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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大型湖泊蒸发量的空间分布及其 
水资源总量估算研究最新进展 

2020 年 6 月 26 日，“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其影响”

任务“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效应”专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马耀明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大型湖泊蒸发量

的空间分布及其水资源总量估算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王宾宾博士为本研究第一作者，王宾宾博

士和马耀明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青藏高原被称作“亚洲水塔”，高原面上分布着数量众

多的高海拔内陆湖泊群。由于青藏高原湖泊湖—气相互作用

观测较少，以往研究针对同一湖泊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

湖泊蒸发量结果差异明显，并且青藏高原湖泊蒸发量的空间

分布及其蒸发水资源总量仍是未知数。 

研究团队结合 MODIS 卫星遥感资料、中国气象驱动数

据集（CMFD）资料、青藏高原观测研究平台（TORP）观测

资料得到了青藏高原 75 个大型湖泊 2003—2016 年期间的冰

物候、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以及湖泊蒸发水资源总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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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青藏高原湖泊蒸发水资源总量为每年 517±21 亿

吨，其中 75 个大型湖泊蒸发水资源总量为每年 294±12 亿吨。 

 
图 1. 青藏高原 75 个大型湖泊 2003—2016 年期间面积(A)、湖表温度

(B)、非结冰期长度(C)、波文比(D)、净辐射通量(E)和蒸发量(F)的空

间分布 

该研究基于青藏高原湖泊湖气相互作用的涡动相关观

测，简化估算了湖泊冬季冰面升华水资源量，发现其约占湖

泊年蒸发水资源量的 12.3—23.5%；研究得到的湖—气界面

波文比及湖泊蒸发量与观测结果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并发

现湖泊湖表温度、非结冰期长度、波文比、净辐射通量和蒸

发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青藏高原南部湖泊（北纬 31°

附近）的非结冰期长度和湖泊蒸发量显著高于北部湖泊（北

纬 35°附近）。该研究结果不仅有效的减小了因湖泊蒸发导

致的高海拔大型湖泊水量平衡研究不确定性，其研究方法在

世界其他地区的双季对流型湖泊的湖面蒸发估算中也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26/sciadv.aay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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