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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蒙新地区近 40 年来湖泊动态变化与气候耦合 

闫立娟 1, 2), 郑绵平 1)* 
1)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国土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7;  

2)中国地质科学院, 北京 100037 

摘  要: 湖泊对气候变化有着敏感的反应, 是气候变化的镜子。本文以 RS 和 GIS 技术为基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2000 年前后和 2010 年前后四期 Landsat 遥感影像中提取了我国内蒙古和新疆所有湖泊信

息, 建立了蒙新地区湖泊空间数据库。一方面, 用 ArcGIS 软件对研究区湖泊信息进行了统计和空间分析, 从

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了蒙新地区湖泊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近 40 年湖泊的动态变化情况; 另一方面, 

选取了蒙新地区面积大于 5 km2 的所有湖泊, 逐个分析其在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 并根据变化结果进行分

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内蒙古东南部和新疆西部的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其余地区则在扩张;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前后, 内蒙古东南部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内蒙古北部和新疆全区湖泊呈现扩张的趋

势; 从 2000 年前后至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东北部和新疆西部的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其余地区湖泊呈现扩

张的趋势。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本文分析了蒙新地区 40 个气象台站的气温、降雨量和蒸发量数据, 可

知: 近 40 年来, 蒙新地区气温持续上升; 2000 年之前, 内蒙古的降雨量呈增加的趋势, 2000 年之后骤减, 而

新疆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呈增加的趋势; 蒙新地区蒸发量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湖泊的动态变化基本上与气

候的变化趋势相吻合。最后, 笔者以新疆博斯腾湖为例, 分析了湖泊变化的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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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nges of Lakes in Inner Mongolia–Xinjiang Region and 
the Climate Interac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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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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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ke change, as a mirror of climate change, has sensitive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The authors  
extracted information of all lak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from Landsat of the 1970’s, the 1990’s, around 
2000 and 2010 based on RS and GIS and developed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lakes.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lake spatial data using ArcGIS, the authors detect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k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from the 1970’s to 2010 or so in the light of time and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representative lakes whose area is larger than 5 km2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dynamic changes one by one, 
and division of these lakes into expansion area and atrophy area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changes.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lakes in south Inner Mongolia and west Xinjiang were shrunk whereas lakes in 
other places of the study region tended to expand. From the 1990’s to 2000, lakes in south Inner Mongolia were 
shrunk whereas lakes in north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were expanded. From 2000 to 2010, lakes in east  
Inner Mongolia and west Xinjiang were shrunk whereas other lakes were expand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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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warming, the authors analyze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nual rainfall and annual evaporation 
data of forty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reached som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kept rising; annual rainfall in Inner Mongolia had 
kept growing before 2000 but decreased suddenly after 2000, and annual rainfall in most part of Xinjiang tended 
to increase; annual evaporation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tended to decrease. Dynamic changes of lakes in 
Inner Mongolia–Xinjiang region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climate. With the Boston Lake of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s finally analyzed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lake changes, i.e., climatic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y.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Xinjiang; lake; remote sensing; climate 
 
 

 

湖泊对气候变化有着敏感的反应, 是气候变化

的镜子。蒙新地区是我国湖泊的主要分布区之一, 
依据本文 2010 年前后的遥感解译结果, 内蒙古、新

疆 1 km2 以上的湖泊有 778 个(不包括干盐湖和干涸

湖泊), 总面积 13499.02 km2。该地区东西经度跨度

约 51°, 南北纬度跨度约 29°, 分布范围广(图 1)。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 精确分析该区近 40
年来湖泊动态变化与气候耦合, 对研究气候转型和

湖泊预警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位于我国北部边疆, 面积 118.3×104 km2, 

地处中温带, 从东北到西南跨越湿润、亚湿润、亚干

旱和干旱等四个干湿气候区, 表现出明显的中温带

大陆性气候寒暑剧变的特点(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1999)。 

新疆面积 160 多万 km2, 是我国最大的省区, 深

居亚洲腹地, 纬度偏高, 周边雪山环绕, 盆地沙漠戈

壁广布, 具有冬冷夏热, 降水偏少、蒸发强烈的大陆

性干燥气候特点。新疆气候大致以天山山脉为界, 划

分为北疆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和南疆暖温带

大陆性干旱气候(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1999)。 

1  数据来源与湖泊信息提取 

1.1  遥感数据来源 
为了反映我国蒙新地区近 40 年来的湖泊动态

变化情况, 本文选择了覆盖内蒙古和新疆全区的 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2000 年前后和 2010 年前后

四期 landsat 遥感影像共 901 景, 逐景扫描, 矢量化

所有湖泊边界信息, 建立了蒙新地区湖泊空间数据

库。该地区的遥影像信息列于表 1。其中, 新疆的 
 

表 1  覆盖内蒙古和新疆的遥感影像 
Table 1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时间 影像 景数 数据来源

20 世纪 70 年代 MSS 247 ① 
20 世纪 90 年代 TM 218 ① 

2000 年前后 ETM 218 ① 
2010 年前后 TM 218 ② 

注: ①-USGS, 2012; ②-中国科学院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

心, 2013。 

表 2  内蒙古、新疆的中国地面国际交换气象观测站 
Table 2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eather st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序

号 
区站号 台站名称 经纬度 海拔/m

1 50434 图里河 50.48°N, 121.68°E 732.60
2 50527 海拉尔 49.22°N, 119.75°E 610.20
3 50632 博克图 48.77°N, 121.92°E 739.70
4 50727 阿尔山 47.17°N, 119.93°E 997.20
5 50915 东乌珠穆沁 45.52°N, 116.97°E 838.90
6 52495 巴彦诺尔公 40.17°N, 104.80°E 1323.90
7 53068 二连浩特 43.65°N, 111.97°E 964.70
8 53192 阿巴嘎旗 44.02°N, 114.95°E 1126.10
9 53276 朱日和 42.40°N, 112.90°E 1150.80
10 53336 乌拉特中旗 41.57°N, 108.52°E 1288.00
11 53352 达茂旗 41.70°N, 110.43°E 1376.60
12 53391 化德 41.90°N, 114.00°E 1482.70
13 53463 呼和浩特 40.82°N, 111.68°E 1063.00
14 53502 吉兰泰 39.78°N, 105.75°E 1031.80
15 53529 鄂托克旗 39.10°N, 107.98°E 1380.30
16 54012 西乌珠穆沁旗 44.58°N, 117.60°E 995.90
17 54026 扎鲁特 44.57°N, 120.90°E 265.00
18 54102 锡林浩特 43.95°N, 116.12°E 1003.00
19 54115 林西县 43.60°N, 118.07°E 799.50
20 54135 通辽 43.60°N, 122.27°E 178.70
21 54208 多伦县 42.18°N, 116.47°E 1245.40
22 54218 赤峰 42.27°N, 118.93°E 568.00

23 51076 阿勒泰 47.73°N, 88.08°E 735.30
24 51087 富蕴 46.98°N, 89.52°E 807.50
25 51156 和布克赛尔 46.78°N, 85.72°E 1291.60
26 51243 克拉玛依 45.62°N, 84.85°E 449.50
27 51334 精河 44.62°N, 82.90°E 320.10
28 51379 奇台 44.02°N, 89.57°E 793.50
29 51431 伊宁 43.95°N, 81.33°E 662.50
30 51463 乌鲁木齐 43.78°N, 87.65°E 935.00
31 51573 吐鲁番 42.93°N, 89.20°E 34.50 
32 51644 库车 41.72°N, 82.97°E 1081.90
33 51709 喀什 39.47°N, 75.98°E 1289.40
34 51716 巴楚 39.80°N, 78.57°E 1116.50
35 51747 塔中 39.00°N, 83.67°E 1099.30
36 51765 铁干里克 40.63°N, 87.70°E 846.00
37 51777 若羌 39.03°N, 88.17°E 887.70
38 51811 莎车 38.43°N, 77.27°E 1231.20
39 51828 和田 37.13°N, 79.93°E 1375.00
40 52203 哈密 42.82°N, 93.52°E 737.20

注: 气象台站序号 1—22 在内蒙古; 23—40 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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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区域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 2  新疆博斯腾湖四个时期的遥感影像 
Fig. 2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the Boston Lake in Xinjiang in the four periods 

 
博斯腾湖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图 2 为该湖

1973 年(A)、1990 年(B)、2000 年(C)和 2009 年(D)
的遥感影像。 
1.2  气象数据来源 

为了精确分析我国蒙新地区气候变化情况, 笔

者收集了中国地面国际交换站中的内蒙古 22 个气象

台站和新疆 18 个气象台站(表 2)1961—2012 年的年

平均气温和年降雨量数据, 及 1961—2001 年蒸发量

数据, 数据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中
国气象局等, 2013)。气象台站的名称、分布和降雨量

见图 1。 

1.3  湖泊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本文对来自 USGS 网站的 2 级影像数据进行了

预处理和假彩色合成。中国科学院观测与数字地球

科学中心提供的部分数据为 4 级数据, 可直接作为

矢量化的底图。 
湖泊矢量化软件选用 ArcGIS。建立湖泊空间数

据 库 时 , 投 影 坐 标 选 用 Asia_Lambert_Conformal 
_Conic, 中 央 经 线 为 110°, 双 标 准 纬 线 为 25°和

47°。 
湖泊名称参考 1:10 万地形图和相关湖泊出版

物(牧寒, 2003; 王苏民等, 1998; 郑喜玉等, 2002)。 

2  蒙新地区湖泊分布和统计 

根据内蒙古和新疆 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

2000 年前后和 2010 年前后四个时期的湖泊空间数

据, 本文统计了近 40 年来蒙新地区的湖泊分布和

面积信息(表 3)。其中,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

于 0.5 km2 的湖泊共 652 个, 总面积 5379.30 km2。

总体上, 内蒙古的湖泊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扩张; 至 2000 年前后基本稳定, 略有萎缩; 至 2010
年前后, 面积骤减, 大于 0.5 km2 的湖泊总面积较

2000 年已减少了 1315.23 km2。2010 年前后, 新疆

大于 0.5 km2 的湖泊共 552 个, 总面积 8422.61 km2。

新疆湖泊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总面积略有

缩小, 之后开始扩张。 

3  湖面动态变化分析 

本文在分析研究区内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总

面积变化情况的基础上, 选取了内蒙古和新疆四个

时期面积大于 5 km2 的所有湖泊, 逐个分析了其在四

个时期的变化, 并根据变化情况进行了分区。 
3.1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湖面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 内蒙古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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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新疆湖泊统计信息 
Table 3  Statistical data of lak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2000 年前后 2010 年前后 
面积/km2 

数目/个 总面积/km2 数目/个 总面积/km2 数目/个 总面积/km2 数目/个 总面积/km2

≥500 km2 2 2866.12 2 2886.86 2 2857.53 2 2368.50 
≥100 km2 8 3797.43 8 4157.13 7 3978.44 6 3310.62 
≥10 km2 44 4747.24 54 5365.99 54 5235.82 44 4213.24 
≥1 km2 398 5775.72 490 6614.34 527 6503.33 403 5203.91 

内 
蒙 
古 

≥0.5 km2 603 5919.72 761 6806.16 797 6694.53 652 5379.30 

≥500 km2 4 3007.80 4 2971.33 4 3174.40 3 2654.83 
≥100 km2 11 4737.30 10 4500.32 12 5155.79 14 5571.32 
≥10 km2 57 6028.52 62 5815.13 78 6921.89 84 7371.73 
≥1 km2 373 6940.17 281 6474.13 317 7727.26 375 8295.11 

新

疆 

≥0.5 km2 656 7139.91 389 6549.30 395 7782.43 552 8422.61 

 
泊有 603 个, 总面积 5919.72 km2; 新疆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有 656 个, 总面积 7139.91 km2。20
世纪 90 年代, 内蒙古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有 761
个, 总面积 6806.16 km2; 新疆面积大于 0.5 km2 的

湖泊有 389 个, 总面积 6549.30 km2(表 3)。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总体上, 内蒙古的湖泊呈扩张的

趋势, 而新疆的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

共 114 个,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共 103 个。

对这 217 个湖泊逐一分析了面积变化情况, 结果如

图 3A 所示。 
20 世纪 90 年代,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

泊总面积 5786.92 km2。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 新

增湖泊 31 个, 总面积 432.78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

48 个, 总面积增加 730.79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为

35 个, 总面积减少 249.29 km2。内蒙古有 62.3%的

湖泊在扩张, 扩张湖泊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北部地

区 , 萎缩的湖泊主要集中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图

3A)。 
20 世纪 90 年代,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总

面积 6101.51 km2。与 20 世纪 70 年代相比, 新增湖

泊 26 个, 总面积 343.51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 50
个, 总面积增加 479.34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为 27
个 , 总面积减少 451.36 km2。20 世纪 70 年代 ,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有 111 个 , 总面积    
6396.32 km2,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只有 60 个面积是大于  
5 km2 的。即在 20 世纪 70 年代面积大于 5 km2 的

111 个湖泊中,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已有 51 个面积小

于 5 km2。这说明新疆湖泊面积的波动情况较大。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新疆湖泊总面积是呈

现减小的趋势的。而湖泊面积波动又呈现区域性的

特征, 湖泊萎缩区主要集中在新疆的西部地区, 其

余地区呈现扩张的趋势(图 3A)。 

3.2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前后湖面变化 
200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

有 797 个 , 总面积 6694.53 km2; 新疆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有 395 个, 总面积 7782.43 km2。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内蒙古湖泊总面积略有减少, 
而新疆湖泊总面积大幅增加, 大于 0.5 km2 的湖泊

总面积增加了 1233.13 km2。 
200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共

113 个,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共 131 个。对这

244 个湖泊逐一分析了面积变化情况, 结果见图 3B。 
200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总

面积 5656.38 km2。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新增湖

泊 16 个, 总面积 321.07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有 47
个, 总面积增加 555.29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有 50
个, 总面积减少 569.72 km2。面积扩张和新增湖泊主

要集中在北部地区, 面积萎缩湖泊主要集中在东南

部地区。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萎缩线北移(图 3)。 
2000 年前后,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总面

积 7294.02 km2。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新增湖泊

28 个, 总面积 247.80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为 87 个, 
总面积增加 1117.64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为 16 个, 
总面积减少 126.45 km2。这个时期, 新疆湖泊呈现

全面扩张的趋势(图 3B)。 
3.3  2000 年前至 2010 年前后湖面变化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有

652 个, 总面积 5379.30 km2; 新疆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有 552 个, 总面积 8422.61 km2。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 内蒙古湖泊总面积减小了 1315.23 km2, 
而新疆湖泊总面积增加了 640.18 km2。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共

90 个,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共 141 个。对这

231 个湖泊逐一分析了面积变化情况, 结果见图 3C。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总

面积 46.34.21 km2。与 2000 年前后相比, 新增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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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内蒙古、新疆近 40 年来湖泊动态变化 
Fig. 3  Dynamic Changes of Lak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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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蒙古、新疆 1961—2012 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Fig. 4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trend of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12 
 
10 个, 总面积 517.94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有 42 个, 
总面积增加 174.70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有 38 个, 
总面积减少 691.43 km2。湖泊扩张区主要集中在内

蒙古的西部地区 , 而萎缩区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图

3C)。 
2010 年前后, 新疆面积大于 5 km2 的湖泊总面

积 7773.45 km2。与 2000 年前后相比, 新增湖泊 21
个, 总面积 490.10 km2; 面积增加的湖泊有 87 个, 
总面积增加 760.12 km2; 面积减少的湖泊有 50 个, 
总面积减少 567.62 km2。萎缩的湖泊主要集中在新

疆的西北部地区, 而东南部地区湖泊扩张(图 3C)。 
3.4  面积大于 50 km2 的湖泊动态变化 

2010 年前后, 内蒙古和新疆面积大于 50 km2

的湖泊共 31 个, 总面积 9690.44 km2。各个湖泊近

40 年来的动态变化情况列于表 4。 

4  气候变化 

为了精确分析内蒙古和新疆 40 多年来的气候

变化情况, 笔者对研究区内的 39 个气象台站 1961
—2012 年的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和年蒸发量数据 

 

图 5  内蒙古、新疆 1961—2012 年降雨量变化趋势 
Fig. 5  Mean annual rainfall trend of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12 
 

 

图 6  内蒙古、新疆 1961—2001 年蒸发量变化趋势 
Fig. 6  Annual evaporation trend of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from 1961 t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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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期进行了统计(因新疆的“塔中”气象站提供了

2001 年以后的气温和降雨量数据, 未统计其中)。为

了与湖泊空间数据及我国西北地区气候的现有研究

成果相对应(施雅风等, 2003), 本文将气温和降雨量

数据分为 1961—1970 年、1971—1986 年、1987—

2000 年和 2001—2012 年四个时期, 蒸发量数据分

为 1961—1970 年、1971—1986 年、1987—2001 年

三个时期。将每个气象台站的年平均气温和降雨量

资料取多年平均值, 并与相邻时期的数据做对比。

近 40 年来, 蒙新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如图 4
所示; 年降雨量变化趋势如图 5 所示; 1961—2001
年的蒸发量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 
4.1  气温 

蒙新地区的 39 个气象台站中, 1971—1986 年的

年平均气温较 1961—1970 年升高的有 34 个, 其中

有 25 个升温幅度超过了 0.2℃, 温度降低的地区集

中在新疆中部(图 4A); 全区 1987—2000 的平均气

温较 1971—1986 年大幅升高, 39 个气象台站温度全

部升高, 92%以上的台站升温超过了 0.2℃, 9 个台站

升温超过 1℃, 新疆的“富蕴”升温达 1.55℃, 这说

明 1987 年以后, 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加剧(图 4B); 
2000 年以后, 内蒙古和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持续

上升, 只有内蒙古的最北部和新疆中部地区的温度

稍有降低(图 4C)。 
4.2  降雨量 

笔者对内蒙古和新疆 39 个气象台站年降雨量

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1971—1986 年的平均年降雨量

比 1961—1970 年增加的有 25 个台站, 其中的 10 个

台站降雨量增加超过了 10%, 年降雨量减少的台站

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北部、南部地区和内蒙古的南部

地区(图 5A); 1987—2000 年的年降雨量与 1971—

1986 年相比, 降雨量增加的台站达到了 26 个, 其中

的 17 个台站降雨量增加量超过了 10%, 最多达到

61.55%, 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降雨量普遍增加, 新

疆全区降雨量显著增加(图 5B); 2001—2012 年较

1987—2000 年, 年降雨量增加的台站有 13 个, 增加

最多的为新疆的“喀什”(43.12%), 降雨量增加的

台站主要集中在新疆, 内蒙只有东部的“巴彦诺尔

公”和“达茂旗气象局”的降雨量增加, 其余均减少, 
且有 14 个台站减少量超过了 15%(图 5C)。根据降

雨量的变化趋势, 笔者将蒙新地区划为了“暖干”

和“暖湿”区(图 5)。 
4.3  蒸发量 

因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共享数

据中的蒸发量(小型)只到2001年, 本文结合前人研

究成果 , 分析了蒙新地区近40年来蒸发量变化趋

势。1971—1986年与1961—1970相比, 蒸发量减少

的有22个台站。整体上, 蒙新地区的蒸发量是减小

的, 增加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中部地区。1987
—2001年与1971—1986年相比, 蒸发量减少的有25
个台站 , 蒙新地区蒸发量减小的趋势仍在持续(图

6)。本文及前人的分析结果(普宗朝等, 2009; 刘波等, 
2010; 苗运玲等, 2013; 宫恒瑞, 2013)表明, 近40年

来, 我国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蒸发量总体呈下降的

趋势, 但在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不平衡性。 

5  湖面动态变化与气候耦合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湖泊水量的收支, 湖泊对

气候变化有着快速而直接的反应。在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环境下, 近40年来, 内蒙古和新疆的气温在不

断上升, 而蒸发量呈下降趋势。内蒙古的降雨量在

1971—2000年大部分地区呈增加的趋势, 但2000年

之后降雨量明显下降; 新疆的降雨量在20世纪70年

代后局部地区有所增加, 1987年之后降雨量显著增

加, 2000年之后大部分地区持续增加。湖泊的变化趋

势基本上反应了气候的变化。内蒙古的湖泊从20世

纪70年代至90年代, 除南部靠近省界线部分少量湖

泊萎缩外 , 其余湖泊显著扩张; 至2000年 , 继续扩

张湖泊减少 , 扩张线南移; 而2000年之后 , 大部分

地区呈现萎缩的趋势, 这与该地区降雨量与蒸发量

的变化情况相吻合。新疆湖泊近40年来, 除在20世

纪90年代局部地区萎缩外, 之后一直呈扩张的趋势, 
尤其是1987年之后,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和蒸发量的

减少, 全区湖泊显著扩张, 反映了近年来的气候变

化情况。 

6  湖面动态变化影响因素 

湖面动态变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

果, 在人类活动较少的地区, 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 
而在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 部分湖泊受人类活动的

影响越来越大。 

6.1  气候因素 
近40年来, 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气温一直呈上

升的趋势, 1987—2000年升温幅度最大, 到2000年

之后有所缓和, 气温升高导致大量冰川融化, 河流

补给量增加。1971—1986年, 新疆天山两侧的降雨

量有所增加; 1987年开始, 新疆全区降雨量显著增

加; 2000年之后, 除天山局部地区的降雨量有所减

少外, 新疆的降雨量继续保持了增加的趋势。1961
—2000年, 内蒙古的降雨量整体上是呈增加的趋势

的 , 呈现了东多西少 , 南多北少的特点; 但2000年

之后, 除受西风带影响的西部地区外, 内蒙古的降

雨量骤减。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蒸发量呈现减少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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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是天气和气候形成和演变的基本原因

之一(范可等, 2013)。新疆属内陆干旱区, 气候主要

受西风带及其上的扰动影响, 昆仑山一带还会受少

量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影响。研究表明, 1987
年后大气环流年代际变化形成“东高西低”环流背

景场, 西风带向该区的水汽输送增加, 水汽辐合增

强, 有利于降水的增加(戴新刚等, 2012)。另外, 1987
之后南风增强有利于水汽由南向北输送, 并凝结降

水(施雅风等, 2003)。内蒙古大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区, 西部地区还受到西风带的影响, 降雨

水汽主要来自源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王菱等, 2008; 
高晶, 2013)。内蒙古的西部地区, 因受到西风带携带

的水汽的增加, 降雨量在近40年来呈现增加的趋势; 
而其余部分的降水则主要受东亚季风震荡的影响

( 陈 隆 勋 等 , 2006; 姜 大 膀 等 , 2013; Jiang et al., 
2013)。 
6.2  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对湖泊等水体的消长影响较大。如新

疆的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与黑龙江省交界处的

尼尔基水库等。 
6.3  以新疆博斯腾湖为例 

博斯腾湖是新疆最大的湖泊, 位于焉耆盆地东

南面博湖县境内。湖泊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湖

水主要依赖地表径流补给, 开都河是博斯腾湖的主

要补给源 , 也是唯一能常年补给博斯腾湖的河流 , 
补给量达84.7%(邱辉等, 2013)。博斯腾湖的水位在 

 

图 7  1956—2009 年博斯腾湖水位的变化           
(据邱辉等, 2013) 

Fig. 7  The water level variations of the Bosten Lake  
from 1956 to 2009(after QIU et al., 2013) 

 
表 5  1973—2009 年博斯腾湖动态变化 

Table 5  Dynamic changes of the Bosten Lake        
from 1973 to 2009 

时间 面积/km2 面积变化量/km2 

1973-07-03 1041.40  
1990-09-07 923.08 –118.32 
2000-09-17 1104.52 181.44 
2009-07-25 949.48 –155.04 

1956—1986年是呈下降的趋势的, 1987年开始上升, 
但从2003年, 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图7), 这与遥感解

译的湖泊面积相一致(表5)。 
博斯腾湖水位变化, 一方面是气候变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 农业用

水量迅速增长。博斯腾湖出流为孔雀河。1983年, 博

斯腾湖西泵站投入运行, 孔雀河口被封堵, 大湖水

通过西泵站扬水输入孔雀河。小湖水通过达吾提闸

流入孔雀河。2008年, 东泵站建成运行后, 东、西泵

站与达吾提闸联合运行, 共同承担下游库尔勒市及

尉犁县城市用水、灌溉供水任务, 同时保护博斯腾

湖周边的生态环境 , 调节湖水位(王杰等 , 2013)。

2000—2009年, 人类活动对博斯腾湖入湖水量影响

的贡献率已达76.2%(王鲲菲, 2013)。 

7  结论 

(1)总体上, 内蒙古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总

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扩张; 至 2000 年

前后基本稳定, 略有萎缩; 至 2010 年前后骤减。新

疆面积大于 0.5 km2 的湖泊总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

代至 90 年代萎缩, 之后开始扩张。 
(2)具体而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 内

蒙古东南部和新疆西部的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其

余地区则在扩张;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前后, 内

蒙古东南部湖泊呈现萎缩的趋势, 内蒙古北部和新

疆湖泊呈现扩张的趋势; 从 2000 年前后至 2010 年

前后, 内蒙古东部和新疆西部的湖泊呈现萎缩的趋

势, 其余地区湖泊呈现扩张的趋势。 
(3)近 40 年来, 蒙新地区气温持续上升; 2000 年

之前, 内蒙古的降雨量呈增加的趋势, 2000 年之后

骤减 , 而新疆的降雨量大部分地区呈增加的趋势 ; 
蒙新地区蒸发量整体呈现减少的趋势。湖泊的动态

变化基本上与气候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4)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湖泊动态变化

的主要因素。在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 人类活动对

湖泊的消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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