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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青藏高原自然概况

青藏高原旧称青康藏高原 ( 北纬 25° ～ 40°，东经 74° ～ 104°) ，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高
原地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高度在 4 000 m以上，有 “世界屋脊”和 “第
三极”之称。它的边界，向东是横断山脉，向南和向西是喜马拉雅山脉，向北是昆仑山
脉。它包括中国西藏自治区全部和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云南
省的部分; 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
分或全部，总面积 250 万 km2。

青藏高原有确切证据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4 亿 ～5 亿年前的奥陶纪，其后青藏
地区各部分曾有过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 2. 8 亿年前 ( 地质年代的
早二叠世) ，现在的青藏高原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这片海域横贯现在亚欧大陆的南部
地区，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相连，称为 “特提斯海”或 “古地中海”，当
时特提斯海地区的气候温暖，成为海洋动、植物发育繁盛的地域。其南北两侧是已被分
裂开的原始古陆 ( 泛大陆) ，南边称冈瓦纳大陆，包括现在的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
南极洲和南亚次大陆; 北边的大陆称为亚欧大陆，也称劳亚大陆，包括现在的欧洲、亚
洲和北美洲。

2. 4 亿年前，由于板块运动，分离出来的印度洋板块以较快的速度向北移动、挤压，
其北部发生了强烈的褶皱断裂和抬升，促使昆仑山和可可西里地区隆生为陆地，随着印
度洋板块继续向北插入古洋壳下，并推动着古洋壳不断发生断裂，约在 2. 1 亿年前，特
提斯海北部再次进入构造活跃期，北羌塘地区、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横断山脉脱离
了海浸; 到了距今 8 000 万年前，印度洋板块继续向北漂移，又一次引起了强烈的构造运
动。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地区急剧上升，藏北地区和部分藏南地区也脱离海洋成为
陆地。整个地势宽展舒缓，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其间有广阔的平原，气候湿润，丛林
茂盛。高原的地貌格局基本形成。地质学上把这段高原崛起的构造运动称为喜马拉雅运
动。青藏高原的抬升过程不是匀速的运动，不是一次性的猛增，而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
上升阶段。每次抬升都使高原地貌得以演进。距今 1 万年前，高原抬升速度更快，以平
均每年 7 cm的速度上升，使之成为当今地球上的 “世界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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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脉

青藏高原有许多山脉，它们大多数呈从西北向东南的走向，相对于高原外的地面陡
然而起，上升很多，其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许多山峰名列世界前 10 位，珠穆朗玛
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同时高原内部除平原外还有许多山峰，高度悬殊。

( 一) 喜马拉雅山脉 ( 世界最高山脉)
亚洲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包括世界上多座最高的山，有 110 多座山峰高达或超过海

拔 7 300 m ( 24 000 英尺) 。其中之一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 尼泊尔称萨加玛塔) ，高
达 8 844. 43 m ( 29 017. 16 英尺) 。这些高山的伟岸峰颠耸立在永久雪线之上。数千年来，
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南亚民族产生了人格化的深刻影响，其文学、政治、经济、神话和宗
教都反映了这一点。冰川覆盖的浩茫高峰早就吸引了古代印度朝圣者的瞩目，他们据梵
语词 hima ( 雪) 和 alaya ( 域) 为这一雄伟的山系创造了喜马拉雅这一梵语名字。如今喜
马拉雅山脉成为对全世界登山者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同时也向他们提出最大的挑战。

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它耸立在青藏高原南缘，分布在我
国西藏和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境内，其主要部分在我国和尼泊尔交界处。
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急转弯处的南迦巴瓦峰，全长约
2 450 km，宽 200 ～ 350 km，总面积约为 594 400 km2，该山脉形成印度次大陆的北部边界及
其与北部大陆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

( 二) 昆仑山脉
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于东经 97° ～ 99°处与巴颜

喀拉山脉和阿尼玛卿山 ( 积石山) 相接，北邻塔里木盆地与柴达木盆地。山脉全长超过
2 500km，宽 130 ～ 200 km，平均海拔 5 500 ～ 6 000 m，西窄东宽，总面积超过 50 万 km2。
一般认为最高峰是常被称为 “昆仑山”的慕士山 ( 海拔 7 282 m)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田南面，但实际上公格尔山 ( 7 649m) 最高。

( 三) 喀喇昆仑山脉
喀喇昆仑山脉拥有 8 000 m以上高峰 5 座，7 500 m以上高峰 15 座。喀喇昆仑山脉主

山脊称 “大喀喇昆仑山”，各段分别以大冰川命名，分为 7 个 “慕士塔格山” ( 意为 “冰
山”) ，主山脊两侧的山地称 “小喀喇昆仑山”。世界中、低纬度山地冰川长度超过 50 km
的共有 8 条，其中喀喇昆仑山脉占 6 条，山脉的冰川总面积达 1. 86 万 km2。

( 四) 唐古拉山脉
唐古拉山脉是青藏高原中部的一条近东西走向的山脉，位于北纬 32° ～ 33°的西藏自

治区东北部和藏青边界西段，西接羌塘高原，东邻横断山脉。唐古拉在藏语中意为 “高
原上的山” ( 一说意为 “平坦的山口”) ，唐古拉山口的海拔高达 5 220 m，它又名 “当拉
山”、“当拉岭”，是 “唐古拉”一声的转音。

唐古拉山脉的西段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东段则为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的界山。它的
西端在东经 90°附近逐渐没入羌塘高原之上，东南与横断山脉中的他念他翁山脉—云岭山
脉相接，全长约 700 km，山体宽 150 km，平均海拔 5 500 ～ 6 000 m，主峰各拉丹冬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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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21 m。两侧山麓平原海拔 4 600 ～ 4 800 m，相对高差 1 300 ～ 1 500 m。雪线高度 5 400 ～
5 500 m。

唐古拉山脉是怒江、澜沧江及长江的发源地，西段为藏北外流水系与内陆水系的分
水岭，东段则是太平洋水系与印度洋水系的分水岭。

山区气温低，年均气温 －4. 4 ℃ ( 沱沱河站) 。有多年冻土带分布，冻土厚度 70 ～ 88
m。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均横穿此山。植被以高寒草原为主，混生有垫状植物。

唐古拉山脉在中生代时，因为羌塘地块向北与亚欧板块碰撞，而褶皱隆起并逐渐露
出海面。以后，这一地域受新生代几次造山作用的影响，继续上升，而形成如今的山体。
在地质学上，唐古拉山是青藏高原薄皮构造的一部分，是由其南边的班公错—怒江断层
带和北边的澜沧江断层带夹峙的一个推覆体。

唐古拉山脉有现代冰山的分布。
( 五) 横断山脉
横断山脉 ( 介于北纬 22° ～ 32°05'，东经 97° ～ 103°)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通常为

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向山脉的总称。东起邛崃山，西抵伯舒拉岭，
北达昌都、甘孜至马尔康一线，南抵中缅边境的山区，面积超过 60 万 km2。中国最长、
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因其山高谷深，山川并列，横断了东西向的山地和交通通
道，所以称为 “横断山脉”。自东至西有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
金沙江、芒康山 ( 宁静山) 、澜沧江、怒山、怒江和高黎贡山等。

横断山脉由喜马拉雅运动时期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形成褶皱山脉，并形成
一系列断陷盆地。大雪山主峰贡嘎山海拔 7 556 m，为横断山脉最高峰。金沙江、澜沧江
和怒江，两岸陡峻，江面狭窄，属典型的 “V”字形深切峡谷。山崩、滑坡、泥石流和地
震频繁，是中国主要地震带之一。横断山脉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地。金沙江、澜
沧江和怒江蕴藏多达百种有色金属矿。攀枝花地区是中国铁矿储量很大的地区之一。横
断山脉是中国主要水能资源分布区。如金沙江以枯水位计算，干流落差超过 3 000 m，包
括支流在内，水能蕴藏量近 1 亿 kW。

( 六) 冈底斯山脉
“冈底”在藏语和 “斯”在印度语中都是 “雪”的意思。主峰冈仁波齐藏语中意为

“雪的宝贝”。白垩纪中期冈底斯山脉开始隆起，中晚始新世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撞、
挤压、断裂与褶皱上升形成山脉主体。

冈底斯山脉是西藏印度洋外流水系与藏北内流水系的主要分水岭。最高峰冈仁波齐
海拔 6 656 m，巨大的金字塔钻戒形状十分陡峭，至今无人攀登成功。冈底斯山脉南侧气
候温凉稍干燥，以亚高山草原为主。北侧气候严寒干燥，以高山草原为主。主峰冈仁波
齐 ( 也被简称为冈底斯山) 及其脚下的圣湖玛旁雍错，是佛教、苯教、印度教、耆那教
教徒心目中 “世界的中心”，因而位居西藏三大神山圣湖之首，被称为 “神山中的神山”、
“圣湖中的圣湖”。

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马泉河、印度河的源头狮泉河、恒河的源头象泉河与孔雀河均发
源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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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念青唐古拉山脉
念青唐古拉山脉位于西藏自治区中东部。近东西走向。西侧冈底斯山脉，东侧横断

山脉。全长 1 400 km，平均宽 80 km。平均海拔 5 000 ～ 6 000 m。“念青”在藏语中意为
“次于”，所以此山脉规模仅次于唐古拉山脉。

念青唐古拉山脉是雅鲁藏布江与怒江的分水岭，也是高原上寒冷气候带与温暖 ( 凉)
气候带的分界线。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 7 111 m。山脉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为一系列
向东逆冲的褶皱山带，沿山带南侧均有深大断裂通过。念青唐古拉山脉主要是以山谷冰
川为主的现代冰川，冰川面积 7 536 km2，为青藏高原东南部最大的冰川区。其中有 27 条
冰川长度超过 10 km。如易贡八玉沟的卡钦冰川长达 33 km，冰川末端海拔仅 2 530 m，为
西藏最大冰川，也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性冰川。

山脉东段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降水多; 山脉西段位于半干旱气候地区，降水少。
( 八) 祁连山脉
广义的祁连山系，指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边境山地的总称。古老褶皱断块山。

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阿尔金山，东南接秦岭、六盘山。由几条平行山脉组成，山谷
相间，绵延 1 000 km，宽 200 ～ 300 km。为黄河与内陆水系分水岭。狭义的祁连山，仅指
最北的一支。平均海拔 4 000 m以上。

二、河流与湖泊

( 一) 河流
青藏高原是我国三阶地势的最高阶，高原向南、向东、向西倾斜，成为我国长江、

黄河及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等国际主要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分水
岭，高原的隆起，地质构造活跃，地质地貌复杂和气候类型的多样，对众多河流的发育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高原东南部、东部和南部属湿润和半湿润地区，河网密度大，属常
年性河流，且多为外流河。而高原西部和北部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河网不太发育，多
为季节性的河流，且多为内流河。

青藏高原是亚欧大陆上最多产的江河之源，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中，黄河流域、印
度河流域都源于高原的江河之功。青藏高原的河流水系，按河流的流域归宿可分为三个
水系，即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内流水系。

太平洋水系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水系流域面积约 17 968 km2，约占外流水系面积的
54. 6%。主要有黄河、长江、澜沧江等。黄河全长 5 464 km，流域面积 75. 24 万 km2，澜
沧江全长 4 688 km ( 中国境内 2 354 km) ，流域面积 79. 5 万 km2 ( 中国境内 16. 48 万
km2 ) ，长江可分四段，上段有通天河、金沙江、长江、扬子江等。长江全长 6 300 km，
流域面积 180. 85 万 km2。

印度洋水系位于西藏南部，总流域面积 7 492 万 km2，外流水系总面积约 45. 4%，注
入印度洋的河流，分属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等流域以及怒江和吉太曲等直接
入海河流。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最大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是布拉马普特
拉河的上游，它发源于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北麓杰马央宗冰川，在桑木张汇入库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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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后自西向东流，横贯西藏南部，经米林县折向东北，围绕南迦巴瓦峰形成马蹄形大拐
弯向南流，到西藏边境巴昔卡后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孟加拉印普都达卡西汇入恒河。

直接注入恒河的河流多为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区的中小河流，主要有朋曲河、吉隆藏
布、马甲藏布 ( 孔雀河) 等。注入印度河的主要河流有象泉河、狮泉河和如仵藏布。怒
江全长 3 200 km，流域面积 32. 5 万 km2，流经云南省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吉太曲长 77
km，流经云南省后出境称伊洛氏底江。

内流水系总面积 98 245 km2，可分藏北内陆水系、藏南内陆水系和青海内陆水系。西
藏的内陆水系有: 扎加藏布、永珠藏布、波沧藏布、毕多藏布等。

青海的内陆水系有: 布哈河、哈尔盖河、黑马河、格尔木河、洪水河、哈尔腾河、
疏勒河、黑河等。

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流入新疆的内陆河有: 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叶尔
羌河、喀拉喀什河、车尔巨河等。

源于祁连山区，流入甘肃的内流河有: 党河、疏勒河、北大河、黑河、石羊河、大
通河等。

青海内陆水系可分为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茶卡—共和盆地、祁连山地、哈拉
湖盆地和可可西里六个水系。集水面积 374 088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51. 8%，主要河流
有 38 条，如布哈河、哈尔盖河、黑马河、格尔木河、洪水河、哈尔腾河、疏勒河、黑河
等，多由山地发源，出山后有些经戈壁滩渗入地下，以泉水流于绿洲下沿出露，注入湖
泊，有些直接归宿于湖泊。其中祁连山地的七条河流党河、疏勒河、昌马河、北大河、
黑河、大通河、石羊河等向北流入甘肃省河西走廊。

外流水系有黄河、长江、澜沧江三大水系，在青海省境内总流域面积为 347 426 km2。
长江流域: 省境内有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水系，均系该河流的上游源头地段。
长江发源于本省各拉丹冬雪山的冰舌末端，与当曲、楚尔玛河汇合后至玉树县出境，此
段干流称通天河，全长 1 206 km。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省境内称扎曲，长 196
km。大渡河发源于果洛山南麓的满丈脑，省境内称玛可河，长 210 km。在省境内，长江
流域总面积为 152 459 km2。

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查加日玛的东南侧，干流在省境内称杂曲，长 448 km，
流域面积 37 631 km2。主要支流有子曲、吉曲、巴曲等。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省境内干流全长 1 693. 8 km，流域面积 157 336 km2。主
要支流有达日河、西柯河、泽曲、格曲、曲什安河、大河坝河、隆务河、湟水、洮河、
大夏河等，其中湟水、洮河、大夏河单独流出省境后汇入干流。

( 二) 湖泊
青藏高原在自然地理上除青海和西藏外，还应包括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或自治区

的一部分地区，但为湖泊分区研究方便起见，青藏高原地区湖泊一般系指行政区划上属
于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辖境内的大小湖泊。据统计，面积在 1. 0 km2 以上的湖泊 ( 包括干
盐湖) 共 1 091 个，合计湖泊总面积 44 993. 3 km2，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49. 6%，其
中，面积大于 10. 0 km2 的湖泊有 346 个 ( 青海省 84 个、西藏自治区 262 个) ，合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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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816. 1 km2，占本区湖泊总面积的 95. 2%。青藏高原素有 “世界屋脊”之称，是地球上
海拔最高、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高原湖群区，也是我国湖泊分布密度最大，且与东部
平原湖区遥相呼应的两大稠密湖群区之一。

另外，大量无名小湖退缩、咸化和干涸，如位于沱沱河北岸 ( 沱沱河沿附近) 的无
名小湖已经干涸; 位于二道沟附近的无名小湖明显退缩，湖水含盐量 46. 619 g /L，已是盐
湖; 位于不冻泉至曲麻莱途中的无名小湖，湖岸退缩 100 m 以上，湖水含盐量高达
102. 423 g /L等。

青藏高原是无数人梦中的神秘之域，素称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不仅高山林立，
大河纵横，而且还有数以千计、大小不一、成因不同的湖泊，它们犹如无数颗耀眼的珍
珠撒落在广阔无垠的青藏大地上，为高原增添无穷魅力，也成为青藏高原上十分引人注
目的地理景观之一。

1. 我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 从青海省首府西宁市向西行 100 多 km，经过
1 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 古时西藏称谓) 时经过的地方———日月山，再往西约
60 km便是闻名遐迩的青海湖了。

青海湖海拔高度 3 193. 92 m，面积 4 635 km2，平均深度 19 m，乃青藏高原上第一大
湖。湖水矿化度达 14. 1 g /L，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从地质地貌来看，青海湖是在中新生代 ( 约 4 000 万年前) 由断块陷落而形成的断陷
湖，为祁连山系内部一大型山间盆地。据考证，青海湖在数十万年前是个与黄河相通的
外流淡水湖，后因气候变干及四周山地上升，隔断它与黄河的联系，不能外泄的湖水含
盐量也逐渐增多，遂演变成如今这样一个封闭的内陆咸水湖。

青海湖自古以来就以其秀丽壮美的景色和优良草场而盛名于世。当你濒临湖畔，展
现在你眼前的好像是一片汪洋大海，空阔无比，远接天际。那青蓝色的清澈湖水与那碧
蓝如洗的晴空连成一片，可谓水天一色，不仅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你真正领会到这青海
湖名所蕴含的浩瀚如海、水色如碧的确切含义，名副其实。

2. 黄河源地的姊妹湖———鄂陵湖、扎陵湖: 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淡水湖———鄂陵湖，
面积为 610 km2，海拔 4 268. 7 m。继续前行不远处即为另一著名淡水湖———扎陵湖，面积
526 km2，海拔 4 292 m。这两个湖泊紧邻相连，从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的黄河向东流经星
宿海后，从西南隅流入扎陵湖，于东南隅流出。这一对姊妹湖乃黄河上游最大的一对淡
水湖，两湖中有若干小岛，那里候鸟群集，栖居着大雁、棕头鸥、赤麻鸭等，成为高原
上又一鸟岛。即使在湖滨，你也能时时看到一群群鸟类忽高忽低盘旋飞翔在泛着粼粼波
光的湖面上空。

3. 名存实亡的察尔汗盐湖: 柴达木盆地，系封闭的内陆高原盆地，湖泊甚众，但受
最近地质时期内气候干旱的影响，许多湖泊强烈蒸发而日趋枯缩，它们中或为高矿化盐
湖，或已消亡而成为富含大量盐类沉积的泥沼。察尔汗盐湖即是其中最负盛名的死亡湖
泊，它连同毗邻的东达贡布逊湖和南北霍鲁逊湖总面积达 5 800 km2，乃是我国最大的盐
湖，号称 “盐湖之王”。当我们身临其地，丝毫不见那种波光粼粼、浩阔湖面的踪影，而
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的泥沼荒原，可谓寸草不生。脚下所踩的尽是坚硬的鳞片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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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或斑块状盐霜，在其下则为富含晶间卤水的盐层，最厚可达 60 m。据估算其盐矿储量
530 多亿 t，其中氯化钾超过 2 亿 t，居世界第二位; 氯化镁 19 亿 t，氯化钠 ( 食盐) 500
多亿 t。仅后者储量即可供全国人民食用 1 000 多年! 此外还蕴藏着硼、锂、铷、铯等多
种宝贵稀有元素，极有开发价值。

纵贯察尔汗湖区的格尔木至敦煌的公路约有 32 km，路面乃由湖盐铺就而成，当地称
其 “万丈盐桥”。其妙处在于维修十分方便，哪里有损坏，只需浇上卤水，待蒸发干涸
后，路也就修补好了。就地取材，省时省工，得天独厚，可谓当地一大名胜奇迹!

4. “大天湖”———纳木错: 我国第二大咸水湖纳木错不仅海拔高达 4 718 m，面积也
广达 1 961 km2。来到这个西藏最大湖泊岸边，你会惊奇地感到好像来到了大海边，远眺
天高水阔，烟波浩渺; 近处激浪拍岸，涛声不绝于耳。过去地理教科书中常称南美洲的
喀喀湖为世界最高湖泊 ( 海拔 3 812 m) ，实际上它要比纳木错还低 900 m，在全世界
1 000 km2以上的大湖中，纳木错应排在第一位! 不仅如此，在纳木错以西的奇林错 ( 海
拔 4 530 m，面积 1 640 km2 ) 和扎日南木错 ( 海拔 4 613 m，面积 1 023 km2 ) 等大湖的高
度亦应排在前列。纳木错紧靠念青唐古拉山北麓，是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形成的构
造断陷湖，最大水深 55 m。湖岸可见三级阶地，表明该湖近期也处于退缩阶段，但因周
围高山冰雪融化水源源不断补给，湖水矿化度不高，每升水仅含 1. 7 g左右盐分，属微咸
水湖。风平浪静时，站在岸边可隐约看到水中游鱼以及在湖上逐波嬉戏的水鸟，充满无
穷生机。而湖畔极为广阔的滩地与草原上，成群牛羊在悠闲地游荡着，衬上那白雪皑皑
的高山冰峰，构成一幅高原湖区特有的壮丽景色，让每一个光临这里的游客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纳木错还是西藏著名神湖之一。据说历史上湖周庙宇林立，香火很盛，每年都有来
自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及西藏各地的佛教徒到此转经朝拜。尤其是传说湖主龙女是
绵羊保护神，所以每逢藏历羊年，远近各方纷纷赶来朝圣，盛况空前。

5. 水碧草美的羊卓雍错: 羊卓雍错海拔 4 441 m，面积仅 638 km2，但它靠近拉萨、
日喀则两大城市，名气较大，是西藏四大著名雍错之一 ( 另外三个为普莫雍错、玛旁雍
错和当惹雍错) 。该湖水色清澈碧透，湖滨周围水草丰美，一向为藏南著名优良牧场。

羊卓雍错是在高原隆起过程中陷落而成的，四周高山环抱，邻近又有卡惹拉冰川，
湖水深 ( 20 ～ 40 m) ，补给也较充足，所以湖水矿化度不高，每升水含盐量 1. 7 g 左右，
亦属微咸水湖。湖中水草多、饵料丰足，盛产高原裸鲤等鱼类，有 “西藏鱼库”之称。
此外常可见到赤麻鸭、棕头鸥等多种水禽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弋或飞翔，加上湖中小
岛上的红教寺庙常年香烟缭绕、暮鼓晨钟声传四方，这一切使羊卓雍错显得更加美丽而
富有神秘的色彩，并使过往游客驻足不前，感叹不已。

青藏高原上的这些湖泊就像无价之宝的珍珠翠玉，蕴藏无穷矿藏和水产，具有丰富
的旅游观光及科考探险等开发价值，乃是一笔丰厚的宝贵财富，相信它们将在高原地区
的繁荣昌盛中得到充分的发掘。

( 三) 冰川
地球上中低纬度地区的冰川主要集中在高原上，青藏高原冰川覆盖面积约 4. 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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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占全国冰川总面积 80%以上。主要有: 喜马拉雅现代冰川、念青唐古拉山现代冰
川、昆仑山现代冰川、喀喇昆仑山现代冰川、横断山现代冰川、唐古拉山现代冰川、冈
底斯山现代冰川、羌唐高原现代冰川、祁连山现代冰川。

三、气候

由于海拔高，青藏高原的空气比较干燥、稀薄，太阳辐射比较强，气温比较低。由
于其地形的复杂和多变，本身也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很大。总的来说，高原上降水比较
少。青藏高原本身也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考察表明，
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全球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高大的阻风屏，它有效地将
北方大陆的寒冷空气阻挡住了，使它们不能进入南亚。同时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南方温
暖潮湿的空气北进，是造成南亚雨季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近年的研究，青藏高原温度和水分条件具有自西北向东南变化的特征。高原西
北部寒冷干燥，而东南部比较温暖湿润。各地区之间差异十分明显，可以划分出 12 个不
同的气候区。在划分气候区时，首先考虑的是温度条件，特别是与农作物生长关系密切
的一些界限温度和持续天数，如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的天数。

各气候区的特点大致如下:
1. 藏东南气候区: 具亚热带和热带北缘山地湿润气候。实际上指喜马拉雅南翼低山，

≥10 ℃天数超过 180 d，年降水量超过 1 000 mm。气候温暖而湿润，农作物一年可以两熟
或三熟。

2. 川西气候区: 属温暖半湿润气候。湿冷山区和干暖河谷南北纵列，气候的垂直差
别很大。最暖月平均气温 12 ～ 18 ℃，≥10 ℃天数 120 ～ 180 d，年降水量在 500 mm以上。
这里可以种植青稞、小麦等农作物，在一些海拔较低的河谷还可以种植玉米，实行两年
三熟的种植制度。

3. 藏东气候区: ≥10 ℃天数在河谷低地约 150 d，海拔较高地区约 50 d。最暖月平均
气温 13 ～ 16 ℃，年降水量 600 mm 左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受地形和下沉气流
的影响，年降水量仅 400 mm左右，为干旱河谷。这里的耕地分布在 2 000 ～ 3 000m 的支
流或干流阶地，可以种植玉米、青稞、冬小麦，以及核桃、梨、石榴等。就整个气候区
而言，一年一熟为主，部分两年三熟。

4. 藏南气候区: 温暖半干旱气候。≥10 ℃天数 50 ～ 150 d，最暖月平均气温 10 ～
15 ℃。年降水量 400 mm左右，河谷地区多夜雨。南部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南来湿
润气流的北进，越山而过的气流在山脉南侧已将所带水汽消耗殆尽，因而山脉北翼高原
盆地天气少云多晴空，年降水量少于 300 mm，被称为 “雨影区”。藏南气候区是青藏高
原南部最重要的农业区，主要种植小麦、青稞、豌豆和油菜。

5. 青东气候区: 温凉半干旱气候。温度水分状况与藏南气候区大体相近，唯个别较
低谷地的最暖月平均气温可达 18 ～ 21 ℃。在日月山以东的河谷低地，气候条件较好，除
种植的小麦、玉米、高粱可一年一熟外，局部地方还可复种油菜、马铃薯等。西部靠近
柴达木盆地，年降水量减少 150 ～ 250 mm，干旱程度加剧，不利于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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