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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源及长江上游地区冰川退缩 ．湖泊干涸 ，草地沙化，草场退化加速 ，森林覆盖率锐减 ， 

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水量减少 ，泥沙增加 ，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物物种减少。日趋恶 

化的生态环境 ，已对全流域的社会经 济发展构戚严重威胁 =为治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需建立统 

一 协 调机构 ，制订综合治理规划 ；充分认识林 业的生态功能 ；尽快建立森林生态经济评估体系和 

生态敢益的补偿 度 ，保证生态治理资金多渠道 和稳定投入；加 强科学研究 ，推广新科技的使用 ， 

发展农村 以生物产业 为主的商品经济，消除对伐木的依赖；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小流域治理 ；建 

立生态环境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和动态监测网络 ，为生态环境科学化的管理提供依据 ；切实保 

护好现有的 自然保护 区已刻不容缓。 

美键词：堡 ；堡至 蓬；墅垄塑里《 续发展 
中国分类号：X143 文献标 识碍：A 

1 区域基本情况 

×； ／ 

长江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冰川 ．从源头至楚马尔河河口称沱沱河 ，从楚马尔 

河口至玉树的直 门达称通天河 ，直门达以下至四JIl的宜宾称金沙江。从源头至宜宾，主河道 

全长 3 5I4 km，为长江总长度 (6 284 km)的 50．9 ，流经青海、四川、云南 3省的 12个 

地州 (市)．包括 108个县 。人 口约 2 000万。流域面积约 63×10 km 。 

’ 长江源及上游地区位于我国内陆中心青藏高原的东部和云贵高原的北侧 ，境内高山和 

高原相间，平均海拔在 3 000m左右 。金沙江流经横断山区，支流众多 ，有大小支流上千条， 

重要的如大渡河、雅砻江、岷江、牛栏江等 。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气候寒冷多变。山地 

气候的特殊性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在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的干扰下，极易受到破坏。 

这一区域历史上曾是我国的重要林区和重要牧区。据文献记载，本世纪初 四Jfix林覆 

盖率在 ～50 之间，直到 1 935年还有 34 左右。海拔 3 500 m 以上的山原和高原面上 

则分布着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类型复杂 ，面积大，且集中连片，．自然环境尚保持了 良好 

状态。然而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对森林的掠夺式的采伐和乱砍滥伐 的结果，森林面积已锐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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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过度放牧，不适 当的开垦，陡坡开荒等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浮沙增多，土壤板结，鼠 

害严重 ’， 

自然植被的破坏，环境恶化 ，使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 ．土地荒漠化，湖泊萎缩 ，河流 

水量减少，泥沙增加，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的人民生活和经济 

发展，更直接影响到长江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 1 998年的洪水引起党和政府对本区域 

生态环境的极大关注，并采取 了一些有力的断然措施 ，停止了对本区域原始林的栗伐，陡 

坡还草还林等等。 

2 突 出的环境 问题 

2．1 源头地 区由于气候变暖 ，冰川退缩，湖泊千涸，草地沙化的趋势明显 

备拉丹冬岗加曲巴冰川从 1 970年～1 990年 2o年问，冰舌末端后退了 500 m，年平均 

后退率为 25 m。湖泊萎缩，有些湖泊已成为盐湖，有些湖泊已干涸。1990年考察时，勾鲁 

错还是湖水面积达 23．j km ，水深在 1．j m 上的大湖．1998年再次实地考察时已完全干 

涸，仅部分区域 留下 lcm～2cm深的饱和盐水”。尤其是因淘金者和偷猎者的大量侵入，在 

河流两侧乱挖滥采 ，已造成植被的严重破坏，地表裸露 ，沙漠化已渐发展 在青藏公路沿 

线 和 沱沱河 ，楚 马尔河 河滩 已有流 沙堆积 河源地区平 均海拔 4 500 m 以上 ，气候寒冷 ，平 

均气温在 0C以下 。高寒地区与一般地区不同，地表稍有扰动就会引起环境的很大变化 ，尤 

其是植被破坏后 ，地表失去保护 ，土温增加 ，加速冻土融化 。本区土壤大多是砂性母质，土 

壤沙化极易形成，重新恢复则既困难叉缓慢 

2．2 草场 退化 、沙化 ，退 化速度加快 

通天河流域及金沙江上游地区是半农半牧或纯牧区，长期以来由于过度放牧超载．大 

规模开垦等，草场已普遍退化 ，鼠害严重 四川甘孜、阿坝二州 j0年代草场退化面积只占 

草场总面积的 u ，现已增至 20 ～3O 。青海 曲麻莱县 1 977年退化草场面积为 30．73 

hm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1 2．69 ，1988年达 1 29．37 hm。，10年问增加了 4倍；达13县 

l 985年草场退化面积 1 7．69 hm ，9年后 l994年达 57．47 hm ，以每年 29．46 hm：的速度 

增加 。沙化面积也正迅速扩大 ]，川西北若尔盖县 1975年沙化面积为 960 hm ，1998年已 

达 4 O00 hm 多 青海省活多、杂多两县沙漠化面积为 1 942．21 km ，其中流动沙丘面积达 

24．8j ～40．47 ，主要 分 布于楚 马尔河 、通 天河阶地 ，由于植 被严重退化而形 成 的次生 

棵土化面积达 85．42×10 km ，约占源区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10 ～2O 。据卫片解译资料 

推算 ，6o年代以来长江源区沙漠扩展速率每年为 2．2 一 。 

2．3 森林覆盖率锐减 ，生态维护功能降低 

本区曾是我国最重要的原始林 区，50年代以来即开始大规模的商业性采伐，先后建立 

了 33个森工企业 ，到 1985年为止，累计生产商品材超过 1×10 m ，年均 300×10‘m。，薪 

柴和其他生活用材消耗量也大致与之相等或甚有超过。据记载 1935年川西森林覆盖率为 

34 ，60年代下降至 9"／o，经近年的努力营造，覆盖率上升至 13．4 。云南昭通地区建国 

- 武索功 杨永平 长江谭丑上游地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长江瑟区环境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舍论文 北京 1998 

¨ 李世杰 江河源医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原因与对策．长江源区环境与生态保护 国际研讨击论文 ．北京 1998 

⋯ 程 国辕等 江河振区生卷环境变化成目分折 妊江琢区环境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 ．北京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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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有林地 44．47×10 hm。，森林覆盖率为 l9．8 ，而 1982年下降到 6．3 。 

2．4 水土 流 失严 重 ，河流流 ■减少 ，泥沙增 加 

金 沙江 是长 江上游水土流失 最严重 的地 区 ，其 中云南省水 土流失 总面积为 4 6 923 km ． 

占云南流域总面积的 43 。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10 096 km ，占流域总面积的 45 

水量减少 ：枯水期的 2月份都江堰鱼咀测得流量 30年代为 161m ／S，80年代为 108 m。／s， 

减少了 33 ，使成都平原 1月～5月平均缺水 2．7×10 m 。含沙量增加 ：金沙江屏 山站平 

均输沙量 2 3×10 t～2．8×10 t．大渡河龚咀站 3 560×10 t，雅砻江为 2 350×10 t。通 

天河典型地段的玉树盂宗沟，流域面积 20 066 km。，水土流失面积达 11 865 km ，占流域 

面积 的 59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为 1 500 t／km。。云 南 昭 通 地 区 1988年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21 861 56 km。，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6O．33 ．平均土壤侵蚀量每年达 9 394．15×10‘t。陡 

坡耕作是引起水土流失的最主要因素。金沙江和岷江流域坡度大于 25。以上盼旱地 占34 ， 

雅砻江达到 45 6 ，位于大渡河中游的峨边县达到 70 ～90 0 。根据研究，当坡度大于 

2O。时 ，侵蚀模 数 1 hm 达到 5 OOO t～6 000 t。 

2．s 干旱 河谷范 围扩大 ，泥石流灾 害 日趋严 重 

干旱河谷是本区特殊的自然景观，其特征是在金沙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等河谷 

的一些谷坡陡峻地区，降雨少，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温度高，空气干燥 ，只生长耐干旱 

的灌丛和稀树灌草丛，从而称为干旱或干热河谷。在气候理论上干旱或干热河谷的成因有 

多种说法，如焚风效应、山谷局地环流等等，然而不可否认森林的大量砍伐、陡坡开垦和 

过度 放牧 山羊 ，也 是重要 因素。干旱河谷 中谷坡 陡峻 ，物 理风化强 烈 ，坡 面极 不稳定 ，植 

被 破坏 后 很难恢 复。近年来 ，干旱河 谷 的范 围在不断 扩大 ，如德钦 奔子 栏至 巴塘段 ，60年 

前干 旱河谷 的上 限是 2 800 m．如今 已上 升到 3 200 m，上升 了 400 m。干旱河 谷是泥石 流 

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据统计仅金沙江 、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岷江就有泥石流沟 1 671 

条。1981年 以来 ，泥石流活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仅 1983年至 1 985年间活动的泥石流沟 

增加了 43条 。泥石流灾害不仅给当地人 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经济建设 ． 

而且泥石流形成的大量泥沙进入河道 ，也影响到下游，如 1981年成昆铁路利子依达沟泥石 

流最大流量达 2 000 m ／s，冲人大渡河的固体物质量约 7O×10 m ，使流量 4 000 m。／s以 

上的大渡河被堵断达 3小时之久 ，还将对岸 800 m公路路基 、125 m长的铁路大桥冲毁，列 

车颠覆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 000万元 以上。云南巧家 1980年也曾因流石流堵塞 ，使长 

江 断流 20余 分 钟 J。 

2．6 生物物种 减少 ，种质资源正在流 失 

本 区生物种类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 ，高等植物种类约有 12 000种，占全国高等植 

物种数 的 1／S，其中特有种类约占 1／4；动物种类也十分丰富 ，以鸟类为例，鸟类有 500种 ， 

兽类约 180种 ，分别 占国有种类的 40 和 44 ，且珍稀、濒危种类多，全国重点保护兽类 

87种 中，本区有大熊猫、滇金丝猴、扭角羚等 42种 ，几乎 占保护兽类的半数。因森林、草 

地的减少，已使不少动植物种类失去了生存空问和适宜的生态环境 ，处于濒危状态，有一 

些种类 已经 灭绝 。 ． 

3 环境治理和持续发展对策 

江泽民主席在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报告》上批示 ：“历史上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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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 ．齐 

心协力大抓植树造林 ．绿化荒漠 ，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改观 ，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长 

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 区”，朱锫基总理 1999年考察云南时明确指 

示 ，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的治理开发要以生态保护和生态效益为主，坚决制止天然林的砍伐， 

坡度 25。以上的耕地t退耕还林，国家要加大资金和粮食的投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 

示，必将对长江源和上游地区的环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长江漾和长江上游生态恶化，有多种原因并且是长期演变形成的，由于区内自然环境 

十分复杂，治NX~策也应因地因事而宜 。如何保护本区自然环境和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促 

使良性生态环境的发育，涉及的问题甚多。这里我们从宏观的角度 ，提出一些建议。 

3．1 综合规 划 ，统一协调 ，分工 实施 

本区涉及 3省 14个地州 (市)和 108个县的林业、环保 、农业、水利 、旅游等各个部 

门t目前因无综合规划和统一的协调部门，地区和地 区之问，部门和部门之问互相矛盾与 

重复投资的事例屡有发生。如云南金沙江峡谷虎跳涧 ，中甸一侧已修成旅游公路，丽江一 

侧也不甘落后正在修一条线路，这既破坏 了这一世界上著名的峡谷景观，也会带来一些无 

法估量的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在这一地 区启动的生态项 目有生态县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 ， 

因无综合规划 ，也可能会有轻重缓急安排失当之处 环保部门强调环保，旅游部门只强调 

旅游 ，甚至在保护区的核心区修路搞基建。 

因此建议应建立一个本区域权成性的协调机构．这一机构的任务是：(1)组织人员，在 

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综台治理规划。(2)协调和检查监督各地区和 

部fq对规划的实施。 

3．2 充分 认识林业 的生态功 能 

林业的定位是一个认识问题 ，也即以何种指导思想经营和管理林业。长期以来，林业 

也与农业部门或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在以本材生产的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不但 

未给林业带来繁荣，相反出现了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严重 

局面。近年来这一认识虽有所 改变，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有些地方砍伐残存的原始林 ，代 

之以营造人工林 t而人工林和原始林的生态防护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林业的内涵十分广 

泛，首先林业是生态建设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主体 ，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 

也是基础产业，尤其是在江河上游地区，更应强调天然林生态防护 ，优化环境功能。只有 

明确了林业经营的这一指导思想 ，才能使 “禁止砍伐天然林”的法律行为，变成各级地方政 

府和公众的 自觉行动。 

3、3 尽快建立森林生态经济的评估体 系和生态效益的补偿制度 

《森林法》规定，国家要建立林业基金制度，并规定对煤炭、造纸等部门按照煤和术浆 

纸等产品数量提取一定数额的基金。这一法律现在并未能很好执行，更未建立森林生态经 

济效益的评估体系和补偿制度，林业的投资完全靠中央和省一级行政。一元化的投资，多 

方受益 ，既投资不足也影响经营者的积极性 。因此，除严格执行森林法的有关规定外，应 

加快建立森林生态经济效益的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制度，对流 

域内水利、水电、旅游等部门以及下游地区征收生态补偿基金。这不仅可拓宽林业投资渠 

道 ，而且对提高人民的生态意识 、以全新的观念评估森林都是重要的。这一制度在草地和 

湿地的管理 中也应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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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发展农村 商品经 济，促 进 生态环境 保护 

本区地处边疆 ，少数民族多 ，经济落后 ，过去不少地 区一直以森林工业为地方财政收 

入的支柱产业 ，也是农民致 富的主要经济来源，如四川甘孜 、阿坝州。地方财政收入的 4O 

～ 65 来源于森林工业 森林禁伐后 ，地方财政锐减 ，已脱贫的农 民有的已返贫 在经济 

利益趋动下，盗伐不断，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因财政困难，对禁伐采取某些松动 “灵活”政 

策 ，形成 禁而 不止 25。以上 陡坡地退 耕还林 还草 ，在一 些河谷地 区更有实 际 困难 政府 给 

予一些粮食和经济补偿，解决了农 民的基本生活问题 ，但还不能使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应提 

高，生态建设也很难开展。目前不少地方将旅游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 ，而且已有显著成效 ， 

但旅游业只能带动城镇和公路沿线 的经济 ．边远山区农民仍难有多大收益。因此 ．如何发 

展农 民的商品经济，尽快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使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相适应，这是必须 

考虑也是长期困扰而未很好解决的难题。目前看来以当地优势资源为依托 ，发展天然药物 、 

畜牧业 、高山花卉产业，可能是一条出路 这些产业过去由于投入少，科技含量低 ，出售 

初级产品，经济效益不高 ，建议政府在政策、资金 、科技方面对这些产业予以大力扶持。 

3．5 有计 划 、有步骤 地推进 小流域 治理 

本区域范围广，面积大，开展全面治理为 目前财力、物力所不及。当前应选择一些小 

流域，在财力、物力、科技、教育方面重点投资 ，进行综合治理，取得成效 ，逐步推广。 

各地区对所属范围内的流域 ，据其环境恶化程度、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类排队，确定 

治理的先后次序 ，并将其列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治理的成效列入 

对领导业绩考核的依据 

3．6 加强科学研 究 ，推 广新 科技 ，建立生 态环境数据 与地理信 息系统 和 动态监测 网络 

本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资源开发中的问题甚多，只有加强科学研究和推广新技术才能 

加以解决 目前一个突出问题是现有关于生态环境 的资料零星而分散，缺少系统性 ，且收 

集的时期不一 ，标准不一，各地区、各部门的资料难以类 比，并常有互相矛盾之处，很难 

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应开展全流域有关环境、资源状况的调查研究，运用遥感、全球定 

位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RS、GPS、GIS)等先进技术，建立数据库、信息系统和动态监测 

网络 ，作到定性定量准确，逐渐推进对资源、环境的科学化管理。 

3．7 切 实保 护好 现有 的 自然保 护 区 

本区现有省级以上 自然保护区 60余个 ，保护了仍残存的天然原始林的大部分，也保护 

了许多珍稀物种，是这一地区的精华之所在。然而由于投资不足 ，缺少有效 、严格的管理 ， 

许多保护区只落实在地图上，破坏仍然严重。特别是长江源区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内，淘 

金、偷猎仍然屡禁不止。保护区往往也是风景区和旅游区，旅游部 门在内建房、修路和不 

加限制地吸引游客，保护区的 自然环境 已受到威胁，这一现象应引起各级管理部门的足够 

的重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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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PRoPoSALS FoR THE ENVIRoNM ENTAL 

ADM INIST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0F THE M AIN S0URC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W U Sum gong 

(Kunrn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S(iences Kunming，650204，China) 

Abstract： The main source and upp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iver are experiencing a 

shrinking of glacial，dry up of water bodies，deterior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of grassland， 

reduction of forest coverage，serious erosion of soil and pollution of water quality，de— 

crease of water flow ，increase of sedim entation．accelerated frequency of mud—rock flows 

and other natural calamities，and a fast diminishing of biodiversity．The daily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river basin．In order to properly administ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is re 

gion，there is a need to constitute a centralized coordinating agency and work out an uni 

fled and integrated administering plan，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1)recognize 

fully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of forest and forestry；(2)establish promptly a forest ecologi— 

eel and econom ical assessment system ．as well as an ecological beneficiary compensation 

system；(3)ensure the multi—channeled and stable input and investment of ecological ad— 

ministering funds (4) ．
．

；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pagate and utilize new scientific 

technology； (5)deveIop commercially viable bio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to lessen the de 

pendency on the logging industry； (6)advance systematically and step by step the imple 

mentatl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plan in small drainage basin；(7)construc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tabase and bi。geographlcal information system as wel1 as a dynamic moni— 

taring network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needed in the scientific adminis 

t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8)protect immediately and effectively the remaining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nature reserves． 

Key words：main soufce and upp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iver；environmenta1．administra 

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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