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５ꎬ２０２１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体系建设进展

宋国富１ꎬ魏海娟∗１ꎬ强巴克珠１ꎬ扎西顿珠１ꎬ严官隅１ꎬ王昌佐２

(１.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ꎬ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ꎻ２.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西藏作为世界上独特的环境地域单元ꎬ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ꎬ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

重要地位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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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有“中华水塔”之称ꎬ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ꎮ 经国务院批准ꎬ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２００９ 年发布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３０ 年)»ꎮ

基于该规划ꎬ西藏自治区开启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工作ꎬ建成了由 １ 个生态监测中心、１０ 个生态监测

站和 １００ 个监测样点组成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体系ꎬ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ꎮ 西

藏生态监测网络的不断完善和平稳运行ꎬ必将在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监管、揭示环境变化机理、准确把握全球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影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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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

背景

　 　 西藏作为世界上独特的环境地域单元ꎬ是全

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ꎬ在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１]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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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最

多的地区ꎬ有“亚洲水塔” “中华水塔”之称ꎬ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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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就不断加

大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力度ꎬ实施了

多项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ꎮ 经国务院批准ꎬ国家

发展改革委于 ２００９ 年发布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与建设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３０ 年)» (以下简称

«规划»)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 日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ꎬ
提出“使西藏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ꎮ 生态监测网络是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和保护的基础ꎬ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ꎬ西藏自治区开启了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生态监测网络的建设工作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

内容ꎮ 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ꎬ生态保

护与建设工作已经上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ꎬ西藏

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的建设有序推进ꎮ 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

原则写入党的治藏方略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最大贡献ꎮ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ꎬ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
世界负责的态度ꎬ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ꎬ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ꎬ把青

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

地” [２]ꎮ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将在新

的发展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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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

过程

　 　 生态环境监测是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保

护的基础工作ꎮ 西藏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地形复

杂ꎬ要想全面掌握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状况ꎬ构建

完备的生态监测网络和技术体系ꎬ实现天地一体

化的生态环境监测十分必要ꎮ 根据西藏植被地带

性分异、主导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似性、地貌

格局与地貌类型的相似性、生态环境与社会条件

组合特征的相对一致性ꎬ适当考虑流域单元的相

对完整性原则ꎬ将西藏地区划分为藏北高原和藏

西山地以草甸—草原—荒漠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屏

障区ꎬ藏南及喜马拉雅中段以灌丛、草原生态系统

为主体的屏障区ꎬ藏东南和藏东以森林生态系统

为主体的屏障区 ３ 个生态安全屏障区和 １０ 个亚

区ꎬ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ꎮ 针对这一生态安全

屏障区的划分ꎬ规划了由 １ 个生态监测中心(遥
感监测中心)和 １０ 个生态监测站、１００ 个生态系

统监测样点(地)共同组成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ꎬ自“十二五”开始ꎬ在国

家支持下开始分批建设工作ꎮ 主要建设进程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国务院第 ５０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规划»ꎬ确定了 ３ 大类 １０ 项工程ꎬ重
点实施天然草地保护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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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项

保护工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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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项建设工程以及支撑保障项目ꎮ 生态监测工

程作为支撑保障体系作为«规划»的 ３ 大类 １０ 项

工程重要内容之一ꎬ立足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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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逐步形成以地面站与“３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遥感ꎻ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地理

信息系统ꎻ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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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为生态安全屏障功

能评价和构建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

发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实施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领导小组的通

知»ꎬ成立了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规划领导小组ꎬ统筹负责领导和组织规划实施ꎬ协

调和决定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ꎬ审定规划

总体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方案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

厅、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西藏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实施意见»ꎬ要求全

区各级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构筑西藏生态安全屏

障的重要意义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坚持

生态环境保护优先ꎬ重视自然恢复ꎬ通过必要的保

护与建设措施ꎬ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ꎬ保障国家

生态安全ꎮ 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ꎬ以对党和

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ꎬ采取有力措施ꎬ加大工

作力度ꎬ明确职责ꎬ相互配合ꎬ分工合作ꎬ切实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工作ꎬ确保规划目标

的实现ꎮ 要求自治区原环境保护局负责与原环境

保护部衔接ꎬ并协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做好西藏

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的编制工

作ꎬ负责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的资金落实与项

目组织实施ꎬ组织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成效进行

考核评估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西藏自治区原环境保护厅组织

编制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实施方案»ꎬ

并按«规划»要求ꎬ在拉萨建设自治区生态监测中

心ꎬ按生态安全屏障亚区和行政区划建设 １０ 个地

面生态监测站以及 １００ 个地面生态系统监测

点[３]ꎬ形成由三级监测体系组成、覆盖西藏全区

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申扎生态监测站开始启动建

设ꎬ并于 ２０１４ 年完成基础设施、实验室配套建设

及生态环境本底状况调查ꎬ２０１５ 年开始第一个生

态监测站的常规监测工作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１ 个生态

监测中心、１０ 个生态监测站和 １００ 个生态系统监

测样点的建设全部完成ꎬ基本搭建起西藏生态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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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障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ꎬ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成效进行了新

闻发布ꎬ中国科学院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别

介绍 « 西 藏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工 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有关情况ꎬ并答

记者问ꎮ 详细内容参见中国网“国务院新闻办就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 (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的
节选 １ 和节选 ２ꎮ

国务院新闻办就«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节选 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ꎬ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汪海洲介绍«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有关情况ꎬ并答记者问ꎮ

张亚平:女士们、先生们ꎬ新闻界的朋友们ꎬ大家上午好ꎮ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ꎬ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中国科

学院各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ꎮ 下面ꎬ我向大家简要介绍«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的主要

内容ꎮ

首先介绍一下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建设的背景ꎮ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ꎬ拥有许多特殊和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ꎬ为高原特有

动植物提供了广袤的栖息地ꎬ其生态功能对保障我国乃至东南亚生态安全具有独特的屏障作用ꎮ 为切实保护好这一重要的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ꎬ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国务院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ꎬ确定实施三大类 １０ 项工程ꎮ

目前ꎬ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处于建设的关键时期ꎬ工程实施的进度和效果如何ꎬ工程完成的目标和效益怎样ꎬ部分高寒区的退

化环境是否得到遏制ꎬ生态系统是否稳定、保水固碳等功能能否正常发挥ꎬ都需要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ꎮ

为此ꎬ我院于 ２０１３ 年组织专业团队ꎬ历时 ３ 年开展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的建设成效评估工作ꎮ 工作团队考察了 １０ 余个主

要工程区ꎬ建立了 ３ 个生态样带和 ２０ 多个观测样地ꎬ采集了约 １３００ 个点的样本ꎬ分析了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 ３ 期遥感数据ꎬ主要采用联合

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方法ꎬ对工程所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定量分析ꎬ并利用野外调查与定位观测相结合、模拟实验与遥感

监测相结合、工程区内外对比观测、生态模型情景预测等手段ꎬ研究了西藏近 ２０ 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特征ꎬ评估了主要生态工程的实

施成效ꎮ 主要结论包括以下 ６ 个方面:

１.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ꎬ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势ꎮ 近 ２０ 年来ꎬ西藏严格执行国土空间管控ꎬ生态格局的变化率低于 ０ １５％ꎮ

地面植被覆盖度呈小幅度上升ꎬ覆盖度增加的区域面积占全区国土比例 ６６ ５％ꎬ生态系统结构改善ꎮ

２.沙化面积减少ꎬ工程区风沙治理成效显著ꎮ 防沙治沙工程实施之后ꎬ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１０ ７１ 万公顷ꎬ年均减少 １ ５３ 万公顷ꎮ

极重度沙化土地向重度或中度沙化转化ꎮ 雅江河谷(曲水—桑日段)典型观测区的统计结果表明ꎬ灾害性沙尘天气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５ 天

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２ 天ꎮ

３.退牧还草促进了草地恢复ꎬ提高了农牧民收入ꎮ 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ꎬ工程区内植被覆盖度

比工程区外高 ９ ９％~２２ ５％ꎬ平均提高 １６ ９％ꎮ 每公顷折合增加干草产量约 ８５ ２ 公斤ꎬ平均提高 ２４ ２５％ꎬ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环

境ꎬ增加了农牧民收入ꎮ

４.农牧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大幅提高ꎬ农牧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ꎮ 新型清洁能源使用率达 ６５ ６％ꎬ减轻了对林草生态系统的破坏ꎬ

使用清洁能源还为农牧民增收节支ꎬ改善了当地生活卫生条件ꎮ

５.天然林与自然生态区保护初见成效ꎬ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ꎮ 天然林保护一期工程实施以来ꎬ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增加

０ ９％ꎮ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４１ ３７ 万平方千米ꎬ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３３ ９％ꎮ 受保护湿地面积 ４３０ ８ 万公顷ꎬ占全区湿地面积的

６５ ９８％ꎮ 珍稀野生动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ꎬ种群数量增加显著ꎮ

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步提升ꎬ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稳定向好ꎮ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ꎬ生态系统水源调节作用波动中提升ꎬ

工程实施前后相比增加了 ２ ６５％ꎬ森林涵养水源功能稳固保持ꎻ第二ꎬ生态系统防风固沙作用开始发挥ꎬ主要风沙区沙化强度减弱ꎻ

第三ꎬ生态系统碳储量增加 ２ ５６％ꎬ固碳功能稳中有升ꎮ

综上所述ꎬ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实施开局良好ꎬ高原生态系统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ꎬ重点工程区的生态效益已经开始发挥ꎬ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得到有效维持ꎮ 至 ２０３０ 年屏障工程完成之后ꎬ将能够基本实现“有效保护、成功治理、稳定向好、生态安全”的«规

划»目标ꎮ

我就介绍这些ꎬ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４９６.ｈｔｍꎬ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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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就«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节选 ２)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ꎬ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主席汪海洲介绍«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建设成效评估»有关情况ꎬ并答记者问ꎮ

汪海洲:女士们、先生们ꎬ记者朋友们ꎬ大家上午好:

感谢各位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ꎬ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心关注ꎮ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推进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实施情况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做法ꎮ

(一)高度重视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中央嘱托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好青藏高原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的重要指示

精神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坚持生态保护第一ꎬ坚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ꎬ坚持绝不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发展经济ꎮ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建设美丽西藏的意见»和«关于着力构筑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ꎬ对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作出安排部署ꎮ 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ꎬ科学确定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ꎬ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ꎮ 严守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红线高压线ꎬ严禁“三高”项目进入西藏ꎬ严格执

行矿产资源开发自治区政府“一支笔”审批制度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ꎮ 强化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过程中环境执法监管力度ꎬ确

保开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ꎮ 全面禁止开采砂金矿ꎮ 将相当于 １ / ３ 国土面积的区域确立为各类自然保护区ꎮ 加强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ꎮ 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ꎮ 推进美丽西藏建设ꎮ

(二)强力推进

«规划»批准实施以来ꎬ国家有关部委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力度ꎮ 为确保规划项目的顺利实

施ꎬ设立了专项投资ꎮ 自治区政府周密安排、强力推进«规划»的实施ꎮ

一是成立了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为组长ꎬ自治区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领

导小组ꎬ负责领导和组织规划实施ꎮ 下发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实施意见»ꎬ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明确职责ꎬ相互配合ꎬ分工合作ꎬ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工作ꎬ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ꎮ

二是围绕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的要求ꎬ自治区不断加强环境法制建设ꎬ先后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区环境

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规章ꎬ同时强化了环境执法监督ꎮ

三是实施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ꎬ实行全面禁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和生态公益林保护机制ꎬ建立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和环境保护考核制度ꎬ完善生态补偿制度ꎮ

四是强化项目保障ꎮ 明确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ꎮ 领导小组定期检查相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ꎬ将检查

结果与政绩考核、经济奖惩挂钩ꎮ 出台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专

项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ꎬ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ꎮ

五是围绕构建生态安全屏障ꎬ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ꎬ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ꎬ为«规划»的顺利实施和构建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规划»的实施促进了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ꎬ改善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ꎮ 目前ꎬ青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ꎬ生态

质量稳定向好ꎮ 水、气、土壤及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在良好状态ꎮ 雅鲁藏布江、纳木错等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Ⅰ类或Ⅱ类水域标

准ꎮ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ꎮ 拉萨市等主要城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均在 ９０％以上ꎮ 全区的森林、草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

等得到了有效保护ꎬ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ꎮ 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ꎮ

下一步ꎬ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规划»的实施ꎬ坚持生态保护第一ꎬ严格国土空间管控ꎬ严守生态红线ꎬ促进绿色发展ꎬ努力构建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永葆雪域高原碧水蓝天ꎮ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１０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４９６.ｈｔｍꎬ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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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经西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批复ꎬ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ꎬ
具体承担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建

设、运行和天地一体监测应用ꎬ生态安全屏障生态

监测工作有了组织保障ꎻ成立了西藏生态安全屏

障生态监测科学指导委员会ꎬ与国内 ７ 家科研院

所和高校、各市(地)原环境保护局建立了三级运

行管理机制ꎬ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工作有了技

术保障ꎮ 先后印发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

测站网管理办法»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

技术规范»等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ꎬ生态安全屏

障生态监测工作有了制度保障ꎮ
自 ２０１７ 年起ꎬ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年度生态监测

网络工作会议ꎬ调度各站的建设运行情况和生态监

测进展ꎬ开展学术和技术交流ꎬ汇总集成监测成果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相关单

位ꎬ对«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ꎮ
２０２１ 年整个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基

本具备了常规监测运行的条件ꎮ

３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

成效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建

设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完成总投资 ２ ６５ 亿元ꎬ建成了

１ 个生态监测中心、１０ 个生态监测站和 １００ 个监

测样点(样地)ꎬ基本形成了对西藏 ３ 个生态安全

屏障区和 １０ 个亚区生态系统的监测网络ꎮ 一是

完成了各站办公和实验用房等基础建设ꎬ以及实

验分析设备配置、野外观测(大、小)样地选址建

设和野外自动观测仪器的布设等ꎬ基本的监测能

力已经形成ꎻ二是建立了由生态监测站网管理办

法、生态系统监测规范等组成的制度保障体系ꎻ三
是形成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技术支撑单位等组

成的技术支撑体系ꎮ 先后开展了生态环境本底调

查、常规生态监测等工作ꎬ各市 (地) 和部分县

(区)的生态监管能力有所提升ꎬ“十四五”时期将

会全面进入生态监测运行与应用ꎮ 各生态监测站

的基本情况见图 １ 和表 １ꎮ

生态监测中心是保障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正常运行的核心ꎮ 主要负责监测站点管理与运行、监测规范和标准制定ꎬ指导监测

网络各体系和站点的数据采集ꎻ遥感信息、基础地理空间信息处理和各类数据库建设等ꎮ

申扎生态监测站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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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覆盖双湖县、尼玛县、班戈县、申扎县ꎬ开展高

寒草原与湿地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综合观测、研究、试验示

范等ꎮ

林芝生态监测站属雅鲁藏布江下游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谷地农业

旅游业发展亚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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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覆盖林芝市ꎬ研究天然林保护及退化暗针叶林

恢复、河谷种植业结构变化和生态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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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生态监测站属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土地沙化和沙土流失控
制及经济重点发展亚区ꎬ覆盖拉萨市和山南市ꎮ 开展河谷土地
风沙化和沙土流失生态过程监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等
任务ꎮ

昌都生态监测站属昌都北部河流上游水源涵养与牧业发展亚区ꎬ
覆盖卡若区、丁青县、边坝县、类乌齐县、洛隆县、江达县、贡觉县、
察雅县ꎬ主要监测亚高山暗针叶林、亚高山草甸、河谷温性灌草
丛、湿地生态系统等ꎮ

那曲生态监测站属那曲东部地区及当曲流域水源涵养亚区ꎬ覆盖
安多县、聂荣县、巴青县、色尼区、比如县、索县、嘉黎县等ꎬ开展典
型流域水源涵养动态监测ꎬ研究牧业结构变化、高寒草地生态系
统的时空演化规律ꎬ天然草地保护生态效益ꎮ

定日生态监测站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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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覆盖仲巴县、萨嘎县、昂仁县、吉隆
县、聂拉木县、定日县和定结县ꎬ主要监测半干旱高寒草原、高寒
草甸、高山灌丛生态系统和湖泊等ꎮ

日喀则生态监测站属中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
业发展亚区ꎬ监测范围覆盖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和仁布、江孜、白
朗、康马、岗巴、亚东、拉孜、萨迦等县ꎬ重点关注野生动植物、天然
草地等保护工程建设体系的成效ꎮ

阿里生态监测站属于羌塘高原北部、昆仑山南翼及通天河上游高
寒特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亚区ꎬ覆盖日土县、噶尔县、札达县、革吉
县、普兰县ꎮ 主要监测荒漠化面积、沙化土地面积的空间分布与
动态变化、短命植物生活周期等ꎮ

改则生态监测站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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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覆盖改则县和措勤县ꎬ开展高寒荒漠草原、荒
漠灌丛、典型高寒草原等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动态监测等ꎮ

芒康生态监测站属昌都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亚区ꎬ
覆盖八宿县、左贡县、芒康县ꎮ 监测和研究区域内生物多样性、水
土流失、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过程与机制ꎬ开展区域内相关保护
工程建设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效评估等ꎮ

图 １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站、监测样地分布与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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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站基本情况

生态监测站 简称 生态亚区名称 建设地点

阿里(多玛)高寒荒漠生态系统监

测站

阿里生态监测站　 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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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

改则半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监测站 改则生态监测站　 Ⅰ２ 羌塘高原南部及藏西山地土地沙漠化控制与

牧业适度发展亚区的中西部地区

阿里地区改则县改则镇

申扎高寒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监测站 申扎生态监测站　 Ⅰ２ 羌塘高原南部及藏西山地土地沙漠化控制与

牧业适度发展亚区东部地区

那曲市申扎县申扎镇

那曲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监测站 那曲生态监测站　 Ⅰ３ 那曲地区东部及当曲流域水源涵养亚区 那曲市色尼区那曲镇

山南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监测站 山南生态监测站　 Ⅱ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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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

定日高寒草原生态系统监测站 定日生态监测站　 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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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喀则市定日县协格尔镇

日喀则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站 日喀则生态监测站 Ⅱ３ 中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

发展亚区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昌都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站 昌都生态监测站　 Ⅲ１ 昌都北部河流上游水源涵养与牧业发展亚区 昌都市类乌齐县城关镇

芒康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站 芒康生态监测站　 Ⅲ２ 昌都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亚区 昌都市芒康县嘎托镇

林芝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站 林芝生态监测站　 Ⅲ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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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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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

４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建议

受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等影

响ꎬ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运行和

管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ꎮ
(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运行维护的经费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的前期建设全部依赖

国家投资开展ꎬ建成后ꎬ国家没有配套的运行和维

护经费ꎬ每年仅由自治区财政投入有限的运行经

费ꎬ远远无法满足各站的运行和网络的完善与维

护ꎮ 受西藏特殊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ꎬ网络建

设周期长、设备老化快、野外自动化设备维护成本

高ꎬ迫切需要国家的投入ꎮ
二是人员配置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尽管整个监

测网络和中心站有专职机构管理ꎬ但是除了阿里

生态监测站和改则生态监测站由阿里地区分别设

置了 １ 个人员进行专职管理外ꎬ其他各生态监测

站因受地方人员编制少的制约ꎬ虽然由各地市或

相应的县生态环境部门代管ꎬ但都没有配备专职

人员进行管理ꎮ 各站配备属地专职人员参与生态

监测网络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ꎮ
三是在网络建设管理规范方面有待进一步加

强ꎮ 目前ꎬ国家已经建成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 ＣＥＲＮ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重点监测中国生态环境变化ꎬ综合研究中国资源

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问题ꎮ 与这些国家层面网

络相比ꎬ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晚ꎬ
在管理规范、成果集成和转化、服务社会等方面明

显不足ꎮ
(２)相关建议

一是建议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加强对西藏生态

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在运行和维护方面的投入

力度ꎻ二是建议西藏自治区和相关地市加强对相

关生态监测站在属地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方面的支

持力度ꎻ三是建议主管部门积极主动地走出去ꎬ
加强与中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管理部门的技术交流ꎬ提升生态监测网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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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管理的规范化水平ꎬ争取将各生态监测站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建设管理ꎬ并逐步纳入国家

生态监测网络体系ꎮ

５　 结论

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是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ꎮ 经过多年努力ꎬ覆盖西藏

主要生态系统的生态监测网络体系、技术体系等

已基本建成并进入运行状态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深入推

进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ꎬ揭示环境变化机理ꎬ准
确把握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影

响ꎬ研究提出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方案和工程

举措” [２]ꎮ 生态监测网络不断完善和平稳运行ꎬ
必将在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监管ꎬ揭示环境

变化机理ꎬ准确把握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青藏高原的影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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