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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布泊以“中国西部大耳朵”和中国核实验基地闻名于世界。
面积7.8万km2的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其保护了世界极度濒危物种（约900头）野骆驼
的3/5亦为世界所瞩目。
2010年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在保护区建立10周年之际进行了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
《罗布泊自然保护区: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是此次科学考察的成果
总结。
内容涉及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动物、植物、文化古迹和旅游资源、人类活动影响，并对
罗布泊历史时期的变化，新定名物种野骆驼的考察研究史、进化史、与家双峰驼的遗传差异、分布、
数量及生态习性，已消失的物种新疆虎的分类地位、分布、数量、生态习性及绝灭原因进行了探讨。
同时，揭示了区内动植物种数有所增加，记录到脊椎动物261种，种子植物130种；首次记录到昆虫100
种以上，并发现5个中国昆虫新记录和2个昆虫新种；估算保护区内有野骆驼450-550头。

　　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资料珍贵，具有亮点。
可供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保护区科研和管理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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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布泊周围有三个库木塔格沙漠，在地图上三个沙漠用的是同一个名子，在人们的一般概念中，
也都十分混乱。
为了分清它们的位置，我们在这里给它们加上了所在县市的地名，以便于区别：即罗布泊东部的哈密
库木塔格、南部的若羌库木塔格和北部的鄯善库木塔格。
三个库木塔格沙漠，前二个几乎全部都在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鄯善库木塔格沙漠
，仅南部小面积在罗布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第一节哈密库木塔格——三垄沙　　三垄沙是哈密库木塔格沙漠南端的名称。
该地南部有水源，因此以古丝稠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而出名。
　　哈密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哈密市东南部，南北长约100km，东西宽约8～15km，为一南北狭长形的沙
漠（陈永宗，1962）。
这是由于在地球北部西风气流带自西向东大气环流的作用下，在出现风暴时，由来自哈密盆地的西北
风和翻越东天山刮来的东北风，夹带着沙源，在南湖煤矿正南部一带地区合流，而形成正北风，将面
积广阔的嘎顺戈壁，也即哈密南部南湖戈壁的沙源，由东西两侧向中间集中，再由北向南不断输送，
以新月形沙丘和新月形沙丘链的形式向南移动而形成。
　　该沙漠的沙丘一般不高，且较分散，丘间空地面积较大，以砾石戈壁为主。
沙丘高数米到二三十米，最高不超过40m，形状均为大小不等的单个新月形沙丘，或是由多个新月形
沙丘连成一条的新月形沙丘链，由北向南，连绵不断。
沙丘链较多的是由一大二小组成，中间的新月形沙丘高大，东西两侧的新月形沙丘低矮，像是两个小
弟弟，故古人称其为“三垄沙”。
1995年考察时，该地全被沙丘覆盖，车极难行；但在2010年经过时，沙丘间则是宽阔的戈壁，车队很
容易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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