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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干旱荒漠区是地球上一类特殊的生态地理区域，它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潜在空间，又是地球生态灾害
的源头区域。
因此，它既饱含希望，又充满危机。
中国西北干旱荒漠区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是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是世界干旱区中别具
一格的地理景观。
它深居欧亚大陆腹地，呈山脉与盆地相间的地貌格局，远离海洋，呈明显的西风气候特征，除高大山
脉（如天山、祁连山等）的上部降水较多外，大面积地区为荒漠戈壁和流动沙丘所占据，年降水量
在200mm以下，干燥度大于4.0，为亚洲中部极端干旱区的一部分。
另外，丰富的雪冰资源发育了相对独立的内陆河，形成了独特的内陆水分循环模式。
内陆河又养育了山前绿洲，形成了山地、绿洲、荒漠共存的世界独特的地理景观格局。
这里的光热、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丰富，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垦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人类根据这里的自然条件，因势利导，在荒漠地带开垦了全国10％的耕地，建立了众多的
绿洲，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巩固国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荒漠区已成为我国21世纪具备巨大开发潜力的国家建设战略后备基地。
荒漠环境的独特性形成了与其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极其敏感而脆弱的生态系统。
长期以来，在西北干旱荒漠区干旱日趋严重和人口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影响
越来越大，致使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系统破坏事件层出不穷，例如，在土
地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某些不合理，引起干旱荒漠区敏感而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使得沙漠
化发展，盐渍化加重，森林遭受破坏，草场退化，河流缩短，湖泊萎缩、干涸，水质盐化，生态系统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干旱荒漠区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生态脆弱
、经济发展又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何在利用优势资源提高生产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
因此，对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揭示其内部变化规律和驱动机制，在
此基础上提出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途径和模式，提出可持续管理的战略思想和对策，不仅是我国干旱
荒漠区科学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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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干旱荒漠区水、土壤、气候、生物等各生态要素的特点，分析了干旱荒漠区植物群落、物
种多样性及其荒漠生态系统结构、类型和特征，介绍了干旱荒漠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理论与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方法，探讨了干旱荒漠区生态系统以碳为主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提出了干
旱荒漠区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目标和对策，并对不同类型生态区进行了分区战略规划。
    本书可供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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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逐水而育。
水源分布是决定绿洲布局的关键因素。
新疆水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西多东少，山区多平原少，迎风坡多背风坡少。
从阿尔泰山南麓的清河经天山北麓的昌吉到昆仑山北麓的和田，画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直线，此线
的西北由于受盛行西风和高峻山势的影响，有较多降水，形成较大的冰川，发育了较大的河流，产生
了较大的绿洲。
而在此线的东南则相反。
例如，沿天山自西向东的年均降水量，伊犁河谷地为300～400mm，昌吉为200～300mm，哈密为50mm
。
相对而言，西部是丰水区，中部是平水区，东部是贫水区。
天山北麓中西段和天山南麓西段绿洲基本上呈带状连片分布，而天山北麓东段绿洲呈小块状分布，南
麓更显干旱，绿洲呈零星斑点状分布，在吐鲁番一哈密盆地不少地方还有由几条或一条坎儿井的水灌
溉着几十亩甚至几亩地的小绿洲，昆仑山和阿尔金山降水量少，缺少大河和大冰川发育，其北麓绿洲
间距较大。
（2）居原而稳，环盆而布新疆绿洲多分布在出山口的河流沿岸的平原和湖泊、河流的三角洲。
哪里有充足可靠的水源，哪里就可能形成绿洲。
特别是水土和光热资源组合优势明显的地方最容易发育绿洲。
例如，南疆的几大片绿洲都分布在年径流量在10亿m3以上的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渭干河、
喀什噶尔河、孔雀河等河流域的中下游冲积平原；北疆天山北麓的诸多河流，如玛纳斯河、奎屯河、
呼图壁河、头屯河、乌鲁木齐河及博尔塔拉河、精河等流域的冲洪积平原。
这些河流的冲洪积平原或冲洪积扇中下部引水方便，土层也较深厚，最适宜农耕。
人类逐水土而垦殖，绿洲也就随水土而发育。
在各流域灌区，随着渠道的延伸和完善，泉井的开凿和引取，使农垦不断扩大，绿洲也随之不断扩散
。
新疆绿洲基本展布于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周围。
特别是塔里木盆地，人工绿洲与天然绿洲环盆地而呈菱形或圈层不连续的分布格局。
这与地貌形态、水系分布及河流冲积平原的形成密切相关。
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东西展布1100km。
绿洲圈层的厚度不等，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几十公里，最宽达到100km以上。
（3）地貌分割，星罗棋布不同地貌部位形成不同类型的绿洲，有些地形较容易截留地表水或地下水
，例如，山麓前的洪积扇扇缘地带较易产生绿洲，天山北麓的昌吉、玛纳斯、沙湾诸绿洲较典型。
大河河谷两岸的阶地也易形成绿洲，如伊犁绿洲和乌什绿洲。
大河下游河水散流和消失的地方常常发育成干三角洲绿洲，如伽师绿洲和巴楚绿洲。
大河中下游冲洪积平原也出现大片绿洲，如塔里木河中下游绿洲，叶尔羌河中下游绿洲。
较大平原湖泊湖畔也有绿洲产生，如博斯腾湖西岸的焉耆绿洲，艾比湖南岸的精河绿洲。
两大盆地中的绿洲分布差异也较明显，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有两个口子向西开放的半封闭盆地，
形成一定降水量，其绿洲面积一般较大，呈条块状；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是个全封闭盆地，降水
量甚微，绿洲面积一般较小，呈串珠状和斑点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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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干旱荒漠区生态系统与可持续管理》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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