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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域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特征 

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积 120 多万平方公里，约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8，仅次于新疆，为我国第二大省（区）。国

境线长达 4000 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 1/6 以上。 

一、地质地貌 

西藏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作用

下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块状隆起区，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地质构造单

元。根据西藏境内地势变化和地貌类型组合特点，可将西藏地貌

环境归纳为如下四大特征：高亢辽阔的高原、巍峨高峻的群山、

长而宽广的山间平地、幽深狭窄的峡谷。 

藏北羌塘高原，地域辽阔，是由许多坡度和缓的高原丘陵山

地和湖盆宽谷所构成的高海拔高原，高原面形态保存完整；在高

原面上及其边缘分布有一系列的绵延耸立的高大山脉。根据山脉

走向，大体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组；东西向山脉从北到南有

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喜

马拉雅山。南北向山脉自西向东有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他念他

翁山—怒山、宁静山—云岭。南北向山脉与南北向深谷相间排列，

自西向东分别有怒江深谷、澜沧江深谷和金沙江深谷。高山深谷

南北延伸、相间排列引起的气候生态效应十分典型和独特。 



 3

在藏南和藏西高原山地间，宽谷发育，平地面积大，长度较

长和宽度较大的宽谷平地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及其

主要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中下游，其次为朋曲、雄曲、

狮泉河、象泉河等中游。 

西藏东部和东南部发育了世界上罕见的幽深狭窄的峡谷地

貌类型，其中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峡谷。 

二、气象与水文 

西藏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属青藏高原气候区，其基本特点是太

阳辐射强烈、日照时间长、气温低、空气稀薄、大气干洁、干湿

季分明、冬春季多大风。西藏太阳总辐射值全国最高，呈现东南

低，西北高的特点。 

西藏气温地域差异明显，高原东南部河谷地区气温高，并表

现出明显的垂直变化。温度最高的地方分布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以南低山区和横断山脉地区的“三江”并流区，年均气温分别在

16℃和 10℃以上，最热月均温分别在 22℃和 15℃以上。藏西北

高原温度低，多数地区年均气温 0℃以下，最冷月均气温低于

-10℃，极端最低温度达-44.6℃，一年中月均气温在 0℃以下的月

份长达 6～7 个月以上，大部分地区无霜期只有 10～20 天。 

西藏气温年较差较小，但从东南往西北有增大趋势。气温日

较差大，表现出一天中升温和降温迅速，在冬季尤为显著，藏北

高原 1 月平均日较差达 10℃以上。 

西藏降水主要受暖湿西南季风所支配，形成年降水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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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如下：藏东南低山平原区年降水量达 4000 毫米以上，

是我国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由此向高原西北地区逐渐减少，

藏北羌塘高原为 100～300 毫米，藏西北改则、日土县北部不足

100 毫米，局部地区只有 50 毫米左右。 

西藏不仅大风多、强度大，而且连续出现的时间长，那曲、

申扎、改则和狮泉河年均大风（≥8 级）出现日数均在 100 天以

上。 

西藏是我国河流最多的省区之一。西藏是我国湖泊、沼泽分

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湖沼分布区和

世界上山地冰川最发育的地区。 

三、植被与土壤 

西藏受地势、地貌和水热条件变化的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

植被类型，主要有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等。 

西藏境内土壤类型多样，具有从热带到高山冰缘环境的各种

土壤类型，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系统：①大陆性荒漠土、草原土、

草甸土系统，包括高原面上各种草被下发育的高寒土类；②海洋

性森林土系统，包括藏东南和喜马拉雅山南翼各类森林及高山灌

丛植被下发育的土壤。西藏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反映在土壤特征

上具有成土过程的年轻性和土壤发生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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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 

一、草甸与草原生态系统 

草甸与草原生态系统是西藏草地的主体生态系统类型，草地

类型丰富多样，草甸与草原草地类型有 7 个，其中草甸草地类有

高寒草甸草地类、高寒草甸草原草地类、山地草甸草原类、温性

草甸草原草地类、低地草甸草地类等；草原草地类主要有高寒草

原草地类和温性草原草地类。按草地面积大小以高寒草原草地类

分布面积最大；其次是高寒草甸草地类；第三是高寒草甸草原草

地类；第四是温性草原草地类；第五是山地草甸类。 

（一）高寒草原类 

该类型是在高山和青藏高原寒冷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由耐寒

的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或小半灌木为主所组成的高寒草地类型。

高寒草原草地植物组成简单。 

（二）高寒草甸类 

该类型是在寒冷而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由耐寒的多年生中生

草本植物为主而形成的一种矮草草地类型。植物种类组成较简

单，主要由莎草科的嵩草属和苔草属的植物组成。高寒草甸类草

地生长期短，植株矮小，草层低矮，产草量较低。草层分化不明

显，草群覆盖度大。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耐践踏，适于放牧

利用。 

（三）高寒草甸草原类 

该类型是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的过渡类型，是由耐寒的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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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中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势而组成的草地类型。 

（四）温性草原类 

该类型是在温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由中温性旱生多年生草

本植物或旱生小半灌木为优势种组成的草地。 

（五）山地草甸类 

该类型是在山地温带、寒温带温暖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下，

由多年生中生植物为优势而组成的草地类型。该类草地植物种类

组成复杂，种的饱和度大，是西藏自治区内分布的各类草地中植

物种饱和度最大的类型，是西藏牧草产量较高的草地类型之一。

多宜于秋季牲畜抓膘及冬春放牧利用，有些草地还是良好的刈割

草地，对于解决草畜供求季节不平衡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 

（六）温性草甸草原类 

该类型是在温暖半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由中温性中旱生和旱

中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势种，中生植物大量渗入而组成的草地

类型。草地植物组成较丰富，杂类草成分较多，盖度大，产草量

较高。草群中以丛生禾草和蒿属植物占优势。 

（七）低地草甸类 

该类型是在土壤水分适中的条件下，由多年生中生的草本植

物为主，生长发育的一种草地类型。该类草地植物组成简单，禾

本科和莎草科等一些喜湿的中生植物占优势。草群生长茂密，总

盖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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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荒漠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是藏西和藏西北地区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

主要类型有温性荒漠和高寒荒漠两类。主要分布在狮泉河、象泉

河、班公湖流域一带以及藏北高原和西藏西部湖盆、宽谷之中。 

（一）温性荒漠 

温性荒漠集中分布在阿里地区狮泉河河谷、象泉河河谷与班

公湖流域一带，植被主要由强旱生的半灌木和灌木构成。依据其

植被群落类型划分为半灌木荒漠生态类型，主要有驼绒藜、灌木

亚菊、藏沙蒿等草地型。 

（二）高寒荒漠 

高寒荒漠是在寒冷和极端干旱的气候因素下发育形成的，分

布有我国和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干旱的草地群落。高寒荒漠集中分

布于藏北高原和藏西湖盆、宽谷之中，在藏西北的改则县西北部

也有分布，下向与温性荒漠接壤。依据其植被群落类型划分为半

灌木荒漠和高寒匍匐矮半灌木荒漠两种生态类型，半灌木荒漠有

驼绒藜、垫状驼绒藜、灌木亚菊砂砾漠三种。驼绒藜集中分布在

班公湖南北台地和狮泉河两岸的山体强烈石质化的山上。垫状驼

绒藜则是青藏高原上面积最大的高寒荒漠类生态系统类型，成为

青藏高原上“高原地带性植被”的一部分，广泛分布于羌塘高原

北部的高原面上，与新疆境内的同一类型连成一片。灌木亚菊则

主要分布于班公湖周围的洪积扇和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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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灌丛生态系统 

西藏各地均有灌丛分布，它们所占面积不大，但是类型多样，

主要有河谷热性、干暖、温性灌丛生态系统，山地冷湿灌丛生态

系统、高原干冷灌丛生态系统等。 

（一）河谷热性灌丛生态系统 

该类生态系统在西藏分布较少，主要集中于喜马拉雅山南麓

局部受焚风效应影响的河谷地区，主要物种为旱生、喜热组分，

如霸王鞭、通麦栎和树形杜鹃等，土壤为黄棕壤，不少区域为原

始森林破坏后的逆向演化生态系统。 

（二）河谷干暖灌丛生态系统 

藏东“三江流域”和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河谷地带，主要由

白刺花和砂生槐等落叶阔叶灌丛，以及常绿针叶灌丛等灌丛组

成。 

（三）高原干冷灌丛生态系统 

典型的高原干冷灌丛主要分布于高原河谷与高原面过渡地

带的高山至亚高山带，主要有以绢毛蔷薇、薄皮木、小蘖、锦鸡

儿、刺柄雀儿豆为主形成的多种灌丛和以芒草、丝颖针茅、蒿等

为主的草本植物群落。 

（四）高山冷湿灌丛生态系统 

在西藏森林区的外缘或林线上，分布着以耐寒适冷、喜湿至

稍耐旱的高山灌丛生态系统，大体上可分为湿润型高山灌丛和半

湿润型高山、亚高山灌丛两种类型。其中，湿润型高山灌丛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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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季风影响下的湿润高山带特有的植被类型，主要由中型叶杜

鹃、小型叶杜鹃等常绿革叶灌丛植物组成。半湿润型高山、亚高

山灌丛是西藏分布较广的一类灌丛，群落组成以小型叶杜鹃或落

叶灌木为优势种，如髯花杜鹃，雪层杜鹃，金露梅等。 

四、森林生态系统 

（一）森林资源概况与特点 

西藏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西藏的森林主要分布于藏东、藏东

南及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山地与河谷地带，主要包括以横断山“三

江”流域为主体的藏东森林分布区、藏东南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森

林分布区、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外流水系森林分布区和雅鲁藏布江

中游及拉萨河、年楚河宜林区四大森林分布区。森林类型丰富，

林内生物组分极为多样，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奇特而深远。 

由于西藏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条件，以及独特的地质历

史和复杂的生境空间，形成了西藏森林资源结构与分布的独特

性，主要表现在： 

1.森林类型的丰富性和物种的多样性 

西藏森林类型有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山地落叶阔叶林、硬叶常绿栎叶林、山地温带松林、山地柏树林

和亚高山落叶针叶林、亚高山暗针叶林。西藏是我国森林生态系

统中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和典型的地区之一。 

藏东南山地和藏东“三江”流域是西藏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性的区域。在藏东南山地热带、亚热带湿润区分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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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 

藏东“三江”流域，是世界上岭谷高差悬殊、河流最为密集，

垂直自然带谱最为完整、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区域，孕育了众

多高原山地独有的生物物种，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

集中区。区内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不仅造就了完整的垂

直植被带，也构成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和灾害避难所。许多生物至

此已达边缘分布和极限分布，“三江”流域是许多动植物的分布

和分化中心。 

2.森林在水平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和垂直方向上的梯度性 

西藏森林生态系统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和梯度性特征明

显。喜马拉雅山东段南翼丘陵山地发育了以热带雨林为基带的多

层次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从南往北随着海拔的升高，河谷基带森

林类型随之发生变化，在帕隆藏布和尼洋河中下游发育分别以亚

热带阔叶林为基带和以针阔叶林为基带的山地多层次的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而低海拔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森林、树种带状层

次分布尤为鲜明。从山体下部到林线以上，依次是河谷灌丛、有

林地、灌木林地或高山灌丛。 

（二）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1.低山丘陵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西藏低山丘陵热带森林主要分布于察隅、错那和墨脱县南

部，是我国和世界上分布最北的热带森林，保存了完整的山地热

带生态系统及大量的生物种质资源。山地热带森林的类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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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山地热带常绿雨林和热带季雨林两大类型，其中以山地

常绿雨林最具代表性。西藏的山地热带常绿雨林，是世界三大雨

林群系之一—印度—马来西亚雨林群系的一部分，是该群系在北

半球分布最北的群落类型。热带雨林和季雨林的动物种类十分丰

富，并以东洋界成分为主，常见的有大狐蝠、球果蝠、熊猴等；

昆虫和无脊椎动物种类也相当丰富。 

2.低中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主要分布于中、东喜马拉雅南翼、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北部

分地区，以及察隅河下游，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落叶阔叶林和云南松林四大类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西

藏湿润山地亚热带的地带性具有代表性的植被类型，是西藏森林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墨脱以南的地区

分布较为集中。群落组成上接近我国东部地区中亚热带南部的常

绿阔叶林。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成分十分丰富，不仅

有许多当地特有的成分，同时也包含许多被子植物中的原始类

群。山地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是亚热带典型林分向暖

温带、温带过渡的植被类型。群落主要由樟、楠等典型亚热带的

常绿成分和中生的落叶阔叶树种组成。 

3.中山温带森林生态系统 

属于山地湿润亚热带与亚高山带之间的过渡类型，包括喜温

湿的针阔混交林、松林、桧柏林、硬叶常绿阔叶林及偏暖性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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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杉林五类。 

针叶林主要有云南铁杉林和长叶云杉林。云南铁杉林是我国

暖温带—温带地区山地垂直带上的标志植被之一，长叶云杉林是

西喜马拉雅地区特有类型之一。松林包括华山松林、乔松林、西

藏长叶松林和喜马拉雅白皮松林，乔松林是喜马拉雅地区分布最

广、最具特色的群落之一；西藏长叶松林是喜马拉雅中西部地区

特有的群落类型，系较珍稀的速生用材及水土保持树种。硬叶常

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是相对稳定的植被类型。 

4.亚高山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 

该生态系统是西藏森林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包括暗针叶

林、桧柏林、松林、硬叶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及落叶松林等

森林类型。暗针叶林包括冷杉和云杉两大类。冷杉林主要有墨脱

冷杉林、喜马拉雅冷杉林等森林类型。云杉林包括川西云杉林、

林芝云杉林、西藏云杉林等类型。桧柏林是西藏亚高山带上部的

重要森林类型之一，分布较广的类型有大果园柏林和密枝圆柏

林。亚高山硬叶常绿阔叶林建群种由高山栎类植物组成，是青藏

高原东南部边缘山地独具特色的生态系统类型。 

五、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西藏境内拥有各类湿地，主要分为湖泊型、河流型和沼泽型

湿地等三大类。西藏湖泊、湿地不仅是黑颈鹤、赤麻鸭、班头雁

等多种珍稀鸟类的迁徙走廊和繁殖地，还提供了裸鲤等多种高原

特有鱼类的采食场、产卵场、育幼场和洄游路线，也是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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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栖息、繁衍、迁徙的主要场所、

走廊。 

目前，西藏建立了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纳木错自然保护区、

色林错自然保护区、麦地卡湿地和玛旁雍错湿地，2004 年被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自然湿

地和水禽；纳木错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湖泊湿地生态系统；麦地

卡和玛旁雍错国际重要湿地所在流域不仅影响着周围赖以生存

的野生动植物，而且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并还孕育了许多

著名的河流；色林错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珠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里包括了湿地、水禽。 

第二章  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第一节  建设成就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

作，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贾庆

林主席多次做出重要批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和西藏

自治区不断加大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力度，实施了多

项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不断取得积极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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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全民环境意识普遍增强，环保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经过多年的环境宣传教育，全民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

的意识普遍增强，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环保工作机制，

环境保护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 

（二）环境保护统一监管能力不断提高 

“十五”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

例》进行了修订，审议颁布了 7 部有关西藏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地

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法》、《西藏自治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等 9 项政府规章。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执法检查。 

（三）开展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基础工作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需要，自治区组织开展了大量的

基础性工作。完成了自治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建立了自治区生

态环境数据库。开展了《西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与资源开发保

护研究》、《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脆弱性与生态安全研究》、《拉萨

拉鲁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拉萨拉鲁湿地生态学特征与生

态恢复研究》等研究工作。编报了《西藏自治区环境质量报告书

（1991－1996 年）》、《西藏自治区环境质量报告书（19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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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01 年至 2007 年度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环境现状调查报

告》等有关环境质量报告。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一）草地生态保护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

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颁布了《西藏自治区草原管理暂

行规定》、《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草

原管理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开始推行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 

加大对天然草原的保护力度。“十五”期间，在阿里、那曲、

日喀则、拉萨等 4 地（市）的 12 个县实施了退牧还草工程。在

鼠虫害较严重的聂荣、那曲、安多、措勤、巴青和萨嘎县等地建

设了 6 个草原“无鼠害示范区”。 

建设人工草地，促进农牧民增收。建立了一定规模人工草地

和牧草种子基地，开展牧区水利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适宜西藏水

热条件的栽培技术和经验。 

（二）林业生态保护与建设 

做好林业资源清查，实施分类经营。“十五”期间，完成了全

区森林资源一类清查和二类清查、野生动植物普查、湿地普查、

沙漠化普查、荒漠化监测等基础性工作。完成了西藏重点公益林

区划界定。科学规划，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完成了《西藏“一江

两河”中部流域土地沙漠化防治规划》和《西藏自治区土地沙漠

化防治规划》。加强了木材检查站、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森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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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防治检疫站、森林病虫害中心测报点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林业资源保护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林业资源的保护体系。对重点

地区的天然林资源实施了有效保护。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 

截止 2007 年，西藏已建立各类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15

个，其中国家级 9 个，自治区级 6 个，以保护特有、珍稀和濒危

野生动植物为对象的森林、灌丛和草地生态系统为主，突出了对

西藏高原冻融区和草原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十五”

以来，加强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实施了拉鲁湿地、纳木错、

羌塘高原、珠穆朗玛峰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四）水资源保护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完成了西藏自治区水功能区划，编制了《西藏自治区水资源

保护规划》，把全区主要江河源头列入保护行动计划。2006 年起

开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出台了《西藏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办法》。 

2003 年，实施了第一期西藏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工程。

建设了西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林芝地区、日喀则地区水

土保持监测分站网络。“十五”期间，一些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治理。 

（五）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 

西藏实施了小水电代燃料、太阳能利用以及农村沼气工程，

在巩固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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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在全区七地（市）的 13 个县实施了太阳灶、太阳能热

水器及小型风力发电设备等农村能源建设项目，推广太阳灶

28280 台、太阳能热水器 48 套和小型风力发电设备 135 套，全

区农电总装机容量 16.5 万千瓦。从 2003 年开始，加大了沼气工

程投入力度，到 2007 年共建设沼气池 23156 座，户用沼气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第二节  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 

（一）在地区气候系统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地势高耸带来的特殊热力作用过程，使西藏自治区成为中国

东部夏季洪涝对流云系统的重要源地之一。夏季，高原的感热和

潜热加热作用强烈，对夏季风的形成、爆发和维持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高原动力和热力效应是形成东亚季风水汽分布非均匀性

的重要因子，高原作为南北热量和水汽交换的巨大屏障，对来自

低纬海洋的远距离输送水汽有“转运站”作用，直接影响到长江流

域季风梅雨的发生与过程。高原对影响我国旱涝分布的气候格局

作用明显，是影响我国与东亚气候系统稳定的重要屏障。保持地

表植被和冰雪覆盖稳定性，有利于保持亚洲乃至北半球大气环流

系统的稳定。 

（二）是重要的江河源区 

西藏自治区是世界上山地冰川最发育的地区，冰川发育，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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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众多，湿地面积大，孕育了许多重要江河，是世界上河流发育

最多的区域，对这些江河的水源涵养和河流水文调节具有重要作

用。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对保障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大

意义。 

（三）是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西藏地域辽阔，生境类型复杂多样，拥有除海洋生态系统外

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同时还具有我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上

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性。拥有世界上北半球纬度最高的热带雨

林、季雨林生态系统和具有典型中国－喜马拉雅区系特征的许多

乔木树种。在草原生态系统中，拥有西藏所特有的高寒干旱荒漠、

高寒半干旱草原和高寒半湿润高山草甸等类型。 

西藏作为世界上独特的环境地域单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群

落，集中分布了许多特有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是世界山地生物物

种最主要的分化与形成中心。西藏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区域，并有高寒生物自然种质库之称，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存在的问题 

由于高原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对西藏

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有关研究表明，1961－

2007 年，西藏地区年平均气温每 10 年以 0.32℃的速率上升，明

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贮量减少，

高原冻土下界上升、冻融消融作用加强，进而诱发草地退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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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荒漠化等问题。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一是

草地退化。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草地退化趋势较明显，草地

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和水源涵养等服务功能减弱。二是土地沙化。

在强盛风力和气候干旱的共同作用下，风蚀作用加剧，土地沙化

存在加剧的威胁。三是水土流失。西藏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

土保持能力差。全球气候变暖使西藏冻土消融加快，易加剧水土

流失。四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全球变暖引起部分地区的干旱

化趋势，使原生植被群落的优势种逐渐减少，出现大量杂类草植

物和毒草类植物；部分地区的湖泊面积缩小，盐度上升。此外，

由于气候变化，西藏以旱灾、沙尘、洪水为主的气象灾害，以崩

塌、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和以鼠、虫、毒草为主的生物灾

害，防治任务也十分繁重。 

编制并实施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2008-2030年)》，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关于

西藏生态环境建设的指示精神，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的具体措

施。 

第三章  规划的总体思路 

第一节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的建设进行

了全面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草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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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其中，青藏高

原冻融区和草原区被列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点区域。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是冻融区草地生态

保护与建设。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重视自然恢复，通过必

要的保护与建设措施，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广大农

牧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农牧民增收。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统筹规划，从整体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合理布局，建

设保护、建设、支撑保障三大体系；突出重点，重点加强冻融区、

草原区的保护；分步实施，率先推进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 

（二）尊重自然规律，依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优先保

护天然植被，重视自然修复；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讲究实效；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科学配

置各种治理措施，发挥综合治理效益。建立完善科技支撑体系，

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快保护与建设进程；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

护和治理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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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维护生态服务功能和促进农牧民增收相结合 

西藏拥有除海洋生态系统以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在长期

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以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为主的独特而完整的

生态系统，并具有我国其它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生态功能。要坚

持保护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维护重要生态功能。西藏独特的生

态环境和丰富的草地资源还是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和提高生活

水平的基础，要坚持把生态环境建设与农牧民增收致富结合起

来。 

三、规划的目标 

（一）规划的近期目标 

到 2015 年，西藏自治区退化草地治理，草原鼠害治理取得

重大进展；草畜矛盾得到明显缓解；重点区域的沙化土地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明显推进；大江大河源头区、重要湖泊、湿地、河

谷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加快；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和监测网络基本

适应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需要；传统能源替代对生态环境保护

支撑作用明显增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开始步入协调发展轨

道。 

（二）规划的远期目标 

到 2030 年，西藏自治区的退化草地和草原鼠害基本得到治

理；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大幅度提高；大江大河源头区、

重要湖泊、湿地、河谷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重

大进展；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和监测网络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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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能源替代，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呈现协调发展态势。 

第二节  总体布局 

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西藏属冻融区和草原区，

西藏高原冻融区的主要治理措施是：以保护现有的自然生态系统

为主，加强天然草场、重要江河源区水源涵养林和原始林保护，

防止不合理开发。根据植被地带性分异、主导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相似性、地貌格局与地貌类型相似性、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条

件组合特征相对一致性，并适当考虑流域单元相对完整性原则，

将西藏分为 3 个生态安全屏障区和 10 个亚区。 

一、藏北高原和藏西山地生态安全屏障区 

该区包括藏北高原湖盆区、藏西阿里高原山地区及雅鲁藏布

江江源区。该区处于青藏冷高压干冷西北气流控制下，气候环境

具有降水少，低温持续时间长、太阳辐射强烈和多大风等特点。

区内从东往西发育了高寒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高寒

荒漠草原和温性荒漠草原等生态系统，从南往北主要为高寒草

原、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等生态系统。该区是以草甸—草原

—荒漠生态系统为主体的生态屏障区。其中，高寒草原生态系统

分布面积最大，其次为高寒草甸、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这

些草原生态系统在维系西藏高寒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生态

环境和发展西藏草地畜牧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屏障区

主要治理措施是：通过天然草地保护，使该区特有高寒野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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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得到保护。 

该区可分为三个生态屏障亚区：羌塘高原北部、昆仑山南翼

及通天河上游高寒特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亚区，羌塘高原南部及藏

西山地土地沙漠化控制与牧业适度发展亚区，那曲地区东部及当

曲流域水源涵养亚区。 

（一）羌塘高原北部、昆仑山南翼及通天河上游高寒特有生物多

样性保护亚区 

该亚区地处羌塘高原北部和昆仑山脉南侧，地势开阔和缓，

高原面一般海拔 4800～5100 米。区内气候极端寒冷干燥，大风

频繁，年均温-2～-10℃，年降水量 50～150 毫米，部分地区不足

50 毫米，昼夜温差大。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为高寒荒漠和高寒荒

漠草原，生态系统结构简单，植物组成单一。主要治理措施是保

护高寒荒漠和荒漠草原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珍稀特有动植物种。 

（二）羌塘高原南部及藏西山地土地沙漠化控制与牧业适度发展

亚区 

该亚区地处羌塘高原南部，区内既有地势平缓的高原丘陵湖

盆，又有高海拔的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前者海拔一般 4500～

5000 米，后者高达 5000 米以上。区内气候寒冷干燥，羌塘高原

南部湖盆区年均温 0℃以下，一年中月均温大于 0℃的月份有 5～

6 个月，年均降水量 150～300 毫米。阿里高原山地气候温凉、

干旱，年均雨量 50～200 毫米。生态系统类型以高寒草原生态系

统为主，其次为温性荒漠、温性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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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态系统类型结构简单、植物种类少。自然状态下的草地植被

覆盖度较低。主要治理措施是加强高寒和温性脆弱草原生态系统

的保护。 

（三）那曲地区东部及当曲流域水源涵养亚区 

该区地处羌塘高原东部的怒江源头区及藏北内外流分水岭

的部分地区，地势开阔平缓，海拔一般 4400～4800 米，属于寒

冷半湿润气候，年均温-3～0℃，年均降水量 400～500 毫米。主

要生态系统类型为高寒草甸和高寒草甸草原，草地植被组成较高

寒草原类复杂。主要治理措施是保护怒江源区水源涵养功能和发

展草原畜牧业。 

二、藏南及喜马拉雅中段生态安全屏障区 

该区由冈底斯山脉（中东段）、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和处

于这两大山脉之间的“一江两河”三大不同地貌单元组成。冈底

斯山脉是高原内部自然生态环境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山脉南侧为

雅鲁藏布江宽谷盆地，从谷底到山脊相对高差达 1000 米以上，

发育了以高原温带半干旱灌丛草原为基带的多层次山地生态系

统。喜马拉雅山脉位于该区的南缘，高大山体阻挡了来自印度洋

暖湿气流进入高原内部，并在其北侧形成干旱少雨区，并发育了

大面积的山原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其南侧发育了以亚热带常绿发

育林为基带的多层次生态系统。“一江两河”地区河谷海拔多在

4000 米以下，河谷平原面积大，分布广，具有高原温带半干旱

的气候特征，水热组合条件较好。主要治理措施是加强高山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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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草地保护、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防治，为农牧业生产发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基础。 

依据该区内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其结构与功能

的区域差异，可分为三个生态屏障亚区：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土

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控制及经济重点发展亚区，中喜马拉雅山北侧

山原宽谷盆地土地沙化控制与农牧业适度发展亚区，中喜马拉雅

山南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亚区。 

（一）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控制及经济重点

发展亚区 

该亚区地处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中

游宽谷和冈底斯山南侧山地。本亚区属温暖半干旱气候区，年均

温 2～8℃之间，年降水量 300～500 毫米，两者在河谷区均由东

向西减少。河谷地带平地面积大，河漫滩发育，冬春多大风。区

内河谷地带生态系统以温性灌丛草原为主，多由沙生槐、多刺锦

鸡儿、蒿、白草、三刺草与固沙草等旱生灌木、小半灌木与草本

植被组成，草地生产力和生物量较高。主要治理措施是加强土地

沙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二）中喜马拉雅山脉北侧山原宽谷盆地土地沙化控制与农牧业

适度发展亚区 

该亚区地处中喜马拉雅山脉北侧的山原地带，该亚区海拔较

高，多在 4500 米以上。发育了以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为主的多种

高山生态系统类型。高寒草原生态系统结构简单，植物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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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主要治理措施是控制土地沙化和保护水源涵养功能。 

（三）中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亚区 

该亚区地处中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该亚区受印度洋暖湿气

流影响，发育了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基带的多层次山地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及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主要治理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 

三、藏东南和藏东生态安全屏障区 

该区地处西藏东部和东南部高山深谷区，林芝地区北部有念

青唐古拉山，中南部有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深切于

山岭之间。昌都地区相隔排列三大高山和三条大川，从西往东依

次为念青唐古拉—伯舒拉岭、怒江，他念他翁山、澜沧江，达马

拉—宁静山、金沙江。区内岭谷高差十分悬殊。从谷底到山脊发

育了多层次的山地生态系统，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不仅类型多样，

而且分布面积大，成为该区最具优势和特色的生态系统类型，该

类型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区内水系发育，金沙江、澜

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水量丰富，季节变异较小，是

我国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主要治理措施是加强水源涵

养，保护生物多样性，适度发展特色经济。 

（一）昌都北部河流上游水源涵养与牧业发展亚区 

该亚区位于昌都地区的北部，该亚区紧连青海，南北向的三

大江河在该区南部向北逐渐转为东南—西北向，岭谷高差从东南

往西北减小，多数山系分水岭和河谷上部谷肩保存了较好的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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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态。区内气候较温暖湿润，属高原温带半湿润气候类型，年

降水量 400～500 毫米，河谷区年均气温 10℃左右。生态系统类

型主要为以云杉为主的亚高山暗针叶林和高山、亚高山草甸，其

次为河谷温性灌草丛，海拔 2800～3400 米的阳坡多为疏林灌丛。

主要治理措施是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特色畜牧业。 

（二）昌都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亚区 

该亚区位于昌都地区南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南北向贯

穿全境，岭谷高差悬殊，谷地狭窄，坡度陡峻，山地坡面物质稳

定性差。该亚区属高原温带半湿润气候，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以云、

冷为主体的亚高山暗针叶林，此外有较大面积的硬叶阔叶林和云

南松林。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分布于海拔 2700～4400 米。“三江”

流域区的谷地气候较干燥，河谷内多数地段年干燥度变动于

1.50～4.00 之间，属于半干旱类别。因此，这些区域发育了暖温

性河谷灌丛，在此植被带以上依次发育了山地针阔叶混交林、亚

高山暗针叶林及高山草甸等。主要治理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加强水源涵养。 

（三）雅鲁藏布江下游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谷地农林业、旅游业发

展亚区 

该区地处念青唐古拉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境内地势北

高南低，岭谷高差大，坡度较陡，地表物质稳定性差，易发生崩

塌、滑坡、泥石流。来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孟加拉湾水汽经

念青唐古拉山阻挡，形成该区降水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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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性冰川广为发育的鲜明特点，其中帕隆藏布流域是我国最大季

风海洋性冰川分布区。该亚区森林生态系统广为分布，主要类型

有亚热带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寒温

带暗针叶林和亚寒带灌木林，以川滇高山栎为主的硬叶阔叶林从

河谷到亚高山均有分布。主要治理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

特色农林业。 

（四）喜马拉雅山东段南翼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谷地农林业发展亚

区 

该亚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翼，境内地势从北向南降

低，北部山脊多在 6000 米以上。该区受孟加拉水汽影响大，降

水非常丰富。区内气候水平与垂直变化明显，从南往北依次出现

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和高山冰雪带。随气候条件变化，从

南部丘陵低山到北部高山依次发育了雨林及季雨林、常绿阔叶

林、针阔叶混交林、暗针叶林、灌丛草甸等生态系统类型，生物

多样性极为丰富。境内河流侵蚀作用强烈，河谷深切，山地坡度

陡峻。主要治理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第四章  重点建设工程 

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包括保护、建设和支撑保障 3

大类 10 项工程，其中生态保护工程 5 项，分别为天然草地保护

工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

建设工程、重要湿地保护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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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 4 项，分别为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人工种草与天然草

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支撑保障工程

1 项，为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 

第一节  生态保护工程 

一、天然草地保护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退牧还草工程和鼠虫毒草害示范工程。退牧

还草工程包括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场补播等建设内容；鼠

虫毒草害示范工程包括鼠害草地治理、虫害草地治理和毒草害草

地治理等建设内容。 

二、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建设自治区及部分地市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森林火险预警监测系统、西藏区域性森林防火器材储备库、森林

防火阻隔工程、自治区及部分地市森林病虫害防治站、重点有林

县森林病虫害测报站和拉萨市火车站森林病虫害检疫检查站等。 

三、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保护与恢复工程，科研与监测工程、宣传教

育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社区发展项目。 

四、重要湿地保护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植被恢复、管理机构与能力建设、宣教与培

训、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利用示范建设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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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小水电代燃料、农村沼气建设和太阳能应用

工程。 

第二节  生态建设工程 

一、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重点建设藏东南“四江”流域重要地带防护林

体系、“一江两河”流域宽谷低地防护林体系、喜马拉雅山区重要

地带防护林体系、藏西北河谷区宜林地防护林体系等四大防护林

体系。工程主要以拉萨市周边、重要城镇、主要公路沿线、机场、

边境口岸等为重点，其中：重要城镇周边营造水土保持林和防风

固沙林；主要公路沿线营造护路林和防风固沙林；机场周边营造

特用林和防风固沙林；风景名胜区周边营造特用林、防风固沙林

和水土保持林；边境口岸营造特用林和少量经济林；生态脆弱区

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防风固沙林；其它区域（农场、

村旁和庭院等）营造经济林。根据工程对苗木的需求，开展林木

苗圃、乡土树种良种繁育基地和乡土树种采种基地建设。 

二、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人工种草、草种繁育基地、阿里绿洲型饲草

产业示范基地、灌溉设施建设和旱作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等。 

三、防沙治沙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封沙育草、草方格沙障、砾石压沙、挡沙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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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点沙害治理生物措施和机械固沙等。 

四、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主要内容包括：封禁修复、水土保持种草、水土保持林，综

合运用林草措施、农业耕作措施，并辅以谷坊、水窖、蓄水池、

水渠、挡土墙等小型水土保持配套工程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第三节  支撑保障工程 

支撑保障工程包括生态综合监测站和观测点建设。整合规划

区内现有的监测资源，在充分发挥环保、水利、农牧、林业、气

象等行业现有监测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密度适宜、布局合理和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生态监测站网，逐步形成以地面站与“3S”技术相

结合的生态动态变化及工程实施效果监测与评价系统，为生态安

全屏障功能评价和构建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第五章 规划的效益分析和保障措施 

第一节  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 

规划实施后，退化草地得到有效保护与治理，草甸、草原覆

盖度提高，国家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得到保护，湖泊、湿地、江河

源头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使“江河源”生态功能

得到充分发挥，保障重要河流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水土流失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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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沙化土地治理使林草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

防止起沙扬尘功效提高。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后，“碳汇”功能得到

增强，在全球碳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保护和改善野生动植

物的栖息环境，使西藏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得到保护，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做出重要贡献。 

二、社会效益 

规划的实施，可有效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促进淡水资源、

水能资源、生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区域和全国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新型能源使农村能源更加节能、环保、经济、适用。规划

的实施在直接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可以促进

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

步。 

三、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草地的干草产草量提高，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

项目区的广大农牧民还可以通过参与草场保护与建设、沙化土地

治理、植树种草、森林管护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获得报酬。

规划的实施，可有效保护西藏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二节  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为保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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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利实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规划实施负总责。各地(市)、

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生态建设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生态

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责任制，对《规划》的主要任务和指标实行

目标管理。 

二、政策保障 

落实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公

益林的保护。建立和完善草原保护制度，认真落实草场承包经营

责任制，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完善激励政策，建

立投入新机制，要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投入，在

政府投资的引导下，逐步形成多渠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

新格局。 

三、法制保障 

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加强执法监督体系建设

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执行生态

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经济社会活动要充分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实施农牧区小康环保行动工程，不断改善广大农牧区生产生

活环境。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加大污染源治理力度。 

四、科技保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科研攻关。针对草地退化、土地沙

化等问题，探索防控的有效措施和技术路线，科学推进工程建设。

总结先进经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培育和推广适用不同区

域特点的先进技术。强化宣传教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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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力度，提高农牧民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

经营水平。 

五、管理保障 

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要严格执行

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做好项目设计，严格按设计施工。建立和完

善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体系，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标准，逐步引

入工程监理制度；加强项目的动态管理，定期对工程建设情况进

行检查、考核和评估；加强已建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建立项目管

理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