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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许去世许多名山大111 ，呵?在来过祁连山鸥?

您也许就住在祁连山下 呵您真丘了僻祁连山鸥?

祁连山位牙亚欧大陆腹地地处青黯、蒙新、黄土三大革原交汇地带 。 甘肃境内的

祁连山位吁祁连山脉北麓，南接青海省， :ft临河西走邸，东边jk登息，西至王n石油

坷，东西长 12∞公里，南北宽50-120公里，地跨天祝黯族自治县、肃南裕回族自治县、

古j良县、凉州区、 jk昌县、山乎?县、民乐县、甘州区，区支11土地面积 272.2万公顷，约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b

i闪q8盯7年 iωO月经甘窗省人民政府挝准，建主7省级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 Iq88年5 日，

经国各院批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公布有毒筹植物

1()4令种，公属 t问科3qq 属，其中桥东 48种，涯东 145种，草本 B51 种 。 合布有陆牺脊

椎动物 22q种，其中鸟类 i树种，兽类 47 种，雨牺爬行集 13种，国家户、二级保护动

物 51 种 。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林业阳地 60.67 万公吸 森林覆盖率 2 1.3% ，舌主东蓄积量 21协

芮主1)米，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物种资源库和遗传墓园库，是河西绿

洲的依托和扉障。 祁连山的森林生态系统，油擎着车富的水资源，境内有冰川 2B5q 象，

面积 Iq72.5平肯公里，储量BII 位主1)米，河川年径流量 72.6iz.主1)米，灌洒着河西走

廓 70 万公吸良田，养育着坷西地区物8 百人民 。

祁连山森林保护7水源，调蓄7河川的径;在，源源不断地为坷西走晦提候水资源，

维护着河西绿洲的生态平衡阳时遏制着沙漠的稚避和汗尘墨的影院，是河西走酶的重

要生态屠障。

祁连山山大地广，垠陡峰险;有苍郁的原始森林，有挂毯假的草丛擎东边是水

流满急的l峡谷边是刀肖11斧劈的峭壁;远眺是雪山千仰，近望是松彰似潮;飞鸟鹏

叫，直;中蓝天;野兽奔靡， i，以商号主主箭 。

产路走恙，景色百变，民先于E限，令您目不BFi裙，美不胜收 。

祁连山是「座t饵尊大而车富的矢然"植物囡"和..动物回

独特性队鼠它的辑钟刷11县且格的地颐地就、文物古迹不仅蕴箍着司车三宦的旅i游峙资i源原，还且有

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珩价值 。

祁连山确是「靡资源车富、油养水源、滋润生灵、平衡量三态的宝山!我们要像囊#

生命、爱护眼睛「样囊#祁连山!

祁连山这样情大牢宦 我们的什绍只能是挂「黯万!

祁连山这样绚丽多彩我们的画面只能是坪先梳彤!

您若想震多地7僻祁连山的奇特同貌和独有文化，还需去实地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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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自

然保护区 ， 保护对象为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祀连

山东源涵养林的直接经济烈益为 10 亿多元， zkj原涵养娘

益为 23 亿多元 ， 保土娘能为 9 亿多元 ， 每年防止洪水能

减少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祁连山森林镶嵌分布于广大草

原荒漠景观之申 ， 山地周围被干旱荒漠、半荒漠所包

围。河西走廊南部为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 ， 北部为戈壁

沙漠构成的荒漠生态系统，申间的内陆河沿岸分布青不连

续的绿洲笠态系统。三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相亘制约 ，

相亘影晌 ， 而祁连山森林是河西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

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河西地区军

降水量在60毫米 -100毫米之间，而蒸发量在2000毫米~

3000毫米左右 ， 自然降水满足不了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需要 ，正是育了祀连山水源涵养林不断调节河川径流、

保护冰川 1 ，才形成了众多的内陆河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资

源 ， 才育了河西走廊的万顷绿洲1 ， 养育了河西数百万人民，

孕育了河西合天的文明。

石羊河、黑河、疏勒;可这三大内陆;可每1:f:约 72 . 6 亿立

后米的出山水已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需要，保护和扩大祀连山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增加

71<源涵养能力是增加内陆河出山水量的重要手段 ， 同时为

保护区内生长繁衍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提供了更安全、更广

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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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于

1989 1:手 1 月成立 ， 全区青 22 个自然保护施，

1 个林政宿查大队，育自然保护区工何人员

1406 人。形成了以省林业厅为核l山 ， 祀连

山保护区管理局与河西三市林业主管部门双

重领导的管理体系。目前己建立甘雷两省

三县(君之室、天祝、乐部)护林联防委

员会 1 个 ， 地、市、县护林防火指挥部 9个 ，

县级联防委员会14个，保护阳、区乡联防委

员会 22个，乡级联防委员会 101 个，村级防

火小组 328 个，共设置护林防火姐、点 162

个和临时防火检查站23个 ， 形成了以炮、县

为主的省、炮、县、乡护林防火组织体系 ， 为

林区森林防火奠定了组织基础。现在保护区

共青20个林区派出所 ， 建立了一支由164名

森林干警组成的业务熟练、作风过硬的森林

公安队伍， f旱E着辖区森林资源的安全。

保护区管理机构采取组织专家、学者、

记者害察、采访 ， ED发宣传材料等形式，大

刀宣传保护祀连山东源涵养林和实施天然林

保护工程的重大意义 ， 不断提高河西各级党

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通过宣

传款育 ，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

和扩大森林资源是改善生态环境、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刀。各级领导对祀连山保护

区的建设问题更加关l山 ， 采取的插施更加青

刀。对推动保护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目前 ， 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从建区时的

15 .3% 上升到了 21.3%。

合离森林资峰、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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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兰州

原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王五〉视察马

踊保护区

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左

囚〉视察祁连山林区

原林川JL部副部长重智勇〈石二〉在祁连

山雪察

省林illL厅厅长马尚英(石二〉在保护区恼

查指导工作

1996 iI=省林山厅副厅民史不成(石

一〉陪同林illL部防火l力1公室副主任毕镇忠、

(石二〉在保护区调研无线电通讯情况

1989 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大会

E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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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保护B占领导共同商讨祁连山发展大计

管理局局长车克窃、书记杨全生在保护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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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保护区 2000~被整体纳λ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近 4 军来 ， 全区上下紧紧围绕这一国家

重点林业工程 ， 狠抓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制的落实。保护区管理局和 22 个自然保护览均成立了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管理局与保护站、保护脑与护林立自、护林立自与护林员层层签定管护责任书 ， 制

定了符合实际的责任书彗核评分办法 ， 做到了管护人员、管护面积、管护职责、奖惩 "四到缸" 和管

护位置图、管护责任落实表、管护职责上墙公示 ， 达到了天保工程顶目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工程规划管护面

积 47 . 14 万公顷 ， 实际落实管护面积 60 . 67 万公顷 ， 工程面积落实率达到了 128%。

保护区范围内停.Lt了一切形式的采伐，实现了森林资源消耗和木材产量为霉的目标，区内林副产面凭证

运输率达到 100%; 对旅游、开矿、办厂等生产经营情况建立了档案;为减少森林旅游对环境的平扰 ， 在旅游

景点建立了围护设施;对非法捕捉、猎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在林政执法过程申

做到了执法行为规范化 ， 执法程厚公开化 ， 法律文书标准化 ， 林政案件的发生率逐~下降。

2000年以来 ， 全区共新建和翻新保护站和护林站点 41 处 ， 面积 23051 平万米 ， 新建护林防火检查站 22

处 ， 面积 2000多平万米;新建护林防火器材库3处 ， 面积 500多平后米;新修、维修林区防火道路44公里 ，

架设通讯线路 21. 9 公里 ， 输电线路 5 . 5 公里 ， 以上顶目的完成大大改善了保护区基层站点的生产生活条件。

天保工程和祀连山林区国家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 ， 进一步加强了护林防火工悍 ， 建立健全了

护林防火网络体系 ， 极大地提高了全区森林火灾预测预报、扑救指挥、瞟望监测和防火阻隔能力。一个自

林业部门和地万政府结合的护林防火网络已经形成，取得了建国以来无森林火灾的好成绩。

保护区加强了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体系建设。建立国家级申J山测报点一个 ， 建设国家级标准!1ö 1 个。开

展了以申华勘鼠、云杉大小蠢、云杉D十锈病等森林病虫为主要测报对象的标准地调查和发生情况调查 ， 对云

杉嫩梢害虫、藩。十松球野等进行了系统测报和监测调查 ， 全区确定监测代表面积13万公顷 ， 监测覆盖率达到

77.91%。据统计 1997-2002

检疫率达90% 以上 ， 实现了

相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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