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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准确掌握甘肃省各地区农牧业生物质资源的分布状况及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现状。
［方法］ 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对甘肃全省生物质资源总量、区域分布、能源化利用现状、能源供

需比及农户的生活用能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电话调研，并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环境学和能源学等相关

方法，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甘肃省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农产品加工废弃物和果蔬废弃物的

资源总量分别为 1 278. 3 万 t、2 770. 31 万 t、3. 51 万 t 和 85. 61 万 t，可利用量分别为 529. 73 万 t、405. 46

万 t、3. 51 万 t 和 85. 61 万 t; 家庭用能结构中，电、液化气、煤炭、秸秆及柴薪在日常用能中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 10. 91%、1. 79%、66. 61%、11. 16%、9. 54%。截止 2016 年底，甘肃省已建成生物质资源能源化

利用工程主要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 127 个、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 1 个、秸秆气化工程 4 个和生物质成

型燃料工程 2 个。［结论］ 甘肃省生物质资源主要为农作物秸秆和禽畜粪便，其中禽畜粪便资源占比最大，

生物质资源可利用量中，秸秆资源可利用量占比最大。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以大型沼气工程为主，近两年逐

步向多元化发展，但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甘肃省生物质能源的整体利用水平仍然很低，利用总量小，开

发利用方式少。甘肃省家庭用能结构均以传统能源煤炭为主，生物质能可供给量占用能需求比例较小，需

逐步发展多种可再生清洁能源以满足用户的多种用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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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物质能源遍布世界各地，蕴藏量巨大，是继煤、石油、天然气后的第四大能源，在世界一次能源供

应量中的比重约为 10%［1］。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理论生物质能资源大约有 50 亿 t 标准煤，达到了我国

目前年总能耗的 4 倍左右。由于我国面临着能源总量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人均占有量少等诸多问题，因

此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2-3］。开发利用好生物质资源是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4-6］。
目前，对甘肃省而言，生物质能源利用潜力较大，但政府、企业等相关机构对甘肃省生物质能资源的

数量、种类、分布状况了解不清，缺乏相关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导致其难以制定有效的配套政策措施有

效引导生物质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甘肃省生物质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且严重污染当地生态环境。
因此，准确掌握全省各地区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果蔬废弃物和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



的产量、分布、利用方式、各种资源占比、农户家庭用能结构及用能需求，对建设全省规模化生物质资源

能源化利用工程、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7-8］。为此，对甘肃省生物质能资源现状及能源化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生物质资源调查方法

1. 1 调查内容

中国甘肃地处黄河上游，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处。现有耕地 494. 21
万 hm2，林地 474. 56 万 hm2，草原 1 426. 30 万 hm2。从区域生态环境特点上看，可将甘肃省分为五大区

域: 河西沙化区、草原区、陇中黄土高原区、南部林区、陇东黄土高原区，如图 1 所示。

图 1 甘肃省五大区域分布

本次调研针对甘肃全省 14 市 ( 州) 的 84
县 ( 区) 进行调查，以乡 ( 镇) 为单位进行。
调研主要调查生物质资源分布、数量利用及种

类等，调研对象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果

蔬废弃物、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资源为主，其

中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调研是通过实地调查和

电话采访全省各县 ( 市) 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企

业、生物质发电工程、秸秆固化 /气化工程而进

行的［9］。另外家庭用能结构主要包括电、煤、
液化气、薪柴等主要能源种类。
1. 2 调查程序

该次调查参照农业部制定的行业标准 《农

作物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10］和国家

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11］等有关规定，以实地调查为主，电话采访为辅。调查分三个层次

执行，第一层次为县区，第二层次为乡镇，第三层次为农户。调查人员根据统计表格进行县、乡镇、农户

调查并填写数据。
县区级调查主要收集全省各县 ( 市) 农业基本情况 ( 农作物种植结构、种植面积和产量等) 、规模化

养殖厂、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大中型沼气工程、秸秆固化 /气化工程等、新农村建设现状以及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规划等基本资料。
乡镇和农户调查主要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种植结

构、畜禽养殖规模以及沼气工程建设等情况，分别选取各县 ( 市) 10% ～15%的乡镇为调查对象，收集典

型乡镇的农作物种植情况、畜禽养殖等各种资源情况。然后在每个调查乡 ( 镇) 内抽取 2 个村，按照每

个村不少于 25 户的规模选择农户进行抽样调查，收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种植及养殖情况、农牧废

弃物利用情况、农户家庭用能及沼气使用等情况。

2 统计方法

2. 1 秸秆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量统计

秸秆资源总量的定义为农作物秸秆年总产量，与播种面积和草谷比等因素有关。其计算式如下:

p =∑n
i = 1λ iGi ( 1)

式 ( 1) 中，p 为秸秆资源理论总量，kg; i 为第 i 种农作物; Gi 为第 i 种农作物的年产量，kg; λ i 为第

i 种农作物秸秆的草谷比。
秸秆资源可利用量比为秸秆资源可利用量与总量的比例，其计算式如下: ( 公式用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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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10

i = 1∑
100
j = 1nijAijεjβij

∑10
i = 1∑

100
j = 1nijAijβij

( 2)

式 ( 2) 中，i 为种植种类， ( 取甘肃省 10 种主要的种植作物，小麦、玉米、豆类、稻谷、高粱、糜

子、谷子、棉花、油菜籽和胡麻籽) ; j 为调研户数 ( 一般情况下，每县 100 户) ，户; n 为种植作物单产，

kg; A 为作物种植面积，hm2 ; ε 为该县区作物草谷比; β 为家庭燃用比和废弃物焚烧比之和，%。
秸秆可利用资源量计算如下:

秸秆可利用量 = 秸秆可利用量比 × 秸秆资源总量 ( 3)

2. 2 禽畜粪便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量

根据《甘肃农村年鉴 2014》得到全县猪、牛、羊等家禽的养殖区域、类型及大致数量，同时进行实

地调研及电话调研大中型养殖企业，将两者所得数据进行整合，得到该县的养殖种类及数量。从而根据各

种牲畜的排放标准，计算出禽畜粪便资源总量，其计算式如下:

m =∑Sidi ti /1000 ( 4)

式 ( 4) 中，m 为禽畜粪便资源总量，t; Si 为 i 种畜禽的养殖数量; di 为 i 种类禽畜每日的粪便排放

量，kg /d; ti 为 i 种畜禽的养殖时间 d。
根据养殖规模对该县的养殖场进行筛选，筛选标准为: 猪≥200 只，牛≥100 头，羊≥500 只，鸡≥1

万只。以筛选得到的大中型养殖企业为样本，根据其养殖种类及数量，再依据式 ( 4) 计算禽畜粪便量，

所得即为该县禽畜粪便资源可利用量。
2. 3 果蔬废弃物资源量总量及可利用量

根据相关文献得到典型蔬菜 ( 尾菜量较大的蔬菜，如莲花菜、菜花、大白菜等) 的尾菜量占总产量

的百分比，然后查询各乡镇典型蔬菜的种植面积和亩产量。其计算式如下:

m =∑n
i = 1Si liηi ( 5)

式 ( 5) 中，m 为典型蔬菜的尾菜量总量，kg; S 为典型蔬菜种植面积，m2 ; i 为作物类型 ( 莲花菜、
菜花、大白菜等) ; l 为单产，kg; η 为尾菜量占总产量的百分比，%。

由此得到的果蔬废弃物作为该县果蔬废弃物资源总量，也是可利用量。
2. 4 农产品加工废弃物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量

根据县乡提供的当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名录，通过实际走访和电话采访的方式，统计各县 ( 区) 大中

型加工企业废弃物资源总量和可利用量。
2. 5 农户用能结构

依据当地统计年鉴或政府网站查询乡镇户数，根据每个乡镇选取的 2 个典型村实际走访调查得到的用

能结构，取其平均值，求得整个村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而求取整个县区的能源使用情况，掌握全省各地区

农村生活用能结构［12］。
典型村中每户每种能源的使用量 ( 折合能量) 及所占总能量的比例。其计算式如下:

E' =∑5
i = 1kiei ( 6)

η' = ke
E' ( 7)

式 ( 6) 、( 7) 中，E'为每户的能源利用量; ki 为对应能源的热值，MJ /kg; ei 为每户不同种类能源用

量，kg; η'为不同能源利用所占总能源利用量的比例，%。 ( 电: 3. 6MJ /kWh; 液化气: 50MJ /kg; 煤炭: 按

原煤计算 20MJ /kg; 秸秆: 按小麦秸秆折标煤系数 0. 5 × 标煤热值 29. 3MJ /kg 计算; 柴薪: 按林木质折标

煤系数 0. 5 × 标煤热值 29. 3MJ /kg 计算)

2. 6 能源供需关系

能源供应主要包括冬季采暖热需求和燃气需求两部分。
采暖热负荷计算依据单户农宅面积与单位面积采暖负荷及农户数确定，其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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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N × f × q × T ( 8)

式 ( 8) 中，Q 为区域内采暖总负荷，J; N 为区域内采暖户数，户; f 为单户采暖面积，m2 ; q 为单位

面积采暖负荷 W/m2 ; T 为采暖时间，s;
其中，农户数据来自《年鉴》和政府网站，计算采暖面积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每单户面积取 60 m2 ;

采暖负荷取 90 W/m2 ( 《供暖通风设计手册》得到单层住宅采暖负荷范围为 80 ～ 105 W/m2 ) ; 采暖天数取

150d ( 依据甘肃省实际采暖情况，取 5 个月) ;

燃气需求计算依据农户数、平均每户人口数及人均燃气需求量确定，其计算式如下:

Q = N × n × q ( 9)

式 ( 9) 中，Q 为区域内燃气需求，J; N 为区域内户数，户; n 为平均每户人口数，个; q 为人均年所

需燃气量，J;
其中，平均每户人口数，根据实际情况取每户 4 人; 每人每年所需燃气 ( 取 2 300 MJ) ，参考城镇居

民生活用气量指标。
对甘肃全省住户用能需求与生物质能源供应量进行计算，求得生物质能源供应量占甘肃省用能量的比

重，计算式如下:

总供需比 = ( 秸秆燃烧产值 + 沼气产热值)
( 采暖需求 + 燃气需求)

( 10)

图 2 五大区域生物质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量

3 调研结果分析

3. 1 农牧业生物质资源总量及可利用量

对甘肃省五大区域内的农牧业生物质资源总量及

可利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对其分析

可得，甘肃省陇中黄土高原区、南部林区、陇东黄土

高原区、河西沙化区和草原区的各区域内禽畜粪便资

源总量依次分别为 432. 55 万 t、594. 43 万 t、609. 55 万

t、1 116. 48 万 t 和 400. 68 万 t，禽畜粪便资源可利用量

分别为 65. 71 万 t、118. 53 万 t、67. 41 万 t、170. 62 万 t
和 21. 44 万 t，其中河西沙化区禽畜粪便总量和可利用量

最大。河西沙化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是国家商品粮

生产基地，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养殖规模较大，

图 3 五大区域用能结构

因此该区内禽畜粪便资源总量和可利用量较大。其余

各区域禽畜粪便总量和可利用量较少是由于各区域以小

型散养为主，大中型养殖企业相对较少，大部分禽畜粪

便量不易收集利用。
各区域内秸秆资源总量依次为 322. 50 万 t、304. 36 万

t、442. 45 万 t、306. 77 万 t 和 304. 92 万 t，秸秆资源可利

用量分别为 154. 80 万 t、164. 32 万 t、306. 77 万 t、43. 30
万 t 和 2. 60 万 t，其中陇东黄土高原区域内秸秆总量和可

利用量最大。各区域内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总量与可利用

量一致，分别为 5 255t、0t、1 300t、12 756t 和 562t。各

区域内果蔬废弃物资源总量与可利用量一致，分别为

65. 87 万 t、2. 52 万 t、0 万 t、20. 96 万 t 和 1. 67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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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甘肃省各区域农户用能结构

此次调研，针对全省 86 个县市州，共入户 8 600
户，对农户用能结构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全省所有县市州用能均以煤炭为主，五大区域的煤炭用能比例均在 50% 以上，其

中河西沙化区煤炭用能比例最高，达到 73. 6% ; 秸秆用能比例最高的是中部黄土高原区，为 18. 1%，其

次为陇东黄土高原区，南部林区的秸秆用能比例最低，仅为 3. 6% ; 柴薪用能比例最大的是南部林区，达

到 11. 9% ; 五大区域中液化气用能比例均在 7% 以下，其中草原区液化气用能比例最高，为 6. 8%。由此

可见，全省用能都以传统能源煤炭为主。
3. 3 已建成农牧业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工程

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主要分为生物质发电［13-14］、生物质液体燃料［15］、生物质沼气发酵［16］和生物质固体

成型燃料［17］等。沼气利用技术根据使用规模和原料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农村户用沼气和大中型禽场沼气技

术。甘肃省户用沼气发展较快，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及发电工程和生物液体燃料开发已形成一些示范项

目，但总体规模小，水平低，与东南沿海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甘肃全省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规模化生物天然气、秸秆气化工程和生物质成型燃料工程项目建设情

况如图 4 所示。从时间来看，其中 2009 年、2010 年和 2014 年、2015 年为大型沼气工程建设的高峰期，

其中 2015 年大型沼气工程建设项目已经达到 30 个，且生物质资源利用方式趋于多元化，项目逐渐涉及秸

秆气化和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从各个区域来看，陇中黄土高原区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48 个; 南部

林区林缘区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32 个; 陇东黄土高原区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19 个; 河西沙

化区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27 个、规模化生物天然气项目 1 个、秸秆气化工程项目 4 个和生物质成

型燃料工程项目 2 个; 草原区仅有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 1 个。从项目在各区域的分布来看，农牧业生

物质资源量、人口集中分布和居民对能源的需求与农牧业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项目的规划紧密相关。

图 4 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工程 图 5 五大区域能源利用供需分析

3. 4 甘肃省各区域能源利用供需分析

对生物质能源供应量占用能总量的比重进行计算，从图 5 可得，中部黄土高原区、南部林区、陇东黄

土高原区、河西沙化区和草原区的各区域内每年用能需求量分别为 374. 78 万 t、489. 00 万 t、341. 04 万 t、
259. 14 万 t 和 34. 74 万 t 标准煤，其中南部林区的用能需求量最大，草原区的用能需求量最小。各区域每

年生物质能供热量分别为 11. 95 万 t、17. 79 万 t、23. 06 万 t、10. 07 万 t 和 0. 98 万 t 标准煤。各区域内，

生物质可供给量占用能需求比例分别为 3. 19%、3. 64%、6. 76%、3. 89% 和 2. 81%，其中陇东黄土高原

区的生物质可供热量占用能需求的比例最大，草原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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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 1) 甘肃省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农产品加工废弃物和果蔬废弃物的总资源量分别为 1 278. 3 万 t、
2 770. 31 万 t、3. 51 万 t 和 85. 61 万 t，可利用量分别为 529. 73 万 t、405. 46 万 t、3. 51 万 t 和 85. 61 万 t。
结果表明，甘肃省生物质资源主要为农作物秸秆和禽畜粪便，生物质资源总量中，禽畜粪便资源占比最

大，生物质资源可利用量中秸秆资源可利用量占比最大。五大区域中河西沙化区禽畜粪便总量和可利用量

位居五大区域之首，陇东黄土高原区域内秸秆总量和可利用量最大。
( 2) 甘肃省家庭用能结构中电、液化气、煤炭、秸秆及柴薪分别占用能比例的 10. 91%、1. 79%、

66. 61%、11. 16%、9. 54%。表明甘肃省家庭用能结构均以传统能源煤炭为主。
( 3) 截止 2016 年，甘肃全省已建成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规模化生物天然气、秸秆气化工程和生物

质成型燃料工程已建成数量分别为 127 个、1 个、4 个和 2 个，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以大型沼气工程为主，

近两年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 4) 从农牧业生物质资源供需情况可以看出，中部黄土高原区、南部林区、陇东黄土高原区、河西

沙化区和草原区的各区域内，生物质可供给量占用能需求比例分别为 3. 19%、3. 64%、6. 76%、3. 89%
和 2. 81%。可见，生物质能可供给量占用能需求比例较小，需逐步发展多种可再生清洁能源以满足用户

的用能需求。

5 讨论与建议

甘肃省在生物质能厌氧发酵产沼气开发利用部分领域发展较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现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甘肃省生物质能的整体开发利用水平仍较低，问题突出。
( 1) 规模总量小，开发利用途径少。户用沼气是甘肃省目前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最普遍的形式，截止

2016 年，在全省 14 个市 ( 州) 、86 个县 ( 市、区) 建成农村户用沼气池 120 万户，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

占 50%以上，群众自发建设的比重太低。截止 2016 年甘肃全省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共 127 个、规模化生

物天然气 1 个、秸秆气化工程 4 个和生物质成型燃料工程项目 2 个，相对全省丰富的生物质资源来说还需

要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已开发利用的生物质能资源仅限于极少量的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地沟油等，

而固体成型燃料、能源植物种植、燃料乙醇生产，以及工业有机废水、城市垃圾和生活污水等生物质能的

开发利用尚少。
( 2) 利用方式较落后，效率低下。在化石燃料匮乏和贫困地区，农村生活用能 50% 以上仍依靠农作

物秸秆、薪柴、家畜粪便直接燃烧解决，热效率不足 15%，利用方式落后。化石能源相对富裕区和经济

条件较好的地方，能源品种选择余地大，农作物秸秆、家畜粪便等生物质能资源浪费比较严重。
( 3) 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弱，开发利用限制因素多，困难大，尤其是在认识、管理、技术

以及配套政策和标准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在已建成的各种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项目中，政府投资项目

占绝大多数，且不少项目因受地方财力所限，地配资金和自筹资金不能全额到位，致使项目配套设施建设

不完善，投产时就未达到项目设计规模，运行过程中又缺乏后续投入，难以发挥项目预期的投资效益。
( 4) 组织管理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项目和技术两个层次上。项目层次: ①以政府基层组织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为项目业主 ( 不包括农村户用沼气项目) ，不符合建设项目规定，难以适应市场运作要求; ②
产权不明，责任不清，影响项目的后续投入和运行管理; ③项目的规划设计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需要认

真履行建设项目的有关程序。技术层次: ①沼气用户自身的文化水平、管理的勤与疏以及所在地技术服务

点的服务到位程度，是制约项目正常运行的关键; ②经营者缺乏经常性的技术队伍，对工程运行中的技术

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 5) 缺乏专业研发机构，技术力量薄弱，研究和创新能力不足。目前甘肃省从事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的省级研发机构和平台较少。在有关大型设备的研发、制造上，虽有一定技术条件，但仍缺少定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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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部分进展的研究成果，尚未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 6) 配套政策和标准体系不健全: ①缺少生物质发电上网的具体优惠政策和实施办法。②缺少生物

柴油、固体成型燃料、秸秆气化可燃气体等的生产技术标准。③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对生物质能开发利

用技术研究、设备制造、税收减免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④尚未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生物质能开

发利用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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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ＲEGIONAL DISTＲ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MASS ENEＲFY IN GANSU PＲOVI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ANSU PＲOVINCE
Zheng Jian1，2※，Li Hongbo1，2，Li Jinping1，2，Guan Wenjing1，2

( 1． Key Laboratory of Energy Supply System Drived by Biomass Energy and Solar Energy of Gansu Province，

Lanzhou，Gansu 730050，China;

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Gansu 73005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ster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status of energy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
bandry biomass resources accurately in Gansu province，the total biomass amount，regional distribution，energy uti-
lization，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ratio and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in Gansu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October 2015 to December 2016，and analyzed by statistics，economics，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ergy
sc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op straw，livestock manure，the total amou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
ing wastes and vegetable wastes were 12． 783 million tons，27． 703 million tons，35． 1 thousand tons and 856． 1
tons，respectively in Gansu province，and the available amount was 5． 297 million tons，4． 06 million tons，35． 1
thousand tons and 856． 1 thousand tons respectively． Electricity，gas，coal，straw and firewood consumption ac-
counted for 10． 91%，1． 79%，66． 61%，11． 16%，9． 54% respectively of the household energy structure． There
are 127 large-scale biogas projects，1 large-scale bio-natural gas project，4 straw gasification projects and 2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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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quetting fuel projects in Gansu province up to the end of 2016． Crop straw and animal manure accounts for most-
ly of the biomass resources in Gansu province and animal manure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and the a-
vailability of straw resources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the available biomass amounts． Biomass energy
utilization's main way is large-scale biogas projects，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to diversification recently．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the overall utilization of Gansu province's biomass energy is still very low，

the total utilization is small，and there are few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e household energy structure
in Gansu province is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energy，such as coal，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vailable biomass
energy accounts for small proportion of energy demand． Thus，there is a need to gradually develop a variety of re-
newable energy sources to meet the diverse energy needs of users．
Keywords biomass resources; energy utilization; energy structure; statist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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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ONITOＲING LAKE WATEＲ LEVEL CHANGES IN THE
HOH XIL ＲEGION BASED ON ICESAT /GLAS DATA*

Li Long1，Yao Xiaojun2※，Li Fengxian1，Li Xiaofeng2

( 1． Lanzhou Ｒesources ＆ Environment Voc-Tech College，Lanzhou，Gansu 730021，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 Lake level data is an essential indicator for calculating lake water balance，and is also a significant pa-
rameter for lake break simulation research． Obtaining the data of the main lake water level and its changing process
in the Hoh Xil are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ssess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flood disaster monitoring in the
local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lake vector data and ICESat /GLAS satellite altimetry da-
ta from 2003 to 2009 were used to extract lake level data of major lakes in the Hoh Xil region from1993 to 2009
combining with the meteorological and other data were also integrated to analyze causes of lake level var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n the whole，from 1993 to 2009，the lake level in the Hoh Xil region presented a rising
tendency，and less numbers of lakes declined the water level，however it also showed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
CoNyi Lake expanded by 24． 68 m，and Yinbo Lake dropped 6． 16 m in water level; water level of 7 lakes fluctua-
ted in the range of 10 ～ 15 m，which should been seriously noticed． ( 2) The dynamic change of lake water level in
the Hoh Xil area was mainly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Increased ( or reduced) precipitation and reduced ( or in-
creased) evaporation of the lake were the decisive factors that caused to rise ( or descend) of lake water level． And
the secondary factors were the increase in frozen soil due to climate warming，melt water from glaciers and groundw-
ater recharge form in the region． The using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for extracting lake water level in-
formation in large-area uninhabited areas has obvious advantages，but which has bottleneck of shorter time series of
data is its bottleneck． Large number of lakes distribute in the Hoh Xil area，so lake water resources surveys and wa-
ter safety assessment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Keywords the Hoh Xil region; lake; water level monitoring; ICESat /GLA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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