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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内容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
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
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
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
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
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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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自然环境　　四、山川河流　　海西州境内湖沼分布极广，几乎遍
布各地区，其中既有地下水上升形成的盆地湖沼，又有冰川消融形成的高山湖泊。
据不完全统计，全州面积大于0.2平方千米的湖泊有493个，面积大于1平方千米的湖泊有48个，其中淡
水湖21个，咸水湖、盐湖27个。
这些湖中，从方位区分，有东西台吉乃尔湖、南北霍布逊湖；从面积论说，有大小柴旦湖、大小苏干
湖；从关系相称来分，有姊妹湖即柯鲁克和托素湖。
目前，开发利用湖沼主要是盐湖，茶卡、柯柯出产食用氯化钠，察尔汗、马海出产农用氯化钾，东、
西台吉乃尔出产稀有金属锂，大、小柴旦湖出产化工原料硼等。
　　海西州共有大小河流160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500平方千米、常年有水的河流49条，如柴达木河
、格尔木河、那凌格勒河、巴音河、布哈河、沱沱河、疏勒河等，其余大多为季节河，比较短小。
这些河流均发源于高山峡谷中，水量补给以冰雪融水和雨水为主。
其流向除布哈河等一些河流流人青海湖，疏勒河流往甘肃省外，其余都由四周高山流人腹部盆地中央
，构成向心状水系。
内流河的丰富水源，哺育草原，灌溉农田，滋润沙漠，改造戈壁，产生电力，在盆地开发建设中将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流域面积内，形成一片片绿洲，是自治州主要的农业基地和乡村、城镇的分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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