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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影像，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法，获取３０年（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序列的吉林省湖泊空间分布图。基于

ＧＩＳ通过时间动态度指数、空间分布矢量密度指数以及多个景观指数对湖泊演变的时空动态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结果表明：３０年间吉林省湖泊面积总体呈萎缩趋势，面积由２６６７．１２ｋｍ２减少到２１３１．２５ｋｍ２，湖泊数量减少了７２

个，减少比例为１３．７４％；吉林省湖泊资源以小型湖泊（０～＜１０ｋｍ２）为主，占比超过９０％，３０年间不同面积等级的

湖泊数量均有所减少，其中小型湖泊减少了６３个，占１３．０４％；空间分布矢量密度显示吉林省湖泊资源的分布呈现

显著的分区特点，其中东部湖泊资源稀少且密度指数最低，湖泊数量增加了１０．３９％，但总体面积减少了１０．８３ｋｍ２；

西部湖泊资源丰富，以小型湖泊为主，３０年间湖泊数量和面积均显著减少，面积减少２６６．８５ｋｍ２，数量减少２５．５４％，

中部湖泊资源变化波动较大，面积总体减少２３７．７５ｋｍ２，数量减少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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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作为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径流、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和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湖

泊资源退化严重、面积萎缩、水质恶化、系统服务功

能下降。Ｚｈａｎｇ等
［１］对过去５０年中国湖泊演变的

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有３３３个湖泊消失。

２０１８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１１１个

重点湖泊中３３．３％的淡水水质达不到生活饮用水

标准。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部制定了《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总体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务

院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实

施最严格的水环境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水环境的

治理和保护，系统监测湖泊的动态变化，全面了解

湖泊的发展趋势，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湖泊的保

护与治理工作，对科学利用和保护湖泊资源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湖泊动态变化的监测主要通过遥感技术实

现，其主要特点是实时性、宏观性、经济性，能够客观

且准确地提取湖泊变化信息［２］。近些年，利用遥感

技术研究不同地区的湖泊变化成为研究热点。Ｌｉａｏ

等［３］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和中国ＨＪ１卫星

图像，通过面向对象分类方法以及人机交互解译进

一步优化和改进了分类结果，实现了全球水的高分

辨率遥感制图，准确率可达９６％；罗玲等
［４］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ＯＬＩ和中国环境资源卫星多

时相遥感影像，利用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软件和面向对象分

类方法提取松嫩平原西部湖泊和水库／坑塘蓄水面

积；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的广泛应用还体现在学者们对青

藏高原内陆湖泊［５］、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湖泊［６］、城市

（上海）湿地［７］、东北湖区［８］动态变化的研究。此外，

不同地区的研究还包括对杞麓湖和异龙湖［９］、黄土

高原地区湖泊［１０］、青海省湖泊［１１］、鄱阳湖［１２］以及艾

比湖［１３］进行水体识别和提取。在湖泊提取方法方

面，很多国内外学者通过开发算法、优化模型实现对

水体的提取，且都取得了较高的精度。Ｖｅｒｐｏｏｒｔｅｒ

等［１４］使用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生成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数据库（ＧＬＯＷＡＢＯ）；ＢｒａｃｈｔＦｌｙｒ等
［１５］针

对难以获取水文数据的偏远地区，建立了区域稳态

湖泊水量平衡模型；Ｃａｉ等
［１６］通过优化水平面积模

型，实现了对鄱阳湖面积变化研究；Ｗａｎｇ等
［１７］提出

了ＬＶＮＳＣＴ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分析了洞庭湖的变

化；朱小强等［１８］建立温度植被水体指数（ＴＶＷＩ），对

艾比湖、博斯腾湖、鄱阳湖、阿拉湖水体进行提取，总

精度在９７％以上。此外，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水体

提取方法还包括归一化差异水指数（ＮＤＷＩ）
［１９］、面

向对象方法［２０２２］、比值植被指数（ＲＶＩ）
［２３］、混合水

体指数模型（ＣＩＷＩ）
［２４］等诸多方法。

近年来基于遥感技术开展对吉林省湖泊资源的

研究较少，许诗等［２５］利用目视解译获取了１９８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共３期吉林省土地利用数据，对湖泊

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马建行等［２６］利用灰色关联度

模型，反演了吉林省中西部湖泊透明度；龙振宇

等［２７］对吉林省西部１０个浅水湖泊水环境质量和大

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进行了研究；李雪菲等［２８］以水

化学特征为出发点，对吉林省西部６个湖泊开展水

质评价。以上研究多为针对省内少数重点湖泊，以

吉林省西部居多，缺少对全省湖泊资源长时间尺度

变化特征的总体把握。近年来，随着吉林省 “河湖

连通”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改变了湖泊生态系统的分

布格局，因此，本文对吉林省湖泊资源变化展开长时

间跨度研究，可为保证湖泊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工作

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１　研究区概况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几何中心地带，地跨东经

１２１°３８′～１３１°１９′，北纬４０°５０′～４６°１９′（见图１），属

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土地

面积１８．７４万ｋｍ２，占中国国土面积的２％
［２９］。

图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吉林省河流众多，五大水系有图们江、鸭绿江、

辽河、绥芬河和松花江水系，支流有辉发河、伊通河、

牡丹江、拉林河、饮马河、洮儿河、嫩江等。吉林省是

我国湖泊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区）之一。东部以长白

山地为主，水能资源丰富，水库众多，水能资源９８％

分布在东部山区，自然湖泊与人工湖泊均较多。中

部以台地为主，人口分布集中，水资源需求大，湖泊

资源主要以人工湖泊为主，多为水源地。西部以低

平原为主，地貌上为由松花江、嫩江及其支流冲积和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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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积而成的漫岗低丘及岗丘间洼地，大量小型湖泊星

罗棋布，形成对气候变化敏感的自然湖泊群。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遥感影像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及ＵＳＧＳ（ｈｔｔｐｓ：／／ｇｌｏｖｉｓ．

ｕｓｇｓ．ｇｏｖ／），包括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每５年间隔的吉林

省Ｌａｎｄｓａｔ１４多光谱扫描仪ＭＳＳ、Ｌａｎｄｓａｔ５专题

制图仪（ＴＭ）、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增强专题制图仪（ＥＴＭ＋）

和Ｌａｎｄｓａｔ８陆地成像仪（ＯＬＩ）所获取的遥感卫星

影像，共计７期、１４０景。除 ＭＳＳ数据重采样后空

间分辨率为６０ｍ外，其他数据空间分辨率均为

３０ｍ。为避免不同季节降雨对湖泊的影响，所下载

影像均为９、１０月，含云量均低于５％。

２．２　影像信息提取与属性库建立

面向对象法利用影像的空间信息，结合光谱统

计特征、纹理特征、空间关系等因素，能够得到较高

精度的信息提取结果，因此首先对影像进行正射校

正、图像拼接和裁剪的预处理，再基于面向对象分类

法，利用ＥＮＶＩ５．３对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遥感影像进行

解译，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７软件平台对湖泊的矢量边界

进行人工目视校正后，获取了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

湖泊空间分布图。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建立了空间属

性库，确定了湖泊的名称、面积、所在区域、是否为人

工湖泊等属性，对湖泊进行统计 （面积小于

１ｋｍ２的，仅统计有记载的湖泊），为后续分析提供

基础信息。

２．３　时间特征分析方法

应用湖泊动态度分析长时间尺度湖泊面积变化

特征，该指标可以反映区域某一时段湖泊面积（或数

量）变化的速率，能够将湖泊资源变化的剧烈程度定

量化，其公式为

犓＝
犝ｂ－犝ａ
犝ａ

×
１
犜
×１００％ （１）

式中：犓为某一时段内湖泊变化动态度，即湖泊

面积（或数量）的年均变化率；犝ａ、犝ｂ分别为研究

期初、期末的湖泊面积（或数量）；犜为研究时间

段长。

２．４　空间特征分析方法

２．４．１　空间分布矢量密度分析

在湖泊空间分布图的基础上，应用空间格网

工具（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生成覆盖研究区的正

六边形要素的镶嵌格网。利用研究区边界裁剪

格网后，按相同字段与湖泊分布图进行空间关联

运算，当单位正六边形面积设定为８０ｋｍ２时，能

使研究区内湖泊空间分布矢量密度具有较好的区

分效果。

２．４．２　景观指数方法

景观指数是指能够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反

映其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简单定量

指标［３０］。本研究结合研究对象及研究区情况，在类

型水平选取斑块密度（ＰＤ）、周长面积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斑块结合度指数（ＣＯＨＥＳＩＯＮ），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计算后得出研究区近３０年湖泊景观

变化特征。景观指数描述及意义见表１，具体计算

公式详见参考文献［３０３２］。

表１　景观格局指数及其描述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景观指数 缩写 描述

斑块密度 ＰＤ

每平方千米的类型斑块个数，反映景观

破碎化程度。斑块密度越大，则斑块越小；

斑块数量越多，景观破碎化程度越大。

周长面积

分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

反映景观形状的复杂程度，取值在１～

２。越接近１，表示该景观斑块形状越

规则、简单；反之则表明景观的斑块形

状越不规则，斑块周边越复杂。

斑块结合度

指数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反映景观组分的空间配置特征。数值

越大，表明该类型斑块结合程度越高，

斑块连接程度越好。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吉林省湖泊总体动态变化特征

对吉林省湖泊空间数据集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

后，生成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空间变化（见图２）。

３０年间全省湖泊总面积为１９８８．６６～２６６７．１２ｋｍ
２，

见图３（ａ），湖泊面积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共萎缩

５３５．８７ｋｍ２，动态度为－０．６７％（表２）。自然湖泊面

积变化较明显，３０年动态度为－０．７３％，人工湖泊

面积动态度为－０．５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面积扩张

最大，共增加４９７．４２ｋｍ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面积萎缩

最为显著，共减少５６５．３３ｋｍ２。

近３０年湖泊数量为４２９～５２６个，相邻时间点

湖泊数量呈波动性变化，见图３（ｂ）。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湖泊数量动态度最小，为－２．８９％，个数减少７６个，

减少幅度为１４．４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湖泊数量动态

度最大，个数增加２８个，增长比为６．２２％；从整体

上看，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湖泊总数量呈下降趋势，湖泊

减少７２个，减少比例为１３．７４％。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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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空间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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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面积、数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

表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吉林省湖泊面积、数量动态度

Ｔａｂ．２　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ｇｒｅ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湖泊面积动态度／％ 湖泊数量动态度／％

自然 人工 总面积 ０～＜１０ｋｍ２ ≥１０～＜５０ｋｍ２ ≥５０～＜１００ｋｍ２ ≥１００ｋｍ２ 总个数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３．３４ －３．１１ －３．２６ －０．９５ －０．６３ ０ －５．００ －０．９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３．３０ ２．１５ ２．９０ １．１７ ０．６５ －４．００ ０ １．０８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２．８９ －５．８９ －３．９１ －２．８３ －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０ －２．８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３．６２ ７．７１ ４．８４ １．１０ １．４３ ４０．００ ６．６７ １．２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６．０９ －０．８４ －４．４３ －１．７２ －７．３３ ６．６７ －５．００ －２．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２．８９ －０．９６ １．４３ ０．８４ ７．３７ －５．００ ０ １．０７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０．７３ －０．５５ －０．６７ －０．４３ －０．６３ －１．３３ －０．８３ －０．４６

　注：表中数值为年份区间内的数值，不是某一年的数值。

　　为进一步揭示不同规模大小湖泊的变化规律，

根据面积大小将湖泊分为４个等级：小型湖泊（０～

＜１０ｋｍ
２）、中型湖泊（≥１０～＜５０ｋｍ２）、大中型湖泊

（≥５０～＜１００ｋｍ２）、大型湖泊（≥１００ｋｍ２），并分

别分析其变化特征。

吉林省湖泊资源中０～＜１０ｋｍ
２的小型湖泊数

量占湖泊总数的９２％以上，大型湖泊数量较少，占

比不到总数量的１％。３０年４种类型的湖泊数量均

呈下降趋势，湖泊数量动态度从小到大依次为：小型

湖泊、中型湖泊、大型湖泊及大中型湖泊。小型湖泊

的数量减少最多，共减少１３．０４％；大中型湖泊由于

基数小，因此数量动态度最大，为－１．３３％，数量减

少２５．００％。

３．２　吉林省湖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计算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景观生态

指数（图４）可知：湖泊的斑块密度在０．２２～０．３８，

１９９０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又有所

上升，表明研究区内湖泊斑块破碎化情况并无改善；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周长面积分维数由１．３０降至１．２８，

下降１．５３％，斑块形状趋于简单，表明湖泊景观受

人为干扰程度较大，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有所上升，整体

变化不明显；研究期内，吉林省湖泊斑块结合度指数

由９７．３０上升至９８．０２，但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急剧下

降，湖泊斑块连接性受到破坏，２０１０后开始回升，湖

泊的连接性有所提高，“河湖连通”工程对改善区域

水循环及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作用显著。

通过进行空间分布的矢量密度分析可见，吉

林省湖泊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分区特征（图５），

受吉林省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形地貌因素的

影响，湖泊在３个区域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

点。东部区域主要包括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等地，湖泊空间密度指数最低，湖泊率为

０．２５％～０．３２％；中部区域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

平市、辽源市等地，湖泊率在０．８０％～１．４６％，但密

度指数偏低；西部区域主要指松原市和白城市，湖泊

密集程度最高，湖泊率也最高，为１．８９％～３．２９％。

不同规模的湖泊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图６），小型湖泊（０～＜１０ｋｍ２）主要集中在吉林省

西部和中部偏南地区；中型湖泊（≥１０～＜５０ｋｍ２）

的分布以西部为主，少量分布在中部地区；大中型湖

泊（≥５０～＜１００ｋｍ２）散落在中、东部地区；大型湖泊

（≥１００ｋｍ２）平均分布于西部、中部。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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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景观生态指数变化

Ｆｉｇ．４　Ｌａｋ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５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空间分布密度

Ｆｉｇ．５　Ｌａｋ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ｐ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６　不同规模湖泊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ｓ

３．３　吉林省东、中、西部分区域湖泊动态变

化特征

　　根据上述对吉林省湖泊资源分布特点的分析可

知，不同的自然环境使得吉林省湖泊分布呈现东、

中、西部不同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对吉林省不同地

区的湖泊保护提供技术支撑，本研究分别对吉林省

东、中、西部的湖泊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吉林省东部以长白山区为主，自然湖泊主要为

火山活动形成的众多山区湖泊。此外，由于对长

白山区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了较多

的人工湖泊，其中面积较大的包括白山水库、海龙

水库、龙山水库和曲家营水库（图７）。３０年间吉

林省东部湖泊总面积较稳定，呈现轻微波动，年平

均湖泊面积２２０．９０ｋｍ２（表３）。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湖

泊面积扩张最大，共增加４９．０８ｋｍ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湖泊面积萎缩最大，共减少４７．９６ｋｍ２。湖泊数

量则是呈逐渐增加趋势，增加比例为１０．３９％，湖泊

破碎化现象严重。

　　吉林中部是人口集中分布地区，也是吉林省

经济发展的中心，生产生活需水量较大。该区分

布有较多不同规模的人工湖泊，其中面积最大的

为松花湖水库，是中部重要的水源地（图８）。近

３０年中部湖泊面积波动较大，在２０００年到达最低

值，总面积为５３９．６３～９８８．８６ｋｍ２，年平均湖泊面

积为８０７．３１ｋｍ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湖泊面积增加

幅度最大，共增加４４９．２３ｋｍ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湖

泊面积萎缩幅度最大，共萎缩２１０．１４ｋｍ２。湖泊数

量变化较为稳定，但总数量呈减少趋势，减少比例为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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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东部湖泊空间变化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吉林省东、中、西部湖泊面积、数量变化

Ｔａｂ．３　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面积／ｋｍ２ 湖泊数量／个 面积／ｋｍ２ 湖泊数量／个 面积／ｋｍ２ 湖泊数量／个

１９８５ ２１０．０９ ７７ ８９３．４０ １６９ １５４２．８９ ２７８

１９９０ １９０．７９ ７９ ７７５．４１ １７２ １２６６．６０ ２４８

１９９５ ２３９．８７ ８３ ９３１．８１ １６９ １３８４．５１ ２７４

２０００ ２２３．９４ ８３ ５３９．６３ １６３ １２９３．００ ２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３５．１１ ８４ ９８８．８６ １６８ １３３０．０２ ２２６

２０１０ ２４７．２２ ８５ ８６６．０９ １６４ ８８５．３５ １８０

２０１５ １９９．２６ ８５ ６５５．９５ １６０ １２７６．０４ ２０７

图８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中部湖泊空间变化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吉林西部湖泊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大片湖泊湿

地，湖泊浅且小，主要以自然湖泊为主。其中查干

湖、月亮泡、莫莫格湿地、哈尔挠泡、花敖泡和沙洋泡

是西部较大的自然湖泊，自然湖泊占湖泊总面积的

９０％以上（图９）。近３０ａ西部湖泊总面积呈不断萎缩

趋势，年平均湖泊面积为１２８２．６３ｋｍ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湖泊面积扩张最大，动态度为１．８６％，共增加

１１７．９１ｋｍ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湖泊面积萎缩最大，动

态度为－６．６９％（表４），共萎缩４４４．６７ｋｍ２。湖泊

数量减少较为明显，共减少２５．５４％。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应用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影像提取并建立了３０年

序列的吉林省湖泊数据集，数据集包括自然湖泊和

人工湖泊，以５年为时间间隔采样，在研究区范围内

还未有同类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湖泊资源演变的时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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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对比分析了东、中、西不同 区域湖泊演化的特征，得出结论如下。

图９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西部湖泊空间变化

Ｆｉｇ．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吉林省东、中、西部湖泊面积、数量动态度

Ｔａｂ．４　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ｇｒｅ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２０１５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单位：％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面积动态度 湖泊数量动态度 面积动态度 湖泊数量动态度 面积动态度 湖泊数量动态度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８４ ０．５２ －２．６４ ０．３６ －３．５８ －２．１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５．１４ １．０１ ４．０３ －０．３５ １．８６ ２．１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１．３３ ０ －８．４２ －０．７１ －１．３２ －５．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１．００ ０．２４ １６．６５ ０．６１ ０．５７ ２．１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１．０３ ０．２４ －２．４８ －０．４８ －６．６９ －４．０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３．８８ ０ －４．８５ －０．４９ ８．８３ ３．００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３５ －０．８９ －０．１８ －０．５８ －０．８５

　注：表中数值为年份区间内的数值，不是某一年的数值。

　　（１）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吉林省湖泊面积整体呈现萎

缩趋势，面积由２６６７．１２ｋｍ２减小为２１３１．２５ｋｍ２，

湖泊数量由５２４个减少为４５２个。湖泊面积和数量

减少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最为显著。

　　（２）吉林省小型湖泊和大型湖泊均主要分布在

中、西部。湖泊资源中以小型湖泊（０～＜１０ｋｍ２）为

主，占湖泊总数的９２％以上。３０年间４类湖泊数量

均呈减少趋势，其中，小型湖泊数量减少最多，减少

１３．０４％。

（３）通过湖泊分布的空间矢量密度分析可知，吉

林省湖泊资源的空间分布呈显著的分区特征，基于

地形地貌特征可划分为东、中、西部３个区域。东部

自然湖泊以火山活动形成的湖泊为主，与此同时依

托长白山区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众多的人工湖泊，

湖泊面积较为稳定，数量略有增加；中部地区湖泊面

积变化不显著，湖泊数量略有减少；西部湖泊资源最

为丰富，主要以自然湖泊为主，占西部湖泊总面积的

９０％以上，湖泊数量减少较多。

根据对３０年序列吉林省湖泊时空动态特征的

分析，湖泊总体面积和数量呈现萎缩的趋势，应加强

监测，进一步揭示自然与人为因素对湖泊演变的影

响过程，根据不同区域湖泊分布和演变的不同特点，

科学规划，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湖泊资源，协调好湖

泊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区域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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