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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 也是我国及南亚、东南亚地区江河水系的主要水源区。该区分布有 1313×104km 2 的天然湿地, 仅

西藏自治区就有 6×104km 2 的各种类型湿地。这些湿地对于维护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功能, 保证下游地区江河水生态安全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由于许多湿地紧邻人类活动密集的城市地区, 也被视为重要的城市建设土地后备资源, 他们的开发与保

护,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以拉萨拉鲁湿地为例, 对高寒草甸沼泽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定量估算。研究发现, 拉鲁湿

地生态系统每年的服务功能总价值达到 5481 万元, 其中物质生产功能价值仅有 315 万元, 占总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 5175% ; 如

果将该湿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 平均每年的增值也只有 1391 万元, 仅为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的 25138%。可以看出, 保护这

些湿地的生态价值要远比直接开发的价值高得多, 因此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过程中, 必须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

出发, 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湿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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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lua tion of La lu W etland ecosystem serv ices in L ha sa, T ibet
ZHAN G T ian2H ua1, CH EN L i2D ing2, PuBuD anBa1, HUAN G Q iong2Zhong3, XU J ian2Y ing2 　 (1. E nv ironm en t

P rotection B u reau of T ibet A u tonom ous R eg ion, L hasa 850002, Ch ina; 2. R esearch Cen ter f or E co2E nv ironm en ta l S ciences,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85, Ch ina; 3. Institu te of E nv ironm en ta l S ciences of T ibet A u tonom ous R eg ion, L hasa, 850002, Ch ina ). A cta Ecolog ica

S in ica , 2005, 25 (12) : 3176～ 3180.

Abstract: Q inghai2T ibetan P lateau, the m ajo r riverhead region of Ch ina, Sou th A sia and Sou theast A sia, has app rox im ately

1313×104 km 2 natu ral w etlands, of w h ich 60, 000 km 2 are located in T ibet A u tonomous R egion. D esp ite their sign ificance in

keep ing eco logical funct ion of Q inghai2T ibetan region and m ain tain ing eco logical safety of low er reaches, the w etlands are also

impo rtan t land resou rces fo r u rban expansion since mo st of them are clo se to u rban area. T herefo re, the dispu te has ex isted fo r

a long tim e abou t w hether the w etland shou ld be exp lo ited o r p ro tected. A quan tita t ive study on eco system services of L alu

W etland w as conducted. L alu W etland is a typ ical alp ine m eadow and m arsh w etland near L hasa C ity. T he study resu lts

show ed that annual to tal value of L alu W etland eco system services w as abou t 54181 m illion yuan RM B , and annual m ateria l

p roduction service w as on ly abou t 3115 m illion yuan RM B , covering app rox im ately 5175% of to tal eco system service values.

How ever, if the L alu W etland w as exp lo ited as construct ion land, the annual Econom ic V alue A dded (EVA ) w as 13191 m illion

yuan RM B, w h ich accoun ted fo r on ly 25138% of to tal eco system services values. O bviously, the w etland has mo re eco logical

values than exp lo ita t ion values. T herefo re, it is impo rtan t to p ro tect and u tilize w etland resou rces from the aspect of the w ho le

eco system during the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and u rban expansion in the T ibet regions.

Key words: L hasa; L alu w etland; eco system service; econom ic value est i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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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近几年国内外陆续开展了许多关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1～ 7, 12～ 14 ]。但是, 对位

于海拔 3500m 以上的高寒地区的湿地, 特别是城市地区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还比较少见。青藏高原是我国一个

独特的湿地分布区, 该区的高寒湿地不仅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 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还是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长期以来, 由于人们对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认识不足, 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已使得部分湿地出现干化、退化

趋势, 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 开展典型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 积累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

量化资料, 可为当地制定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拉萨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西北角, 历史上其面积超过 1000hm 2[8 ], 海拔高度 3645m , 属于典型的高寒草甸沼泽湿地[9 ]。该湿

地在维持拉萨市城市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调蓄洪水、防风固沙、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科研、宣

传、教育和景观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 人们对其进行了排干积水, 使其改变为牧场或侵占为

城市建设用地等开发活动, 已使得拉鲁湿地面积逐年减少。为保护这片湿地, 国务院于 2005 年批准建立了“拉萨拉鲁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为 620hm 2, 并规划投资 119 亿元对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恢复重建。但对于是否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进

行保护和恢复重建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为例, 对其 8 项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估算。

1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1　区域概况

拉萨拉鲁湿地位于 91°03′4815″～ 91°06′5114″E, 29°39′4613″～ 29°41′0515″N 之间, 西北面为高山环绕, 东北面与娘热、夺底

两条沟谷汇集成的流沙河相接, 东面与城关区拉鲁乡接壤, 南面以拉萨市中干渠和当热路为界 (图 1)。主要土壤类型为泥炭沼

泽土和泥炭土; 植被类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为灯心草2芦苇沼泽, 现已退化为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8 ], 属于芦苇泥炭沼泽。

其补给水源主要来源于流沙河、北干渠、地下潜水。

图 1　拉萨拉鲁湿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F ig. 1　Schem atic figure fo r geograph ical location of L alu W etland N ature Reserve in L hasa

1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市场价值法、替代费用法和影子工程法等方法对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估算。鉴于目前有关

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很多资料缺乏, 在生态服务价值量化取值上主要借鉴目前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

并结合拉萨地区地区的实际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1　生态系统物质生产功能价值

拉萨拉鲁湿地每年可生产大量的可食鲜草, 其中水生芦苇群落的年最高物质生产量曾达到过 3116×104kgöhm 2[8 ] , 本文用

市场价值法计算其物质生产功能价值。根据拉萨市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产草量为 12169töhm 2, 20 世

771312 期 张天华　等: 西藏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 　

① 拉萨市环境保护局、四川大学共同完成的《拉萨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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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90 年代末的产草量为 01945töhm 2。本研究以该湿地退化前的平均产草量 12169töhm 2 计, 则 620hm 2 的拉鲁湿地每年可生产

牧草 7868 t, 按拉萨地区牧草市场售价 014 元ökg, 可算出其价值为 315 万元, 即拉萨拉鲁湿地物质生产功能价值为 315 万元。

若按退化后的平均产草量 01945töhm 2 计, 则其物质生产功能价值更低。

212　大气组分调节功能

根据光合作用原理, 植物每生产 162g 干物质可吸收 264g CO 2, 即生产 1g 植物干物质, 需要 1162gCO 2, 释放 112gO 2。拉萨

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可吸收固定CO 2 4249t, 以辛琨等[10 ]的碳税取值标准 770 元öt 计, 则拉萨拉鲁湿地吸收CO 2 功能价值为

327 万元; 在吸收固定CO 2 的过程中, 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每年还释放O 2 3147t。欧阳志云等[11 ]在计算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经

济价值时运用造林成本法的取值 352193 元öt O 2,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研究表明, 西藏地区的投资成本约为全

国平均投资成本的 215 倍, 在西藏地区的造林成本的取值应为 882132 元öt O 2; 据实地调查, 拉萨地区医用氧气的生产成本是

900 元öt O 2 左右。因此, 本研究按西藏地区的造林成本法的取值 882132 元öt O 2 计算拉鲁湿地此项功能的价值为 278 万元。

由此可知, 拉萨拉鲁湿地大气组分调节功能的价值为 605 万元。

213　水文调节功能

研究表明, 沼泽土壤具有巨大的持水能力, 特别是泥炭沼泽, 饱和持水量达到 830%～ 1030% , 每公顷沼泽湿地可蓄水

8100m 3[15 ]。拉萨拉鲁湿地是典型的泥炭沼泽, 其泥炭沼泽占整个湿地的 95% , 约 590hm 2, 每年洪水期可调蓄洪水 4178×106m 3。

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将娘热沟、夺底沟山洪水了引入这片湿地后, 有效地消除了洪水对拉萨市区的威胁,

而且还对低水位期的拉萨市地下水进行补充。

运用影子工程法, 按照西藏地区修建水库投资约 6 元öm 3①计, 则拉萨拉鲁湿地此项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应为 2867 万元

214　环境净化功能

拉萨拉鲁湿地吸纳了拉萨市的北区和东北区的大量城市生活污水。根据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多年的监测表明, 这些

污水流经拉鲁湿地后, 其出水水质都能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Ê 类水质标准。采用替代费用法计算其污水净化功能价

值, 以流经拉鲁湿地的废水量 5×106m 3öa 计, 并以拉萨啤酒厂污水处理成本 017 元öm 3 计, 则拉萨拉鲁湿地污水净化功能价值

为 350 万元。

据西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多年监测表明②, 自然扬尘是影响拉萨市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关研究已充分证明,

草本植物滞尘能力虽然较乔木要低很多, 但仍然有一定的滞尘能力[16～ 18 ], 拉萨拉鲁湿地有 620hm 2 沼泽草本植物和 20hm 2 乔

木林地 (以杨树为主) , 以草地 11815kgö(hm 2·a)、杨树 6463123kgö(hm 2·a) 的滞尘能力计算[17 ] , 则拉萨拉鲁湿地每年可吸附

拉萨市区空气中 202173t 尘埃。采用替代费用法, 按拉萨地区水泥厂除尘成本 345 元öt 计, 此项功能的价值约为 7 万元, 即拉萨

拉鲁湿地滞尘功能的价值为每年 7 万元。则拉萨拉鲁湿地的环境净化功能价值为 357 万元。

215　生物栖息地功能

卫学承[8 ]对拉萨拉鲁湿地进行了长期观察, 发现有 14 种鸟以拉萨拉鲁湿地作为栖息地。据拉萨市环境保护局统计, 现在每

年有 10 多只是黑颈鹤 (Grus n igrico llis)将该湿地作为越冬栖息地。黑颈鹤属于濒危 (E)级的国家É 级保护野生动物[9, 19 ] , 研究

表明黑颈鹤在拉鲁湿地等越冬地的生活时间为每年的 10 月至翌年的 4 月[21 ]。因此, 在拉鲁湿地是黑颈鹤等珍稀动物的重要栖

息地, 其价值按照Co stanza 等人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栖息地功能价值 304 美元öhm 2[1 ] , 折合人民币为 2493 元öhm 2③; 按照谢高

地等人在研究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的取值为 2234 元öhm 2[22 ]。本研究取他们的平均值 2364 元öhm 2, 计算拉鲁湿地栖息地功

能价值为 146 万元。

216　休闲娱乐功能

拉萨市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 国内外游客在逐年增加。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区, 既可为当地居民, 也可为来外

来游人提供观赏、娱乐等旅游功能。根据拉萨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组测算④, 拉萨拉鲁湿地休闲娱乐功能价值为

每年 565 万元。

217　文化科研功能

西藏自治区有湿地面积 600 多万 hm 2, 其特征世界上独一无二, 文化与科研价值巨大。但拉鲁湿地在这方面的工作展开得

较少。截止目前, 仅有农业部门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拉鲁湿地草地生产力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组

8713　 生　态　学　报 25 卷

①

②

③

④ 拉萨市环境保护局等编制的《拉萨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按照 1: 812 的比率折算美元等同于人民币的比值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编制的《西藏自治区环境质量报告书 (1996～ 2000 年)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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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西藏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所、西藏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部门对其生态学特征与恢复、气候调节等功能等进行研究。此外, 西

藏大学等部分在拉萨的学校已将其作为教学、实习基地。每年投入仅几十万元, 这远远低于实际的文化科研价值。在本研究中,

根据其独特性和西藏湿地在维护我国、南亚、东南亚生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取Co stanza 等人对全球湿地生态系统文化科研功

能价值 861 美元öhm 2, 折合人民币 2493 元öhm 2 作为拉萨拉鲁湿地的文化科研功能价值。则拉萨拉鲁湿地文化科研功能价值为

438 万元。

218　气候调节功能

拉萨市高寒缺氧、干旱多风、空气湿度低,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研究表明, 沼泽地的蒸发量大于水面蒸发量 1～ 2

倍[23 ] , 拉萨拉鲁湿地的存在对调节拉萨市空气湿度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参照肖玉、谢高地等人在西藏进行生态服务功能经济

价值研究[24 ]时有关气候调节功能的取值, 即以 3032 元ö(hm 2·a)计, 则拉萨拉鲁湿地的气候调节功能服务价值为 188 万元。

3　讨论

图 2　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分项统计

F ig. 2　Evaluation of differen t eco system services of L alu W etland

in L hasa

W ZSC　物质生产; DQ ZFTJ 　大气组分调节; SW TJ 　水文调节;

DQ JH 　大气净化; SW XXD 　生物栖息地; XXYL 　休闲娱乐;

W H KY　文化科研; Q H TJ　气候调节

综合上述 8 个部分, 得出拉鲁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总价值

每年达 5481 万元, 各项功能价值见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拉萨拉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以水文调节和大气组份调节功能最大, 分别为 2867 万元和 605

万元; 其次是休闲娱乐功能、文化科研功能分别为 565 万元、438

万元。

历史上人们只认识到拉萨拉鲁湿地是一片优美的牧场, 注

重其物质生产能力。本研究发现其物质生产功能价值即使在未

退化时也只有 315 万元, 占总功能价值的 5175%。随着城市发

展, 有人认为拉萨拉鲁湿地是一块潜在的建设用地。依据目前拉

萨市房地产开发的市场行情, 开发 1hm 2 土地能增值约 157 万

元①, 若拉鲁湿地开发为居住用地, 可增值 91734 亿元。以土地使

用年限 70a 计, 则该湿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 平均每年的增值

也只有 1391 万元, 只占其生态系统总功能价值的 25138%。

通过上面的分析计算, 可清楚地知道拉萨拉鲁湿地的物质生产功能在其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中, 其价值很低。以前将拉鲁湿

地排干变为草场进行放牧是错误的; 而将拉萨拉鲁湿地排干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也是不可取的。将拉萨拉鲁湿地被作为自然保护

区进行保护, 充分发挥湿地的生态服务价值,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4　结语

位于城市地区的生态用地, 包括湿地, 由于处于十分特殊的位置, 对它的保护或开发利用, 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本项

研究我们发现位于拉萨地区的拉鲁湿地具有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远远高于直接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或农业用地的价值。研

究结果可以为合理开发利用及恢复重建拉萨拉鲁湿地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同时也为西藏自治区其它同类湿地的开发与保

护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研究揭示出, 在青藏高原, 位于城市周边的湿地, 较之其它偏远地区的湿地具有更高的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25 ] , 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应高度重视其保护, 在进行开发建设时应加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特别是生态服务功能的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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