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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地沙漠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
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异常，各地干旱频乃，加之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使得越来越多的土地
遭受到沙漠化的威胁。
据全球气候报告，1990年以来，旱灾等原因影响环境恶化已使全球受土地沙漠化影响的面积增加了15
％～25％。
因此，200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九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会议上，该国际组
织执行秘书纳卡加（Luc Gnacadja）向全世界发出严重警告，表示如果世界各国均不积极实施减缓沙漠
化的政策，到2025年前，地球上将会有70％的土地呈现干焦的状态，并且，在干旱地区“没有粮食安
全就没有全球安全”。
因此，发展中国家为对抗旱灾，实施“绿色新政是必要的”。
西藏高原是我国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区域之一，土地沙漠化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西藏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防治西藏高原的土地沙漠化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我曾多次到西藏考察，深切体会到土地沙漠化的发展和危害，对此十分忧心，希望能够加快西藏土地
沙漠化研究和治理的速度。
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西藏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书稿，是李森、杨萍、董玉祥等同志从1990年代以
来，前后历经十几年考察、研究和治理试验、示范，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西藏高原土
地沙漠化及防治研究所做的全面、系统和最新的总结。
全书内容丰富，系统全面，洋洋洒洒70多万字，涵盖了西藏高原土地沙漠化的现状与发展演变、土地
沙漠化的地质过程与现代过程、成因机制与发展趋势，土地沙漠化防治对策与措施、防治优化模式和
防治区划，以及藏南、藏北、阿里和藏东南三江河谷四大区域沙漠化土地防治的途径、模式、措施和
防治范例等内容。
纵观全书，我认为该书有两大创新点：一是根据西藏高原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状况，从理论上对高海
拔地区的土地沙漠化发展演变过程、地质历史过程、现代过程、成因机制和发展趋势、防治对策与措
施、防治优化模式与技术体系等进行了综合、深人的研究，形成了西藏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土地沙漠化
理论体系；二是在沙漠化防治方面既强调理论指导，又突出实际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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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上对高海拔地区的土地沙漠化发展演变过程、地质历史过程、现代过程、成因机制和发展
趋势、防治对策与措施、防治优化模式与技术体系等进行了综合、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西藏高原等高
海拔地区土地沙漠化理论体系；在阐明西藏高原土地沙漠化防治区划与防治工程总体布局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类型和区域土地沙漠化防治模式和措施，并应用到不同类型土地沙漠化防治的试
验、示范工作中，书写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治理沙漠化土地的“地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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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区域概况西藏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主体部位，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形成最
晚的高原，素有“地球第三极”和“世界屋脊”之称。
西藏高原地域辽阔，地势高亢，是地球表面上受人类活动干扰较轻的地区之一。
受大气环流影响和高原地势格局的制约，从高原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气候向寒冷干旱气候递变，自
然景观呈现山地森林-高山草甸-高山荒漠的带状更迭，具有明显的水平分异特征，并在各山系自低至
高、由下而上组合形成各种垂直自然带谱（郑度等，1979），形成复杂的高原自然地域系统。
高原各自然地域系统因海拔较高、宽度较窄而成为全球性的一个脆弱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反应敏感
。
这片令人神往的土地是藏民族和门巴、珞巴、汉、回等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与传
播地。
西藏有悠久的历史。
千百年来，西藏经济社会经历了迥异于其他区域的发展过程，藏族人民创造了具有高原地域特色的、
博大的藏族文化，也形成了藏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宗教观和文化观。
西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塔”、高原生物多样性维持基地、
世界山地生物物种的重要起源和分化中心，成为世界级旅游观光的目的地和世界整体性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同时，它又是高原土地沙漠化形成演变的自然环境背景和人文背景。
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西藏高原地处北纬26°52′～36°32′、东经78°24′～99°06′，西起
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与克什米尔地区接壤；东迄横断山脉，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毗邻；北越
昆仑山、唐古拉山，与塔里木盆地、羌塘高原北部及青南高原相连；南抵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尼
泊尔、不丹和缅甸诸国接壤。
西藏高原南北最长约1000km，东西最宽达2000km，土地总面积达12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
积的1/8。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唯一的藏族自治区，成立于1965年9月1日。
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分为拉萨市、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昌都地区、林芝地区和阿
里地区7个地区（市），73个县（市、区）。
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拉萨市。
第二节　西藏高原的形成及其对自身与周边环境的影响一、西藏高原的形成过程西藏高原的隆起是近
几百万年以来亚洲大陆的重大自然历史事件。
西藏高原的强烈隆起与巨地貌变化，不仅改变了自身的环境，而且对亚洲甚至全球环境都有重大影响
（黄秉维等，1999）。
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西藏高原经历了一系列沧海桑田的变迁过程。
800MaBP的元古代晚期，西藏地区还处在碧波荡漾的汪洋大海之中。
经历了600～200MaBP的多次地壳运动后，西藏地区在280MaBP形成了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
海域沟通的“古地中海”，在青藏地区称为“青藏海”。
古生代“青藏海”的海侵范围时大时小，鼎盛时期海水几乎漫及整个西藏地区。
中生代是西藏地区地壳运动比较频繁和强烈的时期。
200MaBP印度板块从非洲板块中分离出来后，伴随着印度洋中脊的扩张，它以逆时针旋转的方式向东
北方向不断漂移，并开始与亚欧大陆相撞，“古地中海”逐渐从西藏地区退出。
70MaBP，喜马拉雅运动发动。
这一地壳运动结束了西藏地区的海洋历史，开始由陆地向高原演化。
随着印度板块不断加速北漂，导致“古地中海”洋壳向欧亚板块南缘斜插而下，到45.0～36.0MaBP的
始新世渐新世之交，“古地中海”从西藏地区完全消失，出现陆生环境，气候由炎热转变为湿热；
到23.0～17.0MaBP中新世前期，印度板块持续向亚洲大陆挤压，高原内部的冈底斯岛弧快速隆起，并
形成一系列走滑拉分盆地，盆地内沉积了含热带亚热带植物孢粉的灰色细粒碎屑物质；到13.0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

～8.0MaBP时，青藏高原受到印度板块持续挤压，喜马拉雅地块上主边界断层开始强烈活动，大规模
的逆掩推覆导致地壳加厚。
反过来可以利用频率磁化率去判断土壤记载的环境变化信息，利用频率磁化率能够鉴别各种环境下的
古土壤，如冰碛物环境中的埋藏土、黄土环境中的古土壤、风沙环境中的埋藏土等。
频率磁化率同样是反映古气候变化的灵敏指标（刘秀铭等，1993）。
2.粒度黄土、亚沙土、风成沙、古土壤以及河湖相沉积物在粒度组成上的差异，反映了各自形成时气
候环境的不同。
风成沉积物粗颗粒组分的变化一般受源区距离和风力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粗颗粒的多寡
指示着沙尘与粉尘由物源区向沉积区输送的强度，因而其粒度变化是冬季风场强度及粉尘源区干燥度
的有效指标。
3.元素含量Rb和Sr都是典型的分散型元素，在自然界主要以类质同相的形式分散在造岩矿物中，很少
形成自己的独立矿物。
含Rb矿物比含Sr矿物抗风化能力强，在风化过程中，沉积物中的Sr比Rb更容易随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失
，从而使风化地层中的Rb／Sr值增加。
因此，Rb／Sr值是一种常用的反映风化程度的替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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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藏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