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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丹江 口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现状与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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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丹 江口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 区是 中国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湿地的典型代表
,

该 区有着丰富的动物和

植物资源
。

本文针对该区存在的问题提 出如下管理措施
:
( l) 成 立国家级湿地 自然保护 区

;
( 2) 采取生态林

业和水土保持工程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 3 )建立保护区资源管理信息 系统

。

这些措施对保证生物多样性
、

南

水北调 中线水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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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地球上功能多样
、

性质独特的生态系统
,

是 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

人类环境最重要的资源

之一
。

湿地的蓄洪给水
、

调节气候
、

减轻水土流失
、

降

解环境污染
、

维护生物多样性
、

为人类提供旅游娱乐

场所等功能是其它生态系统无法 比拟的
。

河南丹江 口

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地处河南省西南部
,

豫
、

鄂
、

陕 3

省结合部
,

保护 区流域涉及浙川县
、

西峡县
、

内乡县
、

卢氏县和栗川县
,

总面积约 7
.

0 0 火 1护 hm
Z ,

库区面积

4
.

0 0 火 1 0 `
h m

Z ,

东西约 2 5 k m
,

南北约 7 5 km
。

浙川县

是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县
,

随着中线工程开工
,

大坝加

高后
,

库区面积将增大到 5
.

0 0 火 1少 h m
Z ,

库容由 1
.

70

又 1。 ’ “
m

3

增加到 2
.

9 0 又 1。 ’ 〔,
m

3 ,

它是我国重要 的湿地

自然保护区之一
。

该区不仅对减缓洪峰
、

减轻水灾具

有重要作用
,

更重要的作用是能否让京津及华北沿渠

城市居民喝上甘甜的纯净水
。

因此
,

加强对湿地的保

护
、

建设和管理
,

对实现该区 以及沿渠地 区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

1 保护区概况

1
.

1 自然条件

保护区位于秦岭山系余脉延伸地
,

北部和西北部

属秦岭东延部分
,

大致为南北走向
,

北高南低
,

境内最

高海拔为鸡角尖 2 2 1 2 m
。

西部和西南部有秦岭
、

大巴

山纵贯
,

与湖北交界
,

海拔 I O86 m
。

东南部属南 阳盆

地西南边缘
,

呈宽平垄 岗状
,

境 内山岭起伏
,

层峦叠

嶂
,

沟壑纵横
,

丹江水库位于保护区南部
,

由于群山环

抱
,

形成西北突
.

起向东展开的马蹄形地势
。

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
,

年平均气

温 15
.

S C
,

极 端 最 高温 度 42
.

6 C
,

极 端 最 低 温度

一 13
.

Z C
,

1 月份平均气 温 2
,

4 C
,

7 月份 平均气温

28
.

4 C
,

) 。 C 的 积 温 5 6 0 0 C 以 上 ; ) S C 的 积 温

5 5 0 0 C 以上 ; ) I O C 的年积温平均 为 5 1 2 3
.

2
`

C
,

都

是全省最高值
。

无霜期 2 2 8 d
,

初霜期约在 n 月上旬
,

终霜期约在 3 月下旬
,

热量多
,

霜期短
,

是全省最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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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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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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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

年平均降水量为 8 0 4
.

3 m m
。

境内山河错落

能较多地吸收太阳能
,

冬季北部有高山阻挡冷气团南

侵
,

春秋东南方向来的暖湿气团顺河爬升
,

热量资源

丰富
,

形成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的温和气候
。

保护区河

流均属长江流域汉江系
,

丹江为汉江 1 级支 流
,

灌河

等河流为汉江 2 级支流
。

L Z 社会经济济条件

保护区包括河南省 5 个县
,

40 个乡镇
,

总人 口约

1
.

I O X l o
6

人
。

交通便利
,

水陆兼运
,

2 0 9
,

3 1 1
,

3 1 2 这

3 条国道及宁西铁路横穿境 内
。

该区矿产资源丰富
,

主要有金红石
、

大理石
、

黄金
、

石棉
、

云母
、

滑石
、

虎晴

石
、

石膏
、

钒
、

白云石等 38 种
。

机械
、

制药
、

建材
、

冶金
、

工艺品等体系基本形成
。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

名胜古

迹举不胜数
。

共发现春秋时期楚国旧城址 13 处
,

古墓

群 5 0 0 0 余处
,

境内有约 80 km
2

埋藏数万枚恐龙化石

和部分恐龙骨骼化石
,

还有河南省 4 大故刹之一一一

香严寺
,

保存完好的清代一条街等人文景观
。

L 3 植物资源

丹江 口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亚热带与暖

温带过渡带
,

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北亚热带常绿

落叶阔叶林地带
,

适生的植物种类繁多
,

常见有栋类
、

马尾松
、

侧柏
、

杉木
、

棕桐
、

批把
、

杨
、

柳
、

榆
、

槐
、

椿等
。

其中稀有树种如官桂
、

三尖杉
、

刺揪
、

刺黄连
、

香果树
、

银杏
、

樟树
、

白皮柏
、

青檀等 2 79 种
,

灌 木有 酸枣
、

冬

青
、

胡枝子
、

荆和
、

黄护木
、

锦鸡儿
、

麻桑等 156 种
,

藤

本植 物有 野蔷薇
、

青 藤
、

葛藤
、

称猴桃
、

五味子等 26

种
。

草本植物有白草
、

茅草
、

莎草
、

龙须草
、

篙类
、

蔽类

等 4 10 种
。

柑橘
、

柿子
、

桃
、

杏
、

梨
、

苹果
、

红果
、

核桃
、

板

栗
、

枣
、

葡萄
、

樱桃等干鲜果都有出产
。

漆树
、

油桐
、

乌

柏
、

黄连木木本油料 比比皆是
,

尤以油桐最多
。

药用植

物有二花
、

酸枣
、

柴胡
、

桔梗
、

香附
、

杜仲
、

山植
、

五味

子
、

女贞等 4 00 多种
。

L 4 动物资源

保护区 内有着丰富的动物资源
,

国家 1 级保护动

物白鹤
、

黑鹤数千只
,

成群飞翔在库区周围
,

形成 1 条

亮丽的风景线
。

众多的国家 1 级
、

2 级保护动物在保

护区繁衍生息
,

是具有典型内陆人工湿地生态环境的

代表之一
。

常见兽类有 2。 种
,

鸟禽 23 种
,

两栖类 6

种
,

爬行类 6种
,

水生类 13 种
,

昆虫类 50 0 余种
。

兽类

主要有豹
、

璋
、

狼
、

豺
、

野猪
、

野羊
、

草鹿
、

林康
、

鹿
、

果子

狸
、

松 鼠
、

刺猜等
。

鸟禽类主要有白鹤
、

黑鹤
、

大小天

鹅
、

灰鹤
、

鸳鸯
、

绿头鸭
、

赤膀鸭
、

海鸥
、

秃鹜
、

猫头鹰
、

鹤鹑
、

山斑鸿
、

啄木鸟
、

家燕
、

角百灵
、

喜鹊
、

乌鸦等
。

两

栖类主要有沼蛙
、

大鱿
、

中华蟾蛛
、

鳖
、

龟
、

水獭等
。

爬

行类主要有菜花蛇
、

黄杆蛇
、

蝮蛇
、

乌梢蛇
、

娱蛤
、

壁虎

等
。

水生类主要有缝鱼
、

鲤鱼
、

螂鱼
、

草鱼
、

鱼占鱼
、

黑鱼
、

虾
、

泥鳅
、

黄鳝
、

田螺等
。

昆虫类主要有瓢虫
、

蛆躬}
、

蜘

蛛
、

土元
、

蟋蟀
、

膛螂等
。

2 存在问题

2
.

1 机构管理混乱

目前该区管理部 门有农业
、

林业
、

水利
、

水产
、

公

安
、

工商
、

旅游
、

环保
、

风景区管委会
、

地方政府等 10

多个单位
,

由于各单位职能不同
,

工作重点各有偏重
,

造成整个保护区管理混乱
。

甚至个别部门从 自身利益

出发
,

各 自为政
,

只取不予
,

打破了湿地 自然保护区 自

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

导致保护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珍稀鸟类飞往别处
,

珍稀植物急剧减少
。

2
.

2 水体污染加剧

污染是湿地资源面临的最大威胁
,

该区的污染主

要是工农业污水
、

生活污水
、

养殖污水
、

陆源污染及船

舟白排放的含油废水等
。

据调查
,

调水渠首 陶岔断面水质均超过 2 类水质

标准
,

库区 总磷
、

总氮明显超标
,

其中总磷浓度 0
.

02

一 0
.

Os m l / I
J ,

总氮浓度 1
.

4 6一 1
.

6 0 m l / L
,

分别超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3 类标准
,

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源水质要求
,

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
。

工业污水不

能完全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

C O D 排放量严重超过 国

家的分配指标
,

生活污水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排水 系

统
,

缺乏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
。

2
.

3 水土流失严重

丹江 口 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 主要包括浙川县和

西峡县
,

其森林覆被 率平均为 57 写
,

但植被分 布不

均
,

上游西峡县植被较好
,

森林覆被率 70 %
,

而库区

浙川县森林覆被率只有 30 %
,

轻度 以上水土流失面

积 1 2 0 0 km
Z ,

其中轻度 7 l o k m
Z ,

中度 4 8 1 k m
2 ,

强度 9

km
Z ,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4 0 4 2
.

s t / ( k m Z · a )
。

特别是

库区周围荒 山面积大
,

现有荒山面积 3
.

00 火 10
`
h m

Z ,

占全区荒山面积的 50 %
,

这些地区岩石多为石灰岩
,

水土流失严重
,

水旱灾害频繁
,

生态环境恶化
,

环境治

理任务相当艰巨
。

.2 4 人为活动频繁

人为活动加剧了湿地动植物资源的破坏
,

由于大

力发展养殖业
,

使用 网箱养鱼
,

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

时
,

也对湿地的水质造成一定程度 的污染
。

过度捕捞

使水库
、

河流的鱼产量急剧下降
,

有的种类难 以恢复

而濒于灭绝
,

尤其是一些徊游鱼类
,

在很大程度上属

非排它性资源
,

更易遭到过度捕捞
。

同时
,

随着旅游业

的不断发展
,

用于交通旅游的船只不断增加
,

也对湿

地周 围的野生动物的休养生息造成很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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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对策

3
,

1 成立国家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

在 目前省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
,

积极向国

家申请成立国家级河南丹江 口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
,

可以健全保护 区的保护机构
,

完善保护网络
,

提高保

护层次
,

加强统一协调
,

集 中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使各

级政府和全社会重视和关心湿地保护工作
。

同时制定

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 施
,

加大执法力

度
,

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不法行为
,

使珍稀物种得到

有效保护
,

为实施生物多样性奠定基础
,

使湿地管理

更加科学化
。

3
.

2 采取综合措施控制水土流失

(1 ) 生态林业工程
。

以 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为重

点
,

生态林
、

经济林并重
,

构筑山川绿化板块
。

围绕路
、

城
、

库
、

景
、

山等重点部位
,

按照
“

通道两旁速生林
,

城

区景区常青树
,

库 区河滩速生林
,

山区丘陵生态林
,

农

村庭院经济林
”
的总体规划

,

建好库东岗丘林粮间作

区
、

沿江速生林湿地保护区
、

浅山丘陵退耕还林区
、

深

山封山育林区
、

城镇景点风景林绿化区
、

山 区成林及

幼林抚育区
“
六大

”
绿化区域

。

( 2)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

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

载体
,

坚持走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路子
,

大力

实施小流域治理和坡耕地改造
,

治理水土流失
。

经过

5 ~ 10 a 的努 力
,

全面 完成 水 土流 失治 理
,

治理 率

10 0%
,

保存率 80 % 以上
,

人库 水质达 到 国标 工级 ;

25
“

以下坡耕地在实施退耕还林的同时
,

全部治理成

水平梯田
,

使农业人 口人均基本农 田和果园分别达到

6 70 m
Z 。

3
.

3 建立保护区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流域是 自然和社会构成的复杂系统
,

湿地是该 区

的重要资源
,

加强湿地管理增强湿地功能的最有效方

法是及时掌握整个流域资源的动态信息
,

以便及时做

出决策
。

随着 3 5 技术的发展和功能集成
,

建立流域资

源管理信息系统对湿地环境实时检测是可行而必要

的
。

利用 3 5 技术
、

野外调查和搜集手段获得湿地资

源
、

水文
、

气候和经济发展等数据建立数据库
,

是建立

该 区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工作
。

3
.

4 加强保护区的规划和宣传教育

河南省丹江 口 湿地 自然保 护区是 中国重要的湿

地保护区之一
,

也是中国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湿地的

典型代表
,

是重要的 自然生态资源
。

保护区涉及面大
,

技术要求 高
,

因此
,

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参与
,

按照因地

制宜
、

合理布局
、

协调发展
、

整体推进 的原则
,

搞好规

划设 计
。

同时
,

利用
“

爱鸟周
” 、 “

保护 野生动物宣传

月
” 、 “

世界湿地 日
”

等活动
,

对公众加强教育
,

提高其

对湿地 的认识
,

使他们认积到湿地与人类依依相存
,

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湿地保护事业
。

3
.

5 加强保护区的保护
、

管理和建设

城市工业水
、

生活污水
、

养殖水中含有大量的营

养盐
、

异养细菌
、

大肠菌群
、

重金属等
,

它们直接或间

接排人水中
,

是造成保护 区污染的直接原因
,

因此必

须首先截断污水来源
,

保证进人河流的水质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要求
。

同时
,

从实际出发
,

因地制宜
,

大力开

展植树造林
、

退耕还林和封 山绿化
,

扩大森林植被
,

减

少水土流失
,

使保护区 的山更绿
、

水更清
、

生物更加多

样
、

经济更加繁荣
、

人 民更加富裕
、

生态环境 明显改

善
,

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提供优质水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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