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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根据大量野外考察资料和历史记载数据,通过对青藏高原晚新生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生态环境
的变迁研究,客观而科学地探讨了整个青藏高原特别是西南部地区第四纪以来地质活动的规律。
从不同角度对青藏高原近千年的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解读，力图展示青藏高原生态变迁的基本过程，预
示未来发展趋向，为今天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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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原地貌的外力。
所以，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形成了众多高山、峡谷、森林、草原、湖泊等地理地貌。
它可分为青海高原、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祁连山地、藏北高原、藏南谷地和川藏高原峡谷，山脉
与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只有流人横断山脉的金沙江、大渡河和岷江是南北流向。
生态环境差异性很大，体现出由低海拔热带、亚热带环境向高寒环境演变的剧烈过程。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加之青藏高原所处的中、低纬度的地理位置，使其形
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高原植被和自然景观。
　　青藏高原就其地理位置来说，其南缘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毗邻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西起帕米
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与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和中亚诸国接壤，东部濒临温热湿润的四川盆地，以
哈巴雪山、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及岷山南麓为界，东南部经横断山脉和云南高原与缅甸相邻，北
面通过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在3500~5200米落差间与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相连。
在行政区划上，青藏高原包括青海省及西藏自治区全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
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
洽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
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的一部分。
青藏高原以其巨大、巨厚、巨高的地质地貌特征耸立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形成了地球上独特的自然
地理单元。
　　青藏高原是中国及亚洲的水塔，也为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地区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与上游流经区。
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皆发源于此。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青藏高原以其宽阔无私的胸怀哺育了古代黄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
。
时至今日，它仍然对中华民族乃至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中
　　由此可见，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下，我们的中藏药产业正面临着资源匮乏的严峻挑战。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高原人靠着它治病强体与益寿延年，成了人们物质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可如今物种资源与生态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严重。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共识的今天，中藏药资源已不再是青藏高原局部地区几个人或几家企业
的小事，而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了维护青藏高原这些稀有的生物资源，我们再也不能像往常
那样想吃就吃了。
　　众所周知，中藏药99%以上都来自于野生动植物，可由于人类无节制的采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日
渐成为国际社会保护的重点对象。
也许有人觉得野生动植物那么多，中藏药才吃去多少？
殊不知，我国有13多亿人口，加之海外侨胞几千万，假如每人每年消耗半公斤药材，那就达65万多吨
。
有资料表明，中药的年产值现在是几十亿美元，占国内医药市场份额的42.66%。
如此之高的中药产值，何尝不是建立在大量消耗野生动植物资源基础上的呢？
然而，如此严重的生物链失衡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人们对中藏药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治病救人的一方面，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性。
尽管有些中药可以人工培植或者饲养，可太多数还是要从野外来猎捕或采集。
现在虽然有了各种保护条例，但乱捕滥猎，乱采滥挖的现象屡禁不绝，中藏药产业又何谈“可持续发
展”？
时下我们最担心的是明天，我们会不会只剩下中藏医，而没有了中藏药呢？
　　所以，生态环保专家一再建议，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天然药用资源的自然恢复，以及
药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于中藏药资源的开发应理性地分析市场，同时加快对原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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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对中藏药生产企业加以控制，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恶化趋势加重。
大家知道，中药是我们的国粹。
目前国际中药市场年销售额达160多亿美元，而我国仅占3%，且多为中药材和保健品，其余为日本、
韩国、印度、泰国在“四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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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生态变迁》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地质结构最为活跃、气候类型最为复杂
的高原——青藏高原被地质学家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人类学家认为它是“生命禁区
”，生物学家将其誉为“野生动植物王国”。
青藏高原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黑河、雅鲁藏布江等众多大江大河，故有“中华水塔”和“亚
洲江源”之称，是人类除南、北极之外的最后片净土。
但在数万亿年的牛态变迁中，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类型使其成为地球上最原始、最敏感和最脆弱的
生态区域，尤其足近百年来在得天独厚演变和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共生态环境前所未有地持续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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