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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内陆河流域远离海洋
,

气候干旱
,

植被稀少
,

生态脆弱
。

一般内陆河的源头区海

拔较高
,

降水量较多
,

植被较好
,

成为内陆河流域的产流区和水源涵养区
,

利用这里丰富的草场

资源
,

形成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

内陆河的中下游降水量较少
,

植被稀少
,

形成荒漠景观
,

在较低洼处水量集中
,

形成绿洲
,

是内陆河的径流利用区和径流消失区
。

中下游热量充足
,

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的绿洲农业
。

由于内陆河流域生态条件和水资源的限制
,

以及人 口密度的差异
,

农村产业的特点
,

决定了生态修复是内陆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主体
,

符合内陆河流域的

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
。

第一
,

内陆河流域人口多集中在中下游绿洲
,

中上游及绿洲外

人口很少
,

没有充足的劳力开展治理
。

第二
,

内陆河流域中上游及绿洲外自然条件恶劣
,

难以承

受以破坏原生地表为主的治理措施
。

第三
,

内陆河流域中下游降水稀少
,

绿洲外为荒漠生态环

境
,

不可能也不必要开展大规模的治理
。

1 内陆河流域的基本特点

1
.

1 生态特点

我国内陆河远离海洋
,

降水量稀少
,

气候干旱
,

植被稀少
,

生态脆弱
。

内陆河的源头区海

拔较高
,

降水量较多
,

植被较好
,

成为内陆河流域的产流区和水源涵养区 ;内陆河的中下游降

水量较少
,

自然植被稀少
,

形成荒漠景观
,

在较低洼处水量集中
,

形成绿洲
,

是内陆河的径流

利用区和径流消失区
。

如黑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
,

上游祁连山地为青藏高原北缘
,

最高峰海拔 5 5 84 m
。

祁连山区降水相对较多
,

多年平均降水量 300
一 5 00 ~

,

加之冰川融水的补给
,

且下垫面为石

质山区
,

植被 良好
,

是黑河径流形成区
。

祁连山出山 口 以上径流量 占全河天然水量的

88
.

0 %
。

中游走廊平原属祁连山区边缘凹陷地带
,

光
、

热资源丰富
,

温差较大
。

多年平均气

温6 一 8℃
,

多年平均降水量 100
一 2 00 ~

,

年均蒸发量 2 口汉〕一 2 5 00 h” n ,

无霜期 150
一 1 70 天

,

日照时数长达 3 以X! 一 4 仪X)h
,

) 10 ℃积温 2 500
一 3 0( x )℃

。

中游山前冲积扇下部和河流冲积

平原上是以农作物
、

防护林网为主的绿洲植被 ;中游河西走廊和下游阿拉善高平原南部
,

降

水少而蒸发强烈
,

下垫面是深厚的第四系沉积层
,

成为良好的地下贮水场所
,

一般强度的降

水均耗散于蒸发
,

偶而一次强度较大的降水也下渗补给了地下水
,

所以基本上不产流
。

上游

来的河水被大量引用
,

河川径流沿程减少
,

属于径流利用区
。

流域中游地带性植被为温带小

灌木
、

半灌木荒漠植被
。

下游阿拉善高原为由低山丘陵
、

准平原组成的构造剥蚀地貌
,

由冲洪积平原
、

冲湖积平

原
、

湖积平原
、

洪积倾斜平原等组成的堆积地貌和由固定
、

半固定
、

沙丘及其他风蚀地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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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成地貌
,

其中堆积地貌和风成地貌是主要的地貌类型
。

下游阿拉善高原气候干燥
,

降水

量少
,

蒸发量大
。

多年平均气温 8
.

3℃
,

多年平均降水量 47 ~
,

年均蒸发量 3 65 3~
,

无霜期

14 5 天
,

日照时数3 3 9h6
,

〕 10 ℃积温 3 5 42
一 3 695 ℃

。

下游居延三角洲地带
,

为荒漠地区特

有的荒漠河岸林和草甸植被
,

主要树种为胡杨
、

沙枣
、

红柳和梭梭
。

最下游河流尾间附近
,

地

下径流和余留的河川径流以土壤潜水层蒸发和流人居延海水面蒸发的形式
,

为尾间地区生

态所消耗
,

属于径流消失区
。

1
.

2 经济社会特点

内陆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形态
。

在上游
,

由于海拔

较高
,

人口稀少
,

一般每平方公里 1人左右
。

利用这里丰富的草场资源
,

形成以畜牧业为主

的经济结构 ; 中下游水量丰富的低洼平原地区
,

热量充足
,

利用河流带来的丰富水量
,

形成以

种植业为主的绿洲农业
。

如新疆第五大河流— 开都河上游由大
、

小尤勒都斯两个山间盆地和 山区丘陵草原组

成巴音布鲁克草原
,

面积 2
.

3万多平方公里
,

是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的全国第

二大草原
。

这里的人 口密度小于 1人 / k n
尹

,

以畜牧业为主
,

盛产
“

焉奢马
” 、 “

巴音布鲁克大尾

羊
” 、 “

新疆细毛羊
” 。

开都河下游为焉奢盆地
,

这里热量充足
,

土壤肥沃
,

人 口稠密
,

是开都河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心区域
。

其中位于下游的焉香回族自治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区
,

早在西汉时就有
“

良田

嘉禾
,

沃野千里
”

的记载
,

现有各类农作物 70 余种
,

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经济作物有
:
小茵

香
、

红辣椒
、

大白菜
、

白葵
、

番茄
、

甜菜
、

葡萄
、

野生红皮甘草等
。

2 内陆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生态问题

内陆河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特点使流域的水土流失生态问题在上中下游表现不同
。

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林草植被退化
,

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
。

黑河的上游祁

连山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森林保存面积不到 7 万 1妞护
,

与建国初期相比
,

减少了 16 % 左右 ;森

林分布界线由海拔 1 g oo
n该旦缩至 2 3 00 m

。

祁连县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超过 so 万 h mZ
,

占其

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40 %
,

草地的严重退化
,

使祁连县损失了相当于可饲养 巧 万只羊的全年

饲草量
。

肃南县由于草地退化
,

平均每公顷产草量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 7 5 0 k g减少到 so 年

代的 g oo k g
,

草地植被盖度下降了 or %
。

位于河谷的一些草地甚至退化成寸草不生的
“

黑土

滩
” 。

造成水土流失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草原严重超载过牧
。

祁连县冬春草场超载量达

20 多万只羊单位
。

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土地沙漠化
、

绿洲缩小和土壤盐碱化
。

下游民勤盆

地 自清代康熙年间以来
,

土地沙漠化的进展就已加快
。

20 世纪 50
、

60 年代至现在
,

民勤盆地

土地完全沙漠化且无法耕种的面积达 8 66
.

67 hln 字
,

另外还有近 0
.

53 万 h m罕的土地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沙化
。

由于固沙防风林带退化
,

湖区的中沟
、

扶洪
、

东容
、

正新以北每年沙害严重 ;

泉山镇近五年间每年有 2
.

67 h n l2耕地被沙埋而弃耕 ;红沙梁乡被埋没掉的农田约 so hi n Z ,

沙

厚达 25 一 33 m
,

另有 46
.

67
一

53
.

33 h m字耕地发生轻度沙化
,

风沙堵填渠道的状况在沙漠边缘

屡有发生
。

全县灌区内现有约 1/ 3 的耕地受到风沙威胁
,

毁种
、

毁苗现象时有发生
。

在地下水尚未大规模开采利用之前
,

民勤绿洲内地下水位埋深极浅
,

通过长期强烈的蒸

发作用
,

盐分在地表聚积
,

形成蒸发型积盐土壤
。

近 20 多年来
,

民勤盆地北部的土壤盐渍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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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极快
,

因自然条件形成的湖区耕地盐渍化的面积
,

1958 年为 1
.

05 万 lu n早
,

1963 年为

2
.

2 3 万 hi l l2
,

到了 一9 7 8年
,

耕地盐渍化的面积为 2
.

2 1万 h 刀字
,

19 8 1 年为 2
.

5 6 万 h n l字
。

19 9 1 年

民勤共有盐渍化土地 4
.

08 万 h l l字
,

其中重盐碱化地 2
.

52 万 标尹
,

中度盐碱地 0
.

84 万 h m平
,

轻

度盐碱地 0
.

72 万 玩矛
。

植被退化和死亡是民勤盆地面临的又一重大灾害
。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以前
,

民勤盆地

大部分地区地下水埋深在 1 一 3 m 之间
,

湖区北部小于 l m
,

植被生长环境良好
。

盆地丘间低

地
,

河湖两畔均为芦苇等湿生系列的草甸植物
,

20 世纪 70 年代严重退化
,

首先是湿生植物

退化
,

现在几乎全部被旱生植被代替
,

大面积的天然林和 50 年代末种植的沙枣林衰败
、

枯死

现象严重
。

民勤盆地境内 20 世纪 50 年代共有天然
“

柴湾
”

7
.

24 万 扮n罕
,

截至 199 1年
,

累计营

造沙枣林 1
.

73 万 11 n lZ
,

营造灌木林 2
.

74 万 lm lZ
。

现在林木发生严重衰退
,

天然
“

柴湾
”

有 3
.

6

万 h n l字死亡或接近死亡
,

1
.

27 万 腼早严重沙化
;沙枣林中有 0

.

64 万 h m字成片死亡
,

有 0
.

58 万

h n l字枯梢衰败
,

人工灌木林中有 0
.

75 万 11 xn字严重死亡
。

覆盖度由原来的科
.

8 % 降到 巧%

以下
。

民勤盆地的天然沙生植被和人工林草大量衰败
、

枯死
,

流沙湮没草场
,

压埋农田
,

肆虐村

庄
,

沙逼人退
,

已成为全国四大沙尘暴源区之一
。

综上所述
,

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

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

但其根本原因是水资

源紧缺问题
,

是中游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大量挤占了生态用水
。

3 生态修复在内陆河流域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3
.

1 生态修复是内陆河流域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的主体

第一
,

内陆河流域人 口多集中在中下游绿洲
,

中上游及绿洲外人口很少
,

许多地方的人

口密度小于 1人 / ik n Z 。

经济活动主要是游牧性的牧业
,

没有充足的劳力开展治理
。

第二
,

内陆河流域中上游及绿洲外 自然条件恶劣
,

上游海拔较高
,

难以承受以破坏原生

地表为主的治理措施
。

第三
,

内陆河流域中下游降水稀少
,

绿洲外为荒漠生态环境
,

不可能也不必要开展大规

模的治理
,

而应采取生态修复
,

促其恢复和形成适宜的植被
。

基于以上原因
,

在内陆河流域主要的治理措施是生态修复
。

因此
,

内陆河流域治理的指

导思想是
: 以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

维护流域生

态安全为目标
,

以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依据
,

以恢复林草植被和保护绿洲生态系统

为重点
,

紧紧围绕流域重点地区
、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

以生态修复为主要措施
,

开展
“

上保水

源
,

下保绿洲
,

中游节水
、

防风固沙
”

的综合治理
,

促进流域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3
.

2 生态修复符合内陆河流域的自然规律
,

有利于植被的恢复
,

保持植被的稳定

内陆河流域上游高寒
、

中下游干旱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系统相对简单
。

上游的干草原
、

草甸草原和森林的主要植物种类不多
,

其中森林植物主要是生长缓慢的云杉

等针叶树种
,

而且土层较薄
,

土壤一般只有 20
一 3c0 m 厚

,

土壤再生速度缓慢
,

一旦破坏
,

将形

成高山荒漠
,

几乎不可能再恢复原有植被
。

中下游极端干旱生态条件下的植物种类更少
,

天

然植被的建群种只有几个
,

木本植物仅有胡杨
、

梭梭等
,

除绿洲内有冲积形成的土壤外
,

绿洲

以外为荒漠戈壁
。

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
,

任何微小的地表扰动 (如老鼠洞
、

造林整地
、

翻耕草

原等 )
,

都会因干旱
、

风蚀而发生破坏性的连锁反应
,

形成大面积的沙漠化
。

因此
,

内陆河流
.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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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差
,

十分脆弱
,

在很小的外力作用下极易失衡
,

而且一旦破坏几乎不可

能恢复
。

在内陆河流域以人工为主的方式进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类似黄河
、

长江流域的做

法 )十分不适宜
。

生态修复减少了人为的干预
,

避免了原生地面的进一步破坏和不适生植物的引进
,

使再

生的植被适应当地生态条件
,

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

因此
,

在内陆河流域开展生态修复

为主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符合当地的自然规律
。

在内陆河流域的上游
,

主要是保护草原
,

发

展当地的畜牧业
,

同时保持良好的水源涵养功能
。

在具体措施上
,

以轮封轮牧为主
,

辅以草

原改良
,

增加草原植被的盖度和产量
,

尽量减少人类活动 (生产
、

治理 )对原生地面的扰动
,

使

水分较少的地方形成以针茅
、

羊茅等为主的干草原 ;在水分充足的地方恢复形成以苔草类为

主的草甸草原
。

对放牧草场进行划区轮牧
,

实施季节性封育
。

在草原退化的区域
,

进行补播

和严格禁牧
,

促其恢复
,

同时控制畜群数量
。

对于天然林
,

采取封山育林
。

中下游主要是保

护绿洲
,

防治荒漠化
,

促进绿洲农业的发展
。

在具体措施上
,

应以封禁绿洲边缘的荒漠为主
,

辅以改造和完善绿洲内的防护林网
。

3
.

3 生态修复符合内陆河流域的社会条件

内陆河流域的上游为牧区
,

人 口稀少
,

且基本为牧民
,

缺乏农业生产技能
,

多年来逐水草

而居
,

时至今 日还在推广定居的生活方式
。

一般概念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造林
、

种草
、

修

地 )需要实施者 (农民 )具有熟练的农业生产技能
,

牧民通常没有这种生产技能
,

甚至连农业

生产工具都缺乏
。

同时
,

牧区地广人稀
,

难以组织起大量的劳动力开展治理
。

这一状况决定

了在内陆河的上游应以适应当地社会条件的生态修复措施来治理以草原退化为主要形式的

水土流失
。

内陆河流域的中下游劳动力集中
,

且具有熟练的生产技能
,

但这里的环境干旱
,

绿洲边缘就是荒漠
。

由于水资源的制约
,

即使劳动力丰富
,

也不可能大规模地建设人工植

被
。

当前最科学合理的治理方式就是封育
,

利用 自然的生态修复能力来恢复适宜的天然

植被
。

3
.

4 生态修复符合内陆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条件

内陆河流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水
,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
,

水资源越来越紧缺
,

“

水就是钱
” 。

因此
,

在内陆河流域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

首先要进行水量平衡计算
,

避免

因大规模的生态建设
,

挤占了紧缺的水资源
,

影响经济的发展
。

生态修复可利用大自然的调

节能力
,

根据可利用水量
,

形成和恢复相应的植被
,

不显著增加水资源的消耗
。

因此
,

开展生

态修复
,

使生态建设建筑在节水的基础上
,

是实现内陆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

综上所述
,

生态修复在内陆河流域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主要

作用
。

因此
,

在内陆河流域的治理中
,

应以新的思路
,

以生态修复措施为主
,

辅以建设人工植

被
。

其中
,

在流域的上游
,

草原以轮封轮牧为主
,

禁止砍伐森林
,

人工植被建设仅局限于补播

补植
,

同时
,

在建设人工植被中应尽量减少对天然植被的破坏
。

在流域的中下游
,

重点是保

护绿洲农业
,

考虑到水资源限制
,

在绿洲内以更新完善农田防护林为主 ;在绿洲边缘以封禁

为主
,

辅以建设防风固沙林带
。

其中
,

在植物种的选择上应选择耗水少
、

耐干旱的树草种
。

通过生态修复
,

达到保护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目的
,

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