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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伦古湖最低生态水位及生态缺水量

梁犁丽, 王  芳, 汪党献,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38 )

摘要: 确定乌伦古湖的生态保护目标是流域水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前提和基础。针对乌伦古湖冷水系淡水鱼类的

生存繁殖特征, 提出了基于干旱区湖泊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的湖泊最低生态水位计算方法, 并根据该方法计算

得到布伦托海和吉力湖的最低生态水位分别为 4761 12 m和 4781 12 m。由水量平衡关系进一步计算了湖泊最小生态

需水量和接近 95%、 75%、 50%降水频率年和多年平均降水条件下另需补充的水量, 即乌伦古湖除定量调水外的

缺水量分别是 6144亿 m3、51 33亿 m3、21 20亿 m3和 11 06亿 m3。实际应用和相关佐证表明, 该结论可信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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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伦古湖是乌伦古河的尾闾湖泊, 为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也是新疆第二大湖和重要的渔业基地, 它不

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 还有防止垦地沙化、调节局部气候、承载珍稀濒危鱼类等巨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确

定乌伦古湖合理的保护目标是乌伦古河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的前提, 也是新疆水资源综合规划的

基本要求之一。另外, 开展乌伦古湖最低生态水位和生态需水、缺水研究, 对于促进干旱区湖泊生态水文过

程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湖泊最低生态水位的计算方法有天然水位资料统计法、湖泊形态分析法和生物空间最小需求法
[ 1]
等。

天然水位资料法属于水文学方法, 为经验公式法, 易操作, 适用于对计算结果精度要求不高、湖泊天然逐日

水位资料不少于 20年的湖泊, 但它对湖泊实际情况进行了简化, 没有直接考虑生物需求和生物间的相互影

响。湖泊形态分析法属于水力学法, 为半经验方法, 该方法只需要湖泊水位、水面面积关系资料, 生态资料

要求不多, 资料易取得, 缺点是不能体现水位的季节变化, 对生态系统机理的研究较粗略, 适用于缺乏天然

水文和生物资料的湖泊
[ 2]
。最小生物空间法属于栖息地法的范畴, 该方法对湖泊相关生物的生态机理进行

了一定研究, 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国外对水位和生态环境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方面, 其它生态系统如湖泊、湿地及河口三角洲等还

没有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 3]
, 其需水量多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配水来确定

[ 4]
, 湖泊最小生态需

水计算主要依据所要保护的敏感指示物种, 如鱼类对水环境指标的需求, 在计算时更加注重水位的涨落限

制
[ 5]
。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水位和水质变化对生态系统、藻类、浮游生物的影响

[ 6-7]
, 水位变动与生态过程

的关系
[ 8-9]

, 北半球沿海地区水位变动对鱼类数量的影响
[ 10]

, 春汛水位的上升对某些鱼类繁殖的重要性
[ 11]

等。国内计算湖泊生态环境需水量的主要方法有: 水量平衡法、最小水位法和功能法等。最小水位法适用于

急需保护和濒临干枯的湖泊
[ 12]

, 杨柳等
[ 13]
利用面积 /需水量变化率与水位的关系研究了洪河国家自然保护

区的最低生态水位和最小生态补水量, G ao等
[ 14 ]
提出了基于生态水力半径和最小生态水深关系的最小需水

量计算方法, 并在太湖流域进行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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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思路

乌伦古湖位于 87b01cE~ 87b52cE, 46b50cN ~ 47b28cN,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 距离

福海县城 10 km左右。乌伦古湖湖水清澈、微咸, 湖周芦苇遍生, 适宜鱼类的生长繁殖, 因而鱼类繁多, 渔

产丰富, 20世纪 90年代有鱼类 29种, 其中土著鱼类有贝加尔雅罗鱼 ( Leuciscus baicalensis)、河鲈 (P erca f lu-

viatilis)、银鲫 (C1auratus gibelio)、丁鱿、花丁鱿 (F low ers sm all squid )、西伯利亚花鳅 ( Cobitis granoel R enda-

hl)、北方高原鳅 (Trip lophysa siluroides)7种, 占该水系鱼类总种类数的 24% , 主要经济鱼类为贝加尔雅罗鱼、

东方真鳊 (Abram is brama orientalis)和河鲈 3种, 产量占全湖总产的 90%左右。乌伦古湖由南北相对独立的布

伦托海和吉力湖两个湖泊组成, 北为布伦托海, 又称福海、大海子; 南为吉力湖, 又称波特港、小海子。在

全新世时期, 两湖本为一体, 乌伦古河首先流入吉力湖, 后经狭长的水道流入布伦托海, 见图 1。

乌伦古湖主要依赖地表径流补给, 降雨补给量仅占总补给量的 10%。20世纪 50、60年代, 随着乌伦古

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用水挤占生态用水, 使得入湖径流量逐年减少, 造成湖水矿化度增大。1992

年以后, 由于乌伦古河顶山水文站到入湖口之间断流, 乌伦古河的来水仅能维持吉力湖的蒸发, 布伦托海河

与吉力湖切断了联系, 只有乌伦古河水量充沛时才流入布伦托海。2007年、2008年乌伦古河下游 2~ 8月断

流分别达到 127 d和 151 d, 导致吉力湖水位下降, 并出现了布伦托海咸水倒灌的情况, 致使具有洄游及溯河

产卵特性的土著鱼类生存及繁殖环境发生变化, 珍稀鱼类濒危。

针对湖泊生态水位研究中对生态系统机理考虑较粗略的问题, 本文根据干旱区湖泊盐度积累与水量、

水生生态系统的关系, 提出了基于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确定湖泊最低生态水位的方法, 并在该方法的基础

上, 研究了乌伦古湖的水文特征及其最低生态水位和相应的生态需水量, 利用水量平衡法计算了在最低水位

条件下典型降水频率年湖泊另需补充的生态水量。具体研究思路见图 2。

图 1 乌伦古河流域示意图

F ig1 1 Sketch of the U lungur Lake

图 2 研究思路

F ig1 2 Study process

2 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与最低水位确定方法

乌伦古湖土著鱼类属于淡水冷水系鱼种, 贝加尔雅罗鱼、湖拟鲤 (Rutilus rutilus lacustris)、高体雅罗鱼

( Leuciscu s idus)、裂腹鱼 ( Schizothorax (Racoma ) p seudak saiensisH erzenstein )等均有洄游习性, 一般在 5~ 6月繁

殖季节从河湖中集群溯河洄游到中上游产卵场产卵, 之后陆续返回河湖中。决定其生存繁殖的两个基本条件

是: 鱼类生存的湖水盐度限制及其繁殖产卵的水位要求。淡水鱼类在繁殖期对盐度较敏感, 湖水盐度增大,

鱼类生存繁殖受到影响, 种群将发生变化, 另外盐度也影响到鱼类的食饵淡水浮游动、植物的生存; 水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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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沿湖岸的浅水区变成干地, 湖泊周围挺水植物衰败, 破坏鱼类产卵场。

211 乌伦古湖鱼类生存繁殖条件分析及湖泊积盐特性

乌伦古湖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生物量大,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浮游动物中原生动物占

6319%, 轮虫 3215% , 桡足类 1618% , 枝角类 117% [ 15 ]
。乌伦古湖东方欧鳊食物组成主要以水生昆虫 (毛

翅目、蜉蝣目 )及底栖动物 (摇蚊幼虫、小螺、钩虾 )为食, 其次为浮游动物、水生植物碎屑
[ 16 ]

; 0
+
~ 2

+
龄的

河鲈主要进食浮游和底栖动物, 3
+
龄及其以上完全以鱼类为食

[ 15]
; 白斑狗鱼 (E sox lucius)食物组成主要以

鱼类为主, 其次为水生昆虫
[ 17]

; 贝加尔雅罗鱼主要以浮游动物为饵料, 最常见的有桡足类和枝角类, 也有

水生昆虫。盐度 5~ 8 g /L是淡水生物从高渗转为低渗的过渡期, 在这个范围内生物种类最少, 种类多样性

也最低, 因此, 多数淡水生物的耐盐上限为 5~ 8 g /L, 一旦超过这个范围, 一些淡水生物将由于渗透压平衡

被破坏而死亡。 6 g /L以上的盐度对藻类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18]

, 在盐碱池塘水的研究表明, 啮蚀隐藻、

针簇多肢轮虫、卜氏晶囊轮虫等在等于或高于 ( 6176 ? 0140) g /L的盐度下消失, 轮虫、桡足类、浮游动植、物总

生物量等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 19 ]
。

在水域盐化状况下, 鱼类食饵受到影响的同时, 其生存繁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湖水盐度升高

时, 丁鲈 (P erca f luviatilis)反应最敏感, 银鲤鱼和白斑狗鱼数量消退, 东方真鳊鱼繁殖能力下降, 而赤鲈 (P er-

ca f luviatilis linnaeus)和贝加尔雅罗鱼的抗盐能力较强, 能保持种群优势。在盐度 2~ 3 g /L的水域, 家鱼性腺

成熟状况及卵的受精率和孵化率都较差, 淡水鱼难以自然繁殖
[ 20]
。

干旱区水体的生物系统由于受独特的水文、地貌和气候条件的制约, 湖泊生物群落的大部分, 包括经济

鱼类都集中在近岸地带、茂密的挺水植物丛中、浅水湾和湖滨湖汊
[ 21]

, 以避免大风及强烈的太阳辐射。这

些地方为鱼类生长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而长周期的水位涨落和水的更新对这些地方的影响也最大。据

汪宪栕等
[ 22]
的研究, 草上产卵鱼类只有在产卵场经常被涨水淹没的情况下进行产卵, 所有草上产卵鱼类,

特别是鲤鱼和狗鱼, 对水位变动非常敏感, 在水位稍许下降的情况下就迅速停止产卵。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

乌伦古河的入湖水量剧减, 乌伦古湖依赖于春汛的涨水过程相应消失, 严重影响到鲤、银鲫、东方真鳊、丁

鱥和狗鱼等草上产卵鱼类的繁殖。

对于干旱区湖泊的盐度, 其一系列独特的水文物理化学和水文生物学性质决定了其有别于湿润区湖泊。湿

润区湖泊在盐分浓度较高 (超过 10 g /L )的条件下才出现自行沉降过程, 而干旱区内陆湖泊盐类沉降过程发生在

极小的矿化度条件下, 这也是干旱区水体为摆脱多余盐量而表现出的自我保全机制
[ 21]
。干旱区水体盐类提前沉

积的化学机理已经有学者作了研究, 其机理是水体的水浅、大风、日照强烈、气候干燥、水作垂直运动等, 是

地形和气候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赵景峰
[ 23]
等对新疆博斯腾湖湖水盐分交换率 r的研究也表明, 水量年际的丰

枯变化对 r值影响不大, 风动力可能是其主要影响因子, 湖水矿化度稳定状态时盐度仅为 111 g /L。
212 最低生态水位确定方法

通过对干旱区湖泊鱼类生存繁殖和封闭湖泊积盐特性的分析, 提出基于湖泊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确定

湖泊最低生态水位的方法。由于吉力湖与布伦托海通道关闭, 随着乌伦古河入湖水量减少, 布伦托海仅靠外

流域调水不能实现收支平衡, 湖水盐度就会有所增大, 根据上述分析, 乌伦古湖鱼类的生存繁殖与湖泊盐度

存在一定的关系。而根据积盐特性, 湖泊盐度在一定范围内与水量关系密切, 则找出鱼类生存繁殖的盐度限

制和乌伦古湖的盐度 ~水量关系以及容积 ~水位特征曲线, 就能确定在保护鱼类生存繁殖环境目标下的湖泊

最低生态水位; 而后根据鱼类所要求的产卵场和产卵条件, 验证所得最低生态水位的合理性, 本文采用鱼类

产量间接验证。

3 最低生态水位确定及生态水量计算

由于布伦托海和吉力湖本身特性的差别, 确定乌伦古湖生态水位时应分别考虑其生态保护目标。吉力湖

的保护目标是维持现状, 其盐度控制在 1 g /L内; 布伦托海的保护目标是满足盐度和水位对湖水体积的最低

要求, 以维持湖区土著和经济鱼类的种群稳定, 其中最低水位根据湖泊盐度和容积确定。生态需水量及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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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根据最低生态水位和水量平衡原理计算。

311 基于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的最低生态水位确定

31111 乌伦古湖盐度现状

乌伦古湖属氯化物钠组Ò型水 [ 24 ]
。根据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2000年 9月测定结果, 布伦托海 pH值

为 818, 吉力湖为 814; 当年 12月测定结果, 布伦托海为 9119, 吉力湖为 8162。吉力湖是连接乌伦古河和
布伦托海的通道, 矿化度较低 ( 014~ 016 g /L ) , 20世纪 90年代以前未超过 015 g /L; 布伦托海湖盆长期以来

为积盐中心, 20世纪 60年代以前乌伦古河每年补给水量 8亿 ~ 10亿 m
3
, 积盐过程缓慢; 但 60年代以后补

给来源减少, 湖水位明显下降, 湖水矿化度迅速增加。 1959年平均矿化度为 2172 g /L, 1978年为 3143 g /L,

1980年则为 318 g /L
[ 25 ]

, 1986年为 3174 g /L, 之后由于外流域引水补给而使布伦托海盐度有所下降 (部分年

份乌伦古湖盐度的变化见表 1)。

表 1 乌伦古湖盐度变化 g /L

Tab le 1 Salinity variety ofU lungur Lake

年份 布伦托海 吉力湖 年份 布伦托海 吉力湖

1959 2172[ 22] 01176[ 26] 1979 3197 01485
1960 3101 01183 1980 3180 01408
1970 3163 01324 1986 3174 01382
1978 3143[ 22] 01426[ 22] 2000 2155 01696

 注: 除说明外, 其余部分资料源自文献 [ 27]。

31112 盐度控制目标

由 211节可知, 盐度不仅影响淡水鱼类的食饵量, 而且对其本身的生存繁殖也有一定的限制。实际上布

伦托海的盐度未超过 6 g /L的阈值, 综合考虑布伦托海的历史盐度变化、现状和流域规划, 以及鱼类生存繁

殖条件, 确定布伦托海的盐度目标为不超过 5 g /L。

31113 湖泊形态特征曲线

乌伦古湖是浅碟式的地堑构造湖, 布伦托海形似三角, 东西长 41 km, 南北最大宽 27 km, 平均宽 18137
km, 最大水深 12125m[ 24]

, 平均水深 810m; 吉力湖南北长 1715 km, 东西宽 1615 km, 最大水深 1417m。由
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布伦托海自 1950年直到 90年代中期一直呈现水位下降及面积萎缩的趋势。 50

年代以前布伦托海面积为 84015 km
2
, 1959年减少为 827 km

2
, 1993年则为 736 km

2
, 比 50年代前减少了

1214%。1995年以后水位和面积基本变化不大, 面积在 770 km
2
左右。吉力湖有乌伦古河径流补给, 面积

基本不变。两湖泊部分年份的面积、水位及库容变化见表 2。

表 2 不同年份乌伦古湖水位、面积

Tab le 2 Water levels and their correspondent areas ofU lungur Lake in the d ifferen t years

年份
布伦托海 吉力湖

水位 /m 面积 /km2 库容 /亿 m 3 水位 /m 面积 /km2 库容 /亿 m3 总面积 /km2

1950 48210 84015 9718 48610 19817 2219 101010
1959 48218 82710 8911 48418 17318 1712 100110
1960 48210 82019 8810 48419 18214 2111 100313
1972 47915 77819 48217
1979 47911 77414 16518 94012
1980 47819 77016 6217 48215 16418 1510 93514
1986 47816 75311 6012 48218 16610 1518 91911
1993 73610 5815 48214 16417 1510 90017

1995、 2000年以来 湖泊基本维持 930~ 1035 km2的总面积 (从各期土地利用资料中获得 )

 注: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 24, 28 ]等。

分别根据表 1和表 2数据拟合出两湖泊的面积 ~水位、面积 ~库容曲线和盐度 ~库容曲线, 如图 3~图

5所示。作图时参考了汪宪栕等
[ 22]
乌伦古湖等深线图, 当布伦托海水位为 46618m时 (湖底高程约为 46616

m ), 湖泊面积很小, 容积可以忽略; 当吉力湖水位为 47119m时 (湖底高程约为 470m ) , 容积和水面面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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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零, 即两湖泊形态曲线考虑了时序数据的延展性。从图中可以看出, 曲线与实测或文献数据拟合较好。

布伦托海和吉力湖面积 ~水位关系分别为

H 1 = 01000 04S2
1 - 01011 6S1 + 46616, H 2 = 01000 7S2

2 - 01045S2 + 470 ( 1)

式中  H 1、H 2分别为布伦托海和吉力湖的水位, m; S1、S2分别为布伦托海和吉力湖面积, km
2
。

由于缺乏实测资料的佐证, 本文所确定的大小湖泊特征曲线关系式在已有数据范围内比较精确, 曲线外

延时计算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离, 需收集相关数据对计算结果加以验证。

图 3 布伦托海面积 ~水位和面积 ~库容曲线

F ig13 Re la tionsh ips o f the a rea, w ater leve l and vo lume o f

Bu luntuo Lake

图 4 吉力湖面积 ~水位和面积 ~库容曲线

F ig14 Relationships o f the area, water leve l and vo lum e of

Jili Lake

图 5 布伦托海和吉力湖盐度 ~库容曲线

F ig15 Relationsh ips o f the sa lin ity and volum e of Bu lun tuo and Jili L akes

31114 最低生态水位确定及其合理性检验
经验证, 布伦托海和吉力湖盐度 ~容积曲线分别在盐度为 2~ 515 g /L和 011~ 1 g /L的范围内适合。将

布伦托海的盐度控制目标 5 g /L代入其盐度 ~容积曲线, 得到相应的湖泊体积为 44110亿 m
3
, 然后代入其面

积 ~库容和面积 ~水位曲线, 反算得到相应的湖泊面积和水位分别为 653185 km
2
和 476112m。

若保持洄游鱼类通道畅通, 吉力湖水位应比该水位高, 并且福海水库应在鱼类洄游期适度放水, 使乌伦

古湖洄游鱼类能够溯河产卵和沿河孵化。历史资料表明, 吉力湖水位通常比布伦托海高 2~ 4m, 本文取吉

力湖水位高于布伦托海 2m, 即 478112m, 此时吉力湖面积为 139158 km
2
, 盐度小于 1 g /L。

近年来对乌伦古湖最低生态水位、适宜水位及需水量的研究较少, 张秀善等
[ 29]
认为布伦托海和吉力湖

的适宜水位分别为 481~ 482m和 48115~ 483m。本文计算得到布伦托海的最低生态水位为 476112m, 推算
得到吉力湖的最低生态水位为 478112m, 均低于张秀善等推荐的两湖适宜水位。最低水位已是生态系统将
近破坏的水位, 对同一湖泊来说, 最低生态水位低于适宜水位是合理的。

乌伦古湖近 50多年来水位呈现 / U0 字型变化, 1974~ 1986年持续低水位, 鱼类产卵场遭到严重破坏,

鱼产量不断下降, 1970年以前年产量 3000 ,t 占全疆鱼产的 50%以上, 1970年后年产量逐渐下降至 1500~

2 000 ,t 1978年仅 350 t。1988年后外流域引水量增加才使其水位逐渐恢复, 1990~ 2001年鱼产量已回升至

2 500~ 3 000 ,t 2005年淡水捕捞量达 3 094 t。1986年的水位 47816m, 略高于本文的结果, 鱼产量已降至

1 000 t左右, 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提出的方法和结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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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生态需水量及缺水量计算

根据确定的两湖最低水位相应的水面面积和水量平衡原理推算不同降水频率下, 湖泊的需水量和还需补

充的水量。

31211 水量平衡各项分析

( 1) 降水  根据距离湖区 12 km的福海水文站 1958~ 2008年的降水资料分析, 湖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0914mm, 其中降雪量 50~ 70mm, 占降水量的 42% ~ 60%。多年平均降水量呈现增加趋势。1980年以后

降水比较丰沛, 多在 110mm以上, 其中 1984年为 50多年来的最大降水年份。

( 2) 蒸发  根据文献 [ 30]的研究结论: 福海水文站冰期 ( 11~ 3月 )、非冰期 ( 4 ~ 10月 ) Æ20蒸发皿与

E601大水面蒸发折算系数分别取 0179和 0163。由此蒸发折算系数, 并根据福海水文站 1957~ 1998年的小

水面蒸发资料、 1998~ 2005年的非冰期大水面蒸发资料及冰期小水面蒸发资料, 计算得到湖区多年平均大

水面蒸发量为 1 15215mm。
( 3) 福海站年径流量  乌伦古河福海水文站以下 1956~ 2008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3192亿 m

3
, 20世纪 50

年代乌伦古河入湖水量为 615亿 m
3
, 60年代减为 412亿 m

3
, 1970年前后只有 214亿 m

3
, 1974~ 1983年间,

由于福海站以上引水灌溉面积的快速增加而径流量迅速减少, 年平均径流量小于 012亿 m
3
的有 5年。由于

福海水文站以下 1976年福海水库建成蓄水, 其降水 ~实测径流关系与 1976年之前有所改变, 故各降水频率

年径流量均采用 1976年以前接近各频率年的年份径流量代替, 其值分别为 92%、 81%、 46%降水频率年的

径流量 1183亿 m
3
、 0162亿 m

3
和 2134亿 m

3
。

( 4) 灌溉用水  福海水文站以下河道径流的主要用水户为农业灌溉, 利用 A rcG IS软件对 2000年乌伦古

河流域土地利用图进行空间统计分析, 得到福海站以下灌溉面积为 7 833 hm
2
。目前乌伦古河流域的灌溉用

水量在 12000~ 15 000m
3
/hm

2
之间, 通过节水改造后灌溉定额约为 9 000m

3
/hm

2
左右。按照 9 000m

3
/hm

2
计

算, 则福海水文站以下灌溉用水量约为 0171亿 m
3
。

31212 典型降水频率年生态缺水量计算

典型降水频率年湖泊最小需水量按其最低水位确定的水面面积及典型年蒸发量、降水量和净入湖量确

定, 缺水量 $V由下式计算:

$V = V需 - V引 = V蒸 + V渗 - V降 - V入 - V引 ( 2)

式中  V需为湖泊最小需水量; V引为外流域引水量; V蒸为湖面蒸发量; V降为湖面降水量; V入 为乌伦古河

净入湖水量; V渗 为湖泊渗漏量, 乌伦古湖属于断陷湖, 此项忽略不计。

由上述盐度要求和繁殖需求得到布伦托海维持最小水位 476112m、吉力湖维持 478112m时, 代入水位

~面积曲线求得布伦托海和吉力湖相应的湖面面积分别是 653185 km
2
和 139158 km

2
。若保持现状耕地面积

和外流域引水量不变, 即福海水文站以下的灌溉面积用水量为 0171亿 m
3
, 外流域年均引水 4亿 m

3
, 得到乌

伦古湖区在最低生态水位时各典型频率年生态缺水量见表 3。

表 3 不同降水频率年湖泊生态缺水量

Table 3 Ecological water shortage of the U lungur Lake in the d ifferen t frequency years of precip itation

降水频率年 年份 降水量 /mm 蒸发量 /mm 需水量 /亿 m3 福海站以下径流量 /亿 m3 灌溉用水量 /亿 m 3

92% 1963 5517 1513155 11144 1183 0171
81% 1967 7615 1241130 9133 0162 0171
46% 1972 11218 1100148 6120 2134 0171

多年平均 109144 1152149 5106 3192 0171

 注: 乌伦古湖最低水位下相应的水面面积为 793143 km3。

在维持大小湖泊最低水位、现状耕地面积和外流域年均引水量不变条件下, 92%、81%、 46%和多年平

均降水年乌伦古湖最小需水量分别为 11144亿 m
3
、9133亿 m

3
、 6120亿 m

3
和 5106亿 m

3
, 缺水分别为 6144

亿 m
3
、 5133亿 m

3
、 2120亿 m

3
和 1106亿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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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 1) 基于干旱区淡水湖泊鱼类 ~盐度 ~水量关系, 从生态系统稳定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确定湖泊最低生

态水位的新方法, 该方法与其它方法相比, 具有较可靠的生态学依据, 适合干旱区闭合性湖泊生态水位的确

定, 为干旱区湖泊生态需水量计算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 2) 根据最低水位和水量平衡原理, 计算了乌伦古湖生态缺水量。在维持湖泊最低水位和相应面积时,

多年平均条件下乌伦古湖缺水为 1106亿 m
3
, 但平水年和枯水年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

( 3)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 在降水和蒸发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解决乌伦古湖平水年和枯水年缺水问题的

主要措施有: 进一步加大流域内农业灌溉节水力度, 减小灌溉定额; 减少乌伦古河流域灌溉耕地面积, 增加

入湖流量; 在枯水年增加外流域引水量, 以调节乌伦古湖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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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west ecologica lwater level and ecologicalwater quantity

of U lungur Lake*

LIANG L-i l,i WANG Fang, WANG Dang-x ian, WANGH ao

(D ep ar tm ent of W ater R esources, China Institu te of W ater Resources and H ydrop ow er R esearch, B eij ing 100038, China )

Abstract: Setting eco log ical protection goa l ofU lungur Lak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ational and e ff icient a lloca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in th is w atersh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 ics o f breeding o f freshw ater fish in co ld w ater, the paper

puts forw ard a new approach su itab le for the lake in arid area on how to determ ine the low est eco log ica lw ater level

subject to the re la tionship among the lake salinity, f ishes and wa ter quant ity. According to the new approach, the eco-

log ica lw ater demands for reserv ing the low est eco log icalw ater level in typical years are calcu lated. The resu lt show s

that the low est ecolog icalw ater level of Buluntuo Lake is 476. 12 m, w hile Jili lake is 478. 12m. Deducting the pre-

cipitation and 400m illion m
3
o fw ater diverted from outside river basin, there is still a defic itw ith an amount o f 644

m illionm
3
、533m illionm

3
、220m illionm

3
and 106m illionm

3
respect ive ly by the yearw ith prec ipitation frequency of

92%, 81% , 46% and the norm a.l F inally, an analysis on the re liab ility o f resu lts is done.

Key words: U lungur lake; arid area; the low est eco log ica lw ater leve;l the volume of w ater shortage; sa lin ity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所登论文的中、英文摘要或全文同时被有关文摘刊物、检索系统、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等有关网上期刊

转载、传播, 作者将稿件交本刊登载的同时也将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 (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 )发

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授予本刊编辑部, 作者著作权使用费随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凡有不同意者, 可另投他刊。

2010年起, 5水科学进展6许可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独家使用上述中文版著作权, 任何其他第三方不得使用。

作者来稿文责自负, 不得一稿多投。收到本刊收稿通知后 3个月未收到稿件处理意见者, 若无其他约定, 可自行处理稿

件。论文出版后, 按国家有关规定酌付稿酬, 并赠阅当期期刊两份。受编辑部人力所限, 退稿稿件恕不返审稿意见, 敬请

谅解。

5水科学进展6 编辑部

478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22卷

* The study is financ ia 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K ey Techno log ies R&D Prog ram o f Ch ina during the 11th F ive-year P lan Pe riod

( No. 2008BAB42B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