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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初步探讨
‘

范 云 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本世纪初
,

一些外国学者通过对西藏某些内陆湖泊的初步观察
,

曾经注意到
“西藏湖

泊与湖区面积之间并没有一定关系
”
这个重要现象

〔们 ,

限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工作条件
,

尚未作进一步地探讨
。

本文根据近几年在西藏广大地区的湖泊考察中所积累的大量资料1) ,

从内陆湖泊的水

量平衡原理出发
,

引进
“

湖泊补给系数
”
这一概念分析以后发现

,

湖泊的这两个特征值之间

所以没有一定关系(即补给系数不同)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

湖区下垫面条件
、

湖泊水

文动态 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不同等原因所造成的
。

并进一步发现
,

具有不同湖泊补

给系数值的西藏内陆湖泊
,

不但表现其流域自然地理特征及产流条件有很大差异
,

而且在

湖水化学性质方面也有明显区别
。

由于大多数内陆湖泊的补给系数值
,

可直接通过最新

出版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量算
,

因而在 目前青藏高原许多地区还缺乏实地考察资料的

情况下
,

湖泊补给系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
、

西藏湖泊概况

统计资料表明幻 ,

占据青藏高原主体部分的西藏自治区
,

大于 1 平方公里的 湖 泊有

60 0 余个
。

其中面积超过 5 平方公里的 3朽 个 ; 超过 50 平方公里的 104 个 ; 超过 10 0 平

方公里的 47 个 ;超过 1 0 0 0 平方公里的 3 个
。

湖泊总面积达 24
,

18 0 平方公里
,

约占全国

湖泊总面积的 30 务匀。 如果把所有高山冰蚀小湖和若千沼泽湿地的较大水体都计算在 内
,

则西藏湖泊数以千计
。

根据水系和湖泊分布的特点
,

可把西藏湖泊划分为三个区
,

其中藏北内陆湖区又分

南
、

北两个部分(表 l)
。

西藏湖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内陆湖
。

上述各湖区中
,

除藏东南和藏南有少数外流

湖 泊外
,

余皆为内陆湖泊
,

其面积约占整个湖泊面积的 98 多
。

因此
,

西藏不但是我国湖 泊

分布最多的一个省区
,

同时
,

也是我国内陆湖泊面积最大
、

分布最集中的区域
。

藏南外流
一
内陆湖区中内陆湖泊的面积 占该区湖泊面积的 93

.

7 多
,

大都不连续地分

布在喜马拉雅山北坡
、

雅鲁藏布江以南一带
,

并且往往大小不等地呈串珠状排列
。

自西向

* 本文编写过程中 , 承蹼培民
、

区裕雄等同志提 出宝贵意见
,

朱玲茹
、

桑婉玉等同志帮助绘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本刊编辑部收到稿件 日期 : 19 81 年 8 月 19 日
。

1) 参加有关湖泊野外考察的还有本所陈志明
、

区裕雄等同志
。

2 ) 根据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 绘局 19 7 5 年前后出版的 1 : 10 万地形图量算
, 局部地区参照 19 7 8 年中国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的 l : 1 00 万西藏地形图
。

3)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19 7 5 年资料
, 全国湖泊面积约 8 万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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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藏面积大千 1 平方公里的湖泊数及其面积分区范围

湖 区 湖泊数 范 围

平方公里

藏东南外流湖区 2 3 8
.

6

藏南外流
一内陆湖区 2 5耳9

.

0 1 0
.

5 4

东经 9 20 以东的外流流域

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

藏北内陆
湖区

南 部 1 2 9 1 6
。

8 5 3
.

4 1

北 部 8 4 7 9
.

0 } 3 5
.

0 6

冈底斯山与黑阿公路之间

黑阿公路与昆仑山之间

合 计 2 4 18 3
.

4 1 10 0
.

0 0

东较大的有玛旁雍错
一

拉昂错
、

佩枯错
一

错戳龙
、

错姆折林
一
定结错

、

多庆错
一

嘎拉错
、

羊卓雍

错
一

普莫雍错等
。

藏北内陆湖区南部有
“

西藏大湖区
”

之称
,

其面积超过西藏湖泊总面积的

一半
。

从东向西著名的大湖有纳木错
、

色林错
、

当惹雍错
、

扎 日南木错
、

塔若错
、

昂拉仁错

等
。

这些湖泊大多与构造有关
,

它们依次沿纵向断裂带排列
,

并且几乎分布在同一纬度带

上
。

藏北内陆湖区北部以中小型湖泊为主
,

在 2 07 个面积大于 5 平方公里的湖泊中
,

大于

1 00 平方公里的湖泊仅 1 7 个
,

而且没有大于 50 0 平方公里的湖泊
。

本区湖泊除有沿纬向

分布的特点以外
,

还常与高大山系有关
,

如较大的湖泊班公错
、

鲁玛江冬错
、

美玛错
、

郭扎

错等分布在昆仑山一喀喇昆仑山一带 ; 多格错仁强错
、

多格错仁
、

多尔索洞错等分布在可

可西里一唐古拉山一带
,

显然这是因为湖泊能获得这些 山区较充沛的水量补给
。

本文仅讨论西藏内陆湖泊
,

这是因为除了内陆湖泊的面积
、

个体都远较外流湖泊要大

而外
,

还由于它们大都比较均匀地散布在海拔 4 5 0 0一5。。。米的高原面上
,

而且绝大部分

湖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又甚微
。

所以
,

内陆湖泊代表性较强
,

有利于进行分析对比
。

二
、

内陆湖泊补给系数及其计算

自第四纪以来
,

西藏内陆湖泊日趋退缩山
。

但对于人类历史而言
,

这毕竟是个十分

缓慢的过程
。

因此
,

在一定的时期内
,

可以认为它们是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衡状态
,

即湖

泊的全部来水量等于湖面的蒸发量
。

由于干燥地区内陆湖泊的湖面蒸发量大大超过降水

量
,

所以
,

湖泊能够保持相对的水量平衡
,

就必须借助于人湖径流进行调节
。

于是内陆湖

泊水量平衡方程式可以写作下列形式
:

x 十 y ~ z

式中
: ,

为湖面降水量 ; 夕为人湖径流量 (包括地表
、

地下) ; 二 为湖面蒸发量
。

为容积
。

(1 )

单位

如果把降水
、

蒸发量以深度计
,

并假设湖泊集水面积与该湖湖面上的平均降水量相

同
,

则(l) 式可进一步改写为
:

x
·

F 湖 + 反:
·

F 集 ~ z ·

F 溯

/
x 一 1

左

友为集水面积上的平均径流系数
。

(2 )压肠瓜或
:

式中
: F 。 为湖泊集水面积 ;

Z — X

左
x

为湖泊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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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即称为内陆湖泊的补给系数
。

厂湖

内陆湖泊和其他水体一样
,

其水量平衡过程是 自然地理诸因素
,

如气候
、

地形
、

土壤
-

地质条件
、

植被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等在流域内综合作用的产物
。

这些因素中
,

气候因素起

主导作用
,

其他下垫面因素则仅仅通过间接的方式对气候因素发生作用
。

其中有的由于

加大蒸发而使径流减少
,

有的则通过减少蒸发而使尽量多的降水变为径流
。

地形也会使

降水量有所增减
。

因此
,

在形成人湖径流过程中
,

它们常互为因果
。

平衡式 (2 ) 通过平均

降水量
、

蒸发量之比和平均径流系数 反
,

从总的方面给出了该湖流域径流形成条件优劣的

一个综合标志
。

虽然
,

在完全没有实测资料的情况下
,

仅根据湖泊补给系数大小来区别个

别因素的影响程度显然是困难的
,

但是却可以大致看出湖泊流域的干燥或润湿情况
。

例

如
,

补给系数越大
,

则说明蒸发越大于降水 (分子值越大 )或径流系数友越小 (分母值越小)
,

反之亦然
。

蒸发大于降水
,

显然是气候千燥的一个重要标志 ; 径流系数 及虽决定于流域气

侯
、

地形
、

面积
、

地质
、

植被等多种 自然因素
,

但因本文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属于同一高原面上

的内陆湖泊
,

与具有明显地带性变化特点的气候因素相比较
,

其他下垫面条件在不同地

区对 友值的影响程度相对要小得多
,

因此
,

实质上径流系数值主要是与 z/
x
成反比的

,

亦

即蒸发越大于降水时
,

互值亦越小
。

可见
,

作为确定补给系数大或小的 (2 ) 式右边分子
、

分母数值
,

往往是同时给予满足的
。

这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
内陆湖泊补给系数越大

,

则表示该湖泊流域气候越趋干燥 ; 反之
,

则越趋湿润
。

所以
,

内陆湖泊补给系数也应与气

侯一样
,

具有一定的地带性变化规律
。

当然
,

在特殊情况下
,

某些下垫面条件也可起决定

性作用
,

从而破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这种变化特点
。

西藏绝大部分地区 目前已有大比例尺的航测地形图
,

旧图上有关湖泊水系的种种错

误已基本得到纠正
。

从而
,

可以直接根据这些图将西藏内陆湖泊的补给系数
,

通过量算面

积而计算出来
。

星罗棋布的内陆湖泊是各个内流水系的归宿地
,

有些内流水系只有一个

湖泊
,

有些则有几个互相通连的湖泊成串珠状分布
,

在湖泊补给系数的量算时
,

应有所区

别
。

后者
,

各个互相通连湖泊分级拦蓄了上游的来水
,

并不断消耗于湖面蒸发
,

减少径流
,

因此在计算其中某一湖泊的补给系数时
, “

湖泊面积”
这一项

,

应是该湖集水范围内所有通

连湖泊面积的累计值
。

同样
,

对于终点湖泊而言
, “

湖泊面积
”
系指全流域湖泊面积的总

和
。

三
、

西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变化特点

1
.

不同气候区的内陆湖泊补给系数差异明显地受气候因素所制约

西藏的气候大致有从南向北
、

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变干的趋势
。

以降水为例
,

藏东南年

降水量大部分地区超过 5 00 毫米 ; 藏南多数地区超过 30 0 毫米 ; 藏北南部多在 2 00 一 3 00

毫米之间 ;藏北北部一般不足 20 0 毫米
,

有些地方甚至不足 1 00 毫米
。

为了考证西藏气候的这种地带性变化规律在湖泊补给系数上的反映
,

本文分别选择

藏南
、

藏北南部和北部各湖区的一些湖泊进行湖泊补给系数的量算
。

被选的湖泊除照顾

到面的代表性外
,

一般是各区中面积最大者
,

以尽量避免因流域面积过小而使某些下垫面

因素的作用明显突出
。



海 洋 与 湖 沼 1 4 卷

玛玛旁雍错
一
拉昂错错

佩佩枯错错

羊羊卓雍错
一
空姆错错

普普莫雍错错

昂昂拉仁错错

昂昂孜错错

表 2 西截主要内陆流域的湖泊补给系数

}总集水面积
*

} 总湖泊面积

湖 区 主要湖泊个数 (k m
Z

)
F集

(k m
Z

)
湖泊补给系数

F集/ F湖
湖泊补给系数
平均值

6 6 9 9
.

5 9
。

8 4

2 5 2 0 8
。

4 0

藏 南 7
.

6 5
5耳2 2

12 1 8 3 19
.

斗3

石7 8序 1 6
.

7 1

塔若错 户4宁O 1 4
。

了I

藏北南部 扎 日南木错
一
齐格错 15 2 8 3 1 1 47 1乡

.

3 2 1 3
.

17

色林错
一
格仁错 斗2 2 6 8 1 2

。

9 6

当惹雍错

纳木错

敖布茶卡

9 1 5 5 1 0
.

9 6

86 90

夕5 0 0 7 5
。

0 0

错尼
4 7

.

8 6

达 则错
一它 日错 1 0 8 2 3 35

.

2 5

班公错 1 6 4嘴6 2 7
。

2 3

藏北北部
3 2

.

9 8

多格错仁
夕6 1 6 19

。

3 3

多格错仁强错 5 4 5 1 2 8
.

8斗

鲁玛江冬错
19

。

87

娜钊魂 飞5久6 1 0
。

4 3

*
不包括流域内的湖泊面积(下同)o

结果发现
,

湖泊补给系数值从藏南向藏北是明显增大的
。

如藏南介于 4
.

36 一 9
.

84 之

间
,

平均为 7
.

65 ; 藏北南部多介于 10 一20 之间
,

平均为 1 3
.

1 7; 藏北北部多介于 20 一 50 之

间
,

平均达 32
.

98 (表 2 )
。

并且
,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

湖泊补给系数也具有从藏东南向藏西

北递增的趋势
。

如东南部的几个大湖 (羊卓雍错
、

纳木错
、

普莫雍错等) 补给系数都低于
1 0; 西北部的较大湖泊 (鲁玛江冬错

、

班公错等) 补给系数则在 20 以上 ;而处于中部地区

的一些湖泊(色林错
、

扎 日南木错
、

昂拉仁错等)补给系数在 10 一20 之间
。

显然
,

西藏内陆

湖泊补给系数的这种地区变化规律
,

大致是和气候特点的变化趋势相吻合的
。

西藏东南部的内陆湖泊补给系数比较小
,

说明这里的气侯相对比较湿润
,

湖 泊补给比

较充沛
。

亦即在同样集水面积和下垫面条件下
,

在这里将会 出现更大的湖泊面积
,

并通过

这么大湖面上的蒸发损耗来达到湖泊的水量平衡 ;而在藏北和藏西北则因蒸发率大
,

补给

量少
,

能够保持平衡状态下的湖泊面积要小得多
。

2
.

同一气候区的内陆湖泊补给系数差异主要受下垫面条件所影响

西藏有一些气候条件大致相同的内陆湖 泊
,

由于各湖的下垫面条件不一
,

致使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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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系数有显著差别
。

例如
,

在羊卓雍错地区
,

分布着几个内陆湖泊
,

其水系分离
,

但流域

相邻
,

共同组成了藏南最大的一个次级内陆湖区 (图 1)
。
各湖补给系数的量算结果发现

,

羊卓雍错低于哲古错
、

巴纠错 ;却大于沉错
、

普莫雍错 (表 3 )
。

表 3 羊卓雍错地区各内陆湖泊补给系数

湖湖 泊 名 称称 湖 面 高 程程 集水面积积 湖泊面积积 湖泊补给系数数
(((((m ))) (k m

Z

))) (k m
Z

))) F集 /F溯溯

FFFFFFF集集 F溯溯溯

哲哲 古 错错 4 6 1 1
。

444 1 19 999 6 111 1 9
.

6 666

巴巴 纠 错错 朽 0 2
.

222 8 1333 4 555 1 8
。

0 777

羊羊卓雍错错 4 4 4 1
。

222 5 4 2 222 6 7 8 *** 8
.

0 000

普普莫雍错错 5 0 09
。

888 12 3 999 2 8 444 4
.

3 666

444 42 7
,

666 1 1 000 3 888

*
包括空姆错面积 相k m 、

分析结果表明
,

这里湖泊补给系数的不同
,

主要反映各湖之间流域产流条件的差异
。

哲古错流域位于羊卓雍错东侧
,

海拔相对较低
,

冰川面积很小
,

湖水基本靠大气降水补给
。

由于集水区坡度平缓
,

使蒸发和下渗水量增多
,

结果径流量减少 ; 尤其这里是山南地区主

要的牧场之一
,

大面积的草场灌概也使哲古错的人湖径流逐年下降
,

遂因湖泊面积减小而

加大了补给系数值
。

巴纠错水位高于羊卓雍错湖面约 61 米
,

三
、

四十年前曾经两次向羊卓雍错溢水
,

但近

年来
,

水位不断下降
。

据分析
,

其原因是主要人湖河道麻雀曲的上中游索改附近也是隆布雪

地区的重要牧区
,

牧用水量的日益增大使径流量显著减少
。

当然
,

由于巴纠错湖面明显高于

近在咫尺的羊卓雍错
,

从而是否存在着巴纠错向后者地下排水的问题
,

也是值得研究的
。

普莫雍错的补给系数很低的主要原因在于
,

该湖流域具有特高的海拔
。

因为海拔高
,

温度随之降低
,

不但降水量随高度而增大
,

而且固体降水成了主要形式
,

使流域内有大面

积的冰川积雪 ; 温度低
,

大大缩短了这些固体水分的消融期
,

增加了冰雪融水在湖泊补给

中的作用 ; 温度低
,

湖面蒸发量也相对要小
,

从而有利于减少湖水的消耗
。

此外
,

流域 内多

山
,

地面坡度陡峻
,

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甚微等
,

也都是促使径流系数加大
、

增加人湖径流
,

并使湖泊补给系数偏小的一些重要原因
。

沉错位于羊卓雍错和空姆错之间
,

湖面低于两湖达 13 米
,

本身没有较大的河流汇人
。

由子该湖所处位置最低
,

除地表有限的集水面积受水以外
,

因地面和地下分水界不吻合而

发生的周围水体通过地下渗漏补给湖体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

否则将无法解释沉错的

补给系数会如此之小
。

.

空姆错水位高于羊卓雍错 0
.

5 米左右
,

但两湖通连
,

通常认为它是羊卓雍错的组成部

分
。

如果将本区 5 个湖泊的总集水面积 (的 83 平方公里)与总湖泊面积 (1 1 06 平方公里 )

相比
,

则得本区湖泊补给系数的平均值为 7
.

9 4 。

这与整个藏南湖区主要内陆湖泊的补给

系数平均值 7
.

65 (表 2 )是十分相近的
。

从而说明
,

湖泊愈小
,

流域内某些下垫面条件的作

用就愈显得突出
。

羊卓雍错集水及湖泊面积均分别占 , 个湖泊总面积的 61 务 左右
,

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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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系数值 (s
.

0 0) 基本上反映了本地区气候及各种下垫面条件综合作用的平均状况
。

从全区看
,

藏北北部湖区 内的湖泊补给系数差异远较其他地区为大 (表 2 )
。

这也与

下垫面条件的差异有密切联系
。

藏北北部的西段
,

据西藏降水量等值线图资料
,

年降水

量不足 100 毫米
,

是西藏最干旱的地区
。

然而
,

这里却分布着许多补给系数值相对较小的

大中型湖泊
,

如鲁玛江冬错
、

郭扎错等
。

这是因为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东段地势高亢
,

这些湖泊多座落在 4 9 0 0 米以上
。

一方面
,

特别高的山峰所形成的低温条件
,

有利于 固体

降水的积聚 (降水增加而蒸发减小) ; 另方面
,

陡峻的山区地形又利于径流形成(增大径流

系数 劝
,

使人湖径流加大
。

同样
,

藏北北部东段连同毗邻的青海省西南部的一些大中型湖泊补给系数也较小
,

如

多格错仁
、

多格错仁强错等
。

其原因显然也与昆仑 山
、

可可西里 山等高大而陡峻的地形特

点有关
。

相比之下
,

藏北北部的中段地形要平缓得多
,

河网稀疏
、

径流贫乏
,

湖泊支流往往于 中

下游因蒸发和下渗而断流
,

常流河极少见
。

湖泊除直接接受湖面降水外
,

陆面人湖径流量

很小
,

致使湖泊补给系数普遍加大
,

如依布茶卡
、

错尼等
。

3
.

同一流域内的通连内陆湖泊补给系数差异主要决定于各湖的水体交换率

西藏有些内陆流域包括几个由河流互相通连的湖泊
,

其中以色林错流域最 为 典型
。

色林错原名奇林湖
,

流域面积达 45
,

5 30 平方公里 (包括湖泊面积)
,

是西藏最大的一个内

流流域
。

由色林错西岸汇人的扎根藏布
,

从源头开始依次串连的较大湖泊有越恰错
、

格仁

错
、

孜桂错
、

吴如错和恰规错等 ; 由西南岸汇人的阿里藏布串连的较大湖泊有木纠错
、

错

鄂
、

仁错贡玛
、

仁错约玛
、

玖如错等(图 2 )
。

这些湖泊除终点湖色林错本身外
,

其余皆为水

系相通的吞吐湖
。

它们各自将拦蓄的上游来水
,

一部分消耗于湖面蒸发
,

一部分继续补给

下游湖 泊
,

因此
,

各有其自身的水平衡状态及相应的补给系数值
。

由表 4 看出
,

色林错流域各主要湖泊补给系数值的基本特点是
:
吞吐湖泊的补给系

数比终点湖泊大 ;吞吐湖中
,

一般又以处于上游的湖泊比下游大
。

例如
,

色林错的补给系数

表 4 色林错流域各主要湖泊补给系数

地地 区区 湖泊名称称 湖面高程程 集水面积积 湖泊面积积 累计湖泊面积积 湖泊补给系数数
(((((((m ))) (k m

,

))) 恤 m
Z

))) (k m
Z

))) 于集ZF湖湖

FFFFFFFFF集集集 F湖湖湖

扎扎根藏布布 越恰错错 4 8 1222 14 0 000 6 000 6 000 2 3
.

3 333

格格格仁错错 4 6 5 000 1 0 7 1 444 4 6 666 5 2 666 2 0
.

3 777

孜孜孜桂错错 4 6斗555 13 18 666 6 888 5 9 444 2 2
.

2 000

吴吴吴如错错 斗55 222 巧 16 000 3 5 111 9 4555 16
.

0 444

恰恰恰规错错 4 5 4777 15 4 3 444 8 666 1 0 3 111 14
。

9 777

阿阿里藏布布 木纠错错 4 6 6 888 5 3 9 555 7 666 2 7 0 *** 19
.

9 888

错错错 鄂鄂 4 5 6 222 8斗7 111 2 4 444 5 1444 1 6
.

4 888

色色林错错 4 5 3 000 呼2 2 6 888 1 6 4 000 3 2 6 2 * *** 1 2
。

9 666

包括仁错贡玛
、

仁错约玛和玖如错三个湖泊面积 19 4 k m 、

包括本表未列的流域内其他湖泊面积 7 7k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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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2. 96
,

为全流域诸湖中最小的一个 ; 在吞吐湖中
,

位于扎根藏布最上游的越恰错为

2 3
.

3 3 ,

然后越向下游湖泊补给系数基本上越小
,

到恰规错则只有 1 4. 9 7 。

同样
,

阿里藏布

串通的各湖泊补给系数值变化亦与此相同
。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
,

吞吐湖泊的补给系数主要与它的水量交换程度有关
。

湖

泊交换率高的
,

补给系数大
,

反之就小
。

上述各湖补给系数的特征说明
,

越处于河流上游

的湖泊水体交换率越高
。

显然
,

这与上游湖泊的流域坡度较大
,

而下游湖泊流域地形相对

平缓的一般规律是符合的
。

色林错流域内各吞吐湖泊的补给系数甚至与湖泊高程之间存

在着较好的相关关 系(图 3 )
。

47004600�(兴�泌岖旧袅

图 3

1 4 1 8 2 2 2石

补给系数

色林错流域各湖补给系数与湖面高程的关系

终点湖色林错是整个流域的汇水中心
,

它的补给系数不决定于流域内部的水体交换
,

而是由全流域诸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水分循环的平均状态所决定
。

因而
,

它能从一个侧

面比较真实地反映该湖地区综合的 自然地理特征
。

由此可见
,

内陆湖泊的补给系数不是一个特定的物理量
。

对闭口湖泊
,

它反映着流域

内径流补给的充沛程度 ;对吞吐湖泊
,

则反映着湖水的流通及交换情况
。

后者对于外流湖

泊亦具有同样意义
,

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
、

都阳湖补给系数都比位于长江三角洲上的

太湖要大
,

从而说明洞庭
、

鄙阳二湖的水体交换率远比太湖要高
,

它们的水文特征亦具有

一系列明显的区别
。

四
、

研究西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意义

西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

首先
,

由于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大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该湖流域的千燥或润湿情

况
,

因而可以通过各地不同的内陆湖泊补给系数值来研究该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这在其

他资料缺乏的情况下
,

进行高原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和某些部门区划时
,

具有重要的 意 义
。

例如
,

利用湖泊补给系数值
,

并结合青藏高原的降水
、

蒸发等值线图资料
,

便可以通过径流

系数的确定
,

算出各内陆流域的径流深和径流模数
。

显然
,

这是水文区划中一个具有决定

意义的指标
。

其次
,

据西藏湖泊水化学研究资料t’, 刀 发现
,

西藏内陆湖泊补给系数的大小
,

大体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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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化学性质的地区变化趋势相一致
。

一般情况下
,

补给系数越小
,

湖泊的矿化度亦越

低
。

如地处藏北高原的纳木错
,

补给系数仅为 4
.

53
,

矿化度仅为 1
.

78 克 /升
,

均明显地低

于同一地区的其他各湖
,

属低矿化的咸水湖
” ; 湖面海拔 5 0 1 0 米的普莫雍错补给系数仅

4
.

3 6
,

相应的矿化度也只有 0
.

40 9 克 /升
,

属淡水湖 ; 藏北北部盐湖广泛分布
,

但补给系数

大大低于周围其他各湖的郭扎错 (10
.

4 3 )
,

湖水矿化度亦明显偏低
,

湖北部为淡水
,

南部为

咸水
。

其他一些补给系数很低的湖泊
,

如玛旁雍错
、

羊卓雍错
、

佩枯错等
,

都是淡水湖或微

咸水湖
。

相反
,

补给系数很高的错尼
、

依布茶卡等都是高矿化的盐湖
。

矿化度是衡量湖水化学性质的重要标志
,

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湖水中盐类物质

积累的条件和湖泊所处的自然环境 ;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湖水化学组成和类型
。

纵观全区
,

藏南多淡水湖和低矿化的咸水湖
,

藏北南部多咸水湖
,

藏北北部多盐湖 ; 从水化学类型看
,

藏南多碳酸盐湖
,

藏北南部多硫酸盐湖
,

藏北北部多氯化物湖幻。

显然
,

这与湖泊补给系数

的地区变化趋势大致是相对应的
。

这是 由于气候越干燥
,

湖面便越退缩而咸化
,

矿化度也

越增高 ; 同时
,

在集水面积未变的情况下
,

湖面退缩的结果
,

又使补给系数变大
。

当然
,

由

于二者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
,

它们不可能是线性相关的
。

但人们却可以把湖泊补给系

数的大小作为分析该湖水质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

这对由于高寒缺氧
、

交通闭塞
、

人迹罕

至
,

至今仍几乎完全没有实地考察资料的大量高原湖泊来说
,

其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
,

上文提及的关于藏北北部东
、

西段的许多大中型湖泊
,

目前仍为科学上的空 白区
。

但

根据它们补给系数相对偏小的情况
,

可以推断
,

这些湖泊应该不同于该区中段的许多高矿

化的盐湖
,

它们将多属咸水湖和低矿化的盐湖
,

并应以硫酸盐水型为湖水的主要化学类

型
。

最后
,

由于内陆湖泊的补给系数与外流湖泊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
,

并且
,

对地处青藏

高原上的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湖群来说
,

过去的各方面研究又非常不够
,

通过不同地区
、

不同类型的湖泊补给系数的分析与对比
,

也必将进一步丰富湖泊科学的 内容
,

因此
,

在湖

泊学科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是有相当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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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为淡水湖 ; 1一35 克/升为咸水湖 ;大于 35 克 /升为盐湖
。

2 ) 根据 0
.

A
.

阿列金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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