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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标》

前言

　　当我们打开地图集纵览世界地势时，就会发现：在中低纬度地区，在欧亚大陆的中南部，总是以
一片代表地势较高的棕褐色为标志。从卫星影像图上看，它就像一枚耀眼徽章上的最引人注目之处，
给人们带来各种遐想。这里就是中国的高地，亚洲的脊梁，地球的“第三极”——我们的青藏高原。
　　“很久很久以前⋯⋯”，那是民间文学对历史年代的描述。“天苍苍，野茫茫⋯⋯”，那是诗人
对旷野的喟叹。可是如果用这些概念来阐述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时，其时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
想象与经验。　　气势雄伟的青藏高原北界昆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
迄横断山脉，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千米。它幅员广阔、地势高耸，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从立体卫星影像图上看，青藏高原的四周基本上都被高大的山系所环
绕，将其与周边的低地明显地分割开来。高原内部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然综合体，与众不同的自然特征
，使它成为地球上一个独特的地域单元。　　青藏高原的形成是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后的结果。
它的隆起是最近数百万年来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研究地球岩石圈形成演化、探讨地壳运
动机制和发展大陆动力学理论的理想区域，是地质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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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标》

内容概要

《西部地标:青藏高原》从自然角度选取具有西部特色的地标性地理景观作为主体，从科学专业的角色
出发，配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力求深入浅出、客观详尽地介绍西部地理景观知识。中国西部的很多地
理景观，如雪山、沙漠、戈壁、草原等都是中国之最。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西部自然野性的地理景
观也逐渐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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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地球上的“第三极”特殊的自然条件迥异的文化和经济第二章 从沧
海到高山消失的古特提斯海地质学上的诸多证据曾经的热带一亚热带低地伴随隆起的环境巨变一个仍
在上升的高原第三章 雄伟壮观的地貌东西展布的崇山峻岭宽谷、高原和盆地相间分布第四章 神奇的
冰冻世界曾经的多次冰川作用现代冰川效应依然强大中低纬度地带的最大冻土区第五章 大江大河的共
同源头内流水系和外流水系复杂的高原河水补给峡谷、急流和险滩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万
里长江的上游黄河之水天上来第六章 中国的高原水乡成群分布的湖泊多种成因类型特殊的物理化学表
现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反映蕴含的丰富资源美丽的湖泊景观第七章 风云多变的高原气候高海拔的气候特
点大气环流与季节变化气温的较大变幅降水分配与夜雨现象第八章 发育年轻的土壤土壤年轻的表现广
布的高山土壤土壤的立体分布土壤的地区差别土壤利用特点和改良第九章 丰富多彩的植被植物种类和
地理成分郁郁苍苍的森林千差万别的灌丛绿色地毯——高寒草甸一望无际的草原耐旱抗盐的荒漠奇异
的高山植物第十章 形形色色的动物桥梁和屏障复杂的组成和分布高原隆升和鱼类第十一章 变化多端
的自然景观自然景观多种多样自然地带的垂直变化海拔最高的森林与雪线变化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水
平地带特征依然明显第十二章 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区域喜马拉雅南翼山地藏南宽谷湖盆藏东川西高山
峡谷那曲一玉树丘状高原青南高原宽谷羌塘高原湖盆昆仑山南翼湖盆阿里西部山地昆仑山冀柴达木盆
地青东祁连山地第十三章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广袤的草场和发达的畜牧业历史悠久
的种植业注重营造的林业具有地方特色的副业能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第十四章 自然灾害与环境问题高
原的主要自然灾害高原地区发展中的环境压力如何应对自然灾害与环境退化第十五章 自然保护区建设
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高原的自然特点与自然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的蓬勃发展有待完善的自然保护区建
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十六章 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藏族的起源从分散走向统一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反对分裂的历史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附录青藏高原知识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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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活动遗址，有一部分属于旧石器、新石器
时代，说明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其中对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的发掘尤
其具有重要意义。卡若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大型石器近7000件，有铲、斧、锄、犁和切割器
、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骨器四百多件，有骨锥、骨针等；陶片两万多件，有红、黄、灰、黑四色
，能够拼出陶罐、陶钵、陶盆等。另外，卡若遗址还出土了猪、羚羊、狍子等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以
及大量的粟类谷物，还有房屋遗址27处，包括石墙、灶、灰坑等，证明当时这里的人类种群正逐渐进
入定居时代，生产活动已从采猎扩展到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据考古学家鉴定，卡若遗址距今四千多
年，是一个至少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原始村落。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
水平基本相同。拉萨曲贡遗址有早期石板墓两座，灰坑十多个，出土石器有近万件之多，骨器有骨针
、骨锥等，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鼓腹罐等，外表打磨光滑，压有变化多样的几何纹饰。另外
，曲贡遗址中还发现了双肩石铲、石磨盘，表明四千多年前拉萨一带已经产生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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