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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干缩现象的初步评价

王 晓峰 章海 生
新吸师范大学地理系

,

乌鲁木齐 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
,

南京

提要 对新拍平原沙漠区瑚泊干缩现象作了初步评价
,

指出这一现象是干早
、

半干早地区

农业灌溉和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

因而可以视为正常 同时指出
,

平原区

湖泊之存亡既取决于自然条件
,

更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现存湖泊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

既要

立足于生态环境价值论
,

也要立足于经济价值论
。

关被词 内陆湖泊 平原沙漠区 湖泊干缩 初步评价

年代初以来
,

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大面积退缩
,

不少湖泊已经干涸 , 一 〕。

湖泊干缩的

原因主要是人类引水灌溉所致
。

笔者曾对湖泊干缩的生态效应作了初步探讨
,

本文拟在此

基础上从社会
、

经济
、

自然等方面对上述湖泊干缩现象作一初步的综合评价
。

评 价 原 则

在审视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干缩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同时
,

既要看到其有害的一面
,

也要看到其有利的一面
。

人类要发展
,

不可能不干预自然 人类要更好地发展
,

不可以不保护

自然
。

衡量人类活动好坏优劣与否的主要方法是权衡利弊
。

笔者认为
,

在评价地区性生态环

境变化时
,

应遵循如下原则

综合性原则
。

即不仅要考虑到湖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损

失
,

也要考虑到湖泊所在流域水土资源开发给人类带来的收益 不仅要看到湖泊局地环境的

变化
,

也要看到流域环境的变化 既要看到流域 自然环境的变化状况
,

也要看到 区域经济
、

社

公倒反股状侃
。

历史性原则
。

即不仅要看到湖区现在的生态环境状况
,

也要考察历史上生态环境的

演变过程
,

现代生态环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到湖区环境的各种人类活动
,

应放在当时的社会
、

经济
、

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去考察
,

而

不宜只用现行标准和现行观念来衡量
。

生产力标准原则 即衡量区域生态环境是否优劣的主要标准是该 区区域生产力发

展水平
,

以及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
,

生产力水平能否持续提高
。

干早区地 区性生态环境的

变化是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

它既是地 区生产力发展的后果之一
,

又主要取

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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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国情或区情原则
。

环境问题作为学术研究是没有界限的
,

但牵涉到政策差异时则可

能受到国界和区界的限制
。

某区域的某种环境变化是否被视为一种环境问题
,

与如何评价和

采取何种对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

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
。

换言

之
,

国情不同
,

或地 区区情不同
,

对同一种生态环境问题可能作出不同的评价和对策
。

基于上述原则
,

笔者对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干缩现象作出如下评价

对湖泊干缩现象的基本评价

湖泊干缩在干旱
、

半干旱区普遍存在

随着灌溉规模的扩大和工农业需水量的增加
,

干旱
、

半干旱区平原沙摸地区的湖泊必然

趋于缩小和干涸 这种现象不是新疆独有的
,

我国西北干旱
、

半干旱 区普遍存在有这种现

象 , ,
·

〕
。

前苏联境内的咸海川
、

伊塞克湖川
、

巴尔喀什湖困等湖泊也有不同程度的退缩
,

且主

要原因都是引水灌溉
。

造成这种现象在干旱区普遍存在的主要原 因是

人 口 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耕地面积
,

尤其是在某一流域开发的最初

二
、

三十年内
,

耕地面积几乎呈直线增长
。

水土分布不平衡是干旱
、

半干旱地区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

可耕地的地理分布决定

了水资源的利用方 向 农业发展要求水土达到较佳组合
,

干旱 区可耕地资源一般都位于湖泊

上游地区
,

水资源的调配方 向因而也被指向湖泊上游
。

干旱 区许多流域土地资源开发重心不

断由下游 向上
、

中游转移即是有力的佐证
,

而水利工程为这种转移提供了可能性
。

干旱 区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干旱 区湖泊几乎全部都位于河流终点这两个特点
,

决定

了在同一流域内扩大灌溉面积和保持原有湖水面二者不可同时兼顾
。

只有吞吐性湖泊所在

流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这两方面
。

由此可见
,

在干旱
、

半干旱地 区
,

在人类大规模开发活动的影响下
,

湖泊干缩具有 必然

性
,

因而可以视为一种正常现象
。

湖泊退缩或消失在我国非干旱
、

半干旱区所独有

湖泊大面积退缩或消失也不仅仅是干早
、

半干旱地区独有的现象
。

纵观我国 年代以

来湖泊的变化情况
,

可以发现
,

湖泊大面积退缩不仅发生在蒙新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也同样发

生在湿润多雨的东部平原地区
。

据研究
,

年代初至 年代末
,

全 国大于等于 的湖泊

个数 由 多个减少到 。。个左右
,

湖泊总面积由 下降到 其中长江

中下游平原及淮河流域湖泊面积减少
,

蒙新地区退缩 主要发生在平原

沙漠区
,

分别占全国总退缩面积的 写和 , ’。〕 尽管湿润地 区湖泊大面积消失

的主要原因是围垦和泥沙淤积
,

但引起湖泊大面积退缩或消失的社会
、

经济原因是相 同的
,

即都表现为对短缺资源的过度追求与开发
。

在干早区表现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湿润区

表现为对土地资源 尤其是耕地资源 的追求与开发
。

对短缺资源的开发都大大提高了资源

的利用率和经济价值
,

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 因此
,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平

原区湖泊的存在完全取决于社会
、

经济因素
,

但这种趋势在我国是表现得越来越 明显
。

湖泊干缩在新孤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缘由

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干缩现象是在 年代以来大规模垦荒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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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垦区几乎都是白手起家
,

这就决定了开发初期的生产过程是一种粗放式的简单再生产过

程
,

因此
,

人们不可能对这种生产活动可能带来的种种环境间题作出预测
。

退一步说
,

即使能

够作出预测
,

也无法避免由此产生的大部分环境问题 屯垦是中国历代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

基本政策
,

这不仅是出于政治需要
,

也是出于经济需要
。

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 自怡区的垦

荒规模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

它既反映了垦荒的必然性和继承性
,

也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新疆水土资源开发的一般过程
。

湖泊不再处于纯天然状态
,

均受人类活动影响

不论是干早区还是湿润区
,

现在平原区湖泊都已不再处于纯天然状态
,

对湖泊进行水库

化改造 已被证明是提高天然湖泊的生态
、

经济价值的较好方法
,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

而

能否进行水库化改造
,

则主要取决于湖泊所处的地理位置 以及人类赋予湖泊的各种生态和

经济功能
。

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均位于河流尾间
,

一般均处于所在流域的最低洼处
,

除个别

湖泊 如博斯腾湖
、

吉力湖 尚能保持一定的吞吐能力外
,

其余湖泊 包括已干涸的湖泊 均为

闭口 湖
,

水面燕发是湖水支出的主要途径
,

这种地形
、

地貌条件在改造利用上有三个缺点

无论怎样改造
,

湖泊都无法具备水库所具有的一般功能 调蓄水源
、

供水等
。

湖水处于不断咸化状态
。

由于盐分不断排入
,

湖盐除 自然沉积外没有别的出路 除

人工开发盐湖或湖泊水生物资源而使部分移出
。

因此
,

除个别吞吐湖 如吉力湖 外
,

其余湖

泊无一例外地 已演变成咸水湖
。

受 卜游 人类水利活动的影响很大
。

一方面
,

上游引水会使湖泊退缩
,

湖水浓缩 另一

方面
,

湖泊上游地区农 田排水的一部分 甚至大部分 不可避免地要排入湖中
,

这也加剧了湖

水的咸化速度
。

而湖水矿化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

湖泊将不再具有经济价值 除盐矿资源外
。

上述特点决定了人类对这类湖泊进行水库化改造利用的极端困难性
。

湖泊干缩的同时
,

水库在增多

在天然湖泊干缩 的 同时
,

新生的人工 湖 泊 —水库星罗棋布于平原地 区和 山 区
。

从

年到 年
,

全疆共建成 各类水库 钧 。余 座
,

总库 容大于 , ,

水库水面 积

左右
。

水库较之于河流尾间湖
,

其相对于人类需求的各种生态和经济功能有了明显

提高
。

主要表现在

水库使水资源得到 了更有效的利 用
,

它 不同程度地根据 人类的需求调节了水资源

的时空分布状态
,

大大缓解了不少流域水土分布不平衡的矛盾
,

同时也为水力资源的开发提

供了一定的保证
。

它 使人类大大提高了抗御 自然灾 害的能力
,

为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地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

库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

因此
,

仅以天然湖泊面积的增减来看待湖泊干缩现

象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

湖泊干缩会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土 地沙漠化 湖泊干缩所引起的沙漠化土地在新疆大面积沙漠化土地 中仅占很小

的比例
。

新疆近 年来人类 活动时期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沐 ’ ” ,

占全国沙漠化土

地面积的
。

其 中古尔班通古特沙摸边缘为 沐 。‘ ,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
只 呜 ’二

。

另据研究
,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及河流两岸
,

近 年来形成的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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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为 ’
,

其中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 其

中有 气 为就地起沙
,

占沙化总面积的 片 在现代沙漠化土地中
,

由于水资

源利用不合理形成的沙漠化土地为 月 ’,

约占现代沙化土地面积的 写 〕 这个比例

在北疆可能还要低一些
,

因为北疆降水较多
,

对地表植被的意义高于南疆
。

如果扣除 年代

大规模垦荒 已形成的沙化土地
,

则这一 比重坏更小
·

水资源利 用不当的后果表现为多种形

式
,

如河道干涸
,

湖泊干缩
,

灌溉不当后弃耕等等
。

湖泊干缩只是其后果之一
。

植物物种消失 在 已知的因湖泊干缩而消失的各种植物中
,

没有一种是濒危植物或

农作物野生亲缘种 这两类植物被国际社会列入优先保护之列 尽管我们承认没有一种植

物不重要
,

没有一种植物不应该得到保护
。

但同时也应当承认
,

对生物物种的保持宜有轻重

缓急之分
,

已消失的植物 目前并未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

新疆已建成的各类 自然保护

区中
,

没有一个保护区包含有平原沙漠区湖泊
。

这也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其相对生态价值

生物 资源利用 纵观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湖泊生物资源的开发过程
,

可以发现一个大趋势
,

即普遍由自然开发 如天然捕捞 向人工养殖转移 新疆也不会例外
。

以渔业为例
,

年以前
,

新疆鱼产量不到 ’ 且以湖泊及河流天然捕捞为主
。

年

新疆鱼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
,

达到 只 ’
,

且人工养殖产量首次超过 了天然捕捞量

年
,

全疆鱼产量达到 创
,

其中人工养殖产量 沐 ’
,

占 纬
。

而天然捕

捞量从 年的 增 加到 一 年的 一
,

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 , 〕 只要新疆市场需求

保持旺盛状态
,

人工养殖所占的 比重还会继续提高 博斯腾湖和艾 比湖的芦苇资源 已部分实

现了人工灌溉养殖
。

可见
,

现存湖泊传统的经济功能相对而言处于不断萎缩状态
。

这样一来
,

保护现存湖泊的经济方面的理 由也就必然处于不断弱化状态
。

湖 泊气候效应 湖泊干缩使湖泊气候效应趋于衰减或消失
,

但湖泊效应不论是影响

范围还是影响强度都是较为有限的 ’〕。

另一方面
,

由于湖泊所在流域大面积灌溉
,

也产生了

相应的气候效应
。

据研究
,

在干旱区大面积灌溉可导致 由于热力强迫作用产生的一个性质上

非常类似于海风环流的潮湿土壤风环流
,

在该环流的作用下
,

使该地区从干早气候向较为湿

润的气候方向调整泌 〕 另据研究
,

与土壤热力状况的影响相 比
,

土奥水在短期气候变化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

气候异常 对干早区来说
,

这往往意味着持续干旱等灾害性天气 的持续性与

地
一

气之间水分及能量交换的能力有关 土坡湿度或植被覆盖度越大
,

则地
一

气水分和热量交

换的速度越快
,

从而地
一

气系统扰动衰减的速度也越快 在较干的气候环境中
,

地
一

气系统自

身调节能力较弱
,

因而扰动容易维持
,

”〕。

据此推论
,

绿洲区 内由于兴修水库和大面积灌溉

以及大面积植树造林
,

土壤水状况及植被授盖度均大大优于绿洲区外
,

因此绿洲区内气候环

境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

湖泊干缩的同时
,

绿洲面积大幅增加

在新疆土地大 面积沙化的 同时
,

绿洲 面 积 也 在大 幅 度地增加
,

从 年 的
‘ 增加到 目前的 ‘ ,

净增 弓 ‘ 〔, 〕 比近 年来形成的沙漠化

土地面积 沐 ‘ ’ 还要多 ‘ 可见
,

年代以来的绿洲化面积远远大于

同期沙化面积 不仅如此
,

二者的经济
、

生态意义迥然不同
。

绿洲是干旱区人民进行生产
、

生

活活动的主要基地
,

绿洲面积的稳定扩大与否是新疆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新

疆 目前人工林面积为 、
,

绿洲森林覆盖率达到 写
,

远高于新疆平均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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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绿洲面积仅占新疆土地面积的 纬
,

但其生物生产量却占全疆的 绿洲

和全疆生物生产量分别为 压 和 压
。

新疆 目前约 写的人 口 居住在绿洲区

绿洲的扩大和建设也使绿洲区内小气候环境有了改善
。

以石河子市为例
,

该市是在荒滩上建

设起来的典型绿洲
,

现绿化筱盖率达 市区与郊区相 比
,

同一时期内
,

风速降低
,

大风沙减少
,

蒸发量减少 喊
,

日温差缩小 ℃
,

空气相对湿度提高 一

沁〔周
。

由此可见
,

稳定和扩大绿洲面积是干旱区水土资源开发的一条必由之路
。

但是绿洲

的稳定与扩大几乎完全依赖水资原的稳定供给
。

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
,

可利用水资源量是

有限的
,

由此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间题 有限的水资源
,

是将其用来扩大绿洲面积
,

还是顺

其自然使之流入沙漠或河流尾 间湖 对于那些密切关注 自己生存环境的干早区各级政府和

人民来说
,

做出前一种选择是理所当然的
。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关

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四类生态环境问题 污染
、

物种灭绝
、

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

全球环境变

化 主要是社会
、

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 当然也有 自然因素在内
,

如全球变化
。

发展经济与保

护生态环境是人类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在不同的阶段
、

不同的地区
,

两者不可

避免地产生矛盾
,

但两者的根本 目标是一致的
,

即不断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
。

某

一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与该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而言的
,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

谈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

新中国成立 多年来
,

新疆大规模的水利活动在带来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的 同时
,

也带

来了经济相对繁荣局面
。

主要表现在

人 口有 很大增长
。

由 年的 万人增加到 年的 万人 据 年

人 口普查数据推算
。

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年全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刁 亿元
,

其中工业总产

值 亿元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亿元
,

人均 元
,

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以上均为

年不变价
。

耕地面积由 月 年的 只 增加到 一 年的 刁 左

右
。

农业生产 已连续 年丰产
,

粮食总产量 由 年的 , 增加到 年的
刁 , ① 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

年
,

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刁写 〕 农业及其

加工工业的发展为其它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发展资金

现存湖泊仍处于不稳定的暂时均衡状态

新疆平原沙漠区湖泊之所以还能保存至今
,

是湖泊所在流域人地关系尚未达到非常恶

劣的程度
,

或虽还保持有一定的水面
,

但已丧失其基本生态功能
。

前者如博斯腾湖
、

布伦托

海
、

吉力湖
、

艾比湖
,

后者如艾西曼湖
、

艾丁湖和 巴里坤湖等 前一类湖泊生态用水由于湖泊

所在流域水资源相对丰富
,

采取适当工程措施后
,

湖泊生态用水仍能在一定水平上达到供斋

平衡
,

尽管没有一个湖泊能够保持 年代初的水平
。

博斯腾湖所在的开都河流域年地表水

资源量为 左右
,

而工农业引水量为 年 故面积退缩不大
,

年

代以后的水位下降主要出于淡化湖水的需要
,

年宝浪苏木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
,

湖水

① 新吸日报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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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又有所 回升
。

布伦托海和吉力湖所在的乌伦古河流域年河川径流量为 左右
,

但

沿途工农业引水量及河道输水损失量早 已超出此数
,

是故湖泊趋于退缩
。

由于邻近的额尔齐

斯河流域水资源丰富
,

采取适当的引水措施后
,

两湖湖水位均恢复到 年代初的水平 倾尔

齐斯河流域和 乌伦古河流域年地表水资原总量约 ’,

但到 刁年仅引用
,

且浪费很大
。

艾 比湖流域的 年地表水资源量中已被引用 少

年
,

导致相应湖面面积大为退缩
。

整个 年代
,

新疆耕地面积的增长和引水量的增加幅度都很小
,

加之对湖泊采取了不

少保护措施
,

平原沙澳区湖泊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 由此可见
,

湖泊的现存状态是流域水土

资源开发规模和湖泊生态用水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暂时均衡的一种不稳定状态
,

其未来的命

运仍将受到流域水土资源开发活动的影响
,

这一点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

结 语

平原沙漠区湖泊干缩不仅仅是一种 自然现象
,

也是一种经济现象
。

如果把它视为经济发

展过程的一部分
,

那么它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保持平原区现存湖泊不仅有必要
,

而且有

可能
。

必要性在于 保持干旱区的生物多样性 从事湖 区资源开发仍有较为可观的经

济收益 在 目前条件下
,

某些湖泊 如博斯腾湖 仍具有一些 人工方式暂时还无法取代的

功能
。

可能性在于 各湖泊所在流域农业节水潜力很大 现存各湖泊所在流域水资源

相对丰富 现有湖泊都 已程度不同地采取 了工程保护措施

新疆平原区现存湖泊末来的命运既取决于各流域灌溉等水利 事业的发展
,

也取决于新

疆未来经济发展和需求的规模和速度
。

各流域人地关系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趋紧张
,

这一点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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