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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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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遥感卫星图片宜料，探讨了青海瑚地区生杰环境靛立的特征。 研究表珊l干旱是造成该地 

区生蠢环境变化的主要原目。 由于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4倍，捐承水位1958--19B6年闻下降了3．18米。 

{胡水面积缩小了 279．4平方盛里，1988年抄妻面积巳选 450平方公里，出1956年增加丁118乎方盛里I瓣 

泽面积 1988年为lg3平方盛里，比lgSG年硪步了5I平方盛里。将古植被与现争擅蕞羹化进行 舟析对比得知， 

1982—1988年谈区植被妻型，种类组成均无显著变化． 青海捐水位下降藏生杰环境的变亿与上新世 睇来 

青簟高原巨大隆升密切辐荧。^妻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哺，但强度有限，并非该医生态环境恶化的主 

导 日萧。 

关键词；遥感，干早，植被，环境，谊变。 

一

、 自然地理位置 

青海湖位子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 3200米，地 踌北纬 36。32 一37。15 ，东经99。3 6，～ 

100。4 7 。从198 6年的陆地卫星图片分析得知：青海湖东西向最大横径长109公里，南北最火 

纵长65公里，周长约5 50公里，最深为26．4米，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流入青海湖的大 

小河流 近5O条。 

该区年平均温为一l一1℃。 1月最低温达一35~C， 7月最高温达28℃ ～年约有 5～ 6 

个月处于负温状态。年均降雨量为3 75．1毫米，主要集中子6— 9月。年均蒸发量为 1450．8毫 

米，约是降水量的 4倍。 

二、植被演变状况 

1．中更新世晚期孢粉资料分析 根据已有的孢粉分析，青海湖西部相连的柴达木盆地 

中的达布逊湖是以乔木植物、水生和湿生植物花粉占有较高的比例 。以深21．O米的S-41孢 

粉样为特征，在统计的234粒孢粉中，乔术植物花粉上升为 21 ， 成为整个剖面乔木植物含 

量的最高值。在乔术类型中，除桦 (BetuIa)，松(Pinus)、 云衫(Picea)外， 首次出现了栎 

(Quercus)、胡桃(Juglans)，赤杨(Alnun)、椴(Tilia)、棒(Corylns)等温带落叶闼叶耐种 

的花粉。生长在亚热带山地的森林树种铁杉(Tsuga)， 单树(Altingin)也曾出现。而且水生 

植物花粉上升至l2．7 ，如香蒲(Typha orientaIis)，转板藻(Mongeotia)以及现生长在亚 

热带池沼、水田中的水蕨(Ceratopferis lhalictroides)孢子。 

文本子1988年 8月2B日收到。 

}本支卫垦图片测量数据均取自青簿省地质研究所遥感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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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今植被分布概况 根据环湖地区多年植被考察资料的分析研究，将植被分为几个 

基本类型(如图 所示)。～ ． 一
、  

’ ： 

， 

阻 1 青弹瑚地区檀被圈 

Fig l The M矗p of re．ration di~tributlon in Qingbai lake r̂eI 

A．温性草原：以嫠芨草(Achoather,~m s#landens)、短花针茅(Stipa bre~iylora)， 

等种为优势的草原，主要分布在海拔3000--3600米的东南边缘的山坡地带与共和盆地草原连 

接。环湖北部和西北部生长着以紫花针茅(SHpa pnrpnrea)．高山苔草(Cdre steno．Ohylla) 

等种为优势的草原，伴生种有青海固沙草(Orinus k6konoHca)、赖草(厶 mli,8 secalinus)、 

冰草(Ayropyron crisfaf~m)、紫羊茅(Festuca rubra)等。 

B．小半灌木荒漠：以中麻黄(Ephedra f时FrmF )为 优势的半灌木荒漠主要分布海 

晏湾的沙丘上，海拔3100--3350米，伴生种有变色锦鸡)L(Caraaana~erslcolor)等旱生种。 

C．高寒灌丛：以毛枝山居柳(Sallx oritrepha)、箭叶锦鸡几(Caraaana j~bata)为优 

势种的灌木，生长在海拔34；o一3600米的四周山脉的中，上部阴坡面上，它的边梧与高寒草 

甸相连。 

D．高寒草甸：群落的优势种以涉草科的嵩草为主， 如矮嵩草 (Kobres[a humilis)， 

小嵩草( ．pyflmaea)，珠芽蓼(Folygon~m 抽 atom)，高山唐橙草(Thaliat~m alpin~m) 

等。分布在海拔3200--4500米的环湖四周湿润山地上。 

将1962年该地植被样方与1986年样方相比较，结果表明t植物群落的结搀，优势种与外 

貌景观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温性草原和高寒草甸是该区的主要牧场。中更新世晚期生长的 

害温的针叶阔叶树种均在目前植被类型中消失了，仅在橡皮山头出现残遗的稀散矮小的祁连 

圆柏(Sablna przewalskf1)。 

三，环湖生态环境状况分析 

1．青海湖面积与水位变化状况 通过对湖周古湖堤、湖穴和更新世湖相地层分布范围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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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即可推测出全盛时期青海湖水面积约82OO平方公里。但根据 1956年、1972年和1986 

年的航空与卫星图片所确定的不同时期湖岸界线得知：目前该湖面东西两端分别退缩了4o一 

60公里，南北两侧不同地段退缩4O～2O公里(参看图 2)。表 l耐出了不同时期青海粥面积与 

水位状况。 

衰 1 青海湖的变化状况 

Table 1 The chanses of Qtn|hIj lake 
in different period 

垒盛期 

19B6年 

1972年 

1986年 

I28D 

3l96 

3l95 

319 a 

O0 l 8200 l 推铡 

{ ‘56 3．9 l 实蔼 

48 l 4460．5 l 宴胡 

T6 f ‘304．5 f宴撼 

由表 1得知：1956年一 1986年间，瑚体缩 

图。 对期青拇潮与现代瑚E比冀 ， }jx279．4平方公里(年均退缩9．3平方公里)J瑚Fi g
．
2 The 8i工e compar{son mI口with h钾d丑 ⋯ ⋯ 一 一 一 ⋯ ⋯ ⋯  ⋯  

and recent e暑rH of Qinhli Ia’ke。 水水位下投了 3．16米 (平均下投10．53厘米)。 

青海湖在萎缩过程中，还不断地分离出子湖，更加剧了湖体退缩的进程。如图 2中的尕 

海、耳海。 

2．气候因子对青海潮水位的影响 根据环湖几个观测站的气象资料(表2)分析表明： 

环湖地区的年均蒸发量约是年均降水量的4倍。瑚面每年蒸发湖水约41．2亿立方米。降水补给 

量约为12．7～I6．2亿立方米，再加上地表径流15．73亿立方米和地下水补给 5亿立方米(共计 

36亿立米)。蒸发与补给量相比差额约为 5亿立方米，导致了水位每年以12厘米的速度下降。 

3．环期地区沙漠化状况 根据]956年与1986年的卫星图片资料对比测算得出：1986年 

环湖沙漠总面积巳返450平方公里，~k1956年扩大了115平方公里(图 3所示)。又根据布哈河 

口水文站观测资料得知：流入湖中的泥沙为35．77万吨／年，1966--1985年间带入湖中泥沙为 

715．33万立方米。以此数分析， 3O年来输入湖中的怩沙量可使湖底增厚2米 (面积达4～ 5 

平方公里)。从195 6年航空照片上香，鸟 岛西 铡 的布 哈河口三角州还未见沙丘出现，而在 

1972年的航空照片上巳见成片的沙丘在该地区出现，并导致了鸟岛与陆地相连。最大的沙漠 

分布在海晏湾四周。 

4．环期地区谗泽状况分析 该湖区内约有大小沼泽3O余处(图4)，主要分布在湖滨、 

河流入 口及大河两浏的低洼地段。根据1986年卫星图片资料测算，该地区沼泽面积是 193平 

方公里，与1956年相比，沼泽面积减少了6O平方公里。~n1956年沙柳河口沼泽地面积这50平 

方公里，而1986年仅为2O平方公里，已有多处沼泽干涸。 

5．人类生产港动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从公元四世纪起 ，青海湖南岸即是吐各浑 

的政治、军事、文化韶经济活动的中心，修筑了许多要塞和城堡。历史上曾经有局部地区出现 

过度放牧，甚至发生过一小范围沙化过程的 重叠性一。园当时的历史条件人口压力小，生产 

力落后 ，虽^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响，但强度有限。由于人们缺乏环境意识和科学管 

理，近30年来，在环湖农牧交错地区 建了许多农场和牧场，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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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1956—1986年问青海潮地区时降雨 

量与蔫曩量 
Table 2 The sfatist[cs of／ransp|ratJon and 

precipitation ia Qingha[1ake ILTea 

刚寨气象站 江西淘气蒙站 

时 问 
降雨量 蒸发量 璋雨量 蒸发量 

(年)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l95B 280．2 

l9耵  426．1 

1958 415．1 407．6 1426． 

1959 35B．7 438．0 1019．T■ 

l960 322．5 320．6 1484． 

1961 347．1 356．9 15 36．4■ 

l962 311．0 

196S 407．0 3l 3．9* 1621．2■ 

l9“  407．4 345．2* 1477．0- 

1965 361．0 ‘39．3- 1528．4■ 

1968 32B．6 1272．口} 397． 

1967 499．5 120B．0■ 5 34．G,It 1‘9B．B- 

1968 345．4 1260．4■ 270．iw, 1590．7● 

l969 393．3 1SO0．5■ 345． 180B．E 

l970 360．3 1‘21．3■ 342．E- 1B82．4- 

1971 42S．0 1525．B 388．0- 1T1O．?- 

1972 408．S 276．8- 1786．1■ 

1973 2．90．7 1542．8 270．1* 1T79．1■ 

1974 393．1 1444．5 $40． l636．3- 

1875 442．8 1448．2 401．6 l224．2 

1976 357．8 1493．9 462．4 

1977 329．3 1538．5 a56．8 l400．4 

l97B 303．3 1533．4 $48．8 l401．0 

1979 3T5．4 17‘3．5 $30．4 l508．6 

1980 B25．7 1634．8， S25．2 

1981 40 7．2 1540．d 479．6 

l982 385．D 1389．E 39I．7 

1983 384．B 1321．B ‘e5 

l984 360．7 1 309．B 368．7 

1985 50B．‘ l40 3．5 452．6 l438．4 

19as 38‘．B 399．3 126S．0 

平均 37B．4 14B6．3 $74．9 

往 -为水文站资料F年平均为气象站赍科。 

基占地30，000亩。 

图 3 青海瑚地珏沙漠分布圈 

Fig 3 The map of desert distribution iⅡ 

Qiaghal 1aide-re4 

● 

● 

圈 ‘ 青海{鞠地 区裙洋分布圈 

Fig．‘ The amp of Swm p distr[Imtion in 

QinghM lake-re- 

力，使草场退化 加之生产力水平提高，这一 

掠夺式的开垦和农牧擂动，又导致着沙漠化进 ． 

程的加快。根据1986年卫星图片资料分析测算 

出：环湖地区 开 垦 荒 地 约 674,000亩 (弃耕 

367，000亩)J村镇建筑占地35,700亩，各种路 

四、结果与讨论 

人们在讨论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时，多强调历史上的人为因素。诸如人口增长 ，生产 

发展，开荒垦植，频繁战乱等，而忽略了六自然本身的演变，尤基是地质史上称为 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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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以来的这一历史阶段对我回生态环境的影响。因人类生产活动对该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是 
一 个连续不断缓慢过程，强度有限。所 以不能成为环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在探 

讨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起因时， 以下两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古棱披的演变 

植被类型具有灵敏指示气候因子的功能。通过对青海湖东岸湖东相沉积中植物化石—— 

紫果云杉(Pioea purpurea)的C“测年分析表明l距今约5，000年前，该地区植被类型为暖温 

带的森林乔术。这足以说明当时该区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植物化石资料还表明；申生代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 。距今约 

3000年前的新冰期最盛时期，祁连山东 部 雪 线 下 降 了 2OO—3OO米， 平均气温下降了 3— 

4℃ 】。气温下降和降雨量锐减，已迫使曾生长在青诲湖地区的紫果云杉林南移至 目前的青 

海南部岷江流域山谷地带。而目前该医生长的是以短花针茅等为诧势的草原植物，以嵩草为 

主的高寒草甸，取代了原来的森林植被。 

中新世晚期，位于青海湖南缘的昆仑山地区尚有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林e 。 

由于当时高度尚在2000米左右，昆仑山地区继续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气 候 温 暖， 雨量充 

沛。到了上新世，尾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强烈隆升，加强了酉伯 利亚 高 压 对湖盆地控 

觎，削弱了西南季风的影响，使湖盆地气候日趋干旱，湖水下降，湖体萎缩，形成现今的温 

性草原和高寒草甸植被景观，甚至还出现了温性荒漠。原有的铁杉等树种，以及当今还大量 

生长在我国亚热带、热带地区的水蕨则在该医消失了。研究表明：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变化是 

与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巨大隆升密切相关。 

2．气候园子 

每一地区的气候条件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小尺度短周期的气候变化不足以导致生态环境 

的变化。而大尺度长周期的气候波动，则使该区生态环境发生应有的变化。如上述湖水下降， 

溺体萎缩，盐分升高，沙漠扩大 ，沼泽变小等均与降水量和蒸发量比例严重失调密切相关。 

耳前全球气候在波动中逐渐变暖， 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将维持上升的趋势 。在这 
～ 形势下，副热带高压略有北移，中纬度地区的降雨仍在减少。 

为延缓和防止青诲湖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虚 着手 研 究 制定相应的对策，加强科学管 

理。笔者作为 《青海湖水位下降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项目的专家指导组成员之一，仅 

就本专业考察的结果作出以上论述，望能引起专家与同行们对青诲湖生态环境的关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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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0N THE 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ENVIR0NMENT IN OINGHAI 

LAKE AREA 

Du Q g 

(North· P~ateau~-titute 0t Bldo驰1 Academia Sin~caI Xini~zg) 

Based on the data from remote sengLug satellite imam s．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isfic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lcl cal environment in 

Qinghai lake area．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aridity was the ma．m reason 

for the chan【g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rea．Due to the a~nual 

evaporation in four times the annual prec itation， the lake  level descended 

by 3．16 meters and the lake surface shrank ]sy 279．4 km from 1956 to 1986~ 

and the desert area was up to 450 km 。 in 1986， which increased by 115 

km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1956． The area of the wetland surzounding 

th e 1ake  was 193 km in 1986．reduced by 81 km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1958．Analysis an d comparison of evolution between paleovegetation and 

modern vegetation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oth the vegetation type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had no obvious chan ge from 1962 tO 1988．The drop iI1 

Qinghai lake water level and the chang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 fou- 

nd to be closely correlative to the great uplift of Qinghai-Xizang(Tibet) 

plateau since Pliocene epoch．human activi~y has th e lim ited effect on th e 

ecolo caI envh'onment， and is not th e dominant factor to lcad to the 

deterJoration of eco10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KeY wo rds：remote sensing，aridhlg，vegeta$ion，environment，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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