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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松嫩—三江平原地区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湿地集中分布区 ,大面积农垦及其它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

使天然湿地丧失和退化。 该区域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它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保护区

内的生产生活活动干扰冲击天然湿地生态环境 ,保护区外的水利工程设施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对保

护区湿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保护区自身建设和管理基础薄弱等。针对松嫩—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发

展面临的问题 ,从保护区自身建设和保护区政策措施 2方面探讨了区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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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Management of Wetland Natural Reserves

in the Songnen-Sanjiang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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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ng nen-Sa njiang plain is the mo st concentra tiv e distributio n a rea o f w etlands in China , a nd the ar ea o f we tland

la ndsca pe is decr easing because of la rg e-sca le r eclamation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We tlands natura l reserv e in this ar ea

play s significa nt ro les in r eg io nal e nvir onment pro tec tion. Th e regional wetland natura l r eserv es hav e dev eloped rapidly but still

hav e serio us pro blems mainly include: neg ativ e disturbation fro m h uma n activities in the natural r eserv es; nega tiv e impac t f ro m

w ater co nse rv a ncy co nst ructio n a nd h uma n activ ities fro m out o f na tural r eserv es; lo w lev el of natura l r eserv e dev elo pment and

manag ement. Acco rding to th e pr esent situa tio n o f w etland natura l r ese rv e dev elopment, sugg estio ns and implications a re made

at leng th abo ut wetland natur al reserv e sustaina ble dev elopment and manag ement in the Song nen-Sa njiang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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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松嫩一三江平原湿地开发与退化

松嫩—三江平原跨吉林、黑龙江 2省 ,总面积

397 100 km
2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4. 19%。平原内有

大面积天然湿地分布 ,是我国最大的湿地集中分布

区 [1 ]。长期以来 ,人们对湿地的认知几乎完全偏向于

湿地的资源价值方面 ,而忽视湿地的生态环境价值 ,

把天然湿地认作是宜农荒地。认识上的偏见和经济利

益的驱动使天然湿地遭受大规模破坏性开发。松嫩—

三江平原天然湿地尤其是三江平原湿地面临的主要

胁迫来自于大面积垦荒
[2 ]
。松嫩平原湿地开发历史较

早 ,清末即被开发 ,尤其经过 50 a开发已接近极限 ,

天然湿地面积仅存 2. 54× 106 hm2。

三江平原土地总面积 1. 09× 105
km

2 ,由于地处

边隅 ,沼泽湿地遍布 ,交通不畅 ,开发历史较晚。 1949

年平原区仅有耕地 7. 86× 10
5

hm
2
,垦殖率为 7. 22% ,

集中连片的天然湿地是区域主要自然景观 ,湿地率达

49. 04% ,面积为 5. 34× 106
hm

2 ; 1975年湿地面积退

至 2. 44× 106 hm2 ,湿地率减至 22. 41% ;到 1994年 ,

耕地成为主要自然景观 ,垦殖率上升至 41. 99% ,面

积达 4. 57× 106
hm

2 ,而湿地面积仅余 1. 48× 106

hm
2 ,湿地率下降至 13. 61% ,且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

加大 [3 ]。 到 20世纪 90年代由于禁止围垦天然湿地、

小规模退耕还湿和发展水田 ,湿地总面积有所增加 ,

年际间出现波动 ,但是仅相当于大规模开发前湿地总

面积的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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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尤其是建国后 50 a多的农垦开发 ,在三

江平原湿地和松嫩平原湿地区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

的国有农场群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然而令人痛

心的是经济效益的获得伴随着湿地景观的丧失和湿

地生态环境功能的退化。经过多年农垦及其它社会经

济开发活动后 ,包括人工湿地在内 ,现有湿地仅存

4. 51× 10
6

hm
2
。大面积天然湿地景观的丧失严重削

弱了湿地蓄水防旱的功能 ,区域旱涝形势加剧 ,在

1949— 1969年的 20a间和 1970— 1990年的 20 a间 ,

三江平原旱灾发生频率由 23. 8%上升至 33. 3% ,涝

灾发生频率由 33. 3%上升至 47. 9%
[3 ]
。对湿地的排

水围垦和过度开发 ,使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 ,湿地植

被遭受破坏 ,水土流失加剧 ,土壤盐渍化和沙化现象

趋于严重。松嫩平原是我国土地次生盐碱化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盐碱化土地面积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2. 41

× 106
hm

2 ,扩展到 20世纪 90年代的 3. 42× 106
hm

2 ,

且绝大多数盐碱化土地含盐量增加 ,盐碱化范围和程

度呈扩大和加重趋势
[4 ]
。松嫩平原湿地的水源补给主

要来自平原河流洪水泛滥 ,而为了保护洪泛区内的社

会经济生产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筑堤建库 ,改变河

川径流情势 ,隔绝了天然洪泛作用对湿地的水源补

给 ,促使天然湿地向次生盐碱化方向发展。 在松嫩平

原西部洮儿河中下游 ,因水利工程控制和开垦而减少

的洪泛区湿地超过 70% [5 ]。 松嫩平原沙地面积 1. 87

× 10
6

hm
2
,占土地总面积的 11. 2%。三江平原上早先

著名的萝北水城子沼泽湿地集中连片分布 ,现已完全

变成农田 ,而萝北县土壤沙化面积已高于 20% ,土壤

盐渍化趋势加剧 [6 ]。生产生活活动中的农业面源污

染、工业和生活污水及滥捕酷渔、过度开采等使湿地

生态环境和湿地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和破坏 ,湿地生物

多样性降低 ,天然湿地生态环境功能减弱退化。 亟待

加强湿地自然保护事业 ,遏止天然湿地的丧失和退化

趋势 ,维系天然湿地生态环境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 ,

保障湿地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

2　研究区湿地自然保护区概况

对天然湿地最有效的保护举措是建立湿地自然

保护区。这里所说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包括保护类型为

内陆湿地的自然保护区 ,也包括保护类型不是内陆湿

地 ,但自然景观是以湿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 ,对松嫩

—三江平原来说是指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类型的自然

保护区。到目前为止 ,该区的湿地自然保护区中 ,保护

类型确定划为内陆湿地的自然保护区有 33个 ,保护

类型划归为野生动物 ,但自然景观以天然湿地为主的

自然保护区个数为 15个。从 1979年该区的扎龙自然

保护区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开

始 ,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 20 a多来稳步发展 ,

数目不断增加。

近年来 ,特别是在 1992年我国政府加入《关于特

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后 ,松嫩

—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数目增加很快 ,其后建立

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超过现有湿地自然保护区总数目

的 1 /2。现有湿地自然保护区总数为 49个 ,总面积已

达 10 795. 02km
2
(表 1)。该区建有一批具有重要意义

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区域所在

地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在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

和湿地保护立法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黑龙江省政

府 1996年发布了《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

规定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为该省重点自然保护区 ,对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给予优先建设和发展的政策 ,并

于 1998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

决定》。 吉林省人大 1997年分别通过了《吉林省自然

保护区条例》和《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例》 ,做到了地方保护区立法和单个保护区立法 ,走在

全国前列。近几年来 ,影响较大的涉及该区湿地自然

保护区的科研和保护项目及行动计划也大为增加和

发展 (表 2)。

该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维系和加强

了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局部有效

地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松嫩平原共有盐碱

化沼泽湿地面积 5. 78× 10
5

hm
2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该区盐碱化程度最

轻的沼泽湿地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地地表

水 p H一般为 7～ 8. 9,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沼泽湿

地 p H一般为 7. 5～ 8. 5,水体矿化度和表层沼泽土壤

含盐量都远低于松嫩平原盐沼湿地的平均水平。而芦

苇单产达 12 t /hm
2 ,是非自然保护区地区平均产量的

2～ 3倍 [7 ]。

表 1　松嫩一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数目及面积调查统计

所在省份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省级 市县级

湿地景观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省级 市县级
总个数 面积 /km2

黑龙江省 4 7 15 2 3 8 39 7 171. 45

吉林省 1 2 5 1 1 0 10 3 62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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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嫩—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大面积的湿地分布区 ,

天然湿地具有典型代表性 ,三江平原湿地区被列为中

国 GEF湿地项目“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的 4个项目区之一 ,该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

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澳大利亚发展援助署共同资

助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会在湿地生

物多样性领域的最大项目。松嫩—三江平原区的湿地

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更是具有

典型代表性甚至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该区国家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共有 8个 ,相关情况见表 3。

表 2　影响大的松嫩一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相关项目及行动计划

实施年份 组织实施机构部门 项目或行动计划内容 实施情况 目标效益

1995 国家环保总局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破坏调查 已完成 推动对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

1995 农业部
虎林月牙湖、三江平原湿地畜牧
和农垦调查

已完成 对农业部所属湿地区域调查

1997 吉林省人大
出台《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

有效中 保护区管理法规化

1998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出台《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决定》 有效中 在全国率先出台湿地保护法规

1999 黑龙江垦区 停止垦殖湿地 实施中 保护“北大荒”湿地

2000 吉林省计委 向海湿地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 已完成 保护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2000 国家林业局 中国 G EF湿地项目 实施中 项目区湿地生物多样性维系

2000
黑龙江流域东方白鹳栖
息地调查国际研讨会

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 已结束 达成东方白鹳国际保护合作意向

2000
亚太银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GEF项目组织

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 已结束 为实施有关湿地保护项目准备

2001
加拿大 R AG A地球环境
公司 ,黑龙江省环保局

国外公司投资区域湿地保护与
恢复

实施中
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湿地保护
与恢复

2001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松花江流域湿地资源调查及规划 实施中 保护松花江流域湿地

2001
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
履约办公室

松嫩平原湖群湿地保护与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优先项目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松嫩平原湿

地环境与资源

表 3　松嫩一三江平原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统计

所在省份 保护区全名 面积 /km2 所在县市 建立年份 批准年份 主管部门

黑龙江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8 同江市、抚远县 1984 1996 环保

黑龙江 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981 抚远县 1994 2000 林业

黑龙江 宝清七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200 宝清县 1996 2000 环保

黑龙江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 2 100 齐齐哈尔 1979 1987 林业

黑龙江 兴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 2 225 密山市 1985 1994 林业

黑龙江 挠力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589 建三江分局 1998 2002 环保

吉　林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055 通榆县 1981 1986 林业

吉　林 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440 镇赉县 1997 1997 林业

　　一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在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独特性等方面的保护价值极高而被吸纳加入

国际相关网络组织: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向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年分别被《关于特别是作为

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收录为国际重要湿

地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2年被世界野生生物

基金会 ( WW F)评审为“具有国际意义的 A级自然保

护区” , 1993年 5月加入“中国人与生物圈网络” ;兴

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7年加入“东北亚地区

鹤类保护区网络” ;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9年加

入“雁鸭类保护区网络” , 2002年被国际湿地局批准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3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管理对策

松嫩—三江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已获得显

著进展 ,基本建成类型多样 ,分布较为合理的自然保

护区网络。值得注意的是湿地自然保护区建立发展的

20 a间 ,正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人地关系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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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对湿地保护事业和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必然带

来负面影响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及管理本身也存

在一些问题。

3. 1　湿地自然保护区面临的主要问题

( 1)保护区内生产生活活动干扰冲击天然湿地

生态环境。由于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区内原有的耕地、

林地等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 ,保护区管理机构对保护

区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和当地部门及居民对保护

区内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矛盾 ,加上保护区管

理机构力量薄弱 ,保护区内的人为干扰和破坏活动难

以消减和禁止。在各种因素主要是在人口增长和经济

增长的双重压力下 ,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所受协迫越来

越大。 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内人为活动频繁 ,甚

至在核心区内也有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向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境内共有 32个村屯 ,人口数量超过

7 000,在保护区的东方白鹳核心区内有通榆县向海

村居民点。向海保护区管理局营造的沙棘生物围栏和

铁丝网工程围栏被当地村民为了入内放牧而毁掉。沙

丘榆林是向海湿地 4大生态景观之一 ,每年放牧季节

沙丘榆林榆树下部树叶和树皮全部被保护区内 5个

乡镇的近 8 000只山羊吃掉 ,而榆树幼苗则被啃而死

亡 ,过度放牧已使这一珍贵生态景观严重受损。 湿地

自然保护区内的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施用带来农业面

源污染 ,而农药的施用危害到珍稀鸟类 ,在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每年误食农药中毒的丹顶鹤、东方白

鹳、白鹤、白枕鹤等珍稀水禽水鸟不下 10只。除洪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少数保护区以外 ,许多湿地自然

保护区内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农耕地进一步扩大、过度

放牧的现象。湿地自然保护区内一年四季人为干扰影

响不断 ,冬季有滥捕乱猎野生动物和滥砍盗伐林木现

象发生 ,春、夏季存在烧荒乱垦及在核心区放牧、捕鱼

等违法违例活动。有些自然保护区以筹措资金为借

口 ,当地政府和部门以发展生态旅游为名义在保护区

内不经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论证和投入产出效益分析

就乱上开发项目 ,损害保护区天然湿地的景观价值 ,

干扰和破坏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 2)保护区外水利工程设施及工农业生产和生

活活动对保护区湿地产生负面影响。已建和拟建的水

利控制措施威胁或潜在威胁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用水安全 ,尤其是保护区补给水源的河流中上游水库

堤坝等水利控制设施的修建 ,会减少甚至切断保护区

内湿地的主要生态用水来源。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惟一

地表补给水源是乌裕尔河 ,东升、跃进、宏伟等 30多

座水库特别是东升水库在乌裕尔河的修建 ,拦蓄截流

了扎龙自然保护区湿地的生态用水补给。目前扎龙自

然保护区承接的河流补水只能维持 700 km
2
水面 ,等

上游的北安、富海等水库修建完成后 ,保护区内可维

系的天然湿地水面将萎缩至 300 km2 ,仅及保护区面

积的 1 /7,而一对丹顶鹤就需要 2～ 10 km
2
的繁殖活

动空间 ,其生存活动空间将受到严重束缚。 霍林河上

游拟建的白云花水库建成后将为上游的内蒙古科右

中旗提供灌溉用水水源 ,位于霍林河下游的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水补给量将会进一步被消减 ,

保护区内天然湿地用水来源将更加依赖引洮入向工

程的人为调节措施。自然保护区外区域的工农业生产

和生活活动会给保护区湿地带来污染。乌裕尔河注入

补给扎龙自然保护区湿地前在克东县长 245 km的河

段承纳了沿岸克东、克山、依安县的生活污水及酿造、

食品、造纸、亚麻等行业企业直接排入的工业废水 ,富

南、繁荣、龙安桥和江东水田灌区施用的化肥和农药

也随水田放水流入保护区湿地。 受乌裕尔河的影响 ,

扎龙自然保护区水体水质沦为Ⅴ 类 ,有机物污染严

重 ,泡沼湿地严重富营养化 , Pb, Zn, Cu, Cr, As等重

金属也超标。 受污染的影响 ,该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严

重受损 ,湿地指示性敏感生物物种消失 ,藻类等耐污

生物物种大量出现。富营养化致使水体溶解氧含量减

少 ,鱼虾及蚌类等多种软体动物减少甚至消亡 ,重点

保护对象丹顶鹤等鹤类食物链遭受破坏 ,近年来活动

范围被迫北迁。

( 3)保护区自身建设和管理存在问题。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 保护区管理机构力量薄弱和保护区边界、

功能区范围不明确。保护区管理机构是保护区开展环

境和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及日常管理的常设机构。总

体来看 ,该区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尚不够健

全: 管理人员少、管理水平低 ,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普遍

偏低 ;管理设备和技术水平落后 ,资金匮乏。有些自然

保护区形式上建立了起来 ,但是建而不管 ,没有设置

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管理人员。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和专业管理人员的自然保护区单兵作战 ,自然保护区

之间业务联系少 ,也不注重与保护区所在地推行社区

共建活动。自然保护区内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展

的也不够 ,对湿地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还有待加

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及区域性相关

保护区管理法规和条例都规定自然保护区边界范围

和界线一旦由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确定

后 ,不能擅自改动 ,区界应当明确标出 ,保护区应进行

功能区划分且各功能区的保护级别应符合严格的环

保要求和规定。但是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中长期

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一些法规条例形

同虚设 ,许多自然保护区没有法定的边界 ,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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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功能区划分不明确。扎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缺乏法定的边界 ,而向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分不尽合理。 1997年吉林省人

大出台的《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将

保护区只划分为核心区和实验区 ,而没有划分和设置

缓冲区。保护区边界和功能区界线和范围不明确一方

面致使保护区缺乏法律法规保障而被挤占开垦和征

地开发 ,另一方面有些自然保护区从眼前利益和局部

利益出发 ,可以不受制约地出让保护区土地及其它资

源 ,这些都导致保护区面积变动减小且不利于保护区

内资源环境的保护。保护区边界和功能区界线和范围

不明确还容易导致保护区内土地权属和管理权限不

明确 ,在这种情况下 ,保护区的管理机构甚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实际能够行使的权力非常有

限 ,如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的保护区面积为

2 100 km
2
,但由于权属权限问题而实际上能行使管

理权限的面积不及划定面积的 5% 。

3. 2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对策探讨

针对目前松嫩—三江平原湿地资源环境问题及

自然保护区发展现状 ,从自然保护区政策措施和自然

保护区自身建设两方面探讨区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科学合理化管理对策 ,不仅可以为该区湿地自然保护

区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依据 ,对我国湿地自然保护区

及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也具有明显的

可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3. 2. 1　自然保护区政策措施

( 1)对湿地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推行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中把建立湿地环

境影响评价及项目审批制度列为促进湿地可持续利

用中的优先领域 ,对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湿地自然资

源利用中的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势在必行 [ 8]。

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开发项目及生态旅游等开发

活动进行湿地环境影响评价 ,从景观生态学和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功能和社

会经济资源价值进行环境现状评价 ,确定湿地环境承

载力和资源价值的可持续供给能力 ,同时对开发利用

湿地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经济资源价值的项目活动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应包括常规环境影响评

价中的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相对照的湿地自然环境

因子指标、表征湿地生态环境景观结构及功能的生态

环境因子指标、反映湿地社会经济价值和开发项目社

会经济效益的社会经济价值指标。根据湿地环境现状

评价的结论及项目活动的开发形式 ,对湿地开发项目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提出保护、恢复、补偿、重建措施

及替代方案和环境管理方案等湿地开发环境影响评

价的生态保护措施 ,科学论证开发项目活动的环境可

行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兼顾协调湿地的生态环境效益

和湿地开发利用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做到湿地生态

环境保护和湿地资源价值利用统筹兼顾。

( 2)建立区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 ,统一协

调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事业。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

划》中把建立区域或流域性的湿地保护协调机构作为

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的一个主要优先行动。

这一优先行动计划在松嫩—三江平原湿地区尤其具

有可操作性 ,该区内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相对较为集

中 ,众多自然保护区空间距离相隔不远 ,分布在一个

大的自然流域内。尽管区域内各湿地自然保护区所面

临的具体生态环境问题不尽相同 ,但是在区域尺度的

地质地貌格局和气候因素控制下 ,湿地生态环境相似

特征很强 ,而且湿地开发历史、现况及目前天然湿地

所受胁迫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各湿地自然保护区生存

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共同性。这些客观条件都有

利于区域内湿地自然保护工作的统一协调。但是目前

区域内湿地自然保护区各自为政 ,分散独立管理 ,加

入相关国际网络组织的投入力度和开展国际间合作

的重视程度甚至要远高于对区域内邻近湿地自然保

护区之间联系合作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在湿地自然保

护区之间形成网络联系 ,成立湿地保护的统一管理机

构并对区域内湿地自然保护区统筹规划和管理。引导

和加强各湿地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事业合

作 ,实现自然保护区之间的湿地保护信息共享、资源

应用技术共享和综合管理技术共享 ,合作开展湿地科

研项目和湿地保护与开发项目 ,制定区域性的湿地保

护、补偿和恢复措施 ,在大的空间尺度上维系和加强

湿地景观结构与生态环境功能。同时加强对现有跨界

保护区 (如兴凯湖或达乌尔斯基 )的国际合作管理。兴

凯湖在中俄边界上 ,为中俄界湖 ,两国共有 ;三江自然

保护区与俄罗斯 3个自然保护区相邻 ,都具有开展国

际合作的客观优势 ,应当积极探寻开展同周边国家和

地区在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 3) 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和申报增设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中在湿地与生物

多样保护领域中的优先行动指出应查清具有国际重

要意义的湿地现状 ,全面评价其功能和效益 ;以保存

湿地的生态类型多样性和抢救湿地野生动植物种多

样性为重点 ,新建和重点建设一批湿地自然保护区。

对面临丧失和退化趋势的松嫩—三江平原湿地资源 ,

需要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扩大湿地自然保护的范

围。对具备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环境功能或在科学

上有重大国际影响及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的湿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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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布区 ,积极申报增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首

先应当增设哈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拉海湿地位

于松嫩平原的西北端 ,大兴安岭南麓 ,黑龙江省龙江

县西北部 ,总面积达 240 km
2
,区内湿生、沼生和水生

植物生长茂盛 ,鱼类和鸟类资源丰富。 鸟类种数达

242种 ,有丹顶鹤、白鹤、白头鹤、白鹳、大鸨、黑鹳、金

雕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该区湿地景观类型独特 ,为

内陆荒漠中的湿地景观 ,湿地自然保护价值极高 ,且

目前受人类干扰开始加剧。 尽管湿地区内无居民点 ,

但周边地区居民每年春季几乎每户都深入湿地拣拾

水禽卵 ,严重干扰珍稀水禽丹顶鹤、白鹤、白头鹤和黑

鹳等栖息和繁殖活动。需要尽快设立哈拉海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以保护这一珍贵天然湿地景观和珍禽

水禽的栖息繁殖生境。

3. 2. 2　自然保护区自身建设

( 1)明确划定自然保护区的边界和功能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

可以进行功能区划分 ,明令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

生产经营活动 ,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内 ,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应当对保护区进行合理

科学的功能区划分 ,针对主要保护对象确定核心区、

缓冲区和实验区的范围。在保护区外围树建界碑 ,明

确保护区内土地权属和管理权限。根据该区湿地自然

保护区的客观实际 ,完全禁止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活

动目前来看尚不现实 ,应当妥善处理保护区依法建设

管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对自

然保护区内的居民 ,固定其生产生活活动范围 ,在遵

守相关自然保护区规定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 ,允许他们从事小规模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和种

植、养殖业或放牧业等社会生产生活活动。 但是应对

保护区资源利用和开发规模进行适当调节 ,如在每年

5— 6月鱼类产卵季节实行禁渔期 ,以便为繁殖栖息

的水禽提供充足的食物 ;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在秋冬季

收割芦苇等植物资源时 ,划出一面积予以保护 ,以便

为翌年水禽来此栖息繁殖提供所需的隐蔽场所。对居

住在核心区以内的居民必须实施开展移民工作 ,因为

核心区是自然保护区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地带 ,区内任

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对本就敏感的生态环境都是不能

允许的。可先把核心区内居民迁至保护区外围地带 ,

缓解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所承受的生态压力。允许

保护区和当地部门在实验区范围内开展以生态旅游

为重点的资源适度经营 ,在保护区旅游承载力的范围

之内确定旅游资源的开发强度与旅游项目设置的内

容及规模。

( 2)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自身建设。编制保

护区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拟定并监督实施与

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有关的自然生态保护法规和规章 ,

建立和完善保护区信息源元数据库 ,使管理工作制度

化、现代化。申请增大对保护区管理资金的投入 ,自然

保护区自身应多渠道筹集保护和管理资源 ,拓宽经费

渠道 ,提高自养能力 ,配备基本的保护管理设施。对保

护区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优化人员结构 ,提

高专业科技人员所占比例。进行多种形式的自然保护

事业的宣传 ,推广保护区与所在地区的社区共建活

动。 如扎龙自然保护区所在地齐齐哈尔市每年举办

“观鹤节” ,既增加了旅游收入 ,又对湿地和珍稀水禽

保护进行了有效的宣传活动。科学研究是建立自然保

护区的基本功能之一 ,同时也是自然保护区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 应积极开展相关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活

动 ,不仅要依靠保护区和本系统技术力量 ,而且要积

极探寻同科研、教育、管理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合

作开展科研项目 ,提高科研水平及科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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