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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生态治理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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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两岸是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西藏自治区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确定的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长期以来该区域生态问题制约经济发展，影响贡嘎国际机场正常运

行，对两岸居民的生活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研究该区域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十分必要，探索和论证该区域生态治理

方法对高原河道生态治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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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概况

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跨境河流，发

源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南部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的杰马央

宗冰川，自西向东贯穿西藏南部，于墨脱以北切穿喜

马拉雅山，转而南流，形成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鲁藏

布江沿途接纳多雄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帕

隆藏布等主要支流，经墨脱县的巴昔卡流出中国国境进

入印度境内。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24.2万km2，干流长

2057km，多年平均径流量约1661.2亿m3。根据自然条

件、水文特性、河谷形态，雅鲁藏布江可划分为上、

中、下三段，河源至里孜为上游，里孜至派镇为中游，

派镇至巴昔卡为下游。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段主

要支流有拉萨河和雅砻河，河段全长约108km。
2��区域基本情况及生态治理现状

2.1  基本情况
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沿岸有西藏自治区山

南市政府所在地乃东区及贡嘎县（含西藏空港新区）、扎

囊县和拉萨市曲水县等重要区县，是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

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是《西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确定的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也是规划的拉萨山南经

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河段两岸区域有拉萨贡嘎国际

机场、拉林铁路、拉日铁路、泽贡高速、国道G318、国道
G349、跨江大桥等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该区域作为《西
藏自治区高海拔地区农牧民宜居搬迁规划》（2020-2025
年）中确定的主要迁入地，目前已搬迁人口有三万余人，

是西藏自治区重要战略开发区。

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河谷两岸属于温暖

半干旱气候区，年降雨量300～500mm，河漫滩发育，
平地面积大。由于河段上下游为峡谷，受下游峡谷段地

形抬升控制，该河段比降平缓，泥沙持续淤积形成大面

积沙洲，摆动幅度大，河道宽浅，平均宽度达3.2km，最
大宽度达6.3km。河段两岸均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洪体
系，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防洪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100年一
遇，森布日和泽当城区防洪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
遇，其他防洪工程标准均为30年一遇及以下，均满足现
状防洪需求。

2.2  生态治理现状
自1988年来，山南市林业部门在被视为“造林禁

区”的雅江两岸，通过修筑“丁字坝”、大苗深栽等办

法，在雅江南岸的沙滩上进行试验性造林，并取得了成

功。通过多年的持续开展大规模防沙治沙、造林绿化、

生态修复等工程，截止2023年，建立了治沙面积达50万
余亩的“绿色长廊”。

雅鲁藏布江中游干湿季分明，降水的年内变化呈单

锋型，河流丰、枯水季节径流悬殊，水位变幅大。每到

丰水期（每年6月至9月），泥沙沉积和河床变形集中于
雅鲁藏布江中游宽谷，而到枯水期（12月至次年3月）水
位下降3-8m，河道内大面积沙地裸露。河道外植被类型
以稀疏植物群落和灌丛为主，从江边到可见山脊线基本

上没有大片的森林，且丰富的沙源和高频大风的耦合，

导致大量的河道内沙粒搬运至河道外河岸与山坡上，土

地风沙化过程相对剧烈发展。根据《雅鲁藏布江中游索

朗嘎咕至桑日河段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总体方案》，

通过枯水期遥感影像（2018年）解译分析和外业查勘复
核，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段河道内沙地面积约29.15万
亩，河道外沙地面积约9.65万亩。
3��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

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山水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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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具体内容。生态治理工程利用生态

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

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从

而达到水质提升和景观提升的效果， 实现自然生态和水

文化的融合，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在充分发挥生态系统

自我修复功能的基础上， 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促使

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 改善其生态完整

性和可持续性[1]。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区域地

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生态问题长期制约

经济发展，影响宜居环境。该区域内生态系统自我恢复

能力较弱，也无法达到良性循环，只能通过人工干预，

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保护和修复生态系

统。生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扬沙天气频繁、裸漏的

河滩众多、土地沙化严重等。

3.1  问题分析
3.1.1  丰富沙源和大风耦合作用下，较易形成扬沙

天气。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张正偲研究员

团队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建立6个风沙
综合监测点，开展了长期的风沙灾害致灾过程与机理的

研究。研究发现：风动力条件特点和该段河流宽谷区广

泛分布的风沙沉积物是形成该区风沙地貌空间格局、导

致沙尘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2]。根据山南市贡嘎县气象

站近十几年实测资料，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段年平均大

风（8级以上）天数达39天，风向与河谷走向一致，大风
时间和洲滩裸露时间重合,当风速超过6.3m/s时，就会导
致严重的扬沙天气。再根据西藏农牧学院丁云春的论文

《西藏贡嘎机场风沙灾害成因分析及防治措施》，机场

周边地区年平均大风(相当于8级)日数达39天，最大风速
达32m/s，大风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1月~5月)，占年总数
的85.5％，主要分布在沿江一带， 雅江河谷的河心滩、
河漫滩露出水面，两侧山体及阶台地上的流动沙丘，在

强风的作用下，带起大量沙尘，形成扬沙。雅江中游宽

谷段不论山坡还是河谷地区的阶地、河床或是农田、荒

地、沙区都堆积有不同厚度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这些

沉积物及其表层土壤，在组成上的共同特点是都含有一

定数量的沙粒，而且细沙与极细沙含量高，粉沙与粘土

组分少，沙粒结持力小，容易风蚀起沙[3]。从以上的相关

资料充分说明，雅江中游宽谷段丰富的沙源和季节性大

风耦合作用是形成风沙天气的主要原因。

3.2  河道内水位降幅较大，导致枯水期裸漏的河滩
较多。

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上下游为峡谷，受

下游峡谷段地形抬升控制，该河段河道宽浅，比降平

缓，根据2018年9月实测洪水位资料（测量期间流量约30
年一遇），曲水至泽当娘果大桥段洪水位比降为0.25‰，
泥沙持续淤积形成大面积沙洲，摆动幅度大。《雅鲁藏

布江中游索朗嘎咕至桑日河段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总

体方案》中对主要的滩面水深及最大滩宽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雅鲁藏布江曲水至桑日河段平均滩面最大

宽度为1.8km，2年一遇洪水、30年一遇洪水、100年一
遇洪水重现期对应的平均水深降幅较大，淹没面积也达

约59.2万亩至67.6万亩。每年枯水期，雅江山南段有大约
29.15万亩裸漏沙洲。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和《西

藏自治区水土保持规划（2019-2030年）》，雅鲁藏布江
中游曲水至桑日河段涉及的贡嘎县、扎囊县、乃东区属

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

西藏自治区2018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成果，涉及3个
县（区）水土流失总面积2425.61km2，其中水力侵蚀面

积1010.39km2，风力侵蚀面积559.6km2，冻融侵蚀面积

941.65km2，贡嘎、扎囊、乃东3县（区）水土流失面积
占总面积的百分比分别为0.33、0.37、0.4，具体情况见表
1。裸漏的沙洲不仅引起扬沙天气，还会使水土流失比较
严重的河道两岸的土地进一步沙化，威胁生态安全。常

年水位降幅导致出现的裸漏沙洲治理是世界难题，暂无

类似成功的治理先例，也没

表1��雅鲁藏布江中游山南段涉及行政区县水土流失现状

一览表（单位：km2）

行政区
土地总
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水力侵蚀 风力侵蚀 冻融侵蚀

贡嘎县 2283 745.9 338.59 296.49 110.82
扎囊县 2157 800.22 335.9 133.46 330.86
乃东区 2211 879.49 335.9 129.65 499.97

3.3  区域内未开展系统治理，导致土地沙化比较严重。
在西藏主体功能区划中，该区域生态重要性处于较

高等级与高等级区间；生态脆弱性处于重度脆弱至极度

脆弱等级区间，贡嘎县、扎囊县、乃东区沙漠化脆弱

性处于较脆弱等级，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处于

较高等级至高等级区间；风力侵蚀脆弱性和水力侵蚀脆

弱性处于较敏感等级；地质灾害危险性处于较高等级；

洪涝灾害处于高等级。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

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而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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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及山南市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生态

治理工作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成本，但需要加强

形成河道内外相互兼顾、相关部门通力配合、系统有效

治理的机制。系统治理能有效治理土地沙化，降低生态

安全风险。

4��主要对策

按照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勇于探索、试点先行的

原则，克服河道治沙无先例、植被存活率低的困难，摸

索出适宜高原河道治沙的方案和管护措施，突破技术瓶

颈，为实现高原河道沙化治理奠定良好的实践基础。

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存在的最大生态问

题之一是丰富的沙源和大风耦合引起的扬沙天气，由于

该区域河道水位变幅较大，枯水期裸漏的沙洲上无法开

展不影响行洪安全的草本及其他固化沙源措施。建议治

沙、生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该区域开展大

量的基础研究试验工作后，为河道水位降幅对应的治沙

创造先例和积累经验。

以防洪安全为前提，适当清淤河道，保证河流通

常。雅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河谷呈“U”型宽谷或较宽
谷，心滩、边滩发育，呈辫状，适当清淤有利于河流通

畅，减少泥沙淤积而降低形成沙洲的风险。

西藏自治区及山南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

想和总书记关于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以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为落脚点，统

筹谋划、合力攻坚，埋头苦干、务实争先，加大植树造

林、封山育林力度，大力推进雅鲁藏布江生态治理工

作，先后实施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雅江两岸面山造林绿化

工程、雅鲁藏布江生态修复工程等项目，雅鲁藏布江生

态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尤其自2020年起，雅江两岸
实施矮化苹果种植项目（累计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不仅解
决了生态问题，还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一件值得

推广的事情。建议建立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行业）

通力协作，企业融资产业化（如较高滩地上种植经济作

物）的机制，把生态治理和产业经济结合，兼顾河道两

岸综合治理，从而达到全面且有效治理效果。

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有人指出，“系

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面向未来，

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积

极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

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

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兼

顾，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

和长远相结合，既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又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建成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西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5��结语

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水至泽当河段生态治理涉及该区

域经济发展、宜居环境和国防安全。西藏自治区及山南

市历来高度重视，但由于目前的技术、资金等制约因

素，导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研究该区域的生

态治理问题意义非凡，对青藏高原乃至世界河道生态治

理有重要的影响。

该区域的治理应以生态系统治河理念为指导，对河

道内外进行综合治理，按照试点先行的方式开展相关研

究工作，结合防洪和生态安全兼顾，营造良好的高原河

道景观，实现“岸绿、流畅、水清、景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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