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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5。

(ae国湖泊志》是我国湖泊科研工作者在历经长期区域性湖泊综合调

查研究、专题性研究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湖泊学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编写而

成的一部综合性的湖泊学专著。本书共分为两篇。第一篇是中国湖泊总

论，按学科的研究内容，分章论述了中国湖治概况，湖泊成因，湖泊沉积，

典型湖泊发育演化，湖泊水文、水动力与湖水物理性质，湖水化学、污染与

富营养化，湖泊水生生物和湖泊资源等。第二篇是中国湖泊分论。按照湖

泊的地理分布特征，依次以东部平原、蒙新高原、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东

北平原与山区5个区域，以每个湖泊为单元进行扼要记述。最后在附录

中列出了我国各省(区、市)面积为1．0--10．0姘的湖泊特征表。
<中国湖泊志》系统地展示了我国湖泊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推动我国

湖泊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指导我国湖泊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也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湖泊、地理、生态、水产、水利、环保和区域规则等专业

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有关生产、管理工作者阅读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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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湖泊众多，无论是高山平原，大陆岛屿，或是湿润区、干旱区，都有天然湖

泊分布，就连极度干旱终年少雨的沙漠腹地，也不乏有湖泊存在。由于湖泊是在自然界的各

种内外营力长期相互作用下形成与演变，因而湖泊在地貌、水文、化学及生物等诸方面，显示

出不同的特点和丰富多彩的类型。如就其成因而言，既有构造湖、火山口湖，也有冰川湖、堰

塞湖、岩溶湖、风成湖、河成湖；就其分布和湖水深度而论，既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有

位于海平面以下的湖泊，既有浅水湖泊，也有深水湖泊；湖泊的水化学类型也十分不一，既有

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和盐湖等等。 t

湖泊作为陆地水圈的组成部分，参与自然界的水分循环。湖泊对气候的波动变化极为

敏感，同时又是流域陆源物质的储存库，具有较高的沉积速率，能真实地记录湖区在较长的

地质历史时期各种气候和其他环境变化的信息。湖泊沉积的连续性及其剖面保存的完整

性，使它成为揭示湖区古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指示器。从生态学的角度而言，湖泊又是一个完

整的生态系统。它由湖泊中的生物(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各类生物)和以水为主

体的环境(非生物)两大亚系统所组成，且彼此不可分割、相互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着。因

而，湖泊具有多种功能，并赋存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它能调节河川径流、减轻洪涝灾害和改

善湖区生态环境；湖水可以灌溉农田、沟通航运、进行发电、提供工农业生产和饮用水源，还

能繁衍水生动植物，以及兼有旅游观光之利；盐湖除赋存有丰富的石盐、天然碱及芒硝等盐

矿资源外，还蕴藏有硼、锂、钾等贵重盐矿资源。所以，湖泊是天然宝库，为国土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我国对于湖泊资源的开发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且资源开发的类型多样。我国考古工

作者在石器时代的地层中曾先后发现了许多鱼钩、鱼叉、鱼镖等捕鱼工具，说明原始人类是

以猎捕江河湖泽中的鱼类为食。进入有史时期，就有古人以鱼为猎捕对象和以鱼为食物的

记载。大概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小型湖荡和池沼中养鱼；至战国时代，池沼湖荡养鱼已

有了较大发展。范蠡写出了著名的《养鱼经》，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养鱼文献，也是世界上最早

的鱼类养殖著作。关于湖泊中鱼类资源的繁殖保护，在周文王时已有明确规定，在鱼鳖的繁

殖季节，“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到了秦、汉时期，对保护湖泊中的天然鱼类

资源和捕捞规格有了要求，如《吕氏春秋》里说：“竭泽而鱼，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淮南

子》里说：“鱼不长尺不得取”。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为开发湖泊的水利资源，我国曾先后兴建了许多湖泊灌溉工程，如

在淮河流域有芍陂(安丰塘)、白水塘，长江流域有练湖、赤山湖，钱塘江流域有鉴湖等。我国

劳动人民对于湖泊滩地的垦殖利用，见于文字记载的，迄今已有3 ooo年左右的历史。长江

中下游地区，早有淞江、娄江、东江三江排水工程，因而是湖泊滩地开发利用最早的地区。至

唐末及宋代，下游的太湖地区已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富裕之地；而中游的洞庭湖

及江汉平原湖区，“两湖熟，天下足”之民谚在清代早期已由民间走入宫廷，屡屡见于皇帝谕

旨和大臣们的奏折之中。

我国对于盐湖矿产资源的开发，远在公元前21世纪的虞舜时代即已开始，彼时解池的

湖水(卤水)已被用于晒盐。劳动群众通过生产实践逐步认识到风向等气象要素的变化对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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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产之丰歉有着直接的关系，总结出“解池盐产，必资南风；南风不时，盐即失利”的科学规

律。历史时期，除开采石盐之外，对于天然碱和硼砂矿等亦有开采。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等

地区的盐湖，即是我国著名的天然碱区。西藏班戈错中的硼砂早在公元6世纪时，即已开

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于湖泊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无论从开发利用的规

模、速度，抑或是从开发利用的方式和类型上讲，都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首先，

湖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和水利建设，如洪泽湖被列为治理淮河的重点，洞庭湖被列为治理

长江(荆江段)的重点等等。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大规模水利建设，如今已使我国东部地

区大部分大中型湖泊，由原来的天然状态转变为受制于人为的调控。其次，湖泊滩地围垦，

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棉、油作物的产量，这对于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张的国情

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围垦和农田水利建设，洞庭湖、洪湖、鄱阳湖、太湖、洪泽

湖、南四湖等湖区，都已成为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湖泊水产养殖迅速发展，尤其是湖泊围

网养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试养以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已在广大湖区得到普遍推广

应用。丰富的盐湖矿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的蓬勃发展，除石盐、天然碱等普通盐类外，硼、

锂、钾等稀有贵重盐类也得到了开采利用，先后在察尔汉、吉兰泰、班戈错等建立起一批现代

化的化工企业。 。

湖泊科学研究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密切相关的。早在50年代，我国

即建立了湖泊科学研究机构，相继组织起湖泊水文气象、地质地貌、生物化学及环保等各专

业的科技队伍。通过广大湖泊科技工作者30多年来的努力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先后出版了《中国湖泊概论》、《中国湖泊资源》等多部科学专著，填补了中国湖泊科学研究领

域的空白，并形成了明显的科学优势，成就斐然。但无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薄弱

环节。这首先表现在过去已从事调查研究的湖泊，大多是分布在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且数量有限；其次，就调查研究的内容而言，多缺乏系统、综合性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中国湖泊志》是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支持项目“中国湖泊系统调查与分类

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广泛汲取以往湖泊科研成就而撰写出来的一部系统性、综合性

的专著。并对我国东部湖泊普遍富营养化，西部湖泊的咸化与萎缩，长江中下游湖泊的严重

淤积与洪涝灾害，湖泊过度围垦的不良环境后效，大规模养殖对水质的危害等重大环境问题

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它的出版问世，无疑为我国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湖区

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我国湖泊学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值此《中国湖泊志》出版问世之际，乐为之作序，以示庆贺。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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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湖盆、湖水、水中所含物质(矿物质、溶解质、有机质以及水生生物等)所组成的自

然综合体，并参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我国湖泊众多，分布广泛，从东部沿海的坦荡

平原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到广袤无垠的东北三江平原，都有湖泊

分布。它宛若镶嵌在祖国锦绣山河之中的颗颗明珠，晶莹夺目，令人向往。尤其是长江中下

游平原和青藏高原，是我国湖泊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形成东西遥遥相对的两大稠密湖群。

据统计，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泊，全国计有2 759个，总面积91 019．63 km2，湖泊率为

0．95％。

湖泊是在自然界的各种内外营力长期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

环境复杂多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湖泊，或因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或是成因

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湖泊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显示出不同的区域性特点，表现出湖泊

空间分布的多样性。既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也有位于海平面以下的湖泊；既有众多的

浅水湖泊，也不乏有深水湖泊；既有吞吐湖，也有闭流湖；既有淡水湖，也有咸水湖和盐湖；等

等。但是，湖泊的形成往往具有突变性和事件性，如强烈的构造运动或火山活动，间冰期的

湿润气候和高海面侵进等，使得湖区内不同湖泊相互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包括形态特

点和演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湖区湖泊的一致性。基于这种一致性中的湖泊的多样

性，正是湖泊学的魅力所在，也是研究湖泊的最终目标之一。此外，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对

于湖泊的发生和演变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超过自然变化，如水利建设可产生许多人

工湖泊(水库)，大规模围垦又可使许多湖泊迅速消亡。

洳自具有多种功能，是主要的国土资源。它如同河流、森林、土壤一样，是自然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湖泊能调节河川径流，防洪减灾；湖水可沟通航运，或用于工农业生产和饮用

水水源；还能繁衍水生动物、植物，发展水产；湖泊水体的存在，可改善湖区生态环境，提高环

境质量；有的湖泊，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是人们向往的旅游和休养胜地；众多的盐湖不仅赋

存有丰富的石盐、天然碱、芒硝等普通盐类，还蕴藏有硼、锂、铯等稀有和贵重盐类矿产资源。

所以，湖泊是天然的宝库，如能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无疑将发挥巨大作用。

但是，湖泊能兴利，亦能为害。湖水暴涨，堤岸溃决，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水质

污染，造成公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凡此种种，必须究其原因，探其机

理，加以治理改造。

我国对于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湖泊如同黄河、长江一样，孕育了我们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文明史篇。远在原始的人类时期，栖息于湖泊中的鱼

类，生长于湖泊中的菱、莲，就已成了当时人们猎取和采食的对象。后来随着生产力的逐步

发展，湖荡养殖和湖滩地垦殖活动渐渐兴盛起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我国劳动人民与洪水

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兴建了一些湖泊蓄水工程。历史上著名的安丰塘(芍陂)，就是远在公

元前6世纪创建起来的，居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首，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塘”。我国盐

湖资源的开发利用，亦同样历史久远。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虞舜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利

用湖水(盐湖卤水)晒盐，并通过生产实践总结出风向等气象要素变化对盐产丰歉的影响关

系。西藏班戈错盐湖中的硼砂矿于公元6世纪即已开采，比欧洲早了约1 00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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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湖泊资源的开发蒸蒸日上，湖泊科学研究亦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一些科研、

高校和生产部门的专业湖泊科研队伍由此应运而生，并先后对一些湖泊进行了综合性或专

题性的调查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湖泊概论》、《中国湖泊资源》等多部专著，成就斐然。但

是，由于我国湖泊科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与

国际先进科研水平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中国科学院领导特别关心和支持湖泊科研事业，以

中国科学院(92)科发计字1 267号文件，将《中国湖沼的系统调查与分类研究》列为中国科

学院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支持项目之一，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持，《中国湖

泊的系统调查与分类研究》是该项目下的二级课题，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下分12个专题组织实施。课题于1993年7月正式启

动。参加课题的50多名科技人员，战酷暑，抗严寒，不畏艰辛，奔赴祖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历时3年，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性资料，按计划圆满完成了课题任务，并通过验收评审。《中国

l湖泊志》就是以该项课题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并广泛汲取以往区域性湖泊综合调查研究、各

项专题性湖泊调查研究的结果，深入分析和全面综合中国湖泊学大量文献，集其精华，编写

而成的一部综合性湖泊学专著。我们谨以此向支持和关心湖泊科学事业发展、辛勤从事湖

泊生产或管理的同志们、全国广大湖泊科学工作者献上一份诚挚的厚礼，并期望它的出版问

世对推动我国湖泊科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有所益助。 ，

《中国湖泊志》由第一篇、第二篇及附录组成，第一篇为总论，第二篇为分论。在总论中，

以学科的研究内容为纲，依次分为中国湖泊概况，湖泊成因，湖泊沉积，典型湖泊发育演化，

湖泊水文、水动力与湖水物理性质，湖水化学、污染与富营养化，湖泊水生生物，湖泊资源等

8章，冠于分论之前作综合性记述。在分论中，按东部平原地区湖泊志、蒙新高原地区湖泊

志、云贵高原地区湖泊志、青藏高原地区湖泊志、东北平原与山区湖泊志等5章编排，各章中

再按省(区)列出节序，以每个湖泊为单元进行记述。入志湖泊的原则是：(1)凡面积大于

10．Okm2的湖泊，一概入志(编入第二篇)，(2)有的湖泊虽面积在10．Okm2以下，但在湖泊

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或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如西湖、白头山天池、天山天池、台

湾省日月潭等，也纳人人志湖泊(这样的湖泊共17个)。分论中共记述了673个湖泊。湖泊

志编写一律采用记述性体例，以记述和反映湖泊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为中心，如对湖泊形态

度量指标以及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化学、生物等各项要素的表述，对湖泊资源开发利用的

现状、问题等的记述，概以客观事实为准绳，不褒不贬，不抑不扬。而对湖泊本身所固有的内

在规律性的认识不作探讨性的论述、推测或分析评述。 1’

湖泊志编写在结构或层次安排上，强调了逻辑性和条理性，在具体行文上则自始至终贯

穿了严、简、核、雅的要求。湖泊志的编写在分量掌握上是突出重点，面向一般，即对于在全

国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湖泊，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五大

淡水湖，青海省的青海湖等记述较详细，一般在1万字以上；中型湖泊一般在0．2万～0．5

万字之间；小型湖泊一般不超过O．2万字，有的甚至只有200-500字。另外，面积在1．0～

10km2的我国2086个小型湖泊，按照省(区、市)的顺序，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形态度量指

标等内容一并列表作为附录。

本书第一篇中国湖泊总论由王苏民、汪宪桓、姜加虎、窦鸿身、吴瑞金、舒金华、史复祥、

赵宏、薛滨、黄群、施少华、姚秉衡、蔡启铭、黄文钰、吴延根、严晓蓉编写。第二篇中国湖泊分

论中，东部平原地区湖泊志由窦鸿身、蔡述明、姜加虎、汪宪柜、张圣照、潘红玺、易朝路、朱海

虹编写；蒙新高原地区湖泊志由王洪道、范成新、倪华、张玉书、黄宜凯编写；云贵高原地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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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志由王云飞、潘红玺、季江、杨迈里编写；青藏高原地区湖泊志由范云崎、张立仁、史复祥、

吕虹妹编写；东北平原地区与山区湖泊志由季子修、汪宪担、王苏民、梁海棠、蒋自巽编写；入
志盐湖由陈克造、于界松、唐渊、郑喜玉、胡东生、李秉孝编写。此外。朱松泉、周万平、张立、

陈伟民、李文朝对本书总论中湖泊水生生物(第七章)的部分节进行了校对与修改。书中的

有关图件由张辉玉清绘，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张晓岚负责联系与协调工作。

在野外调查和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有关科研部门、高等院校，以及水利、水

产、农业、环保部门、环保管理机构和湖区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协助，提供有关资料，

恕不一一列举，在此谨致以衷心地谢意。

由于写作仓促，水平所限，对诸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比较粗浅，书中缺点或错误在所

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年6月



中国湖泊志

目 录

序 言⋯⋯⋯⋯⋯⋯⋯⋯⋯⋯⋯⋯⋯⋯⋯⋯⋯⋯⋯⋯⋯⋯⋯⋯⋯⋯⋯⋯⋯⋯⋯⋯⋯(i)

前言⋯⋯⋯⋯⋯⋯⋯⋯⋯⋯⋯⋯⋯⋯⋯⋯⋯⋯⋯⋯⋯⋯⋯⋯⋯⋯⋯⋯⋯⋯⋯⋯⋯(iii)鄹 罱⋯⋯⋯⋯⋯⋯⋯⋯⋯⋯⋯⋯⋯⋯⋯⋯⋯⋯⋯⋯⋯⋯⋯⋯⋯⋯⋯⋯⋯⋯⋯⋯⋯(
●‘

第一篇中国湖泊总论

第一章 中国湖泊概况⋯⋯⋯⋯⋯⋯⋯⋯⋯⋯⋯⋯⋯⋯⋯⋯⋯⋯⋯⋯⋯⋯(1)

第一节湖泊的地理特征⋯⋯⋯⋯⋯⋯⋯⋯⋯⋯⋯⋯⋯⋯⋯⋯⋯⋯⋯‘⋯⋯⋯(1)

第二节湖泊的地理分区⋯⋯⋯⋯⋯⋯⋯⋯⋯⋯⋯⋯⋯⋯⋯⋯⋯．．．⋯⋯⋯⋯(5)

1东部平原地区湖泊⋯⋯⋯⋯⋯⋯⋯⋯⋯⋯⋯⋯⋯⋯⋯⋯⋯⋯⋯⋯⋯⋯⋯⋯⋯⋯⋯⋯⋯(5)

2蒙新高原地区湖泊⋯⋯⋯⋯⋯⋯⋯⋯⋯⋯⋯⋯⋯⋯⋯⋯⋯⋯⋯⋯⋯⋯⋯⋯⋯⋯⋯⋯⋯(6)

3云责高原地区湖泊⋯⋯”⋯⋯⋯⋯⋯⋯⋯⋯⋯⋯⋯⋯⋯⋯⋯⋯⋯⋯⋯⋯⋯⋯⋯⋯⋯⋯·(6)
’

．-4青藏高原地区湖泊⋯⋯⋯⋯⋯⋯⋯⋯⋯⋯⋯⋯⋯⋯⋯⋯⋯⋯⋯⋯⋯⋯⋯⋯⋯⋯⋯⋯⋯(7)

‘5东北平原地区与山区湖泊⋯⋯⋯⋯⋯⋯⋯⋯⋯⋯⋯⋯⋯⋯⋯⋯⋯⋯⋯⋯⋯⋯⋯⋯⋯⋯(7)

第三节湖泊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8)

1历史时期湖泊资源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8)

2建国后湖泊资源开发成效卓著⋯⋯⋯⋯⋯⋯⋯⋯⋯⋯⋯⋯⋯⋯⋯⋯⋯⋯⋯⋯⋯⋯⋯⋯(9)

i 3当前湖泊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1)

4加强湖泊科学研究，促进湖泊资源的合理开发⋯⋯⋯⋯⋯⋯⋯⋯⋯⋯⋯⋯⋯⋯⋯⋯⋯(13)

第二章湖泊成因⋯⋯⋯⋯⋯⋯⋯⋯⋯⋯⋯⋯⋯⋯⋯⋯⋯⋯⋯⋯⋯⋯⋯⋯(14)
／

第一节湖泊的主要成因类型⋯⋯⋯⋯⋯⋯⋯⋯⋯⋯⋯⋯⋯⋯⋯⋯⋯⋯⋯⋯⋯⋯⋯⋯一(14)

第二节不同成因类型湖泊的特征与空间分布⋯⋯⋯⋯⋯⋯⋯⋯⋯⋯⋯⋯⋯⋯⋯⋯⋯(14)

1构造湖与空间分布⋯⋯⋯⋯⋯⋯⋯⋯⋯⋯⋯⋯⋯⋯⋯⋯⋯⋯⋯⋯⋯⋯⋯⋯⋯⋯⋯⋯⋯(14)

2火山口湖与空间分布⋯⋯⋯⋯⋯⋯⋯⋯⋯⋯⋯⋯⋯⋯⋯⋯⋯⋯⋯⋯⋯⋯⋯⋯⋯⋯⋯⋯(17)

3堰塞湖与空间分布⋯⋯⋯⋯j⋯⋯⋯⋯⋯⋯⋯⋯⋯⋯⋯⋯⋯⋯⋯⋯⋯⋯⋯⋯⋯⋯⋯⋯“(17)

4冰川湖与空间分布⋯⋯⋯⋯⋯⋯⋯⋯⋯⋯⋯⋯⋯⋯⋯⋯⋯⋯⋯⋯⋯⋯⋯⋯⋯：．．⋯⋯⋯(18)

5岩溶湖与空间分布⋯⋯⋯⋯⋯⋯⋯⋯⋯⋯⋯⋯⋯⋯⋯⋯⋯⋯⋯⋯⋯⋯⋯⋯⋯⋯⋯⋯⋯(18)

6风成湖与空间分布⋯⋯⋯⋯⋯⋯⋯⋯⋯⋯⋯⋯⋯⋯⋯⋯⋯⋯⋯⋯⋯⋯⋯⋯⋯⋯⋯⋯⋯(19)

7河成湖与空间分布⋯⋯⋯⋯⋯⋯⋯⋯⋯⋯⋯⋯⋯⋯⋯⋯⋯⋯⋯⋯⋯⋯⋯⋯⋯⋯⋯⋯⋯(19)

8海成湖与空间分布⋯⋯⋯⋯⋯⋯⋯⋯⋯⋯⋯⋯⋯⋯⋯⋯⋯⋯⋯⋯⋯⋯⋯⋯⋯⋯⋯⋯⋯(20)

第三章湖泊沉积⋯⋯⋯⋯⋯⋯⋯⋯⋯⋯⋯⋯⋯⋯⋯⋯⋯⋯⋯⋯⋯⋯⋯⋯。(21)

第一节影响我国湖泊沉积物特征的主要因素⋯⋯⋯⋯⋯⋯⋯⋯⋯⋯⋯⋯⋯⋯⋯．(21)

第二节我国湖泊沉积物的类型⋯⋯⋯⋯⋯⋯⋯⋯⋯⋯⋯⋯⋯⋯⋯⋯⋯⋯⋯⋯⋯一(22)

1湖泊碎屑沉积⋯⋯⋯⋯⋯⋯⋯⋯⋯⋯⋯⋯⋯⋯⋯⋯⋯⋯⋯⋯⋯⋯⋯⋯⋯⋯⋯⋯⋯⋯⋯(22)

2湖泊化学沉积⋯⋯⋯⋯⋯⋯⋯⋯⋯⋯⋯⋯⋯⋯⋯⋯⋯⋯⋯⋯⋯⋯⋯⋯⋯⋯⋯⋯⋯⋯⋯(36)

3湖泊生物沉积⋯⋯⋯⋯⋯⋯⋯⋯⋯⋯⋯⋯⋯⋯⋯⋯⋯⋯⋯⋯⋯⋯⋯⋯⋯⋯⋯⋯⋯⋯⋯(38)



中国湖泊志

第四章典型湖泊发育演化⋯⋯⋯⋯⋯⋯⋯⋯⋯⋯⋯⋯⋯⋯⋯⋯⋯⋯⋯⋯(41)
第一节影响湖泊演化的因素⋯⋯⋯⋯⋯⋯⋯⋯⋯⋯⋯⋯⋯⋯⋯⋯⋯⋯⋯⋯⋯⋯⋯·(41)

1地质构造因素⋯⋯⋯⋯⋯⋯⋯⋯⋯⋯⋯⋯⋯⋯⋯⋯⋯⋯⋯⋯⋯⋯⋯⋯⋯⋯⋯⋯⋯⋯⋯(41)

，2气候因素⋯⋯⋯⋯⋯⋯⋯⋯⋯⋯⋯⋯⋯⋯⋯⋯⋯⋯⋯⋯⋯⋯⋯⋯⋯⋯⋯⋯⋯⋯⋯⋯⋯(42)

3河流对湖泊演化的影响⋯⋯⋯⋯⋯⋯⋯⋯⋯⋯⋯⋯⋯⋯⋯⋯⋯⋯⋯⋯⋯⋯⋯⋯⋯⋯⋯(42)

4人类活动对湖泊发育演化的影响⋯⋯⋯⋯⋯⋯⋯⋯⋯⋯⋯⋯⋯⋯⋯⋯⋯⋯⋯⋯⋯⋯⋯(42)

第二节我国各自然地理区域湖泊演化特征⋯⋯一⋯⋯⋯⋯⋯⋯⋯⋯⋯⋯⋯(44)
1东部平原地区⋯⋯⋯⋯⋯⋯⋯⋯⋯⋯⋯⋯⋯⋯⋯⋯⋯⋯⋯⋯⋯⋯⋯⋯⋯⋯⋯⋯⋯⋯⋯(44)

2蒙新高原地区⋯⋯⋯⋯⋯⋯⋯⋯⋯⋯⋯⋯⋯⋯⋯⋯⋯⋯⋯⋯⋯⋯⋯⋯⋯⋯⋯⋯⋯⋯⋯(45)

3云贵高原地区⋯⋯⋯⋯⋯⋯⋯⋯⋯⋯⋯⋯⋯⋯⋯⋯⋯⋯⋯⋯⋯⋯⋯⋯⋯⋯⋯⋯⋯⋯⋯(46)

4青藏高原地区⋯⋯⋯⋯⋯⋯⋯⋯⋯⋯⋯⋯⋯⋯⋯⋯⋯⋯⋯⋯⋯⋯⋯⋯⋯⋯⋯⋯⋯⋯⋯(47)

5干旱地区盐湖的形成与演化⋯⋯⋯⋯⋯⋯⋯⋯⋯⋯⋯⋯⋯⋯⋯⋯⋯⋯⋯⋯⋯⋯⋯⋯⋯(48)

第三节现代湖泊发育演化实例⋯⋯⋯⋯⋯⋯⋯⋯⋯⋯⋯⋯⋯⋯⋯⋯⋯⋯⋯·(49)

第五章湖泊水文、水动力与湖水物理性质⋯⋯⋯⋯⋯⋯⋯⋯⋯⋯⋯⋯⋯(58)

第一节湖泊水文情势⋯⋯⋯⋯⋯⋯⋯⋯⋯⋯⋯⋯⋯⋯⋯⋯⋯⋯⋯⋯⋯⋯”(58)
1湖泊对河川径流的调节⋯⋯⋯”：⋯⋯⋯⋯⋯⋯⋯⋯⋯⋯⋯⋯⋯⋯⋯⋯⋯⋯⋯⋯⋯⋯⋯(58)

2湖泊换水周期⋯⋯⋯⋯⋯⋯⋯⋯⋯⋯⋯⋯⋯⋯⋯⋯⋯⋯⋯⋯⋯⋯⋯⋯⋯⋯⋯⋯⋯⋯⋯(59)

3湖泊水量平衡⋯⋯⋯⋯⋯⋯⋯⋯⋯⋯⋯⋯⋯⋯⋯⋯⋯⋯．．．⋯⋯⋯⋯⋯⋯⋯⋯⋯⋯⋯⋯(61)

4湖泊泥沙与淤积⋯⋯⋯⋯⋯⋯⋯⋯⋯⋯⋯⋯⋯⋯⋯⋯⋯⋯⋯⋯⋯⋯⋯⋯⋯⋯⋯⋯⋯⋯(63)

5湖泊水位⋯⋯⋯⋯⋯⋯⋯⋯⋯⋯⋯⋯⋯⋯⋯⋯⋯⋯⋯⋯⋯⋯⋯⋯⋯⋯⋯⋯⋯⋯⋯⋯⋯(64)

第二节湖泊水动力⋯⋯⋯⋯⋯⋯⋯⋯⋯⋯⋯⋯⋯⋯⋯⋯⋯⋯⋯⋯⋯⋯⋯⋯⋯⋯⋯·(67)
1湖流⋯⋯⋯⋯⋯⋯⋯⋯⋯⋯⋯⋯⋯⋯⋯⋯⋯⋯⋯⋯⋯⋯⋯⋯⋯⋯⋯⋯⋯⋯⋯⋯⋯⋯⋯(67)

2风浪⋯⋯⋯⋯⋯⋯⋯⋯⋯⋯⋯⋯⋯⋯⋯⋯⋯⋯⋯⋯⋯⋯⋯⋯⋯⋯⋯⋯⋯⋯⋯⋯⋯⋯⋯(70)

。 3风涌水⋯⋯⋯⋯⋯⋯⋯⋯⋯⋯⋯⋯⋯⋯⋯⋯⋯⋯⋯⋯⋯⋯⋯⋯⋯⋯⋯：⋯⋯⋯⋯⋯⋯·(73)
4定振波⋯⋯⋯⋯⋯⋯⋯⋯⋯⋯⋯⋯⋯⋯⋯⋯⋯⋯⋯⋯⋯⋯⋯⋯⋯⋯⋯⋯⋯⋯⋯⋯⋯⋯(74)

第三节湖水物理性质⋯⋯⋯⋯⋯⋯⋯⋯⋯⋯⋯⋯⋯⋯⋯⋯⋯⋯⋯⋯⋯⋯“(74)
1湖水温度状况⋯⋯⋯⋯⋯⋯⋯⋯⋯⋯⋯⋯⋯⋯⋯⋯⋯⋯⋯⋯⋯”：⋯⋯⋯⋯⋯⋯⋯⋯⋯(74)

、2湖泊冰情⋯⋯⋯⋯⋯⋯⋯⋯⋯⋯⋯⋯⋯⋯⋯⋯·?⋯⋯⋯⋯⋯⋯⋯⋯⋯⋯⋯⋯⋯⋯⋯⋯·(77)

3透明度与水色⋯⋯⋯⋯⋯⋯⋯⋯⋯⋯⋯⋯⋯⋯⋯⋯⋯⋯⋯⋯⋯⋯⋯⋯⋯⋯⋯⋯⋯⋯⋯(78)

第六章湖水化学～污染与富营养化⋯⋯⋯⋯⋯⋯⋯⋯⋯⋯⋯⋯⋯⋯⋯⋯(80)

第一节湖水化学⋯⋯⋯⋯⋯⋯⋯⋯⋯⋯⋯⋯⋯⋯⋯⋯⋯⋯⋯⋯⋯⋯⋯⋯⋯⋯⋯⋯(80)
1矿化度与pH值⋯⋯⋯⋯⋯⋯⋯⋯⋯⋯⋯⋯⋯⋯⋯⋯⋯⋯⋯⋯⋯⋯⋯⋯⋯⋯⋯⋯⋯⋯(80)

2湖水主要离子组成与水型⋯⋯⋯⋯⋯⋯⋯⋯⋯⋯⋯⋯⋯⋯⋯⋯⋯⋯⋯⋯⋯⋯⋯⋯⋯⋯(84)

3湖水溶解性气体与生物营养物质⋯⋯⋯⋯⋯⋯⋯⋯⋯⋯⋯⋯⋯⋯⋯⋯⋯⋯⋯⋯⋯⋯⋯(85)

第二节湖水污染状况⋯⋯⋯⋯⋯⋯⋯⋯⋯⋯⋯⋯⋯⋯⋯⋯⋯⋯⋯⋯⋯⋯⋯⋯“(88)
1湖泊污染物的来源⋯⋯⋯⋯⋯⋯⋯⋯⋯⋯⋯⋯⋯⋯⋯⋯⋯⋯⋯⋯⋯⋯⋯⋯⋯⋯⋯⋯⋯(韶)

2湖泊水质现状评价⋯⋯⋯⋯⋯⋯⋯⋯⋯⋯⋯⋯⋯⋯⋯⋯⋯⋯⋯⋯⋯⋯⋯⋯⋯⋯⋯⋯⋯(90)

3湖泊水污染发展趋势分析⋯⋯⋯⋯⋯⋯⋯⋯⋯⋯⋯⋯⋯⋯⋯⋯⋯⋯⋯⋯⋯⋯⋯⋯⋯(102)

4湖泊污染防治对策⋯⋯⋯⋯⋯⋯⋯⋯⋯⋯⋯⋯⋯⋯⋯⋯⋯⋯⋯⋯⋯⋯⋯⋯⋯⋯⋯⋯(102)

第三节湖水富营养化状况⋯⋯⋯⋯⋯⋯⋯⋯⋯⋯⋯⋯⋯⋯⋯⋯⋯⋯⋯⋯·(103)
1我国主要湖泊富营养化程度的评价⋯⋯⋯⋯⋯⋯⋯⋯⋯⋯⋯⋯⋯⋯⋯⋯⋯⋯⋯⋯⋯(104)

2我国湖泊富营养化产生原因⋯⋯⋯⋯⋯⋯⋯⋯⋯⋯⋯⋯⋯⋯⋯⋯⋯⋯⋯⋯⋯⋯⋯⋯(10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湖泊志

3湖泊富营养化的防治对策⋯⋯⋯⋯⋯⋯⋯⋯⋯⋯⋯⋯⋯⋯⋯⋯⋯⋯⋯⋯⋯⋯⋯⋯⋯(111)

第七章湖泊水生生物⋯⋯⋯⋯⋯⋯⋯⋯⋯⋯⋯⋯⋯⋯⋯⋯⋯⋯⋯⋯⋯(114)

第一节湖泊浮游藻类⋯⋯⋯⋯⋯⋯⋯⋯⋯⋯⋯⋯⋯⋯⋯⋯⋯⋯⋯⋯⋯⋯(114)
1浮游藻类常见种类与区域分布⋯⋯⋯⋯⋯⋯⋯⋯⋯⋯⋯⋯⋯⋯⋯⋯⋯⋯⋯⋯⋯⋯⋯(114)

2湖内浮游藻类的分布与变化⋯．．．⋯⋯⋯⋯⋯⋯⋯⋯⋯⋯⋯⋯⋯⋯⋯⋯⋯⋯⋯⋯⋯⋯(122)

‘第二节湖泊浮游动物⋯⋯⋯⋯⋯⋯⋯⋯⋯⋯⋯⋯⋯⋯⋯⋯⋯⋯⋯⋯⋯⋯(124)
1浮游动物常见种类与区域分布⋯⋯⋯⋯⋯⋯⋯⋯⋯⋯⋯⋯⋯⋯⋯⋯⋯⋯⋯⋯⋯⋯⋯(124)

2湖内浮游动物的分布与变化⋯⋯⋯⋯⋯⋯⋯⋯⋯⋯⋯⋯⋯⋯⋯⋯⋯⋯⋯⋯⋯⋯⋯⋯(135)

第三节湖泊底栖动物⋯⋯⋯⋯⋯⋯⋯⋯⋯⋯⋯⋯⋯⋯⋯⋯⋯⋯⋯⋯⋯⋯⋯⋯⋯(138)
1组成与数量分布⋯⋯⋯⋯⋯⋯⋯⋯⋯⋯⋯⋯⋯⋯⋯⋯⋯⋯⋯⋯⋯⋯⋯⋯⋯⋯⋯⋯⋯(138)

2湖内底栖动物的分布与变化⋯⋯⋯⋯⋯⋯⋯⋯⋯⋯⋯⋯⋯⋯⋯⋯⋯⋯⋯⋯⋯⋯⋯⋯(143)

第四节湖泊水生高等植物⋯⋯⋯⋯⋯⋯⋯⋯⋯⋯⋯⋯⋯⋯⋯⋯·⋯⋯⋯⋯(145)
1水生高等植物常见种类⋯⋯⋯⋯⋯⋯⋯⋯⋯⋯⋯⋯⋯⋯⋯⋯⋯⋯⋯⋯⋯⋯⋯”：⋯⋯(145)

2水生高等植物的群落生态类型与分布⋯⋯⋯⋯⋯⋯⋯⋯⋯⋯⋯⋯⋯⋯⋯⋯⋯⋯⋯⋯(149)

第五节湖泊鱼类⋯⋯⋯⋯⋯⋯⋯⋯⋯⋯⋯⋯⋯⋯⋯⋯⋯⋯⋯⋯⋯⋯⋯⋯⋯⋯⋯⋯⋯”(153)

1常见经济鱼类种类组成与地区分布⋯⋯⋯⋯⋯⋯⋯⋯⋯⋯⋯⋯⋯⋯⋯⋯⋯⋯⋯⋯⋯(153)

2主要经济鱼类的生物学特性⋯⋯⋯⋯⋯⋯⋯⋯⋯⋯⋯⋯⋯⋯⋯⋯⋯⋯⋯⋯⋯⋯⋯⋯(160)

第八章湖泊资源⋯⋯⋯⋯⋯⋯⋯⋯⋯⋯⋯⋯⋯⋯⋯⋯⋯⋯⋯⋯⋯⋯⋯”(163)

第一节湖泊水资源⋯⋯⋯⋯⋯⋯⋯⋯⋯⋯⋯⋯⋯⋯⋯⋯⋯⋯⋯⋯⋯⋯⋯⋯⋯⋯”(163)
1淡水资源的贮量与地区分布⋯⋯⋯⋯⋯⋯⋯⋯⋯⋯⋯⋯⋯⋯⋯⋯⋯⋯⋯⋯⋯⋯⋯⋯(163)

2水资源的利用⋯⋯⋯⋯⋯⋯⋯⋯⋯⋯⋯⋯⋯⋯⋯⋯⋯⋯⋯⋯⋯⋯⋯⋯⋯⋯⋯⋯⋯⋯(164)

第二节湖泊生物资源⋯⋯⋯⋯⋯⋯⋯⋯⋯⋯⋯⋯⋯⋯⋯⋯⋯⋯⋯⋯⋯⋯(166)
1浮游生物⋯⋯⋯⋯⋯⋯⋯⋯⋯⋯⋯⋯⋯⋯⋯⋯⋯⋯⋯⋯⋯⋯⋯⋯⋯⋯⋯⋯⋯⋯⋯⋯(166)

2底栖动物⋯⋯⋯⋯⋯⋯⋯⋯⋯⋯⋯⋯⋯⋯⋯⋯⋯⋯⋯⋯⋯⋯⋯⋯⋯⋯⋯⋯⋯⋯⋯⋯(167)

3水生植物⋯⋯⋯⋯⋯⋯⋯⋯⋯⋯⋯⋯⋯⋯⋯⋯⋯⋯⋯⋯⋯⋯⋯⋯⋯⋯⋯⋯⋯⋯⋯⋯(168)

4鱼类⋯⋯⋯⋯⋯⋯⋯⋯⋯⋯⋯⋯⋯⋯⋯⋯⋯⋯⋯⋯⋯⋯⋯⋯⋯⋯⋯⋯⋯⋯⋯⋯⋯⋯(169)

第三节湖泊滩地资源⋯⋯⋯⋯⋯⋯⋯⋯⋯⋯⋯⋯⋯．．．j⋯⋯⋯⋯⋯⋯⋯⋯(171)

1滩地的数量与分布⋯⋯⋯⋯⋯⋯⋯⋯⋯⋯⋯⋯⋯⋯⋯⋯⋯⋯⋯⋯⋯⋯⋯⋯⋯⋯⋯⋯(172)

2滩地的开垦利用⋯⋯⋯⋯⋯⋯⋯⋯⋯⋯⋯⋯⋯⋯⋯⋯⋯⋯⋯⋯⋯⋯⋯⋯⋯⋯⋯⋯⋯(172)

3围垦对环境的影响⋯⋯⋯⋯⋯⋯⋯⋯⋯⋯⋯⋯⋯⋯⋯⋯⋯⋯⋯⋯⋯⋯⋯⋯⋯⋯⋯⋯(174)

第四节盐湖矿产资源⋯⋯⋯⋯⋯⋯⋯⋯⋯⋯⋯⋯¨⋯⋯⋯⋯⋯⋯⋯⋯⋯(175)
1盐湖的分布与特点⋯⋯⋯⋯⋯⋯⋯⋯⋯⋯⋯⋯⋯⋯⋯⋯⋯⋯⋯⋯⋯⋯⋯⋯⋯⋯⋯⋯(175)

2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176)

第二篇中国湖泊分论

第九章东部平原地区湖泊志⋯⋯⋯⋯⋯⋯⋯⋯⋯⋯⋯⋯⋯⋯⋯⋯⋯⋯．
第一节湖南省湖泊志⋯⋯⋯⋯⋯⋯⋯⋯⋯⋯⋯⋯⋯⋯⋯⋯⋯⋯⋯⋯⋯⋯

l洞庭湖 (179) 2大通湖(183) 3黄盖湖

，4南湖 (184) 5围堤湖(185) 6荷叶湖

7毛里湖(185)8安乐湖 (186) 9冶湖

10烂泥湖 (186) 11珊珀湖 (186) 12鹰湖

≯蓦7

Q

n

0

q

q

0



x 中国湖泊志

13柳叶湖 (187)

(1鹄)

(188)

(189)

(190)

湖泊志⋯⋯⋯⋯⋯⋯⋯⋯⋯⋯⋯⋯⋯⋯⋯⋯⋯⋯⋯⋯⋯⋯⋯⋯⋯⋯⋯⋯(191)

(191) 2梁子湖．(193) 3长湖 。(194)

(195) 5西梁湖 (196) 6}刁汉湖，． (197)

(198) 8保安湖 (199) 9网湖 、 (200)

(201) 11涨渡湖(202) 12汤逊湖 (203)

(203) 14武昌东湖(204) 15赤东湖 (205)

(206) 17豹解湖(206) 18太白湖(206)

(207) 20"东西汉湖 (207) 21武湖(208)

(209) 23西湖 (209) 24上津湖 (209)

(210) 26朱婆湖(210) 27淤泥湖 (210)

(211) 29武山湖(211) 30牛浪湖(212)

(212) 32童家湖(212) 33里湖 (213)

(213) 35三湖(213) 36南湖(213)

(214)38海口湖(214) 39汉阳西湖(214)

(215)41排湖 7(215)42大岩湖(215)

(216)44策湖(216)45严西湖(216)

(217)47花马湖(217)48玉湖(217)

湖泊志⋯⋯⋯⋯⋯⋯⋯⋯⋯⋯⋯⋯⋯⋯⋯⋯⋯⋯⋯⋯⋯⋯⋯⋯⋯⋯⋯⋯(218)

(218) 2军山湖 (225) 3珠湖 (226)

(226) 5赛湖 (227) 6新妙湖(228)

(228) 8陈家湖(229) 9太泊湖 (229)

(230)
”’

湖泊志⋯⋯⋯⋯⋯⋯⋯⋯⋯-．．⋯⋯⋯⋯⋯⋯⋯⋯⋯⋯⋯⋯⋯⋯⋯⋯⋯⋯(230)

(230) 2龙感湖(235) 3黄大湖(237)

(238) 5城西湖· (240) 6菜子湖(241)

(242) 8南漪湖 (244) 9城东湖(245)

(246) 11武昌湖(248) ‘12升金湖(250)

(251) 14高塘湖 (252) 15香涧湖 (253)

(253) 17焦岗湖(254) 18白荡湖(255)

(256) 20花园湖(258) 21黄陂湖(259)

(260) 23沂湖 (260)

湖泊志⋯⋯⋯⋯⋯⋯⋯⋯⋯⋯⋯⋯⋯⋯⋯⋯⋯⋯⋯⋯⋯⋯⋯⋯⋯⋯⋯⋯(261)

(261) 2洪泽湖 (268) 3高邮湖 (279)

(281) 5石臼湖 (283) 6阳澄湖．． (284)

(286)8白马湖 (2鹤) 9洮湖 (289)

．(290) 11澄湖 ·(290) 12宝应湖(291)

(292) 14大纵湖 (293) 15固城湖 (293)

(294) 17昆承湖 (295) 18蜈蚣湖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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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得胜湖 (296) 20元荡 (296) 21独墅湖 (297)

第六节上海市湖泊志⋯⋯⋯⋯⋯⋯⋯⋯⋯⋯⋯⋯⋯⋯⋯⋯⋯⋯⋯⋯⋯⋯(297)
1淀山湖(297) t

’‘ ；

第七节浙江省湖泊志⋯⋯⋯⋯⋯⋯⋯⋯⋯⋯⋯⋯⋯⋯⋯⋯⋯⋯⋯⋯⋯⋯(299)
1东钱湖(299) 2杭州西湖～ (299) 3鉴湖 (301)

第八节 山东省湖泊志⋯⋯⋯⋯⋯⋯⋯⋯⋯⋯⋯⋯⋯⋯⋯⋯⋯⋯⋯⋯⋯⋯⋯⋯⋯⋯⋯⋯(301)

1南四湖(301) 2东平湖 ‘(304) 3马踏湖(307)

第九节河北省湖泊志⋯⋯⋯⋯⋯⋯⋯⋯．．．⋯⋯⋯⋯⋯⋯⋯⋯⋯⋯⋯⋯⋯(308)
l自洋淀 (308) 2衡水湖(311) 3安固里淖(311)

4库伦淖(312) 5九连城淖(313) 6水泉淖(314)

第十节天津市湖泊志⋯⋯⋯⋯⋯⋯⋯⋯⋯⋯⋯⋯⋯⋯⋯⋯⋯⋯⋯⋯⋯⋯(314)

1七里海(314) 2团泊洼 ’(315)

第十一节台湾省湖泊志⋯⋯⋯⋯⋯⋯⋯⋯⋯⋯⋯⋯⋯⋯⋯⋯⋯⋯⋯⋯⋯(315)
“’

1日月潭(315)
。

第十章蒙新高原地区湖泊志⋯⋯⋯⋯⋯⋯⋯⋯⋯：⋯⋯⋯⋯⋯⋯⋯⋯⋯(317)
第一节内蒙古自治区湖泊志⋯⋯⋯⋯⋯⋯⋯⋯⋯⋯⋯⋯⋯⋯⋯⋯⋯⋯“(317)
1呼伦湖(317) 2贝尔湖(319) 3乌梁柰海 (320)

4居延海(322) 5索林诺尔 (323) 6达莱诺尔(324)

7岱海(325)8’吉兰泰盐湖 (327) 9查干诺尔’(327)

10哈登兜步F盐湖(328) 11黄旗海 (328) 12鸡趔葡铲F盐湖(329)

13察汗淖(329) 14白碱淖 (330) 15古尔乃湖(330)
7

16查哈诺尔(330) 17腾格尔诺尔 (330) 18盐海子 (331)

19乌兰诺尔(331) 20巴汗淖(331) 21额吉诺尔7 (332)

22雅布赖盐湖(332) 23湖洞察汗淖(332) 24呼和诺尔(333)

25查干里门诺尔(333) 26北大池 (333) 27中泉子盐湖(334)

28巴音诺尔(334) 。29奈曼西湖(334) 30昌汗淖(335)

3l库库湖 r (335)
’

32爱麦克湖(335) 33二连诺尔(335)

34干盐湖(336) 35大海子 (336) 36温多查布诺尔(336)

37乃满代淖(336) 38果红呆不隆淖(337)， 39长湖(337)

40浩勒图音诺尔(337)41碱海子(337)一 ，一42巴音陶力禾湖(337)

43和屯盐池(338)44赛汗塔拉诺尔(338) ，。

第二节山西省湖泊志⋯⋯⋯⋯⋯⋯⋯⋯⋯⋯⋯⋯⋯⋯⋯⋯⋯⋯⋯⋯⋯⋯(338)

1运城盐湖．(338) ，

第三节陕西省湖泊志⋯⋯⋯⋯⋯⋯⋯⋯⋯⋯⋯⋯⋯⋯⋯⋯⋯⋯⋯⋯⋯⋯·(339)
1红碱淖(339) 2花马诸池(340)

第四节甘肃省湖泊志⋯⋯⋯⋯⋯⋯⋯⋯⋯⋯⋯⋯⋯⋯⋯⋯⋯⋯⋯⋯⋯⋯⋯(341)
1文县天池(341)

第五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泊志⋯⋯⋯⋯⋯⋯⋯⋯⋯⋯⋯⋯⋯⋯⋯⋯⋯(342)
1罗布泊 (342) 2艾比湖(343) 3博斯腾湖 (345)

4布伦托海(346) 5玛纳斯湖(347) 6阿雅克库木湖(348)

7赛里木湖(348)8阿其格库勒(349)， 9鸟尊布拉克湖(350)

10鲸鱼湖(350) 11艾丁湖(350) 12加依多拜湖(351)

13吉力湖(351) 14阿克赛钦湖(352) 15牙克萨拉依湖(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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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艾西曼湖(353) 17青格力克湖(353) 18巴里坤湖(354)

19曲曲克苏湖(354) 20绍尔克里湖 (354) 21台特马湖(355)

22达巴松诺尔 (355) 23色格孜力克湖(355) 24沙诵骷缔i；}斓胡(355)
25大盐湖(356) 26萨利吉勒千_莉库勒(356)。，27硝尔库勒(356)

28哈纳斯湖 (356) 29艾里克湖 (357) 30七角井东盐湖(358)

31达坂城东盐湖(358) 32柴窝堡湖 (359) 33库木库里湖 (360)

34克孜治拉湖 (360) 35科克苏湖 (360) 36伊吾湖(360)

37贝勒克勒克湖 ．(361) 38伊尔托古什布拉克渤(361) 39北塔山湖(361)

40克孜勒他吾湖 (361)41克其克库木库勒 (361) 42长虹湖 (362)

43乌鲁克库勒 (362) “依协克帕提湖(362)45小盐池(362)

46巴里坤北湖(362)47苛苛苏盐湖 (363)，， 镐阿克苏库勒(363)

49半岛湖(363) 50格力米开勒库勒(363) 51阿什库勒(364)

·52硝库勒湖(364) 53硝尔力克湖(364) 54石英滩南盐湖(364)

55自山湖(365) 56艾曼库勒 (365) 57芨芨湖(365)

58帕尔干布拉克东湖(365) 59赛依特库勒(365) 60英库尔海子(366)

61阜康天池(366)
’

第十一章云贵高原地区湖泊志⋯⋯⋯⋯⋯⋯⋯⋯⋯⋯⋯⋯⋯⋯⋯⋯⋯⋯(368)

第一节云南省湖泊志⋯⋯⋯⋯⋯⋯⋯⋯⋯⋯⋯⋯⋯⋯⋯⋯⋯⋯⋯⋯⋯⋯·(368)
1滇池(368) 2洱海(371) 3抚仙湖(374)

4程海(377) 5泸沽湖 ‘378) 6异龙湖(379)

7杞麓湖(381)8星云湖 (383) 9阳宗海(384)

10大屯海(386) 11长桥海(387)，， 12清水海(388)

13腾冲火口湖(389)

第=节贵州省湖泊志⋯⋯⋯⋯⋯⋯⋯⋯⋯⋯⋯⋯⋯⋯⋯⋯⋯⋯⋯⋯⋯⋯(390)

1草海-(390)

第三节四川省湖泊志⋯⋯⋯⋯⋯⋯⋯⋯⋯⋯⋯⋯⋯⋯⋯⋯⋯⋯⋯⋯⋯⋯⋯⋯⋯⋯⋯⋯(392)

1邛海(392) 2马湖。(393)t 3叠溪海子群(394)

，4九寨沟海子群(395) 5新路海(396)．， ．

第十二章青藏高原地区湖泊志⋯⋯⋯⋯⋯⋯⋯⋯⋯⋯⋯⋯⋯⋯⋯⋯⋯．(398)
第一节西藏自治区湖泊志⋯⋯⋯⋯⋯⋯⋯⋯⋯⋯⋯⋯⋯⋯⋯⋯⋯⋯⋯⋯”(398)

1纳木错(398) 2色林错(399) 3扎日南木错(399)

4当惹雍错(400) 5羊卓雍错(400) 6班公错(401)

7昂拉仁错 (加2) 8塔若错(402) 一 9格仁错(403)

10昂孜错(403) 11玛旁雍错 (403) 12吐错 ，(404)

13多格错仁(404) 14吴如错(404) 一。 15鲁玛江冬错 ，(405)

16普莫雍错(405) 17佩古错(405) 18错鄂 ，(405)

19拉昂错(406) 20郭扎错(406) r 21达则错(407)

22扎布耶茶卡(407) 23许如错 ’(408)一。．24多格错仁强错(408)

25兹格塘错(408) 26巴木错 ．(409) 27仁青休布错(409)

28错那(409) 29其香错(410) 30杰萨错(410)

31姆错丙尼(410) 32崩错 +(410) 33帕龙错(411)

34美马错(411) 35班戈错 (411) 36蓬错(412)

37拜惹布错(413) 38扎仓茶卡，(413) 39懂错(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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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加错

雅根错

仁错贡玛

龙木错

窝尔巴错

羊湖

依布茶卡

布若错

玛尔果茶卡

戈木茶卡

乃日平错

错尼

嘎仁错

马而下错

麦穷错

越恰错

多庆错

鄂雅错．

若拉错

仁错约玛

雪景湖

嘎尔孔茶卡

东恰错

纳江错

申错

角木茶卡

玖如错

普尔错

才多茶卡

永波湖

甲热布错

孔孔茶卡

普让茶卡

昂达尔错

别若则错

围山湖

纳卡茶卡

心湖

浪强错‘

坡孜错

嘎拉错

雪源湖，

昂仁金错

昆楚克错

41达瓦错

44结则茶卡

47阿鲁错

50果忙错

53黑石北湖

56碱水湖

59洞错

62森里错

65玛尔盖茶卡

68独立石湖

71美日切错

”错母折林

77纳屋错

80骆驼湖

83果普错

86曼冬错

89拉雄错

92阿翁错

95哲古错

98当穹错

101戈芒错

104朋彦错

107长湖

110龙尾错

113振泉湖

116它日错

119空姆错

122日干配错

125江尼茶卡

128达尔沃错温

131普嘎错

134张乃错

137阿木错

140雪梅湖

143达玛孜壤错

146托和平错

149万泉湖

152半岛湖

155东月湖

158懂布错

161八松错

164松木希错

167冻果错

170吓嘎错

泽错

邦达湖

向阳湖

令戈错

拉果错

恰规错

仓木错

玉液湖

木纠错

孜桂错

诺尔玛错

公珠错

攸布错

赛布错

阿果错

错鄂

拔度错2

清澈湖

涌波错

达如错

错呐错

扎西错

巴纠错

得雨湖

雅根错

雪环湖

甲多错

沉错

才玛尔错

确旦错

江错

查波错

雅个冬错

仙鹤湖

聂尔错

热帮错

银波湖

果根错

唢呐湖

拿日雍错

毕洛错

姜拆错

木地达拉玉错

淡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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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朝阳错(450)

175吐坡错 (451)

178埃永错(452)

181蒂让碧错(452)

184然乌错(454)

187恰尔嘎木错(454)

190齐格错(455)

173徐果错

176荷花湖

179淡水湖

182易贡错

185北雷错

188三岛湖

191太苦湖

(450)

(451)

(452)

(452)

(454)

(455)

(455)

174昂古错(451)

177恰贡错(451)

180错卧莫·(452)

183喀湖错(453)

186达热布错(454)

189桃湖(455)

192玉盘湖(45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