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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为分析风场与沉积体系之间的耦合关系，综合运用野外考察、遥感影像解译和气象数据综合分析等手段。分

析结果表明：风场的变化除了受控于盛行风系以及季风的变化以外，还受到地貌、湖泊效应产生的湖陆风等因素影

响。风场对青海湖沉积体系的影响体现在局部区域气候的干湿、物源的供给量、波浪和沿岸流的强弱程度等方面。

局部区域气候的干湿差异性造成地表植被覆盖率有所不同，导致地表的抗风化能力有所不同。抗风化能力较弱的

地带为风砂堆积提供充足的物源。盛行风向产生的波浪和沿岸流对湖泊中的砂体产生较强的搬运和改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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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eteorological dat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field and sedimentary system.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of wind

field is not only controlled by the change of prevailing wind system and monsoon, but also affected by geomorphology and lake land

wind generated by lake effect and other factors. The influence of wind field on the Qinghai Lake sedimentary system embodies in

the local area of dry and wet climate, source of supply, and degree of wav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offshore current. The difference of

dry and wet climate in local region results in the difference of vegetation coverage and the difference of weathering resistance. The

weak weathering resistance zones provide ample source for sand accumulation. The waves and offshore current resulting from

prevailing wind direction strengthen th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 function for san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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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地质学家已普遍认为“现代是打开过去的钥

匙”。利用比较沉积学和“将今论古”的方法论对地表

沉积物展开深入研究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现代沉积

的常用方法。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深入了

解湖泊沉积的沉积特征和生油能力，中国科学院下属

的兰州地质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

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组成青海湖综合考察队，

对青海湖展开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了青海湖的

地理概括、演化过程、水体的物理化学特征、水动力分

带特征、微生物与有机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湖底沉

积物的地球化学特征和早成岩过程等方面（中国科学

院兰州地质研究所等，1979）。

在1989—1991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中国

科学院西部资源环境研究中心组织了兰州地质研

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所、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等有关科研

人员，对青海湖及其周缘地区的气象、水文、沉积、

水化学、稳定同位素和生物地球化学等方面展开深

入研究，对冰后期以来的青海湖环境演变过程进行

了恢复，并对其今后的发展做出预测（中国科学院

兰州分院等，1994）。自此以后，对青海湖现代沉积

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的沉积相上（师永民等，1996，

2008；宋春晖等，1999，2000，2001；韩元红等，2015；

陈骥等，2019）。

气候指的是某一地区多年时段大气的一种状

态，也是各种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气候要素包括

气温、降水、蒸发、风力等。前人（李林等，2002，

2005；李凤霞等，2008）对于青海湖地区的气候研究

多集中气温、降水、蒸发等，却罕有人研究风场对青

海湖现代沉积物平面展布的影响。韩元红等

（2016）利用青海湖水深、地形和湖区多年的水文、

气象数据资料，借助数值模拟技术，综合分析了青

海湖水动力特征。陈骥等（2018）以野外地质考察

和遥感影像资料为基础，引入“源-汇”体系研究思

路，详细分析倒淌河流域和青海湖东岸沙丘的沉积

特征和控制因素。

笔者在青海湖现代沉积研究过程中，发现青海

湖气候条件，尤其是风力变化特征对青海湖滨岸带

及其周缘区域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野外考察、遥

感影像数据和气象数据的综合对比，研究环青海湖

风力变化特征和控制因素，探讨风力特征与沉积体

系之间的响应关系。

2 区域地理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微咸水湖泊。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 36°32′~37°15′

N，99°36′~100°16′E。湖区四周被高山环抱：北面是

近东西走向的大通山，主峰海拔4200 m以上。湖区

东面是呈北—北西走向的日月山。自北向南可将

日月山分为三段：北段为海拔 4025 m的团保山，中

段为海拔 4389 m 的达坂山，南段为海拔 4832 m 的

野牛山。湖区南面是呈北西西向延伸的青海南

山。自西而东可将青海南山分为三段：西段由三列

平行山脉组成，它们是切十字大坂（海拔 3500 m）、

中吾农山（海拔 3800~4300 m）和茶卡北山（4300~

4700 m），山脉向西延伸，成为青海湖盆地与柴达木

盆地的分水岭；中段是塔温山、哈堵山和龙保欠山

（海拔 4200~4500 m），成为青海湖盆地与南侧的共

和盆地的分水岭；东段是加拉山（海拔 3800~4000

m），与野牛山共同组成青海湖盆地与贵德盆地的分

水岭（图 1）。青海湖的长轴方向（近东西向）约为

106 km，横轴方向（近南北向）约为63 km，湖面海拔

为 3193~3198 m，面积为 4264~4473 km2，环湖周长

约360 km。湖面东西长，南北窄，呈近椭圆形，长轴

北西西向约 315°。湖水平均深度 21 m，最大水深

32 m，蓄水量达1000亿 m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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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周缘地区有内陆封闭型河流近40条，多

数属于间歇河。水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流量

较大的河流多分布在西面和北面，如布哈河、沙柳

河、泉吉河和哈尔盖河等，流量较小的河流多分布

在东面和南面，如甘子河、倒淌河和黑马河等。

发源于祁连山支脉的阿木尼尼库山的布哈河

是流入青海湖的最大河流。全长约300 km，下游宽

22 m，流域面积 16570 km2，流向为西北向东南流入

青海湖，年径流量近 11 亿 m3，占入湖总径流量的

67%以上（李岳坦等，2010）。从河口至流域最高山

顶的海拔为 3198~5174 m，流域内海拔 4000 m以上

常年被冰雪覆盖。水量主要来自冰川雪水、上游降

水以及地下径流的补给，中上游有多条支流汇入布

哈河主河道。

发源于刚察县境内桑斯扎山的沙柳河，全长约

106 km，流域面积约1442 km2，流向是由西北向东南

流入青海湖（李岳坦等，2010）。哈尔盖河位于青海

湖短轴的东北缘，是本区第三大河，河长约100 km，

流域面积约 1420 km2，流向为东北向西南平均流量

7.67 m3/s。倒淌河位于青海湖长轴方向的东南缘，

是本区唯一一条流向为东南向西北的河流，其源头

为日月山和野牛山的冰雪融水，流量较小，经常季

节性干涸。

湖东岸有 3 个子湖，分别为尕海、新尕海和耳

海。尕海位于青海湖的东北岸，地处团宝山的山前地

带，面积约 47.5 km2。长轴走向为近北-西向，长约

12 km，短轴最宽约6 km。尕海的水深为8~9.5 m，水

体性质为弱碱性，pH值为9.25，相对密度为1.0229，

湖水含盐量为31.734 g/L。耳海位于青海湖东南缘，

面积约 8 km2，水深 2~5 m，pH 值为 9.52，相对密度

0.9983，含盐量为1.393~0.896 g/L。新尕海是近二十

年由原来的沙岛闭合而形成，面积约4 km2。

图1 青海湖地理概况简图
Fig.1 Geographic map of Qing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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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以野外考察为主，并基于详细的遥感影

像资料和气象资料，笔者系统地分析了青海湖的气候

条件和沉积体系之间的关系。气候资料主要来自青

海省气象中心的刚察县气象站和江西沟气象站以及

参考部分海晏县气象站的数据；物源方面的资料主要

是查阅《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和《青海省区域地质

志》总结所得；湖滨平原及其地形方面的资料主要是

基于野外测量和遥感影像资料，其中遥感影像资料主

要来自Google Earth及国家地理在线网。

4 气候背景

青海湖的气候属典型的高寒干旱大陆性气候，

虽然有湖体对气温的调节作用，但年温差大，极端

最高气温为 24.4~33.7℃，极端最低气温为-26.9~-
35.8℃ 。 降 水 量 少 ，年 降 水 量 平 均 值 在 291~

579 mm，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环青海湖地区的

平均气温上升幅度表现为：以南部最大，东部、西

部、北部依次减小；秋冬季的平均气温增幅大于春

夏季的平均气温增幅（严德行等，2011）。自20世纪

70 年代至今，青海湖的湿度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王艳姣等，2003；许何也等，2007）。青海湖流域气

候的干暖化，导致青海湖蒸发量增高，水面高程不

断下降。这种气候的干暖化导致环青海湖地区荒

漠化严重，出现明显的草地退化、河流流量减少和

湖泊水位下降。

在青海省气象局，收集了距离青海湖较近的两

个代表台站（北面的刚察和南面的江西沟）的气象

资料（月平均气温、月平均相对湿度、月最多风向，

月平均风速、月降水量和月蒸发量）。刚察站的气

象资料为从 1961—2015年。江西沟的气象资料从

1956—1962年和1974—1997年。另外，收集了相关

年份的铁卜加和海晏气象站的风向频率资料。4个

气象站的具体位置在图1中所示。

根据刚察站1961—2013年的气象资料：青海湖

冬季的平均气温为-11.5℃，夏季平均气温10℃，春秋

季气温在0℃左右波动，从整体趋势来看，青海湖地

区的气温有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冬季气温的上

升最为明显；青海湖地区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冬

季降水量最少，平均仅1 mm，夏季降水量最多，平均

为84 mm，近50年来夏季降水量逐渐上升，冬季降水

量趋于稳定；青海湖地区四季的风速较为平均，相对

而言春季风速最高，近50年来这一地区的风速逐年

降低，平均风速由4 m/s降至3.5 m/s左右。

根据湖周边 4个台站的风向资料的统计，计算

出年的风向频率值，并绘制出风速玫瑰花图（图

2）。刚察气象站以北风为主，主要是由于此处受到

行星风系（北风）的影响。江西沟气象站则常年盛

行南风，主要受到青海湖的水体和青海南山山脉的

影响。铁卜加气象站常年盛行北西西风，主要是北

西西风在布哈河河谷的狭长地形被约束。海晏气

象站位于山谷中，受到地形条件的约束，主要受到

西北风和东南风（山谷风）的作用。

从年际气候条件来看，在1974—1997年间，江西

沟气象站的月平均湿度为 57%，月平均降水量

34.87 mm，月平均蒸发量为113.4 mm；刚察气象站的

月平均湿度54%，月平均降水量31.81 mm，月平均蒸

发量为120.4 mm。结果显示刚察降雨量少，蒸发量

大，湿度小，反映了南岸的气候比北岸的气候更湿润。

为了更好地对比刚察和江西沟两个地方的同

一时间段内的气候，笔者以月为单位，将从1—12月

的月平均气象资料依次对比，以寻找二者的相关

性。从 4—10月，刚察的月平均气温要高于江西沟

的月平均气温；从10—12月和1—4月，刚察的月平

均气温要低于江西沟的月平均气温；整体上来看，

一年内刚察的月平均气温的变化幅度大于江西沟

的月平均气温的变化幅度（图3a）。在1—4月，刚察

的月平均湿度比江西沟的月平均湿度稍微高点；在

4—12月，刚察的月平均湿度与江西沟的月平均湿

度相差不大；整体看来，在5—8月，刚察和江西沟的

月平均湿度均有突变，主要是受到整个青海湖进入

雨季的影响（图3b）。在1—5月和8—12月，刚察的

月降雨量和江西沟的月降雨量基本一致；在 5—8

月，江西沟的月降雨量明显大于刚察的月降雨量

（图 3c）；说明在夏季（雨季），青海湖南部的降雨量

比北部的降雨量大。在 1—3 月和 10—12 月，刚察

的月小型蒸发量与江西沟的月小型蒸发量基本一

致；在3—10月，刚察的月小型蒸发量明显高于江西

沟的月小型蒸发量（图 3d）。由于南北岸的地形因

素，江西沟比刚察更靠近青海湖，受到湖泊效应的

影响也更显著，表现为较小的温差，较多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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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沉积特征

5.1 环青海湖区域岩性特征

青海湖周边山区主要岩性为岩浆岩及变质岩

（图4）。大通山的北部（布哈河谷北侧）出露下古生

界浅变质岩和花岗岩，在刚察以西地层主要由中生

界砂页岩组成，以东则出露前震旦系及震旦系变质

岩（青海省地质矿产局，1991）。湖区东面的日月山

图2 青海湖4个气象站的年风向频率玫瑰花图
a—刚察气象站；b—江西沟气象站；c—铁卜加气象站；d—海晏气象站；4个气象站的位置见图1

Fig.2 Wind direction frequency rose figure of four weather stations of Qinghai Lake
a-Gangcha weather stations; b-Jiang Xigou weather stations; c-Tie Bojia weather stations; d-Hai Yan weather stations; the four weather stations

location is in the Fig.1

图3 刚察气象站和江西沟气象站月平均气象资料对比折线图
a—月平均气温对比；b—月平均湿度对比；c—月降水量对比；d—月小型蒸发量对比

Fig.3 The monthly average meteorological line chart of the Gangcha weather station and Jiang Xigou weather stations
a-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contrast line chart; b-Monthly average humidity contrast line chart; c-Monthly rainfall contrast line chart; d-Small

evaporation contrast lin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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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震旦系的片麻岩、花岗岩以及花岗闪长岩等组

成。湖区南面的青海南山由二叠系、三叠系灰岩、

变质砂岩、板岩、花岗岩、闪长岩、片麻岩等组成（张

飞，2009）。

5.2 青海湖沉积体系特征

湖盆的西北端为布哈河辫状河-曲流河-三角

洲沉积体系；湖盆的北端为大通山冲积扇-扇三角

洲/辫状河-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湖盆的东北端

为哈尔盖河/甘子河-三角洲-潟湖-障壁岛沉积体

系；湖盆的东端为冲积扇/滨岸-风成沉积体系；湖盆

的东南端为辫状河-曲流河-三角洲-潟湖-障壁岛

沉积体系；湖盆的西端为冲积扇-滨岸/扇三角洲沉

积体系；湖泊存在北部凹陷、南部凹陷和东南凹陷，

湖底沉积物具有明显的围绕凹陷中心分布的特点

（图5）。

长轴方向西端的布哈河的上游为辫状河，河道

宽，水流急，多砾石。下游为曲流河，以侧向加积为特

征。布哈河作为注入青海湖的最大河流，将大量的泥

砂搬运至河口处，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控朵状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位于曲流河段之下，地势相对平

坦，河道不断进行分叉伸向湖中。三角洲前缘发育多

个河口坝和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延伸距离

约500 m，其发育受控于湖平面的波动。在向湖方向

为一个巨大的三角洲前缘斜坡，其上多为泥质粉砂沉

积，一直延伸到半深湖—深湖区。

长轴方向东端的倒淌河的上游为辫状河，河道

较窄，水流量较小。下游为曲流河，发育有牛轭湖、

决口扇等沉积微相。受到古湖堤的影响，倒淌河在

注入耳海之前形成一个狭长的水道。在倒淌河河

口附近发育有一个小规模的三角洲。

短轴方向的青海南山和团保山—达坂山前多

发育山麓冲积扇。这与短轴方向的高山地形较陡

有关。青海南山的北端形成一个典型的靠山型扇

三角洲。青海南山的中端和南端的滨岸地带多发

图4 青海湖流域地质图（据张飞，2009）
Fig.4 Geological map of the Qinghai Lake watershed (after Zhang Fe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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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沿岸砾砂坝和沙嘴。大通山的山口形成以水流

作用为主的刚察冲积扇和以泥石流作用为主的果

洛冲积扇。刚察冲积扇向湖推进形成扇三角洲后，

现今的沙柳河重新切割刚察冲积扇，形成一个曲流

河三角洲。

哈尔盖河和甘子河在入湖口处，形成三角洲-泻

湖-障壁岛沉积体系和障壁岛-水道-潟湖沉积体系

以及喇叭状河口。团保山的山麓冲积扇逐渐过渡为

湖滨平原。大面积的风成堆积物将尕海、新尕海和海

晏湾与青海湖主体分割开。达坂山的山麓地带冲积

扇逐渐过渡为金字塔沙丘和新月形沙丘。

6 风力对沉积体系的影响

青海湖湖流域虽然地处内陆，但由于受到来自

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和高原季风，加上湖泊自身的

湖泊效应和西风带系统的频繁过境，导致该区的降

水量比其他内陆地区丰富。年降水量由湖北山区

向南逐渐较小，但在黑马河的降水量为一个高值区

图5 青海湖沉积体系平面展布图
Fig.5 Plane of Qinghai Lake sediment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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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图 6a）。前文地理概况中对比分析江西沟和刚

察的降雨量，也指示了这一带降雨量较高的特征。

而造成这种现象可能与此处地形有利于空气的抬

升，从而易于形成降雨有关。

蒸发量是青海湖流域内水量的主要损失途径，

多年平均蒸发量 1000~1800 mm（20cm口径蒸发皿

观测值）。蒸发量的变化趋势与降雨量的变化趋势

相反，是由北向南蒸发量逐渐增加（图6b）。

对比可发现，黑马河一带与湖东沙区一带的年

平均蒸发量相近，但前者的年平均降水量远高于后

者的年平均降水量。因此，前者的地表湿度高于后

者。这一点在地表植被覆盖程度和发育也有所体

现，前者多发育喜湿性的温性草原，后者多发育灌

丛类和沙棘类植物。

正是由于这种地表的干湿度和植被覆盖程度

的差异性，风化剥蚀产生的沉积物也各有不同。西

岸的植被覆盖率较高，较难被风化剥蚀，风化产物

多为砾石；东岸的植被覆盖率较低，易于被风化剥

蚀，风化产物多为砂。两种风化产物的不同，导致

西岸多发育砾砂质湖滩沉积（图7a），东岸多发育大

面积的风成沙丘（图 7b）。西岸偏湿润性的气候导

致泥石流沉积和滨岸沉积中普遍发育有灰黑色泥

质沉积物，东岸干燥性的气候导致泥质沉积物中多

以红褐色为主，可见钙质结核。

风场的变化除了受控于盛行风系以及季风的

变化以外，还受到地貌、湖泊效应产生的湖陆风等

影响。青海湖新近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存在明显

的区域差异。青海南山的隆升幅度要比团宝山—

达坂山一线的隆升幅度要大的多。根据DEM高程

遥感数据，编制出青海湖西岸和东岸的三维地貌

图。青海湖西岸的青海南山地貌高度较高，整体形

态像一堵墙（图8a）；青海湖东岸的日月山—团宝山

则为区域隆升形成的层状地貌（图8b）。

而这种地形地貌上的差异性，加上湖陆风的作

图6 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等值线图(a)和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蒸发量等值线图(b)
Fig.6 Perennial mean precipitation contour map (a) and perennial mean evaporation contour map of Qinghai Lake Basin (b)

图7 青海湖西岸的野外照片（a）和青海湖东岸的野外照片（b）
Fig.7 Field photos of the western coast (a) and the eastern coast (b) of Qing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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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响了区域风场，进而影响区域降水量产生差

异（图 9）。在盛行西北风的情况下，青海南山的南

侧是广阔的共和盆地，受到共和盆地地形和热力作

用的共同影响，南侧地面盛行偏南气流。青海南山

的北侧紧邻青海湖，盛行的西北风和湖风的作用，

携带着水蒸气的气流导致在江西沟—黑马河一带

降雨量远高于其他地区。团宝山—日月山系多山

峰，每个山峰南北侧昼间的谷风会在山峰辐合抬

升，众多山峰形成的祁连山群谷风的抬升作用下容

易形成沿山脊的对流云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推动

下移到西侧，是造成东侧湟水河谷的降雨量比西侧

湖东沙区的降雨量大。团宝山—日月山的山前则

在盛行西北风和山谷风以及湖陆风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多方向的风，从而形成金字塔沙丘。

风对于滨岸带现代沉积物的作用体现在盛行

西北风和北风作用下产生长期的风生波浪和风壅

水以及沿岸流。风生波浪和沿岸流将江西沟一带

的沉积物搬运至一浪剑和二郎剑一带形成沙嘴。

风生波浪和沿岸流作用于哈尔盖河北侧支流的河

口处，形成长条状的沿岸坝和泻湖，使得哈尔盖北

侧支流无法直接注入青海湖。风生波浪和风壅水

作用于哈尔盖河南侧支流的河口处，形成喇叭状河

口和湖水顺河而上的现象。风生波浪和风壅水作

用于甘子河河口处，形成障壁岛-水道-潟湖沉积。

长期的波浪和沿岸流作用使得尕海和耳海早已闭

合。伴随着湖平面的下降，新尕海和海晏湾也逐渐

闭合。由此看来，青海湖的东北岸-东岸-南岸普遍

受到西北风和北风产生的波浪和顺时针方向的沿

岸流作用。

风不仅仅通过波浪和沿岸流以及风壅水作用

于湖平面以下的滨岸带，而且风力直接作用于湖平

面以上的滨岸带和山麓地带。由于长期的风力作

用于团保山和达坂山的山麓地带以及山前平原地

带，加上该区域的降水量较少，长期接受日照，蒸发

量相对较高，地表易于被风化和吹蚀，从而形成大

面积的风沙堆积。鸟岛北侧的西岸风成沙丘是由

于布哈河改道以后，原本三角洲平原被废弃，三角

洲平原被风吹蚀、搬运和堆积而形成。长期的风力

作用和暖干化气候，导致倒淌河河谷东南缘发育以

新月形沙丘为主的浪玛舍岗沙区。

来自达坂山的哈尔盖河和甘子河以辫状河向

下游推进，进入平原地带时转变成呈“L”型的曲流

河。哈尔盖河北侧支流的流量相对较大，携带的泥

沙沉积物也相对较多，多发育边滩。盛行西北风产

生的波浪和沿岸流作用下，河流所携带的沉积物和

滨岸沉积物被搬运和改造，形成一个狭长的障壁

岛。障壁岛阻碍了三角洲向青海湖的进一步延伸，

导致哈尔盖河北侧支流所产生的三角洲仅仅发育

三角洲平原部分。在风暴浪的作用下，风暴浪侵蚀

障壁岛顶部形成冲溢沟和冲越扇，大量的早期滨岸

相的砾砂质沉积物被搬运至坝后潟湖中。风暴浪

导致湖水越过障壁岛后溯河而上。风壅水与河流

共同作用于哈尔盖河南侧支流的河口，导致其形成

呈不对称形态的喇叭状河口。在风壅水的作用下，

甘子河河口区除了喇叭状河口，还形成障壁坝-水

道-潟湖沉积。周期性的风壅水作用将潟湖的细粒

沉积物搬运至障壁坝前的滨岸带。风对青海湖东

岸的山麓地带和湖滨地带的长期吹蚀、搬运和堆积

图8 青海湖西岸山地三维地貌（a）和青海湖东岸山地三维地貌（b）
Fig.8 Three-dimensional landscape of the western coast (a) and the eastern coast (b) of Qing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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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青海湖地形云发展的模式图
Fig9. Terrain clou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Qinghai Lake

图10 青海湖东岸迎风侧沉积模式图
Fig.10 Windward deposition pattern of the east coast of Qing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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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形成了大面积的风成沙堆积区。在盛行西北

风、山谷风和湖陆风的共同作用下，在多风向的风

力交汇区形成高大的金字塔沙丘。西北风产生的波

浪和沿岸流作用于沙岛和海晏湾的滨岸带，导致滨浅

湖的砂堆积形成沿岸沙坝。随着湖平面的下降，沿岸

沙坝出露水面，并逐渐闭合形成障壁岛-潟湖沉积。

日月山和野牛山的隆起，导致倒淌河的倒流和将军台

冲积扇的形成。随着气候的暖干化，倒淌河的流量日

趋减少，湖水位下降。在湖平面下降和盛行西北风产

生的波浪及沿岸流的作用下，形成分割青海湖和耳海

的第Ⅲ道湖堤，从而构成障壁岛-潟湖沉积。由此不

难看出，在长期受到西北风和北风产生的波浪和沿岸

流作用的青海湖东北岸-东岸-东南岸一带均发育有

障壁岛-潟湖沉积（图10）。

7 结 论

（1）环青海湖地区的 4个气象站指示了不同类

型的风场特征。青海湖南岸的气候比北岸的气候

更湿润，具有较小的温差和较多的降雨。风场的变

化除了受控于盛行风系以及季风的变化以外，还受

到地貌、湖泊效应产生的湖陆风等影响。

（2）风场对青海湖沉积体系的影响体现在：局

部区域气候的干湿、物源的供给量、波浪和沿岸流

的强弱程度等方面。局部区域气候的干湿差异性

造成地表植被覆盖率有所不同，导致地表的抗风化

能力有所不同。抗风化能力较弱的地带为风砂堆

积提供充足的物源。盛行风向产生的波浪和沿岸

流对湖泊中的砂体产生较强的搬运和改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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