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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泊学研究进展
’

璞培民 屠清瑛 王苏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从六个方面概述了中国湖泊资源利用与湖泊学研究进展 湖泊考察与综合调

查 物理湖泊学研究 湖泊沉积与古湖泊学研究 水生生物与生态学研究 湖泊水化学与环

境保护研究 湖泊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一
、

湖泊考察与综合调查研究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
,

东南濒临着世界最广阔的海洋 —太平洋
,

地势西高东

低
,

季风气候非常明显 年降雨量 由东南沿海的 左右向西北内陆递减至

左右 这样
,

形成了我国的湖泊分布以一条沿岗底斯山
、

念青唐古拉山
、

巴颜喀拉山
、

祁

连山向大兴安岭延伸线为界
,

西北部为以咸水和盐湖为主的内陆湖区
,

东南部是以淡水湖

为主的外流湖区的基本格局 两个区的湖泊面积分别约为 和 中国湖泊

面积在 以上的有 余个
,

占国土总面积的 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
、

青藏高

原
、

蒙新高原
、

东北地区和云贵高原等五个湖区
,

总蓄水量约
,

其中淡水蓄水量

约 , 此外
,

全国还有水库近 座
,

蓄水量约

复杂的 自然地理条件使中国湖泊的类型多样 就成因而言有构造湖
、

火山口 湖
、

冰川

湖
、

堰塞湖
、

岩溶湖
、

风蚀湖
、

河成湖和泻湖等类型

中国最大的湖泊是青海湖
,

最大淡水湖是都 阳湖
,

最深的湖

泊是白头山天池
,

深 最北的湖泊是内蒙古呼伦湖
‘ ,

最南的是云南

大屯海
“ ‘ ,

最东的湖泊是东北兴凯湖
“ ‘ ,

最西的湖泊是西藏班公

错
, ‘

最高的湖泊是藏北喀顺错 海拨
,

最低的湖泊是吐鲁番盆地

的艾丁湖 海拨一

中国古代就有关于各大湖的位置
、

面积
、

变迁
、

水位
、

沙情
、

围垦和渔业等情况的记

载 【’,

】 世纪的初叶开展了若干重要湖泊的水文观测和形态测量
,

本世纪初
,

开始进

行湖泊成因演变
、

水化学和水生生物种类分布的调查研究 ‘’一 ,

并对西藏个别湖泊作 了

实地考察 但现代湖泊学研究主要是从解放后发展起来的 建国初期
,

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对一些中小型湖泊进行了以水生生物为主并结合水文气象
、

水

化学和沉积等内容的调查研究 , 吕】 不久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和南京地理研究

所湖泊室
,

以加强对湖泊学的研究 从 年代后期起
,

他们与其他有关研究所
、

大学和

地方水利
、

水产部门协作
,

开展了对青海湖
、

茶卡
、

大柴旦等 多个盐湖和太湖
、

都阳

湖
、

洪泽湖
、

巢湖
、

洞庭湖等五大淡水湖及以江苏为 主的全国几十个中小型湖泊的大规模

本文承颜京松
、

周万平
、

窦鸿身
、

顾丁锡
、

陈伟民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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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调查研究
一
川

。

一 年又对青海
、

东北
、

内蒙
、

云贵
、

新疆
、

河北
、

山东等地

的典型湖泊进行 了综合 调查 中国科学 院于 一 年
、

一 年
、

一 年
、

年和 一 年等
,

数次组织了包括湖泊学在内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综合科学考

察 【’
,

‘ 在全国重要湖泊的综合调查考察的基础上
,

对中国湖泊的基本特点作了总

结 ’‘
,

‘ ,
· ’

,

”

年代后期 以来
,

研究更加深人
,

许多湖泊资源综合性资料 的积累是结合专题研究

进行的 例如开展 了 一 年对云南抚仙湖
、

滇他
、

洱海三个湖泊以水文物理和沉积

为主要研究 的综合调查 【 ’ ‘ , 一 年以太湖水质和水产 为主 的综合调查 【 ” ,

一 年 中 日太湖一琵琶湖物理湖泊学合作研究 ①
,

中 日东湖生态学合作研究 【’
·

】 ,

以

及以湖区综合开发利用 为主要 目标组织的许多综合调查 如 一 年湖北省对梁子

湖
、

武 湖等 江汉湖群
, 一 年 江西 省对 鄙 阳 湖

, 一 年 山东省对南 四 湖
,

一 年湖南省对洞庭湖
, 一 年江苏省对洪泽湖

,

安徽省对巢湖
,

河北省对
一

白洋

淀等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综合调查
,

其中翻阳湖组织 了 个专题的调查研究
,

写 出了百

余万字的报告和专著
,

成果尤为突出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
,

使我们对我国重点湖泊的资源和环境的本底
、

变化
、

存在问题
、

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措施等都有了更深人的了解

二
、

物理湖泊学研究

关于湖泊水位
、

流量
、

沙量
、

降水和水温的观测资料主要是解放后随着水利建设事业

的发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
,

同时也开展了湖泊
、

水库水量平衡的计算 例如 年前后

曾分别对官厅水库
、

太湖
、

洪泽湖
、

三门峡水库
、

都阳湖等提出了水量平衡报告 太湖有

多条进 出水道
,

难以在每条河上设站
,

通常用巡测办法完成汛期进出水量 的测定 近

几年来对许多主要湖泊进行了沙量平衡和污染物输人量的计算

水面蒸发量是湖泊水量平衡和热量平衡中的重要分量 结合水利建设
,

我国 自五十年

代后期开始
,

先后在三门峡
、

上拴
、

丰满
、

桓仁
、

大浦
、

芦桐埠
、

重庆
、

古田
、

哈地坡
、

广州
、

宜兴
、

官厅
、

武昌等地分别建设了有
、

或 大型蒸发池的蒸发实验

站
,

配合 。 , 一 ,

套盆式 和漂浮蒸发器等进行了蒸发和其他水文气象要

素的观测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各地蒸发经验公式和蒸发器折算系数 【‘ 年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在宜兴团机湖滨建立湖泊实验站
,

开展以水面蒸发为重点的多学科研

究 站上设有
、

蒸发池各一个
,

漂浮蒸发器及其他水文气象观测仪器 对这

些观测资料的分析表明
,

陆上观测的蒸发量与实际湖面蒸发量并不一致
,

需要进行必要的

修正 ,
·

在分析影 响水面蒸发诸因素的基础上
,

对漂浮蒸发器 , 的蒸发量乘以

后
,

得出逼近实际湖面蒸发量的简便方法 【
。

在热电厂和核电厂冷却水设计中
,

需要正确计算出热水水面的散热系数
,

以确定给定

水域条件下 的最大装机容量 为探求更好地符合我国情况的计算公式
,

自 年起组织

了全国协作组
,

在安徽淮南
,

江西景德镇
,

新疆红雁池
,

杭州反山门
,

太原晋 阳湖
,

山东

勺而京地理 与潮泊研究所
,

太湖一瑟琶湖中日合作砂吟乙科学讨论会沦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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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
,

东北汗戚利水库和广州
、

北京等地开展了热水水面蒸发散热的野外和室内实验研

究
,

并 研 制 了 绝 热壁 蒸 发器 等 实验设施 通 过研 究
,

取得 了包 括水一气 虚温差 达

叮
, 二 ℃的极端不稳定层结的大量实验资料

。

实验中揭示了极端不稳定时蒸发风速

函数与 △ 成正 比的规律 【“ ,

并得到了从中性到极端不稳定状态的通用函数 ‘ 作

者进一步从水面蒸发湍流过程的微结构分析出发
,

得到了包括气温
、

空气粘滞系数
、

相对

湿度
、

鲍恩 比等参数在内的几个新的无量纲量和半经验修正系数
,

使所得公式能适用于全

国 自然水面及热水水面的蒸发散热 计算
,

其所得误差小于原有各地方性经验公式 ①

年代初期 曾开展土壤和水面抑制蒸发的研究
,

应用单分子薄膜物质在蒸发器中可

减少蒸发量 近年来又进行 了有水生植物水域蒸发量的研究 ②

中国南方湿润 区
,

特别是种植水稻的区域
,

陆面总蒸发量往往不低于湖面的蒸发量
,

绝对湿度的水一陆差异很小 由于水一陆反射率相差 一
,

即水面要 比陆面多吸收

一 的太 阳辐射能
,

而两者蒸发潜热损失又差 异很小
,

从 而造成这些 地 区 的湖

泊
、

水库平均上为一热源 ‘, ’ ,

即平均永温大于气温近 ℃
,

使水面感热通量平均 向

上 对冷空气的加热作用更为明显
,

如太湖
、

抚仙湖可加热冷空气 一 ℃ 湖泊这种增加

平均气温和 最低气温
,

降低最高气温和温度变幅的气候效应在尺度为 的湖泊 水库
周围的 内表现得特别明显 【’ 这种气候效应对湖周的柑橘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有

利 ‘
·

’
·

” ③

大型浅水湖泊的水温垂直差异很小
,

只在晴 日静风条件下才有短暂的逆温分布 而深

水湖泊 中夏季温跃层明显 对其垂直温度分布的数学模式和内波振动的特征
、

成因作 了探

讨
,

揭示 了温度分布与湖水运 动
、

水温与气温的相关关系 ‘’ ’ 】 关于我国若干湖泊的

冰情特点
,

及其与平衡温度的关系
,

以及水库冰冻预报
、

冰层的膨胀压力等也作了分析研

究 【 ’, ’ 另外
,

夏季水库下泄水对下游环境的影响
,

工厂冷却水的温度分布和热污

染均做了大量的物理与数学模型和现场观测 的研究 ‘’

发现由于水一陆辐射
、

热容量和粗糙度等特性的差异
,

除可引起通常以风散度 日变化

为特征的湖陆风外
,

还可引起平均的风辐散和气旋式涡度和风场的
、

小时变化 这

对于北半球大湖中普遍存在的气旋式环流的形成起着主要作用 ③ 用梯度观测法在抚仙湖

确定了水面曳力系数
,

并由此推论 出了风涌水高度 还分析了该湖湖流与温度场相互作用

和湖流对湖水理化和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

从而揭示了深水湖夏季双层环流 【‘ 在云南三

个大湖和太湖中观测 到气旋式环流为主体 【’, 川
,

并对风成环流作了数值模拟 ③ 在鄙

阳湖湖流 中观测 到风成 流
、

重 力流和 长 江倒灌顶托流 ’ 太湖工作 中
,

观测 到

的平均流速及 的流速切变 ③
,

以及强烈的垂直交换和底泥在 日

平均风速 一 八 时沉降一再悬浮量可达 一 的资料 根据双层 自动采水器和逐 日

沉积物捕获器的资料
,

计算了悬沙垂直扩散系数和 泥沙再悬浮量
,

与风速 的关系 ③ 另

外
,

用一组漂流板测定和计算了水平扩散系数 ③ 研制了测波仪 【’ 对洪泽湖
、

都阳湖
、

①膜培民
,

用整层空气动力学法计算我国各地的水面蒸发
,

②毛锐
,

东太湖水生植物腾发量的测定积分析

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太湖一瑟琶湖中日合作胡究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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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三大湖和太湖等湖泊进行了风浪观测
,

并且得到了相应的波浪公式 ① ‘’
,

’
,

年在抚仙湖记录到典型的表面定振波 在其他大湖中也观测到类似现象
,

计算了定

振波的振幅
飞

周期
、

流速和衰减系数
,

进行了数值模拟 ’一 ,

三
、

湖泊沉积与古湖泊学研究

湖泊
,

特别是内陆湖泊是湖区气候变化
、

环境变异的指示器
,

通过对湖泊的成因
、

演

变及沉积学
、

古湖泊学的研究可深刻揭示湖区现代和古代环境的演变特 点
,

并为油气 田等

沉积矿床的勘探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我 国石油工业的急剧崛尽促进了沏泊沉积学的研
究 早在 年代

,

为了深人了解湖泊沉积生油的能力
,

围绕
‘

陆相生油理论
, ,

对我国第
一大湖 —青海湖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 着重论述了沉积物中有机质向石油的转化

,

微
生物在转化中的作用

,

以及早期成岩作用 ’ ,

年代和 牟代初着重研究湖泊沉积环

境和建立相模式 选择云南滇池
、

洱海
、

抚仙湖三个不同水探的断竺切泊
,

分别代表不同

的演化阶段
,

在深人研究环境的基础上
,

论述了扇三角洲
,

三角洲
、

滨岸带抗积及深水湖
浊流沉积等模式的动力条件

、

生物特点和演化过程 旧 对长江中下游大型浅水湖泊如都

阳湖
、

太湖
、

洞庭湖等的沉积特点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

重点分析了兰角洲的生长模式以及

在波浪和湖流作用下
,

沉积物再悬浮一再搬运一再沉积的机制和过程 ’ ,

’ 结合这些

研究
,

关于五大淡水湖等的成因
、

时代和演变发现了一些新的依据
,

并且提出了一些新观

点 ”,

近十年来随着环境科学的兴起
,

湖泊沉积物作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和释放源
,

引起环境

科学家和沉积学家的极大兴趣 湖泊水一沉积物界面的物质平衡与交换的化学过程研究已

成为一个新兴的领域 目前在巢湖
、

太湖
、

岱海
、

滇池等湖正从沉积物的化学成分
、

矿物

形态
、

微生物和细菌作用
、

孔隙水成份以及上覆水体的特点等方面着手去探讨这一问题

这为建立不同湖泊的生态模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数

由于我国大多数油田都分布在中新生代古湖盆之中
,

因此
,

古湖泊沉积研究具有突出

的地位 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尺度盆地构造沉积旋回的划分和演化的规

律 不同演化阶段盆地沉积体系和勘探沉积相模式 不同沉积类型储层的孔渗特点和 注水

开发过程中地下油水运动的规律 【“一
自 年代以来

,

与油气斯探和开发有关的湖泊

沉积研究进人更高的层次
,

强调了推复挤压盆地和断裂拉张盆地沉积演化规律的 比较研

究
,

以及成岩作用与油气生成
、

次生孔隙储层的特点研究
。

近年来地球科学的迅速发展
,

更多地强 调全球变化的研究
。

湖泊沉积忠实地 记录了各

种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信息 应用湖泊沉积具有高分辩率的特点
,

通过稳定同位素
、

抱粉
、

元素含量
、

矿物成份和测年资料
,

获得气候变化的各种周期
。

以便掌握气候的过去并且预

测其未来
,

为全球性的比较研究提供依据 通过对青藏高原
,

云南高原 【’ ,

华北平

原 ,
,

新疆 【’, ‘ ,

内蒙 ②
,

长江中下游 “ ,

东北 等地 区 的湖泊研究
,

分别建

立了上述地区气候变化的序列和湖泊相应的变化 综合起来着
,

末次冰期时绝大多数的湖

①旗培民等
,

洪泽湖三河闸前波高波周分布函数的数点
,

②王苏民
,

内蒙岱海全新世环境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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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是低湖面
,

东部地区在低海面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湖泊完全被冲积层复盖
,

湖泊消失

而新疆北部的艾 比湖和云南的滇池却表现为高湖面的特点 全新 世早期的湖泊扩大以内

蒙
、

新疆
、

青海
、

柴达木和西藏南部的湖泊最为明显
,

而云南湖泊却表现为湖泊退缩
,

我

国东部几乎无湖泊分布
,

仅在陆架地区见有该时期的泥炭层 全新世 中期的气候最宜期
,

湖泊大都具扩张趋势
,

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大面积不连续的沼泽沉积
,

但是柴达木和新疆

南部
,

由于气候干热却开始沉积了厚层的蒸发岩 全新世晚期
,

大约 一
,

几乎所有的湖泊都停止了扩张
,

并表现出明显的退缩趋势 在干早半干早地区大量湖泊急

剧退缩成为盐湖
,

甚至干盐湖
。

青藏高原上湖泊 自第四纪以来经历 一 次大退缩
,

最高

湖岸线比今 日湖面高出数十米
,

甚至 一 扭 【’工 ’ 根据历史记载和沉积物分析
,

湖

泊水位变化还存在着若干较短的周期
,

例如秦汉时期 大约 为明显的高湖面

时期
,

小冰期以来还存在 年和 年的波动周期

盐湖的研究在我国也具有重要地位 着重研究了各类蒸发岩析出的顺序
,

总结了硼酸

盐和钾耸矿的形成规律 ‘’ ,

主要成盐时期和成盐阶段以及不同时期盐类矿床的空间分

布
。

四
、

水生生物与生态学研究

我国湖泊生物资源的利用和水产养殖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以现代科学研究湖泊生物

则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

且主要是在建国以后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大量湖泊的

综合调查
,

逐步弄清了我国不同地区湖泊内生物资源的种群
、

数量和生物量等特点
,

发现

了许多新属
、

新种 编著了我国鱼类志
、

藻类志
、

轮虫志
、

挠足类志
、

枝角类检索
,

环节

动物
、

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的图谱
,

高等植物图鉴
,

中国植被以及水生维管束植物等一系

列专著
我国湖泊中现存的藻类约 多种 分布上以东部平原一些湖泊中的种类较多

,

如太

湖有 属
,

洪泽湖有 属 而其他湖泊中
,

一般仅 一 属
。

各湖藻类种群及数量

多少不但与湖水理化性质密切相关
,

而且也与水生植物生 长情况有关
。

如在水草茂盛的东

太湖以硅藻等占优势
,

而在无水草的西太湖则以蓝藻为多
。

在藻类的开发利用方面
,

发现

云南程海盛产天然藻类 —蛋白丰富的拟项圈藻 进行了螺旋藻的大规模墙养和藻类光合

作用与环境条件关系及用藻类做饵料和肥料等方面的实验研究 ”一 。

我 国湖泊常见的水生维管束植物有 多种 它们是初级生产者
,

有的直接可做饲

料
、

肥料
、

食物
、

药物或工业原料
,

并为湖中的鱼
、

虾
、

蟹等多种经济水生动物提供良好

的产卵育肥场所 对水生高等植物进行了改 良品种和引种试验以及利用它们净化水质和用

喜旱莲子草作大水面防浪
、

消浪设施的研究 同时还在消浪区做种植经济植物及水面无土

栽培的试验
。

我国湖泊中的浮游动物种类以原生动物为最多
,

约 种
,

轮虫 多种
,

枝角类

多种
,

挠足类 余种
。

对各湖区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

数量
、

分布与变化及其资源

利用作了分析研究
,

底栖动物中的虾
、

螺
、

规
、

蚌
、

蟹等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 已发展 了河蚌育珠
,

蚌鱼混养
,

人工养虾
、

蟹等增产技术
。

三角帆蚌
、

皱纹帆蚌和中华绒鳌蟹的人工繁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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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成功 虾
、

蟹的放养已 向全 国各地湖泊逐渐推开 “‘
,

对于无脊椎动物的个体
、

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的调查研究为评价与监测湖泊水质污染提供了依据

我 国淡水鱼类资源丰富
,

已发现 余种 年代初期很多学者研究了一些经济鱼

类的生物个体生态 生物学特征 湘繁殖生理学
,

并将成果用于生产实践 在国际上首创

鲤
、

镜
、

青
、

草等鱼类的人工繁殖 解决了这些鱼类在湖泊放流和池塘养殖对种苗的大量

需要 随后又进一步开展了一些重要水生生物种群生态学的研究 如 到 年代对青海

湖裸鲤种群动态的研究
,

对都阳湖
、

太湖
、

洪泽湖等许多湖泊中鲤鱼
、

银鱼等主要经济鱼

类产卵场及性成熟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太湖短吻银鱼人工授精实验研究等 在此基础上
,

发

展了经济鱼类的人工繁殖
、

养殖
、

放流
、

引种
、

资源繁保与捕捞管理等大水面的增产的技

术 】
,

例如太湖短吻银鱼的适时开捕 【 和引种滇池试验
,

在青藏高原可鲁克湖
、

达连

海等放养鲤
、

卿
、

草
、

编家鱼试验
,

内蒙黄旗海移殖青海湖涅鱼
,

新疆赛里木湖移殖贝加

尔湖冷水性鱼类等试验均已获得重大经济效益 此外
,

湖中局部网拦精养
,

网箱养殖
、

鱼

鸭混养
,

水体农业试验 ①
,

种植养殖结合多层次综合经营等模式得到了迅速发展
。

全国淡

水渔业总产量在 年已达 叭
,

比 年增长 倍 全国可养殖 内陆水面

约 , ,

现已利用养殖的仅 〕 其中 的湖泊面积只利用
, , 的水库约利用 ,

年代以来
,

从优化湖泊生态系统角度出发
,

研究合理开发利用湖泊生物资源和保

护水质环境的工作得到迅速开展 如包括池塘养殖水产在内的农
、

林
、

果
、

畜
、

禽
、

副
、

渔相结合的多种形式农业生态工程实验研究
,

用生物控制法净化水质和污水资源化工程研

究 一 ,

武汉东湖生态系统研究
,

以及关于湖泊生态系统类型
、

结构
、

功能
、

物质循

环
、

能量转换各环节诸参数确定的实验和建立数值模式的研究 , ’ ’, ’ ’月
·

最

近完成的根据湖泊水化学指标
、

自然地理指标
、

生物群落中占优势的初级生产者
、

营养盐

物流途径及鱼产潜力的指标来划分湖泊生态类型的方案已在国内近 个湖泊内应用
,

为

合理利用和保护湖泊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

五
、

湖泊水化学与环境保护研究

我国湖泊分布广泛
,

所处 自然地理条件各异
,

因此
,

湖水化学类型比较齐全 结合湖

泊综合调查和某些专题研究
,

已对淡水
、

咸水和盐湖的水化学特征作了总结 【

反映湖水基本特征的我国湖水矿化度以长江中
、

下游淡水湖区 为最低
,

向北
、

向西增

高并逐步转化为内陆咸水和盐湖 都阳湖矿化度年均为
,

为全国最低
,

协作

湖则高达
,

二者相差 万倍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使我国西
、

北部湖泊矿化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有的淡水湖已演化为咸水湖

就水化学基本组成而言
,

我国淡水湖泊中
,

阴离子以重碳酸根为主
,

氯根和硫酸根离

子含量 较低
,

碳酸根 离子含量最低 它们分别 占阴离子平均毫克 当量总数的
、

、

和 淡水湖中的阳离子以钙离子为主
,

其平均含量 占阳离子毫克当量

总数的 叭
,

钾
、

钠离子和镁离子则分别为
,

和 咸水湖中以氯根离子较

①区裕雄等
,

试论江苏浅水湖泊综合利用的新途径 —水体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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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其它依次为硫酸根
、

重碳酸根和碳酸根离子 它们分别占阴离子平均毫克当量总数的
、 、

和
。

咸水湖的阳离子以钠钾占首位
,

镁次之
,

钙最少 它们

分别各 占毫克当量总数的
、

和
。

盐湖的 卤水化学与咸水湖情况类似
,

阴离子也

以氯根居首位
,

阳离子也以钠钾占首位

我国湖水中生物 营养物质的分布特点为无机氮
,

以硝态氮为主 一 ,

按态氮次之 一 亚硝态氮最低 一 磷酸根离子含量不

高
,

绝大多数湖泊在 一 之 间 铁离子含量也普遍较低
,

淡水湖一般在

左右
,

咸水湖在 。 左右 而二氧化硅含量则普遍丰富
,

绝大多数在
一 之间 淡水湖的有机物耗氧量一般在 一 之间

,

其中滇池和五大连池

达 以上

我国绝大多数湖泊的湖水溶解氧状况是好的
,

有些湖泊的局部水域含量偏低
,

已遭有

机物污染 游离二氧化碳普遍偏低 湖水 值以东北及长江中下游湖泊较低
,

一般在
一 之间

,

云贵及黄淮海地 区略高
,

为 一 之间
,

而蒙新
、

青藏地区绝大多数湖

泊在 以上
,

呈碱性或强碱性 总的看
,

我国除个别湖泊的局部水域遭酸性废水严重污

染外
,

,

一般湖泊尚未呈现酸化现象
。

从湖泊生物营养物质分布而言
,

我国东北及长江中下游湖泊属富营养型
,

蒙新和青藏

地区的湖泊属贫营养型或贫营养向营养型过渡
,

其余地区的湖泊属营养型

随着湖区社会
、

经济的发展
,

我国湖泊污染的因素不断增多
,

为了保护我国的湖泊环

境
,

年代以来
,

国家环保局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教委和水利部 门先后成立了许多包括

水环境保护研究的中央和地方研究机构 广泛开展 了对我 国湖泊污染状况的调查研究工

作
,

并制定了适合我国情况的水质评价方法
,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水允许排放标准

结合需要还开展了 年我国主要湖泊水质预测和防治规划等研究 目前正全面开展湖

泊富营养化
、

有机污染物和毒物以及重金属污染的致害浓度
、

毒理学
、

毒物分解
、

积累和

防治对策实验研究 ‘ , 这些研究和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湖泊的水质基本上是好的

和 比较好的
,

但局部污染却很严重 据全 国 个湖泊的统计
,

污染主要来 自人湖河流

〔占
,

非点源的其他来源次之 当前我国湖水 中酚
、

氰化物
、

汞
、

铬
、

砷的检 出

率和超 标率分别达
、 、 、 、

、

【’ 一些污染严重的局部水域和湖泊已造成了明显 的危害
。

如巢湖靠近

南把河河 口 的水域已无鱼可捕
,

滇池的海菜花已骤减
,

金线鱼等名贵鱼种已近绝迹 个别

承接选矿水的湖泊
,

如湖北大冶湖重金属污染已导致鱼体萎瘪和歧变

为防治湖泊污染
,

目前除根据湖泊环保法规
,

全面制定保护规划
,

以加强对工厂工业

废水和城市污水 的排污管理外
,

还开展 了合理施肥和使用农药
、

减少肥料流失
,

采用截

污
,

污水集中处理
,

清除湖底淤泥
,

利用水生生物净化
,

调水冲污等一系列方法的实验研

究

六
、

湖泊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湖泊是地表储水域中滞水时间较长的一种 自然综合体
,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其特殊的

作丹
。

首先它是人们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供水水源 此外
,

它还具有调节江河迂流
、

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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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涝灾害和 发展水利
、

水电
、

水产
、

航运
、

矿产和旅游等事业的多种功能 各地在湖泊资

加的升
一

发利 叫万面有一个从单一到综合
,

从局部到整体
,

从 比较盲 目到科学规划 的逐步发

展过程
。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许多湖泊在水情上受到人工控制
,

使其供水
、

调洪等许多功能得

到了很好发挥
,

但往往产生 了水利与水产的矛盾
。

如由于调控水位与水生植物和鱼类生态

丁性 不一致
,

闻坝阻断洞游性鱼
、

蟹类的通道等原因
,

破坏于原有湖泊生态平衡
,

使湖泊

三艳资源屐退
。

针对这种情况
,

开展了促进湖泊生物资源增殖的对策及技术措施的研究
,

提出设置鱼道
,

灌 江纳苗
,

繁殖保护
,

放流种苗
,

加强捕捞的科学管理等措施 近年来开
展了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对

一

湖泊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及对策研究 】

湖泊滩地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 它对于发展水生生物
、

候鸟
、

珍禽有特殊功能 据全

里 巧 个湖泊 的调查统计
,

有滩地
,

占统计湖泊面积的
,

主要集中在长 江
、

淮坷 中下游湖区 滩地围垦 曾是 一 年代开发湖泊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
,

全 国共围湖

泊面积 “ 以上
,

超过五大淡水湖总面积
。

因围垦而消乙或基本消亡的大小湖泊达

脚抢余个
。

围垦扩大 了耕地面积
,

但削弱了蓄洪能力
,

增加防洪排涝负担并影 响水产资源

的 自然增殖
,

针对这种情况
,

开展了合理开发滩地资源和 围区资源的对策研究 提出了制

止盲 目围垦
,

退 田还湖
,

退耕还渔
,

低洼围区蓄洪垦殖以及耕渔结合综合经营等一系列对

策 ‘“ 、

’ 。

我国长江中下游
,

特别是东部平原地区
,

湖荡星罗棋布
,

港汉交织
,

通过长江及其支

流
,

淮河和京航大运河等
,

彼此互相沟通
,

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系网 在航运干线上的湖泊

普遍建立 了船闸
,

水上交通极为便利 云贵高原和东北地区的湖泊也有航运之利 内流区

域的湖泊主要是湖泊 内部的渔业和运输航运

我国水力资源极其丰富
,

理论蕴藏量为 叹
,

可供开发量达 吸
,

居世界之首 但主要蕴藏于江河 内
,

需修筑水库开发 湖泊水力资源主要分布于边远山区

或高原
,

如洱海
、

滇池
、

抚仙湖
、

日月潭
、

镜泊湖
、

博斯腾湖
、

新疆天池
、

羊卓雍湖等

东部 平原地 区湖泊筑坝后也有低水头发电能力 如洪泽湖
、

洪湖
、

骆马湖等都已建成了小

型水电站

我国有丰富的盐湖资源
,

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 盐湖中已发现的盐类矿物

有 余种 不但赋存大量的石盐
、

天然碱
、

芒硝
、

石膏等常见盐类和丰富的

硼
、

钾
、

浪元素
,

而且还富有锉
、

艳
、

鳃
、

钡
、

铆
、

铀
、

让
、

等多种稀有元素 我国盐湖

矿床的品位高
,

储量丰富 如察尔汗盐湖的盐层最大厚度超过
,

蕴藏着 以氯化物为

主的盐类
,

是 我国最大的
,

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内陆干盐湖 湖中以产光 卤石
· ·

著称
,

氯化钾 储量为 ‘ ,

石盐储量为 ’ 。

西

藏地区有 的盐湖的卤水平均含氯化锉 以上 以石盐为主的吉兰泰盐池和茶卡盐

池经洗涤后平均含氯化钠 以上 与海盐和井盐相 比
,

普遍具有成本低
、

投资少
、

生

产率高
、

生产稳定等优点
。

我 国丰富的湖泊旅游资源也 已得到了逐步开发
。

如太湖
、

滇池
、

都阳湖和杭州西湖
、

武沃东湖
、

南京玄武湖等许多湖泊均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地区

近年来湖泊资源开发研究着重于制定全面提高经济
、

社会
、

生态效益 的综合开发规

划
‘

首先要全面分析湖区 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人文条件
,

预侧其演变趋势
,

探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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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存在的间题及其成因 在此基础上确定资源开发中的指导思想 开发方向与主要措

施
,

并制定以多层次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湖泊资源为主要依托的全酉发展湖区经济
、

文

化 环境建设的综合开发规划 如今许多大湖
,

如洪泽澎
、

南四湖 澎阳湖等均已制定了

综合开发规划 此外
,

结合综合调查
、

专题研究和遥感应用
,

正在完善中国湖泊信息数据

库和湖泊综合开发规划与管理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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