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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西北三省气候的影响
李　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1）

摘要：从上新世末距今 300-400 万年之内，青藏地区不断

抬升，直至达到现在的高度。其历经从低海拔热带、亚热带环境

演变为高寒环境的变化，出了全球性冰期和间冰期气候冷暖的波

动之外，海拔的高度剧增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作

用，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我国形成了青藏高原、东部季

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格局，自然特征方面表现极为显著。本文立

足青藏高原的环境变化，针对其给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贵州、

青海三省气球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文中首先对青藏高原环境

特点进行了阐述，随后分析了其对西北地区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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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面积在世界上属于最大的，因海拔等因素，其地

势极为险峻。经过测量，其平均海拔大约为 4000 米，其中包含多

个山峰，山峰的高度不等，有的海拔超过了 6000 米，有的则以三

到七千的高差威然屹立于盆地或是平原上面，而青藏高原则凭借

较高的海拔，在诸多山峰中“傲然群雄”。

青藏高原的面积是 25 万平方千米，其涉及范围之广也属罕见，

横跨的南北纬为 15 度。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的山峰，青藏高原

对流厚度则超过了 30%，这也是其成为天然屏障的一大因素。

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相距较近，所以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也

会影响到西北地区。本文尝试对青藏高原变化给西北地区，乃至

西北三省气候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以便丰富现在这方面的研

究。

一、青藏高原的环境特点

（一）地势高亢，历史较短

青藏高原的形成与地球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

是因为喜马拉雅山的挤压运动形成的。地壳运动处于时时的运动

之中，而这些运动会导致青藏高原的高度不断上升。

根据实际测量来看，该地的平均海拔已经超过了 4000 米，并

且还有很多山峰已经越过雪线，海拔超过了 6000 米。

从海拔的分布来看，我国地势自西向东呈现的为递减趋势，

我们按照地势的随机变化，把其分为了三级阶梯，青藏高原则属

于三级阶梯中的最高级。

亚洲的很多大河均是从该地发源，自西向东呈现的降低的趋

势，最终流向了太平洋海盆。自第四纪至今，地壳运动就变得异

常强烈，而青藏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自然就成为了地震带。

（二）辐射较强，温差较大

青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明显高于周边山峰，因此空气明显稀薄，

并且大气呈干结之势，太阳总辐射量控制在 130-190 千卡。当地

的总辐射量和处于同一纬度，且海拔较低的区域而言，辐射量几

乎为周围地带的两倍。

由于青藏高原地域的海拔相对较高，因此该地的气温较低，

并且天气也极为严寒。高原面上的最低气温多在 -10——15 摄氏

度，这一温度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温差较小。

暖季时，国内冬季夏季风盛行，最低气温多处于 20-30 摄氏度。

同时，南北的温差相对较小，青藏高原为温度最低的区域。

和身处同一纬度的低海拔地区相比，青藏高原的日温差几乎

是其他地区的两倍，此温度和一般的山地、高山等类似。因为当

地受到大陆性气候的影响，气温年较差较大，这跟我国的同纬度

低海拔地区的差值接近。

因此，尽管青藏高原的气温相对较低，并且气候相对较为寒

冷，但由于低温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加上太阳的辐射较为旺盛，

还要受到热力的作用，与高纬低海拔区域的气温数值意义不同。

（三）风化作用，较为普遍

青藏高原因为巨大的海拔高度，在冰川、冻土发育以及冰缘

方面的作用极为明显。青藏高原所处的位置维度较低，但确实低

纬地区面积最大的冰川中心。

其中，现代冰川的发育，在我国所有的冰川中，所占面积超

过了 80%。冻土发源于高原上，长期的冻土遍布在高原的中北部

地区，厚度大约为 80-120 米，成为了中低维地区中巨大的冻土岛。

由于太阳光长期的直接辐射，所以青藏高原土地表面和临近

地面的地带空气温度处于不断的上升中，不过到夜间气温就会骤

然下降，一年以内气温随时变化，并且相互交替。

（四）动植物地理和生态适应

青藏高原上分布着不同的动植物，并且具有不同特性，正是

因为不同的特性，所以人为会将其分为不同的系统。以动物的情

况来看，高原内部的动物被归为古北界区系，而东南部的动物则

被归为东洋界区系。

根据植物划分的不同类型而言，高原内部的植物被归为年轻

并且耐寒、旱型的。喜马拉雅山可以看作是南北分布的天然屏障，

横断山脉纵向谷底则为南北交流提供了便捷，并且垂直分类相对

显著，包含有不同的分类。

（五）垂直和水平地带的结合

青藏高原周围有很多高峨的山峰围绕，并且高度方面也有很

大的差距，高原的内部包括很多山脉，且地势起伏不定，所以垂

直自然带发育相对比较广泛。

从整体角度而言，我们根据一定的依据，将其分为了海洋性

系统与大陆性系统如果。除此之外，青藏高原所包含的范围较广，

对地势的结构和大气环流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因此因素，使得东南到西北，形成了水平差异较为显著的梯度，

具体呈现森林 - 草甸 - 草原 - 荒漠的地带性变化。这种差异更加

凸显了青藏高原的特殊性，以此形成特色鲜明的自然地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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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内部主要为高寒草甸、荒漠与草原为主体的高远

垂直带，从其本质上来说，和低海拔自然地带有着很大不同。

二、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西北三省气候影响

（一）有助于阻挡冷气流，拓展西风带范围

如上文所述，青藏高原地势险峻，对于附近的河流也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南北两只气流。其中，北支气

流会顺阿尔金山的地势顺流而下，被吹入了塔里木盆地，还有一

部分则是随着祁连山地势，或是借助西北风的风势，吹入了西北

三省。

二者经过流动，最终会在青藏高原东部汇聚，进而形成西北

气流。西北气流会进一步加剧青藏高原地面的冷高压，这将对冬

季风的南下产生有利影响。

青藏高原的限制使得冬季风势力变得更强。南支气流途径青

藏高原西南部时，形成了西北气流，经过青藏高原南部地区时，

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西南气流，在气旋弯曲的情况下，就会产生

动力低压槽。槽前由于暖湿气流的所产生的影响，导致国内西北

地区与南方气候的差异性较为显著。

南北两股气流，在流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时候，同样会汇聚

在一起，由此就构成了北半球风力最为强劲的西风带。

（二）受高原季风影响构成的季风性气候

青藏高原表层的物理属性和处于同一高度的大气相比，差异

性较为显著。进入夏季时，青藏高原会给周围地区提供热力，气

流会在高原的面上辐合，进而构成了青藏热低压。

热低压从春季就开始发生变化，到春季时基本就形成，而到

了盛夏时，其热低压值就会达到最大，其形成让北半球副热带高

压袋分布受到了严重影响。

冬季青藏高原的温度下降较快，加之当地的地势较高，冰雪

的覆盖面积较大，因此也就成为了低温高压的中心。

进入夏季后，青藏高原热低压就基本已经形成了，这有利于

高原面上气流的辐合，冬季的时候可以推动面上气流的发散。

气压场季节性变化会导致局部地区的环流季节性有所更换，

夏季时高原附近的气流会流向青藏高原，冬季时青藏高原上的气

流又会逐渐流向附近，进而就形成了我们说的高原季风。

高原冷高压和蒙古高原则会让高原北侧的蒙古高原有进一步

的加强，使其更加旺盛，冬季风的变化将会让西北三省受到严重

影响。

（三）对西北三省气温分布的影响

第一，西部三省夏季时会出现南冷北热的情况。夏季国内的

温度普遍较高，并且会延续 3 个月左右，尽管等温线和海岸线处

于平行状态，不过还是会出现南热北冷。西部地区的青藏高原因

为地势较为险峻，夏季其平均温度相较于塔里木盆地，就会变的

更低。与此同时，高原北部的边缘山地会阻挡塔里木盆地内部所

散发的热量，起到阻挡作用，使其成为了夏季温度最高的地方。

第二，青藏高原东部的云贵高原因为恰巧正处于冬季西风带

背风的位置上，因此就成了“死水区”，南部则是会受到西风南

支气流北上的影响，冬季时温度能够保证，所以即便是气温较高，

天气也让人看起来有一定特性。

第三，一般来说，高原地区的气温因为会被地形所影响，所

以其显著特点体现在等温线和等高线呈现高度吻合的特点，这方

面明显与我国的冬夏季气温变化规律不符，并且打破了常规。

第四，高原地区因为地势较高，并且天气寒冷，几乎长期处

于冬季，没有夏季分，即便是到了每年最热的 7 月份，温度也不

会高于 8 摄氏度。全年活动的积温＜ 2000℃≥ 10℃的周期不多于

100 天，部分地区全年的日均温则都在零下，活动的积温显示是 0。

根据高原地区的这一特性，我们将其划分成高原寒带、高原亚寒

带与高原温带。

（四）对西北地区降水的影响

第一，相较于平原，高原地区的边缘山地在降水方面的影响

是比较显著的，南坡的降水

基本不会少于 2000 毫米，东部地区的降水大约为 200-400 毫

米，而东南部的边缘地区降水量则控制在 400-800 毫米。

第二，青藏高原能够为西北三省阻挡西南季风与东南季风，

使其不能吹进我国的西北内

陆地区，因此塔里木盆地也就成为了我国干旱地区的代表。

相对来说，西北三省的降水量不会超过 100 毫米，甚至部分地区

因影响较大，江水平都少于 50 毫米。

三、结语

从世界上高原的形成时间来看，青藏高原无疑是最“年轻”的，

因为南亚次大陆对亚欧大陆的挤压，导致地形隆起形成了最年轻

的高原。截至目前，青藏高原依然在继续攀升，这会影响到南亚

暖湿气流的流动，也会影响到西北三省的气候环境，印度洋的水

汽也会被削弱很多。冬季来临时，可以形成西伯利亚寒流的天然

屏障，避免冷空气进入南亚次大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

让我国西北地区的干旱情况越来越严重。本文以青藏高原为切入

点，分析了其对西北地区，乃至西北三省的气候影响，为后续的

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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