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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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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对我国乃至北半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ꎮ 近年来ꎬ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ꎬ生态系统功能和质量稳步提升ꎬ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得到显著恢复与扩大ꎬ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ꎮ 但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本底脆弱、敏感ꎬ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ꎬ面临冰川退缩、冻土消融、

湖泊扩张、草原退化威胁ꎬ自然灾害风险加剧ꎬ水循环、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ꎬ生态环境发生了系

列不容忽视的变化ꎮ 为此ꎬ建议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ꎬ加强重大生态问题研究ꎬ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ꎬ统筹实施

生态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主动减轻自然灾害风险ꎬ展现保护青藏高原的中国担当ꎬ引领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ꎬ示范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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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是全球最为独特的自然地理—地

质—生态单元ꎬ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

寒生物种质资源宝库ꎬ是亚洲乃至全球气候变化

的“调节器”ꎬ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

地ꎮ 受地势和大气环流控制ꎬ青藏高原气候类型

复杂ꎬ生态系统类型以高寒草地为主ꎬ呈森林、草
甸、草原、荒漠的地带性变化特征ꎬ孕育了丰富多

样、独具特色的特殊生态系统类型ꎮ 青藏高原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ꎬ高原特有种

子植物 ３７６０ 余种ꎬ特有脊椎动物 ２８０ 余种ꎬ珍稀

濒危高等植物 ３００ 余种ꎬ珍稀濒危动物 １２０ 余种ꎬ
是世界上山地生物物种最主要的分化和形成中

心ꎬ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区域之一ꎮ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ꎬ是
１０ 多条亚洲大江大河的源头ꎬ不仅拥有除南北极

地区之外最大的冰川储量ꎬ也拥有地球上海拔最

高、数量最大的内陆湖泊群ꎬ还分布着全球中低纬

地区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的多年冻土区ꎬ是我国乃

至亚洲水资源产生、赋存和运移的战略要地ꎮ 青

藏高原孕育了奇特的高原风光、雪山草地、江河湖

泊、民族风情、宗教文化、特色建筑等自然和人文

景观ꎬ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ꎮ

１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文明

建设ꎬ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筑牢科技文化支撑、加
大生态建设投入ꎬ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ꎬ强调“保
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最

大的贡献”“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等ꎬ特
别是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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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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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ꎬ大力推进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工作ꎬ取得了历史性成就ꎮ 生态系统

功能和质量稳步提升ꎬ２０２０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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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１％ꎬ天然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 ４７％ꎬ
湿地面积达到 ６５２ ９ 万公顷[１]ꎮ 珍稀濒危物种种

群得到显著恢复与扩大ꎬ黑颈鹤由不到 ３０００ 只增

加到 ８０００ 多只ꎬ羌塘高原的藏羚羊由 ２０００ 年的

不到 ６ 万只恢复到 ２０２０ 年的约 ３０ 万只[１]ꎮ 建立

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ꎬ完成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ꎬ初步构建了以 ８ 个国家公园为主体、２４ 个自然

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ꎬ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１２１ 万 ｋｍ２ꎬ
约占地区总面积的 ４８ ２％左右ꎮ

２　 生态安全面临系列问题和风险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ꎬ青藏高原水循

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也在持续发生不容无

视的变化ꎬ冰川退缩、冻土消融、自然灾害风险加

大的威胁依然存在[２]ꎬ且青藏高原高寒、干旱、缺
氧的气候特征和冰冻圈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ꎬ使
得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敏感ꎬ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

差ꎬ一旦遭受破坏则极难恢复ꎮ 筑牢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ꎬ还需要予以高度关注ꎮ
２ １　 气候变化引起冰冻圈变化ꎬ影响水循环和区

域生态安全

１９６１—２０１８ 年ꎬ 青 藏 高 原 气 温 增 幅 约 为

０ ３６℃ / １０ａꎬ降水量增加ꎬ冰川面积萎缩明显ꎬ冰
川冻土消融加剧ꎻ高原湖泊扩张明显ꎬ面积大于

１ｋｍ２ 的湖泊从 １０８８ 个增加到 １６９６ 个ꎬ总面积从

４ ２８ 万 ｋｍ２ 扩张到 ４ ６５ 万 ｋｍ２ꎮ 随着冰川积雪

减少ꎬ融雪径流将会减少ꎬ部分河流径流量会出现

由增转减的“拐点”ꎬ这将导致该区域的水资源安

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３－４]ꎮ 暖湿化以及冰川、
冻土融水增多导致青藏高原湖泊、湿地增多ꎬ内陆

湖泊溢流溃决风险增大ꎬ具有改变江河源头格局

和影响江河下游水质的风险[５]ꎮ
２ ２　 草原退化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ꎬ生态系统连

接度下降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

最大、类型最为独特的草地生态系统ꎮ 受气候变

化和超载过牧影响ꎬ青藏高原超过 ７０％的草原存

在不同程度退化ꎬ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超载过牧情

况ꎬ草原鼠虫害严重ꎬ土地沙化加剧ꎬ西藏和青海

沙化土地面积合计 ３４１２ 万公顷ꎬ占全国沙化土地

面积的 １９ ７８％ꎮ 草食性野生动物快速增长ꎬ
人—草—畜—野生动物空间冲突更为突出ꎮ 第二

次青藏高原科考发现ꎬ部分地区草原围栏导致藏

羚羊无法前往河湖饮水ꎬ有些地区由于过度放牧ꎬ
藏绵羊和山羊侵占了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ꎬ与
其竞争有限的草场资源ꎬ野生动物被迫转移到环

境恶劣、食物短缺的高山峡谷[６]ꎮ 同时ꎬ青藏高

原主要江河流域水电工程建设存在不同程度阻隔

水生生物通道现象ꎬ大量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碎片化ꎬ
生态连接度降低ꎮ
２ ３　 地震、湖泊扩张、冰湖溃决和地质灾害等自

然灾害风险高

受印度板块持续以每年约 ５ｃｍ 的速度向欧

亚板块俯冲影响ꎬ青藏高原成为我国构造活动最

强烈、地震活动最频繁、地应力最高和地热活动最

强烈的地区[７]ꎮ 青藏高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０ ２ｇ 以上区域面积占比 ３１ ４％ꎬ其中 ０ ３ｇ 以上

占比达 ５％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大震主要集

中在青藏高原巴彦喀拉块体边界带ꎬ先后发生了

昆仑山地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九
寨沟地震和玛多地震ꎮ 青藏高原周缘地区ꎬ特
别是横断山区和大江大河两岸崩塌、滑坡、泥石

流以及冰崩、冰湖溃决等重大自然灾害隐患多ꎬ
威胁 主 要 交 通 和 部 分 城 镇 安 全ꎬ 灾 害 风 险

高[８－９] 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青藏高原滑坡崩塌泥

石流隐患点数量 ３０５８１ 处ꎬ威胁人口 １２７ １６ 万

人ꎬ威胁财产 ８００ ０７ 亿元ꎮ

３　 加强保护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

指导ꎬ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ꎬ坚持以人为本、系统

治理理念ꎬ立足新发展阶段ꎬ贯彻新发展理念ꎬ构
建新发展格局ꎬ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ꎬ建议加强

重大生态问题研究ꎬ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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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ꎬ协同做好生物多

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ꎬ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ꎬ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ꎮ
３ １　 加强重大生态问题研究ꎬ统筹构建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体系

加强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循环、高寒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风险评估ꎮ 重点关注

冰川退缩、冻土消融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ꎬ特别是

地表径流量、冰湖扩张和溃决等重大生态系统变

化和灾害隐患的影响ꎬ以及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

植被绿化、防沙治沙和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ꎮ 深

入研究草原禁牧、过度放牧、草原围栏和冻土层变

化对草原退化的影响等ꎮ 加强青藏高原重要生态

区域的水文、地质过程、自然资源、生态状况、生物

多样性和自然灾害等野外科学观测站建设ꎬ推进

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和统筹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体系ꎮ
３ ２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ꎬ统筹优化城

乡空间格局

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基础上ꎬ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等空间管控边界ꎬ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体系ꎬ细化

主体功能分区ꎬ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管控策略ꎮ 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进一步

加大保护强度和力度ꎬ适度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ꎬ
在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基础上ꎬ
有序推进青海湖、珠穆朗玛、羌塘、冈仁波齐、昆仑

山、若尔盖、高黎贡山等国家公园建设ꎮ 优化主体

功能区布局ꎬ适度扩大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ꎬ探
索划定自然资源生产保护区(森林、基本草原、水
资源、战略性矿产资源等)、自然灾害防护区、自
然和人文景观保护区等地域特色的分区类型ꎬ实
施特殊保护和空间管控ꎮ 统筹优化城乡空间格

局ꎬ加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ꎬ引导居住

在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危险区、自然保护地核

心区的农牧民有序向低海拔、河谷地带、一江两河

和边境地区聚集ꎬ实施生态搬迁工程ꎬ实现高海拔

地区的“再野化”ꎬ给野生动物更多的空间ꎬ保留

最后的净土和“荒野”ꎮ

３ ３　 科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ꎬ探索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注重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物种

栖息地的连通性ꎮ 因地制宜ꎬ在三江源、祁连山、
羌塘、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区和一江两河等区域科

学实施保育保护、自然恢复、辅助修复和生态重塑

等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ꎮ 实施冰川、雪山、冻土

的保护和监测ꎬ减少人为扰动ꎮ 加强河湖、湿地保

护修复ꎬ提升高原湿地、江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ꎬ
保护地下水含水层ꎮ 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ꎬ实施重要物种栖息地保护和恢复ꎮ 扩

大野生动物生存空间ꎬ因地制宜ꎬ探索建设野生动

物走廊、连接区、生命桥、垫脚石和气候走廊[１０]ꎬ
减缓水电工程、交通干线建设等人类工程活动造

成的栖息地碎片化ꎬ提升生态系统连接度ꎬ降低气

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ꎮ 推进生态保护机制

创新ꎬ运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市场化机制推

进生态修复试点ꎬ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多元

化实现途径ꎮ
３ ４　 强化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ꎬ更加关注

提升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科学评估落实“宜草则草”ꎬ有序实施退耕、
退牧还草ꎬ加强草原沙化、鼠虫害和黑土滩的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ꎮ 科学论证草原围栏

建设的成效和对野生动物生存的影响ꎬ有序拆除

主要生态廊道及其周边地区的草原围栏ꎬ恢复生

态连通性ꎮ 加强人工饲草地建设ꎬ控制散养放牧

规模ꎬ加大对舍饲圈养扶持力度ꎬ降低草地利用强

度ꎮ 通过发展生态、休闲、观光牧业等手段ꎬ引导

牧民调整生产生活方式ꎮ 深入研究草原保护与

生产力恢复对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

荒漠化和增加生态系统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的评估和核算ꎬ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提供依据ꎮ
３ ５　 主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ꎬ增强国土空间韧

性ꎬ促进碳中和

加强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价、监测

预警和搬迁避让力度ꎮ 统筹划定自然灾害高风险

区域ꎬ提高国土空间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ꎬ特别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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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铁路、国防公路、大型水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的

抗灾能力、备份性和冗余性ꎬ提升重大自然灾害应

急响应能力ꎮ 加强灾害高风险地区空间管控ꎬ强
化从规划源头减轻灾害风险ꎬ提高综合防灾减灾

抗灾能力水平ꎬ完善灾害监测预警应急体系ꎮ 适

度扩大生态用地ꎬ加强天然林、自然湿地ꎬ特别是

泥炭地和永久冻土保护ꎬ降低土地利用变化引起

的碳排放ꎮ 加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ꎬ科学实

施国土绿化ꎬ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ꎮ 统筹谋划

新增一批风光水热清洁能源生产基地ꎬ在风能、太
阳能资源富集地区ꎬ利用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

地等未利用地新增风能、太阳能发电生产基地ꎮ
加强传统电站的抽水蓄能改造ꎬ发展水面光伏和

沿岸风电ꎬ构建风光水多能互补系统ꎬ统筹流域

水资源战略储备ꎬ构建清洁能源走廊ꎮ 加强西

北内陆盆地冰雪融水的地下战略储备ꎬ统筹时

空和地表地下ꎬ建设地下水库ꎬ提升地下含水层

调蓄能力ꎮ
３ ６　 提升高原生态保护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水平

积极探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青藏

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ꎬ探索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立法ꎬ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指导约束作用ꎬ统
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系统修复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ꎮ 支撑保障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ꎮ 明确水、土地、草原、能
源和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强度和

效率等管控指标并监督实施ꎬ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ꎮ 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调查监测体系ꎬ统一开

展国土空间和自然资源状况的周期性调查、监测、
评价和区划ꎬ为支撑生态修复过程监管和机制创

新提供基础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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