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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依共生，探索高原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理解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

高寒低氧生境现状与未来演化趋势，是构建西藏高质量发展理论

框架和人民健康生活范式，践行习近平同志“两山理论”的必然要

求。该项目通过建立系统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与健康评估方法，明

确了近 20年来西藏拉萨地区环境质量变化规律和居民地方病发展

趋向，取得了如下创新成果： 

1） 研制了无需动力的被动采样和便携式有机物地气交换装置；开

发了检出下限可达亚皮克级的有机氟/氯化物高精度检测方

法，以满足高原极低环境本底的检测要求；建立了基于分子相

对组成探针-分层聚类分析为主体的污染物溯源及风险评价方

法体系，提高了高寒环境质量安全监测和健康风险评估的准确

度与规范化。 

2） 基于创新的监测方法与技术，建立了包括重点地区（如污水厂

下游、垃圾填埋场和矿区）在内的拉萨地区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80 个监测点）；建立了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动植物等多

介质的环境质量数据库。确认了拉萨地区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状

态，已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安全齐头并进的“双赢”局面；明

确了拉萨地区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保护方向，掌握了该地区的

生态环境变化话语权。 

3） 基于大尺度高精度观测，确定大气长距离传输是拉萨环境污染

物的重要来源，印度夏季风可以自南向北携带南亚大气污染物

到达拉萨地区，而垂直方向上对流层-平流层的交换是导致拉

萨大气臭氧超标的重要原因。 

4） 气候变暖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冰川消融会将沉积在冰川上的外



源污染物重新释放到环境中，造成污染物向生态系统的二次迁

移，对下游水环境产生长效影响。提出了青藏高原冰川消融输

出污染物是拉萨地区隐性环境灾害的新认识，为冰冻圈污染物

迁移循环与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 

5） 基于环境摄入风险与居民地方病变化趋势，构建了定量模型，

评估了拉萨地区整体的环境健康风险，揭示了污染物沿食物链

放大的风险，明晰了影响该地区健康水平的主要因子，为有序

提高拉萨地区居民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代表作获国际著名期刊

Lancet，Nature Climate change, PNAS 等引用，获得专利 3项，技

术方法已被 30多家机构使用。主要项目成果被收录于国内外专著、

联合国环境署科学报告、西藏发展进步白皮书，为指示全球变暖背

景下生态环境和水循环格局变化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依

据，为促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

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