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日关，是丝绸之路上一座文化地理坐标。

F日关，是丝绸之路上一所活着的生态博物馆。

今天，我们保护阳关的生态，

保护的不仅是阳关的生态环境，

还有阳关的文化。

生态、文化，人类的生命，

应当在我们的时代，

迸发出不灭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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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对策分析

代雪玲董治宝谢建平

(J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兰州

甘肃 7300C 口 ;2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敦煌甘肃 736200)

[摘要]地处西部荒漠和戈壁中的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

的候鸟迁徙驿站和栖息地，是一个天然的动植物博物馆和基因库。保护区特

殊的地理环境下的多样的生物对我国西部极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科

学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然而，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受到

了如栖息地逐渐缩小和破碎、掠夺式过度利用等人为因素及自然因素的威胁

和限制。本文分析了该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以期对今后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一

定的作用。

[关键词]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生态安全及粮食安全的保障。

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平衡、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闷。国内外实践证明，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拯救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有效措施[呐。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河西走廊西端的荒漠、戈壁中，作为重

要的候鸟栖息地和迁徙驿站，可为我国西部极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

和保护提供条件。保护区作为敦煌城区重要的天然绿色屏障，对阻挡风沙东侵、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民及保护对策分析 I 00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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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ì!t7}c源涵养、调节区域小气候以及维持着本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持久稳定以

及对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考察分

析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现状，分析目前生物多样性所受的威胁及保护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对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概况

保护区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南湖乡境内，保护区中心距离敦煌市区

70 公里;东邻党河水库，西隔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见一望无际的

库姆塔格沙漠，商接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北为大面积戈壁荒漠，地理坐标

为东经 93053'~94017' ，北纬 39039' ~40005'之间，总面积 8.8178 万公顷[匀。

保护区内分布着大小泉眼近 200 个，由西向东汇集形成西土沟、渥洼池、山

水沟三大主要水系。保护区由低山地貌、山前倾斜平原过渡区、堆积区和沙漠戈

壁 4 种地貌构成，土壤主要为风沙土、草甸土、沼泽土等。整个地势由南向北倾

斜，区内最高点海拔高度为 1923 米，最低点海拔高度为 1115 米，相对高差约

808 米l习。保护区深居内陆干旱荒漠区，冬季严寒，春季多风，夏季酷热，秋季凉

爽。全年平均气温为 9.9'\:: ，全年日照时数为 3247 小时，年日照百分率达 73c;毛，

昼夜温差大，且风大沙多，全年平均风速 2.2 米/秒，具明显的沙漠气候特证。全

年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39.9 毫米，但是蒸发强烈，年平均蒸发量为

2465 毫米，是年降水量的 60 倍，属极端干旱区[匀。

保护区地处西北干旱荒漠区，气候极端干旱，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由于保护

区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特殊，地形地貌复杂，自然环境类型多样。因此，区内

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有许多的保护种和特有种。

2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分布

2.1 植被类型多样性

根据《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掌握的保护区的实

际情况，并参照《中国植被》的分类方法[明，划分植被类型时以群落的现状特征

为依据，将保护区的植被类型大致分为 5 个植被型组:沼泽和水生、灌丛、阔叶

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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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甸和荒漠;包括 5 个植被型沼泽、温带灌丛、温带阔叶林、盐化革甸和温

带荒漠 ;8 个植被亚型:草本沼泽、盐地沙生灌丛、温带荒漠落叶阔叶林、禾草盐

化革甸、杂类草盐化革甸、小乔木荒漠、灌木荒漠和小半灌木荒漠;常见植被群

系有 20 个:芦苇沼泽群系、狭叶香蒲沼泽群系、狭叶香蒲 芦苇沼泽群系、水葱

沼泽群系、苔草灯心草群系、小眼子菜群系、多校轻柳群系、胡杨群系、芦苇群

系、花花柴群系、胀果甘草群系、梭梭群系、膜果麻黄群系、泡泡刺群系、裸果

木群系、沙拐枣群系、盐穗木群系、尖叶盐爪爪群系、木本猪毛菜群系、骆驼刺

群系 [8 叫0

2.2物种多样性

2.2.1 植物资源多样性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是生态系统中最敏感、最脆弱的类群，也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飞保护区地处暖温带荒漠植被气候带，其天然植被

以旱生和超旱生灌木、半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据野外调查及有关资料初步统

计，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141 种， 5 变种(或亚种)，分属于

34 科， 99 属。其中裸子植物 2 种，即膜果麻黄(Ephedrα przewalskii St叮矿)和中

麻黄(Ephedrα intermedia Schrenk et C. A. Mey.) ，分属于 1 科 l 属;被子植物 33

科 98 属 139 种，其中单子叶植物 7 科 22 属 30 种，双子叶植物 26 科 76 属 109

种，双子叶植物占绝对优势。

种子植物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有 4 种，裸果木(Gymrwc叩οS

Przawαlskii M，削U凡)、胡杨 (Populus e叩hraticα Oliv.)、梭梭 (Hαdo呵lon

αmrrwdendron)、膜果麻黄，占植物总数 2.8%。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裸果

木是中亚古老残遗种，有重要的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其他类群如芦苇

(Phrα{!，rm削 αustra1is (C即 ) Tr川、 ex S化叫)、胡杨、骆驼刺(Alhα'I!' sp臼 sifolia (丘

Keller et Sh叩 ) Sh叩)、碱蓬(Herbα Suαedae Glaucαe 5ωdα glauca Bge.)、轻柳

(Tamarix chinensis)等荒漠或盐生植物，这些都是珍贵的防风固沙、环境监测和

重要基因资源。另外，保护区内牧草资源较为丰富，有 25 种之多，其中披碱草

(Elymusdal川cusTurc川、羽毛三芒草 (Aristidα pennalα Tri川、眼于菜

(Potαmoge阳nd川nctus A.Bennett)等优质牧草是野生动物的重要饲料。同时，区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民及保护对策分析 I 00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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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约有 21 种，如麻黄、锁阳(50时αriaCynomoriumHerb)和罗

布麻(Apocynum veTlR tum L.)等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尤其是锁阳在国内外享有

一定声誉。

2.2.2 动物资源多样性

哺乳类有 35 种，属 7 目 12 科[口]。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双峰驼(CωTlR lus

b町的削旧)，二级保护的有:给狰tl (Felis lynx / Lynx 1严川、兔狲(Felis manul) 、鹅

喉好(Goitred G皿elk)等 3 种。列入 IUCN保护名录的有岩羊(Pseudois n町山川、

盘羊COvis am17W川、黄羊(丹οC叩rα ♂LttUroSα)、鹅喉拎、双峰驼、给剂、五趾心颅

跳鼠(Cαrdiocrani山 P町αdo元旧如阳刚川、三趾心颅跳鼠 (50叫pingotus kοzlov i) 、长

耳跳鼠 (euchoreutes naso)、巨泡五趾跳鼠 (Allαctαgα bullαω G.Allen)、虎且由

(Vormela peregusna)等 11 种，列入《濒危野生动物园际贸易公约》的有盘羊、狼

(Canis lupus lan耶川、给猢等;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盘羊、黄羊、鹅

喉黔、双峰驼j良、虎舶等，其中多数为"濒危"等级。

鸟类有盯种，属 13 目 30 科[13， 1句。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黑鹤(ciconiα mgrα)

和白鹤 (ciconiα ciconia)2 种，二级保护的有白琵莺(J血taleα leucοrodiα)、大天鹅

(cygnus cy，伊"')、莺 (milv山 kοrschun)、草原雕(叫旧la nip a1ensis)、猎主在

(5akerFalcon)、燕聋 (F，αlco subbuteo)、红聋 (Falco tinnunculus)、纵纹腹小鸦

(Athe TlR noetua)和菜羽鹤(GRUIFORME5)等 9 种。列入 IUCN 保护名录的有白

鹤、美羽鹤 2 种;列入《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有黑鹤、白琵莺、猎晕、燕

主在、红主在、莺、纵纹腹小鸦、美羽鹤 8 种，如j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黑鹤、

大天鹅、白琵莺 3 种。

爬行类有 14 种，属 2 目 6 科[町。其中断赐类 10 种，蛇类 4 种。常见的种类

有长裸趾虎 (Cyrtο6αctyl旧 elong，αtus )、叶城沙断 (Phrynocepho 山川 α:ns

Blanford)、变色沙断 (Phrynoc叩hal旧时rsicolor strauεl川、密点麻断(Eremiαs

multw阻:ellαω Guenther)、沙跻(Eryx miliαris Pall皿)及白条锦蛇 (el叩hα dione

p a11αs)等。

两栖类有 2 种，属 l 目 2 科[町。花背瞻除 (Bufo raddei Strauchi)和中国林

蛙 (Rana chensinensis David)均为我国特有种，其中林蛙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

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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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书》。

鱼类有 7 种，属 l 目 2 科，且多数为我国西北地区特有种。分别有重穗唇高

原锹 ( TriplopphysαP叩illoso -lahiatus Kessler)、酒泉高原锹 (Triplopphysα

hsutschο时旧is Re ru1ahl)及麦穗鱼(Psew1orrubοra parvα bleeker)等。其中酒泉高

原锹( Triplopphysαl削归CI山川川 Reru1α，hl)为甘肃新纪录 l 种。

2.2.3 其他的生物资源

根据采集到的标本，昆虫种类近 40 种，以鳞翅目和直翅目的种类最多。直

翅目的类群最丰富:短翅煌科(Oedipodidae )、网翅蛙科(A rcypteridαe)、斑腿蛙科

(CatanωIpi血川、摘蛙科(Pamph咱6 时)等。革自翅目包括 2 科:叶甲科(Chrysom

elidae)和拟步甲科(teneb臼wm血);膜翅目在保护区内采到有 3 种，分别属于

本姬蜂科Uchneumonoidae )、蜜蜂科(Apidae )和熊蜂科(bοη，bidae ) 。

3 生物多样性所受威胁及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保护区面临的威胁

3.1.1栖息地的缩小和破碎

同其他地方的保护区一样[呵.，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也面临到不同程度的威

胁。经调查分析显示，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毁林造田和过度砍伐逐渐扩大耕地面

积。农业引水灌溉激增，过度开采地下水，党河上游地区建坝蓄水等因素不仅毁

掉了大面积的林地和优良牧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收

缩，并把它们分割得支离破碎，严重地威胁着物种的生存及基因的交流，影响生

物多样性发展。

3. 1.2 掠夺式的过度利用

无节制地、掠夺式地放牧、挖药、采薪等人为活动，不但干扰野生物种的自

然繁育，而且对保护区自然生态系统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构成极大的威胁。另外，

缓冲区、核心区内存在破坏性的采挖甘草和肉放蓉等药用植物资源，严重破坏

了天然草地和其他植物的生存条件，也是造成某些物种减少的直接原因。

3.1.3偷猎、盗伐

滥捕乱猎是造成物种受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偷猎野生动物和盗伐珍贵树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民及保护对策分析 I 007 I 



守护阳关 f'关科研与保护

种，严重地干扰了自然保护区的工作。过量地采挖甘草、锁阳、麻黄等珍贵野生

经济植物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原因之一。

3. 1.4 自然灾害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及农业活动中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畜殖业的粪便

和水产养殖饲料等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1飞导致敦煌绿洲地下水溢出量逐

年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同时干旱、沙尘暴、水灾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病

虫害和鼠兔严重泛滥，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3.2 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

3.2.1 资源本底信息相对不足

尽管保护区的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植物、动物(哺乳类、鸟类、昆虫)资源

等已经形成了《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基本查清了保护区

及周边活动的动物资源、植被及植物资源种类和生物学特性，但是仍需要继续

研究那些重要动植物物种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要重视本底资料的调查与积

累。保护区所从事的许多管理活动同保护目标联系不紧密。缺少明确管理计划，

极大地限制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管理。

3.2.2 基础监视体系和科研水平落后

由于保护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比较缺乏相关的人

才，也制约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尽管保护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资源本底综合

调查，也获得了一些资料，但是由于科研经费的限制、科研设备缺乏，基本的生

态环境监测能力还是很弱，缺乏自然环境(土壤、水量和水土流失等)和生物种

群的动态变化监视，也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受到较为一定程度的限制。

3.2.3 缺乏社区共管机制

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是近十年从国外引进的新管理理念。目前全国范围

内如云南、陕西、四川、湖南、海南、湖北、贵州等地的保护区已经在国际学者和

机构的帮助下开展了社区共管项目，并建立起社区共管机制，与当地社区共同

制定保护区的资源管理计划[18 坷。从目前国内外各种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项目

的成效来看，社区管理方式适合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全面带动当地居民

的参与积极性，在提高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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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阳]。解决好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协调共存，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

可持续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阳]。敦煌阳关保护区及周边社

区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加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众教育和宣传力度

不够，人们普遍缺乏对资源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的认识，致使生物多样性受

到威胁。

4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4.1 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应当考虑到保护区的基本情况，应当规划出不同阶段

的目标。建立以保护候鸟为主的珍稀濒危野生动

证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发展。以保护荒漠中特殊成因的内陆河流生态系统为重

点，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维护保护区湿地与荒漠复合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维护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和自然生态系统以平衡保护

物种多样性。开展候鸟的种群数量、动态分布及生活习性研究，同时开展珍稀

动、植物种群与环境形成的特殊成因的生态系统研究，建立社区发展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协调发展机制。同时，探索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的最佳途

径，以保护求发展，以发展促保护，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4.2严厉执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法规并补充相宜政策

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完善，如《野生动物保护法H野生植物保护

条例汉生物多样性公约}{自然保护区条例》及《环境保护法》等，其中每部法律

都有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的规定。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制体系，对

于国家、省、州所颁布的立法和条例须严格执行，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保

证问。因此，保护区工作不要深入贯彻执行一系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

律和法规，而且要积极利用当地的乡规民约和推动保护区规定的建设来进一步

加强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4.3开展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和监视l 网络及研究

科学的研究和管理对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尤为重要回坷。保护区应充

分利用其自身优势，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制定科学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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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和管护方案，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工作。依靠科学技

术，建立动植物和湿地资源研究和监测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监测，尤其

应开展以生物多样性为中心的科研项目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群落生态、遗传多

样性与结构等研究。如:建立阳关鸟类观坝站暨鸟类环志始，跟踪观测候鸟以及

珍稀濒危鸟类的种群数量、分布、受威胁状况;开展岩羊、盘羊、黄羊、鹅喉苦争等

动物的种群生态学研究，对其种群数量、结构、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规律进行长

期监测观察;开展以胡杨、梭梭、裸果木、膜果麻黄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为主的

种质资源研究，并划定监测样地和建立资料数据库，具有经济价值的罗布麻、支

亥革、香蒲、梭梭、骆驼刺、麻黄、多枝轻柳等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等，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与监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殖研究。

在原有各项野外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持续开展保护区内生态系统调查和分

析，包括其结构、功能稳定性、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并通过湿地项目、生物多样

性项目和国内外组织的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展专题研

究，为进一步更好地保护和拯救珍稀濒危物种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4.4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保护区内部及周边存在成型社区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回]。有调查显

示[坷，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而针对管理行为和管理成效

建立良好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并将监视l结果运用到保护区管理中，充分保护保

护区内的关键生态系统、物种和栖息地，对于提高社区管理效果、协调保护区与

社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包括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生

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使得区域之间建立小的互补机制，

对保护小生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具有重要作用。

4.5 开发生态旅游，鼓励和扶持社区群众参与旅游接待

生态旅游业的开发利用具有环境破坏小、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对于生物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四坷。自然保护区应充分发挥在社区经济发

展中的促进作用，利用其自身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利用，特别是通过吸引社区居

民参与资源管护工作、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发展生态型产业、引导居民改变传统

的生产方式以减少对资源的依赖，使保护区资源保护与社区居民利益发展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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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成利益共同体问。这样既能提高保护区自身的生存能力，又能带动周边地

区的经济发展，让社区群众通过参与发展旅游得到实惠，使社区群众成为保护

区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促进自然保护区全面发展，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

另外，通过成立社区共管委员会，贯彻落实联保公约，制定乡规民约，建设

社区示范村和进一步扶持社区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探索保

护区与社区共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统一。

5 小结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处极端干旱的荒漠东缘的一块绿洲，而且E水

草丰茂的越冬地还极为遥远，故保护区对候鸟的迁徙将是重要中途栖息地，其

生境状况，对候鸟的安全迁徙及其繁衍，无疑将具深远的影响。保护当地的动植

物群，以较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迁飞的候鸟群，既是建立保护区的重要目的，亦

将是提振保护区旅游价值的重用途径。水源、植被相互依存，保护一定空间的水

源地和一定范围的自然植被，应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进一步制定可执行的保护

对策 ，应明确开发与保护的范围及相应措施，早作安排，才能有望落实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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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阳关湿地的特点及可持续利用的分析

代雪玲商菊明赵反伟杨瑾式

刘兴文吴翠霞董治宝谢建平

(1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敦煌甘

肃 736200;2 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

室，兰州 730000)

[摘要]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

存环境之一。敦煌阳关湿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其明显的特点。人为

活动对该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及不合理利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湿

地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等的严重威胁。这也对该湿地功能的

发挥和可持续利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本文以敦煌阳关湿地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阳关自然保护区内湿地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规划湿地、

开展湿地资源监测、湿地保护与生态旅游开发的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措施。本

文对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湿地保护;可持续利用;敦煌阳关

湿地被认为是地球上生物固碳能力最强、生态价值和保护意义最高的特殊

环境[1-3J。因此，湿地环境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了广泛关注。经过一百多年

年的实践证明，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维护生态环境的

最好方法[句。然而，对于不同的湿地环境内所建立的保护区应该建立适合当地环

境的保护对策和体系，以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和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敦煌阳关湿地为我国特有的典型气候和地质条件的生态保护区域。从生态

安全和我国西北干旱沙漠生态环境研究角度考虑，阳关湿地都具有重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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