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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湖泊湿地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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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湖泊湿地保护、治理及管理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我国湖泊湿地面临的问

题: 泥沙淤积; 湖泊面积萎缩; 水位下降; 湖泊水质恶化等。提出了一系列湖泊湿地管理对策，如建立湿地自然保护

区、开展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及可持续管理对策研究等，为湖泊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

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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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ake wet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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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a lot of studies on wetland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the paper systemat-
ically discussed the challenges of lake wetlands in China which mainly included sediment accumulation，

reduction of lake area，descent of water level，and lake water quality deterio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lake
wetlands，it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for lake wetland management，such as establishing
wetland natural reserve，wetland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ecological function division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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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湿地公约》对湿地类型的划分，31 类天然

湿地和 9 类人工湿地在中国均有分布。中国湿地包

括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河口湿地、海岸滩

涂、浅海水域、水库、池塘、稻田等自然和人工湿地。
湖泊湿地指由陆地到开敞湖面的过渡带，是湖泊与

周围环境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通道。湖泊的生

态及管理是当前湖泊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重

大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湖泊湿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

展。湖泊湿地当前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

管理方式问题，是人们对湖泊湿地价值缺乏科学的

深刻认识，在湖泊及其流域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

忽视湖泊湿地的资源环境特点，长期疏于有效管理

及管理方式不当或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1 国内外湿地保护与管理

1． 1 国外湿地研究进展

国外湿地研究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最早的著作

可以认为是 J·莱兰德 ( L eland) 的旅行游记( 1935
－ 1943 年) ，他认为沼泽是从森林演变而来的。工

业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大量湿地遭到破坏或被改造，

湿地保护与管理逐渐被引起重视并列上国家保护日

程。发达国家湿地研究处于国际湿地研究的领先地

位，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瑞典等国家

的湿地研究。
美国于 1977 年颁布了第一部专门的湿地保护

法规，并于 2000 年由总统签署了《保护湿地法案》，

美国的湿地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新技术、新



手段与新方法的应用是湿地科学研究发展的动力源

泉，如 3S，YSI，Hydrolab 等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运

用于湿地监测及湿地保护研究中，并提出了一些新

的计划和方案［1 － 3］。目前，美国湿地保护与管理已

不再局限于维持现状，而是重点进行退化和受损湿

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如重建了佛罗里达大沼

泽。德国同样也重视对湖泊的保护和沼泽湿地的恢

复。20 世纪 50 － 80 年代，德国对欧洲第三大湖博

登湖进行了污染治理; 20 世纪 90 年代，为梅克仑堡

州 1． 2 万 hm2 的沼泽地恢复了自然状态的供水;

2000 年初通过了《保护与恢复沼泽地计划》纲要［4］。
澳大利亚也十分重视湿地保护。近年来，澳大利亚

在水资源的综合管理、退化湿地的恢复与重建、湿地

环境影响评价和重要湿地保护计划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研究［5 － 6］。
1． 2 国内湿地研究进展

中国的湿地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此湿

地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成果也比较丰

富。目前，我国湿地研究主要集中在沼泽湿地、湖泊

湿地、河流湿地以及滨海湿地等方面。
( 1) 沼泽湿地方面: 汪爱华等［7］通过选取斑块

连接指数、分布质心及扩展度等模型，研究了三江平

原沼泽湿地景观近 20 年的空间格局变化情况。宁

静等［8］以 GIS 和 RS 为技术手段，比较了黑龙江省

近 50 年来沼泽湿地景观变化的空间特征。
( 2) 河流、湖泊湿地方面: 郑昭佩等［9］以山东省

枣庄市台儿庄区为例，对该地区河流湿地的现状、分
布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开发与

保护湿地的对策。张祖陆等［10］用模糊综合评判模

型作为研究方法，评价了南四湖湿地生态健康状况。
( 3) 滨海湿地方面: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与美

国地质调查局湿地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评价中国黄

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概念模型［11］。吴明［12］研究了

杭州湾滨海湿地的现状，提出了建立健全检测预警

系统、完善湿地保护法规系统、加强湿地污染治理和

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措施。

2 我国湖泊湿地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的湖泊湿地所表现的病态主要归因于流域

内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与湖泊湿地的自然演化过程

不同。后者极其缓慢，而前者能在数十年甚至数年

内导致湖泊湿地发生变化。目前，我国湖泊型湿地

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2． 1 泥沙淤积

对于我国湖泊泥沙淤积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湖

泊的泥沙淤积较为突出，其中洞庭湖和鄱阳湖最为

严重。洞庭湖每年淤积泥沙 1． 3 亿 m3，鄱阳湖约为

3 000 万 m3。湖泊的淤积使湖岸逐渐变浅，促进了

芦苇等浅水草类生长，使落淤量不断增加，为围湖造

田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湖泊湿地的萎缩，如洞庭湖面

积由 1925 年的 6 000 km2 减少到 1977 年的 2 740
km2。湖泊淤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流域内水土流失

加剧、江水倒灌带入大量泥沙及水草增多促使落淤

量增加引起的。
2． 2 湖泊面积萎缩

湖泊面积是湖泊生态保障的重要指标，面积变

化可反映流域生态经济发展状况。根据自然环境的

差异、湖泊资源开发利用和湖泊环境整治的区域特

色，将我国湖泊划分为 5 个自然分布区［13］: ①东北

平原与山地湖区，②东部平原湖区，③云贵高原湖

区，④蒙新高原湖区，⑤青藏高原湖区。
从图 1 可以看出: 东北平原与山区湖泊面积略

有增加，其它区域湖泊面积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其中面积萎缩最为明显的是东部平原区，该区由于

经济发展迅速，人类活动对湖泊的影响极其显著，导

致湖泊面积在半个世纪内萎缩了近 40%。蒙新高

原区的湖泊面积萎缩也比较严重，这与西北地区近

年来持续干旱及人类活动影响加强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计算得出: 在 1950 － 2000 年期间，平原湖泊总

面积萎缩率高达 31． 07%，而高原湖泊只有 4． 23%。
这表明，我国平原湖泊萎缩问题更加突出。

图 1 五大湖区湖泊面积变化

2． 3 水位下降

水位下降是我国高原湖泊存在的一个主要问

题［14］。造成湖泊水位下降的原因包括自然原因和

人类活动的影响两个方面。自然原因主要指区域气

候条件的变化，如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处于隆起抬升

阶段，气候趋于干燥，蒸发量加大，并且降雨量减少，

导致湖泊补给量减少。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是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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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于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用水量急骤增加，地下

水补给减少，水坝的建立［15］，均造成补给水量的减

少。直接从湖泊大量取水或向其他流域供水也是湖

泊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2． 4 湖泊水质恶化

目前，我国湖泊及流域科学面临着湖泊水环境

污染与富营养化问题。此外，西北干旱地区的湖泊

湿地大部分没有出水，流入湿地的盐分大量积累，湿

地盐碱化趋势非常明显。如图 2 是截止到 2009 年

26 个国控重点湖泊( 水库) 的富营养化状态。

图 2 26 个国控重点湖泊富营养化比例图

近年来，我国的湖泊由贫 － 中营养状态为主逐

步向富营养状态转变，富营养化湖泊的数量和面积

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东部平原湖区和云

贵高原湖区，以太湖、巢湖和滇池等三湖为代表［16］。
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是导致我国

湖泊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3 我国湖泊湿地管理与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在湖泊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研究

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湖泊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湖泊

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协调处理，湖泊湿地监测体

系建设以及湖泊湿地立法保护等方面。但是，湖泊

湿地保护已不再局限于建立湖泊湿地保护区及与水

禽有关的湿地保护的狭隘认识，而应该从景观和生

态系统角度进行全流域的保护与协调。因此，我国

的湿地管理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 1 湖泊湿地自然保护区及湿地公园建立与管理

对湖泊湿地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是建立湿地自然

保护区，也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由于湖泊湿地

生态系统的自然开放性，如何建立一个大小合适的

湿地保护区变得极为重要。此外，由于湿地的重要

性程度不一、大小面积不同，并不能对所有的湖泊湿

地都建立保护区。具体做法［17］是: 首先，选择具有

重要意义的湖泊型湿地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或湿地

公园，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湖泊湿地作为示范点

作为指导其它湖泊湿地保护管理的样板。其次，采

用“3S”等先进技术，加强湿地监测，编制湿地信息

管理系统，促使保护区系统不断完善［18］。
3． 2 湖泊湿地生态健康评估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是指湿地能够提供特殊生态

功能的能力和维持自身有机组织的能力，它可以在

不良的环境扰动中自行恢复［19］。湿地生态系统健

康的诊断指标主要有化学指标、生物指标、物理指

标，压力指标以及富营养化指标等。由于各国各地

区湖泊湿地类型及规模的差异，环境背景又各不相

同，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湖泊湿地生态

系统健康诊断指标。针对湖泊湿地的生态健康，应

开展以下研究: 首先，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从多尺

度多角度提出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诊断指标。其次，

对湖泊湿地整体状况进行健康评价，同时对系统内

单个指标的健康状况进行排序，确定管理措施实施

的先后顺序。最后，通过湿地模型研究与应用，定量

地评价湿地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预测湿地水文及

其他“动力”特征的变化。例如，通过泥沙冲淤模型

可获知泥沙输移沉积情况; 通过建立水质模型，可以

预测流域内污染负荷的变化。
3． 3 湖泊湿地应急预案研究

在湖泊的环境问题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突发性

污染事故，包括溢油事故、危险化学品泄露、和非正

常大量排放废水等。考虑到突发性污染事故的不确

定性和破坏性大等特点，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编制切实可行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为

预警应急系统提供计算机辅助系统、3S 技术、数据

库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建立污染源、水环境质量和

应急系统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3． 4 流域生态功能区划及湖泊生态补给综合管理

为实现湖泊湿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特别是

水资源的持续补给，需要对流域进行生态功能区划

管理。具体做法［20］是: 在划分流域生态功能区的基

础上，进一步划定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明确流域水

生态保护的重点。湖泊湿地水源补给是解决湖泊湿

地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减等问题的关键。必要时

采取人工补水的手段，保障湖泊湿地的正常生态需

水量。
3． 5 建立湖泊湿地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管理模式

可持续管理模式是实现湖泊湿地生态经济协调

发展的有效模式之一，其具体措施［21］如下: 加强湿

地旅游管理; 开展湖泊湿地立法、教育和宣传，提高

人们的湿地管理保护意识; 制定湖泊湿地的经济发

展规划时，做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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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基于对国内外湿地研究的分析和总结，认为着

重开展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的评价、湿地应急事件管理平台的开发、湿地生态功

能区划及可持续管理对策的研究，是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我国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恢复与管理的重要工具，为我国湖泊湿地生态效益

正常发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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