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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原县白河红柳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及其保护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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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原县白河红柳区域地处于青藏高原边缘，新生代新构造运动时期隆起的高寒高原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加之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红柳林面积逐年减少，导致草原、湿地退化严重，土地沙漠化扩大，水土

流失加剧，生态环境逐年趋于失衡的环境问题，严重制约当地牧业的经济发展，因此加强对红原县白河流域红柳区

域的生态建设和保护势在必行，通过建立白河流域红柳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合理利用，加大治理与建设力度，以此

促进红原县白河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做到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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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红原县白河红柳林自然环境现况

红原县白河红柳区域以白河河道紧邻的高山柳

围合而成的区域，位置介于东经 １０２°２５′４２″，北纬
３３°６′３７″之间，总面积 ８７８３５４ｈｍ２。该区域是从
查针梁子从南到北，沿省道２０９到瓦切镇白河河两
侧，自南向北呈一条带状，白河流域天然落差 ５４２



ｍ，河流平均比降２１７％，河谷平坦开阔，水流迂回
曲折，平稳缓慢，河流两岸冲刷严重，属于生态脆弱

区域，是红原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也是黄河上游

的重要水源涵养地。

该区域属大陆性高原寒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寒

冷，无明显四季，日较差大，没有绝对无霜期，热量不

足。≥１０℃积温仅３８６２℃，年均气温１１℃。年极
端最高气温２５６℃，年极端最低气温 －３６７℃。年
平均日照时数２４１８ｈ，无霜期２１ｄ。年均降水量为
７５３ｍｍ。降水量最多出现在７月，达１２８９ｍｍ；降
水量最少出现在１２月，仅为４０ｍｍ。全年降水日
数１７３ｄ。主要灾害性天气表现为寒潮连阴雪、霜
冻、洪涝等。

红原白河红柳林区域由于受严寒的高原气候长

期影响，境内广泛分布着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

土、沼泽土壤、高原草甸土、暗棕壤、高山寒漠土、石

灰岩土、风沙土等８个土壤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土
层板结，有机质分解缓慢，土层中积累大量腐殖质。

土壤中磷、钾含量低，ｐＨ值低，呈弱酸性反应，使其
主要以高山柳为主的植被稀少，土层浅薄。

区内由弯弯曲曲的白河、沙滩、黑颈鹤、黄鸭

（赤嘛鸭）、红柳林、经典红色文化旅游、藏传佛教、

草原风光等构成的红柳、河流、湿地原生态景观，则

是一幅和谐而秀美的天然图画，具有很高的自然景

观资源的生态旅游价值。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在

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建设并兼顾景观、美化

功能。

２　危害红柳林区域生态环境现况问题现况
分析

２．１　自然因素形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根据对红原县白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监测情况

来看，白河平均每年１７０次，最多一年出现４次，最
早出现在５月底，最晚在９月底结束，每年５月 ～９
月易发洪涝，６月和９月出现的次数最多，８月次之，
洪涝最长连续天数７ｄ，年水位变幅大，洪水期河水
呈严重浑浊，洪水形成的泥石流等现象使河道两岸

的高山柳林地造成严重损失，由于该区域属于高半

山森林与高山草甸之间的灌木林，是我县生态脆弱

区，加之独特的高原气候干旱、寒冷等因素，影响高

山柳等植物生长发育缓慢生长期短，难以成林，存在

破坏容易，恢复难的特点。

２．２　人为活动形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存在林牧矛盾问题，在当地农牧

民的思想认识中，认为高山柳属于牧草地范围内，加

之依赖牲畜数量求生存的局面普遍存在，过度放牧，

使其红柳林边缘的草场“两化三害”和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系统走向“过牧—退化—鼠化—沙化—水

土流失”恶性循环现象。

由于红原县薪炭林资源太少，不能满足当地农

牧民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生活用火，加之当地采挖

沙石等产业，不重视红柳林的有效保护，使其河流两

岸的红柳林破坏严重，面积逐年急速减少，并且逐步

导致森林资源减少、草原退化严重、嘎曲流域沙化现

象突出十分严重。

３　保护对策与建议

３．１　建议建立红柳林生态功能保护区
高山柳树冠面积大，阻风效果好，根系发达，具

有极佳的水土保持作用，且高山柳耐旱、耐低温，适

应各种土壤，在高寒山区生长良好，具有净化空气、

减少空气尘埃、减轻洪灾、涵养水源、延缓径流、削弱

洪峰、加强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能降低风速、增加空

气湿度的多种功能、还是本辖区内多种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具有保持区域性生态功能的重要作用。

３．２　加强保护与当地经济建设有机结合
该区域主要是以牧业生产为主，经济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农牧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影响现

象严重，农牧民经济来源匮乏，生产、生活主要依靠

自然索取，因此破坏高山柳的情景严重，为解决该区

域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划分核心重点保护区域和

一般重点保护区域，建立长期而稳定的生态补偿机

制，采取禁牧方式，将该区域内的农牧民群众变为生

态护林员，给予一定的补偿和管护补助资金，增加农

牧民的收入。

３．３　实施红柳林保护区域措施
一是封禁措施。通过对核心重点保护区进行封

禁，在核心重点保护区限制人畜进入，禁止开垦，砍

伐、割草，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提高

植被盖度，改善生态环境。在封禁区明显地须设置

封禁标示牌，警示牌；建立封禁制度，制定封禁办

法，由县人民政府颁布公告，禁止任何人撤擅自进入

封禁区。

二是裸露地和河流两岸沙源地植被恢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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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嘎曲河流域两侧周边植被断带、空缺、风沙侵

蚀、人为破坏等区域通过植被恢复建设，在适合设置

防风阻沙林带的区域采取人工种植高山柳种苗进行

培植造林方式恢复方式 ：（１）材料：采用高山柳大苗
（２ｍ～２６ｍ）。（２）设置点的选择：风沙侵蚀严重
形成的流动沙地，与迎风面方向垂直设置防风阻沙

林带。（３）栽植密度：株行距 １ｍ×１５ｍ，宽度 ８
ｍ。（４）、整地、施肥：采用穴状整地，整地规格为６０
ｃｍ×６０ｃｍ×６０ｃｍ；种植穴全部采用品字形配置。
每公顷施用５吨有机肥（牛羊粪）作底肥，以维护和
增加土壤肥力，促进林木生长。

在人为破坏不严重的裸露地段和沙源地段采取

人工播撒当地适生的黑麦草、披碱草等草种的方式

进行恢复。

三是支撑能力建设。在重点的保护区域内严格

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度放牧，

无序采挖、毁林开荒、开垦草原等不利于生态系统水

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产方式，通过争取

结合现有的林业生态建设项目的支撑，加快组织重

建和恢复，使其。

３．３　加大拓宽生态治理的途径
一是全面维护我县红柳林及湿地生态系统的生

态特性和基本功能，促进对森林资源、水域湿地资源

的绿色发展；二是加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政

策，增强农牧民生态保护意识，逐步显著得到有效改

善；三是通过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建设促进和带动当

地农牧民增收；四是通过保护使当地部分农牧民转

变为生态资源的管理者、保护者和旅游服务者，实现

转型发展；五是通过建设和保护，使白河流域的红柳

林、水域湿地保护区成为红原县可持续利用的示范

地和具有浓郁藏族文化特色的生态旅游地，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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