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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高原，它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记录着地球演化历史中最壮观的地质事件，是研究地球形成与演化的“金钥匙”，长期以来一直
是地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地区。因此，加强青藏高原地质工作对于缓解国家资源危机、贯彻西
部大开发战略、繁荣边疆民族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和地质科学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９９９年国家启动了“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按照温家宝总理“新一轮国土资源大
调查要围绕填补和更新一批基础地质图件”的指示精神，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了青藏高原
空白区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攻坚战。调集２５个来自全国省（自治区）地质调查院、研究所、
大专院校等单位精干的区域地质调查队伍，每年近千人奋战在世界屋脊，徒步踏遍雪域高原，
开创了人类地质工作历史的伟大壮举。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４　５００ｍ以上，自然地理条件非常恶劣，含氧量仅为内地的５０％，最低
温度可达零下３７～４４℃。地质工作者本着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继承和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青藏精神，脚踏世界屋脊，挑战生命极限，攀
登地质科学高峰。在杳无人烟的可可西里，在悬崖万丈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生命禁区阿里
和西昆仑，开展了拉网式的地质调查。他们迎着刺骨的寒风和纷飞的雪花，克服高山反应带来
的呼吸困难、剧烈头痛、失眠乏力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冒着肺气肿、脑水肿等致命高原疾病
的危险，用身躯、用生命丈量着一条条地质路线，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时代英雄乐章，用鲜
血和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２００６年开始，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基础地质调查成果集成和综合研究”
工作。以青藏高原空白区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以提高资源勘查评价、生态环境
保护和社会发展保障能力，提升青藏高原地质科学研究水平为目标；充分运用现代地学理论和
技术方法，系统总结和集成青藏高原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

在青藏高原空白区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集成和
综合研究，编制了地质、资源、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系列图件，为青藏高原区域资源勘查、国土规
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规划与建设、地质科学研究等提供了基础图件，包括：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地质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大地构造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变质地质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前寒武纪地质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构造－岩浆岩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新生代地质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新构造与地质灾害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地区１∶１５０万成矿地质背景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地区１∶１５０万旅游资源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古生代构造－岩相古地理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中生代构造－岩相古地理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新生代构造－岩相古地理图及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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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地球化学系列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重力系列图及说明书；
———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３００万航磁系列图及说明书。
上述地、物、化、矿等系列图件及其说明书，均已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院士

专家委员会进行了评审验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６日，在全国国土资源系统援
藏工作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向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人民政府赠送了“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
类、构造－岩相古地理类、资源类和区域物—化—探类系列图件与说明书”整装研究成果。

１．基于１７７幅１∶２５万区域调查成果资料，系统厘定了区域地层及构造－地层系统，划分
出９个地层及构造－地层大区、３６个地层及构造－地层区、６３个地层及构造－地层分区，建立
了青藏高原及邻区岩石地层划分与对比序列。首次以岩石地层作为编图单位，编制青藏高原
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地质图，建立地质图数据库。全面反映了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的最新成
果。

２．按照大地构造相划分方案（３个大相、１４个基本相和３６个亚相）对地质体进行了大地构
造环境解析，以３６个大地构造亚相作为基本编图单元，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大地构
造图。厘定了青藏高原区域存在２０条蛇绿混杂岩带，重新构建了青藏高原大地构造格架，划
分出９个一级、３７个二级和８１个三级构造单元，提出“一个大洋、两个大陆边缘、三大多岛弧
盆系”高原特提斯形成演化模式的原创性认识，建立了大陆边缘造山带“多岛弧盆系构造”新模
式。

３．依据青藏高原构造－岩浆演化特征及时空格架，按照洋壳型、俯冲型、碰撞型、后碰撞型
及陆内伸展型构造－岩浆岩相组合，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构造－岩浆岩图。提出了
“陆缘侧向增生、陆壳垂向增长”的大陆边缘岛弧造山模式和“新生与再循环”两类地壳、“挤压
缩短及地幔物质注入”增厚两种机制的高原地壳形成模式。

４．依据青藏高原区域构造及变质特征的时空格架，按照变质（地）区、变质（地）带、变质亚
带和甚低－低－高绿片岩相、低－高角闪岩相、蓝片岩相、高－超高压榴辉岩相、麻粒岩相等进
行变质环境解析，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变质地质图，厘定出１６条高－超高压变质
带。

５．依据青藏高原及邻区前寒武纪陆块或卷入造山带中地块的性质、组成及热事件序列，结
合变质期次、变质相带及标志性矿物等变质特征，编制了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前寒武纪
地质图。探讨了主要块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构造归属，在昌都地块宁多岩群中获得了（３　９８１
±９）Ｍａ冥古宙地壳物质信息。

６．立足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新资料，以板块构造学说为理论指导，以大陆边缘多岛
弧盆系造山模式为主线，以大地构造相及其相关沉积岩相、混杂岩相、岩浆岩相与变质岩相的
时空结构分析为基本方法，开创性地开展了青藏高原显生宙１７个重要地质断代构造－岩相古
地理专题研究与编图，揭示了青藏高原特提斯的形成演化过程。

７．全面集成和综合研究１∶２５万区调获得的新生代地质与第四纪环境演变成果资料，编
制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新生代地质图、新构造与地质灾害图和１∶３００万第四纪地质与
地貌图。提出了新生代构造演化的四阶段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青藏高原构造隆升—地貌水系
演化—气候与环境演变的耦合关系，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地质背景资料。

８．系统收集和整理了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获得的５　０００余个矿床（点）资
料，编制了青藏高原地区１∶１５０万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图、成矿地质背景图；划分出３个成矿
域、１０个成矿省和３３个成矿带，并对成矿带的地质背景和矿床类型进行了总结，为区域矿产
资源勘查评价提供了重要资料。

９．系统收集和整理了青藏高原地区各类景观点１　６００余处，其中新增１∶２５万区域地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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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的各类旅游资源（主体为地质旅游资源）景点７００余处；编制了青藏高原地区１∶１５０
万旅游资源图，划分出２６处地质遗迹集中区，为青藏高原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
基础资料。

１０．在全面收集１∶２０万、１∶５０万、１∶１００万区域重力调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

１∶１５０万比例尺的数据精度编图、１∶３００万比例尺成图的要求，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重力异
常系列图件，实现了青藏高原区域重力成果资料的综合整装。

１１．在全面综合１∶２０万、１∶５０万、１∶１００万区域航磁调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

１∶１５０万比例尺的数据精度编图、１∶３００万比例尺成图的要求，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航磁

ΔＴ等值线平面系列图件，实现了青藏高原区域航磁成果资料的综合整装。

１２．在全面收集１∶２０万、１∶５０万区域化探调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１∶１５０万比例
尺的数据精度编图、１∶３００万比例尺成图的要求，编制青藏高原及邻区单元素、组合元素和综
合异常系列图件，实现了青藏高原区域地球化学成果资料的综合整装。

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发现都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卓绝的成就；地球科学的发展与观
念的更新凝结了特定时代背景的地质调查研究实践与水平。青藏高原地质调查成果的集成和
综合研究必将为深化青藏高原区域地质构造形成演化规律、成矿地质背景、资源开发、环境保
护、灾害防治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该计划项目是在以中国地质调查局王学龙副局长为联系人，庄育勋主任为责任人，翟刚毅
处长为项目办公室主任和潘桂棠、王立全、李荣社为项目负责人的组织、领导下，在院士顾问委
员会刘宝珺院士、李廷栋院士、肖序常院士、许志琴院士、郑绵平院士、殷鸿福院士、任纪舜院
士、赵文津院士、陈毓川院士、张国伟院士、多吉院士、金振民院士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在计划
项目负责单位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项目承担单位西
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力
学研究所的密切合作下完成。

向长期奋斗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地质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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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言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它拔地而起，巍然矗立，地域辽阔，包括了青藏高原主体和边缘的
山地。北有阿尔金山—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抵横断山地。青藏高原绝大部分
位于我国境内，包括了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省全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的一部分，
面积约（２５０～２６０）万ｍ２。

长期以来，人们对青藏高原知之不多。有人认为它“荒漠高寒”。这是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偏
见。青藏高原拥有大量的倾慕者，强烈地吸引着许多国内外的探险家、科学家去探索其奥秘。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了４　０００ｍ，纵横展布着一系列巨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基本格局。
从地图上看，青藏高原像一只矫健的鸵鸟雄踞中华的西南边陲，帕米尔高原是头，昆仑山、阿尔金山、祁
连山是背，喜马拉雅山是胸脯，横断山是腿，像迈开脚步向前奔跑的样子。青藏高原有许多世界之最。
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最年轻的高原。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部分，被称为“地球的第三
极”，它的主脊平均海拔超过６　０００ｍ，全世界海拔在８　０００ｍ以上的主峰有１４座，其中有１０座集中在青
藏高原。珠穆朗玛峰，海拔８　８４８ｍ，是世界上第一高峰；纳木湖海拔４　７１８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湖；
雅鲁藏布江是世界最高的大河，等等。

青藏高原景色壮丽。有绵延千里的冰峰雪岭，又有坦荡开阔的宽谷盆地；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又
有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既有繁星点点的湖泊，又有一泻千里的大河大江；有高寒荒漠、人迹罕至的极高
地，又有四季如春、百花争艳的“锦绣江南”。

青藏高原的隆起是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质事件之一，对全球气候、环境有着重大影响，是全球环
境变化敏感的实验室。因此，通过对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的编制和本说明书分析，对于揭示青
藏高原隆升过程和隆升以来的地貌、新构造运动、地层、岩浆活动和环境演变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意义。

第一节　编图指导思想

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是反映一个地区现代地貌与第四纪地质特征的基础性图件，而青藏高原的第
四纪地质与地貌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现象。它既要反映该地区新生代晚期经历的多阶段构造隆升形成
的世界上规模最大、高度最高的高原的形成过程和地貌特征，又要反映高原隆升过程中和隆升后发生的
新构造活动、地层特征、岩浆活动及其引起的环境演变。为了客观、准确地表达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
地貌的基本特征，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的编制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地球系统科学和大陆
动力学思想为指导，以新生代晚期构造隆升为主线，以最新的地质调查资料和各种相关研究成果为基本
素材，以沉积地层、新构造活动、岩浆活动和地貌特征为基本内容，以地貌形成与演化和高原隆升过程为
线索，以深入表达和刻画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特征及第四纪以来的环境演变规律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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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图原则

1．反映最新地调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原则

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建立在最新的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和其他更大比例尺的区调
成果的基础上，并充分吸纳国内外有关科研获得的最新资料，力求反映当前青藏高原新生代的最新资料
和研究成果。

2．真实客观的原则

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青藏高原第四纪的各种地质实体和地貌特征。

3．突出时空差异性的原则

青藏高原涉及广大区域，第四纪地质作用和地貌过程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时间上具有明显
的阶段性。因此，在时间上，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图在综合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依据青藏高原地质演变
过程，合理确定年代编图单元；在空间上，对研究区进行合理区划，通过对典型剖面的解剖和区域的对
比，建立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地质单元系统。

4．编研结合原则

在编图过程中，对区域资料和最新成果进行了系统调研和综合研究，对涉及重大地质构造格架的问
题，如地层时代归属、地层格架对比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及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反馈到图件上，
编研结合，以保证地质图件的客观准确和科学性，提高地质图的质量。

第三节　资料收集与利用

“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编制使用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１）截至２００７年完成的涉及青藏高原编图范围内的全部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收集１∶２５

万图幅中第四纪地质剖面３０７条，并按要求逐条进行了登记和整理。
（２）对１∶２５万未覆盖的地区参考全国１∶５０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３）境外部分参考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２００４）编制的１∶１５０万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
（４）国内外有关专题文献资料。
（５）２００６年至今，中国地质调查局“青藏高原基础地质调查成果集成和综合研究”二级课题“青藏高

原新生代地质作用过程与第四纪环境演变综合研究”的野外考察与室内测试分析所获取的最新成果资
料（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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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本课题组完成的青藏高原及邻区第四纪地质与地貌
野外考察与室内测试分析工作量

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野外实测

主干地质路线调查 ｋｍ　 ５　０００

实测剖面 条 １１

实测剖面长度 ｋｍ　 ３

室内样品测试

孢粉 件 １　２００

分子化石 件 ６５０

粘土矿物分析 件 ６００

磁性地层样 件 １５０

磁化率测试样 件 ２０９

粒度分析样 件 １００

１４Ｃ测年样 件 １８

光释光测年样 件 ３５

第四节　编图方法

在 ＭａｐＧｉｓ平台下进行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的成图和数据库建设。具体编图时，首先在 ＭａｐＧｉｓ
平台下，根据经纬度将现有的青藏高原１∶２５万地质图拼接到１∶１５０万数字化地理底图上，然后放大
成１∶５０万地形地质图打印成图，用绘图薄膜在原地质图上对第四纪地质体和地质要素进行综合取舍
和归并，勾绘所需的地质要素，同时处理好周围不同图幅和地区间的接图问题，而后通过扫描成图重新
进入 ＭａｐＧｉｓ平台并将比例尺缩成１∶３００万，最后形成１∶３００万青藏高原及邻区第四纪地质草图。在
此基础上，项目组不同专业的成员对地质图进行审核，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对草图进行修改补充，添加有
关第四纪地质与地貌的专题信息（如年代资料、地貌等），形成最终的地质与地貌图。

1．地理底图

采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２００７年修改的青藏高原及邻区１∶１５０万地质图的地理版（ＭａｐＧｉｓ格
式）作为本次编图的地理底图，并缩小至１∶３００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完善，作适当简化处理。

2．工作底图制作

（１）将现有的青藏高原１∶２５万地质图拼接到１∶１５０万数字化地理底图上，然后放大成１∶５０万
地形地质图打印成图，用绘图薄膜覆盖在原地质图上，对第四纪地质体和地质要素进行综合取舍和归
并，勾绘所需的地质要素，而后通过扫描成图重新进入 ＭａｐＧｉｓ平台并将比例尺缩成１∶３００万。

（２）对无１∶２５万地质图地区，提取１∶５０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数据，通过投影转换并与１∶２５万
图拼合。

（３）涉及的境外地区从潘桂棠等（２００４）主编的１∶１５０万青藏高原地质图数据中提取。

3．统一编图单位

对不同的１∶２５万图幅地层单位系统进行合理归并和系统清理，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无１∶２５
万地质图区域的地层单元进行合理对比，确定青藏高原第四纪地层分区，建立不同地层分区的地层单元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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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图及编图

（１）在形成的工作底图上，对第四纪地层根据比例尺要求进行综合提取；对断裂构造经过反复删减
和取舍，提取新构造活动断裂构造及相关的断层要素。

（２）对不同资料来源的矢量数据和不同１∶２５万图幅矢量数据的衔接处进行合理连接和编绘，对一
些矛盾处进行合理处理。

（３）用线条宽度区分主干活动断层和一般活动断层。
（４）适当表达具有特殊地质意义的第四纪地质内容，如主要砾岩层、冰碛物和火山岩层等。
（５）形成中间性编稿图。
（６）对形成的中间性编稿图，按１∶３００万比例尺打印，进行地质图综合编绘，综合考量地质图表达

的第四纪地层、构造、岩浆岩和地貌单元等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对中间性编稿图进行系统的反复修
改，形成最终的编稿图。

（７）整饰图面，合理布局图例及其他相关说明等。

第五节　编图表达的主要内容

青藏高原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全面表达青藏高原第四纪地层发育、新构造活动、岩浆活动、地貌特
征等基本地质信息，客观反映青藏高原晚新生代高原隆升以来的地层、构造、岩浆活动和地貌演变的耦
合协调过程。

1．第四纪地层

在系统综合现有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地貌单元对地层的控制规律，建立不同区块第四纪的
地层单元。早更新世地层主要以岩石地层单位“组”来划分，其他时期的地层单位主要按年代加成因
类型表示。

2．第四纪岩浆活动

第四纪岩浆活动主要为火山岩，火山岩在相应的岩石地层单元中以火山岩时代加主要岩性花纹突
出表示。

3．新构造活动

主要表达活动断裂构造和盆地构造类型，以不同线条的形式区别表达不同断层的性质。以线条粗
细反映主干活动断层和一般活动断层。按不同线条类型表达盆地构造类型。

4．地貌特征

根据地貌特征划分出三级地貌分区，并对峡谷和峡谷口、主要河流地貌裂点、冰川地貌、夷平面等进
行了标示。

5．特殊地质要素

考虑图面负担，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图以花纹重点表达重要砾石层、火山岩层和冰碛层的发育和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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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藏高原地貌

第一节　青藏高原地貌分区依据与地貌分区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高一级地势台阶。宏观地貌格局是边缘高山环绕、峡谷深切，内部由辽阔的高
原、高耸的山脉、棋布的湖盆、宽广的盆地等大的地貌单元排列和组合。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以广阔的高
原面为基础，随着总的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海拔高度由５　０００ｍ以上依次递降到４　０００ｍ左右，
由低山、丘陵和宽谷盆地组合而成。高原面以上，纵横延展着许多高耸的巨大山系，构成了高原地貌的
骨架；在高原面中间，镶嵌着众多的盆地和湖泊；而高原面之下，交织着性质不同的内外流水系。青藏高
原千姿百态、类型独特而壮观的地貌，如瑰丽的冰川、逶迤的宽谷河流、深邃的大江峡谷、成群的湖泊，以
及岩溶、风沙、火山和冰缘现象等奇特的地貌类型形态就是在山岭与高原、谷地交错排列的格局下发育
和演进的。高原面之上有许多巨大的山脉绵延耸立，耸峙于西南边的是喜马拉雅山，绵延在北侧的是阿
尔金山和祁连山，耸立在西北侧的是喀喇昆仑山，东南部是横断山，中部还有东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
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青藏高原的地貌骨架，也是第四纪和现代冰
川的发育中心。海拔高度在５　５００ｍ以上的山峰大多终年积雪，冰川广布，山舞银蛇，蔚为壮观。在上
述这些高大山系之间，除分布着若干次一级的山脉之外，主要是盆地、高原及宽谷，如羌塘盆地、柴达木
盆地、南部的藏南谷地。东南的横断山地，流水切割强烈、岭谷南北走向平行并列，是高原向四川盆地和
云贵高原过渡的区域。

青藏高原地貌类型的划分和地貌分区的确定，以受地貌控制的水系域和地貌的自然形态为主要依
据。按照“地貌形态成因的区域相似性”原则，把各区域中形态相似、成因相关的地貌类型加以组合，划
出相对不同的地貌区域单位。根据这一原则，青藏高原及其邻区可分为６个一级地貌单元（图２－１，表

２－１）。然后按水系将青藏高原划分为内陆水系域、太平洋水系域和印度洋水系域，作为二级地貌单元。
最后，根据地貌组合类型进一步划分出１０个三级地貌单元，即内陆水系域划分为西昆仑山阿尔金山高
山高原湖盆谷地区、祁连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地区、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柴达木盆地区和羌塘高原
内陆湖盆地区；太平洋水系域划分为巴颜喀拉山高原湖盆宽谷区和川西滇西藏东高山深谷区；印度洋水
系域划分为雅鲁藏布江怒江中上游高山高原湖盆宽谷区、印度河上游高山高原湖盆宽谷区和喜马拉雅
山横断山高山深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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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青藏高原地貌分区表

一级地貌单元 二级地貌单元 三级地貌单元

青藏高原

内陆水系域

西昆仑山阿尔金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地区

祁连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地区

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

柴达木盆地区

羌塘高原内陆湖盆地区

太平洋水系域
巴颜喀拉山高原湖盆宽谷区

川西滇西藏东高山深谷区

印度洋水系域

雅鲁藏布江怒江中上游高山高原湖盆宽谷区

印度河上游高山高原湖盆宽谷区

喜马拉雅山横断山高山深谷区

印度河恒河平原

塔里木盆地

黄土高原

四川盆地

云贵高原

第二节　青藏高原主要地貌单元特征

一、内陆水系域

内陆水系域位于喀喇昆仑山 冈底斯山 念青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 东昆仑山 青海南山 祁连
山这条巨大分水岭以北地区。根据地貌组合类型可进一步划分为西昆仑山阿尔金山高山高原湖盆谷
区、祁连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区、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柴达木盆地区和羌塘高原内陆湖盆区５个二
级地貌单元。

1．西昆仑山阿尔金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区

西昆仑山阿尔金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塔里木盆地南缘，走向北西向 东西

向 北东向，主要由喀喇昆仑山、喀什塔什山、玉尔巴杂钦山和阿尔金山等山系与其间的河谷和内陆湖
泊盆地组成。其中喀喇昆仑山脉是世界山岳冰川最发达的高大山脉，中亚著名山脉之一，突厥语为“黑
色岩山”之意；平均海拔超过５　５００ｍ，拥有８　０００ｍ 以上的高峰４座，如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８　６１１ｍ）、加舒尔布鲁木第一峰（８　０６８ｍ）、布洛阿特峰（８　０４７ｍ）和加舒尔布鲁木第二峰（８　０３４ｍ）；

７　５００ｍ以上的高峰１５座。山峰崎岖、山坡陡峻，悬崖和岩屑锥广泛发育。山岳冰川发达，世界中、低纬
度山地冰川长度超过５０ｋｍ的共有８条，其中喀喇昆仑山占６条。它们是：厦呈冰川、巴尔托洛冰川、彼
亚福冰川、巴托拉冰川、喜士帕尔冰川和却哥隆玛冰川。长度超过１０ｋｍ的冰川约有１０２条。西昆仑山
脉北坡冰川融水汇入喀什米兰河、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和叶尔羌河等，流入塔里木盆地。中部冰川融
水汇入郭扎错、阿赛钦湖和甜水海湖、黑石北湖、碱水湖等内陆湖泊。总体来看，西昆仑山区以高山地貌
为主，山脉绵延、地势高耸、地形复杂，海拔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ｍ的高山是地貌的主要骨架。其中南部邻近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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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高原内陆湖盆区呈平原状，起伏不大、切割不深，多宽阔而平坦的滩地，丘谷相间，谷宽丘圆，因地势平
缓、排水不畅，形成了大面积内陆湖盆低地（图２－２）。北部和西部为高山峡谷地带，切割强烈，相对高
差多在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ｍ以上，地形陡峭（图２－３），坡度多在３０°以上。西昆仑北部邻近塔里木盆地一
带，属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降雨量一般在１００ｍｍ左右，气温较低。夏季高原雪山冰川融水，易造成
洪流泛滥。但总体降水稀少、风力强劲，风沙地貌广泛发育。水系以高山冰雪融水补给为主。靠盆地带
有大量沙漠和岩漠分布。

图２－２　西昆仑山南侧的碱水湖盆地 图２－３　西昆仑山北侧的里雅河谷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截图，上方为南）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截图，上方为南）

阿尔金山山脉蒙语意为“有柏树的山”。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青海省西部，东端绵延
至青海、甘肃两省界上，为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界山。北东方向延伸，长约７３０ｋｍ，宽６０～
１００ｋｍ，平均海拔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ｍ。西段较高，最高峰为６　１６１ｍ。有小型冰川发育。若羌河、米兰河
等发源于此，但水量不大；山麓的若羌、米兰等绿洲面积很小。东段山势降低到４　０００ｍ以下，至新
疆、青海、甘肃３省（区）交界处，高度又增加到５　７９８ｍ。气候干旱，植被贫乏，无常年有水河流。海
拔５　０００ｍ以上的区段发育着现代冰川。阿尔金山脉西段、中段最高峰苏拉木塔格峰（６　２９５ｍ）、玉苏
普阿勒克峰（６　０６２ｍ）由于较难进入和缺乏资料，至今仍是处女峰；东段山区相对易进入，最高峰也称
为阿尔金山，海拔５　８２８ｍ。自南向北，阿尔金山发育有３列山地和两条谷地，其中南列主峰区山峰海
拔在５　２００～５　８２８ｍ之间；中列山地山峰海拔在４　７００～５　５５０ｍ之间，夹于其中的萨木萨克谷地
（图２－４），东高西低，海拔４　２００～４　４００ｍ，为河流形成区，该沟向北穿越中列山地中部断裂后汇入
青石沟，是青石沟的上源；北列山地（青石沟东西一带）地势明显降低，地形散漫，山峰海拔在３　５００～
４　８４９ｍ之间，与中列山地之间为萨木哈布塔拉谷地，海拔在３　５００～４　２００ｍ之间。谷地西段（青石
沟）较宽阔，海拔也较低。阿尔金山中列山地被分为两支，北西支为金雁山，南东支为阿哈提山。其
间有索尔库里谷地，是古今沟通柴达木与塔里木两盆地的金鸿山口所在地。此外，阿尔金山山脉发
育一系列北东向左行平移断层，形成大量的山系错开、水系拐弯及断层崖、断层三角面、线状洼地等
地貌（图２－５）。阿尔金山为中国及世界上干旱山区之一，３　０００ｍ中山带年降水量约１００ｍｍ以下，
山坡上干燥剥蚀强盛，形成黄土状物质堆积。３　５００ｍ的亚高山带年降水量稍增，但仍干旱异常。

４　０００ｍ的高山带气候干旱寒冷，寒冻风化作用强烈。５　４００ｍ以上有常年积雪和现代冰川发育。河
流主要靠冰雪融水补给，北坡瓦石峡河、若羌河和阿雅里克河等，水量不大。

2．祁连山高山高原湖盆谷区

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西部，北邻河西走廊，南靠柴达木盆地，由一系列北西 南东向平行走
向的褶皱、断块山脉与谷地组成（图２－６）。其中较大的山脉有祁连山、达坂山、拉脊山、青海南山等。

北西—南东向长达１　２００ｋｍ，北东—南西向宽２５０～４００ｋｍ，面积１１万ｋｍ２。一般海拔在４　０００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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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阿尔金山及其之间的谷地 图２－５　阿尔金山山脉北东向断层形成的线状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截图，上方为南） 洼地与水系转向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截图，上方为南）

景观垂直分异显著，格状水系发达，５　０００ｍ以上山峰很多，西面地势高，平行岭谷紧密相间。４　５００ｍ以
上的山峰和山谷常年覆盖着积雪和冰川。发育有黑河谷地、哈拉湖盆地、青海湖盆地等，谷宽２０～
３０ｋｍ。除南部有沙漠、戈壁外，多为４　２００ｍ以下的坡地。东段平行岭谷少，山势较低，海拔４　０００ｍ左
右，仅冷龙岭有冰川分布。谷地海拔２　５００ｍ上下，谷地周围的山脉海拔多在４　０００ｍ左右，除少数山头
常年积雪外。河谷两岸均有较宽的阶地，气候湿暖。

3．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

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位于青海省中南部，横亘于柴达木盆地以南，黄河源高原之北。东昆仑山
脉，近东西走向。东西长８５０ｋｍ，南北宽６０～１２０ｋｍ。山峰海拔多在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ｍ，西高东低，除西部
极高山分布较广外，多数为高山，最高峰为布格达坂峰，海拔６　８６０ｍ。山岭北坡长而陡峭，群峰挺拔，雄
伟壮观。南坡较短而平缓，相对海拔在５００～２　０００ｍ之间。５　０００ｍ以上的山峰多发育现代冰川，寒冻
风化强烈。在东西向山系间发育多列近东西向宽谷盆地（图２－７），如西大滩盆地、东大滩盆地、灭根滩
根柯得盆地（图２－８）和阿拉克湖盆地（图２－９）等。东昆仑山高原湖盆宽谷区内水系均为内陆水系，南
侧水系以东西向为主（沿东西向盆地或滩地分布），但北侧以南北向水系为主，大多数水系流入柴达木盆
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水系有格尔木河、柴达木河、诺木河、那仁郭勒河，主要供给水源为冰川融水。

图２－６　祁连山北西向山脉与谷地相间排列 图２－７　东昆仑山脉中近东西向山系及其间谷地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截图，上方为南） （ＴＭ图像，上方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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