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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对我国
西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韩正芳１，袁瑛２，李博１

（１宝鸡市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２宝鸡市渭滨区气象局，陕西宝鸡７２１００６）
摘要：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干旱气候显著且年际变率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重大。西部地区的生态气候环境形势严峻，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环境污染严重，高寒干
旱气候典型。生态环境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地和生态屏
障；二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在西部开发投资难度大、条件差、成本高。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的建议对策：用科学发展观统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通过生态与特色经济发展绿色ＧＤＰ；加
强防灾减灾与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政府要加大西部地区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
关键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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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西藏、重
庆、贵州、广西、陕西、宁夏、内蒙古、新疆、
青海和甘肃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国
土总面积为６７５５×１０４ｋｍ２，耕地面积为４２００
万ｈｍ２，草场面积为２２７３万ｈｍ２，森林面积为
３８０万ｈｍ２，分别占全国的７１１％、３８０％和
１８％。其总人口为３５８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８５％［１］，全国７８％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这
些地区。大部分地区属于老、少、边、穷地区，
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交通不便，生态环境脆
弱。因此，研究生态环境变化对西部经济社会
的影响意义重大。

西部地区的生态气候环境形势严峻
生态环境因素包括阳光、温度、水分、大气、

土壤、无机盐类以及植物、动物、微生物等［２］。生
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恶劣的
气候条件和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和制约着西部
经济社会的发展。西部生态环境异常脆弱，有日
渐恶化趋势。
１１水土流失严重

由表１可知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１０４０７万ｋｍ２，水土流失率为１５１５％，占全国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５８０１％。其中四川的水土流失
面积最大，为１８４２万ｋｍ２；宁夏的水土流失率最

表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情况［］

地区 水土流失
面积燉ｋｍ２

水土流失
率燉％ 地区 水土流失

面积燉ｋｍ２
水土流失
率燉％ 地区 水土流失

面积燉ｋｍ２
水土流失
率燉％

四川 １８４１５２ ４３６５ 甘肃 １０６９３６ ３７９５ 内蒙 １５８１０１ １５７２
贵州 ７６６８２ ４３５５ 青海 ４０００６０ ３６１ 广西 １１１４３ ７５６
云南 １４４４７０ １２８５ 宁夏 ２２８９７ ６９９４ 西藏 ６２０５６ ５０５
陕西 １２０４０４ ６６８７ 新疆 １１３８４３ ００７ 西部 １０４０７４４ １５１５
注：四川省数据含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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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６９９４％。
１２荒漠化加剧

西部地区荒漠化土地为１６２６０×１０４ｋｍ２，占
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９３２０％，主要分布在西
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如在宁夏、甘肃、新疆、青
海、内蒙古等省、自治区，仅新疆就有沙漠面积
４２×１０５ｋｍ２，约占全国沙漠总面积的２燉３，其中
流动沙漠为３８×１０５ｋｍ２，也是沙尘暴的多发区，
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
１３环境污染严重

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废水、废气污染、固体
物污染等。例如２００３年黄河平均每天要接纳污水
５０×１０６ｔ，在黄河宁夏段，氮、氧的平均值和汞
的平均值分别超标５０％和３６％。还有在长江、黄
河和澜沧江源头生态环境也严重恶化，众多湖泊
出现面积缩小、湖水盐碱化、内流化等现象。此
外，农村环境当中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如农村
垃圾和农药使用不合理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环境
问题。
１４高寒干旱气候显著

西部聚居地区８０％的土地面积属于高寒干
旱气候区域，年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内地汉族聚
居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气温要低得多，绝大
部分地区距海遥远、降雨稀少、气候干旱、土地
贫瘠、水资源匮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同时伴
有洪涝、霜冻、大风、沙尘暴和泥石流等自然地
质灾害，这些加剧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生态气候环境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双重影
响
２１正面影响

西部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地和
生态屏障。西部地区的各种自然资源中尤以能源
和矿产资源量最突出，是国内“两源兼富”的地
区。西部地区的水能、煤炭、石油、天然气、太
阳能、风能等能源都比较丰富，其中天然气探明
储蓄量占全国的８７％，在全国已探明储蓄量的
１５６种矿产中，西部地区占到８４３１％，有俗称
“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的云南，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在生物资源方面，西

南地区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至少
有７０００多种高等植物，许多地方以“植物王国”、
“香料之乡”、“天然花园”、“药物宝库”等美称；
在动物资源方面，动物的多样化非常丰富，世界
珍奇和濒危动物独一无二。这些自然资源都为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保证［４］。
２２负面影响

水资源短缺和时空分布不均，西南地区水资
源比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干湿季明显，降
水集中且多暴雨，山坡陡，加上地形破碎，水低
而田高人居高，故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西北
地区地处内陆、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蒸发强烈，
大部分为沙漠、干旱土地、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严
重影响到农民自身的生活和农业生产。西部地区
地域辽阔，地势多变、山川交错、重峦叠嶂，山
地、高原、丘陵、盆地、沙漠、戈壁等各种地貌
相互交织，组成了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这
里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有喜马拉
雅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祁连山、贺兰山、秦
岭等山脉，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有四川盆
地等，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在西部开发投资
难度大、条件差、周期长、成本高。
改善西部地区生态气候环境的建议对策
３１用科学发展观统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指导思想，
搞好生态规划，体现以人为本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过
程的关系出发，追求区域及城市总体关系的和谐
和各部门各层次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
谐。以尊重自然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注重对社
会人文环境的改造和培育，科学利用自然地形地
貌，就地取材，借用自然的环境、山冈、林木等
景观，对环境进行规划和设计，最小限度地改变
自然环境原本特征，做到科学规划与统筹实施［５］。
３２通过生态与特色经济发展绿色ＧＤＰ

生态农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主要特征是生产结构
的确定，产品布局的安排等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对
自然环境的利用不能超过资源的可更新能力。要
依托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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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气象探测施放高度的差异分析
王雯燕，唐文哲

（西安市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６）

摘要：球皮质量、氢气纯度、净举力是影响高空气象探测施放高度的关键因素，雷达故障、大
风、强降水天气，充球净举力等是造成不同台站间探测高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探测高度；雷达故障；大风大雨天气；控制净举力
中图分类号：Ｐ４１６３ 文献标识码：Ｂ

高空气象观测是利用雷达跟踪升空气球携带
的探空仪来实现探测的，气球上升的高度越高，为
天气预报、气候分析、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换取得
的高空气象资料越多。目前高空气象探测考核指

标有５项：探测质量、探空月平均高度、测风月
平均高度、重放球次数、球炸率。其中有关气球
施放高度的指标有两项：探空月平均高度和测风
月平均高度。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先进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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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军工、旅游和
农产品深加工等。要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低
碳产业。使经济发展与生态良好双赢［６］。
３３加强防灾减灾与生态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
题。我国西部地区地理气候变化大，降水时空分
布不均，气温的日较差、年较差和区域间的差异
十分突出，干旱、沙尘暴、突发性暴雨等灾害性
天气屡见不鲜，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约
性因素之一。因此，从应对气候变化加强防灾减
灾的角度去看，做好太阳能、风能等优势气候资
源的开发利用是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
能力的需要。
３４要加大西部地区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投入数万亿
的资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
态治理以及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将继续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向
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投资力度。政府应合理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带动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西部，
通过向西部的“输血”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
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形成以生态环境为
基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
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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