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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湖的近期扩张及其与

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

秦伯强 王苏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 10 0 0 8 )

提要 通过近 20 多年湖泊水量平衡分析发现
,

湖泊水位变化主要由湖盆内径流补给量的

丰枯决定
。

进一步分析揭示
,
呼伦湖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

,

本世纪以来随气温升高
,
降水有

增加的趋势
。

降水增加导致人湖径流量
,
湖水位上升

。

呼伦湖本世纪以来的扩张与内蒙古东

部地区其他内陆湖泊的变化一致
,

但这在我国乃至整个亚洲内陆干旱或半干旱区是独一无二

的
,

为此成为这一地区气候变化的指示器
。

关键词 呼伦湖 水位上升 湖泊水量平衡 气候变化

呼伦湖
,

又称达责湖
,

是我国内蒙古北部的著名高原大湖
。

长期以来
,

有关该湖 自然

地理及环境演变的研究甚少
。

自本世纪以来
,

有记录表明
,

该湖呈现扩张的趋势
,

在全球

气侯变暖
、

内陆湖泊普遍萎缩 (施雅风
, 1 9 9 0 )背景下

,

格外引人注 目
。
王乃梁等 ( 19 6 6 )认

为
,

呼伦湖的近期扩张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冻土融化
,

从而使地下水补给量增加
。

本文根

据近年的考察资料
,

计算该湖几十年来的水量平衡
,

在此基础上分析本世纪以来该地区气

侯的变化及其与湖水位消长的关系
。

1 呼伦湖区自然地理特征
呼伦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及新巴尔虎左旗

、

新 巴尔虎右旗之 间
,

即 1 16 “
58

’

一 l 一7 “ 4 7
`

E
,

4 8 “ 4 0
尸

一 4 9 “ 2 0
,

N
。

湖面海拔 5 4 3
.

0 3 m ( 1 9 8 3 年 ) ; 湖面积 2 0 5 4 k m
, ; 平

均水深 5
.

7 m
,

最大水深 s m
,

蓄水量达 1 3 0 多亿 m
3 。

湖泊集水面积为 1 5 3 6 6 9 k m
, ,

其

中国内部分为 37 Z 14k m
Z ,

蒙古人民共和国为 1 16 4 5 5 k澎
。
湖盆东边是兴安岭山脉

,

阻

隔了东南季风带来的湿润气流 ;西边及南边是蒙古高原 ;北边通过达兰鄂木 罗河与黑龙江

上游河流额尔古纳河及海拉尔河相连通
。

湖盆内有大小河流 80 余条
,

主要有哈拉哈河
、

贝尔湖及其下游乌尔逊河
、

克鲁伦河等
,
年径流补给量可达 12 亿 m

3

左右
,

发源于蒙古人

民共和国肯特山脉的克鲁伦河
,

在河流源区年降水量仅 40 0m m
,

而在其流经的大部分地

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草原或荒漠地带
,

因此年人湖水量与乌尔逊河入流量大致相 当
。

湖

北边的达兰鄂木 罗河水流方向不定
,

在洪水季节水流从海拉尔河流人或从呼伦湖流出
。
直

至 1 9 5 8年末
,

在达兰鄂木 罗河上建筑堤坝后
,

才切断了湖泊与海拉尔河的水力联系 (见图

1 )
。

湖盆内年降水量 2 00 一 3 00 m m
,

以草原植被为主
,

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

2 近一个世纪以来呼伦湖的演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49 1 7 1 1 9
。

本文承施雅风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一起参加野外调查的还有 王 云

飞
、

吉磊
、

冯敏
、

羊向东
、

董本凤
、

马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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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滨
,

均此一并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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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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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译一一图 l 呼伦湖流域水系图

F 19
.

1 T h e h y d r o g r a p h i e n e t o f H u l u n L a k e e a t e h m e n t

对呼伦湖水位进行系统连续观测始自 1 9 5 9年
。

在这之前
,

仅有一些零碎的描述 (王

乃梁等
, 19 6 6 )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对湖水位变化的描述进行了补充
。

将历史文献中

一些模糊的数据
,

如湖泊长度
、

河湖关系叙述
,

用湖泊水下地形图转化成湖水位
。

整理得

到的本世纪以来湖水位变化大致如下
。

1 9 0呱年前后
,

湖泊几乎干涸
,

仅为几个小水泡子
,

说明当时湖水位是很低的 lo)

1 9 0 3年一 1 9 0 4 年
,

湖水位上涨
,

一年之间各个泡子就连在一起 l) 。

估计湖长约 2 k0 m
,

宽约 10 km
,

深不过 l m 2) ,

因此湖水位高度约 53 .6 7m
。

19 0 6 年因克鲁伦河来水增加
,

呼伦湖 扩展到长 30 k m
,

宽 15 k m 幻 ,

相当于湖 水 位

5 3 7
.

0 m
o

1 9 06 一 1 9 12 年间
,

水位仍是上升时期
。

19 12一 1 9 15 年间
,

呼伦湖与乌尔逊河中游的贝尔湖连通幻 。

据此推测该时期湖水 位

应高于 54 l
.

o m
,

而 1 9 16 一 1 9 2 4 年间
,

两湖是不连通的幻
,

因此湖水位应低于 54 1
.

0m
。

另

据访问得知 1 9 21 年时
,

湖水最深处约 4 m 许
,

估计当时水位应在 54 o m 左右
,

与上述论

述是一致的
。

1 9 2 4一 1 9 26 年间
,

湖水位继续上升
, 1 9 26 年湖长达 75 km 习。

相当于湖 水 位 5 40
`

8一

5 4 1m
o

1 9 2 7一 1 93 1年湖水位下降
, 19 3 2一 1 9 4 2年湖水位又上升

。

根据 日本人 当时的考察资

料 1) , 19 3 4年时湖面积为 1 l o o km
Z ,

湖水位约 5 3 s
.

z m ; 1 9 3 9 年
,

湖面积达 1 g o o km
, ,

湖

水位达 5 3 9
.

0 m ; 1 9 4 2 年湖水位比 1 9 3 9年高 l m (王乃梁等
, 1 9 6 6 )

,

湖水位应在 5 4 o
.

o m o

1 9 4 3一 19 5 1年
,

湖水位在 5 3 9
.

0一 5 4 o
.

o m 之间波动
,

其中 1 9 4 5年湖水位为 5 3 9
.

o m

(萨基科夫
, 19 6 0 )

。

l ) 徐占江
,达责湖形成与变迁初探

, 达赛湖史志资料
,

第 1一 2 辑
。

2 ) 阔尔玛佐夫
,
呼伦贝尔

,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
, 1 9 2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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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2一 1 96 2年湖水位持续上涨
,

水位从 5 3 9一 5 4 0 m 上涨至 5 4 5
.

10m
,

为本世纪以

来的最高湖水位
。

1 96 5一
9 5 2 年

,

湖水位从 5 4 5
.

l m 下降至 5 4 2
.

9 m
, 1 9 8 3 年后水位又开始回升

。

从呼伦湖的水位变化 (见图 )z 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
,

湖泊经历了二次扩张与二次收

缩
,

扩张时间分别为 19 0 0一 1 9 2 6 , 19 5 2一 19 6 2年
,

收缩时 间 为 1 9 2 7一 19 5 1年 及 1 9 6 3一

1 9 8 3 年
。

说明该地区气侯经历了由湿变干
,

再变湿至干的二个旋回
。

但总的趋势是扩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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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呼伦湖水位变化

W
a t e r l e v e l f l u e t u a t i o n o f H u l u n

1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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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几十年湖泊水 t 平衡及湖水位变化原因

19 6 0一 1 9 8 3 年是有实测资料时期
,

也是湖水位持续下降时期
。

通过这一时期湖泊水

量平衡的计算
,

可以分析水位变化的影响因子
。

水量平衡计算中
,

湖区的降水与蒸发是利用湖盆内实测资料计算
。

在分析站点代表

性的基础上
,

考虑其观测系列长短
,

选取湖西的呼伦湖湖泊试验站
,

湖东北的磋岗站和湖

西南的阿拉坦额莫勒站 3 站
,

用中心距离加权平均代表湖区的降水
、

蒸发
。

对于若干缺测

的时段
,

则用邻近站资料来代替
,

如坤都冷站
、

满洲里站等
,

站点分布见图 1。

需说明的是
,

达兰鄂木罗河的进出水量没有观测记录
。 19 , 8年后

,

该河修筑了闸坝
,

19 6 5年后又在海拉尔河与呼伦湖之间新开了一条人工河
,

其进出水量同样无观测资 料
。

此外
,

地下径流的补给因无资料
,

亦无法估算
。

上述无资料的进出水量都归人水量平衡余

项来处理
。

.3 1 多年平均水量平衡计算 从 19 5 9年初到 19 8 3 年底
,

湖水位从 , 43
.

90 m 下 降到



3 期 秦伯强等 : 呼伦湖的近期扩张及其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 2 8 3

, 4 3
.

3 5 m
,

年平均下降 2
.

2c m
,

湖泊蓄水量年平均亏损 (△ V ) 为 .0 6 X 10
8

时
。

该 期 间

湖面积平均为 2 2 2 1k m
,
; 降水量年平均为 2 4 6

.

4 m m
,

折合水体 (
。 ,
) 为 5

·

4 7 X 1 0` m
, ;

蒸发量年平均为 98 0 m m
,

蒸发量是用小 口 径蒸发皿观测值乘以折算系数 0
.

6 计算 (施成

熙等
, 1 9 8 6 )

,

折合水量 ( v
:

) 为 2 1
.

7 7 x l o a
m

, ; 地表人流 ( Q
,

)主要为乌尔逊河与克鲁伦

河二河之补给
,

即年均为 H
.

2 X 10
8
m

, ; 剩下的地下径流 ( Q
:
)

、

达兰鄂木罗河进出水量及

人类引水量
,

都归为余项 ( v 妇
,

计算式为
:

△ V ~ V , 十 Q
:

十 V 余 一 V :

由此算得 v , 为 .4 5 X 10
8
m

3

/
a 。

.3 2 逐年水量平衡计算 用逐年实测水位
、

降水
、

蒸发
、

径流等代人上述水量平衡计算

式
,

可计算逐年余项值 (见表 1 )
。

表 l 中湖面积是 由水位查水位
一

面积
一

容积关系曲线得

到的
。

通过湖区降水
、

蒸发
、

径流等因子变化 (见图 3 )
,

可以看出 50 一 60 年代水位上升时

期
,

水量收支盈余
、

降水与径流较丰 ; 60 年代之后
,

水位下降
,

水量收支负亏
,

降水
,

径流

偏枯
,

蒸发略有增加的趋势
。

表 1 呼伦湖水 l 平衡计算结果

T a b
.

l A n n u a l w a t e r b u d g e t o f H u l u n L a k e

年 份
年均水位

(m )

湖面积

( k m
,

)

降降 水水 蒸 发发 径 流流

((((((((((((((((((((((((((((((((((((((((((((( 1 0
’ m 3

)))((( m m ))) ( 10
. m

3

))) (。 m ))) ( 1 0
’ m 3

)))))

222 9 2
。

999 6
。

4 111 1 0 6 3
。

333 2 3
。

2 999 1 9
。

5 666

222 5 3
。

666 ,
。

7 333 9 5 6
。

777 2 1
。

6 222 2 1
。

5 111

222 2 0
。

666 5
.

1 000 1 0 1 6
。

lll 2 3
。

4 777 13
。

6 888

333 4 8
。

444 8
。

0 999 9 8 4
。

888 2 2
。

8 888 15
。

4 333

222 5 6
。

000 5
。

9 666 9 8 2
。

999 2 2
。

8 888 10
。

1666

222 5 4
。

555 5
。

9 333 9 1 9
。

555 2 1
。

4 222 13
。

5 999

111 9 5
。

444 4
。

5 555 1 0 5 6
。

333 2 4
。

6 111 10
。

2 333

222 3 9
。

555 5
。

5 333 9 6 7
。

666 2 2
。

3 555 9
。

7 111

222 8 1
。

222 6
。

4 777 9 5 0
.

555 2 3
。

0 222 13
。

3 555

222 0 1
。

666 4
。

6 222 9 0 2
。

777 2 0
。

6 888 9
。

3 999

111 9 9
。

555 4
。

5 555 9 4 6
。

000 2 1
。

5 777 9
。

8 555

222 7 1
.

777 6
。

1 777 9 5 5
。

666 2 1
。

6 999 12
.

6 222

222 10
。

000 4
。

7 999 8 7 4
.

000 19
。

9 444 15
。

8 999

222 3 8
。

999 5
。

3 999 1 0 6 9
。

222 2 4
。

1333 5
。

3 666

222 7 8
。

111 6
。

1 777 9 5 2
。

888 2 1
。

1333 12
。

9000

333 2 0
.

333 7
。

0 999 9 13
。

000 2 0
。

1999 1 1
。

1 111

222 2 7
。

444 5
.

0 111 9 7 4
。

222 2 1
。

4 888 1 0
。

6 555

222 2 7
。

666 4
。

9 444 9 5 5
。

999 2 0
。

7 444 8
。

2 888

222 8 2
。

666 6
。

1000 1 0 0 6
。

222 2 1
。

7 222 9
。

7 222

222 5 8
。

000 5
。

5 333 1 0 19
。

888 2 1
。

8 777 5
。

9 777

222 8 9
。

888 6
。

1111 1 0 0 2
。

111 2 1
。

1222 5
。

9 333

1116 0
。

000 3
。

3 444 1 0 4 2
。

333 2 1
。

7 333 5
。

6 333

1114 1
。

斗斗 2
。

3 999 1 12 2
。

222 2 3
。

2 333 8
。

6 888

222 8 1
.

888 5
。

7 333 1 0 2 5
。

333 2 0
。

8 666 10
。

0 333

222 3 0
。

222 4
。

7 333 8 4 0
。

999 1 7
。

2 777 10
。

5 999

湖泊蓄水
量变化
( 10

.
m 3

)

1 95 ,

1 96 0

1 9 6 1

1 9 6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7

1 9 68

1 9 69

1 9 70

1 9 7 1

1 9 7 2

1 9 7 3

1 9 7 4

1 97 5

1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0

1 9 8 1

19 8 2

19 8 3

5 4 4
。

1 1

5 4 4
.

6 0

5 4 4
。

9 5

5 4 5
.

0斗

5 4 5
。

0 7

5 4 5
.

0 8

5 4 5
.

0 8

5 4斗
.

9 5

54 4
.

9 0

5 4 4
。

8 0

5 4 4
。

7 3

54 4
。

6 7

5 44
。

7斗

5 4 4
。

5 7

5 4 4
.

30

5 4 4
。

2 8

5 44
。

2 1

5 4 4
。

0 0

5 4 3
.

8 9

5 4 3
。

7 8

5 4 3
。

5 5

5 4 3
。

3 1

5 4 3
。

1 5

5 42
.

8 9

5 4 3
。

0 3

2 1 90

2 2 60

2 3 10

2 3 2 3

2 3 2 8

2 3 3 0

2 3 3 0

2 3 1 0

2 3 0 2

2 2 9 1

2 2 8 0

2 2 7 0

2 2 8 2

2 2 5 7

2 2 18

2 2 12

2 2 0 5

2 1 70

2 15 9

2 14 5

2 10 8

2 0 8 5

2 0 7 0

2 0 3 5

2 0 5 4

1 0
。

5

1 2
。

2

2
。

0

l
。

8

一 1
。

,

2
。

3

一 4
。

5

一 O
。

8

0
。

3

一 2
。

8

一 3
。

8

0
。

8

2
。

5

一 9
。

O

一 1
。

0

一 1
。

3

一 3
。

2

一 ,
.

0

一 0
.

,

一 6
。

2

一 3
。

8

一 5
.

5

一 3
。

O

0
。

6

3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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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用统计相关方法分析影响湖泊水位升降的主要影响因子
,

发现年径流量与湖

水位升降值 (△ H )的相关最高
,

相关系数达 0
.

9 ;4 其次是湖区降水
,

相关系数为 0
.

3 6 ; 再其

次是蒸发量
,

相关系数为一 0
.

1 9。

因此
,

在呼伦湖的近期变化中
,

径流量丰枯将直接影响

湖水位的消长
,

是湖泊变化的主控 因子
。

、 、
J

了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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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呼伦湖区蒸发 ( E )
、

径流 (么 )
、

降水 ( )P
、

水位 ( H )及湖泊水量收支 (助的变化

F i g
.

3 A n o u a l f l u c t u a t i o n o f e v a p o r a t i o n
( E )

, s u r f a c e r u n o f f i n t o l a k e
( Q

,

)
,

p r e e i P i t a t i o n
( P )

,

w a t e r l e v e l ( H )
a n d w a t e r b u d g e t ( B ) i n H u l u n L : k e

4 本世纪以来呼伦湖扩张的原因及其气候背景

通过上面分析
,

得到径流量是呼伦湖水位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

故分析该湖水位变化

只需分析径流量的变化
。

由于克鲁伦河的汇水区域大部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

得不到该河的水文
、

气象资

料
,

而乌尔逊河流域内的降水
、

气温记录较短
,

仅二三十年时间
,

且 由于该河上游有贝尔湖

与哈拉哈河的调节
,

因此
,

径流的代表性较差
,

故利用海拉尔河磋岗站的径流资料
。

该站

距呼伦湖不足数公里
。

在达兰鄂木罗河被人为堵截之前
,

海拉尔河是仅次于克鲁伦河与

乌尔逊河的第三补给河流
。

以 19 5 8年为例
,

该河补给量占全湖径流量的 25 外 (赵福林
,

1 9 9 0 )
。

最重要的是海拉尔河年径流量变化同克鲁伦河与乌尔逊河的变化基本上同步 (见

图 4 )
。

海拉尔河磋岗站以上集水面积 , 4 2 7 k0 m
, ,

多年平均径流量 32
.

33 X 10
8

澎
。

分 析

发现
,

磋岗站径流量与上游博克图站降水记录有较高的相关
,

相关系数达 0
.

8 1。 原 因是博

克图站海拔较高
,

几乎接近分水岭线
,

为海拉尔河主干流免渡河的产流区
。

此外
,

分析

发现
,

磋岗站径流量与海拉尔气象站大于 o℃ 的积温相关达 一 0
.

64
,

如此高的负相关说

明
,

在海拉尔河流域径流较多的年份
,

亦是气温较低偏冷的年份
,

反之径流较少而气候偏

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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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克鲁伦河
、

乌尔逊河与海拉尔河径流变化

F i g
.

4 A n n u a l r u n o f f e h a n g e o f K e l u l u n ,

W
u e r x u n a n d H a i l a e r R i v e r s

博克图站降水记录始 自 1 9 14 年
。

利用该站的降水记录插补磋岗站 1 9 14 一 1 9 5 4 年间

穿三飞一à誉公

缺测的径流过程 (见图 5 )
。

把径流量 变

化与湖水位变化 ( 图 2 ) 对比可以看 到
,

径流量的几个峰值
,

即 1 9 2 4一 1 9 3 2 年
,

1 95 1一 1% 1年及 1 9 8 4 年与水位高值 相

对应
。

仅 1 9 2 4一 1 9 3 2 年水位的 峰 值 滞

后了若干年
,

原因可能在水位记录上
,

因

为相比之下
,

水位记录精度要差一些
。

但

水位与径流变化的谷值则基本上是对应

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尽管用相关插补方

法来延长资料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

但这

里仅用于定性分析其变化趋势
,

因此
,

其

精度是足够的
。

至此
,

可以肯定呼伦湖

I J O U 19 2 0 J 9 4 0 19 6 0 19 8 0

年代

图 5 海拉尔河磋岗站径流变化

F 19
.

5 A n n u a l r u n o f f c h a n g e o f H a i l a e r R i v e r

a t S t
.

C u o g a n g

—
实测记录 ; ·

一缺测记录
。

的水位变化主要受径流多寡的影响
,

而径流又由降水的丰枯来决定
,

因此只须分析降水的

变化趋势
。

利用呼伦湖盆地北部的满洲里气象站本世纪以来的实测降水与气温记录
。

按 《中国

五百年旱涝分布图 ))(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 1 9 8 1)及 《中国气温等级图》 (气象科学



海 洋 与 湖 沼 2 5 卷

研究院天气气侯所等
, 1 9 8 4 )所用办法

,

把降水与气温分别按从
“
湿

”

至
“

干
”

及从
“

暖
”

至
“

冷
”

分为 5 级
。

这样对于 19 4 3一 1 9 56 年缺测的年份可用上述两本资料予以插补
。

从上

述即可得到满洲里站降水气温等级图 (见图 6 )
。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

降水
、

气温均呈波动

升高的趋势
。

这说明呼伦湖区本世纪以来
,

伴随气温升高
,

降水呈增加趋势
。

降水增加直

接导致径流上升
,

从而使湖泊扩张
。

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就可以发现
,

我国东北
、 m

铸、尹

!
匕叨m和胡即)`

ó
J

?、厂l
一1
.

1
1厂l
é

lrn捌如知州肠

,、

华北区汛期降水量 自上世纪末至 60 年代初 呈 现

增加的趋势 (张家诚
, 1 9 7 3 )

。

而旱涝指数所反映

的黑龙江省本世纪以来的湿润状况呈上升的趋势

(龚高法
, 19 7 9 )

,

全省几个有较长降水记录的站所

指示的降水变化亦与上述情况完全一 样 ( 季 山
,

1 9 8斗)
。

同亚洲其他干旱或半干旱内陆湖 泊 变 化 相

比
,

内蒙古地区的湖泊
,

如岱海
、

黄旗海等近一个

世纪以来的变化与呼伦湖亦基本相似
。

而在其他

地区尚未发现有此现象
。

即使是一些高纬度地区

的湖泊
,

如原苏联西西伯利亚南缘的恰纳湖
,

本世

纪以来的湖泊变化亦呈现 以收缩为主要特征 (见

图 7 )
,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5 结论

.5 1 从恢复的湖水位变化曲线看
,

本世 纪 初 以

来
,

湖水位确实处于波动上升之中
,

其 中二次是非

常显著的湿润 期
,

即 一9 0 0一 19 2 6 年 及 19 5 2一

1 9 6 2 年
。

.5 2 近 30 年实测水文
、

气象记录分 析及湖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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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亚洲中部部分内陆湖泊本世纪

以来的水位波动

图 6

F 19
.

满洲里气象站降水
、

气温等级变化图

6 T h e e h a n g e s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t

时

5 t

p r e e i P i t a t i o n a n d

M
a n z h o u l i

F 19
.

7 S o m e i n l a n d l a k e s l e v e l f l u t u a t i o n

c e n t r a l A s i a i n t h i s e e n t u r y

l( )黄旗海 ; ( 2) 岱海 ; ( 3) 呼伦湖 ; ( 4 ) 青 海湖 ;

( 5) 哈萨克斯坦平原湖泊变化统计 ( A
.

B
.

LIJ H
HT

H H K oB
,

1 9 8 2 )
;
( 6) 巴尔喀什湖 ; ( 7 ) 恰纳湖 ; ( s) 伊塞克湖 ;

( 9 ) 里海
。

—
实测记录 ;

一历史文献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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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平衡计算均显示
,

呼伦湖水位波动主要受地表径流量多少的控制
。

在有实测记录的

1 9 5 9一 19 8 3年中
,

湖水位连续下降
,

其原因是地表径流补给减少
。

地表径流补给减少的

原因
,

一方面是气候趋于干暖 ;另一方面是人为切断了海拉尔河对呼伦湖的补给
。

但 目前

的湖水位仍是本世纪来比较高的
。

.5 3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

影响径流变化的主要因子是降水的变化
。

因此
,

影响湖水位变

化最根本的原因是降水波动
。

从该地区的实测降水记录及降水等级来看
,

该地区降水具

有增大的趋势
。

这是湖泊扩张的根本原因
。

降水增加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
,

整个东北地

区本世纪以来降水记录有上升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
,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内陆湖泊
,

呈现 水

位上升
。

这一状况与亚洲整个内陆地区的湖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相反
,

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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