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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杨 士 建
〔宿迁 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

,

江苏 宿迁 2 2 3 8。们

综合治理

爷十 十 今幸十

摘 要
:

洪泽湖 西部湖滨生物多样性 比较 丰富
.

湿地 植被群丛多样
,

重点保护鸟类种类多
,

种群数量大
。

调

查结果显小
:

洪泽湖湿地 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1 6 乃种
、

水生高等植物 81 种
、

浮游动物 g1 种
、

底栖 动物 69 种
、

鱼类 l叩 种
、

鸟类 1 9 4 种
。

在对洪泽湖 西部湖滨的范围
、

自然特征
、

社会经济特 征和环境质量进行简要介绍

后
.

分析 j’影响洪泽湖西部湖滨生物多样性 的 主要因素
,

重点提 出了洪泽湖西部湖滨 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措

施
:

加强保护区 建设
、

湖滨生态工 程建设和 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
。

对洪泽 湖西部湖 滨
产

L物 多样性的 可持续利

用提出 厂一些 建议 对洪泽湖西部湖 滨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进行 了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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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研究
、

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与经济持续发展密

切相关
,

倍受国际社 会的普遍关注
.

已成为 当今人类

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
。

为使洪泽湖西部湖

滨这一淮河流域乃 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典型
、

面

积最大
、

保存最完整的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
,

1 9 9 4 年我国政府制定 《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计划》时
,

将
“

洪泽湖西部湖滨
”

列入 了
“

生物

多样性迫切需要保护的地区
”

优先重点名录中
。

近年

来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开展 了针对洪泽湖西

部湖滨的有关研究
,

为洪泽湖西部湖滨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
、

合理开发利用 以及与经济
、

社会协调发展提供

了科学依据
。

1 洪泽湖西部湖滨概况

1
.

1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范围

洪泽湖西部湖滨主要包括洪泽湖西部 26 1
.

5 km

湖岸线两边的陆地和浅水水域
,

在行政上主要涉及宿

迁市的洒洪和泅阳县
,

包括双沟
、

城头
、

陈好
、

临淮
、

半

城
、

龙 集
、

太 平
、

孙 园
、

中扬 等 拐 个 乡镇
,

总 面 积

9 7 7
.

5 k m
, 。

主要包括洪泽湖大堤内的陆地部分和大

堤外 s k m 以内的地区及分布水生植物的浅水湖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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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 西部湖滨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 利川

1 2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自然特征

地理特征
。

洪泽湖西部湖滨地形复杂 多样
,

湿地

和平原
、

岗地镶 嵌分布
.

水陆交错
.

湖岸曲折
,

湖汉众

多
。

地貌类型基本 可分 为湖区 和湖滨平原 2 种
。

洪泽

湖西部湖滨水下部分分属洪泽湖漂河洼地区 和成 子

湖湖区
.

水深 0
.

7 ~ 1
.

几n l .

湖底地势浅平
.

底质 主要

为泥质砂
、

粉砂
、

自色的 贝壳和黑色的铁锰结核砂
;
湖

滨陆上部分除下草湾和洪泽农场境内的部分地区外
,

基本都是围湖造田形成的
,

目前主要被开发为农田和

水产养殖
,

陈好林场 等地 则形成小面积的人工林
,

树

种以水杉和意杨为主

气候特征
。

洪泽湖西部湖滨四季分明
.

受亚热带

季风性气候影响显 著
,

年平均气温 14
.

8 (
‘ ,

平均无霜

期为 2 4 o d
,

年平均水温 15
.

6 仁
,

冰期一般为 l() 一 2 0

d
,

最长不超过 1 个月
,

冰厚一般 1() ~ 20 c m
,

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为 92 几
.

s m n l
,

雨季多集中在 6 一 9 月
,

年蒸

发量 1 5 9 2
·

Z m rl ‘
·

水文特征
。

主 要人湖河流淮河
、

准洪新河
、

滩河和

徐洪河等均由此区域人湖
。

这些河流的人湖水量占总

入湖水量的 9 5 % 以 卜 河流人湖的同时也携带大量

污染物人湖
。

1
.

3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环境质t 特征

大气环境质量 对洪泽湖啊部湖滨开展了 S( ) : ,

N O
x ,

T S P 的 监 测
,

以 《环 境 质 量 空 气 标 准 》

(G B 3 0 9 5一 1 9 9 6 )中 级标准
、

空气污染指数法 对其

进 行评价
。

结果 表明
: S() 二 N ()

、

的监测值都 较低
.

T S P 偶尔有超标
,

但超标率和超标倍数都不 大
,

空气

污染指数一般都在 朋 以 下
.

空气质量级别为优或良
。

水环境质量 据历年洪泽湖 西部 湖区和由西部

湖滨入湖的主 要河流的环境监测资料表明
:

西部湖区

的水质为国家地表水 {、类标准
,

但湖泊的富营养化比

较严重
,

处于中度富营养化 阶段 ; 新滩河水质为地表

水 份类
,

与地表水 m 类标准相比较
,

其高锰酸盐指数
、

五 日生化需氧量
、

非离子氨
、

石 油类有超标 ; 新汁河除

非离子氨略有超标外
.

水质 可达地 表水 八类标准 ; 傈

河水质为劣 V 类
.

非离 子氨超标严重
。

2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生物多样性

2
.

1 生态系统多样性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生态系统多样
,

主要有湖泊生

态系统
、

河流生态 系统
、

草地生态系统
、

农田生态系统

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等

2
.

2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物种多样性

2
.

2
.

1 植物物 种 多样性 ( l) 浮游植物
:

共有浮游

植物 8 门 14 1 属 l筋 种 其中 以绿藻门
、

蓝藻门和硅

藻门居多 平均生物量为 6
.

77 m g /l
。

(2 ) 水生高等

植物
:

水生高等植物蕴藏量丰富
,

有物种 81 个
,

隶属

于 3 6 科 61 属
。

其中以单子叶植物最多
,

有 4 3 种
,

双

子叶植物次之
,

有 洲 种
.

藏类植物最少
,

仅 4 种
。

按生

态类型分
,

沉水植物 昭 种
,

浮叶植物 7 种
,

漂浮植物

l() 种
,

挺 水植物和湿生植物 51 种
。

洪泽湖湿地水生

高等植物的优势种有芦苇 (p h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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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草 m 了压
, ,

一

i‘, Ph ,
,

11“ , , , 、Pi、、 tu , , , )
、

值 草

(尸‘, z“ , , , ‘, g o z f

川 , , , ‘之。之〔k ; 。 , J“ 、 )
、

黑 藻 (11乡
,

d r illu : ,尸 r t ,

〔 , llu t 〔, )
、

苦草件
’ 。之l/ / 、, , 。, 。“ 、P

; , u l, 、) 和水鳖 (H 夕d ,
一

。 -

动u 厂, 、 ‘之、, “ z ; ‘ , ‘、 ) 等都是鱼类和鸟类的 L乘饲料
。

根据水生高等植物的分布
,

可将洪泽湖湖滨湿地

分为挺水植物带
、

浮叶植物带和沉水植物带
。

挺水植

物带 主要分布在 ! 2 一 娜 m 高程的湖滨湿地上
.

该带

内植物以挺水植物为 主
.

植物 的根着生于底泥中
,

而

植物体的上部挺出水面
,

是水生和陆生的过渡类型
,

在该带的植株之间还间生有大量的漂浮植物
,

带内总

生物量为 9 6( ) 。8 9 t ; 浮叶植物带主要分布在 11
.

5 一

12 m 高程的湖滨湿地 上
,

该带内植物 以浮叶植物为

主
,

植物的根着生 F底泥中
,

叶浮于 水面
,

该带内通常

混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和沉水植物
,

该带内的生物量为

2 6 7 7( )4 t ; 沉水植物带 主要分布在 11
.

0 一 11
.

s m 高

程的低位湖滨湿地 卜
.

是面积最大的植物带
,

该带内

的植物以沉水植物 为主
.

植物的茎叶均沉没 于 水中
,

多数根着生于底泥中
.

也有悬浮 于水中的
,

该带内的

生物量为 4 2() , 2 8 t
·

2
.

2
.

2 动物 物种 多样性 (l) 浮游动物
:

浮游动物

3 5 科 6 3 属 引 种
.

其中原生动物 15 科 18 属 21 种 ; 轮

虫 , 科 24 属 3 7 种 ; 枝角类 6 科 10 属 1 9 种
:

挠足类 5

科 11 属 14 种 洪泽湖湿地 浮游 动物平均密度 为

1 15 8
.

8 ,d / I
,

平均生物量为 l
.

2 4 4 5 m g / I
J 。

(2 ) 底栖

动物
:

底栖动物 7石种
.

分别属 于环节动物 3 纲 6 科 7

属 7 种 ; 软体动物 2 纲 11 科 2 5 属 43 种 ; 节肢动物 3

纲 22 科 25 属 2 马种 环 节动物有多毛纲
、

寡毛纲和蛙

纲
,

其中寡毛纲 占绝 对优势
,

不论种类
、

数 量
.

还是密

度或生物量
.

都 占环节动物 9 5 纬以 L
。

软体动物有腹

足纲和瓣鳃纲
,

它们都是底栖动物的 主要群落
。

节肢

动物有 甲壳纲
、

蛛形纲 和 昆虫纲
,

其中以 甲壳纲占绝

对优势
。

底栖动物的乎均密度 为 1 3 8
.

7 id / m
竺 .

平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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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物量为 9 1
.

8 4 8 5 9 / m
: 。

(3 ) 鱼类
。

有鱼类 6 7 种
,

分别

隶属于 9 目 16 科 50 属
。

其中鲤科 41 种
,

鳅科 5 种
,

银 鱼科 4 种
。

洪泽湖鱼类年捕捞量基本保持在 2。。()()
t 左右

。

(4 ) 鸟类
。

洪泽湖湿地共有鸟类 巧 目 飞4 科

1 9 4 种 (占江苏省 鸟类种类总数的 3
.

3 % )
,

其中留鸟

4 3 种
.

侯鸟 100 种 (4 1 种为夏侯鸟
,

5 9 种 为冬侯鸟 )
.

旅鸟 51 种
。

其中属国家 [ 类重点保护的有大鸿 (洪泽

湖湿地是大鸭在我国最大的越冬栖息地
,

数量在 3 00

一 5 0 0 只
,

具 有 一 定 的 国 际 影 响 )
、

白鹤 (〔叭
丫。矛、

。 。。‘, , , ; “ )
、

黑 鹤 (〔
’

; 。
、

o , , I 。 , , ; g r u ) 和 丹 顶 鹤 (G r ‘, s

J o
p

o , ,。 , , s , s )4 种 ; “ 类重点 保护 的有 白额 雁 (A , , 5 0 厂

。 lb *

f 厂
‘, , ,、)

、

大天鹅 ((
、

y g , , ‘了、 乙y g , , ,‘s )
、

刁
、

天鹅 (( y g , , ,、、

。。l:‘, , , b 产“ , , , , 、)
、

优 鼻天鹅 (〔
’

y g , 之u 、 (〕l‘, 厂)
、

鸳鸯 (A i二

g u ze ,
,

i‘ , , zu zu )
、

灰鹤 (G ,
一

,、、 g r u s )和 各类 猛禽 (鹰 11

种
、

华 3 种
、

鹊 6 种 )等共 26 种
。

3 影响湖滨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3
.

1 自然因素

泥沙沉积
。

生物的生长需要较为稳定的环境
.

泥

沙的沉积速率直接影响生物的生存和发展
。

有关对底

质沉积物 X 光照片分析表明
“ 1

,

在沉积速率低 的区

域
,

生物扰动构造明显
,

生物活跃 ; 而在沉积速率高的

区域
.

很少有生物扰动构造
,

却有一些生物逃逸构造
,

甚至有被埋的生物体
。

洪泽湖人湖河流泥沙含量相对

较大
,

大量泥沙在西部湖滨沉积
,

对其生物多样性有

一定负面影响
。

水位
。

湖水处 于高水位时
,

沉水植物往往因为得

不到充足的光照 而大面积烂死在湖底
,

同时还会引起

与沉水植物共栖在
一

起的鱼类和虾蟹等底栖动物大

量死亡 ; 湖水处于低水位时
,

水生植被 (尤其是沉水植

物和浮叶植物 )由 于脱离水体被暴露 于陆地 而大量死

亡
。

洪泽湖是典型的过水性湖泊
,

水位落差大
,

这对西

部湖滨的生物多样性也有较大影响
。

其它 自然因素如火灾
、

病虫害等也对洪泽湖西部

湖滨生物多样性有强烈影响
。

3
.

2 人为因素

围垦
。

生境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基本条

件
。

围垦使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生境多样性单一化
,

破

坏和分割了生物栖息地
,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 了毁灭性

的打击
。

截至 2 0 0。年
,

洪泽湖西部湖滨已经被围垦了

1 6 6 6
.

71
, m Z ,

对洪泽湖西部湖滨生物多样性产生 了深

远的负面影响
。

湖泊富营养化
。

洪泽湖富营养化是洪泽湖西部湖

滨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
。

由于洪泽湖人湖

河流携人 了大量营养物质
,

使得洪泽湖水体富营养化

严重
。

湖泊富营养化使得藻类大量繁殖
,

直接导致水

体透 明度降低
,

对水生高等植物的生存形成压力 (由

于水体透明度不足
,

水生高等植物尤其是沉水植物无

法获得足够的光能生长 )
,

此外部分藻类还能分泌毒

素抑制植物生长
,

毒害水生动物
。

围网养殖
。

由于洪泽湖西部湖滨优越的 自然条

件
,

在其境 内围网养殖大面积开展
。

围网养殖对生物

多样性的危害不光因 为大量投饵污染了水质
,

还由于

其基本都选在湖滨水生植被覆盖较好浅水区域进行
,

破坏 了水生植 物生长的环境
,

影响了水生植物的生

长
,

限制 了水生动物的活动空间
。

此外滥捕滥捞渔业资源
、

过度收割水生高等植物

等掠夺性使用湖滨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也对洪

泽湖西部湖滨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

4 洪泽湖西部湖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4
.

1 保护区建设

在洪泽湖西部湖滨建立 自然保护 区是对其生物

多样性保护最有效的途径
,

目前该地区建有江苏洒洪

洪泽湖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
。

位 于江苏省泅洪县境

内
.

是由杨毛嘴湿地 自然保护区
、

泅洪洪泽农场鸟类

自然保护区
、

城头林场鸟类 自然保护区
、

陈抒林场鸟

类 自然保护区 以及 下草湾标准地层保护区等 5 个 自

然保护区合并组建而成的
,

于 2 0 01 年 11 月被江苏省

政府确认为省级 自然保护 区
。

该保护区 的总面积为

2 3 4 5 3 h m
Z ,

其中核心 区 2 2 0 5 hm
Z ,

缓冲区 4 6 5 9 h m
2 ,

试验 区 16 5 8 9 h m
2 ,

分别 占保 护 区 面积 的 9
.

4 %
,

19
.

9 %和 7 0
.

7 写
.

其 主要保护对象为湿地生态系统

和珍稀鸟类
。

由于该 自然保护区组建较晚且资金投入

严重不足
,

大量必须的保护设施 尚未开工建设
,

保护

区 的基础设施还处于一穷二白
,

急待建设
。

边界勘定和立标
。

自然保护区是特定地区为保护

一些特别重要的资源 以立法形式 而建立的以强制力

保证效果的保护区域
。

因此
,

必须明确保护区的范围

以及各功能区区界
。

这就要求必须对保护区进行边界

勘定
,

并设置必要的保护区周围性界桩
、

功能区界桩
、

宣传性界牌以及保护区区碑
。

力
、

公设施和科研设施的建设
。

现在保护区管理部

门的办公设施很落后
,

科研设施基本处于空 白
。

为了

保护好洪泽湖湿地资源
,

保护区管理部门必须要建设

一流的办公场所 (包括实验室和住宅 )并购进大量先

进的科研设备
。

有了这些 良好的硬件设施不仅可 以提

高保护区 的工作水平
.

还 可以吸引大量优秀的人才
。

保护区管养通道建设
。

江苏泅洪洪泽湖省级保护

区近 2 4 0 k m
Z ,

且其地理 位置分散
.

相 互 间的道路连



杨 卜建
:

洪泽湖西 部湖滨 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 与可持续 利用

通不畅
,

交通条件差
,

管养巡 护极 为不力
。

为方便开展

工作
.

保护区急需新建一批管养道路
〕

4
.

2 生态工程建设

4
.

2
.

1 退耕还林 和退耕还湿 工程 洪泽湖西部湖滨

陆地部分基本都是建国以来围垦洪泽湖形成的
,

要下

决心坚决取缔湖滨核心部分 (即距湖岸 Z k m 以 内区

域内尤其是洪泽湖大堤内部 )的一切农耕生产
,

对已

开垦的农田要 因地制宜地进行退耕还林或退耕还湖
.

对退耕区域内人
_

L 开挖的排水沟要用机械填平
,

防止

地表水疏干
。

对某些生态功能特别重要的地 区 (如保

护区 的核心区 和缓冲区 )要将居住其中的居民迁出
,

以杜绝一切人畜活动
。

对搬迁户 要进行妥善安置
,

并

还要做好务农劳动力的转移安置
一

L作
。

4. 2. 2 生态农业工程 绿色农业
。

在洪泽湖西部湖

滨要强力推行绿色农业
.

努力将洪泽湖西部湖滨建成

江苏省绿色食品的生产基地
; 积极研究制定 合理的水

肥管理措施
,

强制农民使用 有机肥
,

禁止使用化肥 ; 积

极应用生物技术来防治病虫害
.

坚决杜绝使用农药
;

限制畜禽养殖
,

关闭 区域 内的一 切规模化畜禽 养殖

场 ; 全面推广稻蟹共生 技术
.

扩大
“‘

蟹园牌
”

大米
、 “

金

水牌
”

大闸蟹等名牌绿色食品的生产规模
。

生态渔业
。

坚决杜绝在洪泽湖西部湖滨湿地内进行围网养殖和

滥捕滥捞渔业资源
,

鼓励合理利用湖滨植被进行生态

养殖
。

适当保留食鱼性鱼类的生物量
,

增加滤食性鱼

类的放养比例和放养量
,

以控制洪泽湖西部湖滨浮游

植物 (藻类 )的生物量‘竺

4
.

2
.

3 生态林业 建设 洪泽湖西部湖滨 的生态林业

建设主要包括生态 防护林建设和生态经济林建设
。

生

态防护林建设规模初步规划为 12 6 0 0 h m Z ,

由沿洪泽

湖大堤生态防护林带建设和人湖骨干河道生态防护

林带建设两部分组成
。

沿洪泽湖大堤生态防护林带建

设就是指在沿洪泽湖西部 2 61
.

5 km 的防洪大堤迎水

坡向外延伸 20 O m 的范围内营造生态防护林 ; 人湖骨

干河道生态防护林建设就是指在洪泽湖人湖河道 (包

括淮河
、

准洪新河
、

新沛河
、

老沛河
、

滩河
、

徐洪河
、

民

便河
、

西沙河
、

安东河
、

利民河
、

古山河
、

五河
、

马化河

等 )沿河两侧 3 71
.

5 k n , 堤防各向外延伸 2 0 o m 的范

围内营造生态防护林
。

洪泽湖大堤迎水坡宜栽植祀

柳
、

腊条
、

紫穗槐
、

玫瑰
、

月季等木本及草本植物
;在河

堤
、

防洪堤以及外侧防护林区域宜营造杨树
、

泡桐
、

刺

槐
、

马褂木
、

椿树
、

麻栋
、

枫杨
、

国槐
、

香椿
、

桦树
、

朴树
、

皂荚
、

南酸枣
、

水杉
、

银杏
、

落羽杉等高大乔木
; 堤外侧

低洼经常积水的区域 可栽植杂交柳和池杉
。

速生树种

如杨树
、

泡桐等造林密度宜为 2 8() 株 / h m
Z ,

其它落叶

阔叶树种密度为 1() (〕株 /h m
: ,

针叶树种密度为 1 1 0 。

株 /h n l 竺; 堤外侧 低注经常积水区域栽植的杂交柳和

池杉的密度宜为 6 2() 株 / h m
?

和 1 1 00 株 /h m
Z 。

生态经济林业建设工程建设区域为沿湖
、

沿骨干

河道生态防护林带 外侧 韵。 m 范围
,

规划总面积 为

2 2 0 ()() h n l三 ,

主要建设开发 5 大工程
.

即果品生产基地

建设
、

林鱼复合经营建设
、

农林复合经营建设
、

蚕桑扩

植建设工程和花卉种植基地建设工程等
。

4
.

3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 合理制定
、

实施洪泽湖西部湖滨污染防治规

划
,

实施蓝天工程
、

碧水工程和安静工程
。

严禁在洪泽

湖西部湖滨新建污染环境的工程项 目
,

现有的污染源

必须限期搬迁 在湖滨修建有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
,

处理居民的生活废水和招待服务产生的 生 活废

水
,

严禁未达标的废水直接排人河道和湖泊中
。

提倡

使用沼气
、

液化气
、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

推广以 电代

薪
.

以减少燃油
、

燃煤
、

烧 柴产生的废气
。

加强汽车尾

气监测
,

严格控制营运性汽车进入湖滨
,

人境车辆必

须安装尾气净化装 置
、

消声器
,

保护区还应配备符合

规定的环保型 专用旅游汽 车
。

对湖滨产生 的各种垃圾

要 及时清运到指定地点
,

进行 卫生填埋
,

以保持湖滨

的环境卫生
、

清洁
。

积极在洪泽湖西部湖滨开展生态

监测
,

推广环境质量 自动监测系统
,

逐步开展湖滨环

境质量的预警预报

5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要 以
. ‘

抢救保护
、

全面规划
、

科学管理
、

适度开发
”

方针为指导
,

坚持 。f持续性
、

全面性
、

长远性
、

共同性
、

公平性和多样性原则 开发利用 洪泽湖西部湖滨的生

物多样性
。

5
.

1 合理利用 野生动植物资源

要科学制定洪泽湖西部湖滨野生动植物可持续

利用的准则和规划
。

野生动植物的利用
,

应不损害 目

标种群本身的生 活力和生存环境
,

以及其它非 目标种

群的生存
,

还要保 证利用的目标种群能得到应有的恢

复和更新「3
。

野生动植物 资源的利用规模
,

应以保证

湖滨各生态系统各个成分的协调和整个生态系统完

整为前提条件
。

5
.

2 科研与教育

洪泽湖西部湖滨生物种类繁多
,

是天然的基因

库
,

是了解生物进化的宝贵遗传资源
,

洪泽湖西部湖

滨不仅是许多珍稀
、

濒危鸟类的繁殖地
、

栖息地和迁

徙地
,

还能起到调 节气候
、

净化水质等功能
,

可以将洪

泽湖西部湖滨建成鸟类研究基地和人类气候变化
、

治

理污染的科研中心
。

(下转第 69 页 )



第 5 期 卜海等
:

黄河公伯峡 水电站水土流失预防 及治理技术f]J 探

廉
,

又要考虑提高品种档次 和成活率 经过几年的绿

化工程实施
,

初步掌握 J’适 合该地 区生长的树木品

种
。

栽植的常绿树种有 青海石杉
、

刺柏 ; 落叶乔木树种

有 国槐
、

刺槐
、

垂榆
、

旱柳
、

沙枣
、

新疆杨
、

白偷
、

红花

槐
、

山杏等
。

落叶灌术树种有紫 J
‘

香
、

黄刺玫
、

华北珍

珠梅
、

连翘
、

榆叶梅
、

紫穗愧
、

怪柳
、

沙棘等
; 经济树种

有苹果
、

梨
、

杏等 ; 多年生花卉品种有荷兰菊
、

石竹
、

月

季等 ; 一
、

二年生花 卉品种有三色荃
、

美女樱
、

一串红
、

矮牵牛
、

万寿菊等 从场区绿化效果看
、

国槐
、

刺槐
、

旱

柳
、

垂榆
、

黄刺玫
、

杏
、

新疆杨等树种表现良好
,

具有生

长迅速
、

成形快
、

成活率高等特点 ; 从左右岸绿化效 果

看怪柳
、

沙枣
、

沙棘
、

白偷
、

紫穗槐等品种具有较强的

耐盐碱和固沙
、

固 土能力
.

在坡地栽植效果更好
,

可在

两岸坡地大面积栽种和推广

失
,

同时由 于水库淹 没 给库区带来 了
一

定的环境影

响
。

因而
,

工程建没项 LI除制定详尽的水 仁保持规划

和环境评价报告外
,

水电站环境综合整治也成为工程

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 为水土保持治理措施中的工程治

理和植物治理
.

也 在各水电站 建设 中普遍接受和 实

施
。

公伯峡水电站 {扮于其特殊的地质地 貌和气候条

件
.

水 仁保持治理 「作存在
·

定的难度 水电站水土

保持预防和防治
一

l
_

作
,

从该电站 工程 建设的实际人

手
,

突 出 重点
.

合理配置
.

已初步形成 了防护体系
。

为

以后进
一

步 开展水 L保持工作和治理打 卜了良好基

础
.

并为黄河上游流域其它相同条件水电站建设
.

提

供 r 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6 结 语

水电资源开发 由 于成本低
、

见效快
、

无污染
,

而 日

渐成为青海省经济建设 和西部大 环发 中的重点项目
.

但是水电开发中也带 来 j
一

系列的环境问题
,

如在施

工过程中大面积取 土
、

开山取 石及 工程设施建设
,

破

坏了原生植被和 原始地 貌
,

造成
一

定程度的水 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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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西部湖滨还应在大中小学生课外教育 和

群众科普教育中发挥 重要作川
,

可利用其向人们进行

环境教育
,

提高保护生物 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的意识
。

5
.

3 旅游与娱乐

生态旅游是 未来旅游的 仁旋律
,

是一种对生 物资

源的非消耗性利用 洪 i爷湖西部湖滨具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风光和生物多样性
,

可 以 开发成为游人休 闲
、

娱

乐场所
,

在其中可 以进行钓鱼
、

划船
、

摄影
、

野餐
、

观察

野生动物等活动
。

但洪 i单湖西部旅游资源 开发应限制

在一定区域内
,

严禁游客涉足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

区
。

旅游的配套服 务没施的建设应尽量远离湖滨
.

禁

止在洪泽湖西部湖滨 l犬 内修建除观鸟台和科研中心

等必要设施以外的任何楼堂馆所
。

当前洪泽湖西 部湖滨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资金严 电不 足
,

仅靠宿迁市的微薄投人
,

只

是杯水车薪 要考虑从国家淮河流域污染防治资金和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资金中申清拨 出 一 部分用 于此项

」
_

作
,

还要使洪泽湖西部湖滨 可持续开发产生
一

定的

经济效 益
.

以弥补建设资金的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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