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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向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 简要阐述了区内湿地沙化的现状 、原因及其对湿地功能的影响。研

究表明 , 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是造成向海湿地沙化的主要原因。沙化对湿地功能 , 诸如洪水调控 、污染物净

化以及提供动植物栖息地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提出了湿地恢复 、水资源合理利用等沙化治理和湿

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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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sent condi tions , causes of sedi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sedimentation on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ing of a w etland in Xianhai tow n have been studied.Results indicates that human over utilization and poor manage-

ment are the key causes of the sedimentation of the wet land.The ecological functioning of the wetland , for in-

stance , in flood control , water purification , and habi tat provision fo r w aterfow l and o ther birds , have been serious-

ly affected.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w etland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w etland and w ater re-

source use are put forw ard , with their primary aim being the control of sed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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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 ,其宝

贵的自然资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

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 ,被誉为“大地之肾” 、“生

物超市”[ 1] ,作为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任务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 ,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及合理利用受到普遍关

注。近年来 ,随着人类对湿地开发力度的加大 ,湿地

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降低了湿地的功

能。因此 ,研究影响湿地功能的因素 ,如沙化作用 ,将

为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湿地资源以及充分发挥湿地

功能提供科学依据。

1　向海湿地的自然情况

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通榆县城西

北70km 的向海乡 , 约为北纬 44°50′—45°19′, 东经

122°05′—122°35′,面积约 1 054.67 km2 ,其中有芦苇

沼泽 236.54 km2 、草原 303.96 km2 、水域 124.41

km2 、森林 389.76 km2 。区内有 3条河流 、22个湖泊

以及数以百计的泡沼和大面积的沼泽 ,是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自然保护区之一 。该区为中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春夏季多风干旱 ,秋冬季严寒少

雪 ,年降水分配不均 ,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2] ,区

内总水域面积为 1.25×104 hm2 ,水源主要来自于季

节性河流霍林河和额穆泰河及洮儿河引水工程 ,生物

种类丰富 ,生态系统多样 ,具有典型生态意义和重要

科研价值。

2　向海湿地功能

湿地功能是指湿地实际支持或潜在支持和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 、支持和保护人类活动与生

命财产的能力 ,经济学上称之为间接利用价值 ,如湿

地控制洪水 、补给地下水及调节气候等[ 3] 。湿地因

其功能多样性 ,表现为满足不同消费主体的需求的多

功能共存的生态价值体系 ,向海自然保护区具有巨大

的价值功能[ 2—4] 。



2.1　控制洪水 、湿地内蓄水及调节径流功能

向海湿地在水循环过程中 ,起着水库存水的作

用 ,在洪水期可以蓄留洪水 ,削弱洪峰高度 ,延迟洪峰

推进时间 ,减少下游洪水危险;补给地下水 ,提高地下

水位 ,调节河流径流 ,使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向海

湿地可蓄水 2.93×108 m3 ,目前 ,向海水库蓄水 1.30

×10
8
m
3
,还具有 1.63×10

8
m
3
的蓄水能力 ,净化洪

水价值巨大 ,约合 8.03×107 元 ,随着霍林河分洪入

向等区域水资源调配工程的建设 ,其调控洪水的功能

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4] 。

2.2　净化与过滤功能

湿地具有减缓水流 、滞留沉积物 、拦蓄悬浮物 、降

解有毒物质和净化水质等功能[ 2] 。湿地的过滤作用

是指湿地独特的吸附 、降解和排除水中污染物 、悬浮

物 、营养物 ,使潜在的污染物转化为资源的过程 ,这一

过程主要包括复杂界面的滤过过程和生存于其间的

多样性生物群落与其环境间的物理 、化学以及生物相

互作用
[ 4]
。此外 ,由于向海湿地芦苇 、蒲草等水生植

物丰富 ,在提高径流水质 ,吸附 、积累污染物等方面作

用巨大[ 3] , “建设一个湿地污水处理工程 ,投入 1.87

×10
5
计 ,湿地功能价值达到 2.81×10

7
元”

[ 4]
。

2.3　重要动植物栖息地

向海湿地 1987年 7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

动物类型保护区 ,区内动植物丰富 ,高等野生动植物

600多种 ,沼泽植被芦苇为优势种 , 伴生有苔草 、香

蒲 、灯心草等 ,芦苇沼泽区大型水禽和涉禽种类多 ,数

量大 ,常见的有丹顶鹤 、白枕鹤 、青头潜鸭等。

此外 ,向海湿地功能还体现在调节气候 、维持自

然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 ,以及初级生产力 、旅游与休

闲 、科研与文化教育等功能[ 1 ,4] 。

3　沙化对向海湿地功能的影响

沙化是指在受到外营力作用 ,地表组成物质中细

粒部分损失 ,或外来的沙砾覆盖原有地表面而出现的

地表粗化过程[ 5] 。沙化是一系列自然和人为过程的

结果 ,会导致土壤潜在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下降 ,生态

系统逐步退化 ,沙化过程反应剧烈 ,其反应速度要比

单纯气候引起的土地沙化速度高出很多[ 6—8] 。

由于沙化原因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差异性 ,很难准

确估计出沙化土地的范围和程度[ 9] 。一般来说 ,大

面积的沙化是由于复合因素引起的 ,不合理的人类活

动是土地沙化发生与发展的主导性因子之一 ,这一结

论正在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共识
[ 1]
。不合

理的耕地经营方式 、过度放牧 、薪材的收集 、城市化进

程的扩大 、以牺牲耕地为代价的定居点建设及污染物

的排放都会导致土壤含水量和有机物质含量下降 ,磷

和氮的利用率下降 ,植物生产力下降[ 10—11] ,大大降

低了土地对人类 、动植物和牲畜的支持能力。

近些年来 ,由于受到气候 、洪水 、湿地过度开发和

过度放牧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向海湿地沙化现

象日益突出 ,造成了人口—资源 —环境体系内部矛盾

激化 ,湿地面积减少 ,蓄水能力下降 ,自净能力降低 ,

生物多样性丧失 ,泥沙淤积严重 ,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

原有功能退化丧失。据统计 ,向海保护区现有草场面

积比 20 世纪 50 年代减少 31.6%,草场覆盖率由

80%下降到 60%,草原“三化”面积已达草场面积的

75%以上 ,因此 ,解决好向海湿地沙化问题具有相当

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

4　向海湿地沙化的主要原因

向海湿地属于季风气候边缘区 ,具有典型的环境

敏感性和脆弱性 ,这种生态系统经受不起人类强度较

大活动的影响 ,平衡极易被打破
[ 13]

。在这种潜在沙

化条件下 ,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所造成的负

面效应也是湿地沙化现象的主要因素。

4.1　生产方式落后和土地利用不合理

向海湿地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以资源为代价的粗

放型农畜牧业为主 ,盲目开垦放牧是湿地沙化的主要

原因[ 14] 。随着人口增多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 ,部

分湿地被开垦为农田 ,湿地面积减少 ,另外 ,粗放型畜

牧业只重视牲畜头数的增加 ,不重视质量 ,草场面积

逐年减少 ,草场覆盖率减低 ,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导致

土壤潜在生产力降低 ,土壤的粉沙黏粒含量 、有机质

和养分含量和含水量均趋于下降 ,造成土壤理化性质

的恶化 ,最终导致土地沙化 。

4.2　水资源的缺乏和不合理开发

向海湿地地处半干旱地区 ,区内主要依靠霍林河

和额穆泰河 2 条季节性河流补给水资源 ,水资源不

足 ,尤其在降水较少的季节里不能及时向向海湿地补

充水源 ,使向海湿地存在严重的季节性缺水问题;同

时 ,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更加剧其紧张程度 ,人类生

产生活及农田退水等排放的污染物造成湿地水资源

污染 ,水质下降 ,水质净化功能丧失 。由于得不到充

分的水分供应 ,部分湿地已经干涸 ,对很多水生生物

造成了危害 ,导致地表植被退化 ,生物产量降低 ,土壤

粗化 , 生态功能退化 , 土地沙化程度进一步加

剧[ 13 , 15] 。此外 ,由于霍林河上游水利工程的影响 ,

河川径流在时间上从新分配 ,使下游河道径流变化幅

度有所减少 ,减弱季节性变化 ,改变洪 、枯水时间 ,减

少年平均径流量和洪水频率[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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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缺乏科学的湿地保护管理政策

湿地保护政策的不足 ,湿地规划的不完整 ,湿地

监测信息不充分也是造成湿地沙化的原因。湿地保

护与管理需要一定的资金的支持 ,目前 ,由于受到人

力物力因素的制约 ,许多有力的保护措施和行动方案

很难实施 ,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维持 ,受沙化影响的

湿地范围 、程度以及趋势等相关信息的缺乏 ,尤其是

水利信息基数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对沙化

的治理力度。同时 ,湿地保护和管理技术水平比较落

后 ,在污水治理 、动态监测 ,以及珍稀动植物保护方面

都缺乏现代化技术手段
[ 4]
。

此外 ,湿地保护宣传与教育相对落后 ,科研投入

不够 ,公众湿地保护意识不高 ,对于沙化缺乏更深的

认识及参与沙化治理活动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

促使沙化问题严重化 。

5　湿地沙化治理措施

湿地资源的开发不能盲目进行 ,必须是以科学为

依据 ,正确认识湿地的价值 ,在对湿地资源价值评价

基础上进行。湿地的开发要采取科学的合理方法 ,所

谓的湿地合理利用是指“以一种与维持生态系统的自

然特性并行不悖的方式造福于人类的持续利用” ,可

持续利用就是“人类使用湿地以使它能给当代人产生

最大的持续性利益 ,同时又维持其潜利以满足后代的

需要和愿望”
[ 17]

。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生态系统结构 ,

维持湿地系统的生态价值 ,充分发挥其功能 ,造福于

后代[ 18] 。

5.1　合理利用土地 ,综合防治沙化

对于不同沙化地区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因地制

宜 ,对症下药。对于由于过度放牧造成的沙化现象 ,

要加强草地的建设 ,种植优良的草种 ,建设生态牧业;

对于由于开垦农田所造成沙化的现象 ,要退耕还林还

牧 ,恢复土地植被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和生态质量 。对于沙化区域的治理 ,应采取更多

积极的经济政策 ,鼓励沙地治理承包责任制等方式介

入 ,从经济角度调动公众参与沙化治理的积极性 ,控

制沙化的蔓延趋势。

5.2　合理利用和开发水资源

水不仅是湿地最重要的资源 ,也是湿地最基本的

特征 ,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治理向海湿地沙化

的关键所在。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协调水资源的

合理布局和分布 ,减少上游水利工程带来的负面影

响
[ 16]

,采取多种节水措施 ,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污

染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在枯水季节补给向海沼泽

湿地水分 ,可控制沙化现象的发展 ,保证向海沼泽湿

地的生存和健康发展。改变目前农田漫灌的灌溉方

式 ,控制农田退水等对径流的污染 ,通过霍林河分洪

入向工程 、向海水库维修建设等区域水资源调配工程

的建设 ,可将洪水转变为有用资源 ,既减灾又有效地

利用了宝贵的水资源 。

5.3　对沙化地区实施湿地恢复

所谓湿地恢复 ,是指通过生态技术或生态工程对

退化或消失的湿地进行修复或重建 ,再现干扰前的结

构和功能 ,以及相关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特性 ,使其

发挥应有的作用[ 19] 。由于湿地对于周围环境的依赖

程度要比湿地本身更重要 ,湿地恢复的环境价值通常

要依赖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因此 ,对于向海湿地沙

化地区的恢复目标主要集中在水力补给 、水质净化和

植被覆盖度的提高等方面。通过湿地恢复作用可提

高湿地水体质量 ,减少沉积物数量 ,提高土壤水分含

量和土壤理化性质 ,提高土壤潜在的肥力和生产力 。

5.4　加大湿地管理科研力度 ,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完善湿地保护政策 ,对保护区进行合理规划 ,多

渠道加大资金技术等的投入 ,加强沙化区域的科研力

度 ,同时进行科学的环境影响评价 ,评价沙化问题产

生的范围 、实质以及沙化面积的增加或减少速率 ,并

进行有效的环境监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考虑 ,湿地

管理应该是与湿地相关的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控制湿

地或湿地一部分的过程[ 20] 。此外 ,要想从根本上治

理湿地沙化问题就必须提高公众对湿地功能的认识 ,

使其亲自参与到湿地沙化治理活动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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