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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沙市认真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安全为本、工程为要、民生为大、

生态为先、兴水为上，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管水治水事业取得了

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坚持安全为本，水旱灾害防御成效显著

长沙市积极应对 2019 年、2020 年、2024 年多轮重大汛情和

2022 年严重旱情，强化“四预”措施，贯通“四情”防御，绷紧“四个

链条”，连续 5 年实现堤防无一决口、水库无一垮坝，牢牢守住了

全市防汛安全底线，有效保障全市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坚持工程为要，管水治水取得突破性进展

长沙市抢抓国家加大水利建设机遇，水利建设规模创近年

最高纪录。积极对接国家“江河战略”和湖南水网总体布局，科

学布局工程体系，全力打造现代化市级水网的长沙实践。国家

重大水利工程椒花水库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湘江沿线防洪改造

工程圆满完成，建成区堤防全部达到 100 年至 200 年一遇标准。

坚持民生为大，水利惠民取得整体性跃升

长沙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涉水问题，集中力量办好一批

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大力实施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全市建成大中型灌区 37 处，灌区

耕地灌溉面积达 180 万亩，形成相对完善的蓄、引、提、输、排工

程网络体系。大力开展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区域供水互联互通

行动，全市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受益人口达 340 万人。构建小水

电绿色能源发展矩阵，成功承办全国小水电绿色发展现场会。

坚持生态为先，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

长沙市按照“河湖统领、三水统筹”思路，全面推进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守护全市江河湖库的健康生命。充分

发挥河湖长治水管水的龙头作用，大力开展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全面铺开小微水体管护工作。2019 年以来，连续 5 年全市国控、

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平均水质优良率达 100%，湘江、浏阳河、捞

刀河水质稳定达到Ⅲ类以上，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水质最好的

时期，浏阳河成功创建全国示范河湖，并入选水利部 2024 年幸

福河湖优秀案例名单。

坚持兴水为上，水利发展实现大跨步前进

长沙市始终把改革作为加快水利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扛

牢职责使命，创新管理机制，推动治水工作行稳致远。数字孪生

浏阳河流域建设列入水利部数字孪生典型案例，雨水情监测预

报“三道防线”建设全国领先。高效率完成水资源计量监测体系

建设任务，长沙县节水型社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深入推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显著提高。积极推行“天地一体化”遥

感监测，实现水土保持卫星遥感监测全覆盖。有序推进水土流

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率逐年稳步提升。2024 年，长

沙市水利局获得“全国水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未来，长沙市将统筹推进水安全提升、水生态保护、水网络

优化、水文化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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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青海湖周边开始冰封。

在青海湖东岸的沙岛湖西侧，原来地

图上显示的月牙形沙滩已被冰面“吞

掉 ”；游 客 经 常 打 卡 的 二 郎 剑 半 岛 末

端，现在也被水、冰包围，当初修的亭

子，也难以步行前往。

最新监测显示，目前青海湖水体

面积达到 4650.08 平方公里，较去年同

期 增 加 28.1 平 方 公 里 ，水 体 面 积 自

2005 年以来连续 20 年保持扩大态势。

综合生态修复，水量
更足、水质更好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处副处长孙建青介

绍 ：“受 青 藏 高 原 气 候 暖 湿 化 趋 势 影

响，过去 20 年，青海湖流域平均温度和

降 水 量 都 出 现 增 长 。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是，我们在青海湖流域持续不断地推

动生态修复、综合治沙治水，青海湖的

‘活水’水量更足、水质更好。”

“草地退化、土地沙化、河道断流，

一度导致青海湖湖区水位下降。”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草原站工程

师石德荣介绍，青海采取“以封为主，封

造结合”的治沙方法，调整树种结构，试

验成功了“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

高寒沙区的实用技术，青海湖东北部沙

化区域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50 余万

亩，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 60%。

布哈河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发

源于祁连山，占到注入青海湖水量的

一半以上。得益于这条“纽带”，大山

与大湖形成紧密的生态共同体。在青

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规划中，除湖泊水

域，将入湖河流源头区、冰川冻土等生

态脆弱区和珍稀动物栖息地全部划入

核心保护区。近年来，布哈河流域面

积稳定增加，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哈尔盖河、泉吉河、黑马河、沙柳

河、倒淌河、甘子河、吉尔孟河……一

条条涓流不间断注入青海湖，为青海

湖“扩容”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加强生态监测，生物
多样性不断增加

近几年，青海湖中的刚毛藻异常

增殖问题引人关注。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青海湖高原湖泊湿地生态

环境科学观测野外台站站长吴辰熙介

绍：“异常增殖刚毛藻发生面积与青海

湖水位上升有关，青海湖水位持续上

涨，导致湖滨带形成大面积新生淹没

区，为刚毛藻的生长繁殖提供丰富的

着生基质。”

“我们划定出生态缓冲带和管控

方案，实施人工打捞和资源化利用等

办法，青海湖刚毛藻水华暴发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治理成效显现。”吴辰熙

介绍，“用了 5 年时间，基本遏制住了刚

毛藻增殖势头，湖水生态趋于稳定。”

水量变大的同时，如何让水质变得

更好？目前，青海湖已建成“管理局—管理

分局—保护站”管理体系，设置江西沟、黑

马河、泉湾、小泊湖、哈尔盖和沙岛 6个保

护站，开展河湖“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和日

常巡护监测，守护青海湖水生态。

数百只越冬的大天鹅，成群来回

踱步……这是在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

管理局野外视频监控平台看到的鸟岛

附近的实时画面。

记者了解到，青海湖国家公园创

建期间，成立国家级和中国科学院综

合观测研究站 3 个，联合建立科研平

台，设置 300 多个“水、土、气、生”生态

监测站点，对 24个主要鸟类栖息地、13个

普氏原羚活动区和 28 个重点生态保护

区域进行监测。

如今，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不断增

加，湟鱼资源量增加近 46 倍，记录鸟类

种群达 281 种，全年栖息水鸟数量达

60.6 万只，普氏原羚数量已由保护初期

的不足 300只增加到现在的 3400余只。

加快创建国家公园，
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

水量丰、水质好，青海湖一天天变

得更美。

“目前主要表现为‘三增、三减、一

不变’，即湿地面积持续增加、高密度植

被覆盖率持续增大、青海湖整体生态功

能持续增强；保护区沙地、裸地、盐碱化

土地面积持续减少；保护区内保护功能

性用地保持不变。”孙建青介绍。

青海湖景区实施景区旅游设施提

质 改 造 ，全 面 升 级 景 区 交 通 、服 务 设

施、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丰富生态旅游

产品，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据介绍，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

理局依托 12 个已批复建设的观景点，

以“公司+合作社+群众参与”模式经

营，创造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周边 8 个

乡镇 2 万余名群众从中受益。

当地群众也端起了“生态碗”，吃

上了“生态旅游饭”。

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期间，探索

建立环湖一般控制区经营性项目“三

证管理”机制，持续对环湖经营项目进

行“健康管理”，通过有组织的经营性

服务实现生态旅游产业与村集体经济

深度联结，寻找解决湖区群众利益联

结机制的突破口。在青海湖北岸的刚

察县哈尔盖镇，一顶顶蘑菇状的“星空

房”吸引不少游客入住，周边还设立了

普氏原羚救助站和科普馆。

目前，青海省已完成本底调查、范

围分区、体制建设、保护修复、矛盾调

处、监测监管、宣传科普和社区发展 8个

方面 55 项任务，形成 65 项成果，正加

快申报设立青海湖国家公园。

“青海湖拟建国家公园范围之内

生活着 6 万多名群众，我们正规划让青

海湖周边群众通过合作社入股等方式

参与，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受益者，协

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青海

湖 景 区 保 护 利 用 管 理 局 副 局 长 马 天

成说。

上图：12 月 28 日，青海湖二郎剑

景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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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泊 的 名 字 蕴 含
了不同的意义，有的根
据大小、深浅等直观特
点约定俗成，有的记录
了历史变迁或文化传
承，还有的和当地风土
人情、语言特色等息息
相关

■■把自然讲给你听把自然讲给你听R

核心阅读

最新监测显示，我国
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水体面积连续 20 年保持
扩大态势。

青 海 湖 水 体 面 积 增
大，是当地开展生态修复、
持续管护水生态的体现。
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
也让青海湖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得到协同推进。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青海湖、白洋淀、乌梁素海、纳木错

……我国湖泊资源丰富，那么，你知道

吗，这些湖泊的叫法为什么不相同？湖

泊又是怎样命名的？

湖泊在古代多称为“泽”。比如“九

泽”，就是上古时期 9 个大的湖泊。

现在的命名中，面积较大的湖泊多

称为“湖”“泊”等，面积小而湖岸线流畅

的湖泊多称为“塘”“潭”等。湖、泊含义

相近，指陆地上聚集的大水面。湖的本

义 ，是 陆 地 上 长 满 了 水 生 植 物 的 大 水

体。我国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

中，近一半都是以“湖”为名，例如鄱阳

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还有青

海湖。

湖泊的名字蕴含了不同的意义，有

的还藏着让人读懂它的“暗号”、了解它

的“线索”。

不少名字，是根据大小、深浅等直观

特点约定俗成的。在我国东北地区，河

流冲刷形成了冲积平原，发育成众多小

型湖泊，称之为“泡”或“泡子”，其特点是

湖面小而湖水浅、有的矿化度高，湖盆坡

降平缓、现代沉积物深厚。在我国东部，

一 些 较 浅 的 淡 水 湖 泊 被 称 为“ 淀 ”或

“荡”，最为人熟知的，是位于华北平原的

白洋淀——这个浅水湖泊群，由 143 个

湖泊组成。

还有一些湖泊的名字，则记录了历

史变迁或文化传承。位于江西的鄱阳

湖，古称彭蠡泽、彭泽、官亭湖，南北朝时

期湖泊开始向南迁移扩张，至隋朝扩张

至鄱阳县城附近，称之为鄱阳湖。洞庭

湖在历史上的名称颇多，比如九江、五

渚、三湖和重湖等，“洞庭”之名据传始于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因 湖 泊 中 有 洞 庭 山 而

得名。

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湖泊命名还

和 当 地 风 土 人 情 、语 言 特 色 等 息 息 相

关。这些，都直观反映在名称上。

在我国，不少省份都有以海命名的

湖泊，如北京的什刹海、内蒙古的乌梁素

海、甘肃的尕海、新疆的布伦托海、四川

的邛海等。

在我国内蒙古、新疆等地，气候干

旱、降水量少，河流和地下水容易向汇水

洼地中心积聚，从而发育成众多的内陆

湖泊。蒙古语称之为“诺尔”“淖尔”。在

内蒙古，以此为名的湖十分常见。在新

疆，曾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的罗布泊，当

地人称之为罗布淖尔。

青藏高原是我国湖群最密集的地

区。在藏语中，湖泊的读音为“错”，比

如 众 所 周 知 的 纳 木 错 、羊 卓 雍 错 等 。

有 些 湖 泊 的 名 字 ，还 在“ 错 ”的 基 础 上

加 了 修 饰 ，如“ 仁 错 ”，藏 语 译 为“ 山

湖 ”，指 的 是 一 面 较 开 阔 、其 余 靠 着 山

的湖泊，如“格仁错”“昂拉仁错”等；又

如“雍错”，在藏语中是碧玉似的湖，有

当惹雍错、玛旁雍错等。此外，藏语中

还 专 门 设 有 对 盐 湖 的 称 呼 ，叫 作“ 茶

卡 ”，意 思 就 是 盐 湖 之 滨 ，最 典 型 的 要

数茶卡盐湖。

然而，有些时候，湖泊的命名并没有

统一规则。比如，同在云南的滇池、洱海

和抚仙湖，地理位置及面积大小接近，却

有着不同的名字。这或许和历史人物的

一次即兴发挥有关，和不同时代背景的

民俗风情有关，和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

地层演变有关。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

整理）

湖泊是怎样命名的？
薛   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