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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尕海-则岔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调查,分析了气象灾害、气候变暖和环境蠕变对保护区

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分析表明,气象灾害可导致植被缺水或 受 机 械 损 伤;当 地

气候呈现暖干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与60～70年代相比,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4℃,年平均降水量

减少了87.5mm,导 致 部 分 区 域 草 地 退 化、鼠 害 猖 獗、水 资 源 减 少、生 物 多 样 性 遭 到 破 坏;环 境 蠕

变---以国道213线改建工程为例,对保护区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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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 保 护 区 于1998年8月

经国务院正 式 批 准 成 立。它 是 由 甘 肃 省 政 府1982
年批准建立的尕海自然保护区和1992年批准建立

的则岔自然保护区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合并而成。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境内,西南与甘

肃玛曲县接壤,东南与四川省为邻,东与甘肃卓尼毗

连。保护区的地理坐标为33º58'～34º32'N,102º09'
～102º46'E,总面积为2474.3km2。保护区主要保

护对象为:(1)以黑颈鹤、灰鹤、大白鹭、苍鹭和雁鸭

类等为主 的 候 鸟 及 其 栖 息 的 湿 地 生 态 系 统;(2)典

型、完整的高山森林草甸草原生态系统,包括由紫果

云杉同其伴生树种组成的高山森林顶级植物群落和

水源涵养林、遍布整个保护区的高山草甸草原生态

系统、栖息在森林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种群;(3)
以则岔石林为主的自然风景林群落及独特的地质地

貌等资源[1]。它的建立,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 研

究以及涵养水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气象灾害一直是保护区植被生长的

限制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气候的暖干化

趋势对生态 环 境 有 一 定 的 负 面 作 用[2～3],而 近 期 的

一些人为活动也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4]。本文

在对保护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气象灾害、气
候变暖和环境蠕变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

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期望能对保护区的研究和发展

有所促进。

1 保护区自然环境与生物资源

1.1 自然环境

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

北边缘向陇南山地及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总趋势西

高东低,大部分在海拔3000～4000m之 间,最 低

在北部洮河,海 拔2900m,主 要 有 格 尔 琼 山、西 倾

山、巴列卜恰拉山、豆格拉布则山、杂干恰拉山。保

护区的水资源丰富,其主要河流是洮河,发源于保护

区以西、西倾山和李恰如山之间的谷地。区内还有

一定数量的湖泊,最大的是尕海湖。这里的大沟小

岔几乎都有泉水涌出。
保护区属于青藏高原气候带、高寒湿润气候区。

1973～1990年期间,保护区所在地碌曲县年平均气

温为2.3℃,年平均降水量610.4mm,年平均蒸发

量1185.3mm,年总日照时数2396.0h,日照率为

54%。保护区周围地区玛曲1967～1990年期间、临
潭1961～1990年期间年平均气 温 分 别 为1.2、3.2
℃,年均降水量分别为611.8、515.0mm;年平均蒸

发量分别为1279.5、1471.3mm,年总日照时数分

别为2531.9、2337.6h,日照率分别为57%、53%。
合作1961～1990年间年平均气温2.1℃,年平均降

水量545.7mm,年平均蒸发量1214.8mm,年总日



照时数2359.0h,日照率为53%。通过观测对比分

析,可得到则岔和尕海的基本特征,年平均气温则岔

2.3℃,尕海1.2℃;年平均降水量则岔633.9mm,
尕海781.8mm;年平均蒸发量则岔1205.6mm,尕
海1150.5mm;保护区海拔较高,日照丰富,年太阳

总辐射量51983.9J/cm2,年生理辐射量25510.62
J/cm2,年总日照时数2351.8h,日照率为53%;保

护区天气多变,尤其6～9月,时而烈日当空,时而乌

云密布,暴风骤雨。
保护区受高原、山地气候条件的作用以及更新

世冰川和洪积的影响,土壤多样化程度较高,可划分

为亚高山草甸土、灰褐土、暗色草甸土、沼泽土和泥

炭土5大类。亚高山草甸土几乎遍及保护区全境,

土层厚度不等,成土母质为页岩的风化物,有深厚的

腐殖质层,草皮生长良好;灰褐土主要分布在保护区

贡去乎到则岔的区域内;暗色草甸土类主要分布在

尕海、则岔河滩等水位浅的低平地带;沼泽土土类主

要存在于 保 护 区 的 加 仓、尕 海 滩,在 海 拔3400～3

800m的洼地;泥炭土土类见于尕海凹尔下滩、尕海

滩,海拔3480～3590m的地带。

保护区处于高山森林草原植物带,为我国特有的

森林草原植被。在保护区有5个植被型,荒漠、草甸、

灌丛、森林和草甸草原,包括9个群系组,15个群丛。

荒漠为高寒砾石荒漠,分布于海拔3500～4400m,

因雨水侵蚀和风化作用,形成高山砾石荒漠;草甸是

保护区较大的植被类型,分为高山草甸和沼泽草甸2
类,高山草甸分布于海拔3300～4200m,沼泽草甸

分布于海拔3850m以下的河谷滩地和湖沼;灌丛分

布海拔高度不等,有高山灌丛和河谷灌丛;森林分布

在海拔3000～3500m的高山峡谷;草原是草甸草

原,多分布 在 山 的 阳 坡、半 阳 坡 和 林 间 空 地,海 拔3

000～4000m。

1.2 生物资源

根据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调

查[5],保护区有种子植物466种,8亚种,48个变种,

7个变型,其中我国特有植物岷江冷杉、云 杉、青 海

云杉、紫果云杉等247种,5亚种,27个变种,5个变

型,分别占植物种数的53.0%,亚种的62.5%,变种

的56.3%,变型的71.4%,都超过50%。国家保护

的植物有桃儿七、星叶和黄耆3种。森林资源及防

护林造林植物10种,药用植物藏药83种,野果野菜

13种,牧 草106种。总 计 资 源 植 物212种,占 植 物

种数的45.5%。保护区有大型真菌68种。有资源

昆虫283种。脊 椎 动 物5纲、26目、58科、197种,
我国特产种类40种,占脊椎动物种数的20.3%,鱼

类9种,两栖类4种,爬行类1种,鸟类17种,兽类9
种。国家保护种类38种,占19.3%,其中I类保护

的8种,II类保护的30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贸易 公 约》的 种 类27种,占 保 护 区 鸟、兽 的14.
8%,其中列为公约附录I的8种,附录II的19种。
列入中日《保 护 候 鸟 及 其 栖 息 环 境 协 定》的 鸟 类31
种,占鸟类种数的21.5%。

2 威胁和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因素

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物种和遗

传多样性较高的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有价值的基因

库,是我国特有物种的重要基地之一。保护区主要有

两大任务,其一是保护该地区的珍稀物种,它的建立

在保护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过渡地带物

种和遗传多样性方面有积极意义,在维持物种持续进

化过程方面有重要作用;第二,是保护珍稀物种赖以

生存的湿地、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这些生态环境在

保护区内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相

互依存、具有较高的综合保护价值。
洮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保护区,经

黄土高原西部流入黄河,在控制黄河水质和水患方

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治水先治源,尕 海-则 岔

国家自然保护区是洮河发源地的唯一自然保护区,
其湿地、草原和森林在蓄洪、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

失、维持黄河中游生态平衡方面有积极作用。保护

好洮河源头的湿地、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直接关系

到黄河流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建设好保护区不

仅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主要受到3方面的威胁:一

是当地气象灾害;二是气候变暖;三是人为活动导致

的环境蠕变。

2.1 气象灾害对保护区的影响

依据保护区所在地碌曲气象站和保护区周围地

区玛曲、临潭、合作、夏河等气象站长期统计数据等

有关资料,就 保 护 区 危 害 较 大 的 气 象 灾 害 霜 冻、冰

雹、暴雪、干旱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1)霜冻。霜 冻 是 指 在 温 暖 的 日 子 里(日 平 均

气温在10℃或以上),空气温度突然下降,当气温在

短时间内下降到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最低温度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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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植物遭受冻害的现象。当地确定的霜冻标准

是地面最低温度≤1.0℃,按照此标准,保护区无绝

对的无霜期。相对无霜期则岔最长有75d,最短只

有25d;尕海最 长 相 对 无 霜 期28d,最 短 只 有5d。
霜冻之所以会造成植物冻害,这是因为当植物体温

度降到一定温度以下时,植物细胞间隙的水分结冰,

并不断吸收细胞内部水分,细胞由于脱水而导致原

生质胶体物质的凝固,同时,冰晶不断增大,也会使

细胞遭受机械损伤而受害。如果霜冻较轻,植物还

没有死亡,霜冻过后温度逐渐上升,细胞慢慢解冻,
还可以恢复生命活动。若霜冻后气温急剧上升,细

胞间迅速解冻,水分还来不及重新被细胞吸收便大

量蒸发,植物将难以恢复而枯萎死亡。
(2)冰雹。冰雹是对流性雹云降落的一种固态

水。保护区各地都会出现冰雹,且范围较大,灾情严

重,据 统 计,每 年4～10月 均 可 出 现,月 平 均2～3
次,最多每月可达几十次。保护区冰雹发生天数,则

岔最多一年19d,最少一年4d,年平均12.9d;尕海

最多一年22d,最少一年6d,年平均14.4d。冰雹

的强度是指所指定的地点测定的强度,保护区内冰

雹的最大直径有55mm,最大平均重 量21g,持 续

时间最长24min。保护区内冰雹的路线有3条:北

线,发源于夏河县阿木去乎扎油梁,南下影响本地,
这条路线多见于5月,6月,9月,危害最大;西线,发
源于晒银滩山区,沿阿米克黑山侵入碌曲;南线,发

源于贡巴山区,再往南抵达朗木寺。冰雹使植物遭

受机械损伤,遭到雹灾的植物,当年和以后的生长均

受影响,受到创伤还易发生病虫害。

(3)暴雪。暴雪是指12h降雪量≥6.0mm,2
4h降雪量≥10.0mm。保 护 区 内 暴 雪 年 平 均3.4
次,主要分布 在3～5月,尤 其 是4月 最 多,几 率 达

16.7%。积雪 对 植 被 的 越 冬 保 温 可 起 到 积 极 的 作

用,旱季融雪可增加土壤水分,促进植被返青生长。

但是雪量过大,积雪过深,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形成

冻害,使植被受损。
(4)干旱。长时期 的 缺 雨 或 雨 水 不 足,从 而 引

发水分严重不平衡,当蒸发和蒸腾(土壤中的水分通

过植物进入 大 气)长 时 期 超 过 降 水 量 时,即 发 生 干

旱。保护区内一年四季均可出现干旱,有春旱(3～5
月)、春末初夏 (5月下旬至7月上旬)干旱、伏期(7
月中旬至8月下旬)干旱、秋季(9～11月)干旱和冬

季(12月至翌年2月)干旱等类型。保护区内各时

段降水总量的距平百分率<-20%为干旱,-20%

～20%为正常,>20%为不旱。按照此标准统计出

保护 区 内 不 同 类 型 干 旱 出 现 的 频 率 情 况,见 表1。

干旱可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
还可造成草场植被退化。高温干旱时,草原虫害异

常活跃。另外,冬春季的干旱还容易引发森林火灾

和草原火灾。

表1 保护区不同类型干旱出现的频率

Tab.1 Thefrequencyofdifferenttypesofdrought
inNatureReserves

则 岔 尕 海

干旱类型 干旱 正常 不旱 干旱 正常 不旱

春季 19.0 57.1 23.8 23.8 52.4 23.8
春末初夏 19.0 61.9 19.0 14.3 66.7 19.0
伏期 28.6 42.9 28.6 28.6 38.1 33.3

  注:表1数据源自文献[5]

2.2 气候变化对保护区的影响

根据对玛曲、碌曲、夏河、卓尼4个气象站1980
年(或1985年)至2000年逐年和月平均气温、年和

月降水量、年蒸发量,以及20世纪60～70年代末上

述各气象站多年平均气象资料,分析了气温、降水量

以及蒸发量的变化特点[3,6]。分析表明:(1)保护区

所在地碌曲县,1980～2000年年平均气温升高0.4
℃/10a,与20世纪60～70年代多年年平均气温比

较,90年代碌曲气温升高 了0.4℃;(2)与20世 纪

60～70年代比 较,90年 代 碌 曲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减 少

87.5mm,减幅为13.81%。碌曲年平均气温升高1
℃,降水 量 减 少51mm。夏 季 平 均 气 温 每 升 高1
℃,同期降水 量 减 少110mm;(3)碌 曲 年 蒸 发 量 的

增加为89.9mm/10a,年平均气温升高1℃时,碌

曲县年蒸发量大约增加95.9mm。
还有学者利用甘南多个气象站温度和降水资料,

以1971～2000年平均求取气温距平和降水距平百分

率[7],结果表明:1971年以来碌曲年平均气温逐渐升

高,冬季平均气温20世纪80年代较70年代升高明

显,90年代比80年代有所降低;春季平均气温在80
年代降低,90年代又明显回升;夏、秋两季平均气温

逐渐升高。当地年平均降水量20世纪70、80年代无

明显变化,90年代比80年代减少67.4mm;冬季降水

量有增大趋势,90年代是历史上冬季降水量最多时

期;春季降水量80年代增加,90年代又减少;夏季降

水量持续减少;90年代秋季降水量减少较为明显,是
历史上秋季降水量最少时期,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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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碌曲各年代平均气温距平(℃)和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Tab.2 Thedecadalaverageofmeanairtemperature

andprecipitationdepartureinLuqucounty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时段 气温距平 降水距平 气温距平 降水距平 气温距平 降水距平

年 -0.2 4 -0.1 3 0.2 -8
冬季 -0.2 -28 0.1 -3 0.0 24
春季 0.1 -5 -0.3 10 0.4 -7
夏季 -0.4 8 -0.1 0 0.4 -7
秋季 -0.2 7 -0.1 7 0.2 -14

  注:表2数据源自文献[7]

  保护区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加对植

被生长不利。春秋季气温都有所回升;夏季降水量

减少,气温升高;冬季降水量增多。春秋季气温的回

升,会使植被的返青期提前,枯黄期推迟,使其生长

期延长;夏季正值高原植被发育和繁殖的旺盛期,夏
季降水量减少和气温的升高,成为植被发育不充分

乃至退化的原因;冬季降水的增加,没能促进草场的

发育,反而加重了雪灾的威胁。李英年[8]利用 多 年

定位测定的草地生产力资料及同步气象因素观测数

据,建立了现实状况下光、温、水影响草地气候生产

潜力模型。分析了现实高寒草甸气候生产力分布与

环境条件的关系,还根据该模型模拟计算未来气温

升高2℃和4℃,降水增加10%和20%状况下的气

候生产力情景。在上述2种气候情景下,未来草地

生产力分别出现降低10%和增加1%的2种可能。
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缓和低温对高寒草甸

植被生长的不利影响,但地表及植被的蒸散量的加

大远比降水增加的快,水分则成为植被生长的限制

因素。
由于保护区内气候一直朝暖干化趋势发展,生

态环境开始逆向演替。(1)草地退化,鼠害猖獗。王

谋[9]研究了全球变暖对青藏高原腹地产生的影响,
指出当地植被在暖干化环境下群落特征会由高寒草

甸向高寒草原转化。草地退化,毒杂草滋生,为鼠害

繁衍,栖息创造了有利环境。(2)水资源枯竭,水土

流失加剧。草地退化使草地涵养水分的能力下降,
地表径流加剧,土壤极易被侵蚀,使水土流失增加。
另外,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大而降水量又在减少,导

致河流径流量减少,水溪断流,湖泊沼泽干涸,地下

水位下降。尕海湖在1996～1997年连续2次出现

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干涸。(3)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保护区内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其中有很多是珍稀

物种。由于气候变暖,草地退化(由高寒草甸向高寒

草原退化),湿地退缩,导致其野生物种种群数量减

少。与保护区草甸草原大致类似的沱沱河草原群落

和那曲草甸群落生物量的研究表明,研究区内草原

群落的地表生物量只及草甸群落的77%[10]。

2.3 环境蠕变对保护区的影响

环境蠕变问题是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资深

研究员 M.Glantz博士提出的。环境蠕变问题是指

在地球系统众多环境变化中,某些以人类活动为原

动力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现象[11～12]。
近年来,对尕海-则岔保护区影响 较 大 的 人 类

活动主要是国道213线公路改建项目。公路与则岔

地区有山脉阻隔,这里主要分析项目建设对尕海地

区的影响。G213线合作至郎木寺段公路穿越自 然

保护区,有历史原因。早在1953年,由于解放军军

事行动需要,此公路就已经建成。随后的几十年中,
部分路段又有几次不同程度的改动。G213线合 作

至郎木寺段公路改建项目于2004年底完成,施工期

3a。项目以 加 宽 路 面、提 高 公 路 等 级(3级 改 为2
级)、加强平纵指标为施工原则,除个别路段需要做

小范围调整外,路线基本与原有公路路线一致。
施工期主要不良影响是在保护区内设置了取弃

土场,这部分取弃土场对保护区的植被造成破坏,使
当地新增土壤侵蚀量为17737.1t[4]。机械作业和

施工人员的活动,改变、干扰了野生动物原先的生存

环境,一些动物由于受到惊扰而不得不逃离到远离

施工区外,寻找新的活动空间。除此之外,施工人员

较好地执行了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例如,施工时定

时撒水减少 了 扬 尘;对 生 产、生 活 垃 圾 分 类 收 集 管

理,达到国家规定的处理要求;施工及生活污水都进

行了集中沉淀,不向保护区内水体排污。
营运期的影响主要是车辆运输产生的噪声及排

放的尾气等。由于车辆运行及引发的噪声,影响野生

动物由公路一侧向另一侧的迁移活动,尽管设立了通

道和桥,但毕竟数量有限,动物群落内的基因交流减

少,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不利于动物物种的延续;动
物在穿行公路的过程中被轧死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汽车尾气对两侧的植被和土壤会造成危害,使植物体

和土壤中铅、烷烃类化合物等有害物质显著增加;尾
气中氧化氮对植物影响较重,使其生产力下降。

3 建议措施

3.1 气象灾害和气候变暖的应对措施

(1)对部分重要区域可采用覆盖、喷水、灌水等

适当办法,防治霜冻、暴雪引起的冻害。
(2)积极开展人工防雹作业。要提高监测精度,

科学作业;加大资金投入,更新防雹设备;加强技术

培训,提高防雹作业的科学性。
(3)通过积极开展人工增雨,减缓旱情,预防干旱。
同时加强保护区的管理,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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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规,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3.2 公路营运期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1)保护区内重点噪声防护对象是栖息在以尕

海湖为中心的 鸟 类,在 保 护 区 内 G213线 公 路 采 取

限速、禁鸣为主的噪声防护措施。
(2)保护区内的公路管养站(尕海、郎木寺管养

站等)应配备污水处理设备,净化生活污水,净化后的

污水可作为绿化用水,禁止向保护区内水体排放。
(3)保护区内的管养站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分类收

集,并定期运送至附近有处理能力的垃圾处理站。在

保护区内公路旁设置垃圾筒,收集过路司乘人员的垃圾。
(4)对 公 路 影 响 区 域 进 行 水 土 保 持 防 治 和 美

化,及时恢复被破坏的植被,达到水土流失防治和公

路绿化美化的和谐统一,合理布局、点线面结合,组

成一个完整的绿化体系。

4 结语与讨论

(1)尕海-则岔国家自然保护区是一个物种和

遗传多样性较高的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有价值的基

因库,是我国特有物种的重要基地之一。保护和建

设好自然保护区不仅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而且有重

要的科研和经济价值。
气象灾害对保护区的植被有很大的影响,概括

起来主要有使植被缺水或遭受机械损伤。当地气候

的暖干化趋势,使得部分地域草地退化、鼠害猖獗、
水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G213线改建项目加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对保

护区植被以及动物活动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

项目施工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施工对保护区的影响。

(2)在气象 灾 害、气 候 变 暖 以 及 环 境 蠕 变 的 影

响下,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很大的威胁。环境

蠕变的影响,通 过 采 取 相 应 的 措 施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然而气象灾害和气候变暖的影响是长期的、人为力

量不易控制的。本文建议措施尚需逐步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林业勘察 设 计 研 究 院.甘 肃 尕 海-则 岔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总体规划[Z].2000.1-2.
[2]宋连春,张强,孙国武,等.全球变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和生态

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J].干旱气象,2004,22(2):69-75.
[3]吕晓蓉,吕晓英.青藏高原东北部草地气候暖干化趋势分析[J].

中国草地,2002,24(4):8-13.
[4]兰州大学.G213线合作至郎木寺段公路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R].2004.123-142.
[5]刘迺发,马崇玉主编.尕海-则岔自然保护区[M].北京:中国林

业出版社,1997.1-17.
[6]吕晓蓉,吕胜利.青藏高原青南和甘南牧区气候变化趋势及对环

境和牧草生长的影响[J].开发研究,2002,(2):30-33.
[7]安华银,李栋梁.甘南 高 原 近40年 气 候 变 化 及 其 对 农 牧 业 影 响

的研究[J].干旱气象,2003,21(4):23-26.
[8]李英年,王启基,赵新全,等.气候变暖对高寒草甸气候生产潜力

的影响[J].草地学报,2000,8(1):23-29.
[9]王谋,李勇,白宪洲,等.全球变暖对青藏高原腹地草地资源的影

响[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3):331-336.
[10]罗天祥,石培礼,罗辑,等.青藏高原植被样带地上部分生物量

的分布格局[J].植物生态学报,2002,26(6):668-676.
[11]GlantzMH.CreepingEnvironmentalProblema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theAralSeaBasin[M].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9.291.

[12]GlantzMH,YeQ.China'swesternregiondevelopmentstrate-

gyandtheurgentneedtoaddresscreepingenvironmentalprob-

lems[J].AridLandsNewsletter,2001,(49):18.

EnvironmentalChangesandtheMaintenanceof
Gahai-ZechaNatureReserves

DUANLi-jie1,2,ZHANGLei1,2,LIYing-hua1,2,HUXiang-jun1,2

(1.CollegeofAtmosphericScience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2.KeyLaboratoryofAridClimaticChangingandReducingDisasterofGansuProvince,Lanzhou730020,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investigationofGahai-ZechaNationalNatureReserves,theinfluenceofweatherdisaster,climate
warmingandcreepingenvironmentalproblemsonitseco-environmentisanalyzedandthecorrespondingprotectionmeasures
areshowninthispaper.Itshowsthatweatherdisastercanmakevegetationdroughtorenduremechanicaldamage.Withthe
climatewarminganddrying,averageannualtemperatureincreased0.4℃andrainfalldecreased87.5mmduringtheperiodof
1990～1999,whichcomparedwiththoseduringtheperiodof1960～1979.Asaresult,theeco-environmenthasbeendeterio-
rated,partofthegrasslanddegraded,thedamagebyratshaveseriouslythreatened,waterresourcesreducedandthebiologic
diversityhasbeendestroyed.Creepingenvironmentalproblems,suchastheconstructionofthehighwayG213,hassomeinflu-

enceonitseco-environment.

Keywords:NatureReserves;drought;climatewarming;weatherdisaster;humanactivity;environmental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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