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100020585 (2001) 0220184207

　　收稿日期 : 2000210217 ; 修订日期 : 2001202222

　　作者简介 : 周长进 (1950 - ) , 男 , 山东成武人 , 副研究员 , 主要从事水资源的科学研究工作。

澜沧江 (湄公河) 正源及其源头的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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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澜沧江发源于我国青海省 , 流经云南省南阿河口以下改称湄公河 , 它是我国乃至世界

上重要的国际河流之一。通过对澜沧江源头地区水文、地貌、冰川及河流特征的实地考察 ,

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 GPS) 、地理信息系统 ( GIS ) 和卫星遥感系统 (SRS) 等技术来确定

澜沧江 (湄公河) 的正源及其源头。依据以河流的长度为主 , 并参照集水面积、河流水量等

要素 , 确定了澜沧江的正源为扎阿曲 ,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

5 514m 的果宗木查山。果宗木查山上的冰川面积为 0167km2 , 冰川末端的地理位置是东经 94°

41’44”、北纬 33°42’31”, 其海拔高度为 5 2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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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67 月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澜沧江源头

科学探险考察队 , 对澜沧江源头地区的河流水文、水化学、动植物、冰川、地貌、地质等

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 ,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考察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 GPS) 、卫

星遥感系统 (SRS) 和地理信息系统 ( GIS) 等现代科学技术 , 确定了澜沧江 (湄公河)

的正源及其源头。它的正源为扎阿曲 , 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 5

514m 的果宗木查山。

1 　澜沧江概况

澜沧江 (湄公河) 是亚洲唯一的一江连六国的国际河流。它发源于我国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 , 流经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 , 于盐井进入云南北部高山峡谷区 , 至南阿河口以下

改称湄公河。它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 最后注入南海。湄公河全长 4

880km , 流域面积 8111 ×104km2[1 ] , 年径流量 4 633 ×108m3[2 ] , 是世界著称的大河。我

国境内澜沧江的流域面积为 167 487km2 , 河长 2 161km , 由我国流往境外的多年平均径流

量 760 ×108m3[3 ] 。按河长排序 , 只小于长江 (6 300km) 、黄河 (5 464km) 、黑龙江 (3

420km) 、松花江 (2 308km) 和珠江 (2 214km) [4 ] , 居全国第六位 ; 干流水能蕴藏量 3

203 ×104kw , 仅次于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怒江 , 居全国第四位。

澜沧江流域呈狭长形 , 两岸支流一般短小 , 水网不甚发育。澜沧江上、中、下游段如

下划分 : 昌都以上为上游段 , 昌都 —旧州为中游段 , 旧州以下至流出国境处为下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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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段有东西两支 , 东支为扎曲 , 西支为昂曲。扎曲和昂曲在西藏的昌都附近相汇。

扎曲河长 518km , 昂曲河长 364km[5 ] 。因扎曲河流长 , 流域面积及水量也较大 , 故将扎

曲定为澜沧江的正源。扎曲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县城西北约 110km 的尕纳松

多 (东经 94°36′40″; 北纬 33°12′33″) 又分为两支 , 即扎阿曲和扎那曲 , 澜沧江在杂多县

以上的地区为河源区。

中游段河长约 790km[6 ] , 河流深切高原岩体 , 两岸高山对峙 , 河谷幽深 , 形成相对

高差达 10002000m 的“V”型峡谷。其自然地理景观垂直变化十分明显 , 河谷温干少雨 ,

为河谷旱生硬叶灌丛景观 , 山腰温凉湿润 , 有冷、云杉林分布。

下游段 , 河长约 700km[6 ] , 该段位置偏南 , 地势低下 , 年降水量达 10001800mm , 植

物生长繁茂 , 形成亚热带季风林景观。

近年来 , 国外的大学、科研机构也纷纷派出队伍 , 或独自或与我国一些单位合作 , 对

澜沧江源头地区进行科学考察 ; 国际、国内的探险家也多次深入源头地区进行科学探险活

动 , 并对澜沧江的正源发表议论 , 有人甚至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进行注册 , 声称他们发现

了湄公河的新源头[7 ] 。其实 , 他们并未做多少扎实的野外考察和室内工作 , 依据河源区

的综合地理要素及河流的水文特征来科学合理地确定澜沧江的正源 , 使本来就传说较多的

澜沧江正源及其源头更是众说纷纭。

2 　澜沧江正源的几种说法

澜沧江的源头地区被称为“中亚细亚高原上地势最高和人烟足迹最难到达的地区 , 是

最内层的心脏地带”。此区也是地球上最险恶的地区之一 , 在盛夏时节经常遭冰雹袭击 ,

是狼和鹰及多种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之地。因此 , 对本地区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 历来关

于澜沧江的正源问题说法不一 , 有关涉及正源的文献资料 , 对正源的确定及认识大多出自

地形图或依据当地群众的习惯叫法。《中国水系大词典》称澜沧江源出青海省治多县北部

分水岭西侧唐古拉山西南麓[8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中国地理》称澜沧江源于青藏高原 ,

上源有二 , 东源扎曲 , 西源昂曲 , 都出自唐古拉山[9 ] 。在一些科技书刊和发表的论文中

对上述澜沧江发源地也多见引用和报导[3、10、11 ] 。以上所说 , 均为澜沧江源头的笼统说法。

澜沧江的正源在当地有两种说法 : 一种是扎那曲上游的扎那日根山 , 在一些科技文献

中有引用[6 ] [12 ] ; 另一种是扎阿曲上游的扎西气娃。国外有的文献将上述两种说法均列

出[13 ] 。扎那日根山位于扎那曲中游莫云乡正北约 17km 处。东经 94°13′40″, 北纬 33°19′

20″。山峰海拔高度 5 550m。发源于扎那日根山的埋苟曲和查日曲只是扎那曲中游的两个

小支流。扎西气娃位于扎尕曲上游的沼泽地。地理位置是东经 94°18′14″, 北纬 33°34′15″,

海拔高度 4 650m。扎西气娃是由沼泽地中几个面积很小的小湖相连而成 , 由扎西气娃流

出的水流在扎尕曲的总水量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1994 年 8～9 月间 , 由中国科学院与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共同组织了澜沧江科学探险考

察 , 在广泛收集关于澜沧江正源及源头所在地资料的基础上 , 为确定扎阿曲是澜沧江正源

还是扎那曲是澜沧江正源 , 我们沿扎那曲一直深入到与扎阿曲交汇处 (两河汇合后称扎

曲) 的尕纳松多 , 对扎那曲和扎阿曲两河的地质、地貌及水文特征进行了观测、研究 , 利

用 1∶100000 地形图量得了两河的河长及流域面积。在室内外研究的基础上 , 发现扎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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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河长、流域面积及水流量都比扎那曲大 , 扎阿曲应为澜沧江的正源[14 ] 。只是由于

当时野外考察时间紧张 , 中方专家未能到达扎阿曲的源头考察 , 错把拉赛贡玛 (源头小

河) 当成拉赛贡玛山。

1994 年 9 月 , 米歇尔·佩塞尔 (Michel Peissel) 同他的两个法国同伴对澜沧江源头进

行探险考察。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 , 最终 , 他们到达扎那曲上游扎加曲的源头所在地扎那

霍霍珠地 , 距尕那松多 9310km。米歇尔·佩塞尔在《湄公河的发现》一书中介绍湄公河的

源头位于 93°521929′E (东经 93°52′56″) , 33°161534′N (北纬 33°16′32″) , 海拔 16 322 英

尺 (4 975m) [15 ] 。此处正是扎那曲上游扎加曲的源头所在地 ———扎那霍霍珠地。

1999 年 6 月 ,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刘少创博士对澜沧江源头进行了为期 13 天

的野外探险考察。他的结论是 : 扎阿曲的源头就是澜沧江 (湄公河) 源头 , 它位于青海省

治多县和杂多县的交界处 , 东经 94°41′12″、北纬 33°45′35″、海拔 5 552m 的吉富山[16 ] 。

1999 年 6～7 月 ,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组织了澜沧江源头科学探险考察队 , 对澜沧江源

头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并有针对性的科学探险考察 , 最终 , 确定了澜沧江 (湄公河)

的正源及其源头。它的正源为扎阿曲 , 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 5

514m 的果宗木查山。到目前为止 , 所报导的关于澜沧江源头的位置情况见下图 (图 1) 。

图 1 　澜沧江河源地区不同源头位置示意图

Fig11 　The place of different Source on the

Source area of Mekong River

3 　正源确定的原则

要判定源头 , 首先要确定主

要支流 , 即正源。而正源和源头

的认定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河长、流量、流域面积、传统习

惯及河流走向的一致性等。有人

侧重单向因素如长度 , 那是不确

切的 , 所谓河流 , 就必须具有流

动之水和一定的长度。因此 , 在

河源的确定中河长和流量一般作

为主要考虑的因素。

流域面积与河长密切相关 ,

一般来说河流越长 , 流域面积越大 , 面积越大的河流 , 水量越大。考虑到河源地区多为山

地 , 地形地貌条件复杂 , 河流发育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等影响较强 , 事实上常有长度与

面积不一致的狭长型河流或长度短而面积大的宽短型河流的情况 , 因此 , 在河源确定时应

将流域面积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因素考虑。

在河长、面积及流量等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 在河源的确定中应将河流走向的一致

性加以考虑[17 ] 。

对于是否将传统习惯作为确定正源的标准 , 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传统意义上的

河源是根据当地居民的喜好所定 , 也有的是根据前人的实地考察结果所定。我们认为对后

一种情况应予以考虑 , 而前一种情况则不予考虑。

当以上标准无法判别正源时 , 可以考虑河流落差、河流发育史、河宽及河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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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澜沧江正源的确定

澜沧江上游的扎曲在尕纳松多以上分为两支 , 一支为扎那曲 , 另一支为扎阿曲 (图

1) 。因当地是无人区 , 交通及气候条件极其恶劣 , 无前人对扎那曲和扎阿曲河水流量的记

载 , 更无水文观测站 , 缺少两河流速、流量等多年的水文数据。我们在 1994 年 9 月 4 日

和 1999 年 7 月 12 日 , 在两河的交汇处 (尕纳松多) 用 L S25 - 3A 型旋浆式流速仪测量河

水流速 , 所测水文数据见 (表 1) 。
表 1 　澜沧江河源地区河流水文数据表

Tab11 　The hydrologic date on the source area of Mekong River

河流名称 观测时间 水面宽度 (m) 平均水深 (m) 平均流速 (m/ s) 断面流量 (m3/ s)

扎那曲
19941914 3010 0133 1107 1016

199917112 5110 0135 1181 3213

扎阿曲
19941914 4010 0173 1189 5419

199917112 6210 0172 2163 11714

河水的流量采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

Q = FV

式中 : F 为过水断面面积 , m2 ; V 为过水断面平均流速 , m/ s1

图 2 　澜沧江河源地区水系图

Fig12 　River system on the source areas of Meko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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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以看出 , 1994 年所测扎阿曲河水的流量是 5419m3/ s , 扎那曲河水流量是

1016m3/ s ; 1999 年所测扎阿曲河水的流量是 11714m3/ s , 扎那曲河水流量是 3213m3/ s。

扎阿曲河水的流量分别是扎那曲河水流量 的 512 倍和 316 倍。通过对校正后的 TM 卫星

影像的解译并利用计算机计算得到的结果是扎阿曲自尕纳松多到果宗木查的河长

10111km , 扎那曲自尕纳松多到扎加曲源头扎那霍霍珠地的河长为 9310km。扎阿曲流域

面积是 2 63410km2 。扎那曲流域面积是 1 99913 km2 。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扎阿曲无论是河长、流域面积 , 还是流量等均比扎那曲要大。

在交汇处 , 扎阿曲的流向为由北向南 ; 扎那曲的流向为由西向东 ; 交汇后的扎曲则是流向

东南偏南方向 ; 扎阿曲与扎曲的走向较为一致。因此扎阿曲应为澜沧江的正源 (图 2) 。

5 　澜沧江源头的确定

澜沧江的正源确定为扎阿曲 , 那么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 ? 经观测研究 , 在扎阿曲众多

的支流中 , 郭涌曲为扎阿曲上游的主要支流 , 也是扎阿曲最长、流量最大的支流 , 其上游

有两条主要支流 , 一是高山谷西 , 发源于果宗木查山 , 为冰川补给源 ; 二是高地扑 , 发源

于吉富山 (东经 94°41′12″、北纬 33°45′35″) ; 这两条支流在野永松多 (东经 94°31′26″、

北纬 33°44′18″, 海拔 4779m) 汇合后称郭涌曲 (图 3) 。

图 3 　澜沧江河源图

Fig13 　The source of Mekong River

　　为确定果宗木查山是澜沧江源头

还是吉富山是澜沧江源头 , 我们通过

对校正后的 1998 年 9 月的 TM 卫星

影像的详细分析 , 利用计算机计算了

高山谷西的河长为 22159km , 集水面

积为 97125km2 , 集水范围内有现代

冰川面积 2178km2 ; 高地扑的河流长

度 为 21162km , 集 水 面 积 为

78183km2 , 集水范围内有现代冰川

面积 0160km2 。1999 年 9 月 14 日下

午 4 时 , 我们利用 L S25 —3A 型旋浆式流速仪在两河交汇处的野永松多进行了实地测量 ,

高山谷西河水流量为 9155m3/ s , 高地扑的河水流量为 7194m3/ s。高山谷西的流量超过高

地扑 20 % (表 2) 。

表 2 　高山谷西、高地扑河流特征值统计

Tab12 　The hydrologic date of the Gaoshanguxi river and the Gaodipu river

河流名称
河长

(km)

集水面积

(km2)

冰川面积

(km2)

源头冰川面积

(km2)

水面宽度

(m)

平均水深

(m)

平均流速

(m/ s)

断面流量

(m3/ s)

高山谷西 22159 97125 2178 0167 9145 0130 3137 9155

高地扑 21162 78183 0160 0111 1110 0129 2149 719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山谷西的河长、流域面积、河水流量均比高地扑大。而且高地

扑上游从谷涌到吉富山的河流为季节性河流 ; 吉富山上的现代冰川又是分布在长江流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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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 , 其冰川融水注入长江。因此 , 我们认为果宗木查山应为澜沧江正源的源头。澜沧

江源头有现代冰川融水补给 , 其现代冰川面积 0167km2 , 源头的地理位置是东经 94°41′

44″、北纬 33°42′31″、冰川末端的海拔高度为 5 224m。冰川溶化的汩汩细流汇入拉塞贡

玛 , 流入高山谷西 , 在野永松多与高地扑汇合后称郭涌曲。

6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 扎阿曲无论是河长、流域面积、河水的流量都比扎那曲要大 , 在交汇处 ,

扎阿曲与扎曲的走向较为一致。依据水文要素及河流的地貌特征 , 扎阿曲应为澜沧江 (湄

公河) 的正源。它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 5 514m 的果宗木

查山。

关于扎那曲、扎阿曲的河长、流域面积 , 因计算方法不同 , 两次发表的文章数字也不

相同。1995 年 ,《地理研究》第 1 期发表的关于《澜沧江正源问题》一文中 , 扎那曲河长

9017km , 流域面积 1 98310km2 ; 扎阿曲河长 9313km , 流域面积 2 56010km2 , 是根据

1973 年版十万分之一地形图量算[14 ] , 而本文中的扎那曲、扎阿曲的河长及流域面积是根

据 1998 年 9 月的 TM 卫星影像的详细分析 , 利用计算机计算求得。

关于两河水流量的测量 , 因源头地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 再加上受野外考察时间和多

方面条件的制约 , 作者不可能做长时间的野外水文数据的观测。只有 1994 年 9 月 4 日和

1999 年 7 月 12 日两次野外河水流量的观测 , 虽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基本上可以说明两河

丰水期的流量情况。对于枯水期的流量情况 , 我们访问了在尕纳松多居住的当地牧民 , 据

介绍 , 枯水期扎阿曲河水流量也比扎那曲大得多。

有关扎阿曲和扎那曲两河稳定的固体水源 (冰川融水) , 因受大气降水、太阳辐射等

各方面条件的影响 , 因素较为复杂。本文主要是研究扎阿曲和扎那曲两河的河长、流域面

积、河水流量及河流的地貌特征并进行比较 , 在此基础上确定正源及源头。对于河水中有

多少是降雨 , 多少是地下水 , 多少是冰川融水 (固体水源) 等等 , 有待今后做进一步深入

的探讨。

澜沧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还对河源地区的资源、环境作了综合考察 , 取得了大量的第一

手资料 , 这将为澜沧江的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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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 of Lancangjiang ( Mekong) River

ZHOU Chang2jin , GUAN Zhi2hua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AS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Comprehensiv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headwaters of the Mekong River by use of

GPS , GIS and SRS show that the source of the Mekong River is the Zha’ aqu River which

starts f rom the terminal of a small glacier on the Guozongmucha Mountain in Zaduo County ,

Qinghai Province1The altitude of the source is 5 244m , lying between 94°41′44″E and 33°42′
31″N1

The Mekong River flows through six Asian countries and ranks as the 12th largest river in

the world1From the source to its first convergence of bigger t ributaries of Zha’ aqu River and

Zha’ naqu River , Ganasongduo ( 94°36′40″E and 33°12′33″N ) , the Zha’ aqu River has a

length of 10111km , a drainage area of 263410km2 and a discharge of 11714m3 / s which was

measured on J uly 12 , 19991From Zhanahuohuozhudi ( 93°521926′E and 33°161534′N ) to

Ganasongduo , the Zha’ naqu River has a length of 9310km , a drainange area of 199913km2 and

a discharge of 3213m3/ s which was measured on J uly 12 , 19991At the joint ( Ganasongduo ) ,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the Zha’ naqu River is f rom west to east and the Zha’ aqu River is f rom

north to south1 After jointing , the river is called Zaqu River and It’ s current direction is nearly

from north to south1The run of the Zha’ aqu River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Zaqu1
From Ganasongduo to Changdu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the Zaqu River is 518 km in

length1Down from Changdu to the outlet of the river inside China , the river is called Lan2
cangjiang River , which has a drainage area of 167487km2 , a length of 2161km and a mean an2
nual discharge of 2180m3/ s11

Key words : river source ; river head ; Mekong River ; international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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