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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新高原盐湖盆地环境的变迁形式
’

胡 东生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 究所
，
西宁 �������

摘 要 通过蒙新高原典型盐湖 区 的解剖研 究
，

查清 了代表性益湖盆地的相环境及其沉积建

造
，

将盐湖盆地环境的 变化形式划分 为沉 陷型
、

抬升型和改造型
，

并归 纳 了益湖盆地相环境分异与

盆地地质构造之间的关系
，
为开发 大 陆干旱 区盆地的益湖和 卤水资源及其环吮演化的理论提供 了

依据
�

关键词 盐湖演化 盆地变迁形式 蒙新高原

� 前 言

蒙新高原是我国大陆著名的干旱区
，

平均海拔 ����� 左右
，

年 日照时数为 ����小时左

右
，

年 均 气 温 为 �一��℃ ，

年 干 湿 度 为 �一��
，

年 降 水 量 为 ��
�

�一�����
，

年 蒸 发 量 为

����一������
，

年水分盈亏量为一���一一 ������
�

由此可见
，

蒙新高原的确是名符其实的

燥热干旱区
�

然而蒙新高原周边地带发育有庞大的高山带
，

如天山
、

阿尔泰山
、

昆仑山
、

阿尔金

山
、

祁连山一贺兰山
、

阴山一大兴安岭等
�
这些山系涵养了丰富的水源

，

滋润着高原上的流域盆

地
，

导致发育了无数的湖泊
，

现代盐湖便是在这些湖泊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
�

蒙新高原盐湖

的形成固然主要受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
，

但是蒙新高原地区气候的多样性也是很显著的
，

那么

蒙新高原盐湖盆地环境变化的主动功能因素是什么 �从气候环境的变迁原理可知
，

气候环境具

有地域性
�而地域性的变化特点表现为

�

水平变化和垂直变化
�

很显然
，

地域的水平变化和垂直

变化必然要受到地球运动规律的控制
�

正是在上述基点上
，

本文运用地球动力学分析的理论来探讨这一广大地区的盐湖环境及

其变迁方式
，

并试图将自然营力作用规律运用到人类开发和利用盐湖盆地资源的活动上
�

� 典型盐湖区的地质环境概貌

蒙新高原的盐湖数量庞大
，

初步统计约有 ���余个
�

盐类沉积物主要为石盐和夭然碱
，

芒

硝沉积为次 �这些盐湖资源为地方盐化工业和居民生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

另外在蒙新高

原的湖泊地区还流传着一些动人的传说和奇异事件
，

这些历史文化的产生都与湖泊形成过程

的环境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从而可见
，

人与环境的相互联系是何等的重要
�

在当代工业

化社会中
，

人们在开发和利用盐湖资源的活动中
，

环境的系统功能越发显得重要
�

下面仅将蒙

新高原盐湖盆地环境演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盐湖概貌介绍如下
�

么 � 艾丁湖

从新生代地质演化历史进程表明
，

艾丁湖处于吐哈 �吐鲁番一哈密�盆地�一级断陷盆地�

的西段
，

在区域构造位置上属于二级断陷盆地
，

也即吐鲁番二级断陷盆地的中心
�

地球卫星遥

感影像分析表明
，

吐哈�吐鲁番一哈密 �盆地在第四纪初其沉降中心 �即一级断陷盆地�分布在

，
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

“
中国盐湖资源调查及分类

”
课题资助

�



都善县城以南的地区
，

继后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一级盆地沉降中心回返产生抬升
，

吐哈盆

地�一级盆地�由此分裂为两个次级盆地
，

东面的次级盆地为哈密盆地
，

西面的次级盆地为吐鲁

番盆地
�

而且
，

吐哈盆地 �一级盆地�的沉降中心回返隆起后
，

受第四纪晚期干旱气候的影响发

生沙漠化
，

现 已成为流动性沙漠展布在都善县城以南
，

其面积约有 ������
�
�

从区域地质结构

的地球动力学分析
，

艾丁湖盐湖的构造位置属于地垒一地堑体系���
，

也即吐哈盆地亦可分解为

吐鲁番地堑盆地一都善地垒台地一哈密地堑盆地的结构组合体系
�

由此可见
，

艾丁湖就成了吐哈盆地的最低洼部位
，

而且其地堑构造活动性也是很显著

的阁
，

其海拔高度也正在负值增加
，

即吐鲁番地堑盆地的中心位置继续在沉陷
�

从新构造运动

的活动规律分析
，

艾丁湖盆地实质上是叶鲁番盆地�二级盆地�的最活跃
、

最新产生的次级盆地

�也即三级盆地�
，

其生成时期主要是从晚更新世以来发展的
�

根据野外调查�见图 ��艾丁湖盆

地的沉积相环境如下
，

由两侧三级盆地边界山系�即吐鲁番地堑盆地中的艾丁湖盆地�向盆地

中心依次为
�

第三纪杂色砂岩相低山带一山前洪积相砾石戈壁带一冲积相砂坪沙漠带一湖积

相芒硝石盐带一干盐湖相石盐被壳带
�

在山前相环境结构中
，

砂坪带上有沙篙类植物群种的展

布
，

在盐硝砂相混杂的地带�盐漠带的上缘部分�有盐篙和芦苇等相混合的植物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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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丁湖盆地�三级盆地�面积约 ������
“ ，

其区域包括吐鲁番县和托克逊县的大部 �从生态

环境的布局说明
，

绿州大多沿沙坪带前沿呈环扇形展布
，

而且受到人类开发程度及生活习俗的

影响
，

绿洲生态群落的布局并不完善
�

从地球资源观测卫星的遥感影象分析表明
，

其 尚有

��一�。 �的潜育生态绿州环境仍然还未开发
，

这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
�

�� � 巴里坤湖

巴里坤盆地是天山东段北缘山间断陷盆地
，

其面积约达 ������
� ，

巴里坤盐湖盆地位于其

低洼中心
�盆地内部新构造运动表现强烈

，

断裂网络发育
，

巴里坤湖及其主要补给水系受共扼

断裂构造的控制
�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
，

巴里坤盆地的地质结构及沉积相环境构成如下�见图 ��
，

由南往北依

次为
�

北天山�巴里坤山�基岩冰雪高山带一高陡坡积森林 �西伯利亚落叶松�山地带一山前洪

积岩砾稀树草原带一低缓冲积砂坪草原�棱狐茅
、

针茅�带一扇前泥坪低地人工作物 自流水平

原带一中央南部湿地沼泽带一盐类沉积及盐湖卤水带一中央北部湿地沼泽带一扇前泥坪人工

�



开垦平原带一山前坡积洪积岩砾坡地带一大黑山基岩裸露低山带
�

区域地质环境演变研究表

明
，

巴里坤盆地在其北面呈半封闭状态
，

也即其北面与苏海图一淖毛湖干旱盆地相连通
，

这种

地质构成影响到了巴里坤盆地内部亚环境���的布局
，

使之出现南北两侧生态环境相带的不对

称分布
，

南侧呈现为落叶松一茅草一人工作物自流平原的温带湿润一半湿润气候环境
，

北侧仅

呈现为人工作物排灌平原局部发育的广大荒漠的温带干旱一半干旱气候环境
�

黑山 �巴里坤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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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巴里坤湖地质剖面图
�

综合分析表明
，
巴里坤盆地生态群落

、

地质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

巴里坤南侧高山有

丰富的天山冰雪资源补给山下盆地
，

由于从山前到湖面形成阶梯递错的第四纪碎屑沉积相建

造
，

并且地形坡度大和连通性强
，

使得山间冰雪消融水既从其上通过又不滞留其中
，

形成天然

的排灌水系统
，

成为发育带状垂直分异植被群落的基本条件
，

也是导致湿润一半湿润亚环境演

化的动力机制
�

巴里坤盆地北侧则是由于深入另一个干旱盆地�苏海图一淖毛湖盆地�及其广

布的荒漠地带
，

是形成干旱一半千旱亚气候环境的主要原因
�

�
�

� 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位于北天山西段�婆罗科努山�的紧闭的山间盆地
，

湖水微咸
，

水深约 ���
，

湖周

植被不发育
，

仅在湖滩及山前低缓坡地上生长棱狐茅
、

针茅
，

周边山系为古生代黑色石灰岩裸

露高山
，

局部有小型冰帽积雪覆盖
，

湖泊水量来源主要靠冰雪消融水和大气降水
�

据当地居民

目睹
，

赛里木湖自 ����年以来
，

湖中多次有水怪出现
�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
，

赛里木湖属于高山断隆堰塞湖 �见图 ��
，

从其地质结构清楚地看出
，

由天山山脊线以北发育有断陷谷地�赛里木谷地 �
，

其总体走向沿近东西向的方向延展
，

总长度

约达 �����
，

并与天山脚下的博乐盆地�准噶尔盆地的西南端�相连接
�

由此可知
，

赛里木湖原

是外泄流向博乐盆地的艾比湖的
，

从地球观测卫星遥感影象分析表明
，

这一时期延续在第三纪

末一第四纪初
�

继而第四纪初以后
，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赛里木峡谷的中段发生隆起
，

形成

三台高地
，

构成赛里木堰塞湖的门坎岩坝
�

三台高地以北通向博乐盆地的狭长谷地中发育多级

河岸阶地�见图 ��
，

仅从三台至四台之间的区段其河岸阶地就有 �一�级
，

可见三台高地岩坝

在第四纪初以来是强烈抬升的
�

根据现代地形地貌的相对高差推算
，

三台岩坝及赛里木湖的总

体隆起高度约达 �����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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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赛里木湖地质剖面图

�

从赛里木湖区域地质发展史与湖区居民历史传说地域背景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

就不难

发现其中具有某种因果联系
�

从而可以认为
，

赛里木湖的
“
水怪

”
是否是由于堰塞岩坝隆起而滞

留在湖中的远古时期�第四纪早期以前�的大型孑遗水生动物� 况且近年多次有人 目睹赛里木

湖水怪的显现
�

无独有偶的是准噶尔盆地西北端阿尔泰山中段南坡断裂冰蚀峡谷中的冰坝堰

塞湖�哈拉斯湖�中也曾发现水怪出现
，

后经科学调查证实为
“
大红鱼

” �

那么根据湖泊生成及自

然环境发展过程的观点分析
，

赛里木湖水怪不可能仅仅是捕风捉影和以讹传讹
，

而是有一定的

地质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背景条件所支持的
，

可以用科学技术手段解开水怪之迷
�

�
�

� 七泉湖

七泉湖盆地实际上是吐哈盆地 �一级盆地�的二级盆地 �即吐鲁番盆地�
�

其三级盆地便是

艾丁湖盆地
�

这里主要研究七泉湖第四纪湖相沉积盆地的构成及现代生态群落的发展等问题
·

七泉湖位于北天山中段�博格达山�南坡中生代碎屑岩建造构成的山前二级构造台地的前

缘
，

其地质结构�见图 �� 由北往南为
�

古生代海陆交互相含煤岩系高山带一中生代陆相杂色碎

屑岩系中山带一早第四纪洪积
、

冲积相扇坪砾漠带一第三纪湖相红色砂岩系褶皱低山带一第

四纪晚期湖相碎屑岩系平原带一早第四纪湖积
、

风积相沙丘带
�

从现代作物生态布局分析
，

人

工农作物区和天然绿州主要分布在第四纪晚期碎屑岩系平原带 �即艾丁湖三级盆地�的前沿和

早第四纪砾漠带 �即吐鲁番二级盆地�的边缘 �闻名遐迩的吐鲁番葡萄沟就分布在前二者的过

渡地带第三纪砂岩褶皱带的缓坡带中
�

由此可见
，

干旱一半干旱区人工生态群落的生成及繁衍

大多选择在水分
、

土质较好的地段
�

这些地区在地质结构上一般是处于冲积扇坪与冲积平原的

边缘
，

这里是干旱荒漠地区地下水出露的有利构造部位
，

并是地表径流�季节性径流�发生缓冲

和水力条件转变�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的相互转变�的调节地段
，

既有充足的水源补给条件
，

又

有畅通的天然排水途径
，

是理想的生态作物发展区域
�

值得注意的是
，

吐鲁番葡萄沟的地质地理气候位置是十分独特的
�

它处在东西向延展的火

焰山褶皱带的西端
，

由于受褶皱构造倾没端的影响
，

火焰山在这里 已倾没地下呈潜伏一半潜伏

状
，

形成了微缓起伏的丘陵地带并与艾丁湖三级盆地构成了边缘构造台地斜坡
�

这一构造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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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上部被第四纪早期黄土所覆盖
，

坡头地带有北部高山�北天山东段 �的冰雪消融水和山前

泉线所汇集的丰富潜水和地表径流
，

坡底地带由构造台地形成的梯形结构地形是地下水及耕

灌水的良好通道
�

葡萄沟是沿着垂直于火焰山褶皱带长轴方向的横张断裂带而发育起来的
，

在

这些斜坡沟谷中既有丰厚的土壤条件和丰富的水力条件
，

又有充足的光照条件�斜坡地带座北

向南�
，

还具有风力通畅而无大风的地理条件�该地带正处在二级盆地和三级盆地的过渡地带

是风力运移的必然途径
，

因有沟崖地带的屏蔽作用沟内无大风经过�
�

正是这些优越的自然地

理地质气候杂件
，

孕育了葡萄沟的土肥水美温暖适宜的亚环境地带
，

才能栽培闻名于世的高糖

质高营养和稳产高产的葡萄
�

根据地球观测卫星遥感影象分析
，

吐鲁番盆地尚未开发的与葡萄沟条件相同的沟壑地带

还有数条之多
，

也即相似区域被开垦后
，

将会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葡萄沟生产基地
�

这些干旱

盆地中的亚环境地域的开发
，

其前景是十分诱人的
，

也由此表明人类在开发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

生产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的演化规律
�

�� � 吉兰泰盐湖

吉兰泰盐湖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交界处
，

是个受多组断裂控制的浅水湖盆
，

盐湖周边 已无地表径流与之相联系
，

其卤水补给来源主要依靠边缘山系的下渗水和断裂孔隙

水
�

吉兰泰盐湖实质上是盐盘闭构造
，

其总体形态呈矩形
，

长约 ����
，

宽约 ���
，

沿北东方向

延展
，

盐类沉积中心位于盐盘的北东端 �也即现在开采的盐湖矿区 �
�

其盐壳均被沙漠所覆盖
，

沙层一般可达 �
�

�� 左右
�

从地球观测卫星遥感影象分析
，

吉兰泰盐盘主要受两组断裂系�北

东向断裂和北西向断裂�的共扼控制
�

吉兰泰盐湖的利用在我国盐业开发史中是起步较早的
，

其发展和规模以及在资源与环境

的相互协调联系上也是很有特色的
�

根据野外调查和矿区考察
，

吉兰泰盐湖�盐盘的北东端�的

环境链展布如下
、

由外围向厂区依次为
�
�

�

周边沙漠带
��

�

人工降雨带
�
���人工补水�补充晶间

卤水�工程一由喷灌系统从周边沙漠带渗流进入湖区盐层 ����人工绿色林带工程一其生态群

落为
�

乔木一胡杨
、

沙枣
，

灌木一沙篙
、

沙竹
、

沙米
、

沙刺
、

拘祀�人工�
、

甘草�人工�
，

经济作物一

胡罗 卜
、

花生
�

���
�

卤水一盐藻一卤虫
��

�

盐田一盐厂一碱厂
�

�



吉兰泰盐湖矿区的景观生态及资源环境相带的展布呈环带圈闭状
，

经过多年来的艰苦经

营 已初具规模
，

并已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对于改善干盐湖晶间卤水的补给运行状态
、

产品质量精化
、

综合利用以及生产生活环境的美化等方面有着重大价值
，

产生了资源
、

景观
、

生

态
、

环境
、

产品
、

人文等环节的良性循环
，

是干旱一半干旱区开发过程中对其资源环境效益文明

系统工程评估的一优秀典范
，

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

� 盐湖盆地的变迁形式

蒙新高原典型盐湖区的环境概貌表明
，

盐湖盆地由于构造位置的不同
，

其盆地内相环境链

也是各有差异的
�

根据蒙新高原盐湖盆地结构①的研究
，

大陆成盐盆地地球动力学结构呈现为

挤压型
、

拉张型和扭动型
�

盐湖沉积相与盆地结构存在密切联系
，

在区域环境的相系演化上也

出现不同的分支变化方向
，

并可记录下一些古环境条件下的孑遗现象
�

经过综合分析
，

蒙新高

原盐湖盆地及其环境的变化主要受地球动力学结构的控制
，

在地域上表现为沉陷型
、

抬升型和

改造型
�

�� � 沉陷型

沉陷型盐湖盆地主要受山间边缘断裂褶皱带的控制
，

其盆地构造力学性质可以是挤压型

和拉张型
，

其下陷最大的部位也就是盆地沉积的中心
�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
，

若沉陷盆地的构造

力学性质属于挤压型
，

则盆地结构表现为不对称
，

相环境在盆地两侧的发育有较大的差异
，

并

且盆地中心与周边山系的相对高差也很大
，

其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分异也出现突变的特例
，

形成

一些独特的亚环境
�
若沉陷盆地的构造力学性质属于拉张型

，

则盆地结构表现为对称型
，

相环

境在盆地两侧的发育为一一对应
，

并且盆地中心与周边山系的相对高差也较小
，

其生态环境的

变化及分异表现为渐变的格局
，

相环境的边界存在渐次递变的态势
�

形成盆地的力学性质不

同
，

盆地地质结构也有所不同
，

其相环境分异也是不同的
�

蒙新高原盐湖调查表明
，

沉陷型盐湖

盆地多表现为封闭或半封闭的独立盆地
，

数量也较多
，

新疆境内的盐湖盆地多为沉陷型
�

如巴

里坤盆地
、

艾丁湖盆地等
�

根据盆地构造动力学分析
，
巴里坤盆地属于挤压型沉陷盆地

，

其两侧陡峭为天山山脉主脊

线分布的区域
，

相环境垂直分异谱带明显
，

由落叶松带一茅草带一作物带一沼泽带一盐湖带等

出现快速递变
�
其北侧平缓为大黑山低山分布的区域

，

仅出现岩砾带一泥坪带一沼泽带一盐湖

带的荒漠景观
�

由此可见
，

盆地的陡峭侧垂直高度大而水平延展小
，

相环境快速分异呈狭窄发

育的生成空间 �盆地的平缓侧水平延展大而垂直高度小
，

相环境缓慢分异或出现滞育呈宽带发

育的生成空间
�

两者的生成空间出现差异
，

因而相环境发育则呈现为不对称
·

根据盆地构造动力学分析
，

艾丁湖属于拉张型沉陷盆地
，

其两侧山系�从属于三级构造沉

陷盆地�均为低山展布区域
，

北侧为火焰山
、

南侧为党罗塔格山 �在其两侧山系前缘均有拉张型

断裂带发育
，

是新生的地堑式沉积建造
�

由两侧边界山系往中心湖区的相环境展布如下
�

山系

基岩相裸露风化带一山前相戈壁带一砂坪相篙草带一扇缘相芦苇带一湖滨相芒硝带一浅水相

石盐带一干盐湖相石盐带
�

由其相环境展布格局表明
，

其发育模式具有由两侧对称的态势
，

其

对称中心线就是中央干盐湖带
，

也是最新沉积的石盐带
�

而且艾丁湖盆地由两侧往中央依次发

育跌落递错的断裂网络
，

控制了沉积建造和相环境的同步协调发展
�

由此可见
，

艾丁湖盆地相

环境中耐盐碱植物群落由适宜生长带向下上两侧的发展受牵制
，

是受地堑沉降形式的控制
，

向

上发展为戈壁带地表少水
，

向下发展为石盐带地表无土
，

这二者都是植物不能繁衍的必要条

① 胡东生
，

蒙新高原盐湖资源及盆地结构
�

�����



件
�

由上述两个典型盐湖的相环境的发育特征及展布空间的研究表明
，

沉陷型盐研盆地的相

环境变迁受盆地动力学和运动性质的控制
，

也就是相环境存在的空间受盆地构造力学性质的

控制 �挤压型沉陷盆地的相环境变迁的变幅大并为不对称
，

拉张型沉陷盆地的相环境变迁为渐

变并呈对称状
�

由此造成了同是沉陷盆地
，

却具有不尽相同的沉积建造和亚环境的演化系列
，

这些不同的环境因素对沉陷盆地的盐湖资源的形成
、

富集
、

开发和利用都有很大的影响
�

�
�

� 抬升型

抬升型盐湖盆地主要受山间微地块及其深度大断裂的控制
，

从盆地构造力学性质分析
，

其

也可以是挤压型和拉张型
�

但这类盆地在蒙新高原发现的不多
，

以新疆夭山赛里木湖和阿尔泰

山哈拉斯湖为典型
，

前者为挤压型
，

后者为拉张型 �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盐湖�碱湖�群是其

地块整体抬升的产物
，

其区域构造力学性质为扭动型
�

这里仅将赛里木湖作一剖析
�

赛里木湖的形成是由山系边缘断隆堰塞盆地发展而来
，

而且其盆地基底也伴随着整体抬

升作用
�

从赛里木湖可能存在的大型孑遗水生动物���的迹象可以推断
，

赛里木湖盆地是由早

期湿润温暖的平原气候环境演变为现今干旱寒冷的山地气候环境
�

湖盆气候环境的变迁除受

区域气候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
，

基底抬升作用是其主要控制因素 ，而且其盆地环境演变的程度

与其基底抬升的幅度呈正相关关系
�

赛里木湖盆紧闭
，

水面与山体陡坡相连
，

湖滨沉积不发育
，

仅在外泄门坎缓坡地带出现河湖交替相沉积 �周边湖滩地带为棱狐茅
、

针茅和篙草草甸相杂

生
�

由此可见
，

抬升型盐湖盆地的相环境是比较单调和发生突变的
，

都是向恶劣环境的方向而

发展的
，

影响波及范围仅局限于盆地内部
�

但由于其具有一种较适宜的相环境向另一种较恶劣

的相环境进行跨尺度的跳跃过程
，

是研究孑遗环境及其背景条件和突变事件的良好地域位置
�

对一般缓慢均匀整体抬升的区域�如青藏高原
、

鄂尔多斯高原等�其相环境也出现变迁速

率加大的趋势
，

意味着在同纬度区域地带的环境演变中出现迭加的极端相环境
，

如在我国中低

纬度带上有青藏高原高寒荒漠环境
，

在中纬度带上有鄂尔多斯高原干旱荒漠环境等
�

在抬升幅

度较小的地区
，

还可以出现遗留下来一些原先区域环境下的产物
�

如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盐湖

群�碱湖�就是其东南部陕北水系流域网络在上游被袭夺的结果
，

这种关系在地球观测卫星的

遥感影象分析中是非常醒目的
�

由上述可知
，

抬升型盐湖盆地相环境的发育特征及展布空间
，

主要受盆地抬升范围和抬升

速率的控制
，

与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突变的
，

并可在发育极端环境的情况下反馈影响到

区域环境演化的方向和未来发展趋势
�

抬升型盐湖盆地形成机理及其运动规律
，

对研究极端环

境的演变和对周边区域环境的影响及其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
�

� 改造型

改造型盐湖盆地一般是垂直位移不显著的湖泊盆地
，

大多展布在较平坦的台地之上
，

受周

边山系的直接影响不大 �其地球动力学结构表现为复式运动方式
，

它的发育部位主要受扭性力

学性质的构造控制
，

或者追踪区域构造线的后期构造而发育
�

如阿拉善高原的盐湖等
�

盐湖盆

地随着现代人类的开发和利用
，

其相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

从这个意义而言
，

改造型盐湖

盆地的相环境演化应该包括两种类型
�

天然型和人工型
，

在蒙新高原盐湖盆地中
，

前者以七泉

湖盆地为代表
，

后者以吉兰泰盆地为代表
�

七泉湖盆地属于二级构造盆地�吐鲁番盆地�
，

区域环境呈现为干旱荒漠景观
，

其相环境的

分异仅表现在岩石物质的运动之中
，

从高山蚀源区一山前磨拉石堆积一洪积戈壁一冲积泥坪

�



一构造潜山等结构组合
�并从火焰山构造潜山 �西端�转变为三级构造盆地�艾丁湖盆地�

�

七泉

湖盆地的相环境建造还是属于天然改造型
，

如七泉湖绿洲和葡萄沟绿洲都是利用了天然的水

土及地质结构条件
，

现代人类的作用仅是因地制宜的利用和开发了原始自然环境的有效功能
�

从七泉湖盆地相环境的展布空间分析表明
，

天然改造型盐湖盆地的相环境分异是不完全的
，

尤

其是生态环境的展布是孤岛状的
，

也即绿洲环境还是间隔发育的
，

这与区域干旱环境下的水分

涵养带的不均匀性是息息相关的
�

吉兰泰盆地属于阿拉善高原东部的盐盘构造
，

其周边均为沙漠
，

干盐湖晶间卤水主要依靠

周边潜水或山前渗流的补给
，

其地表景观呈现为较简单的沙漠盐湖环境
�

由于现代盐矿产业的

兴起
，

对极端环境下盐湖的开发和利用 已注意到了人工生态群落环境的改造问题
�

吉兰泰盐湖

已建立了较完善的人工生态群落环带
，

由乔木带一灌木带一禾木带
，

并由此改善了盐湖卤水的

补给条件
，

也能开展卤水生物�盐藻
、

卤虫�的养殖等
，

初步形成人工改造型的盐湖相环境分异

谱系
�

吉兰泰盐湖人工生态群落以沙生干旱植物林带为其基本特征
，

由此可见人工改造型的盐

湖相环境分异作用
，

还仅限于原始景观地域结构比较均一的环境条件下
，

而且人工降雨 �人工

喷灌�是首要条件
�

其人工生态群落也仅是人工绿洲谱系的内部分异作用�人工选择分异作

用 �
�

吉兰泰盐湖盆地相环境的人工改造型分异作用的成功事例
，

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
，

人工改

造极端环境的作用和功效是可行的
，

也是能够实现的
�

由上可知
，

改造型盐湖盆地的相环境及其展布空间
，

首先受控于盆地动力学结构
，

主要表

现为以水平运动的作用方式和复性力学性质
�
其次由于相环境分异作用不完善

，

可出现天然改

造型和人工改造型这两类不同的迭加分异的亚环境
�

这种改造型盐湖盆地的相环境分异谱系
，

对人类认识
、

利用和开发干旱区极端环境的盐湖及其水资源是非常有意义的
�

� 结束语

盐湖盆地是干旱一半干旱区普遍发育的构造盆地
，

也是人类自然环境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

对现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直接的经济联系
，

如何认识
、

开发及其利用这一资源环境系统
，

显

然对人类文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

蒙新高原盐湖众多
，

其盆地景观环境各异
，

它的变迁形式是

否具有规律性的联系
，

是研究盐湖成盐成矿
、

物质来源
、

背景条件以及成因演化和未来发展的

核心问题
�

通过盐湖盆地地球动力学条件和盆地相环境分异作用的研究
，

将蒙新高原盐湖盆地的环

境变迁形式归纳为
�

沉陷型
、

抬升型和改造型
�

而且这三种主要变迁形式可以在盐湖盆地发育

史的不同阶段迭加出现
�

也可以在同一构造盆地中间接发展
�

这种认识方法论可以在大陆成盐

盆地演化的研究中得到验证
，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新颖理论
�

本文是 ����年蒙新高原盐湖科学考察成果的一部分
�

参加野外工作 的有王政存处长
、

那茄 萍副 所长
、

郑

喜玉研究 员和李 田 育等同
，

志
，
陈克造研究 员给予 大 力支持

，
谨表谢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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