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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泊 科 学
,

,

中国湖泊综合分类原则
、

级别

划分及分类程序之初探
“

窦鸿身 王苏民 姜加虎 汪宪柜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提要 在略述了国内外湖泊分类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探讨了开展我国湖泊综合分类的原

则
、

级别划分 以及综合分类所应遵循的程序
。

主导 因素与综合因素相结合 建立分类的主导标

志
,

是湖泊综合分类系统中高层次分类的关键 区域相似性 相对一致性 与差异性的对 比分析

是低层次分类的重要环节
。

在此基础上
,

还应充分考虑到人类经济活动的方式与强度对湖泊诸

自然因素的影响
,

以便使湖泊综合分类工作既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

同时又具有实用价值
。

级别划

分应从 以下标准衡量 分类结果是否能充分揭示或反 映出湖泊所具有 的区域综合特性 以及地

貌
、

水文
、

化学
、

生物等各因子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 能否展示出湖泊的动态变化和今后

的演变趋势 是否简明扼要
,

便于实际应用 工作程序可大致分解为四个相对独立又彼此有着紧

密联系的阶段
,

即系统搜集与占有资料
、

资料分析整理与单因子分类
、

综合分类
、

理论诊释
。

关健词 湖泊综合分类 分类原则 分类程序

国内外湖泊分类研究现状

湖泊分类
,

就是根据湖泊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学过程以及 区域分布和形成与演变过程特

点等方面的异同性
,

按照一定的定性
、

定量指标和
“

物以类聚 ”的原则
,

分别予以归类 区分
,

并

作出相应的理论淦释
。

湖泊分类系统是湖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理论建设
,

同时又是衡量湖泊学研

究深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

历来为湖泊学界所重视
。

我 国湖泊
,

以其数量众多
、

分布广泛
、

类型多样
、

资源丰富和成因复杂而著称于世
,

无论

是湿润区
、

干旱区
、

沼泽区
、

沙漠区
,

或是高山
、

平原
、

大陆
、

岛屿等
,

均有天然湖泊分布
。

仅以

面积大于
“
的湖泊而言

,

数量就有近 个
,

合计面积在
‘ 以上

。

这些湖泊
,

因

分布在不 同的 自然地理 区域 内
,

在成因类型
、

演变过程
、

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

资源赋存

特点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

我国的湖泊学研究
,

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相 比
,

起步较晚
,

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

建国后
,

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曾先后对全国主要淡水湖和咸水湖进行了一系列综合性或

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特别支持项 目“ 中国湖 沼系统调查与分类研究 ”
资助

。

收稿 日期 一 一 接受 日期 ” 一 。 一
。

作者简介 窦鸿身 男
,

年生 研究员
。

年毕 业于 兰州大学地理系
,

长期从事综合湖泊学和瑚泊滩涂研究
、

先后出版专著多部及论文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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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性的研究
,

并相应 出版 了《中国湖泊概论 》
、

《中国湖泊资源 》等多部专著
,

填补 了我国湖

泊研究领域的空白
。

国 内有关科研
、

高等院校等部门也相应开展了大 量的湖泊调查研究工

作
,

进一步丰富了湖泊学的科研成果
。

但是
,

对于湖泊的综合分类
,

迄今却尚未进行过专门性

的科研工作
。

即令是单要素的湖泊分类
,

如湖盆的成因分类
、

湖泊水文与热学分类
、

湖水营养

态与盐度分类等
,

其研究成果也是十分鲜见的
,

而对其机理性的综合阐述
,

更是极少猎涉
。

在国际上
,

美国
、

前苏联
、

日本
、

德国
、

瑞士等许多国家对湖泊学的基础研究都十分重视
,

并设有专门的科研机构
,

对湖泊进行长期的定点观测或多学科的研究
,

然后据此对湖泊予以

分类
。

其 中
,

最有影 响的是 本世纪二
、

三十年代
, 、

对德国北部和

瑞典南部 的一些湖泊进行 了研究
,

并依据水温
、

透明度
、

溶解 氧
、

生物类群特征以 及营养盐

以
、

为主 将湖泊 区分为富营养型 详
、

贫营养型 和腐

殖质营养型 叩 三类川
。

这是国际上较早的湖泊分类
。

这种分类对后人的深人

研究
,

虽然迄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

但对于分类的依据以及分类结果 的理论性诊释
,

则显然是十分粗略的
。

嗣后
,

吉村信吉对湖泊 的分类也做 了大量 的工作
,

在广泛汲取

和 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将湖泊分为调和型 和非

调和型 。 两大类
、

个类型
、

个亚型
,

从而使分类研究较前迈进 了一步川
。

地貌学大师 也曾进行过湖泊分类研究
,

并按照湖盆的营力性质将湖泊区分为

建设性的
、

破坏性的 和堰塞性 的 三大类 〕。

则认为这一分类多少带有人为的主观性
,

不利于湖泊的区域组合
,

进而将湖盆成

因区分为 个大类
、

个亚类
,

并相应提出湖泊水文学和热学等方面的分类
。

其他
,

如

价 〕,

困等人对湖泊的分类也都有一定的建树
。

但是
,

到 目前为止
,

国际上

对湖泊的分类基本上仍是停留在单要素分类的水平上
,

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
。

所以
,

现

存的湖泊分类
,

既不能客观地反映出湖泊中诸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
,

也难 以揭示湖

泊综合体在内
、

外营力 相互作用下所具有的各种 自然特性和演变特点
。

至于人类经济活动对

湖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

在湖泊分类 中更是未被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中国湖泊综合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它是在国内外无现成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

下的开创性研究工作
。

开展 中国湖泊综合分类研究
,

不仅对推动我国湖泊学进一步 向更高层

次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

而且对今后指导我国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亦必将展示其较大

的实用价值
。

这将是我国湖泊科学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
。

湖泊综合分类的原则

湖泊是存在于地球表面一定 区域内的独特 自然综合体
,

湖泊内所发生的各种物理
、

化学

和生物过程以及物质和能量流动与转换形式
,

丰富多彩
、

千变万化
,

不仅彼此相互影响
、

相互

制约
,

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有机联系
,

而且又受流域内的各种 自然 因素以及人类经济活动

的影响或制约
。

例如
,

湖泊滩地 湿地 与湖泊水体同为共寓于湖泊综合体中的两大景观单元

和资源类型
,

但彼此之间却又是相互制约的
。

滩地 的逐步扩张
,

不仅使其 自身的资源量相应

增长
,

而且湖泊亦随之相应变浅
,

容积缩小
,

从而制约着湖泊的调蓄功能
、

湖水的动力特性以

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

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的洞庭湖
,

由于滩地的迅速扩张而导致该湖水

情的不断恶化即是一典型例证
。

再如
,

湖泊水体与水生生物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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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湖泊水体的存在
,

是水生生物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先决条件
。

湖面辽阔
,

湖水深度大
,

湖水

动力活跃
,

从而限制了水生植物的发育
。

反之
,

水生植物尤其是芦苇
、

菱草等大型挺水植物的

发展
,

又明显影响着湖流
、

风浪
、

湖水透明度等湖水的物理特性等等
。

而湖泊综合分类则是建

立在单要素分类基础之上
、

以各个湖泊实体为基本单元的多层次分类
,

它涉及到湖泊学的各

个分支学科
,

如地质学
、

地貌学
、

水文学
、

气候学
、

生物生态学
、

水化学
、

环境学
、

社会经济与管

理学等
。

因此
,

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综合分类
,

这将是开展此项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前提
,

同时

也是综合分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笔者现提出如下四条原则
,

抛砖引玉
,

以供讨论
。

主导因素与综合因素相结合
,

建立分类的主导标志
,

是搞好湖泊综合分类中高层次分

类的关键

湖盆系非地带性产物
。

但是
,

一旦集水成湖
,

在其生命活动和演变过程中必然受所在地

理带或 自然地理区域内的各种 自然因素所制约并具有地带性色彩
。

因此
,

在进行综合分类

时
,

必须立足于综合各 自然要素的原则
,

在对各种 自然要素进行单项分类和综合分析论证

后
,

抓住主要矛盾和最能反映湖泊综合特征的主导标志要素
,

提纲挚领予以概括
,

问题即可

迎刃而解
。

主导标志的选择和建立并非是固定的单一模式而一成不变
。

如矿化度之高低
、

内外流区

域之异同
、

出流尾间之有无
、

蓄水量之多寡等
,

都可作为主导标志要素来考虑
。

但最终以何种

要素作为主导标志
,

这要视分类的 目的和要求的不同而定
。

湖泊分类的 目的
,

一般来说不外

乎两种
。

其一是着重于理论性研究
,

其二是偏重于资源的开发利用
。

属于前者的分类
,

无疑

应选择最能集 中反映湖泊 自然特性的要素来建立分类的主导标志 属于后者的分类
,

则宜选

择能鲜明反映湖泊资源数量或质量的要素来建立分类的主导标志
。

区域相似性 相对一致性 与差异性的对比分析是搞好综合分类工作中低层次分类的

重要环节

湖泊是相对独立的 自然综合体
,

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
。

依据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进行对 比分析
,

予以区分
,

是综合分类所应遵循的另一重要原则
。

如长江中下游湖

泊和云贵高原湖泊
,

在 自然环境方面存在着许多近似之处 同属外流区域之淡水湖
,

水
、

热相

对充裕
,

资源类型多样而丰富
。

但在湖泊的成因演变
、

形态特征和热学特点等方面却又同时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

长江中下游湖泊都是发育在冲积平原地区
,

皆属浅水湖
,

江湖关系复

杂
,

滩地广为发育
,

湖泊的形成和演变与水系或海岸线的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冬季湖

水有短暂的结冰现象
。

云贵高原的湖泊多系构造湖或溶蚀湖
,

多位于分水岭地带和河源区
,

水深岸陡
,

换水周期长
,

矿化度数倍于长江中下游湖泊
,

湖泊的演变主要受构造地貌轮廓或

水文地质条件所制约
,

冬季湖水在
‘

以上
,

无结冰现象
。

因此
,

通过对上述两地区湖泊的对

比分析可以看出
,

尽管其在 自然特性方面存在着许多近似之处
,

但根据其差异性仍是不难予

以归类区分的
。

分类指标定且化与定性化相结合

湖泊动力学
、

热学
、

光学 以及水化学和生物学等 自然要素的时空分布和动态变化过程
,

可通过野外调查观测和采样分析
,

实现定量化和模式表述
,

并在湖泊分类系统中建立起定量

指标
,

这是湖泊分类系统研究深度与水平的重要标志
。

但是
,

对于某些 自然要素
,

由于其学科

自身所固有的性质和特点
,

目前只能作定性的分析研究
,

尚难 以实现定量化
,

而这些要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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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泊分类系统所必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

如湖盆成因
、

湖泊演变过程与发展阶段等
。

因此
,

系统的湖泊分类
,

既要建立有定量的指标
,

同时也要建立有定性的指标
,

定量与定性有机结

合
,

方称完整
、

系统化
。

自然因素与人为 因素相结合
,

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

湖泊分类的本身
,

是揭示湖泊内在的个性和湖泊区域共性的过程
,

它直接关系到湖泊资

源的利用
、

改造和保护
。

因此
,

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不仅要对湖泊综合体 内所发生的各种

自然过程进行定性
、

定量的分析
,

总结出其时空变化的规律
,

找出其各 自然要素的特征值
,

而

且对于在 自然背景上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综合体内所发生 的各种过程之影响强度与方式也

是不可忽视的
。

我国是世界上对湖泊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

在湖泊分类时充分考虑人

为活动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

如建国后的大规模水利建设
,

使我国东部平原为数众多的湖

泊被建闸控制
,

由天然湖泊转变为水库型湖泊
,

从而直接导致湖泊水文特性和生物种群结构

的改变 湖泊滩地资源的开发和大量的围垦加速 了湖泊的演变过程
,

并造成长江中下游数以

千计的中小型湖泊之消亡 某些城郊湖泊
、

含量不断增高
,

水体 日益富营养化
,

藻类异常

繁殖
,

并 由此而导致水化学特性和生物种群的显著改变
,

水质恶化
,

严重影响着湖区的经济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等等
。

所以
,

在进行湖泊分类时
,

只有充分考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

湖泊所产生的影响
,

才能客观地反映出湖泊的真实面貌
,

分类结果才能更好地与实际结合
,

体现其实用价值
。

通过湖泊综合分类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湖泊的认识
,

获得了理论上的科研成

果
,

而且为我们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湖泊资源和建立优化调控模式也提供了科学依据
。

湖泊综合分类的级别划分

综合分类应分为几级或几个层次为宜 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因为它 自始至终贯穿

于分类工作的全部过程
,

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深度
。

笔者认为
,

在没有对各种 自然

要素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强度进行深人调查研究
、

对各种基础资料 包括各种参数 未作系

统的分析与对 比之前
,

就机械地框定我国湖泊综合分类应当划分为几级
,

显然是不适宜的
,

答案只能是来 自实践探索而不应是在综合分类工作之前
。

而且对于不同地区的湖泊
,

由于其

本身的属性与复杂的程度不一
,

研究的深度不同
,

其所能划分的级别之多少也不应 当是完全

相同的
。

大型湖泊
,

如都阳湖
、

洞庭湖
、

太湖等
,

环境条件复杂
,

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等各种因

子在平面分布和时空上的差异显著
,

资源类型多样
,

贮量丰富
,

开发历史悠久
,

科研信息容量

大
,

综合分类中的级别可能就分得较多
。

对于众多的小型湖泊
,

例如傀儡湖
、

得胜湖
、

五大连

池等
,

环境条件较单调
,

各种理化和生物 因子在平面分布和时空变化上的差异性不显著
,

资

源类型和开发利用价值相对贫乏
,

科研信息容量小
,

综合分类 中的级别可能就较少
。

但这并

不是说综合分类级别的多少是可以随意确定的
,

而没有任何固定的标准来衡量
。

笔者认为可

用如下三条标准来衡量

第一
,

分类结果是否能较全面地揭示或反映出湖泊所具有的区域 自然综合特性
,

包括地

貌
、

水文
·、

气象
、

化学
、

生物等各因子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
。

第二
,

通过分类能否展示出湖泊的动态变化和今后的演 变趋势
,

以及制约动态变化和演

变的主导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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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窦鸿身等 中国湖泊综合分类原则
、

级别划分及分类程序之初探

第三
,

分类是否简明扼要
,

便于实际应用
。

这是因为湖泊分类不仅应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

而且分类结果还应当具有可操作性
,

能够直接指导湖泊资源的开发和治理
,

并为其提供理论

依据
。

符合以上所提三条标准
,

其所确定的分类级别就应当认为是适宜的
。

否则
,

就应当作相

应地调整
。

或充实资料
,

增加分类的级别 抑或删繁就简
,

减少分类的级别
。

湖泊综合分类研究工作的程序

湖泊综合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
,

按其开展工作的先后顺序
,

可大致分解为四个相对独立

又彼此有着紧密联系的步骤或阶段
,

一环紧扣一环
,

环环相扣
。

系统搜集与 占有资料

这是综合分类工作的起始阶段
,

直接或间接的调查观测与室 内样 品的分析 化验为其主

要 内容
,

其 目的在于全面 占有资料
,

以便为分类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

它的内容包括湖泊的地

域分布和流域 自然地理特征
、

湖泊的形成与演变
、

气象与气候学
、

水文物理学
、

水化学
、

生物

学
、

环境学以及社会经济学等各大分支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内容
。

资料分析整理与单因子分类

根据第一阶段所获得的原始资料
,

以单个湖泊为单元
,

按照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

和要求
,

对所获各因子的资料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归纳整理和数理统计
,

并作各种单因子的相

应分类
。

对于可用确切数量表示 的因子
,

如水温
、

湖流
、

矿化度
、

营养盐
、

值等
,

则 以定量

指标作为单因子分类的依据 对于难 以用确切数量指标表示的因子
,

如湖盆成 因
、

湖泊演变

阶段
、

草型湖泊与藻型湖泊的区分等
,

只能作定性的分类和模糊评价
。

指标的选择不仅要考

虑到代表性
、

典型性和多样性
,

而且还要顾及到稀有性
,

如酸性湖
、

矿泉热水湖等
。

综合分类 ,

在单因子分类基础上
,

以系统论为指导
,

通过对各因子间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相关分

析类 比和大量的数理统计
,

将其特性进一步概括提炼
,

建立多级别的综合分类系统
。

湖泊由单因子分类进人综合分类
,

体现 了系统分类工作由浅人深
、

由表及里的过程
。

因

此
,

综合分类应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
,

力戒人为的主观性
,

此点尤其在考虑到按湖泊的 主体

功能
、

富营养化程度或生物类群组合特征予以分类时显得更为重要
。

这是因为综合分类的结

果与湖泊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向和今后相应的治理措施紧密相关联的
。

理论诊解

理论诊释可简单地理解为综合分类研究成果的说明书
。

其 目的在于建立湖泊综合分类

系统的理论体系
。

其中心 内容应当是阐述综合分类的理论基础
,

从事综合分类原则和方法的

合理性
、

可行性
,

指标的建立和标准的确定与依据
,

对分类结果的综合性评述
,

包括对推动湖

泊学发展的理论意义与指导湖泊资源综洽开发的现实意义等
。

除此之外
,

对分类工作中存在

的难点和今后应当深人探讨的理论性与技术性问题也应当予以 留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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