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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和数量均超过全国的一半以上，湖泊水量与

水质变化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碳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青藏高原湖泊水

量家底不清，水质特征不明，对变化规律和原因缺乏深入了解，严重

制约了对青藏高原湖泊在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的客观认识和应对变

化的适应策略。 

项目聚焦青藏高原湖泊水量水质变化对气候变化响应这一科学

问题，完成了 112 个湖泊约 36000 平方千米水域（占高原湖泊面积

65%）水深实地测量和水质参数调查，建立了环境要素与湖泊水量和

水质参数变化关系，揭示了青藏高原湖泊水量、水质变化序列及对

气候变化响应的时空特征，主要科学发现包括： 

1. 主要受降水影响，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和水量呈现快速增加态

势。近 38 年湖泊面积增加 26%，水量增加 15%。1995 年之前处于

退缩状态，退缩原因主要受气温较低和降水较少影响；1995 年至今，

湖泊一直处于扩张态势，其中 2000—2005 年由于降水明显增加，湖

泊扩张速率最为显著。1986—2022 年，大于 1 平方千米的湖泊面积

由 37109 平方千米增加到 46980 平方千米，增幅 26%，水量由 11053



亿立方米增加到 12750 亿立方米，增幅为 15%，藏北增加速率高于

藏南。 

2. 受湖泊扩张影响，青藏高原湖泊水质发生显著变化。平均透

明度由 1.60 米上升到 2.76 米，升幅达 72%，藏北湖泊升幅高于藏

南。平均盐度从 48.76 psu 降至 23.76 psu，降幅为 53.5%，140 个湖

泊由咸水（>35 psu）转为微咸水（<35 psu），藏北湖泊淡化趋势较藏

南更为明显。表征浮游植物生物量的湖泊叶绿素 a浓度平均值由 3.52 

μg/L 下降到 2.53 μg/L，降幅达 28%，显著下降湖泊主要分布在藏

北，藏南湖泊变化不大。1986 年，5 个湖泊富营养化和 25 个湖泊中

度营养化，2021 年没有富营养化湖泊，中度营养化湖泊减少到 13 个。 

3. 内流区封闭湖泊明显扩张，对重大工程设施和资源开发产生

严重灾害风险。基于野外调查和模拟分析，发现可可西里卓乃湖持

续外溢，使下游盐湖的面积扩大 5 倍，威胁到东侧青藏铁路等重大

工程的稳定性。色林错湖水扩张外溢的湖水将使得邻近的班戈错的

锂含量由 100-200 毫克/升下降 6 倍，影响到班戈错锂矿开采的经济

价值。 

项目发表 56 篇相关学术论文，出版专著 1 部，10 篇代表性成

果他引 823 次，1 篇论文为高被引文献。1 篇关于青藏高原水生态变

化咨询建议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用，为制定青藏高原湖泊生态保护

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2 篇针对可可西里盐湖和色林错湖泊扩张引

起灾害风险的咨询报告分别得到国家领导人和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

的肯定，为应对青藏高原湖泊扩张的灾害风险提供了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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