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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泊 科 学
,

云南高原湖泊的开发与保护

杨 文 龙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

昆明 的

提哭 介绍了云南高原湖泊的形成演化
,

重点论述其在云南社会
、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分析

了湖泊不合理开发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
,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

关锐词 高原湖泊 开发利用 湖泊资饭保护

云贵高原湖区是我国五大湖区之一
,

该湖区绝大多数湖泊均集中在云南省 据 年代

初地形图统计
,

水面在 以上的云南高原湖泊约有 个
,

湖泊水面积 ’
,

集水面积 川
,

占全省面积的 片
,

蓄水量约
。

数十年来
,

由于人类活

动和种种原因
,

一些湖泊过早消亡
,

一些湖泊面积缩小成水库
,

而一些湖泊则沼泽化
,

水面在

以上的湖泊现有 个
, 〕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
,

全省总面积的 环均属 山地 因此
,

这些具有蓄排洪
、

工农业用水
、

生活用水
、

水产
、

航运
、

旅游
、

发 电和调节气候功能的高原湖泊是云南 省极为宝贵的 自然资

探
,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

湖 泊 概 况

湖泊的形成
、

分布与特征

由于地壳运动和水文气象等因素的影响
,

云南高原分布有断层陷落湖
、

喀斯特湖
、

火山

湖
、

冰蚀洼地湖 也有两种以上成原的湖泊
,

但地壳运动引起断陷盆地的沉降是其形成的主

要原因

云南高原湖泊分布在海拔
一

之问
,

最高可达 月 ,

分属长江
、

红河
、

珠江

和洲沧江水系
。

按地理位置
,

主要集中在省内中部
、

西部和南部 所有湖泊均为淡水湖
,

其水

稼主要靠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
,

水位变幅 一
。

湖泊平均水深大都在 以 内
,

但也有

如抚仙湖深达 以上深水湖泊
。

湖区气候及土坡类型

全省主要湖泊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年平均气温在 巧 ℃左右 ,特征为干
、

湿 雨 季分

明
, “ 四季如春

” 。

湖区土壤类型主要是红壤
、

紫色土
、

棕壤和灰汤土

湖区植被

与长江中下游的大型浅水湖泊相 比
,

云南高原湖区植物地理成分复杂
,

其水生植物群落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湖 泊 科 学 卷

类型多样
。

据调查
,

云南高原湖区内可划分 打 个群落类型
,

其中沉水群落有 个
。

根据湖

区植物群落组成
、

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差异
,

可以划分出五个湖区植被带 即山地亚热带
、

山地

温暖带
、

高山寒温带
、

高山寒带和极高山冰雪带闭

湖泊类型

从湖泊成因而论
,

云南高原湖泊均属高原石灰岩
、

砂岩的构造湖 从湖盆深度上又可分

为平均水深在 以 内的浅水湖和平均水深在 以上的深水湖
。

从水化学性质上分
,

所有的湖泊均属于钙型的硬水微碱性湖
。

按湖泊营养状况分
,

又基本上可分为贫营养型湖和

富营养型湖
。

虽然如此
,

若综合起来分析
,

云南高原湖泊可分为两类
,

即 高原构造型亚热带

石灰岩贫营养型湖和高原构造型亚热带石灰岩富营养型湖
。

前者包括抚仙湖
、

阳宗海和沪沽

湖
,

后者包括滇池
、

祀麓湖
、

星云湖
、

异龙湖和洱海等
。

高原湖泊在国民经济
、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云南水资源量十分丰富
,

居全国第三位
。

但山于地处高原
,

坝平地仅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

众多河流深处高山峡谷
,

地高水低
,

可利用的水资源有限
。

以 昆明地区而言
,

人均年径流

量仅
,

处于全国极低水平
。

因此
,

分布在红土高原坝
、

盆地 的淡水湖泊区域是云南

各族人民生产
、

生活的主要场所
。

水是生命之源
。

淡水资源的变化是人类迁移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淡水的多少是决定地球

上各个地方人 口 密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年前
,

庄跻
、

司马相如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

带进了红土地
,

带到了昆明
、

大理地区
,

其主要原因就是有能提供生活
、

生产用水的滇池和洱

海的存在
。

表 各湖区工农业产值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 比例
吕 , 佣 印 吕 ‘

湖湖 泊 名 称称 滇 池池 洱 海海 抚仙湖湖 清水海海 侄 海海 阳宗海海 星云湖湖 祀麓湖湖 长桥海海 异龙海海 个旧湖湖 合 计计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屯湖湖湖

湖湖区工业产值值 扮扮
。 。

、、

占全省工业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

产产值比例

湖湖区工农业业
,

产产道占全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

工工农业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

产产值比例 纬

云南省 目前拥有一座大城市 昆明
、

一座中等城市 个归 和八座小城市 其中昆明和个

旧 都在临湖泊 依 。。年规划
,

云南省的城市发展结构为一座大城市
、

六座中等城市和十四

座小城市
,

而其中位于湖区就有一座大城市
、

三座中等城市和多座小城市 据 年资料统

计
,

分布在湖区的大
、

中型企业就占了总数的 片
,

而分布在滇池流域竟占了总数的 线

目前
,

以湖泊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区经济的湖区经济在云南 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显

要地位 表
。

如果将全省湖泊
、

水库地 区的产值计算在内
,

湖区工业产值和工农业产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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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全省对应总产值的 和
。

到 年
,

湖区经济
,

特别是湖区工业经济在国民

经济发展 中更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云南的城市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湖区经济

的代名词
。

高原湖泊为高原人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
、

生产用水
,

湖区为全省人 民提供了优良的安居

乐业的繁衍地
。

不仅如此
,

云南湖泊风景 秀丽
、

湖区集居着 个少数民族
,

丰富多采的民俗

风情
,

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奇特的人文地理
,

使许多湖泊闻名于世
,

是中外人士向往的旅游胜

地
。

湖区旅游的发展
,

又将对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湖泊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原湖泊不仅是云南生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生态系统
,

而且是促进云南国民经济
、

社会

发展
,

实现
“
富民兴滇

”

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
。

然而
,

由于认识的不足
,

在人为的干预下
,

湖泊

及其流域的生态平衡正经受着失调的威协
。

主要间题

湖泊面积不断缩小
。

年代初
,

云南湖泊面积约 月 ,

但历年
“

围湖
”

或
“

涸田

共
” ,

占总面积的

污水排入湖泊
,

使水质恶化加快 比较突出的有滇池
、

个旧湖
、

祀麓湖和异龙湖

湖区土地利用不够合理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不仅造成农田
、

生产结构单一
,

而且由

于农田径流的结果
,

使农田非点源污染成为了湖泊的一大污染源

钓 森林植被破坏
,

水源减少
,

水土流失加重
。

年代初期
,

全省湖区森林复盖率

左右
,

而现在下降到 份 一 之向

湖区人 口 增长较快
,

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

结论和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情况
,

高原湖泊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迫在眉捷
,

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湖泊保护与开发应作为省和所在地区政府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持续发展的思想
,

即经济
、

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相协调
,

在满足当代人

儒要的同时
,

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

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战略
,

它对资源的保护

和管理
,

目的是以增加长期的财富和福利
。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
、

稳定性
,

有赖于 自然资

源的丰富程度和持续生产能力
。

掠夺式地开发 自然资源和破坏 自然环境的活动可能会一时

获益
,

但到头来必然导致资源枯竭
、

环境恶化
,

从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

只有做好自然保护工

作
,

使 自然环境的质量保持稳定
,

自然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和持续的利用
,

才能使经济不断发

展
,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

另一方面
,

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不断增殖
,

都离不开经济的

发展
。

只有通过发展经济
,

才能使自然保护事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

因此
,

各级政府部门应把云南湖泊的保护和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计划
,

做到统筹安排
、

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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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加强湖泊管理机构

目前
,

云南除滇池
、

洱海外
,

其它湖泊还没有建立专职的管理机构
。

对此
,

建议一些主要

湖泊应尽早建立以所在地 区政府主要领导负贵的
,

有权威性的管理机构
,

以组织
、

协调与规

划
、

水利
、

环保
、

地矿
、

交通
、

水产
、

农林
、

城建和旅游等部门有关的统一管理和经营工作 该机
构 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各种有关条例规定

,

统筹兼顾
、

协调解决 各部门矛盾 制定湖泊及其流

域综合整治及发展规划 监督法令
、

条例
、

规定的贯彻执行 分析编制基础性资料
,

提 出有关

科研
、

监测工作计划等等
‘ , 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全面规划和加强湖泊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湖泊生态系统由生物及其所 在的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组成
。

湖泊生态系统是在湖泊长

期的 自然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
,

并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
。

然而
,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对外来的

干扰都有一定的耐忍极限
。

人们在利用湖泊资源时
,

如果忽视了湖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

破

坏了其中某一环节
,

就会引起一 系列连锁反应
,

使整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

导致资源的衰减
。

生态规律是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客观规律
。

云南省十几个

浅水湖泊的消亡
、

象征云南高原湖泊的海莱花在许多受污染湖泊中的消失
、

一些名贵土著鱼

种的绝迹
、

滇池的污染等等都是人为干预
,

违反生态规律办事的结果
。

另一方面
,

云南高原湖泊资源也存在着开发利用的不平衡性问题
。

由于种种原因
,

存在

着开发利用程度不一的现实 如有 已长期利用历史的高开发型湖泊 如滇池 , 有以农业开发

利用为主的湖泊 如星云湖
、

祀麓湖
、

异龙湖等 有相当开发利用前景和潜力
,

但现开发利用

还不够的湖泊 如洱海
、

程海 有待建设为保护区的湖泊 如抚仙湖
、

沪沽湖
、

碧塔海等
。

这

些情况中
,

有的湖泊遭到 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
,

而有的 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未引起重视
,

鉴于上述
,

为了充分利用湖泊资源为云南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在

开发利用中要按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

从生态良性循环的 角度去衡量开发利用 湖泊资

源的经济效果

峨 加强湖泊的科学研究

云南高原湖泊蕴藏着多种 自然资原 包括用于农业 灌溉
、

发展航运
、

供给工业用水与生

活用水的水利资源 用以发展电力的水力资源 可供食用的鱼
、

虾
、

蟹
、

藕及可做造纸
、

人造纤

维原料的水产资源 可做建筑原料的泥沙
、

卵石 可做化工原料
、

肥料和燃料的磷矿
、

盐矿和

泥炭等矿物资源 有发展旅游的 自然风景资源等等
。

种种资源的利用都必须因地制宜
、

科学

研究
、

合理开发
。

为了解决湖泊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湖泊生态环境的保护
,

联合国和许多国家都成立

了相应的科研管理机构和湖泊科学研究所
。

云南高原湖泊众多
,

类型多样
、

资源丰富
,

不仅对

云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

而且在国际上开展合作研究方面有广阔的前景
,

滇池就

被国外湖泊专家誉为
“
研究湖泊的博物馆

”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云南省环

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对云南高原湖泊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科研工作
。

但是
,

其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及工作的环境
,

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
。

对此
,

建议成立云南高原湖泊研

究中心
,

进一步深入开展高原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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