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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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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关“塔克拉玛干沙
漠出现众多湖泊”的消息引发关
注。央视视频画面中，沙漠与水
面相映衬，蔚为壮观。
　　“沙漠湖泊”景观拍摄于新
疆尉犁县一带。受访专家向中国
新闻周刊表示，这与今年塔里木
河充沛的水量有关。水量上涨，
河水漫溢到附近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今年，南方长江流域遭遇夏
秋连旱，西北干旱地区却出现了
罕见“沙漠湖泊”景观，这也引
发不少人讨论：西北干旱气候是
否发生了改变、沙漠是否存在变
绿洲的可能，这背后又说明了什
么问题？

沙漠为何出现“湖泊”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南
部塔里木盆地中心地带，东西长
超过 1000 公里，南北宽约 400
公里，总面积33万多平方公里，
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全世界
第二大流动沙漠。
　　“今年是新疆塔里木河近十
年来水量最大的一年。”中国气
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副
所长姚俊强研究员向中国新闻周
刊介绍，今年春季到夏季，塔里
木河流域西部山区降水和积雪偏
多，为塔河水量最大的源流阿克
苏河提供了丰富的冰川融水补给
条件。随后，新疆地区今年夏季
平均气温又创下历史新高，山区
冰雪融水增加，塔河一些支流提
前发生了洪水。与此同时，夏季
尤其是 8月以来，塔河流域降水
明显偏多，尤其还出现了几次极
端暴雨天气，干流流量全线超警，
河干支流洪水并发。直到 9月
22 日，持续长达 80 天的干流洪
水才结束，“这个时间非常长了”。
　　根据新疆水利厅消息，5月
以来，受高温融雪及降雨影响，
塔里木河干支流 25 条河流发生
超警戒流量以上洪水，其中，7
条河流超保证流量。洪水发生早、
历时长，总量大、洪峰量值高，
同时，塔河流域洪水次数和类型
较多，暴雨洪水、融雪洪水、冰
川溃决洪水相继发生且一度并发
叠加。所幸，干支流沿线未发生

较大险情灾情。
　　10 月以来，河水满溢到塔
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了“沙漠湖
泊”的景观，还引来水鸟驻留。
　　“塔河今年的来水量相对丰
富，加上当地一些生态调水等措
施，洪水在下游河道两岸漫溢导
致沙漠低洼处形成了短暂性的积
水”，姚俊强说。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研究员段伟利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严格意义上来说，沙漠
中的积水并不能称之为湖泊。塔
克拉玛干沙漠中原本有一些湖
泊，它一般与地下水有一定的联
系，有稳定的水源供给。目前外
溢的河水只是在此形成了临时存
储的水塘，沙漠土壤的渗透能力
强、蓄水能力差，当水量变小，
或没有水源供给，加上沙漠地区
较强的蒸发，一段时间后，这些
积水便会消失了。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研究员陈亚宁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表示，这是突发和偶发现象，
属于极端气候水文事件。随着温
度升高，暴雨强度还会增加，未
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还会出
现类似现象。
　　当沙漠周围出现水源，不少
网友评论，能否趁机植树造林，
进而防风治沙？上述两位专家均
表示不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作
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基本没
有人类生存或治理的条件。常年
干旱少雨、蒸发量巨大，且沙
漠中的沙子缺乏富含有机质的土
壤，植被难以生长。
　　“只能说在沙漠边缘一些条
件较好的区域，种一些耐盐碱、
耐旱、耐风沙的植物，尽可能减
少风沙对城市、绿洲的不利影
响”，段伟利说，目前，河水外
溢后，有利于河岸及荒漠周边的
胡杨林等植被的生长。

不足以改变西北地区干旱
缺水格局

　　实际上，塔克拉玛干沙漠近
几年来常有“湖泊”、降水及洪
水出现。2021 年 7 月下旬，位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国石化西
北油田玉奇片区遭洪水袭击，淹

水面积广达 300 多平方公里，油
区道路多处冲堤溃坝、电线杆倾
斜，近 50 辆勘探车辆、3万套
设备被淹。
　　“（今年和去年）两次事件
有相似的原因和背景”，段伟利
说，以往，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
平均年降水不超过 100 毫米，最
低只有 4、5毫米，但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高温导致冰川融水增
加，同时极端降水增加，为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区带来了水
源。
　　当长江流域大旱，塔里木河
多雨多水，人们开始再次讨论，
西北地区是否趋于暖湿化？
　　早在 20 年前，中国冰川学
的奠基人施雅风院士等学者就曾
提出了西北地区气候可能向“暖
湿”转型，但当时并未得到广泛
认同。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
候变化蓝皮书（2022）》显示，
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
2021 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
的升温速率为 0.26℃ /10 年。
2021 年，全国地表年平均最高
气温较常年值偏高 1.01℃，与
2007年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
西北地区的变暖趋势也不例外，
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
之一。
　　另据《中国科学报》，不少
研究提到，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
间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出现降水
增加、冰川融水径流增加、湖泊
面积增大等趋势。
　　姚俊强介绍，研究数据显示，
1961 年到 2018 年期间，受全球
变暖影响，新疆年平均温度变化
趋势高于全球陆地和全国水平，
升温速率约每十年 0.3℃；年降
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增加速率为
每十年 9.9 毫米，山地区域增加
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增湿
海拔依赖”特征，同时降水的年
际变率有所增大。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年平均
气温呈上升趋势，变暖是毫无疑
问的。姚俊强说，今年夏季，北
半球异常高温，新疆平均气温也
创下了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高，平均高温日数为 1961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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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史同期第三多。
　　“从湿的角度而言，如
果只是看降水量的变化，西
北地区的降水确实有增加趋
势，冰川融化带来的水资源
也有增加”，姚俊强说，但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气候达
到了湿润的状态。从目前的
观测来看，西北地区增加的
降水量远不及气温升高、蒸
发需求增强所消耗的水资
源，“像新疆地区反而呈现
变干的迹象，土壤水分在下
降，空气也明显变得干燥，
生长季的天然植被生长变
缓，荒漠绿洲过渡带也在萎
缩。”
　　姚俊强补充，实际上，
从近五十年的气候分类变化
来看，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
中亚干旱区，沙漠气候其实
是在向北逐渐扩张的，“这
种现象使得临近的区域气候
变得更加干燥”。但要确切
地得出沙漠气候扩大的结
论，还应该关注沙尘暴、高
温热浪等更多指标，而不能
仅依靠气候分类得出的结
论。
　　陈亚宁则表示，究竟是
变干还是变湿，是一个复杂
的科学问题，要通过许多计
算方法评估。此外，干湿变
化的评估不只是降水、温度
两个指标，还受辐射、蒸发、
风速、湿度及下垫面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
　　段伟利也强调，虽然西
北地区的降水一直在增加，
但整体的年降水量仍然较
少，增加的量对于目前整个
地区的生态发展、水资源、
社会经济和农业发展有一定
的积极影响，但短期内还不
足以改变新疆及整个西北地
区干旱缺水的格局，沙漠地
区也不会变成绿洲。

如何应对西北地区气
候变化

　　尽管如此，在全球变暖
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的气候
变化带来的水资源改善，为
当地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影
响。
　　多名专家表示，西北地
区的发展长期受水资源短缺
的制约，气温上升、降水增
加，使得当地的水资源总量
上升，河流的净流量和湖泊
面积增加，加上有关部门的
生态建设，有利于改善部分
地区的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和
农业发展也得到了一定的改
善。姚俊强举例，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之后，塔里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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