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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敏感性与生态功能重要性的高原湖泊分
区保护研究
———以达里湖流域为例

崔　 宁１，２，于恩逸１，李　 爽１，２，唐明方１，∗，吴　 钢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内蒙古高原湖泊流域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涵养水源区域，发挥着防汛抗旱、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多种生态系统

功能。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之人类活动加剧，导致内蒙古高原湖泊的数量和面积大幅减少，流域生态系统的损害日益

明显，严重威胁到了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保护与治理内蒙古高原湖泊流域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面向内蒙古高原湖泊流域保护和管理需求，以改善和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功能为目的，以内蒙古高原湖泊达里湖

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流域生态特性和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选取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及土地沙化敏感性 ３ 个指标评价了流域生

态系统敏感性，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重要性 ３ 个方面评价了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 ＧＩＳ 空

间分析技术将流域分为极重要敏感区，一般重要敏感区和低重要敏感区。 结合流域内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重要

性与 ３ 个区域评价结果，从生态保护角度将流域分为禁止开发区、重点保护区、质量提升区与潜在威胁区 ４ 个区域，同时提出针

对每个区域特点的保护与管理对策。 研究结果对提高高原地区湖泊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对流域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提供了

科学依据，同时在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保护对策；生态系统敏感性；生态系统功能；高原湖泊；达里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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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湖泊分布广泛、类型多样且演变历史复杂［１⁃２］。 高原湖泊位于高原地带，具有

对外无连通性、水体交换率低及自净能力差等特点［３⁃４］。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高原湖泊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在维护高原地区生态系统及我国大江大河生态安全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平原湖泊相比，高原湖泊结构

更加复杂，生态功能更为重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５⁃７］。 我国高原湖泊主要分为青藏高原湖区、云贵高原湖区

和蒙新高原湖区。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除青藏高原以外，其他高原湖泊普遍产生了湖泊水位下降、湖
面萎缩、湖水污染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从局部扩展为流域性乃至区域性［８⁃１０］。 高原湖泊

流域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水源区域，在防汛抗旱、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３］。 近

几十年，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给内蒙古高原湖泊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据内蒙古高原湖

泊演变历史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内蒙古高原湖泊面积减少了 １２２３ ｋｍ２，下降约 ２２％，加之湖水污染及周围

生态系统的破坏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１１⁃１２］。 一方面，流域内居民生存及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流域生

态系统；另一方面，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价值却在减少，已经严重威胁到流域可持续发展及资源可

持续利用［１３］。 目前对于高原湖泊的研究主要针对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地区［１４⁃２０］，对内蒙古高原湖泊流域生

态环境变化及生态保护对策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减缓内蒙古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环境退化趋势。
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湖泊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治理与保护是未来研究的主要发展方

向，然而对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生态环境更为脆弱及生态保护难度较大的内蒙古地区高原湖泊的研究依然不

多［２１⁃２５］。 作为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北方地区比较典型的高原湖泊，其流域地处干旱 ／半干旱地区，
气候干燥，降雨稀少。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湖面萎缩、湖泊污染等现象严重，流域草原

退化、土地沙化等问题持续发生，严重威胁着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平衡［２６］。 目前对达里湖流域的研究多集中在

达里湖水域变化、水体污染等方面，鲜有以流域为研究对象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及保护措施的研究，亟需针对流

域特点及问题开展科学有序的保护措施研究［２７⁃３０］。 围绕“如何针对地理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的高原湖泊

流域进行生态分区并实施有效地保护与管理”这一科学问题，本文选取内蒙古高原湖泊达里湖流域为研究对

象，在明晰其生态环境状况及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开展生态系统敏感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评价，找出达里

湖流域生态脆弱区域及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分区保护对策，研究结果可以指导

流域的综合规划、治理和保护，并为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在实现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达里湖是我国北方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草原性湖泊，其流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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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理坐标为 １１６°２２′—１１７°３３′Ｅ，４２°３３′—４３°４５′Ｎ（图 １）。 流域面积约为 ４６７５ ｋｍ２。 流域属于温带半干旱

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约为 ２—４℃，年降水量大约为 ３００ ｍｍ，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５ 倍多，约为

１６００ ｍｍ。 流域内景观类型多样，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常住人口约为 １．３３ 万人，以牧民为主，且多数为少数

民族。 流域以草原农牧业和旅游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２６，３１⁃３２］。 流域内于 １９８７ 年建立

了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并于 １９９７ 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珍稀鸟类及其生境，在流

域内发挥了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３３］。
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流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都遭受到严重影响，主要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
（１）达里湖水质水量问题。 由于入湖河流多次出现断流，使得达里湖湖面面积萎缩明显，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２０ ｋｍ２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９７ ｋｍ２，减少了近 １２％；储水量也从 １５ 亿 ｍ３下降到 １３ 亿 ｍ３。 达里湖属于封闭湖

泊，由于湖水持续浓缩，导致湖中各污染物浓度持续增加，水质为劣 Ｖ 类。
（２）草原退化问题。 流域内草原生态系统受损明显，退化草场面积达到 １７７３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３８％；盐渍

化草原面积达到 ２００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４％。 草地的持续退化使得植物多样性及优质建群植物衰退明显，多年

生牧草由 １９ 种减少到 ８ 种，一年生牧草由 １ 种上升到 ７ 种，草群高度由 ２８ ｃｍ 减少到 ５ ｃｍ。
（３）水土流失问题。 流域所在地为北方典型的风蚀水蚀交错区，由于长期的侵蚀，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

高达 ２７０４ ｋｍ２，占流域一半的面积，局部地区甚至成为流动沙丘群。
（４）土地沙化问题。 流域位于干旱 ／半干旱生态系统脆弱区域，降水量持续减少、气温持续升高，再加上

生态资源使用不合理，使得流域内土地沙化面积多达 １６４６ ｋｍ２，严重影响了流域内生态环境的健康持续

发展。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通过前期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开展了达里湖流域野外调研及数据资料收集工作，获取了流域较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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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信息。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途径：
（１）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２）流域内降雨等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及地方政府。
（３）流域内土壤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土壤科学数据（ｈｔｔｐ： ／ ／ ｓｏｉｌ．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 ）

及地方政府。
（４）流域内道路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ｂｍａｐ．ｃｎ ／ ）及地方政府。
（５）流域内 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上的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２ 数据源。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方法

根据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特征及状况，并借鉴同类型湖泊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分析已有案例［３４⁃３７］，本文选

取流域内容易导致生态危机的水土流失敏感性、土地沙化敏感性和土壤侵蚀敏感性三项指标对流域进行整体

分析。 参考相关文献，３ 个指标的计算过程如下［３５，３８⁃４１］：
（１）水土流失敏感性：基于 ２０１５ 年遥感影像数据，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中的叠加分析，对流域

内沟谷密度、地形坡度、土壤可蚀性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加权叠加得到，并将水土流失敏感性分为极敏感、高
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感和不敏感 ５ 个等级。

（２）土地沙化敏感性。

Ｄｉ ＝
４ Ｉｉ × Ｗｉ × Ｋ ｉ × Ｃ ｉ （１）

式中，Ｄｉ为 ｉ 评价区土壤沙化敏感性指数，Ｉｉ为干燥度指数，Ｗｉ为起沙风天数，Ｋ ｉ为土壤质地，Ｃ ｉ为植被覆盖度，
同样将结果分为 ５ 个敏感等级。

（３）土壤侵蚀敏感性：选取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土壤质地和降雨侵蚀力 Ｒ 值使用栅格计算器叠加

得到。

ＳＳ ｊ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Ｃ ｉ （２）

式中，ＳＳ ｊ为 ｊ 空间单位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Ｃ ｉ为因子敏感性等级值，ｎ 为 ｊ 空间单元所包含的敏感性因子指

标个数，并将结果分为 ５ 个敏感等级。
结合以上 ３ 个指标的评价结果，通过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空间分析叠加模块，对 ３ 个指标的分布图进行空

间叠加，最终得到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布图，并将敏感性分为 ３ 个等级，即一般敏感、敏感和极敏感。
２．２．２　 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评价

依据研究区主要生态环境状况，并充分参考同类型流域的相关研究文献［４２⁃４６］，本文选取达里湖流域能提

供的重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重要性 ３ 个指标对流域进行整体评价。 根据相关参考文

献，３ 个指标的计算过程如下［４７⁃５６］：
（１）水源涵养重要性：在计算出产水量的基础上，依据 Ｂａｉ 等人提出的公式，即各地类的水源涵养量等于

各地类产水量减去各地类的地表径流量。 本文选取流域内年均降水量、潜在蒸散量、植被可利用含水量、土壤

深度、根系深度等数据，通过公式 ３—５ 的计算，得到达里湖流域水源涵养重要性，并将结果分为极重要、高度

重要、中等重要、较重要及一般重要 ５ 个等级。
ＷＲ ｉｊ ＝ Ｙｉｊ － Ｒｕｎｏｆｆｉｊ （３）
Ｒｕｎｏｆｆｉｊ ＝ Ｐ ｉｊ × Ｃ ｊ （４）
Ｃ ｊ ＝ Ｃｒ ＋ Ｃｓ ＋ Ｃ ｔ （５）

式中，ＷＲ ｉｊ 是 ＬＵＣＣ ｊ 上像元 ｉ的年持水量， Ｒｕｎｏｆｆｉｊ 是 ＬＵＣＣ ｊ 上像元 ｉ的年地表径流量， Ｐ ｉｊ 表示 ＬＵＣＣ ｊ 上像元 ｉ
的年均降水量， Ｃ ｊ 表示第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地表径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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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壤保持重要性：选取降雨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地表覆盖管理、土壤保持措施等因子，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的 ＲＵＳ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模型对研究区土壤保持量进行估算得到，并将结果分为

５ 个等级。 公式如下：
Ａ ＝ Ｒｘ × Ｋｘ × Ｌｘ × Ｓｘ × Ｃｘ × Ｐｘ （６）
Ａｐ ＝ Ｒｘ × Ｋｘ × Ｌｘ × Ｓｘ （７）
Ａｃ ＝ Ａｐ － Ａ （８）

式中，Ａ 是流域内任意栅格 ｘ 的实际土壤侵蚀量（ ｔ），Ａｐ 和 Ａｃ 分别为流域内任意栅格 ｘ 的潜在土壤侵蚀量和

土壤保持量。 Ｒｘ 、 Ｋｘ 、 Ｃｘ 、 Ｐｘ 分别是栅格的降雨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地表覆盖管理因子和土壤保持管理因

子， Ｌｘ 、 Ｓｘ 为坡长和坡度因子。
（３）生境质量重要性：选取生境退化度、生境质量指数、生态胁迫源、生境类型对胁迫源的敏感性和生态

胁迫源因子图层等数据，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的生境质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模块和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３ 软件处理进行

分析得到，结果同样分为 ５ 个等级。
结合以上 ３ 个指标的评价结果，通过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的空间分析叠加模块，对 ３ 个指标的分布图进行空

间叠加，最终得到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分布图，将流域按一般重要、重要和极重要等级划分。
２．２．３　 分区方法

达里湖流域的分区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整体性原则、主导性原则与可操作性原则，将生态系统敏感性及

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的最终评价结果按照表 １ 的规则进行叠加分区，将整个流域分为极重要敏感区、一般重

要敏感区和低重要敏感区。

表 １　 达里湖流域分区规则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ｚｏｎｉｎｇ

地区
Ａｒｅａ

一般重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重要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极重要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一般敏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低重要敏感区 低重要敏感区 一般重要敏感区

敏感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低重要敏感区 一般重要敏感区 极重要敏感区

极敏感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一般重要敏感区 极重要敏感区 极重要敏感区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

达里湖流域的 ３ 个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标评价结果如图 ２ 所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壤侵蚀敏感性分

布有一定差异。 水土流失极敏感地及高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南部部分地区，其余大部分地区为水土流

失敏感性较低地区；土地沙化极敏感及高度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西北部地区及东北部零星地区；土壤

侵蚀极敏感及高度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东部。
从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布图（图 ２）来看，生态极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西北部及东北和南部的零

星地区，面积大约为 １５７７ ｋｍ２，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３４％，该区域土地覆盖类型主要为林地、耕地及部分草地。
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部，零星分布在流域东北部及南部，面积大约为 ２３６３ ｋｍ２，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５１％。 一般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部地区，面积大约为 ７３２ ｋｍ２，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１５％。
３．２　 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评价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持是达里湖流域所能提供的重要生态系统功能，对维持流域内生态

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图 ３ 可以看出，水源涵养中等重要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的北部，较
重要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南部；土壤保持重要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东北林地地区，其余大部分地区为一

般重要区域；生境质量极重要地区分布在流域内的湖区及东北地区，中等重要地区分布在流域的北部，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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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ａｌｉｎｏｒ Ｂａｓｉｎ

地区主要分布在流域的南部。
将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 ３ 个结果叠加后，可以得到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分布图

（图 ３）。 如图 ３ 所示，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极重要区域主要分布在达里湖区及东北部的林地区域，零星

分布在部分草地，面积大约为 ９６４ ｋｍ２，约占整个流域面积的 ２０％。 生态系统功能重要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

北部的耕地及部分草地，面积约为 ２９１２ ｋｍ２，约占整个流域面积的 ６２％。 生态系统功能一般重要区域主要分

布在流域南部的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与部分草地，面积约为 ８２４．６５ ｋｍ２，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１８％。

３．３　 流域分区结果

将生态系统敏感性分布与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分布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并按照极重要敏感区、一般重要

敏感区及低重要敏感区划分，并依据每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保护特点，同时考虑到流域内达里诺尔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将流域分为禁止开发区、重点保护区、质量提升区与潜在威胁区，得到达里湖流域的

最终分区图，如图 ４ 所示。
由于流域内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的重要生态意义，将其单独划分为禁止开发区进行保护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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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达里湖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ａｌｉｎｏｒ Ｂａｓｉｎ

理。 禁止开发区位于流域中间部位，面积约为 １２１６ ｋｍ２，为整个流域面积的 ２６％。 该区域湖水水质水量问题

较为严重，盗猎野生动物现象时有发生。 重点保护区涵盖流域内生态极重要敏感区，面积约为 ７６２ ｋｍ２，为流

域面积的 １６％。 重点保护区涵盖了流域东北部的林地、北部部分草地及南部零星草地。 该区域内林地资源

开发无序，且工作人员保护意识较低，生态保护工作效率不高。 质量提升区包括一般重要敏感区，面积约为

１５９９ ｋｍ２，为流域面积的 ３４％。 该区域主要涵盖流域东北部草原地带、北部耕地及南部部分草地地区。 质量

提升区内草地退化现象严重，耕地结构亟需调整，存在农业废水现象。 潜在威胁区包括低重要敏感区，面积约

为 １０９９ ｋｍ２，为流域面积的 ２４％。 该区域主要涵盖南部的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以及周边零星草地。 潜在威

胁区是流域内人类活动最活跃地区，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影响，且有逐渐影响其他区域的可能。
３．４　 分区保护对策

达里湖流域具有地理位置重要、生态文化浓厚、少数民族聚居等特征，是一个以旅游业和草原农牧业为支

柱产业的特殊经济区域。 流域所在地是生态脆弱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在对达里湖流域进行生态分区分

析后，以保护生态系统和提升生态功能为重点，通过对达里湖流域内 ４ 个区域的特点及问题分析，提出针对每

个区域特色的保护对策，为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禁止开发区涵盖了达里湖自然保护区，应建立生态、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达里湖保护区内划分

５５９　 ３ 期 　 　 　 崔宁　 等：基于生态系统敏感性与生态功能重要性的高原湖泊分区保护研究———以达里湖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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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达里湖流域分区图

Ｆｉｇ．４　 Ｚ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ａｌｉｎｏｒ ｂａｓｉｎ

了 ５ 个核心区、３ 个缓冲区和 １ 个实验区，保护对策应

在此基础上开展。 核心区是保护区内的精华所在，要严

格禁止一切人类活动，并采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破坏自

然资源、偷猎等现象发生。 缓冲区位于核心区周围地

带，在核心区保护中起到缓冲作用。 要充分利用智能

化、现代化技术，对缓冲区内的自然资源及人类活动进

行实时监测，实现对缓冲区内珍稀物种和人类活动的实

时监管。 其他区域为实验区，在该区域内应该依据实际

情况，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

展科研、教学、参观、考察等活动［５７］。
重点保护区内的林地、草地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并且是流域内敏感地区，对外界干扰的抵御能力较低，
需要加强生态功能重要及敏感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包
括加强天然林的保护以及生态林和经济林的建设，以加

速被毁林地修复以及林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要科学、合
理地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确保生态环境为当地居民

提供足够的生存资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质量提升区以重要敏感区的部分草地、耕地为主，该区域内可以在生态环境承载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

进行资源开发利用，同时对有害的生产生活方式要绝对避免。 对于该地区的草地资源，要严格实施草蓄平衡

政策，指导牧民进行蓄群结构调整，要尽可能的防止其退化、沙化及盐碱化，并根据草地的分布特点及生态环

境特征，进行因地制宜的分类规划保护。 在该区域的耕地布局中，要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积极发展节水技

术、更改农作物结构，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水的生产效率，以保护流域内的水资源，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５８］。
潜在威胁区以低敏感重要的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为主，零星包含周边部分草地。 与其他地区相比，潜在

威胁区的人类活动相对密集，生态环境较容易遭受破坏，且影响范围有向周边区域扩散的可能。 在此区域内，
应在生态环境承载力允许的条件下，加强控制和合理规划资源的开发利用，适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科学、
合理的进行农业、工业发展，以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要鼓励推进矿工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对于效益

低下、环境破坏强的小企业进行合并，加强对高污染企业的监督，避免发生环境破坏行为，同时鼓励环境修复

及保护的行为［５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打造体现当地少数民族特

色文化的旅游业，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６０］。

４　 结论

高原湖泊是我国极为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影响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 达里湖是内蒙古典型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性湖泊，其流域是一个以草原农牧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

特殊经济区域，具有地广人稀、生态文化浓厚、地理位置重要、少数民族聚居等特征。 近十几年来，达里湖流域

内生态功能退化严重，使流域内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矛盾进一步恶化，保护与治理内蒙古高原湖泊及其流域

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 为了达到扭转内蒙古高原重要湖泊当前严重而紧迫的萎缩现状、缓解生态

系统功能降低等问题、保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的目标，本文针对达里湖流域开展了保护对策研究，基于

生态系统敏感性及生态系统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将达里湖流域分为禁止开发区、重点保护区、质量提升区与

潜在威胁区，并根据每个区域的生态特性，制定合理的保护对策。 研究有利于丰富流域生态保护的基础理论

与技术方法，可为研究区及其他同类型湖泊流域的生态保护建设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及对策，同时为管

理者制定生态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对恢复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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