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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综述

唐尚书，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随着近期我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实施，生态类型丰富但自然环境脆弱的西北地区再度引

发学界关注。 历史上罗布泊地区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交通重要节点，在中外文明交往与民族融合进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如今

罗布泊干涸以及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促使学界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演变历史进行反思。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罗布泊

地区生态环境研究的整体概况、热点议题及学术前沿趋势，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大方面对近二十年来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

研究做出阶段性总结，以期为后续深入探讨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文明演进互动提供参考。
关键词：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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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罗布泊的关注肇始于近代中国，大约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开始先后有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大
谷光瑞、橘瑞超、斯文·赫定、贝格曼、斯坦因、伯希和和亨廷顿等人以探险为名进入中亚腹地以及我国新疆地

区从事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考察活动。 ２０ 世纪初罗布泊地区楼兰古城遗址的发现引发了世界对亚洲腹

地历史考古研究的关注和热情，并促成了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以及我国边疆学研究的繁荣。 随着近期我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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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重大战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实施，生态类型丰富但自然环境脆弱的西北地区再度引发学界

关注，特别是历史上罗布泊地区曾作为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的重要节点，在中外文明交往与民族融合

进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如今罗布泊干涸以及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促使学界对该区域的生态环

境演变历史进行反思。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现状、热点议题及前沿趋势，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

录的近 ２０ 年（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文献计量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相结合，从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大方面对近 ２０ 年来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做出阶段性总结，以期为探讨丝绸之路

沿线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文明演进互动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它以不同的行动者（如个体、
群体、组织）所构成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是行动者本身，及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对象为关系数据，
而不是传统统计学意义上的属性数据［１］。 据该方法可以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从而为某种中层

理论的建构和时政命题的检验提供量化的工具，甚至可以建立宏观和微观之间的桥梁［２］，有利于帮助人们理

清复杂事物间的关系脉络以及把握事物内在联系属性及规律。 目前社会网络知识图谱呈现与文献计量分析

的工具主要是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专门软件。 其中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由陈超美博士开发专门用于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的

软件工具，主要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图谱绘制，展现特定学科的知识结构，直观的表现知识群的演化

过程［３］。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２ 软件进行处理文献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 ＣＮＫＩ 从 １９９７ 年到 ２０１７ 年这 ２０
年间收录的期刊文献。 在检索 ＣＮＫＩ 文献时将期刊来源设置为“核心期刊”，主题定义为“罗布泊”（精确）或
者“楼兰”（精确）或者“鄯善”（精确）。 按照上述检索条件总计搜索到 ６３６ 篇文献，在筛选剔除新闻报道、会
议简讯、诗歌散文、书评通告等非学术研究类信息以后共计得到有效论文 ５１９ 篇。 将有效目标文献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格式导出，再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２ 可视化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到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有关罗布泊研究的

历年文献量化知识图谱。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刊发量时间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论文刊发量呈现阶段性起伏波动状，其中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 １０ 年间发文量增长迅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０ 年间发文量相对维持在较高水平，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出现回落，２０１３ 年之后略有小幅度回

升（图 １）。
同时将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论文收录期刊发量按照升序排列，排名前 １０ 位的期刊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以看出，近 ２０ 年收录罗布泊研究的期刊集中在《干旱区地理》、《化工矿物与加工》等自然科学

领域；而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则集中于《西域研究》和《敦煌研究》等少量区域特色显著的期刊，其中《西域研

究》刊发了 ４８ 篇相关论文，占据人文与自然等诸多学术期刊中刊发量的首位。
综合以上发文量数据与图表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间罗布泊生态环境研究有关论文发表数量出现波动情

况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宏观政策的引导有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开发领导小

组，开始部署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国务院通过并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主要目

标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等。
因此，自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７ 年学术论文的刊发量也出现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地质探测、矿产资源开发等与西部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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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罗布泊地区研究论文年度刊发量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Ｌｏｐ Ｎ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７

图 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罗布泊研究主要收录期刊及刊发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ｐ Ｎ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７

社会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 ２０１３ 年国家再次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合作倡议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而 ２０１３ 年的论文刊发量开始出现回

升，也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与积极回应。
２．２　 关键词分析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２ 对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的有效文献结果进行处理并最终得出高频关键词（表 １）以及关键词

共现可视化图谱（图 ３）。 在可视化图谱中的圆圈越大则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中心度越高则表明与

其他关键词共现的概率越大，进而反映出该关键词在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以此为参照分析出目

前罗布泊生态环境研究情况。

表 １　 高频关键词统计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词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词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

１ 罗布泊 ２２０ ０．９６ １１ 鄯善县 ６ ０

２ 楼兰 ９１ ０．６２ １２ 库姆塔格沙漠 ６ ０

３ 新疆 ４１ ０．４２ １３ 钾盐 ６ ０．０３

４ 罗布泊盐湖 ２６ ０．２５ １４ 鄯善油田 ６ ０

５ 鄯善 ２１ ０．０４ １５ 塔里木盆地 ５ ０

６ 西域 １７ ０．０３ １６ 西域传 ５ ０．０１

７ 塔里木河 １２ ０．０２ １７ 红柳沙包 ５ ０

８ 环境变化 ８ ０ １８ 硫酸钾 ４ ０．０３

９ 新疆罗布泊 ７ ０ １９ 地质学 ４ ０．０４

１０ 楼兰古城 ７ ０．０１ ２０ 地球化学 ４ ０．１１

３　 １４ 期 　 　 　 唐尚书　 等：近二十年来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综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罗布泊地区研究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Ｌｏｐ Ｎｕ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７

　 　 通过可视化图谱呈现出来的结果显示 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关于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的关键词中出现的频

次较多的依次为罗布泊、楼兰、罗布泊盐湖、鄯善、西域、塔里木河、楼兰古城等，而从关键词的具体聚焦点可以

看出以往罗布泊地区的环境史主要关注的是塔里木河下游以及塔里木盆地东缘的自然资源中水土资源、油气

矿产利用以及古代西域文明等方面，其成果主要涉及自然领域的气候变化研究、地质地貌研究、水文研究以及

人文领域的环境考古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城市聚落、道路交通与人地关系等方面（图 ３）。
２．３　 自然环境研究分析

２．３．１　 气候变化研究

罗布泊地区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荒漠气候。 罗布泊地区气候的研究主要在史前地质时期，主要通过科技

手段采集和分析并还原古气候环境的演进轨迹，进而寻找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环境演化规律。 王宁等［４］ 通过

罗布泊沉积物岩心钻孔碳酸盐、总有机碳含量、总氮含量和碳氮比等多指标分析并模拟重建了中更新世以来

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气候“冷湿⁃暖干”演进变化模式。 贾红娟等［５］ 利用罗布泊湖心剖面有机质的云杉孢粉分

析出全新世早期罗布泊地区耕作活动的消亡兴衰受到气候干湿变化控制，并推断全新世早期该地区曾出现干

旱。 赵娟等［６］通过提取红柳沙包信息载体中的环境代用指标分析出红柳沙包对极端气候存在响应关系。 罗

超等［７］则是利用罗布泊洼地钻孔岩芯取样中的磁化率、色度、粒度、碳酸盐、有机质含量等多种环境代用指标

测定，以及运用质谱⁃铀系法判定年代，认为近 ３．２ 万年间罗布泊地区经历了四个暖干和冷湿气候变化阶段，
并不同于东亚季风区域的冷干和暖湿组合，其原因主要是受到青藏高原隆起抬升、西风的加强以及西南季风

和东亚季风的减弱，该地区的干旱化进程是自然变率的结果。
２．３．２　 地质地貌研究

罗布泊地区分布着雅丹地貌、戈壁沙碛、沙漠、盐漠等地貌类型。 夏训诚等［８］ 从罗布泊地区河湖地貌形

成背景、典型地貌过程与环境变迁以及河湖地貌对罗布泊干涸年代的影响等方面全面解释了罗布泊环境变化

研究的新内容。 屈建军［９］分析了罗布泊东阿奇克谷地雅丹地貌与库姆塔格沙漠形成的关系，认为大约在中

更新世晚期及晚更新世初期由于风力侵蚀及搬运作用，库姆塔格沙漠不断扩大的风沙将雅丹地貌逐步掩盖后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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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羽毛状沙丘。 赵元杰等［１０］在推论罗布泊现代盐壳地貌特征与成因的研究中认为现代罗布泊干涸的过程

中湖水浓缩盐分结晶使得地表形成了新的盐壳地貌。 华玉山［１１］ 通过对罗布泊地区“大耳朵”地区土壤剖面

不同的黑白纹理特征对比分析出罗布泊地区气候干湿波动变化规律。 刘洪蓬［１２］通过分析罗布泊地区表层盐

分在不同地貌中的分布以及盐壳地貌分类及分布情况揭示了罗布泊湖水消长及环境演变信息。
２．３．３　 水文研究

罗布泊是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的终端湖，也是塔里木盆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汇集中心。 罗布泊

地区水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塔里木河道水系变迁、罗布泊湖泊游移变化以及变迁原因及影响等方面。
关于河道水系变化的研究。 黄文弼［１３］根据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推断大约公元五世纪前塔里木河孔雀河

直接汇入罗布泊，而五世纪以后转向南流，南河北河在东段都已经消失。 朱玲玲［１４］通过文献记录和考古遗址

等分析出历史时期罗布泊的水系发达，魏晋时自然景观水草丰茂，汉晋时期的土垠、楼兰和海头遗址的更迭变

化与塔里木河下游孔雀河的变迁有很大关系。 朱建峰等［１５］ 以汉魏以来楼兰王国的兴起、发展与衰亡的时间

顺序将地学领域中 ＧＩＳ 与空间遥感技术结合实现对历史罗布泊地区河网数据提取与古环境模拟分析，认为公

元四世纪孔雀河改道造成楼兰古城地区水量急剧减少，再加上同期气候变冷致使楼兰地区走向荒漠化而废

弃。 樊自立［１６］回顾了历史时期叶尔羌河、且末河、孔雀河、和田河等塔里木河流域河流演进过程，认为历史上

塔里木盆地的道路交通以及社会文明变迁是河流改道水系变化所致。 历史时期塔里木河流域水系变迁主要

是河流泥沙沉积作用、河水季节性断流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移动等自然因素和农田水利过度开发等人为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赵辉等［１７］论述了叶尔羌河、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车尔臣河、孔雀河⁃开都河、渭干河⁃
库车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等塔里木河流域九大水系及周围绿洲演进发展规律，认为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的

形成与变化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 奚国金［１８］对近二百年来塔里木河下游水系变迁做了探讨

并分析出现代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结构的形成大约始于清代，在历史发展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水文景观特

征，塔里木河下游水系变迁与丰水期水量增加引起的河流改道密切相关。 阚耀平［１９］ 从历史时序上将塔里木

盆地水资源调控分为两阶段，在清代乾隆时期以前水资源调控主因是自然环境本身，其调控时间比较缓慢。
而乾隆之后则是人为因素，主要通过修建水渠、水库等方式实现。

关于罗布泊湖泊变化的研究。 １９ 世纪末最先由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提出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南部喀

喇苦顺地区。 ２０ 世纪初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２０］实地探查孔雀河三角洲并指出了普氏观点的错误，同
时针对沙漠地区河流及其尾闾湖泊变迁理论，提出了罗布泊以 １５００ 年为周期改变其位置的“游移湖”学说。
之后斯坦因［２１］否定了赫定学说，认为作为塔里木河终端湖的罗布泊位置并不固定，主要是受到塔里木河迁徙

变化的影响，河流的回转并不存在周期变化。 美国学者亨廷顿［２２］ 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认为罗布泊原来是内陆

海，由于气候干燥使得湖泊缩小残留，并随着气候的干湿变化而出现湖面大小变化，继而提出罗布泊是“盈亏

湖”的学说。 陈宗器［２３］等人在斯文·赫定学说基础上认为干旱区河道的改变和湖泊迁移是受到沉积和风力

侵蚀等作用的影响。 当河流或暴风带来的泥沙沉积高于其岸时，河水改道形成新的湖泊。 原来的湖泊日渐干

涸变成洼地，当新湖与河道再次因泥沙沉积而变迁复归故道形成新湖。 因此罗布泊随着河水位置的变化而交

替游移，形成罗布泊“交替湖”学说。 原苏联地质学家西尼村［２４］从罗布泊环境变化与大地构造关系分析认为

罗布泊的形成和迁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的各部分构造运动表现不均衡基地发生块状变化的结果，提出了罗布

泊“构造湖”学说。 ２０ 世纪中叶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２５］经过罗布泊地貌调查和航拍，分析出罗布泊并

非游移湖或交替湖，有史以来罗布泊的移动并未超越湖盆范围之外，其湖面大小变化与古水文条件的变化以

及湖盆内部的新断块构造运动有关。
关于罗布泊变迁原因及影响的研究。 周廷儒［２６］ 在《罗布泊迁移的问题》中论述了从先秦到近现代不同

历史时期罗布泊水体的变化进程，认为罗布泊的扩张与收缩与高山补给水源有很大关联，而气候变化对荒漠

冰川区的积雪与消融具有深刻影响。 王志超［２７］认为楼兰消失与天山及其周围山地第四纪冰川数次冰期活动

有关，当气温升高，冰川径流增加，随之冰川面积缩小至拐点以后，冰川逐渐消融流失，导致冰川径流进一步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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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断流。 段含明等［２８］通过文献比对和遥感技术的运用判读，认为罗布泊最后干涸或可发生在 １９６２ 年冬季，
最晚不迟于 １９６３ 年夏季，极度干旱气候背景下的农业用水以及筑坝拦水是造成罗布泊干涸发生的直接原因。
王富葆等［２９］认为罗布泊地区位处亚洲腹地，气候极度干旱，在地质时期湖泊面积的扩张或收缩受到全球气候

变化因素影响，变化幅度的强弱与区域环境因素相关联。 袁国映和袁磊［３０］ 通过分析古湖泊中心沉淀的厚岩

盐层认为罗布泊不是游移湖。 认为地质时期罗布泊的变化完全是由自然因素造成，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而

近两千年来罗布泊面积多次萎缩与历史上农垦事业发展有关，１４００ 年前的湖面萎缩是河流自然改道所致，同
时引发楼兰古城衰亡。 郭召杰和张志诚［３１］认为罗布泊的形成与新生代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阿尔金山断裂系与

东北部库鲁克塔格断裂系的地质活动有关，罗布泊周围及塔里木河下游水系分布也深受断裂构造影响。
２．４　 人文环境研究分析

２．４．１　 城市聚落

侯灿［３２］通过梳理楼兰出土文书、古城遗址等考古资料认为魏晋时期是楼兰古城建制最后形成和发展繁

盛的时期。 孔雀河的改道造成楼兰城废弃，当时西域长史府治所也从楼兰古城迁转到海头。 王守春［３３］ 分析

了汉晋以来罗布泊地区楼兰古城的兴衰变化，认为楼兰城废弃时限大约在公元 ３３０—４００ 年之间，而塔里木河

下游的改道和断流是楼兰古城衰落和废弃的主要原因。 但何宇华和孙永军［３４］认为楼兰古城的衰亡并非河流

改道而致，质疑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解释清楚改道的地点、河流改道与城市消失的时间关系以及改道原因等。
他结合空间遥感卫星图片数据推断历史上孔雀河古道上游因地质滑坡崩塌而形成两个较大堰塞湖，从而造成

楼兰的水源断缺直至古城衰亡消失。 但宋晓梅［３５］ 对孔雀河古道上的堰塞湖导致楼兰古城消亡存疑，认为堰

塞湖形成的绝对年代倘若能证明在楼兰消失之前，那么楼兰废弃于堰塞湖的观点才有意义。 她认为汉代以来

人们对水土资源的过度开发等最终造成楼兰遗弃。 郑炳林等［３６］通过探寻北魏至隋唐时期罗布泊地区城市的

重建原因，认为除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动力因素以外，该区域自然生态的修复与改善也对城市重建

起到了促进作用。
２．４．２　 道路交通

罗布泊地区的交通道路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迁移、民族交往等方面具有密切关系。 黄文弼［３７］论述了古

楼兰国不同时期鄯善与中原王朝、吐谷浑、吐蕃等交往关系，并介绍了汉晋时期西域的北道、南道、新道，北魏

至隋唐时期的吐谷浑道、宋代高昌道及元代大北道与南道、明清时期嘉峪关道等交通路线情况。 冯绳武［３８］围

绕罗布泊古今交通变化问题认为楼兰城的兴衰与丝绸之路道路变迁有关。 孟凡人［３９］认为楼兰道是楼兰考古

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补充汉至前凉时期西域史、丝绸之路交通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建构

意义。 王守春［４０］认为古代罗布泊地区是四方交通的枢纽，连接着黄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以及青藏高原和北

方蒙古高原。 罗布泊西北部地区是楼兰国的政治活动中心，“牢兰海”名称的出现与楼兰城国有关。 冯承

钧［４１］认为楼兰或鄯善的范围东近阳关，南接古代婼羌，西到巴什仕里，北达哈密辟展。 而楼兰都城即为鄯善

都城，在罗布泊南北三百余里。 同时推断鄯善县的土名辟展就是蒲昌的今读，唐代蒲昌县治或在该处。 郑炳

林［４２］以敦煌文书 Ｓ．３６７ 中关于沙州伊州情况的记载为线索逐步对罗布泊地区中外交通、石城镇沿革、鄯善人

口迁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辨析。 苏北海［４３］ 通过分析楼兰王国与汉朝匈奴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

两汉屯垦楼兰对统一西域夹击匈奴具有重要意义。 魏长洪和李晓琴［４４］勾稽出丝绸之路东段从柳中到沙洲的

大海道，伴随着罗布泊的迁移而兴衰。 大海道出自于《西州图经》，因罗布泊隋唐时期称为大海而得名，弥补

了正史记载中的不足。 巫新华［４５］在考察唐代吐鲁番地区沟通周边地区的交通路线时也进一步厘清了西州通

往楼兰等地大海道和楼兰道等路线情况。 王欣［４６］认为鄯善国的局部统一极大促进了丝路南道的畅通以及塔

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鄯善国在农业和园艺业中先进的经营与管理方式及成果为丝绸之

路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王立恒［４７］ 通过新疆出土丝织品实物以及佉卢文书的相关丝绸记载，
论述了鄯善国丝绸生产工艺、产品样式种类及社会用途等方面并分析了鄯善国与丝绸之路交通发展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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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环境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最早王国维［４８］在整理新疆出土汉简文书等文献时关注到罗

布泊地区的井渠开凿与传播问题，并认为穿凿井渠之法汉代已有并经过西域胡商传播到西方。 夏雷鸣［４９］ 通

过对罗布泊地区楼兰墓葬中出现的麻黄现象进行文化反思，认为麻黄崇拜是古楼兰人应对和适应罗布泊生态

环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当地主要常见多发疾患致病根源、饮食结构、经济生活结构等民生情形。 李宝通［５０］

利用楼兰出土文书 Ｃ．１６．１（楼 ６１）记载的“嘉平四年”到“正元二年”等官府行政公文推断出索劢屯田楼兰并

非发生在东汉时期而是魏末晋初之际。 朱玲玲［５１］ 梳理出罗布泊名称从最初以湖水颜色而名的“泑泽”到汉

代以湖水性质而名的“盐泽”，反映出人们对罗布泊地理认知程度的科学化进程。 张莉［５２］ 认为公元四世纪末

楼兰古绿洲的变迁与最终消失与塔里木河及孔雀河河水空间分布有关，而塔里木河下游与孔雀河的改道南流

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韩春鲜和肖爱玲［５３］从历史时期塔里木河下游的道路交通变迁与自

然环境变化二者关系出发，认为东晋以后气候变干塔河下游的对外交通路线也逐渐改变消失致使鄯善国灭

亡。 １８ 世纪中期以后该地区气候变湿润，对外交通联系恢复畅通。 １９ 世纪末由于气候再次剧烈变干，使得塔

河下游与吐鲁番之间的联系再次中断。 梁景之［５４］ 认为汉代塔里木盆地人口分布格局不平衡，密集程度呈现

出西部高于东部，北部高于南部。 屯田、战争以及自然灾害是影响该区域人口变迁的主要原因，而丝绸之路畅

通后中亚胡商定居迁入对该区人口构成影响甚微。 宋晓梅［３５］认为历史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与人类活

动密切相关，土地以及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植物种群的大规模采伐都是造成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楼兰故城废弃的原因。 韩春鲜等［５５］认为魏晋以前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不大。 魏晋以后至元代该地区的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小，而河湖水量不断减少主要是自然原

因。 清代道光年以后大规模不合理的农业活动导致河湖水量减少。

３　 总结与展望

从研究成果分布领域来看，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 许多环境信息数据

的收集与研究由自然学科的专家学者团队承担，如中国科学院的夏训诚、樊自立等专家及团队，他们大多运用

地质学探测手段和建构地理地形学模型，对罗布泊地区的古气候、古湖泊沉积物检测、地质构造类型、第四纪

冰期活动、河湖水系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还原和解释罗布泊区域变迁历史。 罗布泊研究时间尺度有

“抓两头”的特点，一方面集中于上万年甚至更久的地质年代学大地构造、古环境推演等方面，另一方面集中

在现当代的水土资源利用、矿产资源开发等实用性较强的方面。 而近二十年来有关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

中在出土文献与古迹遗存的整理与考释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考证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比如楼兰出土简纸文

书、佉卢文书、楼兰墓葬、城市聚落及宗教艺术遗存等方面。 但是在将区域环境考古成果与丝绸之路沿线中外

文明交往史整体联动方面显得薄弱与分散。 随着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化联动合作深入进行，有关历

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生态环境演进与民族迁移、文化融合以及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开始突破学科以及

区域研究的藩篱，势必会产生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与更具有国际话语价值的学术成果。
从研究主题内容来看，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涉及气候变化、地质地貌、水系河道、城市聚落、道路交通

与人地关系等诸多方面，虽然研究范围大体覆盖了自然与人文多学科，但其研究议题的国际化视野尚待拓展，
特别是人文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整合区域史与世界史、环境史与社会史。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以及“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研究中古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生态环境史，主要是研究罗布泊地区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

的不同阶段与自然生态环境演变互动之关系，即生态环境是如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如土地资源、水资

源以及气候条件等，同时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改造又是怎样影响和塑造阶段性文化形态以及弄清中外文明

碰撞融合中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所出现的阶段性和复杂性特点。 罗布泊地区环境史的

研究除了需要继承和保持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如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基础上也还要进一步借鉴和吸收其

他学科先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比如生态学理论的历史考古学运用、ＧＩＳ 技术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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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等，进一步探索并分析历史时空里区域社会变革中生态环境要素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以期提供相对准

确而又立体的历史经验关照现实社会发展问题。
从研究方法的信度和效度来看，自然学科的研究主要通过采集科学数据以及建立模型用以解释和说明区

域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和演变过程，这对弄清大尺度视域下的历史社会时空演进具有参照意义，但具有宏观

性质的大尺度思维以及具有数理逻辑推理性的标准模型，很容易忽略、遗漏甚至误读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社会

进程中的带有偶然性特征的关键细节。 比如历史上罗布泊湖泊游移变化现象与原因的描述等问题就很难通

过类似方法测定。 而人文学科的研究大多通过出土文献、传统史料等着力于历史特定细节的爬梳，比较注重

第一手材料的释读与微观实证案例对比勘合。 另外，传统历史研究长期受到政治史、经济史以及文化史等研

究模式的惯性思维，环境史以及环境考古的概念及长时段理论方法尚未有效成为人文研究过程中的关注领域

与参照依据，用以解释和推论具体历史事件因果关联的定性研究方法运用较多，而对历史数据的科学完整采

集较少，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致使部分问题疑而未决。 因此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区域间生态环境变化与历史社

会演进互动之一般性规律，也无法得出全面而又深刻的历史解释和反思。 比如罗布泊地区楼兰城废弃问题中

城镇聚落兴衰与环境修复、生态韧性存在的关联性问题等。 因此，当前依托“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发展平

台，罗布泊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正逐渐为重新解读和审视边疆史地学和中外文明交往史提供新的视角，也将为

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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