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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 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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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 世纪末，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不断加剧，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经过多年的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和国家有关生态建设项目实施，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了一定遏制。基于对当前长江

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调查，介绍了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长

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对策，以为长江源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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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被誉为“中华水

塔”、“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是我国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着长江乃至全国水

安全命脉。自 20 世纪末，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口增

加和人类生产建设活动的加剧，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不断加剧，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为了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和三江源重要指示精神，2016 年

8 月，长江委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青海省玉树州玉树

市、称多县、治多县，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长江源区水土

保持调研，在初步摸清长江源区水土流失变化趋势和

水土保持工作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提出了加强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维护长

江源区生态安全的对策，以为推进长江源区生态保护

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1 长江源区概况

此次长江源区调研范围为巴塘河口以上地区，涉

及青海省玉树州的玉树、称多、杂多、曲麻莱、治多，海

西州的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等 6 县( 市) ，面积 14． 02
万 km2［1］。

长江源区以高山地貌为主，平均海拔 4 000 m 以

上，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冷热两季交替，干湿

两季分明，年均气温 － 5． 3℃ ～ 3． 3℃，年均降水量 284

～511 mm，植物生长期短。区内河流密布，湖泊、沼泽

众多，雪山、冰川广布，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37． 7 亿

m3，天然水质Ⅰ ～Ⅱ类。土壤以高山草甸土为主，沼

泽化草甸土也较普遍，冻土层极为发育。长江源区具

有独特而典型的高寒生态系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
积最大、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

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最显著的地区。
区内耕 地 园 地 面 积 4 879 hm2，占 土 地 总 面 积

0． 03% ; 林 地 面 积 27． 02 万 hm2，占 土 地 总 面 积

1． 93% ; 草 地 面 积 1 039． 84 万 hm2，占 土 地 总 面 积

74． 17%。草地主要为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2013 年

长江源区常住人口 18． 98 万人，其中农牧民 14． 345 万

人，城镇人口约 4． 64 万人，城镇化率 24． 45%，主要分

布在通天河流域中下游，青藏公路以西基本为无人区，

民族以藏族为主。2013 年地区生产总值 23． 66 亿元，

以牧业为主，人均 GDP 为 12 463 元。玉树县、杂多县、
治多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称多县、曲麻莱县为省级贫困

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据 2011 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区内水土流

失总面积 62 397 km2，占土地面积的 44． 51%。其中水

蚀 2 436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1． 74%，主要分布在东

南部海拔 4 000 m 以下山地河谷地带; 风蚀 20 209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14． 42%，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

北部高寒草甸草场和高寒草原草场; 冻融侵蚀 39 752

Dell
高亮



第 3 期 胡玉法，等: 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 问题及对策

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28． 36%，主要分布在海拔 4 500
m 以上高原高寒地区。

2 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现状

2． 1 水利部门实施的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程

进入 21 世纪后，长江源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

程、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项目

相继在长江源区实施。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长

江源区 6 县( 市) 均成立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开

展了水土保持宣传，出台了地方水土保持配套法规和

制度，开展了生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调查和水土

保持监督检查，建立了玉树巴塘、称多清水河、曲麻莱

和格尔木沱沱河 4 处退牧还草恢复植被试验示范区，

实施了称多县孔雀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完成了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 58． 5 km2，生态修复面积 17 182． 5
km2，其中网围栏封禁 352 km2，封 禁 管 护 16 830． 5
km2，完成总投资 3 605 万元［2］。

2． 2 相关部门实施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国家高度重视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实施了以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为龙头的生态

保护项目，大大加快了长江源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步伐。

2． 2． 1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建设工程

2005 年国务院批准《青海三江源区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工程范围涉及玉树、果洛、
海南、黄南 4 个藏族自治州的 16 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

古拉山乡，总面积 15． 2 万 km2。工程建设任务包括生

态保护和建设项目、群众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监测和科技支撑项目三大类 22 项，工程总投资 75 亿

元［3］。一期工程实施范围涉及长江源区面积 9． 4 万

km2，完成退耕还林( 草) 0． 37 万 hm2，退牧还草 485 万

hm2，生态恶化土地治理( 封山育林、沙漠化治理、黑土

滩治理、湿地封育) 49． 68 万 hm2，生态移民 5 029 户

27 498人，建设养畜户 15 087 户 82 498 人，安装太阳

能电池及生活用能设施 15 087 户，完成总投资 25． 61
亿元。2013 年底，《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

工程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二期工程范围从 15． 2 万

km2 扩大至 39． 5 万 km2，建设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建设

工程、支撑配套工程，是对一期工程建设成果的巩固、
拓展和提升［4］。目前，二期工程正在实施中。

2． 2． 2 玉树地震灾后生态建设重建工程

在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中，依据《玉树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了生态修复工程 33 项，投资

1． 75 亿元。林业、水利部门联合在玉树市城区的河滩

地、沟道和山坡植树造林超过 1 300 hm2，并对城区及

周边山坡林草植被全部实施了围栏封禁，加快了城区

及周边自然植被恢复和重建，改善了城区自然景观和

城市环境。国土部门还对城区周边 18 条有滑坡、泥石

流潜在危害的沟道和 4 段不稳定边坡进行了治理，修

建了混凝土拦沙坝、挡墙护坡等工程，提高了城区防御

滑坡、泥石流自然灾害的标准。

2． 3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

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长江源区水土保

持的组织领导体系、配套法规制度建设、监督管理、重
点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监测等从无到有、不断完善，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为今后长江源区水土保持

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调研组在玉树市、称多县、治多县调研发现，城镇

周边和干线公路两侧实施了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程和

生态保护工程的重点区域，通过人工草地建设、封禁轮

牧、退牧还草等措施，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有所减轻，草

地覆盖度增加，草地水土保持功能得到了巩固，水土流

失恶化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生态环境总体呈现好转

趋势。
据长江源区生态修复工程监测资料，经过 3 ～ 5 a

封禁，草地覆盖度由 20% ～ 30% 提高到 50% ～ 60%，

单位面积产草量及可食性分别增加 30%和 15%，土壤

涵养水源能力提高，水土流失明显减轻。《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生态成效评估》结论表明，一

期工程实施 8 a 以来，三江源区宏观生态状况趋好。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和有关国家生态保护和建

设工程实施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保

护草场的积极性逐渐增强。据统计，长江源区共实施

了生态移民 5 029 户 27 498 人，退牧还草 58 182 户

485 万 hm2，建设牧民定居点住房 39． 30 万 m2，建设养

畜户 15 087 户 82 498 人，还安装了太阳能电池及生活

用能装置，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长江源区大部

分牧民开始定居，夏季在高山牧场放牧，其他时间都在

定居点生活。定居点的住房、公路、供电、供水、通讯、
医疗等基础设施较为齐全，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

提高。据典型农户调查，玉树州的天然草场已全部承

包到农户，牧民将承包的天然草场实行了网围栏封禁

轮牧，养殖牲畜的数量比过去减少了 20% 左右，国家

退牧还草补偿标准为每年 150 ～ 300 元 /hm2，每户每年

能够得到 3 000 元左右国家补偿，牧业收入没有下降，

这些都得益于国家退牧还草补偿惠民政策。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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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全国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成果对比，长江源区水土

流失面积增加了 16 068 km2，增幅 34． 68%，其中水蚀

增加 512 km2，增幅 26． 61% ; 风蚀增加 14 992 km2，增

幅 287． 37% ; 冻融侵蚀增加 564 km2，增幅 1． 44%。结

果表明，长江源区水土流失加剧趋势尚未得到遏制，一

方面人为活动造成了水蚀、风蚀面积仍然在扩大，另一

方面有关生态建设工程虽然减轻了原有水土流失强

度，但要达到无明显流失强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

过程，水土流失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任务。
( 1)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矛

盾仍然突出。长期超载放牧和滥挖药材是导致生态系

统退化的主要因素，其根源是群众生活贫困、劳动技能

匮乏和传统观念影响。① 生态保护与群众经济收入

增长缓慢的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长江源区 6 个县

( 市) 中有 3 个国家贫困县和 2 个省级贫困县，放牧和

采挖药材是当地群众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群众既希望

通过禁牧轮牧来保护草地，又不想禁牧轮牧减少牧业

收入水平，对禁牧轮牧积极性不高。② 生态保护与传

统生产生活方式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群众文盲半

文盲约占总人数一半，文化素质整体过低，缺乏劳动技

能，向其他产业转移困难，长期传统粗放生产生活方式

使天然草场不断退化，形成了“超载放牧 － 草场退化

－ 群众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③ 生产建设活动造成

的人为水土流失仍然存在。在生态脆弱区的一些低等

级公路和移民定居点等建设项目中，没有及时采取草

皮移植和弃土弃渣防护等水土保持防护措施，造成人

为水土流失现象时有发生。④ 生态文明意识尚未深

入牧区群众心中。藏族群众传统观念以及精神信仰一

直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认为自然界的山川、
河流、湖泊都是有神灵的，神灵是自然环境的灵魂和生

命。没有神灵的许可不能去干扰自然界的山川、河流、
湖泊，没有被人为干预和挖掘的草地是充满活力的

“活地”，被铲除草皮或采挖的土地因失去活力而成为

“死地”，也不会主动防治草地鼠害虫害。群众如果不

能正确认识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

盾，自觉接受生态文明理念和现代农牧业生产技术，将

影响自身生 活 环 境 改 善 和 生 态 保 护 工 程 的 顺 利 实

施［5］。
( 2) 人为因素造成的草场退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

遏制。据调查，长江源头区 70% 以上的草地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退化，中度以上退化草场面积占可利用草场

面积的 58%，其中“黑土滩”( 草地退化变成了裸地)

面积占可利用草地总面积的 15%。大规模修建网围

栏限制了草原鼠类天敌的活动，加上人工防治鼠害虫

害难度较大，草原鼠害虫害十分严重。截至 2011 年，

玉树州鼠害发生面积 389 万 hm2，占可利用草地面积

的 34%，灾害面积 225． 4 万 hm2。据调查，平均鼠害自

然洞口数为 1 624 个 /hm2，有效洞口数 597 个 /hm2，有

效洞 口 率 36． 8%，捕 获 数 170 只 /hm2，洞 口 系 数

28． 5%。超载放牧、鼠害虫害猖獗、乱挖滥采等造成草

场退化现象仍然普遍存在［5］。据调研组对称多县下

庄村调研结果显示: 与 10 多年前相比，天然草场单位

面积产草量下降了 30% ～ 50%，优质牧草比重下降

20% ～30%，草地植被盖度减少 15% ～ 25%，优势牧

草高度下降了 30% ～ 50%，禾草高度下降了 20% 以

上。
一期工程实施以来，草地持续退化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但难以达到预期“草地植被覆 盖 度 提 高 平 均

20% ～40%”的目标; 草地退化局面没有获得根本性

扭转，工程尚未遏制住土壤水蚀增加的趋势，一期工程

局部性和初步性特点突显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任务的

长期性和艰巨性［6］。
( 3) 现有水土保持工作尚不能满足生态保护的实

际需要。长江源区水土流失类型复杂多样，防治难度

大，投入标准高，水土流失加剧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

制。① 水土保持投入不足。“十二五”期间，长江源区

水利部门投入水土保持专项资金仅 815 万元，防治水

土流失面积 1 258． 5 km2，占宜治理水土流失( 水蚀、风
蚀) 面积的 17． 6%。水土保持措施成本高，如山坡种

植云杉每公顷投入达 75 万元( 包括 3 a 期幼林管护) ，

是内地同类措施平均水平的 10 倍以上。与退牧还草、
退化草场治理等生态项目国家投入水平相比，水土保

持项目国家投入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当地水土流失防

治实际需求。② 机构人员力量不能满足工作需求。
长江源区各县 ( 市) 存在人员数量不足、专业人员匮

乏、装备简陋、管理能力不强等问题，不能适应长江源

区生态大保护的客观需求。本次调研的治多县水保环

保站，共有编制 4 人，无水土保持专业人员，每年只有

日常办公经费 2． 4 万元，无工作车辆，因工作经费不足

严重影响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③
生态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有待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水

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制度的顶层设计需要完

善，有关水土保持法、草原法等法规制度有待进一步落

实，现有相关生态建设项目各自为战、协调不够，没有

形成合力，重复建设和投资现象严重，统筹规划、部门

协作、共同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

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 4) 水土保持监测和科技支撑能力与实际需求还

有较大差距。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监测和科研工作起步

晚、基础薄弱、缺少稳定的专项经费来源、科技支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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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尚未完全建立。① 监测能力不足。已建成玉树州、
海西州格尔木市 2 个监测分站，缺乏县级水土保持监

测机构及专业监测人员。现有监测站点正常运行困

难，监测技术不够规范，信息数据交流不畅通，水土保

持监测成果质量有待提高。② 科技创新能力不够。
长江源区尚未建成一个国家级、省级水土保持科技示

范园区。针对长江源区冻融侵蚀和风蚀、水蚀交错区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系统性研究不够深入，水土保持科

研、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等科技支撑体系还不够健全，

科技支撑能力亟需增强。

4 加强长江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对策

( 1)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为引领，

做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近期，党中央印

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了将三江

源国家公园打造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三

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

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三江源生态保护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水土保持是长江源区生态

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基础性任务，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
搞好长江源区水土保持，关键是要制定出目标明

确、路径清晰的顶层设计，全方位地指导水土保持工作

有序开展。在工作目标上，要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提出的“整体恢复、全面好转、生态健

康、功能稳定”目标，将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加剧趋势、
力争实现水土流失面积由增到减作为近期水土保持工

作目标。在重点任务上，以加强长江源区国家级水土

保持重点预防区监督管理为中心，抓好地方配套法规

体系、监督执法体系、监测体系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

各级水土保持部门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在工作思路

上，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实施封育管护，促进

生态自然修复; 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在城镇

周边人为活动频繁、水土流失潜在危害严重的地区，开

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坚持创新水土保持体制机制，落实地方政府水土保

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探索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

偿机制、水土保持社会化管理机制、水土保持监测预警

机制和信息公告机制等，促进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作

迈上新台阶。
( 2) 全面加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促进生态自然

恢复。全面加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最大限度地减轻

人类生产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充分发

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是当前加快长江源区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步伐的必由之路。① 依法行政，加强监

督管理。完善国家级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监督管理的

地方配套法规制度，划定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管理制度，建立多部门生态保护联

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检查机制，以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

来保障各项预防保护措施的落实。② 因地制宜，实施

分区防治策略。对现有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难以开展

大规模治理的冻融侵蚀区，主要采取监测措施; 对人为

活动较少的高寒草甸草场、高寒草原草场、高寒荒漠草

场风蚀区，主要采取轮休轮牧，依靠自然修复恢复草场

植被; 对预防保护的重点区域，即分布在城镇周边人为

活动频繁、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风蚀和水蚀交错区，开

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

治体系。③ 坚持以人为本，加快群众脱贫致富的步

伐。在各级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加大牧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力度，建立高产优质人工草地、饲草料储备基

地，着力推动区域舍饲养畜的发展，破解群众冬季牧草

不足制约牧业发展的瓶颈。通过对口扶贫和协作等形

式，兴建一批畜产品生产龙头企业，建立畜牧养殖基

地，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牧户的产

业化模式，增加当地牧民就业机会，促进群众经济收入

稳定提高。④ 普及科技知识，增强群众劳动技能。普

及科学文化和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干部群众保护生态

环境的意识。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

动技能，帮助和引导牧民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培

育替代产业。
( 3) 创新体制机制，保障各项预防保护措施的落

实。要以创新破解难题，用创新引领发展。① 加强长

江源区基层水土保持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实水土保持

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开展水土保持业务培训，加快培养

一支素质过硬、能够胜任长江源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基

层水土保持队伍。② 加大水土保持投入力度。长江

源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

要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的投资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实施长江源头区水土保持预防

保护工程。在各级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加强现有生态

建设项目整合实施，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
一管理要求，形成共抓生态大保护的合力。落实和完

善生态补偿制度，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调动

全社会投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积极性。③ 创新水

土保持体制机制。结合当前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工

作要求，制定出台省级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和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市级、县级管理

部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指导市级、县级水土保持主管

部门有效地履行工作职责，保证审批权下放后基层接

11



人 民 长 江 2017 年

得住、管得好。做好与国家生态公园体制试点的衔接

工作，充实水土保持机构和队伍，积极依法履行水土保

持工作职责，探索创新水土保持社会化管理工作机制，

为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社会化管理工作积累宝贵的经

验。④ 加大水土保持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

持水土保持的良好氛围。
( 4) 增强监测和科技支撑能力，提高水土保持预

防保护科技水平。建立健全各级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配备水土保持专职监测人员、监测设施和设备，落实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经费，完善监测工作内部管理制度，组

织开展辖区内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水土保持预防保护

工作成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情况等监测工作，定

期公告长江源区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为长江源区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实时监测信息。根

据长江源区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发展的实际需要，有针

对性开展长江源区水土流失规律、防治技术、监测技术

等科学研究工作，在长江源区水土流失基础理论和实

用防治技术方面取得一批有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加

快建成长江源头区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搭建

水土流失科技成果交流和推广平台，为长江源区水土

保持预防保护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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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problem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Yangtze Ｒiver Source area and countermeasures

HU Yufa1，LIU Jigen2，FENG Minghan1

( 1．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Changjiang Water Ｒesources Commission，Wuhan 430010，China; 2．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Changjiang Ｒiver Scientific Ｒesearch Institute，Wuhan 430010，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Yangtze Ｒiver Source area has been deteriorating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s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However，the deteriorating trend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on-
tained due to year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concern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Yangtze Ｒiver Source area，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re is introduced and the problems are analyze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con-
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Yangtze Ｒiver Source area is presented，which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Changjiang Economic Zone; Yangtze Ｒiver Sour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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