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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的生态功能及保护对策研究

尹侃儒

塔里木河流域干流水利管理中心，新疆阿克苏，842200；

摘要：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对区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分析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固沙和气候调节等生态功能，指出面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从水资源

合理利用与管理、植被保护与恢复、土地沙化防治、生态监测与评估、政策法规与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保护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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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塔里木河作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其干流生态廊道在维

系区域生态平衡、保障生物多样性以及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001年，国家投资 107

亿元开展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经十余年的项目实施，

取得了一定的生态与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干流生

态廊道天然植被退化以及绿洲-荒漠过渡带持续萎缩的速度。

进入 2020年以后，尽管生态输水等保护措施持续推进，但塔

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随着气候变化

的加剧，干旱、高温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给

生态廊道的水资源供应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带来了更大压力。

同时，流域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

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进一步威胁着生态廊道的生

态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

的生态功能及保护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生态功能

1.1 水源涵养功能

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在水源涵养上作用关键。廊道内

植被根系固定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像胡杨根系能深入地下 10

米以上，稳固土壤。植被蒸腾增加空气湿度，促进水汽循环，

冠层截留降水，降低地表径流，在胡杨林覆盖率高的区域，

降水截留率可达 10%-20%。近几年，生态输水提升了塔里木河

下游水位，大西海子水库加大输水量，下游河道水位平均上

升 0.5 - 1.0 米，湿地面积增加约 10%。中游英巴扎断面监

测显示，洪水期湿地和植被能调节洪水流量与流速，有植被

覆盖区域洪水流速降低 20%-30%。但气候变化致降水减少、蒸

发增加，植被退化，人类活动干扰如水资源过度开发、不合

理水利工程建设，削弱了水源涵养能力。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生态廊道为众多生物提供栖息地，河岸湿地为水鸟提供

觅食繁殖场所，胡杨林为动物提供栖息、躲避天敌之处。2020

年后，生态保护使生物多样性向好，据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监测，塔里木河下游植被种类从9科 13属 17种增

至2023年的 15科 35属 46种，植被覆盖度从 8.35% 提升至

11.62%，塔里木兔种群数量增加，黄羊活动范围扩大。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抗干扰能力，促进物

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1.3 防风固沙功能

生态廊道是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胡杨、柽柳等植物根

系发达，固定土壤，枝叶降低风速，在植被覆盖度高的区域，

风速可降低 30%-50%。其有效遏制沙漠扩张，塔里木河下游在

2020 - 2023 年间，部分区域沙丘移动速度从每年 5 - 10 米

降至 1 - 3 米。它还保护周边绿洲，阻挡风沙侵蚀，调节小

气候，轮台县一些绿洲因生态廊道保护，农田风沙灾害减少。

2020 年后，生态输水和植被恢复工程提升了植被覆盖度，增

强了防风固沙能力，重点治理区域风沙天气天数减少，绿洲

稳定性增强。

1.4 气候调节功能

生态廊道调节当地气候，植被蒸腾增加空气湿度，在胡

杨林集中区域，空气相对湿度比周边荒漠高 10%-20%，还能降

低气温，夏季生态廊道内气温比周边低 2 - 3℃。植被影响风

场和热量分布，降低风速，调节热量，冬季阻挡冷空气。近

几年，生态保护和修复使生态廊道气候调节效果显现，轮台

县空气相对湿度在 2023年比 2020年提高约5%，年降水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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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0 - 20毫米。但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冲击生态廊

道气候调节功能，人类活动如城市化扩张、工业排放等也干

扰其发挥。

2 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保护对策

2.1 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

优化水资源配置，需综合考量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的

生态、农业、工业及生活用水需求，构建科学的水资源配置

模型。借助先进数学模型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流域水资

源状况、用水需求及生态目标，制定分时段、分区域的水资

源分配方案。方案制定时充分考虑各部门用水特点与规律，

保障分配公平、合理且高效。针对农业用水，依据农作物生

长周期与需水规律安排灌溉；对于生态用水，确保关键生态

区域的用水需求，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同时，建立统一管理

机制，打破地区与部门间的管理分割，成立塔里木河流域水

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规划与分配方案，协调用

水矛盾。利用先进监测技术，实时掌握水资源动态，及时调

整分配方案。

推广节水技术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农业领域

大力推广滴灌、喷灌技术，滴灌能将水精准输送至作物根部，

相比传统漫灌可节水 30%-50%；喷灌通过均匀喷水，提高灌溉

均匀性与水分利用率。在生态廊道周边农田，逐步扩大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对采用该技术的农户给予补贴与政策支持。

加强农业用水管理，依据土壤墒情、作物需水等因素制定科

学灌溉制度，利用传感器、卫星遥感等技术实现精准灌溉。

工业领域鼓励企业采用节水工艺与设备，提高用水重复

利用率。新建工业项目须采用先进节水技术，否则不予审批；

现有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例如推广循环冷却水系统，减

少新鲜水取用。加强工业废水处理回用，建立示范工程，鼓

励企业建设自身废水处理回用设施，提高废水达标排放率与

回用率。

合理分配生态用水对保护生态廊道至关重要。科学确定

生态需水量，综合考虑植被类型、生长状况、气候、土壤水

分等因素，运用生态需水模型精确计算。依据计算结果合理

安排生态输水，优化输水时间、方式与输水量。根据植被季

节需水特点，在生长关键期加大输水量，采用间歇性输水模

拟自然水文过程。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监测评估

输水效果，及时调整方案，确保达到预期目标。

2.2 植被保护与恢复

保护现有植被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在生态廊道内划

定重点封育区，如胡杨林、湿地保护区等，通过设置围栏、

界桩明确范围，禁止非法砍伐、放牧、开垦。加强巡查监管，

建立定期巡查制度，配备专业人员与设备，利用无人机、卫

星遥感实时监测，严厉处罚违法行为。加强对当地居民的宣

传教育，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资料、开展科普活动等方式，

提高其植被保护意识，鼓励参与保护工作。

植树造林是恢复退化植被、增强生态功能的关键。根据

生态廊道自然条件与植被特点，选择胡杨、柽柳、梭梭等耐

旱耐盐碱树种。造林前科学规划准备，改良土壤，深翻平整

土地，增加透气性与保水性，对盐碱地灌水洗盐、施用改良

剂降低盐分。依据树种特性与立地条件合理安排造林密度，

确保树木生长空间与养分供应。造林过程注重技术应用，科

学栽植，如栽植胡杨时保护根系，栽植后及时浇水扶正。加

强新造林地抚育管理，定期浇水、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

干旱季节增加浇水次数，定期施肥，及时除草，加强病虫害

监测与防治。

制定实施计划，明确各阶段目标任务。近期（1 - 3 年）

完成重点区域封育，设置完善设施，建立巡查监管机制，开

展小规模植树造林试点，探索造林技术与管理模式。中期（3

- 5 年）扩大封育范围，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在适宜区域大规

模造林，加强抚育管理，确保树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远期

（5 - 10 年）实现植被全面恢复与稳定发展，持续加强保护

管理，优化植被结构，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

2.3 土地沙化防治

土地沙化严重威胁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的生态稳定与

可持续发展，需采取科学合理措施。设置沙障是常用有效的

物理固沙方法，在风沙危害严重区域，如沙漠边缘与沙丘移

动活跃地带，可设置草方格沙障，用芦苇、麦秸扎成 1 米 ×

1 米方格铺设在沙地，能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风速 30%-50%，

使沙粒沉积固定沙丘。部分地区还可设置耐久性更强的石方

格沙障，适用于风力较大区域，如塔里木河下游部分区域设

置后，沙丘移动速度减缓，为植被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种植固沙植物是生物固沙的关键，根据自然条件选择耐

旱、耐盐碱、抗风沙的胡杨、柽柳、梭梭等植物品种。科学

规划种植布局，依据风沙危害程度与土壤条件确定种植密度

与种类搭配，风沙严重区适当增加密度，土壤条件好的区域

混交种植，提高群落稳定性。加强抚育管理，定期浇水、施

肥、防治病虫害，干旱季节及时补水，定期施肥增强植物抗

逆性，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

实际防治中应综合运用物理与生物固沙措施，形成互补。

先设置沙障降低风速、固定沙丘，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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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固沙植物，随着植物生长形成稳定植被群落，增强固沙

效果。还可结合工程措施，如修建防风堤、拦沙坝等阻挡风

沙侵袭。在重点治理区域综合运用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土

地沙化，增加了植被覆盖度，改善了生态环境。

2.4 生态监测与评估

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监测体系是保护生态廊道的重要基

础。在生态廊道内合理布局监测站点，综合运用地面、遥感、

无人机监测手段，全方位、多层次监测生态环境。地面监测

站点根据不同生态区域与功能设置，如在胡杨林、湿地、沙

漠边缘等关键区域，利用先进传感器实时监测植被生长、土

壤水分、养分、气象等生态因子，获取植被生理指标与土壤

化学指标。

遥感监测可实现大面积、长时间动态监测，通过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获取植被覆盖、土地利用、水体分布等信息，利

用多光谱与热红外遥感技术分析植被健康、病虫害及热环境

变化。无人机监测灵活性与分辨率高，可对地形复杂、难以

到达区域进行低空详细监测，获取高精度影像与数据，调查

植被种类、数量与生长状况。

定期利用监测数据，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稳定性等

方面全面评估生态廊道生态状况。构建科学评估指标体系，

包括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

态需水满足度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

法分配权重，综合评估生态健康，划分健康、亚健康、不健

康等级，为保护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保护策略是实现有效保护的关键。

若某些区域生态恶化，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如

因水资源短缺导致植被不良，加大生态输水、优化水资源配

置；若因土地沙化致生态功能下降，加强沙化防治、增加植

被覆盖。定期跟踪评估保护策略实施效果，动态调整，确保

科学性与有效性，实现生态廊道可持续保护。

2.5 政策法规与公众参与

保护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需制定完善政策法规。出

台专门地方性法规，明确保护范围、目标与措施，对水资源

开发、土地利用、植被保护等作出详细规定，严禁非法行为。

制定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明确用水指标，处罚超指标用水，

加强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对破坏生态环境项目不予审批。加

强执法力度确保政策法规实施，建立专业执法队伍，提高人

员素质与执法水平，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实时监控，加强

与公安、司法协作，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人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是保护基础，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生态廊道重要性与

保护意义，普及环保知识。在学校、社区、企业开展环保主

题活动，制作宣传手册、海报发放给居民与游客，引导树立

正确环保观念。鼓励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保护的途径，建

立参与机制，提供渠道与平台，设立举报热线，奖励举报属

实者。组织环保志愿者队伍参与巡查、监测、植树造林等活

动，开展公众参与的生态保护项目，如生态修复示范项目、

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提高公众认同感与参与度。

3 结论

本研究深入分析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道生态功能，在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固沙和气候调节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从水资源管理、植被保护、土地沙化防治、生态监

测和政策法规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保护对策，对制定科学保

护措施有重要参考价值。未来应加强对塔里木河干流生态廊

道生态系统演变机制研究，特别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

影响下的长期演变规律。探索无人机监测、基因技术等新技

术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加强跨学科研究，整合多学科知识，

为生态廊道可持续保护提供更全面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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