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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对于许多人而言， 甘南高原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地名。 但
不少人在不同场合看到或听到过黄河首曲、 阿尼玛卿山、 西
倾山、 洮河、 白龙江、 尕海、 桑科草原、 冶力关之名， 并知
道它们就位于甘南高原， 或至少与甘南高原有某种渊源时，
甘南高原就不再陌生， 甚至颇为亲切了。 人们对甘南高原

4．02万平方千米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 2007》，
甘肃统计年鉴用的数字是 4．5 万平方千米） 神秘土地和 69
万人民 （其中一半是藏族） 不免充满向往和关注。 这本书可
以帮助您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甘南高原。

一、甘南高原的地理位置

甘南高原是因地处甘肃南部而得名的。 1953年甘南藏
族自治区成立， 1955年改为自治州， 甘南高原之名从此广
为传播。 其所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0°46′—104°44′北纬 33°
06′—36°10′。 准确而全面的表述应该是， 甘南高原位于中国
西部、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黄河上游、 甘肃省南部。 这种表
述可从四个方面解读。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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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高原的自然条件与生态保护

（一） 位于中国西部甘南州首府合作市
西距同纬度中国和克什米尔地区边界约 2200km， 东距

黄海海岸 1530km， 位置明显偏东。 但中国历来以大兴安岭、
太行山、 武陵山一线或爱珲—腾冲一线作为东西部的分界
线。 西部大开发中， 又以西北五省、 自治区， 西南五省、 直
辖市、 自治区， 加上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西
部。 因此， 说甘南高原位于中国西部是适当的。

（二）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青藏高原是高亚洲的主体， 在世界和中国都无疑是一级

地理单元 。 青藏高原东西长逾 2300km， 南北最宽处达
1300km， 面积约为 250万 km2。 其边缘山系西北有昆仑山，
北有阿尔金山， 东北有祁连山， 东有岷山和横断山， 南有喜
马拉雅山。 甘南高原西北与祁连山隔黄河相望， 东南领有岷
山一部 ， 西南有阿尼玛卿山耸立 ， 全区平均海拔超过

3000m，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且是青藏高原的一个组成部
分。

（三） 位于黄河上游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境内巴颜喀拉山南麓之卡日曲， 经川、

甘、 宁、 蒙、 晋、 陕、 豫等省区后， 于山东省东营市注入渤
海。 干流长 5464km，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 中
游分界， 上游河段长 3472km。 黄河流出青海后， 在甘南高原
第一次进入甘肃， 流程为 433km， 并形成了著名的黄河首曲
即黄河第一弯。 甘南高原的其余地区除小部分属长江支流白
龙江流域外， 均为黄河上游支流大夏河、 洮河流域。

（四） 位于甘肃省南部
甘肃省域呈北西—南东方向延伸， 从西北至东南， 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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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650km， 而宽度一般只有 150~300km。 人们习惯上以黄
河第二次流入省境的 480km河段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为界分
为河西、 河东两部分。 河西为内陆流域， 河东则为黄河流域
与长江流域。 甘南高原与陇南山地同为甘肃省纬度最低的两
个地区。 因此， 我们以甘南高原位于甘肃省南部或甘肃河东
地区西南部界定甘南高原的地理位置 （图 1）。

甘南高原西以洮河、 大夏河与青海隆务河的分水岭为
界， 西南与青海省分别管辖阿尼玛卿东、 西段， 北与黄土高
原接壤， 东邻西秦岭， 南与四川若尔盖草原隔黄河相望。 甘
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合作、 夏河、 临潭、 卓尼、 舟曲、 迭部、
碌曲和玛曲等 8个县市。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07》 载， 甘南州面积为 40201km2， 人口约 69万人。
甘南高原绝大部分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 但高原与自治

州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 具体表现在： （1） 高原北部边缘
山脉达里加山、 太子山、 白石山、 莲花山北翼属临夏回族自

图 1 甘南高原的地理位置

青 藏 高
原

黄

河

甘

肃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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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高原的自然条件与生态保护

治州， 而高原则以山麓线与黄土高原分界； （2） 自治州管
辖洮河以东的藏巴哇、 洮砚和柏林三个乡， 而这三个乡属西
秦岭山地； （3） 岷县西部洮河、 迭藏河以西、 宕昌岷江以
北山地均系甘南高原组成部分， 并构成青藏高原东界之一
段， 而行政区划属定西市和陇南市； （4） 洮河源区与甘南
高原其余部分没有明显的地貌分界， 但归属青海省； （5） 玛
曲县所属黄河首曲地区与四川若尔盖高原连为一体， 但分属
两个省。

尽管如此， 甘南高原主体仍与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地大体
保持一致。 论述这个高原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生态保护问题，
应该对相邻地区有参考作用。

二、为什么关注甘南

甘南高原及其生态保护值得特别关注有许多原因， 例
如： 它是黄河上游乃至整个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最多的地
区， 因而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甘南高原的牧场
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 但近年来却面临着草原退化和沙化
的困扰； 甘南高原的山地发育了大片森林， 这些森林涵养水
源、 保持水土， 但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林地面积缩小， 活
立木蓄积量降低； 山水风光、 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别具一
格， 但旅游业发展不够迅速， 一些地方反而造成了旅游资源
的破坏； 矿产资源、 水能资源未能合理开发， 带来了环境污
染等。 归根结底， 所有这些都首先影响着生活在这个高原上
的 69万各族人民。 甘南高原生态保护问题的圆满解决， 将
首先惠及甘南人， 同时为全国人民带来利益。

4



（一） 黄河上游降水量最多的地区和重要水源补给区
黄河源地区年降水量不足 300mm， 至青海玛多也只有

314．3mm， 到达日却增至 544．6 mm， 达日以下进入包括四川
若尔盖和甘南高原玛曲在内的多雨区。

例如玛曲， 年平均降水量可达 596．4 mm。 甘南高原北部
基本上保持在 450～600mm之间， 但郎木寺却高达 773．8mm。
兰州约 327．7mm， 自此一路向北递降， 银川 202．8 mm， 磴口
148．6mm， 到托克托县河口镇， 亦不过 400mm。 这些数字告
诉我们， 甘南高原和四川若尔盖高原一起， 是黄河上游降水
量最多的地区。 实际上， 自河口镇以下至黄河入海口的黄河
中下游， 大多数地区年降水量均在 460～650mm间， 临近入
海口的济南， 亦只有 685mm。 因此甚至可以说， 甘南高原
和四川若尔盖高原是整个黄河流域降水量最丰富的地区。

另一方面， 黄河干流进入甘南高原时， 年径流量仅为

130．4×108m3， 而甘南高原除为黄河干流提供了 25×108m3自
产水资源， 还向洮河和大夏河分别提供了 36．1×108m3和 4.5×
108m3自产水资源。 这总计 65．6×108m3的水量占黄河平均年
径流量 580×108m3的 11．3％， 而甘南高原黄河流域的面积仅
为整个黄河流域面积的 4％。

气候学家认为， 甘南高原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一个气候变
化敏感区。 如果甘南高原降水量和自产水资源减少， 将不仅
影响甘南高原本身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生活， 还必将波及黄河
中下游地区。

（二） 亚洲最好的牧场面临着草地退化、沙化和次生
盐渍化

甘南高原共有草地 272．26×104hm2， 在全省仅低于河西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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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高原的自然条件与生态保护

地区。 其中除属长江流域的迭部 （14．84l×104hm2）、 舟曲
（5．92×104hm2） 两县外， 其余六县市草原面积超过 250×
104hm2， 约占其土地面积的 78％。 甘南高原的牧草地以高寒
草甸和高寒灌丛草甸占绝对优势， 1980年代初平均鲜草产
量可达 5600 kg/hm2， 有的甚至达 6300～7200 kg/hm2， 因此
被誉为亚洲最好的牧场。 在青藏高原上， 甘南则因海拔相对
较低， 气温较高而降水也较丰富， 产草量也比三江源区、 可
可西里、 藏北高原等地高得多。

然而甘南高原草地近 20余年来已有 90％发生退化， 表
现为草被盖度平均降低 15～20个百分点， 优良牧草密度下
降， 植物高度降低 40～50cm， 毒杂草增加鲜草产量在原有基
础上降低 1/4以上， 草地因出现黑土滩而秃斑化。 草地沙化
主要发生在玛曲境内黄河阶地上。 据测量， 沙化土地已广至

5．3×104hm2， 受沙化影响的草地则达 20×104hm2。 甘肃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分别于 1994、 1999和 2004年进行的三次荒漠化
和沙化调查证实， 本不应出现流动沙地的甘南高原玛曲已成
为我国沙化土地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36个大型沙化
点已形成 220km长的流动沙地， 并以每年 3．9％的速度扩展。
次生盐渍化主要发现于夏河和碌曲， 目前面积虽仅 6000
hm2， 但发展趋势日益严重。

而伴随着草地的退化和沙化， 鼠虫害也日益猖獗， 单位
面积草地产草量下降， 载畜力降低。 与植被覆盖度减小的同
时， 生物多样性明显受到威胁，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河流含
沙量剧增， 水资源逐渐减少， 沼泽湿地面积也大为缩减， 土
地利用结构图 （图 2） 充分显示了牧草地对甘南高原人民生
活的重要性， 而草地三化意味着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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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森林生态系统亟须保护
甘肃是一个少林省份， 而甘南高原却是森林资源丰富的

地区。 甘南州森林面积之广， 在省内仅次于陇南市而居于第
二位。 据 《甘肃省土地资源》 记载， 甘南林业用地面积为

94．30×104hm2， 其中有林地面积 56．58×104hm2， 占全省有林
地的 20．55％； 灌木林面积 30．29×104hm2， 占全省灌木林的

21．74％； 疏林地 5．065×104hm2， 占全省疏林地的 16．04％； 未
成林造林地 1．717×104hm2， 占全省未成林造林地的 7．25％。
全省以有林地面积计算的森林覆盖率为 6．04％， 以有林地加
灌木林计算的森林覆盖率为 9．1％， 而甘南分别为 14．77％和
22．67％， 可见甘南森林的地位之重要。

甘南的森林迹地面积为 2247．27hm2， 占全省森林迹地的

39.78％ （《甘肃省土地资源》 2000）。 这个数字表明， 甘南的
森林曾经遭受严重破坏， 加上多年来的毁林开荒， 林地变成
耕地而未计入迹地面积的土地， 甘南高原森林面积的缩减显

图 2 甘南高原土地利用面积结构图表（《据甘肃土地资源》2007）

交通用地
居民地工矿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园地

耕地

牧草地

林地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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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高原的自然条件与生态保护

然较现存的迹地面积大得多。 森林面积的减少及森林生态环
境的恶化， 致使林分结构变差， 活立木蓄积量下降， 水源涵
养和水土保持功能弱化， 林内珍稀动物如阿夏沟、 多儿沟的
大熊猫栖居环境变坏。 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同草地生态系统
的保护一样，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四） 生物多样性因植被退化而受到威胁
甘南高原是许多植物区系的交汇区， 既有中国—喜马拉

雅区系成分， 也有青藏高原成分、 横断山成分， 东部山地还
有中国—日本成分、 华北成分、 华中成分。 不仅种数较多，
尤其是种饱和度也较大。 但因植被退化， 生物多样性正面临
威胁， 一些物种已经或正在走向灭绝。

2002年 9月， 国务院以 ［2002］ 119号文件的方式发布
了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 这个文件指出：
“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 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团结， 保护边
疆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 维护生态安全， 加快牧区经济发

表 1 甘南高原的森林公园

名 称 属 地 面积（km2） 级别

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 卓尼、临潭 794 国家级

则岔森林公园 碌曲 213.26 省级

合作森林公园 合作 5.93 省级

沙滩国家森林公园 舟曲 174.15 国家级

大侠沟国家森林公园 舟曲 40.7 国家级

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 临潭、康乐 125.86 国家级

大塔国家森林公园 卓尼 276.25 国家级

腊子口国家森林公园 迭部 278.97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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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提高广大牧民生活水平， 都具有重要意义。” 几乎与此
同时， 甘肃省提出了甘南生态经济示范区课题， 并在此后的
一年半时间内开展并完成了甘南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区、 草
原保护与舍饲圈养、 牧民定居和生态移民、 产业结构及产业
发展方向、 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2006年 6月， 甘肃省制定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
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其中， 生态保护工程包括草原、 森林、
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恢复与治理工程除包括草原、
森林和湿地植被的恢复外， 还包括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农牧
民生活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涵盖牧民定居、 生态移民、 小城镇
建设、 人畜饮水、 能源 建设、 暖棚养殖、 人工种草、 畜种
改良与良种繁育等八个方面。 高效生态畜产品加工业、 旅游
业则作为生态经济示范工程提出。 这个规划已获国家拨付巨
资支持， 并于 2008年正式启动。

表 2 甘南高原的自然保护区

属地 面积（km2） 保护对象 级别

卓尼 4700.17 野生动物 省级

卓尼、康乐 116.91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卓尼 28.87 紫果云杉 省级

碌曲 2474.31 野生动物 国家级

玛曲 274.16 土著鱼类 省级

玛曲 375 珍稀鱼类及其生境 省级

迭部 552.75 大熊猫及其生境 省级

迭部 1355.36 野生动物 省级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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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高原的自然条件与生态保护

这一规划的实施， 不仅将促进甘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
将促进甘南高原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 要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必须有对自然条件的全面、 系统、 综
合的认识， 这是一个前提。 本书就是在这个方面的一次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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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质基础

一、两大褶皱系交汇之地

作为地理名称的秦岭山地， 并不包含洮河—迭藏河—宕
昌岷江以西的甘南高原北部山地， 但作为大地构造单元的秦
岭褶皱系， 却延伸到青海以西， 从而囊括甘南高原北部诸
山， 而西倾山、 郭尔莽梁、 岷山主脉及以南地区， 在中国大
地构造分区中， 则属松潘—甘孜褶皱系 （图 1-1）。

在甘肃境内， 秦岭褶皱系北以青海南山深断裂和天水—
宝鸡深断裂与祁连山褶皱系为界， 南以玛沁—略阳深断裂与
松潘—甘孜褶皱系为界。 具体说， 即占据甘南高原北半部。
地质学家公认， 秦岭褶皱系是一个典型的多旋迥褶皱系， 兼
具加里东褶皱、 华力西褶皱和印支褶皱， 但甘南高原北部均
为印支褶皱， 即南秦岭印支冒地槽褶皱带。 震旦纪和奥陶纪
尚为地台， 加里东运动具优地槽特点， 志留纪才开始地槽型

第一章 地质基础与地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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