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湖泊是重要的水环境系统，具有调节河川径流、蓄洪航运、农业灌溉、提

供工业和饮用水源、繁衍水生生物等多种功能，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同时，湖泊及其流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湖泊生态系统对全球

变化响应敏感，湖泊是地球表层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联结点，是陆地水圈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等密切关联，具有调节区域气候、

记录区域环境变化、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繁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功能。近几十

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很多湖泊面积萎缩、水量减少、污染

加剧、灾害频发，湖泊已经成为区域环境变化的热点，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

敏感、影响最深刻、治理难度最大的水环境问题。着眼于湖泊环境治理与生态

健康评价，我们整理国内外湖泊环境治理和长效管理的系统内容，供湖泊管理、

研究、开发利用的人士参阅。 

全书的统稿分工如下：第一、二、三章由谭啸（河海大学环境学院）编写，

第四章由许航（河海大学环境学院）编写，第五章由沈桢（苏州市环境科学研

究所）编写，第六章由顾正娣（东南大学环境审计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讲师）

编写。本书的部分研究内容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20110491341）和江苏省博士

后基金（1102004B）资助，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恳请读者对书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

评指正！以便在再版时用更完善的结构和更新颖的内容回报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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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湖泊学概论 

汉语中“湖”与“泊”都指陆地水域，“湖”指水面有水草的水域，“泊”

指水面无水草的水域。“湖”字从水从胡。“胡”字从古从肉，本义为“古人

体毛浓密”。“水”与“胡”联合起来表示“水面长满了像胡须一样的水生植

物”。“泊”字从水从白。“白”本义为“虚空”、“空无一物”。“水”与

“白”联合起来表示“水面空无一物”。按《说文解字》对“湖”字的解释可

知，古人利用湖泊来灌溉农田。从“泊船”、“泊位”、“停泊”等词汇来看，

还可以利用湖泊来航运。  

现代地质学对湖泊的定义是：地表洼地积水形成的、水域比较宽广、水流

缓慢的水体，由湖盆、湖水、水体中所含物质（矿物质、溶解质、有机质及水

生生物等）共同组成湖泊系统。湖泊学是陆地水文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湖

泊（包括水库）的形成与演变，湖泊中各种水文现象的发生与变化规律以及湖

泊资源的利用等。地球表面湖泊总面积约270万km2，占全球大陆面积的1.8%左

右，是地表水中仅次于冰川的第二大水体，淡水湖泊中98%以上的水量是可供

利用的，全球湖泊淡水总量为125000 km3，大约4/5的淡水储存在40个大湖中。

虽然湖泊遍布全世界，但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湖泊水量占世界湖水总量的

70%。 

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专门记录湖泊的文献。公元前221年，《禹贡》

记载了湖泊水文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一部较

完整记载河道水系的专门著作。《水经注》对各种类型湖泊的记载也颇为详细，

例如：蒲昌海（罗布泊）、卑禾羌海（青海湖）、彭蠡泽（鄱阳湖）、洞庭湖、

叶榆泽（洱海）、马骨湖（洪湖）等。此外还涉及沿海的泻湖，例如：卢容浦、

朱吾浦、四会浦、寿冷浦、温公浦等。郦道元注意到湖泊与河流间密切的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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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多次指出：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发洪水时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

旱季湖泊又将湖水补给河流。这对于当代的防汛抗旱、兴修水利仍具有指导意

义。 

 

郦道元（约470~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人，北魏的地理学家、散文家。 

近代湖泊学的奠基人福雷尔最早开始湖泊学的系统研究，他以日内瓦湖为

中心，研究水位、光学、热学、湖水运动和湖泊水生物等的变化过程和规律。 

 

福雷尔（Francois-Alphonse Forel，1841~1912年），瑞士科学家，近代湖泊学的奠基人。 

1876年，福雷尔首先应用流体力学公式计算湖泊波浪，研究湖水物理作用

及其与水生生物的相互作用。1889年，他采用水色计测量湖水颜色，经乌勒改

进后命名为“福雷尔—乌勒标准水色计”，迄今仍用于观测湖水和海水。1895

年福雷尔提出湖泊按水温划分为热带湖、温带湖、极地湖3种类型。福雷尔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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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很多，最主要的著作是《日内瓦湖湖泊志》（共3卷），内容包括地理、地质、

气候、水文、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个方面，书中首次提出“湖泊学”名词。 

20世纪20年代后，科学家应用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提出湖泊水

量平衡、泥沙平衡、盐量平衡等问题，结合流体力学理论，使湖泊学研究

从定性走向定量。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同位素及遥感技

术的应用以及精密测量仪器的研制，湖泊学得到迅速发展。现代湖泊学的主要

研究内容包括：湖泊的成因和形态，湖泊水量平衡及热量平衡特点，湖水运动

规律，湖泊水化学和湖泊污染过程，湖泊沉积过程及环境演化规律，湖泊中的

生物资源，矿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等。 

第一节  我国湖泊概况 

我国是一个多湖泊的国家，面积在1 km2以上的湖泊有2300余个，总面积为

71787 km2，占全国总面积的8%左右。其中，青海湖面积为4000多km2，是我国

最大的湖泊。西藏的纳木错，湖面海拔4718 m，是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位于

长白山上的天池，水深达373 m，是我国最深的湖泊。根据各地语言习惯，我

国各地对湖泊的称谓有很多种。在江浙一带称“漾”、“荡”、“氿”、“塘”；

在东北地区称“池”或“泡”；在内蒙古称“诺尔”、“淖”、“海子”；在

云贵地区称“海”或“池”；在新疆称“库勒”；在西藏称“错”或“茶卡”

等。我国湖泊分布范围广而不均匀，东起东经132°20′的兴凯湖，西至东经78°50′

的班公错；北起北纬48°57′的呼伦湖，南到北纬23°25′的大屯海。东部平原和青

藏高原形成两大稠密湖群。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柴达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

湖泊分布也较多。但长江上游、珠江流域和浙闽丘陵等地区湖泊寥寥无几。按

湖泊的地理位置，可将中国湖泊分为东北、（内）蒙（古）新（疆）、青藏、

东部平原和云贵五大湖区。 

（1）青藏高原湖区（包括青海、西藏），多为内陆咸水湖或盐湖。区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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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湖泊有：青海湖、鄂陵湖、扎陵湖、纳木错、奇林错、班公错、可鲁克湖、

扎素湖、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哈拉湖等。 

青藏高原气候严寒而干燥，冬季湖泊冰封期较长、降水稀少，夏季的冰雪

融水是湖水补给的主要形式。湖泊水情虽有季节性变化，但水位变幅一般普遍

较小，年内变幅一般不超过50 cm。湖泊成因类型复杂多样，但大多是发育在一

些和山脉平行的山间盆地或巨形谷地之中。其中大中型的湖泊如纳木错、色林

错、玛旁雍错等都是由构造作用所形成，湖盆陡峭，湖水较深，且湖泊的分布

与纬向、经向构造带相吻合，只有一些中、小型湖泊分布在丛山峻岭的峡谷区，

属冰川湖或堰塞湖类型。湖泊深居高原腹地，多是内陆河流的尾闾和汇水中心，

以内陆咸水湖和盐湖为主，但在黄河、雅鲁藏布江、长江水系的河源区，由于

晚近地质时期河流溯源侵蚀与切割，仍有少数外流淡水湖存在，如黄河源的扎

陵湖、鄂陵湖是本区域两大著名的淡水湖。但总体上，青藏高原地区湖泊的湖

水矿化度，具有自南向北增加的趋势，如西藏南部地区的湖泊，湖水矿化度多

在1~6 g/L之间，向北至西藏中部或藏北南部，湖水矿化度增至50~130 g/L，到

西藏北部，湖水矿化度进一步增高到200 g/L左右，到柴达木盆地，湖水矿化度

已升高到300 g/L以上。 

青藏高原地区作为地球的第三极，具有敏感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特点，而

湖泊作为其流域物质能量的“汇”，对区域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如补给系数

为100的湖泊，流域降水量减少1 mm或蒸发量增加1 mm，可能导致湖泊水位下

降0.1 m。据长江源区沱沱河沿、曲麻莱和玉树州的气象资料，近20年来年平均

气温（在统计平均意义下）以每年0.046℃的速率上升（全球的平均值约为每年

上升0.01℃），其中4月和5月上升速率高达每年0.084℃；而年降水量以每年3.46 

mm的速率下降，年蒸发量则以每年6.15 mm的速率增加。在区域暖干化的气候

背景下，湖水入不敷出，湖泊干化现象显著，多处于萎缩状态，往往沿岸区有

多级古湖岸砂堤残留，湖泊退缩痕迹清晰可见。如青海湖，水位从1956年的

3196.94 m变为1988年的3193.55 m，共下降了3.35 m，湖面积减少了301.6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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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位下降，湖面萎缩，湖水矿化度明显增加，1962年青海湖矿化度为12.490 

g/L，到1986年已达14.152 g/L。据有关研究，青海湖每年入湖的地表、地下径

流量为36.28×108 m3，而其流域内的工农业用水量仅1.0×108 m3左右，其萎缩和

变浅主要由气候变化所致。 

面积约600 km2的米提江占木错，现已解体并萎缩成4个串珠状湖泊，湖水

明显咸化。乌兰乌拉湖现已分离为5个小湖泊，发育了多级湖滨阶地。雀莫错湖

水现已减少了近1/2。苟仁错在20世纪60年代为咸水湖，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

为盐湖（面积仅23.5 km2），现已近干涸，变为干盐湖。乃日平错退缩痕迹随

处可见，残留湖呈长条状平行岸线分布，与第四纪大湖面时期相比，湖泊水位

下降了近20 m，面积缩小了近2/3。万泉错沿岸分布有多条古砂堤，湖面下降了

48 m，面积缩小了近9/10，现存滨岸带面积2.0 km2以下的残留小湖有27个之多。

心湖南、北滨岸带各分布有1条古湖岸砂堤，海拔4840 m，湖面下降了近34 m，

面积缩小了近3/4。仓木错退缩痕迹非常明显，湖泊东岸的最高一道古湖岸砂堤，

高出湖面97 m，沿半山腰等高延伸，保存完好，十分清晰。在这个相同的高度

上，湖蚀洞穴多处可见。龙木错沿岸分布有古湖岸砂堤70条之多，特别是湖泊

东部滨岸带多达100余条，最高湖岸线高出水面达150~160 m等。另外，大量无

名小湖退缩、咸化和干涸，如位于沱沱河北岸（沱沱河沿附近）的无名小湖已

经干涸。位于二道沟附近的无名小湖明显退缩，湖水含盐量46.619 g/L。位于不

冻泉至曲麻莱途中的无名小湖，湖岸退缩100 m以上，湖水含盐量高达102.423 

g/L。 

青藏高原地区人烟稀少，湖泊退缩变化多系自然原因，但个别湖泊，特别

是通江的淡水湖泊，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因素。如羊卓雍错北距雅鲁藏布江

8.0~10.0 km，其间以甘巴拉山相隔，与其周围的沉错、巴纠错、哲古错和普莫

雍错等组成了藏南最大的内陆湖群。盆地外围高山环绕，山体海拔在5000 m以

上，湖泊水能资源丰富，与雅鲁藏布江之间水位落差达840.0 m，现已实施通过

缩小湖泊面积、减少水面蒸发量获得富余水量进行发电（即通过降低湖泊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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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m提供的55.0×108 m3水量发电），装机容量12×104 kW，最大引用湖水量18.0 

m3/s，并以因湖泊水位下降，湖面退缩所减少的约50.0×108 m3蒸发量寻求新的

平衡，届时湖泊将因人为影响而显著退缩。另一方面，在区域气温不断升高、

冰川消融的背景下，夏季河流的冰川水量补给增加，导致通江或依赖冰川补给

的湖泊扩张、淡化。据直门达水文站流量资料，通天河6~10月的平均流量以每

年7.05 m3/s（多年平均值）的速率增加，如1960、1970、1980、1990和1999年

6~10月的平均流量分别为417.5、462.5、469、539和713.5 m3/s。如位于可可西

里的库赛湖虽然历史上存在退缩现象，但近期由于受到昆仑山冰川补给增加，

湖泊明显淡化和扩张，湖水含盐量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28.54 g/L下降到2000

年的21.52 g/L，下降了7.02 g/L，其湖水淡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又如位于沱沱

河北岸（沱沱河沿附近）的雅西错，由于沱沱河夏季水量增加、水位抬升，河

水倒灌入湖，导致湖泊面积明显扩张，湖水侵蚀湖岸现象清晰可见，湖水含盐

量1.80 g/L，与沱沱河河水的含盐量相近。无论湖泊是退缩还是扩张，均是其对

区域环境变化的响应，反过来对区域环境带来深刻的反馈作用。湖泊退缩将导

致区域水汽补给减少，沙化和荒漠化面积增加，干旱化趋势加速；湖泊扩张将

造成冰川融冰水源补给，因蒸发面扩大、蒸发量增加而丧失更多的水汽。在区

域暖干化趋势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青藏高原湖泊的这种演变趋势将会进一步

发展，这也是该区湖泊生态环境演变的典型特征。 

（2）蒙新湖区或称西北干旱区湖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

西、山西），多为内陆咸水湖或盐湖。区内主要湖泊有：呼伦湖、博斯腾湖、

贝尔湖、乌伦古湖等。 

该地区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泊约有772个，面积19700.3 km2，约占全国湖

泊总面积的21.5%；其中大于10.0 km2的湖泊107个，面积18059.43 km2。蒙新高

原地区地貌以波状起伏的高原，山地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地形结构特征，河流和

潜水向洼地中心汇聚，一些大中型湖泊往往成为内陆盆地水系的尾闾和最后归

宿地，发育成众多的内陆湖，只有个别湖泊如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哈纳斯湖、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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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套地区的乌梁素海等为外流湖。本区地处我国内陆，属干旱、半干旱气候

区，降水稀少，年降水量一般在400 mm以下（多数低于250 mm），地表径流

补给不丰，蒸发强度较大，年蒸发量达2000~3000 mm，湖水因不断被浓缩而多

发育成咸水湖或盐湖，淡水湖分布较少。其中，鄂尔多斯高原、准噶尔盆地和

塔里木盆地，咸水湖和盐湖分布相对集中。沙漠广袤，在沙漠区边缘地带多有

风成湖分布，是本区湖泊的又一显著特色。这些湖泊多是面积很小的小型浅水

湖泊，湖泊的径流补给以地下潜水形式为主，一旦遇到沙暴侵袭，湖泊即可迅

速被流沙所淹埋而消亡。据初步统计，蒙新地区湖泊总储水量712×108 m3，其

中淡水储量22.5×108 m3。因此，对于水资源匮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湖泊咸

化在水循环中的地位突出。从成因上看，咸水湖或盐湖都是由淡水湖长期演变

而成。内陆封闭型湖泊由于没有出流，入湖径流中所携带的盐分便在湖盆中不

断积聚，湖水中的盐分浓度逐步增高，总体上则必然呈现由淡水湖至咸水湖，

最终至盐湖、干盐湖的演变规律。 

博斯腾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25千米，略呈三角形，大湖面积约988平方

千米，蓄水量99亿立方米。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东西长55千米，

南北宽25千米，面积1100平方千米，湖面海拔1048米，平均深度9米，最深处17

米。从1956年到1988年，32年中博斯腾湖水位下降了3.13 m。湖水矿化度由0.38 

g/L增加到1.87 g/L，从新疆最大的淡水湖变为微咸水湖。 

艾比湖位于新疆精河县境内，是新疆面积最大的咸水湖。该湖地处准噶尔

盆地西南部，是博尔塔拉河、精河、奎屯河等多条内流河的汇聚中心，海拔189

米，为噶尔盆地最低点。历史上，艾比湖水面面积曾超过1200平方千米，年入

湖水量达12亿立方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农田灌溉大量需水，湖滨地区

沙漠化程度加剧，再加上处于风力极强的阿拉山口的下风向，艾比湖成为中国

沙尘暴主要策源地之一，目前湖面已萎缩到500平方千米以下，平均水深1.4米，

最深处仅为3米。随着水量的减少，湖水的矿化度现已达到75~90克/升。 

艾丁湖在吐鲁番盆地的最低洼处，湖面海拔为-154 m，是我国湖面海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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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湖泊。20世纪50年代初，艾丁湖面积达124.0 km2，60年代中期尚有23.0 km2，

80年代中后期湖泊水面仅剩5.0 km2，湖水含盐量高达200 g/kg，接近消亡。玛

纳斯湖1957年湖泊面积约550 km2，60年代后期干涸。岱海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

水位持续下降，1970~1995年的25年中下降3.85 m，湖泊面积也由160 km2缩小

到109 km2。居延海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游移湖泊，后分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1958年航片显示东居延海面积35.5 km2，西居延海面积267 km2。此后，1961

年西居延海完全干涸，东居延海也出现过数次干涸现象，1994年又一次干涸，

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干涸状态。 

从湖泊自然演化过程上看，影响湖水矿化度和含盐量的因素主要是入湖盐

分和湖泊水量的变化。封闭型湖泊由淡水湖演变为咸水湖或盐湖，需要经历相

当长的时间，少则几千年，多则上万年。可见，湖水总盐分的增加是一个非常

缓慢的过程。以岱海为例，入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矿化度在300~400 mg/L之间，

岱海的年平均入湖径流量是0.78×108 m3（1955~1995年），而据1996年7月的调

查，湖水矿化度4.25 g/L，相应的湖水储量为7.66×108 m3，每年通过地表、地下

径流进入岱海盐分不到其总含盐量的1%，这种量级对湖水矿化度的短期变化是

没有多大影响的。但强烈的人类活动，也可能出现入湖盐量大幅增加使湖水迅

速咸化的情况，如为治理土壤盐渍化而进行的灌溉洗盐即是一例，湖泊集水域

过量截取径流，致使入湖水量锐减，导致湖泊萎缩，湖水含盐量因湖水浓缩而

升高。另一方面，湖泊的跨流域调水增加入湖径流量，使得湖泊水面扩张，湖

水含盐量则因低矿化度的径流稀释而淡化。蒙新高原湖泊集水域过量截流的人

类活动，导致湖泊萎缩咸化是主要趋势。 

（3）云贵高原湖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主要集中在滇中和

滇西北地区，是我国淡水湖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不冰冻的湖区。

区内主要湖泊有：滇池、程海、泸沽海、清水海、洱海、异龙湖、抚仙湖、阳

宗海等。 

云贵高原地区是我国五大湖区中湖泊数量最少的，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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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60个，面积1199.4 km2，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3%。其中面积大于10.0 km2

的湖泊仅13个，面积1088.2 km2，占本区湖泊面积的90.8%。该区是我国断裂构

造湖泊发育形态最典型的地区。自上新世晚期以来新构造运动强烈，地貌结构

由广泛的夷平面、高山深谷和盆地等交错分布而构成，湖泊的空间分布格局深

受构造与水系的控制。区内一些大的湖泊都分布在断裂带或各大水系的分水岭

地带，如滇池位于金沙江支流普渡河上游和南盘江源头，抚仙湖和洱海分别位

于南盘江的源头及红河与漾濞江的分水岭地带。本地区湖泊一般具有水深岸陡

的形态特征，如抚仙湖最大水深155 m，平均水深87 m，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

二深水湖泊，其他如泸沽湖、阳宗海、洱海、程海等的平均水深也都在10 m以

上。该地区湖泊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但生态系统脆弱。云贵高原地区湖泊因

其多是构造湖成因，湖滨山丘环绕，湖岸陡峭，深水逼岸，湖泊滩地均不甚发

育，沿岸带缺乏我国东部平原，特别是江淮地区湖泊自陆地至湖泊敞水区那种

结构分明、层次清晰的湿地景观。 

抚仙湖在云贵地区面积居第三位，是蓄水量最大的深水湖泊，湖水透明度

平均为7.0~8.0 m，最大可达12.5 m，属贫营养类型，清澈碧蓝，是我国目前最

清澈的湖泊之一。湖区盆地从边缘向湖面，依次分布构造中山（高于200 m）、

低山（100~200 m）、丘陵（低于100 m）和堆积平原。构成本区山地的地层复

杂，石灰岩、白云岩山地在湖滨广泛分布，继而形成了景色宜人的秀丽风光。

如湖泊西部尖山和笔架山的断层崖直立湖边，经流水切割和溶蚀作用，发育有

石芽、落水洞、岩溶泉和地下暗河等溶蚀地貌景观；湖区北、东和南部分布着

沙砾岩和紫红色砂页岩山地，因其岩性较软，山体切割破碎，沟谷发育，峰峦

林立。另外，湖中的孤山岛，又名嬴海山，远望如一巨艇浮于水面，其上果木

森然，花草深茂，石怪崖奇，风光极美。元明时有亭阁殿堂等建筑和一个九丈

十三层的大铜塔，成为一方胜地，当时曾有弄珠崖、柯坪、襟海亭、鱼乐园、

振衣岗、虹饮桥、雄文阁、隔日坊、龟极峰、观生台十景，堪称蓬莱仙境，曾

是滇中南一带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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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群湖相映成趣的九寨沟海子群位于四川省南坪县境，岷山南段尕尔纳峰

北麓、嘉陵江支流白水江源头之一，因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九寨沟融众多

湖泊、瀑布、钙华滩、雪山、原始森林以及丰富的物种和民俗风情为一体，被

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批准的自然遗产之一。保护区面

积720.0 km2，其中原始森林20.0 km2；大小湖泊114个，总面积3.5 km2以上。九

寨沟原始森林中至今仍保存有独叶草、星叶草和箭竹等白垩纪末至第三纪初的

孑遗植物和10余种国家Ⅱ类保护树种，以及数十种我国特有珍贵树种、灌木与

草本植物。另外，湖中还生长特有的水生植物43种，有10余种属于国家I、II类

保护的濒危物种，构成我国重要的生物资源宝库。 

洱海古代文献中曾称为叶榆泽、昆弥川、西洱河、西二河等，位于云南大

理市的西北，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洱海北起洱源，长

约42.58千米，东西最大宽度9.0千米，湖面面积256.5 km2，平均湖深10米，最

大湖深达20米。洱海唯一出水口在在下关镇附近，经西洱河流出。洱海是大理

“风花雪月”四景之一“洱海月”的所在地。据说因形状像一个耳朵而取名为

“洱海”。 

泸沽湖古称鲁窟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泸沽湖湖面海拔约2690.75m，

面积约48.45 km2，平均水深45米，最深处90余米，透明度高达11米。中有五个

岛、三个半岛和一个海堤连岛。湖中各岛婷婷玉立，形态各异，林木葱郁，翠

绿如画，身临其间，水天一色，清澈如镜，藻花点缀其间，缓缓滑行于碧波之

上的猪槽船和徐徐飘浮干水天之间的靡梭民歌，使其更增添几分古朴、几分宁

静，是一个远离嚣市，未被污染的圣地。湖边的居民主要为摩梭人，也有部分

纳西人，摩梭人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婚姻制度。 

云贵高原地区的湖泊主要得到西南季风带来降水的补给，均为外流淡水湖，

但因湖泊位于大的断裂带，是大河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具有出流很小的半闭流

特点，换水周期较长，输入湖泊的盐类及其他物质容易在湖泊中积聚。如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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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的换水周期166.9年、泸沽湖38.4年、马湖6.8年，滇池、洱海的换水周期也均

在3.0年以上，而且湖泊沿岸深水逼岸，湿地生态系统分布范围较小，致使湖泊

自我调节能力较低，净化功能相对较弱，湖泊的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

很难恢复，例如滇池的不当利用所引起的富营养化问题积重难返、根深蒂固，

是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4）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区内除松嫩平原

有部分内陆湖泊外，多为外流淡水湖。区内主要湖泊有兴凯湖、镜泊湖、松花

湖、五大连池、白头山天池等。 

东北地区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泊有140个，面积3955.3 km2，约占全国湖泊

总面积的4.4%。其中面积大于10.0 km2的湖泊52个，面积3705.7 km2，占本区湖

泊总面积的93.7%。东北地区，三面环山，中间为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在平

原地区分布的大片湖沼湿地中，发育有大小不一的湖泊。湖泊成因多与地壳沉

陷、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和河流的摆动等因素有关，湖泊具有面积小、湖盆坡

降平缓、现代沉积物深厚、湖水浅、矿化度较高等特点。分布于山区的湖泊，

其成因多与火山活动关系密切，是本区湖泊的又一重要特色。如镜泊湖和五大

连池均是典型的熔岩堰塞湖。前者是牡丹江上游河谷经熔岩堰塞而形成，为我

国面积最大的堰塞湖；后者是1920~1921年间，由老黑山和火烧山喷出的玄武

岩流，堵塞纳谟尔河的支流——白河，并由石龙河所贯串的五个小湖。白头山

天池（中朝界湖）是经过数次熔岩喷发而形成的典型火口湖，也是我国第一深

湖，最大水深373.0 m。 

东北地处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区，夏短而凉爽多雨，6~9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0%~80%，汛期入湖水量颇丰，湖泊水位高涨；

冬季寒冷多雪，湖泊水位低枯，且湖泊封冻期较长。因此，东北地区湖泊，除

一部分山区湖泊外，平原湖泊大多为湖、沼相伴而生，沼中有湖，湖边是沼的

特点。从而，汛期是湖，枯期为沼，湖、沼难分。湖沼水体是向周围输送水分

的稳定水源，湖沼系统中的水除了来源于大气降水外，更多的来源是河流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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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泛滥。周期性的洪泛来水，使大量的水存储在湖沼系统中，既为生态用水输

送水分，又通过渗透作用补给地下水，并且通过蒸发调节区域局部小气候，减

缓其周围温湿场的变化。但由于长期环境变化和人为影响，湖沼趋于浅型化，

淡水湖沼趋向盐碱化，甚至演化成盐沼。如松嫩平原地区，由于人类活动的强

烈干扰，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强度开发，使区内湖沼系统受到明显冲击，

57%的湖沼受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而严重退化。目前，该区内的莫莫格、龙

沼和月亮泡面积共约114400 km2，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泡仅有112个，面积约

858 km2，两者总和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0%，与历史时期相比（据估算约占48.8%）

泡沼已显著退缩，胁迫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土地退化、沙化、盐碱化十分严重。

仅土地次生盐碱化面积就以每年1.0%~1.4%的速度增长。另外，区内水利工程

的建设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洪泛作用明显削弱，不仅影响了湖沼生态系统，

而且影响了区域总体水量平衡，割裂了河—湖沼—盐沼一体的环境结构。 

三江平原承受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盲目开垦、环境污染已经造成

的湖沼大面积萎缩和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水质恶化，水旱灾害频繁、

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基础弱化。1998年夏季在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的

特大洪灾，其重要原因就是沿江漫滩湖沼退化，流域洪水调蓄功能丧失的结果。

1949年以来，三江平原经历了四次开荒高潮，垦殖率由1949年的7.22%上升到

1994年的41.99%，使湖沼的调蓄功能丧失，洪涝灾害的频率和危害性增大。在

1949~1969年的21年中，旱灾发生频率为23.8%，涝灾的发生频率为33.3%，而

1970年到1990年的21年间，旱、涝发生频率分别增至33.0%和47.9%。湖沼开垦

也造成局部地区湿度下降，动植物种属数量减少。水体污染，过渡捕捞，肆意

滥捕产卵亲鱼和幼鱼，致使鱼类资源衰退，产量下降。中小河流的鱼类资源比

20世纪70年代减少80%以上，著名的挠力合红肚鲫鱼已濒临绝迹。 

（5）东部平原湖区（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上海、

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浙江、台湾、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东、广

西），主要指长江及淮河中、下游，黄河、海河下游及大运河沿岸分布的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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