清湿地资源现状 ,以便为湿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为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提

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若尔盖高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地理位置为

101°36′—103°30′E , 32°20′—34°N , 总面积 70 800

km
2
。若尔盖高原是第四纪强烈隆起中一个相对沉

降区 ,海拔 3 600 ～ 3 800 m ,区域地貌类型主要为低

山 、丘陵 、河谷与阶地 ,闭流宽谷地 ,古冰蚀谷地 ,湖群

洼地等 。气候属高原寒温带湿润气候 ,降水多 、湿度

大 、霜冻期极长。年平均气温 0.6℃～ 1.2℃, 1月平

均气温-10.7℃,7 月平均气温 10.9℃,年平均降水

量为 660 ～ 750 mm , 5 —10 月为雨季 ,降水量占全年

90%
[ 3]
。区内河流多属黄河水系 , 主要为黑河与白

河 ,为黄河上游流量较大 ,流速小 ,水位平稳的 2大支

流 。区内河流河谷平坦开阔 ,河流比降小 ,河道迂回

曲折 ,蛇曲发育好 ,地表沉积物质较黏重 ,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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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造成地表长期积水。该区植被以高山草甸 、沼泽

植被为主 。草甸植被分布于山原及丘陵地带坡地 、阶

地和宽谷。沼泽植被集中分布于黑河 、白河中下游 、

牛轭湖 、山前洼地及丘间和山间伏流宽谷等水分过

多 ,排水不畅的地带 。此外 ,在山地阴坡 、沟谷两侧分

布有灌丛植被。环绕丘状高原的山原地带多为森林

植被 。广泛发育了高原草甸土 、高原沼泽土 、高原泥

炭土 ,集中分布于黑河流域中下游宽谷和湖滨洼地 ,

地面常年积水或为季节性积水和临时性积水 ,泥炭层

较厚 ,一般为 3m ,最厚达 10 m ,泥炭分解度低 ,有机

质含量大于 50%。土壤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 , pH 值

一般为7.0 ～ 8.0 ,潜育层深厚 ,成土母质多为质地均

匀的粉砂和亚黏土 。上述条件都有利于沼泽等湿地

的形成和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湿地分类方案

为了进行卫星影像的解译 , 首先应对若尔盖湿

地进行分类 ,建立适合若尔盖湿地实际且便于制图的

湿地分类系统 ,因为湿地景观生态制图分类系统的研

究是景观制图的关键所在
[ 4]
。文献[ 4]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景观生态制图分类系统:第 1级按人类活动影

响程度划分为自然湿地景观 、半自然湿地景观 、人工

湿地景观;第 2级按地貌划分为河漫滩 、阶地 、湖滨 、

洼地 、谷地;第 3 级对沼泽湿地植被类型进行归并。

由于人类对若尔盖湿地景观的能量投入很少 ,因此可

以忽略人类活动的影响。本文舍去了上述按人类活

动影响程度对湿地的划分方法 ,而根据地貌和沼泽植

被类型将若尔盖高原人类活动影响划分为 11 种类

型:(1)河流(包括大河和小河);(2)湖泊;(3)河漫

滩藏蒿草(Kobresia tibet ica)—木里苔草沼泽;(4)湖

滨木里苔草(Carex muliensis)—睡菜(Menyanthes

tri foliata)沼泽;(5)阶地木里苔草—华扁穗草

(Blysmus sinocompressus)—驴蹄草(Caltha scaposa)

沼泽;(6)阶地藏蒿草(Kobresia t ibet ica)—木里苔草

—无脉苔草沼泽;(7)谷地藏蒿草—木里苔草—无

脉苔草(Carex enerv is)沼泽;(8)谷地木里苔草—华

扁穗草 —驴蹄草沼泽;(9)谷地毛果苔草(C.lasio-

carpa)—睡菜沼泽;(10)洼地木里苔草 —华扁穗草

—驴蹄草沼泽;(11)洼地藏蒿草—木里苔草 —无脉

苔草沼泽 。

2.2　卫星影像的处理和解译

采用 1998年 7月份的美国 LandSat 5 TM 影像

作为主要信息源 ,同时结合已有的 1∶20万地形图 ,1∶

20万若尔盖县草场图等信息源进行综合解译。为了

提高解译的精度 ,对 TM 影像应进行一定的处理 ,如

辐射校正 、几何校正 、图像增强等[ 7] 。笔者所获取的

TM 影像磁带信息 ,已完成了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 ,

与地形图吻合较好 ,但一些湿地与草甸之间 ,特别是

有些湿地类型之间的光谱差异较小 ,因而计算机处理

工作的重点是图像增强 。TM 影像获取的湿地光谱

信息 ,尽管用肉眼很难从图像上识别某些湿地类型之

间的光谱差异 , 但是差异确实存在[ 8] 。通过图像增

强并结合野外实地观察就可以将图像上色调相近的

湿地区分开来。

在计算机上使用 CoreDraw 软件分层提取不同

类型的湿地信息 ,不同的湿地类型存储于不同的层

中 ,以便于在GIS 软件 Arcinfo下处理。绘图时斑块

状湿地 、大河用多边形圈定 ,小河用曲线标定。影像

的放大倍数一般为 900%,局部范围放大到 1 000%,

以保证精确度。图绘完后 ,转换为 Arcinfo 数据进行

分层(分类)信息提取和统计。具体做法是:首先在

CoreDraw 环境下 ,将各图层以 dxf 为扩展名导出 。

然后在 Arcinfo 环境下通过几何配准进行坐标转换 ,

使 Arcinfo 数据的坐标系统与研究区地形图上的坐标

系统完全一致 。几何配准时共选取了 7 个控制点

(Tic点)。接着进行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完毕后 ,在

Arcinfo 环境下进行编辑 ,修改各图层中的错误 ,建立

拓扑关系 ,统计各类湿地的面积 、周长 、斑块数量等 。

最后使用能方便地处理Arcinfo数据且可视化程度较

高的Arcview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数据的汇总 、分

析 ,并输出图形。

3　研究结果

若尔盖高原行政上隶属于四川省若尔盖县 、红原

县全部 ,阿坝州加曲河流域 ,甘肃省玛曲东南部 ,碌曲

北部以及青海省久治县东部部分地区 , 其中红原县

和若尔盖县是该区的主要部分 ,受卫星影像等资料和

条件的限制 , 本文仅以红原 、若尔盖 2县为例来论述

若尔盖高原湿地资源现状 。

卫星影像解译表明若尔盖高原(仅指若尔盖县和

红原县 , 下同)总面积 1.79×106 hm2 ,湿地总面积

3.94×104 hm2 ,湿地率(湿地总面积占整个区域面积

的百分比)为 2.2%。河流总长度 1 534.87 km 。各

种湿地类型中以沼泽所占的比重最大(表 1 , 2),沼泽

湿地率为 1.85% ,而解放初期本区的湿地率约为

6.49%[ 9] ,这说明本区的沼泽在近 50 a 中减少了

70%。

由表 1可见 ,在除河流和湖泊以外的所有湿地

(即沼泽)中谷地毛果苔草—睡菜沼泽的图斑单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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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面积最大 ,为 742 hm2/个 ,而阶地藏蒿草 —木里苔

草—无脉苔草沼泽的最小 ,为 4 hm
2
/个 。图斑单元

平均面积与景观破碎化程度成正比 ,也就是说阶地藏

蒿草 —木里苔草 —无脉苔草沼泽景观已十分破碎 。

表 1　若尔盖高原湿地类型统计

湿地类型　　　　　
面　积/
104 hm2

　图斑单元
　数量/个

图斑平均

面积/ hm2

河流(大河) 0.44 1 4400

湖泊 0.18 20 90

河漫滩藏蒿草—
木里苔草沼泽

0.03 20 15

湖滨木里苔草—睡菜
沼泽

0.04 41 10

阶地木里苔草—华扁
穗草—驴蹄草沼泽

0.22 270 8

阶地藏蒿草—木里苔
草—无脉苔草沼泽

0.35 913 4

谷地藏蒿草—木里苔
草—无脉苔草沼泽

0.37 265 14

谷地木里苔草—华扁
穗草—驴蹄草沼泽

0.35 393 9

谷地毛果苔草—睡菜
沼泽

1.39 188 74

洼地木里苔草—华扁
穗草—驴蹄草沼泽

0.11 103 10

洼地藏蒿草—木里苔草
—无脉苔草沼泽

0.45 642 7

合　　计 3.94 2961 13

表 2　若尔盖高原湿地比重

湿地类型 河　流 湖　泊 沼　泽 总　计

面积/ 104 hm2

比重/ %
0.44
11.17

0.18
4.57

3.32
84.26

3.94
100.00

4　若尔盖高原湿地的保护对策

4.1　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该区湿地保护区仅有一处 ,即 1994年成立的辖

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 166 570 hm
2
,保护区位于

高原地区北部。因而该区自然保护区布局极不合理 ,

现有沼泽湿地保护区沼泽湿地类型并不齐全 ,类型代

表性较差 ,高原区内并未形成生态廊道 ,应该增设一

些地区为新的沼泽湿地保护区 ,建议在黑河上游喀哈

尔乔 、哈合目乔 、日干乔 、唐克西部 、阿坝州东部增建

湿地保护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酌情分别列为国

家 、省 、县级保护区 ,以使若尔盖高原湿地保护区覆盖

面更大 ,包括的生境类型更齐全 ,布局趋于合理 ,各保

护区之间应建设生态廓道 ,使保护区的保护生物多样

性功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该区现有保护区形同

虚设 ,由于缺乏人力 、物力 、财力 ,管理方式又极其落

后 ,保护区并未真正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应

通过有目的的生物多样性评价和保护区管理等方面

的培训 ,提高当地管理保护区的能力 。

4.2　探讨湿地退化机制与生态恢复措施

湿地沙化 、旱化 ,沼泽湿地草场退化 、湿地草场鼠

害猖獗 、湿地区动物资源数量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已严

重地影响该区沼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 。因此 ,有必要探明自然沼泽生态系统退化机理 ,

进而探索沼泽湿地退化防治 、生态恢复 、沼泽资源合

理利用与保护 、沼泽湿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的新途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

提下 ,按照沼泽地自身发育规律 ,进行人工沼泽湿地

生态重建示范区(点)建设 。

4.3　进行沼泽湿地草场生态牧业试验和示范研究

若尔盖高原牧草丰茂 ,草场辽阔 ,牛羊成群 ,为我

国少见的优质牧草草场。但是由于当地农牧民科学

养畜 、科技兴牧观念淡薄 ,不注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

一味发展牧业 ,从而追求牧畜头数 ,并以引为衡量财

富的标准 ,使草场严重超载 ,草畜矛盾日趋尖锐 ,如目

前若尔盖县与红原县实际载畜量为 4.10×106 羊单

位 ,实际载畜量已超过理论载畜量的 1.5 倍 ,每头牧

畜占有的草场严重不足 ,由此导致沼泽湿地草场退

化 ,地表植被严重破坏 ,沼泽生物量减少 ,沼泽植物失

去结实能力 ,草场面临障碍 ,甚至有很多草场因过度

放牧 ,出现沙化 ,使原来丰美的草场沦为不毛之地。

目前这种草场退化趋势非但未受到遏止 ,而且有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开展沼泽湿地草场合理开发利

用及生态牧业示范研究的目的是改变落后的游牧方

式 ,改变一味地追求牲畜数量而不顾对湿地草场生物

多样性影响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改变单纯放牧和半固

定的游牧制 ,解决畜草矛盾 。制定一系列旨在促进沼

泽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牧业的生产方式 ,达到草场

的合理养护 ,摆脱暖季牲畜正常生产 ,冷季饥饿代谢

的困境 ,及生产率低而不稳定 ,总增重率不高 ,出栏率

低的局面。遏止草场退化 ,使该区畜牧业生产从恶性

循环中解脱出来 。发挥若尔盖沼泽湿地资源优势 ,设

计出一系列合理利用沼泽湿地资源的生态牧业开发

模式 ,并建设成优化开发模式试验示范区(户)。

4.4　加强湿地保护立法与宣传教育

若尔盖沼泽湿地是我国重要的一片高原湿地 ,在

发展当地经济和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下转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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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各单元图斑的属性以面积占绝对优势的属性类

别为主 , 当其它属性所占面积>30%时记为 A1/A2

(A1为优势属性类别 , A2 为另一次优势属性类别)。

根据属性类别可将过渡图层中的图斑分为 3种类型:

仅有 1种属性的图斑(独立图斑);以绝对优势的属性

类别为主的图斑(合并图斑);以 2种或 2种以上属性

为主的图斑(混合图斑)。对各过渡图层分别处理并

记录各类图斑的个数 ,记录结果见表 1。

表 1　属性运算结果统计

项　目 独立图斑 合并图斑 混合图斑 图斑总数

坡　度 54 195 64 313

土地利用 96 191 26 313

　　经对属性表操作结果与原图逐个图斑进行检查 ,

确定混合图斑的属性 ,平均准确度可达 90%以上。

3.2　精度控制

GIS的数据质量问题 ,包括数字化前的预处理 、

手扶跟踪数字化精度或扫描数字化的分辨率和质量

化精度 、数据转换误差 、分析处理过程引入的数据质

量问题等[ 6] 。本研究数字化建库过程中误差主要来

源于数据源误差 、扫描数字化误差 、图幅定向误差及

分析处理中的误差几方面 。

研究表明 ,在统一空间基底的条件下对矢量图和

栅格图进行配准叠加 ,交互式获得单元图斑 ,数字化

精度可达 1.8 mm 。空间数据及属性数据的质量远远

大于单纯矢量叠加的数据质量 ,均满足 2 次分析 、数

据建库及实际应用的精度需要 。实践证明利用矢栅

叠加的方法获得本底图 ,通过对属性表的操作来获取

属性的方法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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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 ,对这片沼泽湿地的保

护仅依靠宣传和教育是不够的 ,每当放牧与湿地保护

产生矛盾时 ,当地群众常偏重于放牧的利益 ,此时 ,常

规的宣传和教育难以奏效 ,只有依靠有关职能部门依

法执行才能解决问题 ,建立相应的湿地立法 ,按法规

办事 ,是保护若尔盖高原沼泽湿地最有力 、最有效的

手段 。

根据若尔盖高原湿地破坏现状和自然保护区的

管理现状 ,有必要开展宣传教育 ,提高当地居民对湿

地价值和功能的认识 。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湿地保

护方面的培训 ,以提高当地政府和群众保护与合理利

用湿地的意识 ,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湿地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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