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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于我国西南、以纵向山系和大河为主体特征的纵向岭谷区，其地表主要自然物质、能量输送和人类活动
等，表现出明显的“通道—阻隔”作用，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关联效应：使其成为亚洲大陆主要的纵向生物走廊、
避难所和我国与东南亚重要的生态廊道，拥有北半球除沙漠和海洋外的各类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物种的高富集
区和世界级基因库，但其生态脆弱、灾害频发；主导了区内多民族沿河谷分布、在山间盆地聚居的“大分散、小
聚居”格局，其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分异大。因此，该区一直是地学和生物学等研究地表复杂环境系统与生命系统
演变规律的关键地区，在全球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该区资源富集，短期开发行为多、环境退化加剧、贫困普

遍，保护与发展矛盾极为突出，在西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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