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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模式
———以拉萨河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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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青藏高原是我国生态屏障区、水源涵养区和生态脆弱

区，生态地位独特、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 从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的特殊性出发，以拉萨河流域为例梳理了其主要的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项目，提炼了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路线，从参与主体、整合要素、运行保障、实施目标等方面

总结了青藏高原多部门跨区、多要素综合、多渠道协作、多目标耦合的山水林田湖草联动治理模式，从山、水、林、田、湖、草六大

生态要素出发归纳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实践框架，以期对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建设情况有

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为全国其他地区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技术体系；治理模式；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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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重要内容［１］。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重点用于青藏高原生态屏

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等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保护修复［２］。 《关于推进山水林

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区、国家公园试点区、重点战略水源涵养区选取具

有全国性和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地区加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作［３］。 为了进一步明确

生态保护修复方向与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亟需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４］。
具体来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５］，有利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山水之源、命脉之源，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生态单元，是人地关系交

互演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６］，是我国生态屏障区、水源涵养区和以高寒草地退化［７］、冰川退缩为代表的生态

脆弱区［８］，生态地位独特、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积极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加速构建雪域高原综合保护修复体系，力争建设好美丽的青藏高原，守
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主要包括粮食安全及风险格局［９］、土壤水

分［１０］、植被覆盖［１１］、气候变化［１２］、地表水与能源平衡［１３］ 以及微生物多样性［１４］ 等，鲜有文献解析青藏高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体系、实践经验和示范模式，对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的概况和进展情况并不清晰。
由于青藏高原具有独特的自然地域格局、脆弱的生态环境本底、重要的生态安全地位，其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更加强调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研究其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技术路线、山水林田湖

草治理模式和实践经验，有助于对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建设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梳理出一套可操

作性强的、科学合理的高原生态保护修复体系，探索多层次、多要素、多维度、多尺度、多目标及多样化的示范

模式，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 因此，本文以拉萨河流域为例梳理了其主要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提炼了青

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路线；从参与主体、整合要素、运行保障、实施目标等方面总结了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模式；从山、水、林、田、湖、草六大生态要素出发归纳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

实践经验，以期填补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研究的空白，为全国其他地区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借鉴。

１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的特殊性

１．１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域格局和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使其生态环境具有全球唯一性，对我国乃至北半球

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 青藏高原直接影响着中国季风气候的形成和演变，是影响我国与东亚气候

系统稳定的重要屏障，是北半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敏感区和调节区［７］，在全球大气、水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拉萨河流域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承载了西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和发展任务，是西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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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极为重要、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最大、建设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挑战最大的区域，发挥好拉萨河调控水体、控
制土壤侵蚀、调节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事关国家生态安全。
１．２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青藏高原是目前地球上中低纬度地区的冰川集中地，被誉为“亚洲水塔”，是我国水资源安全重要的战略

基地［１５］。 青藏高原孕育了亚洲著名的长江、黄河和流经六国的澜沧江⁃湄公河以及恒河、印度河、黑河等 １０
余条江河，是世界上河流发育最多的区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拉萨河支流水系众多，流域内

包含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拉萨河上游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是青藏高原重要国际河流雅鲁藏

布江最大的一级支流，是我国和亚洲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之一。
１．３　 青藏高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

青藏高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分布

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为不同生物区系相互交融、演变交替提供了特定空间，是世界山地生物物种

主要的分化与形成中心。 区域内特有种子植物 ３７６０ 余种，特有脊椎动物 ２８０ 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３８
种，珍稀濒危高等植物 ３００ 余种，珍稀濒危动物 １２０ 余种，有高寒生物自然种质库之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区域［１６］。 拉萨河流域是地球第三极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流域内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黑颈鹤数量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 ８０％，是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
１．４　 青藏高原是展示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窗口

青藏高原是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其发展、稳定和生态环境是国际上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拉萨河

流域地处国家重点开发区域藏中南核心区域，是西藏人口分布密度最大、城镇密度最高、基础设施最为完备、
产业发展基础最好、开放程度最高、生产要素最集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最强、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 拉

萨河流域将成为西藏建设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

设的核心节点［１７］，是展示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窗口。

２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路线

２．１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框架和目标

根据流域不同区段主体功能和生态系统要素间的内在联系，拉萨市将拉萨河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划分为上游地区水源涵养、中下游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周边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图 １），重点推进水环境保护

与整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治理与修复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 其中“上游水源涵养区”
是拉萨河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源头重要区域，主要开展生态综合监测站建设工程和拉萨市旁多引水工程；“中
下游环境综合整治区”为综合保护修复区，需统筹考虑各生态要素的保护和修复治理，主要开展污染防治、河
段防洪护岸、水系连通、山体绿化、景观廊道修建、湿地生态保护等工程；“周边生态保护与修复区”分布于拉

萨河周围，主要开展防沙固沙治沙、地质灾害防护、矿山土地复垦等工程。
三个关键区的综合保护具有紧密联系，保护工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以实现三大总体目标。 第一，保护

拉萨河流域水源涵养功能、改善水环境质量，有效控制地下水位下降；矿山环境得到根本性整治修复，城镇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减少；遏制扭转荒漠化态势，进一步控制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显著提高。
第二，进一步健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山水林田湖草”多部门协同治理综合模式，为其

它类似地区工程建设提供借鉴。 第三，增强拉萨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与保障功能，全面提升拉萨河流域自然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形成“青山拥南北，碧水贯东西”的良好生态格局。
２．２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体系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生态经济社会复合效益导向，按照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以硬性的工程措施和软性的管理措施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环境综合整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监测与基础支撑项目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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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等手段，实现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逐步恢复和提升青藏高原生态质量和水平，显著提升其对

国家的生态安全保障功能。 其技术体系包括生态系统现状评估与修复空间类型划分、生态系统重点项目与重

点修复工程设计、生态系统建设效益分析与建设效果评估、生态保护与修复保障措施。
拉萨河流域以解决近期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与修复面临的实际突出问题为导向，统筹山上山下、上游下游，

以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和工业、农业、生活、土壤污染“四源齐控”为主线，对拉萨

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打造“高原水城”，全面提升拉萨河流域生态

质量和水平。 具体技术路线（图 ２）为：在清楚流域各生态要素现状及问题基础上，构建评估标准，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进行评估，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汇水区分析技术，考虑行政单元相对完整性，
对拉萨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空间进行片区划分。 根据不同分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拉萨河上游以保护为主，中
下游城区段以环境综合整治为主，周边区域以生态风险修复及防范为主，分别提出“绿树上山、治污净水、固
土育草”的治理策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上游水源涵养工程、中下游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周边生态保护与修

复工程。 最后从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工程建设效益，并统筹提出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保障

措施。

３　 跨区综合协作联动的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模式

青藏高原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从山水林田湖草 ６ 个方面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增强水

源涵养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优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监管能力。 工程实施以来，青藏高原

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效果良好，为我国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绿色增长提供重要保障。 按照“山水林田湖

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求，探索高原生态脆弱地区跨区综合协作联动的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模式（图 ３）。
３．１　 参与主体：多部门跨区联动模式

青藏高原横跨西藏、青海、甘肃等多个省份，其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涉及到环保、国土、水利、财务、发改等多

个部门，不同行政区协调难度较大，不同部门发展规划侧重点不同，难以综合指导生态系统修复和实行统一高

效的管理。 跨区域、多部门、多领域的跨区综合联动机制能够破除各地区、各部门单兵作战的方式，有效凝聚

各地区、各部门力量形成系统治理的有效合力，有助于联合建立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完善的生态廊道，
划定全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出台统一的山水林田湖草管理体系以及生态保护红线项目准入制度。
３．２　 整合要素：多要素综合联动模式

山水林田湖草是由多种生态要素组成的生命共同体系统，系统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各要素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单要素分类治理容易顾此失彼，局部效果较好但整体效果较差，存在修复工程碎片化和生态系统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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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拉萨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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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风险［１８］。 青藏高原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和耦合联通机理，采用综合施策和

系统治理的模式，分阶段、有序地实施多要素融合的联动治理和系统修复，逐步恢复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保障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工程的全面性、高效性、一致性、耦合性和有序性。
３．３　 运行保障：多渠道协作联动模式

资金投入保障。 拉萨市采用项目合作方式融资，发挥政策引导和约束作用，支持、鼓励相关企业通过资本

运作等多种渠道筹措治理资金，对于运营期内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采用 ＰＰＰ 模式；对于可市场化运作的

项目，采用财政补贴和降费减负等措施进行扶持；对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项目，由国企和有实力的企业自筹资

金解决。 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拉萨市健全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向下游筹措资金用于上游环

境治理与保护，运用转让⁃运营⁃移交（ＴＯＴ， 即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模式对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进行资产

受让转移。
政策制度保障。 拉萨市建立健全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

律制度，制定出台《拉萨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为开展全流域系统生态保护修复

提供制度保障；推行“３＋１”环境保护追责模式，即“属地、行业、业主＋环保督察”模式，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

处，把环境违法行为杜绝在萌芽状态；贯彻落实国家《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组建排污许可制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大气十条”和“水十条”重点监管行业，按行业逐步有序核发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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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跨区综合协作联动的山水林田湖草治理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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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保障。 拉萨市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包括

统一的监管平台、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对
各部门责任主体实行统一评价与考核；改变过于依赖行

政手段治理生态环境的体制模式，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

参与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创新高原生态造林绿化机制，
实施高标准造林工程，从组织管理、监督检查机制、政府

投入、多方参与的多渠道融资模式，到大规格苗木造林、
高标准提前整地、适地适树、优化树种结构、创新工程造

林和林地管理新模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实用的经验。
３．４　 实施目标：多目标耦合联动模式

生态搬迁目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高海拔

生态搬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拉萨河流域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力，对贫困区域和海拔 ４５００ ｍ 以上的区域，大力实

施高海拔生态搬迁和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进一步减少人

类活动对流域生态脆弱地区的干扰破坏。
调水供水目标：针对生态环境脆弱、草地退化、水源

涵养功能下降、径流调节增加等主要问题，科学实施流

域高海拔区域生态搬迁，促进退化草地自然修复，重点完善生态环境综合监测能力，强化旁多水库调蓄洪水和

供水功能。
防沙固沙目标：周边生态保护与修复区针对流域内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地退化等主要生态问题，重点

开展防沙治沙工程和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治理沙化土地、修复人为裸地裸岩，显著提高植被覆盖率，逐步实现

遏制土地沙化、减少水土流失、防控地质灾害的目标。
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制定《拉萨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表》，全面厘清大气污染阶段性目标

任务，深化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着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建设完成城区全覆盖的供暖工程，减
少了传统取暖颗粒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了木材砍伐、牛粪捡拾等传统取暖方式对山地植被和草地生态的破坏。

土壤污染防治目标：制定《拉萨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细化分解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建立了“局
长总负责，分管领导亲自抓、部门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落到实

处。 组织开展全市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前期调查和全面启动拉萨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采样。

４　 青藏高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山水林田湖草实践框架

青藏高原地区省市（州）县乡（镇）各级政府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按照“统筹兼顾、
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六大原则开展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工作。 在实践过程中，各
级政府积极采取保护优先，恢复、治理、建设相结合的多种措施，按照既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分步实施治理方

案，利用先进适宜技术进行多手段、多方位协同修复、治理，总结出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山水林田湖草试点治

理经验（图 ４）。
４．１　 高原矿山———源头保护、开发补偿、快速复绿

矿山治理要强化资源管理对自然生态的源头保护作用，完善开发补偿保护机制，推动在建、生产矿山和历

史遗留等“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恢复和综合治理。 积极推进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突出重要生态区以及居民

生活区废弃矿山治理的重点，抓紧修复交通沿线敏感矿山山体，对植被破坏严重、岩坑裸露的矿山加大复绿

力度。
４．２　 高原水质———严控水质、严防排污、严治废水

水质治理要严控水环境质量，地表水、地下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都要达到相应功能区划标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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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实践经验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防控未达标排污行为，积极落实排污许可制度，按行业逐步有序核发排污许可证，建立排污许可制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水十条”重点监管行业；严格治理工业集聚区重点行业的废水污染，采用调度系统及时关注水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按时调度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及十大重点行业整治工作进展。
４．３　 高原林地———生态造林、绿化园林、群众护林

开展高标准、大规格造林绿化工程，集中治理土地沙化区域，加强水土保持林建设，科技支撑高原生态造

林和树种结构优化，合理建设林地绿化水源和林区绿化交通；坚持园林景观建设，采用景观式利用和园林式绿

化理念对园林景观进行“点、线、面”全面规划，形成层次多样、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坚持群众

参与护林工程的论证、建设、考评和管护，培训农牧民群众树木管养和森林防火知识，同时增加群众的现金收

益，让群众成为民生工程的建设者、受益者和监督者。
４．４　 高原农田———生态发展、循环发展、有机发展

综合利用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科学开展农田生态治理与改造，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细化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全面调研农田土壤面源和点源污染状况，对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管理；采用自然调控和人工

调控的方式，以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沼气为能源，以沼渣、沼液为肥源，实现种养结合的能流、物流良性循环的

生态农牧业循环科技园；实施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农药化肥减量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聘请国内知名有

机农业规划团队，编制有机农业规划，打造农业有机＋环保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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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高原河湖———生态监测、河道整治、水系连通

湖泊治理要充分整合和发挥环保、水利、农牧、林业、气象等部门的现有监测能力，建立密度适宜、布局合

理的生态监测站网，切实提升上游水源涵养区域的水源涵养能力和水质安全指数，完善并优化城区段防洪体

系和水系网络；通过河道护岸工程重点整治破损河道，清理处置河岸废弃料，采用安全回填、场地平整、覆土和

护坡等措施，对破碎河岸地进行地貌恢复治理，通过生态带植草护坡、林灌草立体植被建植等措施实施生态修

复计划；积极开展水系改造工程，有序开展历史水系恢复工程，加强水系点源和面源污染防治力度，配套建设

区域内道路绿化、管网等公用工程。
４．６　 高原草地———退牧还草、封泽育草、人工种草

草地治理要坚持退牧还草，建设草原固定监测点工程、舍饲圈棚工程、人工饲草地工程、休牧围栏工程以

及退化草原补播工程，有效保护和恢复天然草原；开展长期封泽育草建设，在植物生长期禁牧，结实期以草定

畜严格限牧，设置角铁立柱式网围栏，安排专人全职管护，提升草地生态功能；开展人工种草改良工程，包括场

地清理、微地形塑造、土壤改良、客土施肥等工程，水热条件较好、地势平坦便于机械种植的地区建设人工饲草

料、草种繁育及围栏封育等基地，通过种植多年生人工草地治理退化草地。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以拉萨河流域为例总结归纳了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体系、跨区综合协作联

动治理模式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实践框架，主要结论如下：
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基于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论、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协同理论、

人地和谐共生理论等理论基础，在清楚区域各生态要素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

生态系统敏感性进行评估，划分生态保护修复空间类型，根据不同分区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实施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并对工程进行建设效益评价，提出建设保障措施，最终形成了多部门跨区、多要素综合、多渠道

协作、多目标耦合的联动治理模式。 在实践过程中，各级政府积极采取保护优先，恢复、治理、建设相结合的多

种措施，进行多手段、多方位协同修复治理，总结出山、水、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的治理经验，形成了分类指

导⁃精准施策的山水林田湖草实践框架。
５．２　 讨论与展望

（１）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充分

把握区域森林、草地、湿地、农田、河流、湖泊等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强调以提升区域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心，以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稳定性为目标，统筹管理生态系统水土气生各自

然生态要素，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

术体系、治理模式和实践框架为全国其他地区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示范借鉴意义。
（２）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长期且连续的过程，尤其是在生态系统尤为脆弱、生态恢复较为缓慢、气候变

化最强烈［１９］的青藏高原地区。 因此，青藏高原生态建设需要进行生态系统的长期定点观测、建立科学合理的

成效评估方法与机制，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耦合关系、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和机理进行长期的系统的连续

的研究。 在科学有效的预测评估结果基础上，确定一个合理的建设目标，进行前瞻性的长期部署，补充制定长

时间尺度的规划方案。
（３）在空间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除了加强区域内不同行政区生态建设的合作能力外，还应

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作治理，改变地区单兵作战的方式。 此外，各个地区的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具有复杂性

和差异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应在把握区域生态系统现状特点和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进

行技术示范和模式推广。
（４）青藏高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需进一步加强城乡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生态监测站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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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和生态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的攻关、集成和示范推广，提升保障能力；优化流域空间布局，
建立流域空间规划统一管理体制，实现区域生态要素合理配置；进一步完善生态移民的补偿方案，建立有效的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科学制定生态移民搬迁后的后续产业发展扶持规划，提高移民就业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移

民的长远生计保障问题，平衡好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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