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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源区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其生态功能对黄河的安危有直接的影响。近年来, 在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区内的生态环境急剧退化, 表现为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加剧等

过程。黄河源区土地沙漠化不但影响该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对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水文条件

构成很大威胁。在收集区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 2005 年 TM 影像的解译, 对黄河源区沙漠化

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2005年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13 434. 8 km2 ,

占全区总面积的 1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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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o f Qinghai ! Tibet P lateau, and

its eco env ir onment becomes very f ragile fo r the especial geographic locat ion in r ecent years. Inf luenced by

natur al factors tog ether w ith human being factor in these years, eco environment in the r eg ion degrades very

quickly, and deser tif icat ion is the major problem. Supported by GIS and RS, as w ell as field invest igat ion

and indoo r analy ses, an eco env ir onmental informat ion sy stem in the region is w or ked out . A classificat ion is

performed, mult i source data are gathered, and the present status, classificat ion and spatial dist ribut ion o f

land desert if ication in the w hole region are show ed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f ield invest ig ations and

Landsat TM images ( 4, 3 and 2 bands) of September 2005. T 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esert ifi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Gonghe Basin and upland plain area. T he total area of deser tif icat ion

land is 13434. 8 km
2
, 14. 65% of the ent ire land in the aim reg ion. T here are many reasons responsible for

the desert if icat ion process, of w hich the main reasons are the geolo gical environmental evo lut ion, r eg ion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irr at ional act ivit ies.

Keywords: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GIS and RS; land desertification; the Northeast Qinghai ! Tibet

Plateau

沙漠化系指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区在干

旱多风和疏松沙质地表条件下,由于人为强度土地利

用等因素, 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使原非沙质荒漠

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



程[ 1 ! 2]。土地沙漠化过程伴随着土壤有机物的损失、

土壤物化性质的改变、植被盖度和生物多样性的降

低,进而降低土地潜在生产力和利用价值。土地沙漠

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

问题。由于沙漠化的迅速扩展造成环境恶化和巨大

的经济损失,使之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
[ 3 ! 5]
。

黄河源区是黄河重要的产流区,对黄河流域起着

重要的水量调节作用,其径流模数高于全流域平均径

流模数的 2倍多 [ 6]。近些年来,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源区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 这不仅

会影响到源区本身, 而且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构成威胁。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黄河下游的

频繁断流,引起众多学者和决策部门对黄河上游及源

区生态环境退化的注意, 也由此引发了对黄河中下游

生态环境更加深入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黄河源区水资源的利用和土壤侵蚀上,关于源区土

地沙漠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7 ! 8]。研究整个源区沙漠

化现状,不仅是沙漠化防治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 而且对整个流域的综合治理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关于黄河源区的范围界定

存在不同的观点。考虑到行政、地貌的完整性以及流

域管理和治理的便利性, 本文沿用 1983年国家计委

下达的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专项规划 中所界定的范

围,以日月山、龙羊峡以上流域作为黄河源区。其地

理范围介于 96∀! 101∀30#E and 33∀45#! 37∀05#N 之

间,面积 9. 2 ∃ 10
4
km

2
,包括共和、贵南、兴海、同德、

玛沁、甘德、玛多 7县的全部和曲麻莱县的一部分,属

青海省管辖。地势西高北低, 从南向北有三个大的地

貌类型:南部高平原地区、中部阿尼玛卿山区及北部

的共和盆地。高平原地区的海拔多在 4 300 m 左右,

地势西高东低, 主要由低山、湖泊和宽阔的山谷组成。

年降雨量 400 mm, 年均温- 2. 3 % ,气候寒冷干旱。

一年中 6 ! 10月份为暖季, 10 ! 次年 5 月份为冷季。

中部山区海拔 4 500~ 5 600 m,气候寒冷,降雨稀少。

北部的共和盆地地形波状起伏,最低处(龙羊峡周边)

海拔 2 650~ 2 800 m。年均温为 2. 0 % ~ 3. 3 % , 年

均降雨 295 mm ,潜在蒸发量 1 558. 2~ 1 841. 2 mm。

共和盆地土壤风蚀严重, 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不合理

的土地利用,土壤风蚀仍在加速, 在遥感影像上沿主

风向(西北 ! 东南)显示出明显的条带状风蚀痕迹。

研究区人口 40余万,以藏族为主, 在城镇及共和

盆地也有大量的汉族、回族等。由于本地区复杂的地

形、地貌、气候、海拔高度等特征, 生物物种和植被类

型非常丰富, 既有温带山地森林、温带草原、温带荒

漠,也有高寒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高寒灌丛、高寒草甸、

高寒荒漠及湿地等。其中以耐低温、旱生多年草本和

小灌木组成的草原分布最为广泛。

2 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众多的研究表明
[ 10]

, 根据瞬时状态下最大限度

地使图像上尽可能丰富地反映地表信息的原则,沙漠

化土地监测的最佳遥感数据季相应为秋季, 而与

NOAA, MSS, SPOT 相比, T M 影像具有更好的几何

保真度,更高的辐射准确度和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以

及较长时间的历史记录和较大范围的空间覆盖,并且

可同时感测 7个不同波段的特点,因而本次研究的数

据源为 2005年 9月 LandSat TM 遥感影像。采用标

准的假彩色合成( TM 4, 3, 2波段分别赋予红、绿、蓝

3种颜色) ,这种波段组合对植被生长状况反映最好。

T M 4反映不同沙漠化程度的土地上的植被特点,

T M 3波段反映沙质土壤的较高亮度和盐渍化土地的

白化现象, TM 2对植被的反射敏感
[ 11]
。行政界线来

自于 1999年公布的国家基础地理数据(中国科学院

电子学研究所网站)。对于遥感影像和行政界线分别

在 ERDAS 8. 4和 A rcGIS8. 3软件中转换为等面积

圆锥投影。为了更为便利地按行政区域来解译, 在

ERDAS8. 4软件中进行切割和拼接处理。

2. 2 沙漠化等级划分及解译标志

参考已有的划分标准[ 12 ! 13] , 结合源区的实际情

况,以风成地表形态为主, 结合植被、土壤、景观、地

貌等环境要素为指标,将研究区内沙漠化土地分为 4

个等级 8个类别 ,即轻度沙漠化草地、轻度沙漠化耕

地、中度沙漠化草地、中度沙漠化耕地、重度沙漠化草

地、重度沙漠化耕地、严重沙漠化草地和严重沙漠化

耕地。

( 1) 轻度沙漠化。地表形态基本保持原生草地

的初始状态,只有很轻微的风蚀或均匀分布的微薄粉

尘和微至极细沙层,相当于固定沙地和沙黄土丘陵以

及轻度沙化的草场和耕地。沙丘迎风坡出现风蚀坑;

灌丛生长茂盛,灌丛下出现不明显的流沙堆积, 形成

各种形态的沙嘴; 流沙呈斑点状分布,流沙面积 5%

~ 20% ;多数地方的植被以原生植物为主要建群种,

植被盖度 60% ~ 70%, 土壤有机物含量> 0. 25%,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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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力(鲜草) > 300 000 kg / ( km2 & a)。T M 影像

上呈块状不规则形, 浅红色或浅红色基调上有红色斑

点;轻度沙漠化耕地有明显规则的边界线,由于作物

不同,色调为暗红色或蓝绿色,其上有黄白色斑点。

( 2) 中度沙漠化。原始景观已轻度破坏, 植被退

化严重。局部地区风蚀起沙, 但强度不是很大, 地面

以面状风蚀为主,深度几到十几厘米。在风蚀地的下

风方向出现大小不等的条块状积沙带, 其厚度一般小

于平均草层高度;沙丘显现明显的风蚀坡和落沙坡分

异;灌丛沙堆迎风侧显现流沙; 灌丛有叶期仍不能覆

盖整个沙堆;沙堆间平地有浮沙或开始出现砾质化,

流沙面积 25%~ 50%。大部分地区原生植被的主要

建群种退居次要地位,以沙生植物沙蒿、固沙草、川青

锦鸡儿、白刺等群丛为主。植被盖度 35% ~ 60%, 土

地生产力 150 000~ 290 000 kg/ ( km2 & a)。TM 影

像上呈不规则块状,灰黄色,地面不平, 有沙丘分布,

中度沙漠化耕地有明显规则的边界线, 红或灰绿色,

地面有粗糙感。

( 3) 重度沙漠化。原始地表形态严重破坏,相当

于半流动沙丘和平沙地, 大部分地区已存在明显的风

力侵蚀地形,地表风蚀强烈, 出现数量较多深度大于

0. 3~ 1 m 的风蚀坑、槽、残墩以及较密集的蚀余堆

积。风蚀地下风向普遍积沙, 厚度超出平均草丛高

度,沙地成为半流动状态,灌丛开始大片死亡,流沙面

积超过 50%。风沙流活动频繁,在强风期间沙丘脊

部往往可以前移。整个原生植被不存在或很少,以赖

草、沙竹、沙米、虫实、沙蒿等为主的沙生草灌丛占绝

对优势,植被盖度 10% ~ 35%, 土壤有机质含量极

低,土地生产力 100 000 ~ 140 000 kg/ ( km2 & a)。

TM 影像上呈不规则斑状, 柠黄 ! 黄白色, 沙丘形态

明显,有红色灌丛分布的斑点,耕地边界隐约可见,基

本弃耕,因而耕作痕迹不明显, 黄白色底子上有红色

斑点,沙丘明显。

( 4) 严重沙漠化。原始地表形态已完全破坏。

相当于流动沙丘地。风蚀、风沙流和沙丘前移过程强

烈进行,地表风蚀地大片出现, 风蚀沟槽和残墩已不

明显,地表往往出现蚀余堆积。原始耕地已成为平沙

地或砾石地。没有或只有少量沙生植物沙蓬、棉蓬、

沙蒿等。植被盖度小于 10% , 土壤有机质含量极低,

土地生产力小于 50 000 kg/ ( km2 & a)。TM 影像上

呈黄白 ! 灰白色, 沙丘、沙垅等地貌形态明显。耕地

边界已极其模糊,黄白 ! 灰白色,沙丘形态清晰可见。

根据上面的分类指标和影像特征, 在 Arc

View 3. 2软件中以县为单位在 1 ∋ 5~ 7万的比例尺

下进行目视解译,解译的最小斑块为 50 个像元。为

了提高解译速度,斑块边界用线性层,属性用点性层。

2. 3 数据处理及图件生成

对以上解译数据在 ArcInfo 软件中进行处理, 包

括拓扑关系的建立,属性数据的叠加和各个县数据的

拼接合并, 利用 GIS 的统计与分析功能计算对各类

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最后运用 ArcView 软件做出了

黄河源区 1∋ 200 000沙漠化图。

3 黄河源区土地沙漠化现状

通过研究, 2005 年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总面积

为 4 170. 8 km2 ,占全区总面积的 8. 43% , 以草场沙

漠化为主, 耕地沙漠化面积极少。沙漠化程度以轻度

为主, 中度次之, 重度和严重沙漠化最少。其中轻度

沙漠化土地 2 215. 3 km
2
, 中度沙漠化土地 1 129

km2 ,重度沙漠化土地 574. 5 km2 , 严重沙漠化土地

262 km
2
, 分别占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53. 11% ,

27. 07%, 13. 57%和 6. 25%。

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玛多县和曲麻莱县, 沙漠化

面积分别达到 2 389 km2和 1 098. 2 km2 (表 1) ,土地

沙漠化率(即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之百分

比)分别为 9. 17%和 13. 95% (图 1)。玛沁县虽然沙

漠化面积只有 687. 6 km
2
, 但却占到该县监测面积的

15. 39%。同时玛沁县、曲麻莱县和玛多县也是近年

来黄河源区沙漠化发展最为强烈的地区,近年来沙漠

化迅速扩展,沙漠化土地已由点状扩展到大范围的面

状分布。其它如同德县沙漠化面积很少,不到全县面

积的 1%。鉴于沙漠化的这些特征,在黄河源区今后

的沙漠化防治过程中,沙漠化快速发展的玛多县和曲

麻莱县应为综合治理的重点区,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

施,以使条件较好的地区沙漠化能得到逆转, 其它如

同德县沙漠化不严重的地区则应以保护为主。

图 1 2005年黄河源区典型的土地沙漠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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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河源区沙漠化统计结果

地 区
沙漠化总

面积/ km2

沙漠化比例/

%

轻度沙漠化面积/

km2

中度沙漠化

面积/ km 2

重度沙漠化

面积/ km2

严重沙漠化

面积/ km2

玛沁县(部分) 687. 6 15. 39 289. 1 153. 5 152. 0 93

甘德县(部分) 6. 0 0. 15 ! 4. 5 1. 5 !

玛多县 2 389. 0 9. 17 828. 0 971. 0 421. 0 169

曲麻莱县(部分) 1 098. 2 13. 95 1 098. 2 ! ! !

总 计 4 170. 8 8. 43 2 215. 3 1 129 574. 5 262

4 黄河源区土地沙漠化的特征

4. 1 各种沙漠化土地交错镶嵌分布于区内

黄河源区沙漠化土地主要集中呈条带状分布在

黄河沿岸地区, 这与这些地区具有丰富的疏松沙质沉

积物的地质构造因素有密切关系[ 14] 。

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气候以及较大的高差等

原因,黄河源区土地沙漠化过程的发生 、发展在空间

上是很复杂的。轻度沙漠化土地、中度沙漠化土地、

重度沙漠化土地和严重沙漠化土地,以及风蚀区、流

沙区、黄土堆积区和河湖滩地区等呈条带状、斑块状

交错分布,甚至彼此叠覆,很难严格划分出明确界线。

尽管如此,由于沙漠化过程是由风力作用于沙质地表

的风沙活动引起的, 无论是在影像上还是野外仍可看

出现代沙漠化过程的区域差异。在高平原地区现代

沙漠化过程是以湖泊干涸后大量水下细粒沉积物近

距离搬运堆积、沙丘活化和鼠害造成的 黑土滩型 退
化草场为主,这与源区以下共和盆地的沙漠化是不同

的。在源区以下的共和盆地, 沙漠化主要是以盆地西

北部的风蚀和东南部的风积为主要特征, 具体来说,

大致上在塘格木、沙珠玉和英德尔乡以上的盆地西北

部以风蚀为主, 地表多戈壁劣地, 流沙堆积极少, 特

别是在切吉至扎布达之间的沙珠玉河谷两岸地带,发

育着大量风蚀雅丹地形, 是目前盆地风蚀起沙最为强

烈的地区,在遥感影像上沿主风向(西北 ! 东南)显示

出明显的条带状风蚀痕迹;自此以下的塔拉滩和木格

滩虽然也存在大量的风蚀沟槽,但现代流沙主要分布

于这一地区,所以是现代流沙的堆积区,在遥感影像

上沙丘形态清晰可辨,分布广泛。

4. 2 沙漠化的发生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对于源区来说自然因素中气候变化是土地沙漠

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一

是气温升高,二是降雨。根据黄河源区 7个气象站近

40 a的气象资料, 源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305 mm 左

右, 虽然年际变化很大,最大可达 300 mm 多( 204~

485. 6 mm 之间) ,但近年来并没有减少的趋势,甚至

有些县还有增加的趋势 。相比而言, 同期区内气温

升高则是很明显的。自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以来, 黄

河源区年平均气温每年大约升高了 0. 05 % , 而同期

青藏高原大约每年均温升高 0. 02 % ~ 0. 04 % [ 15 ! 16]。

区内气候变化的后果是冻土环境和水环境的变化。

黄河源区属多年冻土区,多年冻土层对于高寒草甸植

被的生长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冻土层能有效防止

地表水分和土壤水分的下渗,从而增加植物根区的水

分含量。另一方面冻土层有集聚上层养分的功能, 更

低的土壤温度有利于有机物的积累。众多的研究已

经表明,在过去的 30 a以来,随着气候变暖上层冻土

的温度平均升高了 0. 2 % ~ 0. 3 % ,这导致了多年冻

土的大面积解冻,甚至局部地区多年冻土的消失, 由

此而引发了植物根区水份减少, 沼泽、湖泊干涸, 土

壤结构和组成变化,最终导致高寒草地和湿地植被退

化甚至沙漠化[ 17]。从人为因素来看, 夏季牧场和冬

季牧场比例失衡以及广泛存在的超载过牧现象是沙

漠化最主要的原因。高平原地区冬季牧场的理论承

载力与实际承载力的比值大约为 0. 25~ 0. 76。例

如,玛多县、玛沁县和曲麻莱县冬季牧场的理论承载

量分别为 66. 7, 46. 16和 70. 12 万羊单位,夏季牧场

理论承载量分别为 304. 89, 49. 97 和 98. 46万羊单

位,而这 3个县的实际牲畜分别为 87. 5, 183. 04 和

142. 58万羊单位。可以看出黄河源区各县草场都不

同程度存在超载过牧现象,特别是冬季牧场超载尤为

严重。这是造成源区土地沙漠化的最根本原因。

5 结 论

( 1) 黄河源区是近年来沙漠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之一, 2005年源区沙漠化土地已达 4 170. 8 km2 ,占全

区总面积的 8. 43% ,以草场沙漠化为主。

( 2) 在空间分布上, 土地沙漠化主要发生在玛沁

县、玛多县和曲麻莱县。同时玛沁县(部分)、玛多县

和曲麻莱县(部分)也是区内近年来沙漠化扩展最为

强烈的地区,其沙漠化面积分别占到该县监测面积的

15. 39%, 9. 17%和 13. 95%。其它如同德县沙漠化

面积则极少,不到监测面积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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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黄河源区土地沙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区内沙漠化扩展的最主要

原因是气温升高和超载过牧。

( 4) 鉴于源区沙漠化的现状及近年来的扩展趋

势,在黄河源区今后的沙漠化防治过程中,沙漠化快

速发展的玛沁县、玛多县和曲麻莱县应为综合治理的

重点区,其它如同德县沙漠化不严重的地区则应以保

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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