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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院 毛乌素沙地南缘沙丘的生物结皮要要要生物土壤结皮广泛分布于干旱和半干旱区袁它的形成和发育对荒漠生态系统

生态修复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遥 组成生物结皮的藻类尧苔藓和地衣是常见的先锋植物袁它们不仅能在严重干旱缺

水尧营养贫瘠恶劣的环境中生长尧繁殖袁并且能通过其代谢方式影响并改变环境遥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袁生物结皮

表面的凝结水显著大于裸沙遥 研究表明袁凝结水是除降雨之外最重要的水分来源之一袁在水分极度匮乏的荒漠生态

系统袁它对荒漠生态系统结构尧功能和过程的维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遥
彩图及图说提供院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耘鄄皂葬蚤造院 糟蚤贼藻泽援糟澡藻灶躁憎岳 员远猿援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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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貌区划系统
———以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为目标

郭子良, 崔国发*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地貌类型是重要的自然地理特征,是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子。 地貌研究能使人们深入认识地理环

境特点,有利于完善对区域自然环境和地域分异规律的认识,同时对生物地理区划和区域自然保护研究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 采用“自上而下冶的区域分割和“自下而上冶的区域合并的区划方式,以中国地形 DEM 作为基础,使用 GIS10.0 对其进行高

程重分类、坡度分析等量化分析,并结合现有气候区划、自然地理区划和地貌类型等资料,对中国地貌格局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

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以地貌为主体的地理单元差异性基础上,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以区域自然保护区体系构建为目标的中

国地貌区划系统,该地貌区划系统包括了东部季风淋蚀地貌大区、西北干燥风蚀地貌大区、青藏高原高寒冻蚀地貌大区、南海诸

岛地貌大区等 4 个地貌大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高原等 40 个地貌地区,完达山、老爷岭和张广才岭等 127 个地貌亚

地区,以及 473 个地貌区。 其地貌区划方案科学构建了区划等级系统,体现了中国地貌类型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格局,其中地貌

大区基本反映了中国大的地貌格局,地貌地区基本反映了高原、山地、平原等地貌特征的水平分异,地貌亚地区和地貌区基本反

映了区域地貌特征。 中国地貌区划系统为自然保护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和依据,而且区划界线准确,便于使用。
关键词:中国; 地貌类型; 地貌区划; 量化分析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aimed at construction of nature
reserve system
GUO Ziliang, CUI Guofa*

Colleg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Given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geographic feature, geomorphic typ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ults in a
change in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biodiversity.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dforms can promote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sent study has great reference valu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geographic divisions and regional nature conservation research.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in a reg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China
was analysed using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based on data of the terrai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We then
determined a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system for the country. In the course of analysis, relative consistency,
completeness and hierarchical division wer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urther, the methods of “ top down 冶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bottom up冶 regional merger were used.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GIS10. 0 software, we
obtained the outcomes of reclassification of elevation, slope analysis,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and the data of
climate regionalization, natural geographic regionalization, geomorphic types and others, the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is proposed, which is aimed at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nature reserve system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This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system included four geomorphologic zones (the eastern monsoon rain erosion
geomorphologic zone, the northwest dry wind erosion geomorphologic zon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high frost we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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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ologic zon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geomorphic zone), 40 geomorphologic areas ( for example the Da
Xing爷 an Mountains, Inner Mongolia Plateau, and the Xiao Xing爷 an Mountains), 127 geomorphologic subareas ( for
example Wandashan, Laoyeling, and Zhangguangcailing), and 473 geomorphologic regions. The division level of the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system was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ed, and reflects the basic features of geomorphic
distribution. The geomorphologic zone reflects the diverse landscape pattern of China. The geomorphologic area reflects the
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 features of plateaus, mountains, and plains. The geomorphologic subarea and geomorphologic
region indicate regional geomorphic characteristics. It is difficult to use mathematical methods to directly determin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on account of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geographic feature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features of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system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has unique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geomorphologic features, was
distinguished as an independent zone. (2) Given the intent of constructing the nature reserve system,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with other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Further, our regionalization system appears to be mor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as well as having greater definition. Thus, the system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
regionaliz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ure reserve system. (3) Our system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using the usual naming convention in the geomorphologic system. (4) Large quantities of
topographic data and an advanc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and scientific
integrity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China; geomorphologic type;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地貌区划是自然地理区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类地理区划研究的基础,属于地貌学和系统科学的交叉内容。 地貌区划就是

根据各地域地貌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其划分为不同等级和不同区域的研究工作,是对地貌形成过程和区域分异特征的综合反

映[1鄄2] 。 从区划方法论的角度看,地貌区划既是对地貌划分的结果,也是地貌划分的方法与过程,同时还是认识地貌特征和发

现地貌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3] 。 早在 1956 年,周廷儒等已经明确提出了地形区划的原则和指标,并对全国地形进行了划分,将
中国分为 9 个地形区组、29 个地形区[3鄄4] 。 但是我国比较系统的地貌区划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全国自然区划工作,代表

性的论著为 1959 年的中国地貌区划(初稿)。 而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地貌区划方案进行了进一

步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区划方案[2,5鄄6] 。 但是许多地貌区划中各个区的界线都是示意性的,缺少系统的研究,影响了这些区

划方案的进一步应用。 而且早期地貌区划由于对地貌整体的了解和软件技术的限制,已有地貌区划仅仅限制在对大区域的地

貌特征的概念性分析,而没有更精细的进行划分,并不适用于作为区域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的依据。
自然保护区体系是在地理区划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特定区域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以保障我国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

康,其包括自然保护区和生境廊道两部分。 到 2012 年初,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已经达到 2640 个,包括了 363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形成了我国自然保护区体系的雏形[7鄄10] 。 随着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布局研究的深入,构建区域性的自然保护区体系,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适应现有自然保护区建设进程,能够反映小区域地貌格局的地貌区划系统

并没有被提出。 本研究在已有中国地貌区划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貌类型、中国地形 DEM 以及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等资料,
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中国地貌区划系统,有助于为区域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1摇 区划原则、依据与方法

区划原则和方法是判断一个区划系统科学性的重要依据,也是区划过程中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关键所在。 在本研究中,地
貌区划除了考虑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主导因素与综合分析相结合[1,11] 等一般性区域原则以外,还遵循了以下原则和

方法。
1.1摇 区划原则

(1)相对一致性原则摇 地貌区划应充分体现区域地貌的空间组合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保持区域的相对一致性。 相对一致

的地貌单元,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之间密切关联,有助于自然保护区网络中相同类型或种类的野生动植物之间的交流。 虽

然地貌类型数据是地貌区划的重要依据,但在不同层次地貌区划时参考的主要区划依据有所差别[2] 。
(2)地貌完整性原则摇 地貌分区在参照地貌类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一个地貌区内可能存在多种地貌类型。 为了确保地

貌的完整性,在每一个地貌区以地貌分区中代表该区明显地貌特点的地貌类型为主导和区划依据,有助于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

中对区域整体的保护。
(3)分级区划原则摇 本地貌区划系统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逐级分区,采用地貌大区、地貌地区、地貌亚地区和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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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四级区划体系。 系统细化的地貌区划系统,为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研究中提供了实用的地理信息。
1.2摇 命名原则

为了反映每个地貌单元的主要地貌特征,本次区划拟采用自然名称命名法。 目前很多区划单元的命名与人们习惯用法不

一致,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困惑。 而本区划系统命名时,尽量采用人们惯用名称,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以主要山体、高原、盆地和

平原等主要地貌类型作为命名依据。 本地貌系统所使用的地貌名称均依据 2010 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5]和 1980 年出

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地貌》 [2] 。
1.3摇 地貌区划依据

(1)一级区划单元依据摇 中国地貌区划系统一级区划单元的基本特征和范围与大地构造单元相当,以明显的气候差异和

地质构造运动为基础,即以地貌发育内营力和外营力的区域差异为主要依据。 在二级区划单元基础上,根据《中国自然地理地

貌》和中国气候区划[2,5] ,并以地貌类型相对一致性为原则,聚类合并得到。
(2)二级区划单元依据摇 二级区划单元以中国地质地貌结构特点及其时空演变过程为依据,以自然地理上的主要山脉、大

平原、大高原、大盆地为分区基础,并结合高程重分类、坡度分析和地形起伏度分析确定各区边界,并反映出宏观的地貌格局和

地势特点[11] 。 其中主要通过坡度分析并参考中国地形 DEM 确定平原、盆地和高原与山地地貌地区的分界线,以及内蒙古高原

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通过高程重分类分析并结合地表起伏度分析确定山地地貌之间的分界线以及高原与盆地间的分界线。
(3)三级区划单元依据摇 三级区划单元是以每个地貌地区为分析单元,在四级区划单元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合并得

到的。 三级区划单元更多的是关注地貌相对一致性和地貌完整性。
(4)四级区划单元依据摇 以保证由相似的地貌结构和相对连续的地貌特征构成的区域地貌的完整性为主要目标,根据对

地貌地区的高程重分类、坡度分析、坡向分析和地形起伏度分析结果,通过人工选择,以地理资料中相对一致和完整的地理单元

为参考,进行地貌区划分。
1.4摇 区划方法

区划技术路线如图 1。 首先对二级区划单元进行划分,得到地貌区划二级区(地貌地区),然后将地貌地区进行合并得到地

貌区划一级区(地貌大区)。 同时,分别以每个地貌地区为分析单元,以地貌类型栅格数据为基础,分别对每个地貌地区内地貌

类型进行分析和合并,得到地貌区划四级区(地貌区),在保证地貌相对一致性的前提下,修正地貌区边界。 最后,继续合并地

貌区,得到地貌区划三级区(地貌亚地区)。 此外,通过已收集到各地自然保护区的地理地貌数据和中国山脉山峰名称代码对

区划方案进行检验修正后,确定中国地貌区划系统。
(1)资料查阅法摇 通过文献查阅收集已有地貌区划图和地貌类型图,将其置于同样比例尺的地图系统中,并对已有地貌区

划和地貌类型图进行比较分析,吸收比较合理的方案并对区划边界进行修正。
(2)空间叠置法摇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多个图层叠加,分析比较各类型和各级别地貌区划的轮廓,以及根据地形图确定的基

础地貌单元,而并非机械地搬用这些叠置网格。
(3)相关分析法摇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高程重分类、坡度分析、坡向分析和地形起伏度分析,得到中国区域地貌间的连通

性和地貌纹理特征,利用比较明显的天然界线作为地貌单元边界,并根据相关性进行人工聚类划分各级地貌单元。 在相关性分

析时,采用“自上而下冶分类和“自下而上冶聚类双管齐下的工作方式。
2摇 中国地貌区划系统

根据上述的区划原则、区划依据和区划方法,在已有中国地貌区划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 4 个一级区(地貌大区)、40
个二级区(地貌地区)、127 个三级区(地貌亚地区)和 473 个四级区(地貌区)的中国地貌区划系统,如图 2 和表 1。

由于受到地球内营力的深刻影响使中国形成了阶梯状分布的地貌,特别是青藏高原的隆起。 而高大山体和高原的分布规

律也影响到了区域性气候,而气候因子则对地貌进行了重塑,进而影响了植被和野生动植物的分布。 以明显的气候差异和地质

构造运动为基础,即以地貌发育内动力和外动力的区域差异为主要依据[2,12] ,可将中国地貌划分为东部季风淋蚀地貌大区、西
北干燥风蚀地貌大区、青藏高原高寒冻蚀地貌大区、南海诸岛地貌大区等四个一级区划单元。
2.1摇 东部季风淋蚀地貌大区

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以东的广大东部地区受大洋季风影响,气候湿润,季节性降水明显,淋溶水蚀作用明显,形成了典

型的淋蚀地貌。 该区域地貌类型较为复杂,纬度跨度大,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复杂多样,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应强调区

域自然保护区群的作用。
东部季风淋蚀地貌大区的东北部包括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以及东北平原四个地貌地区,其中东北平原穿插其

间,将三大山脉分割开,森林、草甸和草原交错分布。 地貌相对单一,主要包括了三江平原、兴凯湖湖积平原、松辽平原、小兴安

岭山前台地以及大黑山山前台地等 5 个地貌亚地区,以及 10 个地貌区。 而大兴安岭位于内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地形总

势呈东北鄄西南走向,北部、西部和中部高,北段多寒冻地貌和高寒侵蚀地貌,中段地势较高,高寒侵蚀和流水侵蚀地貌发育强

烈,南段为中山带,可以划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10 个地貌区。 而小兴安岭西接大兴安岭,东到松花江畔,在更新世初才沿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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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区划技术路线图

Fig.1摇 The technology roadmap of division

东方向和北西方向的断裂抬升为高地,属低山丘陵,西部多台地、宽谷,中部低山丘陵,山势和缓,东部属低山,山势较陡[2,13] ,根
据地貌特点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5 个地貌区。 此外,长白山脉位于东北地区东部,由多列东北鄄西南向平行褶皱断层山脉和盆、
谷地组成,根据地貌差异可以分成 8 个地貌亚地区、31 个地貌区。

在华北范围内,包括了冀北辽西山地、山东丘陵、太行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等地貌地区,栽培植被将森林植被分割在较

为独立的山地区域。 冀北辽西山地西靠内蒙古高原,北接东北平原,南邻华北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和西北部多中山,
低起伏中山和丘陵间常为宽阔的河谷分割,南部和东南部则以浅低山和丘陵为主,形成了复杂的低山丘陵地貌,可分为 4 个地

貌亚地区、11 个地貌区。 而山东丘陵位于黄河以南,由古老的结晶岩组成的断块低山丘陵,构成了山东半岛的主体,半岛中部

的胶莱平原将山东丘陵分隔为鲁东丘陵和鲁中丘陵两部分[2] ,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11 个地貌区。 太行山西接黄土高原,东临

华北平原,呈东北鄄西南走向,区内新构造运动发育,特征明显,峰谷交错、谷深沟险,太行山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在 1200 m 以

上,中段出露部分片麻岩,南段和北段主要为石灰岩[14] ,根据其地貌特点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7 个地貌区。 黄土高原位于秦岭

以北、长城以南,是世界最大的黄土沉积区,平均海拔 1000—1500 m,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着连绵起伏的黄土层[15] 。
黄土高原按地形差别分山西高原、陕北高原、陇中高原和关中盆地等 4 个地貌亚地区,以及 27 个地貌区。 此外,华北平原是中

国第二大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海河、滦河冲积而成,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分南北两个地貌亚地区,即黄淮平原和海河平

原,以及 5 个地貌区。
在秦岭以南,地形破碎化明显,主要由秦岭、大巴山和滇西南山地等山体,江南丘陵、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等破碎丘陵,南阳

盆地鄄淮阳丘陵,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台湾岛以及海南岛等组成。 整个区域低山丘陵地貌广布,山间盆地和平

原等地貌类型镶嵌其中,森林植被破碎化分布。 秦岭为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中山地貌,褶皱紧密,山大谷小,山体以花岗

岩和石灰变质岩为主[2] ,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14 个地貌区。 大巴山是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界山,自西北向东南,包括米

仑山、大巴山和武当山等,由坚硬的结晶灰岩构成高山峻岭,喀斯特地貌发育,山体长期受河流强烈的切割后,多峡谷,谷坡陡

峭[16] ,可分为 6 个地貌亚地区、12 个地貌区。 南阳盆地鄄淮阳丘陵包括淮河以南低山、丘陵为主,但山体破碎的大别山、大洪山、
桐柏山以及桐柏山以西以冲积湖积平原为主的南阳盆地,可将其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5 个地貌区。 其东南部为低山、丘陵为

主的大别山地区,海拔不高,但山体破碎,地堑谷、断块山和断陷盆地呈斑块状镶嵌于山体之中[2,17] 。 而江南丘陵则有低山、丘
陵、盆地交错分布,以湘江、赣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以西、武陵山以东的丘陵,可分为 11 个地貌亚地

区、33 个地貌区。 台湾岛和海南岛多山地和丘陵,是以山势高峻,山谷幽深的山地丘陵和狭小平原组成的典型大陆性岛屿地

貌[18鄄19] 。 其中台湾岛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4 个地貌区;海南岛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3 个地貌区。
浙闽丘陵包括钱塘江至广东惠东、河源一线以东的中国东南沿海丘陵,地形较为破碎,流水切割作用强烈,形成许多峡谷急

流、河谷小盆地及河口小平原,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10 个地貌区。 武夷山地处江西和福建交界,境内山峰林立,山高坡陡,
地势起伏剧烈,峡谷纵深,构造侵蚀地貌特点明显,流水侵蚀、风化剥蚀、重力崩塌等作用强烈,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4 个地

貌区。 南岭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组成,地形破碎,没有统一的走向,大部分是低山和丘陵,核心

7626摇 19 期 摇 摇 摇 郭子良摇 等:中国地貌区划系统———以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为目标 摇



http: / / www.ecologica.cn

图 2摇 中国地貌区划图

Fig.2摇 The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map of China

为花岗岩体,上覆岩层多为泥盆纪硬砂岩和石炭纪灰岩,南岭地势不高,山岭间夹有低谷盆地,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17 个地

貌区。 两广丘陵为广东、广西两省区大部分低山、丘陵的总称,广东境内多花岗岩,红砂岩地形,广西境内多石灰岩地形,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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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地貌亚地区、18 个地貌区。 四川盆地由连结的山脉环绕而成,可明显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四川盆地底部按

其地理差异,又可分为川西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 3 部分[2,19] 。 根据四川盆地地貌特点,将其分为 2 个地貌亚地

区、3 个地貌区。 云贵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西起横断山脉,北邻四川盆地,东到雪峰山,西面的云南高原海拔在 2000 m 以上,
高原地形较为明显,东面的贵州高原起伏较大,山脉较多,高原面保留不多,可分为 4 个地貌亚地区、28 个地貌区。 滇西南山地

属于横断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由一系列的横向山脉组成,山间山川纵横,坝子分布在山间盆地中,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11
个地貌区。 其中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指中国长江三峡以东由于长江河水常年冲积,穿梭于山地丘陵之间形成的沿岸带状平原,可
将其划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8 个地貌区。
2.2摇 西北干燥风蚀地貌大区

在西北内陆由于远离海洋并且受到南北走向山体的阻隔作用,降水较少,气候干燥,而且普遍受到风蚀影响,形成了独特的

干燥风蚀地貌。 该区域以草原和荒漠植被为主,在山体中上部分布有山地森林,自然生态系统较单一,大型野生动物活动范围

大,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应加强对野生动物种群的保护,进而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在西北干燥风蚀地貌大区,地貌特征突出、界限明显。 内蒙古高原分布于其东部,与东部季风淋蚀地貌大区相邻,南高北

低,地面平坦完整,起伏和缓,古剥蚀夷平面显著,由于受降水影响,自东向西草原草甸逐渐过渡为荒漠植被。 熔岩台地广布于

高原东部,台地呈阶梯状,北部形成东西向低地,最低海拔降至 600 m 左右,在中蒙边境一带是断续相连的干燥剥蚀残丘。 内蒙

古高原戈壁、沙漠、沙地依次从西北向东南略呈弧形分布:高原西北部边缘为砾质戈壁,往东南为砂质戈壁,高原中部和东南部

为沙地,可分为 10 个地貌亚地区、33 个地貌区。
而其西部高山盆地地貌分异明显,主要由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准噶尔西部山地谷地、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等组成,山

地草原、山地森林和荒漠植被特征明显。 其中,阿尔泰山位于新疆最北端,呈西北鄄东南走向,西高东低,阿尔泰山山体浑圆,古
冰川作用地貌明显,山坡广布冰碛石,古冰斗成层排列,层状地貌清晰[3,20] 。 因其地貌特征相对一致,不再对其进行更低层次地

貌单元的划分。 天山山脉位于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是一条典型的褶皱断块山,从地质构造在地貌上的表现来看,天
山可以分为北、中、南三带,出现了许多平行山岭,并在山岭间出现了陷落盆地和谷地,发育有较大规模的现代冰川[21] ,可分为 7
个地貌亚地区、33 个地貌区。 而准噶尔盆地和准噶尔西部山地谷地位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准噶尔盆地中部为草原和沙漠,
边缘则是山麓和绿洲[3,22] ,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7 个地貌区;准噶尔西部山地谷地由断块山和断陷盆地组成,有许多相互并

不连续的山地与谷地,海拔 2000—3000 m,大致呈东西走向[3] ,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7 个地貌区。 塔里木盆地处于天山、昆
仑山和阿尔金山之间,地势西高东低,盆地的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山麓、戈壁和绿洲[3] ,边界受东西向和北西

向深大断裂控制,成为不规则的菱形,可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4 个地貌区。
2.3摇 青藏高原高寒冻蚀地貌大区

青藏高原则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形成,高原主体海拔极高,气候寒冷、终年低温,降水较少、冰川众多,造就了独具特征

的高寒冻蚀地貌。 高原地貌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地貌大区主要由高山、高原和高山盆地组成,包括昆仑山脉、岷山鄄横断

山、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藏南高山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组成。 该区域以高寒生态系统为主体,而在高原边缘分布有大面积的

山地森林,自然保护区体系应重点加强高原特有物种和高原边缘特殊生态系统的保护。
祁连山鄄阿尔金山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两个相接的山脉组成,可将其分为 2 个地貌亚地区、20 个地貌区。 祁连山脉位于中

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鄄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属褶皱断块山[23] 。 而阿尔金山为塔里木盆

地和柴达木盆地的界山,呈东北东走向,平均高度 3000—4000 m,山地地貌垂直分带清楚,4000 m 以下,干燥侵蚀作用占优势,
干沟发育,残积物广布[2] 。 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部与巴颜喀拉山脉和阿尼玛卿山(积石

山)相接,山势宏伟峻拔,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大,峰顶终年积雪[24] ,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14 个地貌区。 柴达木盆地为高原

型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盆地略呈三角形,其中雅丹地貌世界闻名,盆地边缘广泛发育着洪积、冲积平原[25] ,不再对其地貌

亚地区进行划分,但可划分为 2 个地貌区。 青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横断山脉,南自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北迄昆仑

山鄄祁连山南侧,高原内高原面保存完整,还有众多高原山脉,高原内部被山脉分隔成许多盆地、宽谷[26] ,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

区、18 个地貌区。 藏南高山谷地位于青藏高原南部,雅鲁藏布江横贯期间,区内北部山体高纵,南部河谷发育明显,地形切割强

烈,山高谷深,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8 个地貌区。 岷山鄄横断山地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岷山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地形

切割强烈,山高谷深;而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山间盆地、湖泊众多,古冰川侵蚀与堆积地貌广布,
现代冰川作用发育,重力地貌作用强烈。 岷山鄄横断山地貌地区可分为 3 个地貌亚地区、30 个地貌区。 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海

拔最高的山脉,分布于青藏高原南缘,西起克什米尔的南迦鄄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具有脉深深

切割的地形,深不可测的河流峡谷,复杂的地质构造,不再对其地貌亚地区进行划分,但划分为 4 个地貌区。
2.4摇 南海诸岛地貌大区

南海诸岛位于中国海南岛东面和南面海域,地处热带海洋,常年皆夏,气温变化极小,包括数百个由珊瑚礁构成的岛、礁、滩
和沙。 该地貌大区位于远海,岛屿隔离明显,洋底构造复杂。 按照位置不同南海诸岛可分为 4 个地貌地区:东沙群岛、西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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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但不再对更低层次的地貌亚地区和地貌区进行划分。 该区域以岛屿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为主,对
维持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该区域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岛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表 1摇 中国地貌区划系统

Table 1摇 The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地貌大区
Geomorphologic
zone

地貌地区
Geomorphologic
area

地貌亚地区
Geomorphologic
subarea

地貌区
Geomorphologic
region

东部季风淋蚀 大兴安岭玉1 大兴安岭北段玉1A 额木尔山玉1A(1)、伊勒呼里山玉1A(2)、雉鸡场山玉1A(3)、大兴安
岭北段丘陵玉1A(4)

地貌大区玉 大兴安岭中段玉1B 大兴安岭中段北部东侧玉1B(1)、大兴安岭中段北部西侧玉1B(2)、雅
克山玉1B(3)、大兴安岭中段南部中低山玉1B(4)

大兴安岭南段玉1C 苏克斜鲁山北段玉1C(1)、苏克斜鲁山南段玉1C(2)

小兴安岭玉2 小兴安岭东段玉2A 青黑山玉2A(1)、大管山玉2A(2)、平顶山玉2A(3)

小兴安岭中段玉2B 小兴安岭中段玉2B(1)

小兴安岭西段玉2C 小兴安岭西段玉2C(1)

长白山脉玉3 完达山玉3A 完达山玉3A(1)、那丹哈达岭玉3A(2)、分水岗玉3A(3)

老爷岭玉3B 太平岭玉3B(1)、肯特阿岭玉3B(2)、老爷岭玉3B(3)、大丽岭玉3B
(4)、哈尔巴岭玉3B(5)、盘岭玉3B(6)、高岭玉3B(7)

长白山玉3C 南岗山玉3C(1)、英额岭玉3C(2)、长白山玉3C(3)、老岭玉3C(4)

张广才岭玉3D
锅盔山玉3D(1)、张广才岭北段玉3D(2)、张广才岭南段玉3D(3)、张
广才岭山前丘陵玉3D(4)、大青山玉3D(5)、威虎岭玉3D(6)、牡丹岭
玉3D(7)

吉林哈达岭玉3E 老爷岭玉3E(1)、吉林哈达岭北段玉3E(2)、吉林哈达岭南段玉3E(3)

龙岗山玉3F 龙岗山北段玉3F(1)、龙岗山中段玉3F(2)、龙岗山南段玉3F(3)

辽东半岛丘陵玉3G 千山北段玉3G(1)、千山南段玉3G(2)、鸭绿江沿岸丘陵玉3G(3)

辽东半岛沿海平原玉3H 辽东半岛沿海平原玉3H(1)

东北平原玉4 三江平原玉4A 三江平原玉4A(1)

兴凯湖湖积平原玉4B 兴凯湖湖积平原玉4B(1)

小兴安岭山前台地玉4C 小兴安岭山前台地玉4C(1)

大黑山丘陵台地玉4D 大黑山丘陵台地玉4D(1)

松辽平原玉4E 松嫩平原玉4E(1)、松花江河谷平原玉4E(2)、松辽分水岭玉4E(3)、西
辽河平原玉4E(4)、科尔沁沙地玉4E(5)、辽河平原玉4E(6)

冀北辽西山地
玉5 辽西滨海丘陵玉5A 医巫闾山玉5A(1)、松岭玉5A(2)

努鲁儿虎山玉5B 努鲁儿虎山北段玉5B(1)、努鲁儿虎山南段玉5B(2)

七老图山玉5C 七老图山北段玉5C(1)、七老图山南段玉5C(2)

燕山玉5D 都山玉5D(1)、黑山玉5D(2)、雾灵山玉5D(3)、燕山东段山前丘陵玉
5D(4)、燕山西段玉5D(5)

华北平原玉6 海河平原玉6A 渤海西部滨海平原玉6A(1)、海河冲积平原玉6A(2)

黄淮平原玉6B 黄河三角洲平原玉6B(1)、苏北平原玉6B(2)、黄淮冲积平原玉6B(3)

山东丘陵玉7 鲁东丘陵玉7A 昆嵛山玉7A(1)、大泽山玉7A(2)、艾山玉7A(3)、崂山玉7A(4)

胶莱平原玉7B 胶莱平原玉7B(1)

鲁中丘陵玉7C 泰山玉7C(1)、鲁山玉7C(2)、沂山玉7C(3)、蒙山玉7C(4)、抱犊崮丘
陵玉7C(5)、鲁东南丘陵玉7C(6)

太行山玉8 太行山北段玉8A 军都山玉8A(1)、西山玉8A(2)、太行山北段玉8A(3)、五台山玉8A(4)

太行山中段玉8B 太行山中段北部玉8B(1)、太行山中段南部玉8B(2)

太行山南段玉8C 太行山南段玉8C(1)

黄土高原玉9 山西高原玉9A

大同盆地玉9A(1)、晋北高原玉9A(2)、恒山玉9A(3)、管涔山玉9A
(4)、芦芽山玉9A(5)、云中山玉9A(6)、忻州盆地玉9A(7)、太原盆地
玉9A(8)、关帝山玉9A(9)、太岳山玉9A(10)、吕梁山南段玉9A(11)、
火焰山玉9A(12)、沁河谷地玉9A(13)、中条山玉9A(14)、临汾盆地玉
9A(15)、运城盆地玉9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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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续表

地貌大区
Geomorphologic
zone

地貌地区
Geomorphologic
area

地貌亚地区
Geomorphologic
subarea

地貌区
Geomorphologic
region

陕北高原玉9B 陕北高原北部河谷玉9B(1)、白于山玉9B(2)、黄龙山玉9B(3)、子午岭
玉9B(4)、庆阳湖盆玉9B(5)

陇中高原玉9C 罗山玉9C(1)、屈吴山玉9C(2)、六盘山玉9C(3)、陇山玉9C(4)、陇中
盆地玉9C(5)

关中盆地玉9D 关中盆地玉9D(1)

秦岭玉10 秦岭东段玉10A
崤山玉10A(1)、熊耳山玉10A(2)、嵩山玉10A(3)、伏牛山玉10A(4)、
外方山玉10A(5)、华山玉10A(6)、蟒岭玉10A(7)、新开岭玉10A(8)、
流岭玉10A(9)、秦岭东段玉10A(10)

秦岭中段玉10B 秦岭中段玉10B(1)、凤凰山玉10B(2)

秦岭西段玉10C 陇南东部山地玉10C(1)、陇南西部山地玉10C(2)

大巴山玉11 汉中盆地玉11A 汉中盆地玉11A(1)

武当山玉11B 武当山玉11B(1)、沧浪山玉11B(2)

荆山玉11C 荆山玉11C(1)

大巴山玉11D 大巴山东段玉11D(1)、大巴山西段玉11D(2)、大巴山山前丘陵玉11D
(3)

米仓山玉11E 米仓山东段玉11E(1)、米仓山西段玉11E(2)、米仓山山前丘陵玉11E
(3)

巫山玉11F 巫山北段玉11F(1)、巫山南段玉11F(2)

南阳盆地鄄淮阳
丘陵玉12 南阳盆地玉12A 南阳盆地玉12A(1)

淮阳丘陵玉12B 大别山东段玉12B(1)、大别山西段玉12B(2)、桐柏山玉12B(3)、大洪
山玉12B(4)

长江中下游
平原玉13 长江下游平原玉13A 长江三角洲平原玉13A(1)、张八岭玉13A(2)、宁镇丘陵玉13A(3)、巢

湖平原(皖中平原)玉13A(4)

长江中游平原玉13B 长江中游河谷平原玉13B(1)、江汉平原玉13B(2)、洞庭湖平原玉13B
(3)、鄱阳湖平原玉13B(4)

江南丘陵玉14 浙西北丘陵玉14A 天目山玉14A(1)、昱岭玉14A(2)、千里岗玉14A(3)、龙门山玉14A(4)

金衢盆地玉14B 金衢盆地玉14B(1)

皖南丘陵玉14C 黄山玉14C(1)、九华山玉14C(2)、齐云山玉14C(3)、白际山玉14C
(4)、怀玉山玉14C(5)

赣东丘陵玉14D 于山北段玉14D(1)、于山南段玉14D(2)、灵华山玉14D(3)、天湖山玉
14D(4)、玉华山玉14D(5)

赣中盆地玉14E 赣中盆地玉14E(1)

罗霄山脉玉14F
幕阜山北段丘陵玉14F(1)、幕阜山南段低山玉14F(2)、九岭山玉14F
(3)、连云山玉14F(4)、武功山北部丘陵玉14F(5)、武功山玉14F(6)、
万洋山鄄诸广山鄄八面山玉14F(7)

湘中丘陵玉14G 九党荆山玉14G(1)、衡山玉14G(2)、阳明山玉14G(3)

长沙盆地玉14H 长沙盆地玉14H(1)

衡阳盆地玉14I 衡阳盆地玉14I(1)

湘西低丘陵玉14J 湘西低丘陵玉14J(1)

雪峰山玉14K 雪峰山东北支玉14K(1)、雪峰山东南支玉14K(2)、雪峰山西北支玉
14K(3)、雪峰山西南支玉14K(4)

台湾岛玉15 台湾岛东部山地玉15A 台湾山玉15A(1)、雪山玉15A(2)、阿里山玉15A(3)

台湾岛西部平原玉15B 台湾岛西部平原玉15B(1)

浙闽丘陵玉16 浙闽丘陵北段玉16A
天台山玉16A(1)、大盘山玉16A(2)、会稽山玉16A(3)、四明山玉16A
(4)、括苍山玉16A(5)、洞宫山玉16A(6)、太姥山玉16A(7)、鹫峰山玉
16A(8)

浙闽丘陵南段玉16B 戴云山玉16B(1)、玳瑁山玉16B(2)、博平岭玉16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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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玉17 武夷山北段玉17A 仙霞岭玉17A(1)、武夷山北段玉17A(2)

武夷山中南段玉17B 武夷山中段玉17B(1)、武夷山南段玉17B(2)

南岭玉18 南岭东段玉18A 大庾岭玉18A(1)、滑石山玉18A(2)、青云山鄄九连山玉18A(3)、罗浮山
玉18A(4)

南岭中段玉18B 骑田岭玉18B(1)、九嶷山玉18B(2)、萌渚岭玉18B(3)、架桥岭玉18B
(4)、瑶山玉18B(5)、五指山玉18B(6)、大桂山玉18B(7)

南岭西段玉18C 都庞岭玉18C(1)、越城岭玉18C(2)、海洋山玉18C(3)、八十里大南山
玉18C(4)、天平山玉18C(5)、大瑶山玉18C(6)

两广丘陵玉19 两广沿海丘陵玉19A
云开大山鄄勾漏山玉19A(1)、大容山玉19A(2)、六万大山鄄罗阳山玉
19A(3)、莲花山玉19A(4)、莲花山沿海丘陵玉19A(5)、云雾山玉19A
(6)、云雾山沿海丘陵玉19A(7)

两广沿海平原玉19B 珠江三角洲平原玉19B(1)、雷州半岛平原玉19B(2)、北部湾平原玉
19B(3)

广西盆地玉19C
广西盆地西北部台地玉19C(1)、凤凰山鄄东风岭玉19C(2)、大明山鄄高
峰岭玉19C(3)、都阳山玉19C(4)、桂北平原玉19C(5)、桂东南平原玉
19C(6)

桂西南山地玉19D 桂西南山地玉19D(1)

十万大山玉19E 十万大山玉19E(1)

海南岛玉20 海南岛北部平原玉20A 海南岛北部平原玉20A(1)

海南 岛 南 部 山 地 丘 陵
玉20B 五指山玉20B(1)、黎母岭玉20B(2)

四川盆地玉21 川东平行岭谷玉21A 川东平行岭谷玉21A(1)

川西平原玉21B 四川盆地中部平原丘陵玉21B(1)、成都平原玉21B(2)

云贵高原玉22 云贵高原北部山地玉22A
壶瓶山玉22A(1)、方斗山玉22A(2)、武陵山北段玉22A(3)、武陵山南
段玉22A(4)、梵净山玉22A(5)、大娄山东支玉22A(6)、大娄山中支玉
22A(7)、大娄山西支玉22A(8)、齐岳山玉22A(9)

贵州高原玉22B 苗岭东段玉22B(1)、苗岭中段玉22B(2)、苗岭西段玉22B(3)、黔西北
高原玉22B(4)、黔西南高原玉22B(5)

云南高原玉22C
五莲峰玉22C(1)、乌蒙山玉22C(2)、堂狼山玉22C(3)、拱王山玉22C
(4)、三台山玉22C(5)、白草岭玉22C(6)、云南高原中东部玉22C(7)、
云南高原中西部玉22C(8)、六诏山玉22C(9)、元江河谷玉22C(10)

桂西北山地玉22D 九万大山玉22D(1)、桂西北喀斯特岩溶丘陵玉22D(2)、青龙山玉22D
(3)、金钟山玉22D(4)

滇西南山地
玉23 滇西高山玉23A 高黎贡山余脉玉23A(1)、怒山余脉玉23A(2)、清水郎山玉23A(3)、点

苍山玉23A(4)、德宏切割山原玉23A(5)

滇西南中山峡谷玉23B 哀牢山玉23B(1)、无量山玉23B(2)、澜沧江下游河谷玉23B(3)、老别
山玉23B(4)、邦马山玉23B(5)、滇西南边缘山原玉23B(6)

西北干燥风蚀地貌
大区域 内蒙古高原域1 呼伦贝尔高原域1A 呼伦贝尔丘陵域1A(1)、呼伦贝尔沙地域1A(2)

内蒙古东部高原域1B
乌珠穆沁北部高原域1B(1)、乌珠穆沁盆地域1B(2)、锡林郭勒高原北
部域1B(3)、锡林郭勒高原南部域1B(4)、乌兰察布高原域1B(5)、坝上
高原域1B(6)、浑善达克沙地域1B(7)、巴彦淖尔高原域1B(8)

阴山域1C 大马群山域1C(1)、灰腾梁域1C(2)、大青山域1C(3)、乌拉山域1C
(4)、阴山西段低缓丘陵域1C(5)、狼山域1C(6)

河套平原域1D 河套平原域1D(1)

宁夏平原域1E 宁夏平原域1E(1)

鄂尔多斯高原域1F 库布齐沙地域1F(1)、桌子山域1F(2)、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台地域1F
(3)、毛乌素沙地域1F(4)

贺兰山域1G 贺兰山域1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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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高原域1H
乌兰布和沙漠域1H(1)、察汗毛里脱沙窝域1H(2)、雅布赖山域1H
(3)、南吉冷沙漠域1H(4)、腾格里沙漠域1H(5)、巴丹吉林沙漠域1H
(6)

中央戈壁域1I 中央戈壁域1I(1)、包尔乌拉山域1I(2)

河西走廊域1J 龙首山域1J(1)、河西走廊谷地域1J(2)

阿尔泰山域2 阿尔泰山域2A 阿尔泰山域2A(1)

准噶尔盆地域3 准噶 尔 盆 地 沙 地 戈 壁
域3A

北塔山域3A(1)、乌伦古河流域戈壁域3A(2)、淖毛湖域3A(3)、古尔
班通沙漠域3A(4)、霍景涅里辛沙漠域3A(5)

准噶 尔 盆 地 低 地 平 原
域3B 准噶尔盆地南部低地平原域3B(1)、艾比湖河谷域3B(2)

准噶尔西部山
地谷地域4 准噶尔西部谷地域4A 额尔齐斯河谷地域4A(1)、额敏河谷地域4A(2)

准噶尔西部山地域4B 萨吾尔山域4B(1)、吾尔喀什尔山域4B(2)、塔尔巴哈台山域4B(3)、巴
尔鲁克山域4B(4)、玛依勒山域4B(5)

天山山脉域5 北山鄄哈顺戈壁域5A 北山域5A(1)、哈顺戈壁域5A(2)

东天山域5B 二百四戈壁域5B(1)、北天山域5B(2)、巴里坤山域5B(3)、哈尔力克山
域5B(4)、博格达山域5B(5)

吐鲁番鄄哈密盆地域5C 哈密盆地域5C(1)、吐鲁番盆地域5C(2)

北天山域5D
博罗科努山域5D(1)、天格尔山域5D(2)、依连哈比尔尕山域5D(3)、
阿吾拉勒山域5D(4)、科古琴山域5D(5)、阿拉套山域5D(6)、别珍套
山域5D(7)

中天山域5E
觉洛塔格域5E(1)、阿拉沟山域5E(2)、焉耆(q侏)盆地域5E(3)、额尔宾
山域5E(4)、巴音布鲁克盆地域5E(5)、那拉提山域5E(6)、伊犁河谷域
5E(7)、乌孙山域5E(8)

南天山域5F 库鲁克塔格域5F(1)、霍拉山域5F(2)、哈尔克他乌山域5F(3)、拜城谷
地域5F(4)

天山南脉域5G 天山南脉北段域5G(1)、黑尔塔格域5G(2)、喀拉铁热克山域5G(3)、
喀拉塔格山域5G(4)、柯坪山域5G(5)

塔里木盆地域6 塔里木河平原沙地域6A 塔里木河沙地平原域6A(1)、喀什冲积平原域6A(2)

塔克拉玛干沙漠域6B 塔克拉玛干沙漠域6B(1)、昆仑山山前冲积平原域6B(2)

青藏高原高寒冻蚀
地貌大区芋

祁连山鄄阿尔金
山芋1 祁连山芋1A

照壁山芋1A(1)、野马山芋1A(2)、党河南山芋1A(3)、托来南山芋1A
(4)、疏勒南山芋1A(5)、走廊南山芋1A(6)、托来山芋1A(7)、冷龙岭鄄
乌鞘岭芋1A(8)、大通山鄄达板山芋1A(9)、拉脊山芋1A(10)、日月山芋
1A(11)、青海南山芋1A(12)、土尔根达坂山芋1A(13)、宗务隆山芋1A
(14)、祁连山山原芋1A(15)

阿尔金山芋1B 阿尔金山芋1B(1)、阿哈提山芋1B(2)、阿斯腾塔格芋1B(3)、玉苏普阿
勒克塔格芋1B(4)、苏拉木塔格芋1B(5)

昆仑山脉芋2 昆仑山芋2A

昆仑山西段芋2A(1)、喀拉塔格山芋2A(2)、喀拉塔什山芋2A(3)、喀
什塔什山芋2A(4)、托库孜达坂山芋2A(5)、昆仑山中段山原芋2A
(6)、阿尔喀山芋2A(7)、祁漫塔格山芋2A(8)、布尔汗布达山芋2A
(9)、阿尔格山芋2A(10)、博卡雷克塔格芋2A(11)、库木库勒盆地芋
2A(12)

喀喇昆仑山芋2B 喀喇昆仑山芋2B(1)

可可西里山芋2C 可可西里山芋2C(1)

柴达木盆地芋3 柴达木盆地芋3A 柴达木北部沙漠芋3A(1)、柴达木南部低地芋3A(2)

青藏高原芋4 青南高原芋4A

鄂拉山芋4A(1)、黄南山鄄西倾山芋4A(2)、陇南高原芋4A(3)、迭山芋
4A(4)、松潘高原芋4A(5)、阿尼玛卿山芋4A(6)、巴颜喀拉山北段芋
4A(7)、巴颜喀拉山南段芋4A(8)、长江源芋4A(9)、金沙江上游谷地
芋4A(10)

唐古拉山芋4B 唐古拉山芋4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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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高原芋4C
羌塘高原西北部芋4C(1)、羌塘高原中北部芋4C(2)、羌塘高原东北部
芋4C(3)、祖尔肯乌拉山芋4C(4)、阿里高原芋4C(5)、羌塘高原中南部
芋4C(6)、羌塘高原东南部芋4C(7)

藏南高山谷地
芋5 念青唐古拉山芋5A 念青唐古拉山东段芋5A(1)、念青唐古拉山中段芋5A(2)、念青唐古拉

山西段芋5A(3)

冈底斯山芋5B 冈底斯山东段芋5B(1)、冈底斯山中段芋5B(2)、冈底斯山西段芋5B
(3)、阿依拉山芋5B(4)

藏南谷地芋5C 藏南谷地芋5C(1)

岷山鄄横断山
芋6 岷山芋6A 摩天岭芋6A(1)、龙门山芋6A(2)、岷山北段芋6A(3)、岷山南段芋6A

(4)、茶坪山芋6A(5)

横断山脉北段芋6B

邛崃山芋6B(1)、红岗山鄄羊拱山芋6B(2)、大雪山芋6B(3)、工卡拉山
芋6B(4)、沙鲁里山北段芋6B(5)、沙鲁里山南段芋6B(6)、金沙江上游
谷地芋6B(7)、芒康山芋6B(8)、他念他翁山北段芋6B(9)、他念他翁山
南段芋6B(10)、伯舒拉岭芋6B(11)

横断山脉南段芋6C

大相岭芋6C(1)、小相岭芋6C(2)、大凉山芋6C(3)、牦牛山芋6C(4)、
鲁南山鄄龙帚山芋6C(5)、锦屏山芋6C(6)、绵绵山芋6C(7)、白林山芋
6C(8)、玉龙山芋6C(9)、雪山芋6C(10)、云岭芋6C(11)、雪盘山芋6C
(12)、怒山芋6C(13)、高黎贡山北段芋6C(14)

喜马拉雅山脉
芋7 喜马拉雅山芋7A 藏东南高山峡谷芋7A(1)、喜马拉雅山东段芋7A(2)、喜马拉雅山中段

芋7A(3)、喜马拉雅山西段芋7A(4)

南海诸岛礁郁 东沙群岛郁1 东沙群岛郁1A 东沙群岛郁1A(1)

中沙群岛郁2 中沙群岛郁2A 中沙群岛郁2A(1)

西沙群岛郁3 西沙群岛郁3A 西沙群岛郁3A(1)

南沙群岛郁4 南沙群岛郁4A 南沙群岛郁4A(1)

东沙群岛由东沙岛和附近几个珊瑚暗礁、暗滩组成。 西沙群岛由 30 多个沙岛、礁岛、沙洲和礁滩组成。 中沙群岛以及黄岩

岛由 20 多个海岛、暗沙、暗滩组成,一般距海面 10—20 m,大多尚未露出水面。 南沙群岛由 200 多座沙岛、礁岛、沙洲、礁滩等

组成。
3摇 讨论

本区划主要是为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提供基础数据的,因此,地貌景观上的连贯性、整体性以及实用性等就显得十分重要。
自然地理特征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数学的方法来直接确定地貌差异,但量化分析的结果可以作为定性分析的重要依据。 本研

究使用 GIS10.0 对地貌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其他资料,建立了自己的区划系统,区划等级更加细化,与其他地貌区划有较大区

别。 其中地貌大区基本反映了中国大的地貌格局,地貌地区基本反映了高原、山地、平原等地貌特征的水平分异,地貌亚地区和

地貌区基本反映了区域地貌特征。
首先,本区划系统在划分一级地貌单元时,基本参照了 1980 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地貌》 [2] 的划分原则,将中国陆地划

分为 3 个地貌大区,这些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由于南海诸岛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组成具

有很明显的海洋特征,将其独立为一个地貌大区。
而在进行二级地貌单元划分时,对已有地貌资料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40 个地貌地区的划分方案,与其他地貌区划方案差

异较大。 例如,一些专家将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划分在同一个地貌单元里,但其地质成因、地貌特征、植被和生物区系具有明显

不同,所以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地貌地区[5,13] 。 此外,已有地貌区划方案对燕山、太行山、黄土高原等地区的区划差异也很大,
但从地质成因、气候要素和生物组成上其具有明显差别,所以本区划将三者均划为独立的二级地貌单元。 而这与秦岭、大巴山

脉和南阳盆地-淮阳丘陵均划分为独立二级地貌单元的情况是相似的。
我国大陆东南部地区山地、丘陵和平原交错,地理特征复杂,区域分异明显,本区划根据地貌定量分析结果,将这个区域的

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和浙闽丘陵等自然地理区域,以及武夷山脉和南岭两个明显地理界线作为二级地貌单元,而由于海

南岛和台湾岛地貌整体性明显、生物基因交流相对独立、特征突出,故将其也作为独立的二级地貌单元,这与现有地貌区划方案

具有较大差异。 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貌划分则与现有地貌区划方案较为一致,但根据地貌重分类和自然地理界线等对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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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修正。 青藏高原高寒冻蚀地貌大区则根据其边缘气候特点、植被和生物区系差异,将周边大山脉、盆地和谷地独立划分

为独立的二级地貌单元,并将比较平缓的高寒高原地貌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地貌单元,这与 1956 年的“周廷儒方案冶和 1965 年

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方案冶明显不同,但与 1999 年的“李炳元方案冶相近似。
本地貌区划系统有以下特点:
(1)强调了“海洋国土冶概念,将具有独特气候特征和地质地貌成因的中国南海地区独立作为一个独立的地貌大区。 该地

区由于其明显的大洋性气候和独特的珊瑚岛礁地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自然地貌特征,成为我国自然地理格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
(2)以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为目标,区划目的明确,等级区划系统更加科学和完善。 本地貌区划系统对我国地貌格局区域

差异进行了细化,最后确定了 473 个地貌小区,基本涵盖了主要的小盆地、小平原和山脉系统等,可以作为自然保护地理区划研

究的重要基础,为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3)地貌系统的命名更加易于理解和掌握。 现有的地貌区划方案采用的区划名称较为多样,未采用统一的命名方式。 本

区划在命名过程中采用了中国地图和中国自然地理等资料上常用名称进行标注,尽量采用惯用叫法,易于人们理解。 同时考虑

到各个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从属关系,便于使用。
(4)以高分别率的地貌数据和先进的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确保了区划结果的客观和科学。 本研究中采用最新的中国地

貌类型数据,该数据是通过参考 90 m 分辨率的 SRTM-DEM 数据获得。 而且本研究在区划过程中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为操作

平台,对地貌数据进行分析,从定量、定性的角度上精确定位区划界线,从而为地貌区划界线的精确定及区划图制图提供了有力

保障。 此外,还根据已有资料,对地貌区划方案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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