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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泊地貌与湖泊沉积学研究概况

孙顺才 王苏民 郑长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介绍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湖泊地貌与湖泊沉积学的研究概况
,

如关于长江中 下

游各大湖均形成于人类历史时期的新理论石 长江中
、

下游浅水湖泊及云南断陷湖泊沉积模式和理

论 为油气勘探服务的古湖泊环境研究 湖泊沉积与古气候变化关系 湖泊沉积速率测定以及评价

湖泊环境的历史
、

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户国是一个多湖泊的国家
,

有湖泊 多个
,

总蓄水量达 ‘ , ,

湖泊率为
,

其中淡水湖泊约占
,

总蓄水量约 护 , 【’,

此外
,

解放以来
,

兴

建的各种类嗜望的大中型水库
,

总蓄水量亦达 了 多

湖泊不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生物资源
,

同时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
,

全国湖

泊中有经济鱼类达 多种
,

如太湖的银鱼
,

青海湖的稀鳞鱼等
,

驰名中外 西北地区和

青藏高原的盐湖
,

富含硼
、

锉
、

钾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

我国古湖盆的油气量居世界之

最 湖泊四周广阔的湖滨平原地区
,

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 如太湖地区
,

有大小

城市 个
,

人 口 多万
,

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的
,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

位 因此湖泊学研究在我国 日愈显示其重要意义
、

近年来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广泛应用
,

湖泊地貌学与湖泊沉积学作为湖泊科学重要的

组成部分
。

它在充分利用和开发湖泊 自然资源
,

保护湖泊环境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外
,

湖泊沉积学作为沉积学的一个分支
,

在勘探和开发煤
、

石油
、

天然气和其它沉积矿

产方面
,

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引起 了极大 的重视
。

中国有 多万 的沉积盆地
,

它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
,

曾不同程度的经历过湖泊的发生
、

发展与消亡的过程 如东北的

松辽盆地
,

下 白至系时古湖泊而积达 乍 ’ 苏北平原现代湖泊面积是
,

但是在第三纪渐新世时
,

有四个巨大的古湖
,

湖泊而积之和达 多
,

即使在第四

纪时期
,

亦有许多湖泊经历沧桑之变
。

因此这些古湖泊环境的研究为湖泊沉积学提供了极

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一
、

中国湖泊的分布和主要类型

中国湖泊分布遍布全 国
,

多数是以中小型为主
,

其中面积大于 以上的湖泊

有 个
,

而积大于 的有 个
,

以下的有 个 表 根据我国湖

泊的成因类型及地区分布以及区域自然地理特征
,

可 以概括的划分为几个类型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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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湖泊数量与面积

马
, ,

一 一

东部平原湖区 分布于海河
、

淮河
、

黄河
、

长江中下 游地区 主要沿着江
、

河两

侧 大于 以上 的湖泊有 个
,

总而积
,

包括著名的五大淡水湖 都阳

湖
、

洞庭湖
、

太湖
、

洪泽湖
、

巢湖 这些湖泊多位于 冲积平原上 湖水浅
,

湖底地形平

坦
,

多数湖泊平均水深不超过 为过水性湖泊
、

吞 吐流量大
,

素有
“

洪水一片
,

枯水

一线
’

之称 因而湖水交换率高
,

如太湖为 湖水矿化度低
,

一般仅 一 ,

为

典型的淡水湖
云贵高原湖区 它是新第三纪以来抬升的高原区 彻泊王要是沿着近南北向的深断

裂带发育的断陷湖 如沿着红河断裂带发育的洱海
、

西湖
、

落碧湖
、

剑湖等湖泊 沿着小

江断裂带发育的车湖
、

阳宗海
、

抚仙湖等
。

全区湖泊总而积
,

占全国湖泊总面积

的 形成于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期
,

盆地疏松沉积物厚达 以丰
,

它较完整地

记录了这一地区的气候与环境变迁 许多湖泊为出 口 窄狭呈半封闭状态的深水湖
,

其容蓄

量大
,

吞 吐 量 小
,

致 使 湖水 交换 率 低
,

矿 化度 偏高 如 云 南 湖泊 湖水 矿化度 达
一 ,

湖水分层现象明显
,

冬季逆温
,

夏季正温
,

并有温跃层分布

蒙新湖区 为内蒙
、

新疆等广大干旱
、

半干早地区的内陆湖泊 区 内湖泊大致以黑

河 为 界
,

以西多 构造湖
,

以 东多小型 风蚀湖
,

亦有部分构造湖 全 区湖泊总面积
,

占全 国湖泊 总 而 积 的
。

因地 处 内陆
,

气候干燥
,

年降雨量大多在

以 下
,

而 蒸 发 量 高达 以 上 湖 水 矿 化度高 达 一 ,

少 数 达
一 ,

以致湖泊多呈微咸水湖
、

咸水湖以及盐湖
,

并出现化学沉积和盐类沉积

东北湖区 湖泊总而积
,

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主要有两种湖泊类

型 一是分布于
“

三江
”

平原上的湖沼湿地
,

地势低洼
,

排水不畅
,

加之地下水位高和地层

不透水性
,

致使地而蓄水而 出现大片浅水沼地
,

被称之为水泡子或碱泡子
,

面积较大的如

兴凯湖等 另一类是火 山湖
,

如长白山的白头山上的天池 中朝界湖
,

是一典型的火山

口湖
,

面积仅
,

湖水深达
,

是中国第一深水湖 镜泊湖位于牡丹江上游
,

由

熔岩流阻塞而成
,

是一而积最大的堰塞湖
。

青藏高原湖区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拨最高
,

隆起最强烈的地区
,

也是我国湖泊最

密集的地 区 湖泊而积
,

占全国湖泊而积的 湖面海拨多在 以

上
,

如藏北的扎困切错湖
,

位于海拨 这些地 区湖泊
,

大多是沿断裂带发育的构

造湖
,

也有部分是沿着冰川谷地发育的冰川湖
,

或构造冰川湖
,

少数为冰川泥流堵塞的堰

塞湖 因蒸发量大
,

湖水多为咸水或微咸水
,

矿化度达 以上 少数靠高山融雪水

补给的季节性湖泊则为淡水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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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湖泊地貌与湖泊沉积学的研究概况

一 长江中
、

下游湖泊的成因与演变

长江中
、

下游地区的湖泊大于 “ 以上的有 个
,

是我国淡水湖泊分布最为集

中的地 区 近年来对于湖泊形成
、

演变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进展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

一
,

最近测量结果
,

湖泊面积为 ①
,

平均水深
,

最大水深
,

为典型的

浅水湖 ’】 自 年丁文江等发表
“

太湖构成与退化
”

一文起
,

半个世纪以来
,

一直认

为太湖是由 湖演化而来
,

即认为大约在距今 年前后的高海面时
,

太湖平原受到了

广泛海浸
,

成为一个海湾
,

以后 由于长江南岸砂嘴与钱塘江北岸砂嘴相向增长后相接
,

使

海湾转变为封闭渡 湖
,

太湖及太湖平原湖泊就是 由蔺湖演化而来的 一些地质学者则认

为
,

太湖是一个第三纪以来下沉的构造盆地
,

以后积水成湖
,

由于沉积物的不断充填
,

逐

步形成现代的湖泊格局 近年来通过对这些湖泊的系统测量
,

在湖中打了一系列深钻及浅

钻以及浅地层剖而仪探测表明
,

太湖以及这些湖泊的湖底
,

均为坚硬的黄土物质所组成
,

对这些黄土层顶部和底部的‘ 测年分别为距今 土 年和 。年 在湖底的黄

土层之上
,

尚见有一系列被埋藏的古河道和洼地
,

这些河道位置与现代地面的河道大体吻

合 在湖底
,

还发现有一系列古文化遗址
,

这表明
,

现代湖泊形成之前
,

这里曾是被广泛

覆盖着黄土的冲积平原环境 以后 由于泥沙淤积及人类围垦
,

以致河道疏泄不畅
,

洪水于

低洼处聚集
,

扩展成湖 从太湖底部发现的春秋战国时古井来看
,

其最后形成
,

应在春秋

战国前后
,

即大约距今 一 年 太湖平原上的其它湖泊
,

亦基本类同
,

如阳澄湖

原为战国吴城所在
,

宋朝时论为湖泊 澄湖则形成于北宋大观元年 公元 年 至南

宋乾道六年 公元 年 间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

湖泊而积 过去曾认为
,

是由全新世最温暖时

期形成的古云梦大泽演化而来 近年来从湖底发现的河流冲积物及大量楚国文化遗物表

明
,

形成时代不超过 年

都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

湖泊面积 长期 以来认为它是一个构造断陷

湖
,

并认为是古彭抵泽的残余 但是据近年来在湖底的深钻
、

浅钻资料以及湖底发现的汉

墓
,

古果阳县城址
、

古海 昏县城址
,

及古水田等遗迹表明
,

鄙 阳湖形成于 一

年 而公元五到六世纪期间
,

由于长江水位的波动
、

上涨和赣江人长江河 口 沙洲的不断淤

涨
,

致使赣江等河流洪水疏泄迁阻
,

使得湖泊向南急剧扩大 据调查
,

巢湖也是在原

河道基础上扩展成湖
。

洪泽湖则是 年黄河河道南移
,

夺取淮河下游出 口人海
,

使淮

河泄水受阻
,

淹没河 口 洼地
,

形成洪泽湖
。

由此可见
,

长江中下游湖泊基本上形成于人类

历史时期
,

它们的形成发展及演化与气候变化
,

海面波动以及人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二 湖泊沉积模式的研究和建立

自从 年 研究 了罗纳河注人 日内瓦湖形成水 下河道与天然堤沉积以来
,

国

外对湖泊沉积学研究已有 多年的历史 我国近几十年来
,

湖泊沉积学研究方面亦作了

大量的工作
,

取得 了一些进展
,

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理 沦模式 这里仅着重介绍 以下几个方

①含湖中岛屿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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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沉积模式的建立

都阳湖是我 国最大 的淡水湖
,

位于 江西省北部 湖泊面积为
,

洪水时可达
,

枯水时仅 汇集了五条河流的来水
,

年逸流量达
,

年输

沙量为
,

其中赣江为 、
,

占 泥沙多数沿河 口 地区堆积
,

形成

了鄙阳湖三角洲沉积体系 由五条河流形成的三角洲总而积为
,

其中赣江三角洲

面积最大
,

为
,

占
,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 ‘】曾系统的研究了都阳湖

水动力条件
,

泥沙淤积和三角洲沉积特征 认为有三种水动力条件 一是牵引流
,

即当人

湖河流水位高于 出口 的长江水位时
,

水流沿着水下河槽流动
,

两仅相应形成水下天然堤及

决口扇沉积 其二
,

当洪水期间出 口 的长江水位高于人湖河流水位时
,

长江水流倒灌
,

因

长江的含沙量高于湖水六倍
,

以致人湖的长江泥沙成为异重流形式
,

在三角洲前缘堆积

第三种是秋季时江
、

河水位相近
,

洪水在湖中相遇
,

使泥沙在开阔的湖中沉积下来 根据

沉积特征
,

划分出下列沉积相类型

三角洲平原相
。

包括分流河道亚相
、

漫滩
、

天然堤亚相
、

决 口 扇亚相
、

废弃河道

与天然堤亚相

三角洲前缘相
。

包括水下河道
、

水下天然堤亚相
,

水下决 口 扇以及分流间湖湾亚

相

湖泊沉积相
。

包括湖区
、

湖间洼地及滩地沉积 共三种沉积相及 种亚相 并

建立了水下河道一决口分议
”

的生长模式

太湖的现
一

弋沉积与郑阳湖截然不同
。

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是吞吐流沉积
,

主要分布于

湖泊南部沿岸地带 另一类是风生流或风暴流沉积 【’】 。

由于太湖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季风

区
,

每年夏季常受台风袭击
,

据记载 自 一 年的 年间
,

影响太湖地 区的台风就

有 次
,

其中强 台风 次
,

如 年 月 一 日的 号 台风
,

风力达 一 级
,

最

大风速达 台风过境时产生三 种动力作用
,

一是掀起大的风浪
,

侵蚀湖底
,

并形

成混水休 二是在湖而产生摩擦速度
,

驱动水休白南 向北运动 三是在湖的北部产生风涌

水
,

最大风涌水可达 以上
,

形成持续 的湖而增水并反 向逆差
,

同时产生补偿流
,

以致

在湖中形成反 向环 流
,

把大量碎屑物质携带到太湖中部堆积下来
,

在 中部形成包括有细

砾
、

粗砂等沙泥混含的风暴流堆积区
,

其中 一 是铁
、

锰结核
,

面积可达 并

在湖泊西岸形成风生沿岸流沉积带
,

这些物质主要是来 自湖底物质的侵蚀和再搬运

云南断陷湖泊沉积体系和沉积特征的研究

云南省有天然湖泊 多个
,

主要是沿着构造带发育的裂谷湖 中国科学院曾组织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对滇池
、

洱海和抚仙湖的湖泊水域环境与现代沉积进行了研

究
,

较为系统的提供了断陷湖盆三个方而的沉积模式理论 一是对滇池包括洱海弥沮河三

角洲沉积休系的研究 “
· ,

着重对构造
、

物源及动力因素作用下发育的鸟咀状
、

扇状等

不同类型三角洲及其形成条件进行的研究 二是对洱海抚仙湖等湖泊扇三角洲沉积模式的

探讨 洱 海 是 发 育 于 红河 断裂带 上 的地堑 式 湖盆
,

湖泊 面 积 为
,

最大水 深
,

其西侧苍 扫白新第三纪 以来剧烈抬升
,

主峰海拨
,

高出湖面
,

在水

平距离仅 之 内
,

落差 如此之大
,

因此 山坡陡峻
,

加之地 区降雨量大
,

月至 月

降雨量达
,

干湿季分明
,

因而在 日前发万了一 系列的冲积扇及扇三角洲沉积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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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扇的水下前缘部分 尚见有水下河道与水 下夭然堤沉积 在澄江盆地的抚仙湖两侧
,

可以见到 扮 个湖滨冲积扇
,

其扇项
、

扇 中在湖滨
,

而扇 的前缘伸进水下 这些扇三角洲

的发育是与湖盆迅速下沉
,

徒竣的湖滨地形及干湿季交替的气候条件有关 第三是对深湖

浊流沉积的研究 汇,
,

〕 抚仙湖是发育于小江断裂带上的深水湖
,

湖泊面积
,

最

大水深 、,

这里可 以见到三种浊流沉积类全

低密度流
,

亦称它为异重流沉积 这是由洪水所携带的泥沙直接人湖
,

并在湖底

形成异重流浊积扇
,

其前缘可达 的 多 水深以下霍

高密度流的浊流沉积 由某种突发性因素 如地震等 引起的水下崩塌
、

滑坡造

成的 见 于抚仙湖深湖中心
、

地带
,

物质组成从砂到粘土
,

为具有递变层序的水下浊积扇沉

积体

碎屑流沉积
。

它是邻近湖滨的山地中所形成的泥石流体直接注入湖泊
,

成为水下

碎屑流沉积休
,

并形成水下 冲积扇
。

此外在湖底因断层形成的水下谷地中
,

尚见有峡谷浊

流及其沉积休系
。

干旱区化学沉积的研究

以青海盐湖研究所为主
,

在盐湖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 ,

其内容包括

青藏高原及 内蒙地区盐湖的分布
、

成因与演化及卤水类型 并划分出四种盐湖类

型
,

即碳酸盐型硫酸盐型
、

氯化物一硫酸盐型及氯化物型
,

气候
、

环境变化与盐类沉积特征
,

中国盐湖有两次成盐期
,

一次是在晚更新世
,

距今约 年前后 ’ 另一次是在晚更新
一

世末至现在
,

气候变干旱
,

湖泊演化到盐湖

阶段 盐类沉积发育到最后阶段
,

出现了盐湖的最终产物 —光 卤石和水氯镁石

对盐湖沉积中硼
、

钾
、

铿
、

铭
、

钡等各种矿物进行了研究 如柴达木盆地
、

面积

有 月 ,

盆地内有盐湖 个
,

总而积达
,

还有不少干盐湖 【’‘】 盐类沉

积丰富多采
,

包括有石盐
、

芒硝
、

钾盐
、

硼酸盐等
,

卤水中尚赋存有钾
,

镁
,

锉
、

硼
,

并

含有较高的铀
、

铆
、

惚
、

艳
、

重水等
,

此外
,

还通过盐类与陆源碎屑及黄土物质的交互沉

积特征
,

建立了干旱地区气候变化系列的模式

三 古湖泊环境与油气勘探方面的研究

至今
,

我国发现的主要油 田均是陆相油田 这就是说
,

油气藏的形成与湖盆的构造沉

积发展阶段
,

以及盆地内的砂休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近二十多年来
,

有较

大的进展
,

首先是不同类型的湖泊以及不同演化阶段的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类型含量与生油

条件关系的研究 根据石油
、

天然气有机组分及特征标志化合物来分析油母岩形成的原始

沉积环境 并通过对青海湖
、

滇池
、

洱海
、

抚仙湖以及其他湖泊现代沉积物中的有机组成

的特点的研究
,

探索油母岩的最佳环境
,

建立 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陆相生油理论 一般认为

现代湖泊的深水环境
,

富含脂类和蛋 白质的浮游动植物和底栖生物
,

常以硅藻 节枝动

物
,

原生动物和摇蚊幼虫等为主
,

它们是生成石油的母质 但是湖泊的原始生产率
、

生物

量的多寡
、

营养状况决定 了有机质的总量 而沉积后的保存条件又决定了沉积中实际的有

机质含量 因此
,

有机质的数量
、

类型和保存条件三者的组合构成了沉积物的生油能力

云南断陷湖泊研究认为
,

水深 以上常为成煤环境
,

而 以下常为生油环境

其次
,

是对含油气盆地不同类型储集砂休沉积相的研究和相模式的建立 研究范围几

乎遍及全国所有的油 田
,

其中对松辽盆地 即大庆油 田下 白奎系中部含油组合的研究
,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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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造性工作 川 继后克拉玛依油 田
,

辽河
、

大港
、

中原
、

胜利油 田
,

苏北
、

玉门等油

田含油层系的砂休都进行了微相分析和砂休解剖 在分析各盆地沉积体系时空分布规律的

基础上
,

建立了不 同类型盆地的构造沉积演化模式
,

以及不同演化阶段盆地内的粗模式

应用这些模式一方面在区域勘探上可以指明远景探区
,

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砂体内部的

孔渗特点和空 间展布规律
,

指导油气开发
,

同时可用于老油 田 的挖潜
,

以提高最终采收

率

四 湖泊沉积与古气候变化的研究

第四纪以来
,

世界气候曾多次发生冷暖交替
,

相应地使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也发生了

一系列的变迁 近年来对研究全新世和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早涝交替
,

河

湖环境变迁等尤为关注 目的在于预测近期气候变化的趋势 七十年代以来深海钻探工程

和 冰 岩 心 的 分 析
,

曾较 完 整 地 建 立 了 第 四 纪 气 候 波 动 图 谱 ,

但是对于全新世 以来的气候变化
,

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近年来对湖泊沉

积 如 日本琵琶湖 的研究证明
,

连续的湖泊沉积
,

特别是封闭
,

半封闭的湖泊
,

能较为

敏感地反映气候的变化
,

为此
,

选择了不同气候引少的湖泊的比较研究
,

以建立全球气候变

化的模式
,

例如洞庭湖
、

太湖
、

滇池
、

青海湖
、

艾 比湖
、

柴铺
、

岱海
、

白洋淀和西双版纳

地区的湖泊等都先后作了大量工作 太湖地 区通过钻孔抱粉分析 【’ ,

建立了 自更新世以

来的九个气候带共经历 了三次温暖
、

一次湿热
、

五次温凉的气候变化并证明全新世以来
,

太湖地区至少经历 次温 吸期
,

即距今 一 年
, 一 年

,

一 年及
一 年 推测当时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出 卜 ℃

,

降雨量多于现在 太湖平原许多

泥炭层及湖泊的形成和扩展都出现在此气候温暖期 根据历史气候记载与湖泊沉积记录分

析
,

太湖地 区气候干湿冷暖交替变化具有 不 同的尺度周期
,

长 周期约 一 年左

右
,

短周期为 年和 一 年

云南滇池的抱粉分析也表明
,

昆明盆地更新世末期以来
,

气候和植被历经了五个发展

阶段
。

第一阶段是 年或 年以前的较凉爽气候
,

植被为落叶阔叶与针叶混交林

带 第二阶段为 一 年
,

气候变暖
,

但低于现代气温
,

较多地出现 了热带
、

亚热

带植被
,

属亚热带气候环境 第三 阶段 为距今 一 年 常绿 阔叶树成分明显减

少
,

气温较第二阶段 为低 第四 阶段为距今 一 年
,

此时植被空前繁茂
,

以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为主
,

气候较现在昆明盆地高
,

为全新 世最暖期 第五 阶段为 年至现

在
,

此时气温又较前期变冷 反映在喜热植物 如常绿阔叶树 的减少和消失
,

而针叶植

物则不断增加

随着气候的变化
,

湖泊环境 也发生 了变迁 在第一 阶段
,

滇池为大湖面的深湖阶段
,

并与玉溪盆地的古湖泊相连通 湖泊沉积物中
,

反映深水环境的盘星藻类较多地出现 第

二阶段为深湖向浅湖的过渡阶段 年以来至现今
,

为浅湖及小湖面阶段
,

并逐渐演

化为现在的湖泊环境
。

显示 出云南湖泊演化的特点与东部湖泊是有所不同的

柴达木盆地的盐湖研究工作 〔‘’】
,

经 占。“ 与 ‘’的同位素并结合抱粉分析和年代测

定
,

证明 年以前的察尔汁盐湖
,

乃是较湿润气候的谈水至半咸水环境 年以

来
,

气候曾经历了 次干早与相对
一

湿润的波动
,

其中以 一 年时期
,

气候最为干

旱 湖泊演化到干盐湖阶段
,

出现 了大虽蒸发岩的盐类沉积

五 湖泊沉积过程和沉积速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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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的泥沙输移和沉积过程在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湖泊环境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 的

作用 近年来
,

对长江流域湖泊的泥沙淤积
,

曾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长江中下游地区

多为过水性湖泊
,

由于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
,

从而加剧了湖泊的泥沙淤积 如洞庭湖

每年人湖泥沙量达 叭
,

而 出湖泥沙量只有
,

是人湖泥沙量的
,

使每年有近
,

约 叭 的泥沙沉积于湖中 都阳湖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拍气 “ ,

年流失沙量超过 叭 以上
,

而每年流人都阳湖的泥沙量达
,

通过都

阳湖排人长江的泥沙量只有
,

有 。气的泥沙淤积于湖中
。

据对长江中

下游五大淡水湖的泥沙统计资料分析 表
,

其每佗泥沙的淤积总量达
。

近年

来我们通过 方法对几个湖泊的沉积速率的测定 表
,

除太湖
、

巢湖外其沉积通量

值均小于水文测量值 表明湖泊中的泥沙沉积量似乎 比实际预想的要小得多

表 长江流域五大淡水湖泥沙淤积量表

加 卜 乒君 主、 璐

湖泊名称
年输人盈

亡一 ‘ 〕

】

年输出量
年淤积是 一 ‘

平均沉积速率

洞庭湖
娜阳湖

洪泽湖

】
’ ‘

⋯ 淤
湖湖计巢太合

表 。对几个湖泊沉积速率的测定

一

湖 泊

洞庭湖

都阳湖

沉积速率

一

沉积通贡

湖湖太巢

大 量 的 泥沙淤积
,

使得长 江 中下 游湖泊面积 日益缩小 如洞庭湖
,

年时 为
,

为全国第一大淡水湖
,

而 一 年面积为
,

减少 一 都阳湖 一

年较 年减少 了
,

损失库容达 了 ’ 江汉平原在五十年代有湖泊

个
,

面积
,

因泥沙淤积和围垦
,

到八十年代仅剩下 个
,

面积
,

从而

使湖泊对洪水的调蓄功能明显下降

泥沙人湖后
,

‘

受到湖水动力及湖底地形的影响 在湖中各处的沉积速率与分布是不同

的
,

河 口 及水下三角洲地 区
,

高于开阔地 区 一 倍 以上
。

太湖有进 出 口 河道 余条
,

观测其泥沙量是十分困难的
,

最近我们采用了 同位素方法
,

测得东太湖泥沙平均

沉积速率为 二
,

最大沉积速率可以达到
,

按此推算
,

约 多年以后
,

东太湖将沼泽化

除湖泊外
,

对水库的泥沙淤积也相继进行了研究
,

长江流域有大型水库 座
。

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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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座
,

小型 水库 万多座
,

总面积达 多
,

因泥沙淤积每年损失库容

如嘉陵江上游碧 口水库
,

运行 年
,

泥沙淤积 吕 ,

损失库容 “ 大波

河上游的碧咀水电站
,

运行 年淤沙 护
,

损失库容 苏北石梁河水库最

大沉积速率达

六 湖泊污染与环境保护工作

湖泊周围地区通常也是工农业生产发达地区
,

随着大量的化肥
、

农药及工业三废排人

湖内
,

湖泊环境受到了污染 污染物进人湖泊以后
,

一部分随着湖水扩散
、

运移
,

一部分

则沉人湖底
,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
,

这些污染物和营养盐类可以不断从湖底再释放
,

进入水

中 以营养元素磷为例
,

在含磷的水休进人湖泊以后
,

磷元素可 以与铁
、

铝等元素结合成

为磷酸盐胶休沉淀
,

或与钙结合成为磷灰石
,

或以有机磷等三种形式沉人湖底 当湖底进

人还原状态时 如当 值 一 付
, , 可 以转变为

,

成为可溶性盐类
,

随

同磷一起再重新释放回水中 或者当 改变时
,

磷也可 以再释放 出来
,

如夏季水温增

高
,

藻类的光合作用增强
,

引起水中的 佗的改变
,

或者细菌
、

微生物作用
,

使有机磷

重新释放
,

并随水休扩散加剧了湖泊的营养化程度 近年来湖泊沉积学在为湖泊环境评价

方面着重作了以下三方而的工作

测定了营养盐和金属元素的沉积速率和堆积量 例如根据太湖北部测定
,

因污染

而使磷增加
,

锰增加
,

锌增加
,

铅增加
,

这些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重新释放而成为污染源

湖泊富营养化发展过程的研究 如对长江流域的许多湖泊研究表明
,

湖泊的富营

养化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

如滇池有机碳沉积速率达 一 ,

成为典型 的富

营养化湖泊

底质中营养盐和元素释放速率和扩散模式的建立 如对巢湖营养盐释放模式的建

立
此外

,

一些新技术
,

新方法在湖泊地貌与湖泊沉积学中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如遥感

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
,

同位素仪器及地球物理方法等
,

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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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泊 科 学 卷

【

】

号

吴标云等
,

长江三角洲第四纪地质 海洋出版社
、

年

陈克造等
,

柴达木盆地晚更新世盐湖演化
,

中国一澳大利亚第 四纪合作研究论文集
, 、 一引

,

科学出

版社
,

年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青海湖
,

科学出版社
,

年

, 。延年

年
。

、

王苏民等
,

松辽盆地下白至系古地理环境与石油分布关系
,

中国科学 辑
, ,

月 , 了 刀 少 价 口 夕
,

户 瓜

一 ‘ 厄

功 肠
犷 公

卜 自

乳 一

, 一

义

,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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