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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它对全球的生态系统、经济社会以及人
类健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尺度的和长时间的，既包括负面影响，同时也包括正面效应。
目前，其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因为不利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类生活和
健康。
因此，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谈判已经成为继世界贸易
组织后，各主要国家及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科技、环保领域综合较量的又一个主要平台。
长江流域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成为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经济带，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重要的主体地位，经济社会在过去30年来发展迅速，为我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这种发展能否持续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社会经济结构、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其中也
包括气候和生态资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例如环境
污染加剧、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旱涝等灾害性事件频发以及长江源区的冰川退缩、冻土
消融和土地沙漠化加剧等。
发生在长江流域的“蓝藻暴发”事件不仅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受到国内外的广
泛关注。
蓝藻暴发与人类活动向水体排放的污染物有关，但也与气候变暖的直接驱动有关。
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可能代表了巨型河流流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区域响应，所以长江流域未来要发展
，就要促进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气候变化，而不能再走“
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
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开展长江流域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关系
到长江流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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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复旦大学等多个单位共同
实施的一个关于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和适应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成果，共有20多位知名专
家参与编写工作。
本书从流域尺度对气候变化下各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是一次富有创新的探索和尝试。
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流域尺度的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成果。
    本书在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事实和趋势预测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域内各生态系统过去和现在所受到
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各生态系统过去和未来的脆弱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适应性对策
。
全书共七章，可为国家制定长江流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我国参与
气候变化下流域内各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适应性领域的国际行动提供科技支撑。
    本书可供中央各部委和流域机构及地方政府决策部门，以及气象气候、经济、湿地、水文、农林牧
、河口城市规划、地质和地理等领域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参考使用。
此外，本书也适用于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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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区域西南部沱沱河、当曲流域生物多样性敏感区。
包括沱沱河、当曲两大水系区域，在行政上属于海西格尔木市属唐古拉乡辖区、治多县西部，与羌塘
高原和可可西里生物保护区相邻。
区内地势高亢，平均海拔4500m以上；该区域集中了长江源区绝大多数冰川资源，河流水系均以冰川
融水补给为主，湖泊众多，冰缘湿地分布广泛；除河谷线状融区外，多年冻土连续分布；植被以高寒
草甸和高寒沼泽草甸为主，在山坡地带分布高寒草原草甸和高寒草原。
本区目前几乎无人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十分微弱，因此成为野生动物良好的栖息场所，生
物多样性丰富。
该区域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生态环境对区域气候变化响应强烈，生态环境变化主要表现在气候波动引
起的冰川消退、湿地萎缩等方面，由于人类大肆捕猎以及因栖息地生境变化导致的生物物种多样性减
少是该区域急需解决的关键生态问题。
该区域要注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寻求合理的栖息地环境保护对策，以避免形成新的脆弱
化趋势，为将来的发展找到合理的途径。
（2）区域中北部沱沱河～楚玛尔河一带沙漠化发展区。
位于源区中、北部，包括沱沱河河谷北侧、楚玛尔河流域等，气候寒冷干旱，草地以高寒草原为主，
局部浑圆山顶分布高寒草甸，土壤以高山草原土为主，粗骨性强，土层浅薄；受大面积冻土影响，湿
地较为发育。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该区域生态环境为轻度脆弱区域，总体上该区域草地资源潜力较大，除局部冬青
草场存在超载放牧活动外，放牧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较轻，采金活动对草地破坏在该区域表现
得十分突出。
受西部冷空气在此形成的环流影响，在楚玛尔河地带形成部分风沙土；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
，草地沙漠化趋势有所加剧，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地生态建设，防治土地沙漠化是本区域突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
该区域应注重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并以保护为主。
（3）区域中东部一带草地黑土滩退化区。
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是高寒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草地严重退化的主要形式，主要分布在以高寒草甸草
地集中分布的治多县中，东部、玉树东南部和曲麻莱县南部等地；通天河横穿本区，河流水系发育，
气候相对湿润、降水量较丰富；草地植被以蒿草属高寒草甸为主，草场产草量高、优质牧草种类丰富
，是长江源区草地畜牧业的主要区域。
草地资源利用强度大，草场超载过牧问题严重，同时也是区域草原鼠虫害的集中发生区，黑土滩分布
较为广泛，成为该区域主要的草地生态退化形式，这些都使得本区域成为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最脆弱的
区域。
人类活动对本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强烈，是源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地区，加上气候变暖导致的源区
多年或季节性冻土的较少或消失，土壤活动层增厚，使得源区黑土滩严重发育，草地生态建设以及黑
土滩退化草地的治理、鼠虫害防治以及提高草地生产力是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同
时该区域也肩负着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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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生命之河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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