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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雪域高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雪山，辽

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

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珠穆朗玛峰，神圣的

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

雪域高原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传说为它披上

了神秘的面纱。这里的天与地、山与水、人与物都弥漫着

一种神秘的气息，以一种特有的美丽和神奇吸引着人们。

从山湖之间的庙宇传出的喃喃诵经声中，可以领悟到山神

和哲人智者的启迪; 在雄浑古朴的布达拉宫前，逝去的时

间似乎在缓缓回流; 在碧波荡漾的高山湖泊上，飞舞的精

灵扇动洁白的翅羽，把大地的灵感带上蓝天; 在万马奔腾

的草原上，那粗犷彪悍的嘶吼，无不让人仰慕它的古

朴……

《神秘莫测的青藏高原》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领略祖

国的大好河山。本书分为九个部分，从青藏高原的概说、

青藏高原上的山脉、青藏高原上的河流、青藏高原上的湖

泊、青藏高原上的自然保护区、青藏高原上的天路、青藏

高原上的文化、青藏高原上的城市和神秘的未解之谜九个

大方面对青藏高原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本书符合青少年

心智的特点，语言简洁生动，充满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希

望阅读本书能开阔青少年读者的视野，拓展青少年读者的

思维，从而丰富课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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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藏高原

第一节 概况

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高原，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大部

分在我国西南部，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西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以及甘肃、云南的一部分。整个青藏高原

还包括不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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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250 万平方千米。高原境内面积 240 万

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4000 ～ 5000 米，有 “世界屋脊”和 “第三极”

之称，是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

高原周围大山环绕，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昆仑山和祁连山，

西有喀喇昆仑山，东有横断山脉。高原内还有唐古拉山、冈底斯山、

念青唐古拉山等。这些山脉海拔大多超过 6000 米，喜马拉雅山不少

山峰超过 8000 米。高原内部被山脉分隔成许多盆地、宽谷。高原上

湖泊众多，其中青海湖、纳木错湖等都是内陆咸水湖，盛产食盐、

硼砂、芒硝等。高原还是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如长江、黄河、

澜沧江 ( 下游为湄公河) 、怒江 ( 下游称萨尔温江) 、森格藏布河

( 又称狮泉河，下游为印度河) 、雅鲁藏布江 ( 下游称布拉马普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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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以及塔里木河等都发源于此，水力资源丰富。

青藏高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高大山脉组成的高山 “大本营”，地

理学家称它为 “山原”。高原上的山脉主要是东西走向和西北—东南

走向的，自北而南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喜马

拉雅山。这些大山海拔都在五六千米以上。所以说 “高”是青藏高

原地形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青藏高原在地形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湖泊众多。高原上有

两组不同走向的山岭相互交错，把高原分割成许多盆地、宽谷和湖

泊。这些湖泊主要靠周围高山冰雪融水补给，而且大部分都是自立

门户，独成 “一家”。著名的青海湖位于青海省境内，为断层陷落

湖，面积为 4456 平方千米，高出海平面 3175 米，最大湖深达 38

米，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其次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纳木错，面积

约 2000 平方千米，高出海平面 4650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湖。这

些湖泊大多是内陆咸水湖，盛产食盐、硼砂、芒硝等矿物，有不少

湖还盛产鱼类。在湖泊周围、山间盆地和向阳缓坡地带分布着大片

翠绿的草地，所以这里是仅次于内蒙古、新疆的重要牧区。

由于地势高，大部分地区热量不足，高于 4500 米的地方最热月

平均温度不足 10℃，无绝对无霜期，谷物难以成熟，只宜放牧。牧

畜以耐高寒的牦牛、藏绵羊、藏山羊为主。4200 米以下的河谷可以

种植作物，以青稞、小麦、豌豆、马铃薯、圆根、油菜等耐寒种类

为主。雅鲁藏布江河谷纬度低，冬季无严寒，小麦可安全越冬。加

以光照条件好，春夏温度偏低，延长了小麦生长期，拉萨冬小麦亩

产有 1638 斤的纪录。高原上近年还新建了不少水电站、煤矿、钢铁

厂、化工厂、毛纺厂、造纸厂。随着工业的发展，新的工业城市如

西宁、拉萨、格尔木、林芝、日喀则等不断形成。目前有川藏、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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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滇藏、新藏等 4 条公路。

第二节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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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资料记录的地壳升降，

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 2. 8 亿年前，现在的青藏高原仍是波

涛汹涌的辽阔海洋。这片海域横贯现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与北

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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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称泛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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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边的大陆称为欧亚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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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插入古洋

壳下，并推动着洋壳不断发生断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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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万前，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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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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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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一次性的猛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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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气候特征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耸立于对流层的中部，与同高

度的自由大气相比较，这里气候最温暖，湿度最大，风速最小。但

就地面而言，与同纬度的周边地区相比较，这里气候最冷，最干，

风速最大，这是巨大高原的动力和热力作用的结果。

从地质历史来看，新生代之前，青藏地区为一望无际的海洋，

气候属于热带海洋性。进入新生代始新世时，古特提斯海急速退缩，

大面积陆地露出水面，青藏地区有水有陆，但尚未全部隆起。进入

第三纪上新世，古特提斯海已从青藏地区东西方向撤出，陆地面积

的扩张，结束了海浸时代，原始高原面 ( 大约 1000 米) 已全部露

出。此时因海拔不高行星风系似以平直西风为主，青藏地区的热带

海洋性气候被中纬度副热带干旱气候取代。青藏地区形成一条宽阔

的干燥地带，属于热带温暖半干旱气候。随着高原的不断隆起，高

原面已抬升到海拔 2000 ～ 3000 米时，青藏高原的气候趋于寒冷。因

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青藏高原气候降低，冰川发育向较低的河谷

推进，使高原进入晚更新世的白玉冰期。

当全球进入冰后期，青藏高原海拔 4000 米，在距今 7000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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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气温比当今高出 3℃ ～ 5℃，降水也较当今丰富，吸引着不少食

草动物，同时古人类也在这一带进行狩猎生活，阿里和藏北地区发

现的上百件石器即可作证。此时青藏高原冰川大量退缩，多年冻土

自上而下融化深度达 15 ～ 20 米，高原边缘的多年冻土厚度在 15 米

以内的全部融化。

继气候适宜期之后，高原进入新冰期，气温显著下降。根据拉

萨大昭寺的古木、历史文献、档案史料和近代的气候资料显示，公

元初到 5 世纪西藏地区以寒冷为主; 从 6 世纪到 12 世纪西藏进入一

个相对温暖的时期; 12 世纪末以后进入小冰期，尤其是 17 世纪中期

为近数百年来最寒冷期，年平均气温要比现今低 1℃左右; 直到 19

世纪前期高原以维持偏冷为主，冰川继续向前推进。近百年高原进

入升温干旱期，温度明显的上升。

高原气候的主要特征: ①大气干洁，太阳辐射强。②气温低，

日较差大，年变化小。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低，构成了气候的主要

特征。位于藏北高原的可可西里年平均气温在 0℃以下，等温线与等

高线相重合，自成一个闭合的低温中心，为青藏高原温度最低的地

区，也是北半球同纬度气温最低的地区。③降水少，地域差异大。

高原年降水量自藏东南 4000 毫米以上向柴达木盆地冷湖逐渐减少，

冷湖降水量仅 17. 5 毫米。以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巴昔卡为例，降水量

极为丰沛，平均年降水量达 4500 毫米，是最少降水量地区的 200

倍，是我国丰富降水中心之一。④根据温度和水分指标，结合植被

考虑地热的影响，通过分析，受高层地区划分为高层亚寒带、高原

温带、藏东南亚热带山地和热带山地; 依据水分状况又可分为湿润、

干旱、半干旱等气候类型。

青藏高原是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张器和调节器。这里的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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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仅直接驱动我国东部和西南部气候的变化，而且对北半球具有

巨大的影响，甚至对全球的气候变化，也具有明显的敏感性、超前

性和调节性。

冬半年的主要气候特征

冬半年的主要特点是寒冷、干燥、降水稀少、大风多。青藏高

原海拔高，气温低。1 月平均气温，除藏东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

翼地区外，其他地区均低于 0℃，极端最低气温大部分低于 － 20℃，

海拔 4507 米的那曲还出现过 － 41. 2℃的低温。

由于高低悬殊，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很大。西部和北部地

区从 10 月到第二年 4 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 0℃。海拔低于 4000

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 0℃的也有 2 ～ 3 个月。极

端最低气温≤0℃的日数，在西部和北部地区高达 250 ～ 280 天以上，

雅鲁藏布江地区约在 100 ～ 200 天，东南部地区则在 100 天以下。

冬半年降水稀少，空气干燥。除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南部外，

11 ～ 4 月降水量小于 80 毫米，不到全年降水量的 12%，有的低于

5%。相对湿度也很低，大部分地区都在 30% ～40%之间，为全国较

小值地区之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南部雨雪较多，降水量可达 150

～ 300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20%以上。

受高空西风气流的影响，冬半年多大风。除东部横断山区之外，

大部分地区全年≥8 级的大风日数在 50 天以上，西部和北部地区可

高达 100 ～ 165 天，风日多集中在冬半年。高原上空气密度小，在风

速相同的条件下，风压较小，一般只有平原地区的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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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半年的主要气候特征

夏半年的主要气候特点是日照充足，气温凉爽宜人，降水集中，

多夜雨和冰雹。

青藏高原空气稀薄干洁，透明度好，太阳辐射和日照时数都比

同纬度地区大得多。如拉萨平均年日照时数为 3005. 3 小时，年太阳

总辐射高达 846 千焦耳，故有 “日光城”的美称。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高，夏半年又正值雨季，最暖月平均气温大

都在 18℃以下，所以气温不高，凉爽宜人。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下

的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河谷为 10℃ ～18℃ ; 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

的羌塘高原地区在 10℃以下; 而海拔低于 1000 米的喜马拉雅山南翼

的外缘低山地区，则全年平均气温≥10℃。

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半年，一般占全年的 80% ～ 90%。东南低地

一般从 3 月开始雨量增大，藏东和藏北部 5 月中、下旬雨季开始;

雅鲁藏布江流域则从 6 月上、中旬进入雨季; 日喀则西部地区于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才开始进入雨季; 阿里降水少，无明显雨季。

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迎风面降水

量多达 1000 毫米以上，其北麓和雅鲁藏布江之间的一狭长地带，年

降水量却少于 300 毫米，为 “雨影区”。

“高原夜雨”和多冰雹是青藏高原夏半年气候的又一特色。如位

于宽阔河谷的拉萨和日喀则，由于地形的影响，夜雨率高达 80%以

上，为高原的夜雨中心。青藏高原又是全国冰雹日数最多的地区，

如那曲年平均雹日 35. 9 天，多为小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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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藏高原上的山脉

青藏高原上的山脉众多，包括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

脉、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脉等等。

第一节 昆仑山脉

昆仑山脉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我国西部山系的主干。它西起

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向东伸入青海

省西部，直抵四川省西北部，长 2500 千米，为古老的褶皱山脉。山

脉西段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作西北—东南走向; 东北坡陡峭; 西南与

喀喇昆仑山脉相接。山脉的山体高大，有公格尔山 ( 7719 米) 、公

格尔九别峰 ( 7595 米) 、慕士塔格山 ( 7546 米) 、慕士山 ( 7282 米)

等高峰。冰川分布面积也较广。

昆仑山脉从东经 81°附近起为东段，转为东西方向，共分 3 支:

北支为祁曼塔格山，构成柴达木盆地的西南边缘; 中支为阿尔格山，

东延为布尔汗布达山、阿尼玛卿山; 南支为可可西里山，东延为巴

颜喀喇山 ( 巴颜喀喇山为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 。东昆仑山山势降低

到 5000 ～ 6000 米，仅少数高峰如木孜塔格峰 ( 7723 米 ) 超过

7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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