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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循环是维持中国西部现今极端干旱区绿洲、湖泊和地下水位变化的绝对主导因素。极少
的年降水量和年际—季节降水分布的不均性、强烈的蒸发、蒸腾作用，稀少而水量有限的地表径流和人类活动的
影响及其过度的水资源利用是导致目前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在这样一个大的气候背
景条件下，人类不合理、不科学的活动可以夸张的放大和加速生态系统的恶化程度和速度，而要维持、改善和修
复已破坏的生态环境则需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人力、资金投入。地质断裂带不但具有蓄水、导水的作用，还
具有隔水作用；断裂体系中含水量的丰寡与断裂的性质（张性或压性）、发育的地质部位和年代等因素有关。断
裂构造对水的这种蓄—导—隔作用，在不同地理单元是不同的：在地势较高的部位以导为主，在低洼的地方则以
蓄为主，而在前二者之间的过渡区则以导—隔为主。额济纳盆地地下水位变化和水资源（或潜在水资源）量的大
小是以地表径流补给为主、地下水为辅，是区域蒸发、蒸腾和水资源利用之间平衡过程的表现；而在巴丹吉林沙
漠区，特别是其东南部众多的湖泊区则是以地下水补给为主，加之以古水为辅。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巴丹吉林
沙漠内部高大沙丘和湖泊形成时期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但是我们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高大沙丘形态的维持与
湖泊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直接通过阿尔金山断裂体系对额济纳盆地和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水量的
贡献是否真正存在还缺乏地质证据或者至少是十分有限。对中国西部干旱—极端干旱区水资源进行科学而深入、
系统而规范、全面而统一的调查和规划，调整和协调，采用科学的流域管理模式，利用生态修复、动态调控、工
程保障等措施对于维持整个流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系中下游，特别是酒泉基地和额济纳绿洲是十分
必要而迫切的。对于巴丹吉林沙漠东南部地下水和湖泊水的开发和利用的设想既不利于该区生态环境的维持和改
善，也缺乏科学依据和工程的可行性。西北干旱—极端干旱区水文循环和水量是气候环境决定的，不仅现代如

此，过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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