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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评估
———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

肖思思，吴春笃，储金宇，余颖斐
( 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大学研究中心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 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特点和作用机理，利用统计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及实验，综合运用生态经

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江苏省镇江市城市湿地主导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价

值量化评估。结果表明: ( 1) 镇江城市湿地具有巨大和多重的生态服务功能，主导服务功能总价值为3． 14
× 1010元，直接与间接使用价值所占比例分别为 71． 52%和 28． 48%。( 2) 3 大类 13 亚类主导服务功能中，

文化社会服务功能价值 ＞ 产品服务功能价值 ＞ 调节与维护服务功能价值，分别占主导服务功能总价值的

39． 18%，32． 34%和 28． 48% ; 旅游休闲、蓄水调洪、水源供给、水稻生产的功能价值合计占主导服务功能总

价值的 84． 22%。( 3)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全球和中国的 46 倍，其中，自然湿地单位面积

价值为 5． 49 × 105元 /hm2，远大于人工湿地的单位面积价值( 1． 04 × 105元 /h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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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Dominan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Urban Wetlands
－ The Case Study of Zhenjiang City，Jiangsu Province

XIAO Si-si，WU Chun-du，CHU Jin-yu，YU Ying-fei
( Jiangsu University Branch Center of State Key Lab of Urban Wa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Jiangsu 21201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ocumented data of 2009，field investigation，and experiments，we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e
values of dominant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of urban wetlands in Zhenjia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comprehen-
sively using approaches of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tlands pos-
sessed large and multi-dimensional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with the total value of approximately 3． 14 × 1010 Yuan，

of whic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use values were 73． 71% and 26． 29%，respectively． In the three major categories of
dominant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the values of culture—social service function has the largest function value，as
high as 39． 18% of the total value，followed by those of the production service function( 32． 34% ) ，and the regulation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function( 28． 48% ) ． Meanwhile，the values of tourism and leisure，flood regulation，water
supply and rice production summed as 84． 22% of the total value． The value per unit area of Zhenjiang City urban
wetland was about 46 times of the global and national average． Specifically，the unit area value of the natural wetlands
was estimated as high as 5． 49 × 105 Yuan /hm2，much more than that of the artificial wetland ( 1． 04 × 105 Yuan /
hm2 ) ．
Keywords: urban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evaluation; Zhenjiang City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种独特功能的生态系统，它

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

持生态平衡、涵养水源、蓄洪防旱、保持生物多样性和

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2］。然而，湿地

的服务功能大多为公益性的，由于缺乏直观的价值评

估而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由此导致了人类对湿地资

源的盲目开发，造成湿地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退化，

湿地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3］。因此，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研究成为众多学科研究

的热点问题，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许多学者结合具体评估对象，对全球、国

家和区域等不同尺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与

评估方法进行了相关探讨，从不同视角对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4-22］。城市湿地，指处于城市( 镇) 的湿地，是城市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城市湿地

的形成与演化互为相关［23］。与乡村或荒野湿地相

比，城市湿地物质生产功能弱化，非物质生产功能相

对增强; 由于城市人口聚集，经济发达，城市湿地在环

境调节，提供休闲娱乐和环境教育方面更具优势［24］。
从经济角度对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进

行评估，为管理和决策人群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提供

直观的参考，是实现城市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实证研究仅在广州市［25］、上海市［26-27］、厦门市［28］、
河南省开封市［29］和山东省寿光市［30］等 5 地展开，研

究范围、尺度及深度不仅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而且

也与当前我国城市生态建设和“和谐城市”发展的迫

切要求不相适应。
本研究以江苏省镇江市城市湿地为例，基于对实

地调查和对已有文献资料的分析，综合运用资源经济

学、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湿地主导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为镇江市城市湿地的

保护与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也将极大丰

富我国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的研究

个案。

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镇江市位于长江之滨，地理位置为 118°58'
—119°58E'和 31°37'—32°19'N，属暖温带向北亚热

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 40 ℃，无霜期约

241 d，年均降雨量 1 740 mm、蒸发量 1 277 mm。
镇江市城市湿地资源丰富，以《中国湿地调查纲

要》为基本依据，参考 1979 年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局

发表的《美国湿地与深水生境的分类》，1978 年加拿

大国家湿地工作组提出的“加拿大综合湿地分类方

案”，1990 年《Ramsar 公约》提出的湿地分类系统及

国内一些湿地分类研究成果，镇江市城市湿地可分为

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水库湿地、坑塘湿地、稻田湿地、
盐碱地、养殖水面、沼泽湿地、苇地和滩涂湿地等 10
类［31-32］。2009 年镇江城市湿地总面积 157 952． 66
hm2，其中自然湿地占 21． 18%，人工湿地占 78． 82%
( 表 1) 。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频繁，受人为污染因素

影响，镇江市城市湿地服务结构、功能退化迹象明显。
据统计，2009 年镇江全市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近 1． 0 ×
108 t，农药超过 3． 0 × 103 t，化肥近 9． 0 × 104 t，工业废

弃物达 4． 0 × 106 t，大部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
30% ～ 40% 的生活污水都将直接进入镇江城市内江

湿地，部分污染较严重河段湿地悬浮物( SS) 峰值浓

度更高达 2 122 mg /L，COD 高达 1 107 mg /L，生化需

氧量( BOD5 ) 高达 232 mg /L。

表 1 镇江市城市湿地类型面积及其比例

湿地分类 湿地类型 面积 /hm2 占湿地总面积 /%

河流湿地 29 503． 16 18． 68
湖泊湿地 582． 75 0． 37

自然湿地
盐碱地 0 0

沼泽湿地 7． 92 0． 01
苇 地 2 633． 04 1． 67

滩涂湿地 732． 71 0． 46
水库湿地 4 888． 34 3． 09

人工湿地
坑塘湿地 21 184． 78 13． 41
稻田湿地 93 450． 00 59． 16
养殖水面 4 969． 96 3． 15

合 计 157 952． 66 100． 00

2 城市湿地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框架

城市湿地服务功能与特定生态系统的特征与结构

相对应，伴随城市湿地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过程，城市

湿地服务功能得以产生。特征、结构、过程及由此产生

的城市湿地生态功能就构成了生态层面。在该层面

中，特征类生态要素主要采用大小，位置，坡度，基质，

地质，物种，水深，pH 值，溶氧量，降雨，季节变化等表

征; 结构类生态要素采用生物量，土壤 /沉积物剖面，

生物群落等表征; 而过程类生态要素则对应于光合作

用、蒸腾、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分解过程等。
然而，城市湿地的服务功能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

价值。例如，肥力和营养对于产生林业和农业效益至

关重要，但这些特征本身并不代表利益。研究表明，

经济价值取决于人类的偏好，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

类选择某种湿地功能服务类型所放弃的另一些服务

收益( 机会成本) 。因此，明确城市湿地各项功能的

服务类型是建立城市湿地功能与价值关联、进行城市

湿地生态功能价值评估的关键层面，本研究将其定义

为生态经济交界层面，该层面中，城市湿地功能的服

务类型按照人类对城市湿地功能需求的不同，分为产

品服务、调节与维护服务和文化社会服务 3 大类。其

中，产品服务主要指植物生产、渔业生产、供水等;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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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与维护服务主要指调节气候、净化水质、调蓄洪水、
涵养水源、生存栖息地等; 文化社会服务主要指旅游

休闲娱乐、科研教育、遗产等。
城市湿地价值，源于人类对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是进行城市湿地生态功能

价值评估的经济层面。根据价值类型的不同，湿地生

态功能价值评估包括对使用价值的评估和对非使用

价值的评估，其中，对使用价值的评估包括对直接使

用价值的评估和间接使用价值的评估。就评估方法

而言，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完善的评估标准，

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有: ( 1 ) 直接市场法，包括市场

价格法、影子工程法、专家评估法、费用支出法等;

( 2) 揭示偏好与替代市场法，包括旅行费用法、防护

费用法等; ( 3) 模拟市场价值法，包括条件价值法; 碳

税法和造林成本法等。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价值评

估方法的可信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直接市场法、替代市

场法、模拟市场法。故本研究在选取评估方法时，首

选直接市场法，其次依次为替代市场法、模拟市场法

等其它方法。

3 城市湿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3． 1 服务功能划分及价值评估方法选择

根据价值评估需要，将产品服务、调节与维护服

务和文化社会服务 3 大类主导生态服务类型进一步

细分成 13 亚类。
3． 2 评估结果

3． 2． 1 产品服务价值 采用市场价格法对产品服务

价值，包括物质产品价值和水源供给价值进行估算。
其中，物质产品主要包括水稻、芦苇、水产品共 3 类。

( 1) 水稻生产价值。研究区稻田面积比重较大，

为 93 450． 00 hm2，占人工湿地面积的 75． 06%，占研

究区湿地资源总面积的 59． 16%，且以单季稻为主。
根据《2009 年镇江市统计年鉴》，取水稻单位面积产

量 8 507． 00 kg /hm2，得出水稻总产量为 7． 95 × 108

kg; 据市场调查，可知水稻平均价格 5． 25 元 /kg、成本

投入 5． 74 × 103 元 /hm2，据此计算水稻生产价值为

36． 38 × 108元。
( 2) 芦 苇 生 产 价 值。研 究 区 芦 苇 滩 面 积 为

2 633． 04 hm2，芦苇在 11 月份生物量达到顶峰，按照

地上部生物量 3 496 g /m2 计算，得知芦苇地上部分

总生物量为 9． 21 × 104 t。按干芦苇含水率 20% 计

算，得出年产芦苇量 1． 15 × 105 t，以 300 元 / t 的市场

价格计算，则湿地芦苇年生产价值为 3． 50 × 107元。

( 3) 水产品价值。根据《2009 年镇江农村统计

年鉴》，取水产品总产量为 7． 38 × 104 t，其中，内陆捕

捞和内陆养殖产品产量分别为 5． 20 × 103 t 和 6． 86 ×
104 t( 海洋产品产量较少，忽略不计) 。以当地水产

品的平均价格 20． 00 元 /kg 估算，得到镇江年水产品

价值为 1． 48 × 109 元，其中，内陆捕捞水产品价值为

1． 04 × 108元、内陆养殖水产品价值为 1． 37 × 109元。
( 4) 水源供给价值。目前镇江每年工业用水

2． 15 × 109 m3，生活用水 2． 90 × 108 m3，农业用水1． 20
× 109 m3，分别按镇江市自来水公司用水价格2． 44，

1． 51 和 1． 40 元 / t 计算，得到各项水源供给价值分别

为 5． 25 × 108，4． 38 × 108 和 1． 68 × 109元，3 者合计得

出水源供给总价值为 49． 93 × 108 元。
水稻生产价值、芦苇生产价值和水产品价值这 3

项价值合计，得到研究区年产品服务价值为 5． 15 ×
109元。
3． 2． 2 调节与维护服务价值 调节与维护服务价值

包括气候调节，蓄水调洪调节，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

功能，保护土壤，成陆造地，降解污染物和生存栖息地

这 7 项价值。
( 1) 气候调节价值。采用碳税法、造林成本法及

工业制氧价格法进行估算。气候调节价值由固碳

( CO2 ) 释氧( O2 ) 价值和温室气体( CH4 ) 排放损失价

值两项构成。根据光和作用方程式 ( CO2 + H2O→
C6H12O6 + O2→多糖) ，得到每生产 1． 00 kg 植物干物

质，能固碳 1． 63 kg，释氧 1． 20 kg。按照鲜样平均含

水率 80%计算得到植物干物质为 7． 28 × 105 t，则相

应的固定 CO2 和释放 O2 的量分别为 1． 19 × 106 t 和

8． 74 × 105 t 。采用中国造林成本 250 元 / t 和国际碳

税标准 150 元 / t 的平均值 770 元 / t、以及我国工业制

氧成本为 0． 4 元 /kg 得出研究区固定 CO2 释放 O2 的

价值为 1． 26 × 109 元。此外，有研究表明［30］，CH4 较

NO2 排放量大，且以稻田湿地和芦苇湿地排放为主，

故本研究主要计算稻田和芦苇湿地 CH4 排放造成的

价值损失。其中，稻田、芦苇湿地 CH4 的平均排放通

量分别按 3． 75 mg( /m2·d) 和 1． 20 mg / ( m2·h) 计，

分别按照排放时间 6—10 月、4—10 月估算得出研究区

年排放 CH4 数量为 1． 30 ×107 kg。依据 Pearce 等人提

出的 CH4 的散放值 0． 11 美元 /kg，合0． 75 元 /kg( 人民

币汇率按 1∶ 6． 79 美元) 计，得到年 CH4 气体排放造成

的经济损失为 9． 77 ×106元。气候调节功能价值为( 固

定 CO2 +释放 O2 ) 的正效应价值减去排放( CH4 ) 的负

效应价值，合计年 1． 25 × 1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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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蓄水调洪价值。蓄水调洪价值包括水库蓄

水价值和稻田、芦苇湿地蓄水调洪价值进行的估算。
据统计，研究区内水库蓄水总量为 1． 87 × 108 m3，按

照当地单位蓄水量库容成本 5． 71 元 /m3 计，得到水

库蓄水价值为 1． 07 × 109元。同时，根据孟宪民［33］的

研究结果，每 1 hm2 稻田或芦苇湿地可蓄水 8 100
m3，得出稻田和芦苇沼泽湿地总蓄水量为 7． 78 × 108

m3，单位蓄水量库容成本按照 2004 年不变价，即每建

设 1 m3 库容需年投入成本 5． 71 元，据此采用影子工

程法，得出调节洪水的价值为 4． 44 ×109元。两者合计

得到研究区湿地年蓄水调洪总价值为 5． 51 ×109元。
( 3 ) 消 浪 护 岸 和 抵 御 风 暴 功 能 价 值。据 Le-

doux［34］的研究成果，岸滩防御风暴潮的价值为 9 140
～30 760 美元 /hm2，考虑到研究区江域强风暴潮和

灾害出现的频次，取其最低值 9 140 美元 /hm2，合

6． 21 × 104元 /hm2，本研究认为具有此项功能的湿地

类型主要为滩涂湿地，面积为 732． 71 hm2，据此采用

专家评估法，得到研究区湿地年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

价值为 4． 55 × 107元。
( 4) 保护土壤价值。保护土壤的价值采用湿地

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代替。参与生态系统维持

养分循环的物质种类很多，其中的大量营养元素以

氮、磷、钾为主，因此，主要选取易溶于水或容易在外

力作用下与土壤分离的氮、磷、钾这 3 种养分进行计

算。湿地减少土壤侵蚀的总量，采用有无耕作土壤侵

蚀深度差异量的平均值来代替，即 2． 64 mm /a，土壤

容重取表土层土壤容重 1． 23 g /cm3，土地面积取研究

区自然湿地面积 33 459． 58 hm2，据公式: 流失土壤重

量 = 有无耕作土壤侵蚀深度差异量的平均值 × 土层

容重 × 湿地面积，得出流失的土壤重量为 1． 09 × 106

t。根据湿地土壤表层养分含量平均值全氮 0． 41 g /
kg，全磷 1． 42 g /kg，全钾 22． 72 g /kg，氮、磷、钾肥现

实的平均价格 2 365． 00 元 / t，及公式: 土壤价值 = 流

失的土壤重量 × 单位质量土壤中氮、磷、钾养分含量

× 氮磷钾化肥平均价格，采用市场价格法，得到研究

区湿地年保护土壤的价值为 6． 30 × 107元。
( 5) 成陆造地价值。目前，镇江市沿江新增加的

土地 1 hm2 使用权转让价格为当地最低基准地价计，

即 250 元 /m2，每年新增土地面积平均值约为 5 080
m2，在不考虑长江径流量减少引起岸滩侵蚀而造成

的造地损失情况下，依据公式: 成陆造地价值 = 土地

使用权转让价格 × 年造地面积，采用市场价格法，得

到研究区年成陆造地价值为 1． 27 × 106元。

( 6) 降解污染物价值。湿地降解污染物的价值

主要表现在其水体中的水生生物对氮、磷等营养元素

及重金属元素具有吸收、转化和滞留作用。研究区湿

地中以自然湿地和人工稻田湿地对污染物的降解和

吸收为主，其中，自然湿地、人工稻田湿地面积合计为

126 909． 58 hm2，中国陆地湿地生态系统废物处理功

能的单位面积价值 16 086． 60 元 / ( hm2·a) ［9］计算，

采用生态价值法，得到研究区湿地年降解污染物价值

为 2． 04 × 109元。
( 7) 生存栖息地价值。目前，研究区湿地自然保

护区主要由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构成，该自然保

护区可供生物栖息的湿地面积为 5 730 hm2，采用全

球湿地生物多样性价值估算标准 304 美元 /hm2［6］，

即2 064． 16 元 /hm2，根据专家评估法，得出研究区生

存栖息地价值为 1． 20 × 107元。
3． 2． 3 文化社会服务价值 文化社会服务价值主要

由教育科研、旅游休闲两项价值组成，分别采用价格

替代法和费用支出法对其进行价值估算。
( 1) 教育科研价值。研究区湿地自然保护区面

积为 5 730 hm2，区内丰富的动植物群落、珍贵的物种

资源等，在自然科学教育和研究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其教育科研功能主要集中在区域国家级及地

市级自然保护区内，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学实习价

值、出版物价值、野视产品价值这 3 方面，科研价值则

体现在基础研究价值、应用开发价值等两个方面。由

于目前国内湿地科研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科研经费

投入远小于实际科研价值，故湿地教育科研价值参数

采用我国教育科研价值 382 元 /hm2 及国际栖息地

保护费用标准 861 美元 /hm2［3］ 的平均值 3 114． 10
元 /hm2 替代，得到教育科研价值 1． 80 × 108元。

( 2) 旅游休闲价值。研究区风光秀丽，生态系统

类型多样，形成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动植物群落，具有巨

大的旅游价值。2009 年镇江市共接待游客 2． 30 × 107

人次，旅游总收入 2． 65 × 1010 元。其中到与湿地相关

景点人数占整个镇江市游客总人数的 46． 27%，按此比

例进行计算，得到旅游休闲功能价值 1． 23 ×1010元。

4 结论与分析

4． 1 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镇江市城市湿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

3． 14 × 1010元( 表 2) 。其中，文化社会服务功能价值

最大，产品服务功能价值次之，调节与维护服务功能

价值 最 小，分 别 占 总 价 值 的 39． 18%，32． 34% 和

2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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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态系统主导服务功能价值

服务类别 服务类型 价值 /元 价值
比例 /%

水稻生产 36． 38 × 109 11． 60
芦苇生产 3． 50 × 107 0． 11

产品服务 水产品生产 1． 48 × 109 4． 71
水源供给 1． 00 × 109 15． 92

小 计 1． 01 × 1010 32． 34
气候调节 1． 25 × 109 4． 00
蓄水调洪价值 5． 51 × 109 17． 58
消浪护岸、抵御风暴 4． 60 × 107 0． 15

调节与维

护服务
保护土壤 6． 30 × 107 0． 20
成陆造地 1． 30 × 106 0． 00
降解污染物 2． 04 × 109 6． 51
生存栖息地 1． 21 × 07 0． 04

小 计 8． 60 × 109 28． 48
教育科研 1． 80 × 107 0． 06

文化社会

服务
旅游休闲 1． 23 × 1010 39． 12

小 计 1． 23 × 1010 39． 18
总 计 3． 14 × 1010 100． 00

对 13 亚类主导服务功能价值进行比较，其价值

量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 旅游休闲 ＞ 蓄水调洪 ＞ 水源

供给 ＞ 水稻生产 ＞ 降解污染物 ＞ 水产品生产 ＞ 气候

调节 ＞ 保护土壤 ＞ 消浪护岸、抵御风暴 ＞ 芦苇生产 ＞
教育科研 ＞ 生存栖息地 ＞ 成陆造地; 其中，旅游休闲

功能价值所占比重最大，为 39． 12% ; 蓄 水 调 洪 占

17． 58%，水 源 供 给 占 15． 92%，水 稻 生 产 功 能 占

11． 60%，4 者合计占镇江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

的 84． 22%。由此可见，镇江湿地以旅游休闲、蓄水

调洪、水源供给、水稻生产为其核心服务功能，在提供

休闲娱乐、水源蓄积以及对长江洪峰的调蓄，为镇江

城市人民生活提供水源及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等方面

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镇江

市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直接价值占总经济

价值的 71． 52%，间接价值仅占 28． 48%，且直接价值

以旅游休闲服务价值为主，其占直接价值的比重为

54． 70%，表明镇江市城市湿地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显

著，同时也发挥着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4． 2 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的价值比较

镇江城市湿地类型多样，水源充足，物质资源丰

富，生态系统较稳定，发挥着良好的生态功能。但由于

镇江湿地属于城市湿地，湿地主体区域距最繁华的镇

江市中心也不足 1 km，因此，城市湿地地理位置的特

殊性决定了镇江湿地受人类干扰程度较大，使得湿地

类型中人工湿地所占比重较大，约 78． 82%。湿地生态

系统中不同湿地类型都具有其特殊的生态效益( 表

3) 。

表 3 不同类型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 108 元

类 型
自然湿地

河 流 湖 泊 盐碱地 沼 泽 苇 地 滩 涂

人工湿地

水 库 坑 塘 稻 田 养殖水面

水稻生产 /元 3． 64 × 109

芦苇生产 /元 3． 50 × 107

水产品生产 /元 1． 03 × 108 1． 372109

水源供给 /元 4． 99 × 109

气候调节 /元 1． 60 × 108 1． 09 × 109

蓄水调洪价值 /元 1． 22 × 108 1． 07 × 109 4． 32 × 109

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 /元 4． 06 × 107

保护土壤 /元 6． 30 × 107

成陆造地 /元 1． 30 × 106

降解污染物 /元 5． 38 × 108 1． 50 × 109

生存栖息地 /元 1． 20 × 107

教育科研 /元 1． 80 × 107

旅游休闲 /元 1． 23 × 1010

合计 /元 1． 84 × 1010 1． 30 × 1010

单位价值 / ( 元·hm －2 ) 5． 49 × 105 1． 04 × 105

分析结果表明，尽管镇江城市湿地类型以人工湿

地为主，但自然湿地的总价值 1． 84 × 1010 元，远大于

人工湿地的总价值 1． 30 × 1010元，自然湿地单位面积

价值 5． 49 × 105 元 /hm2 也远大于人工湿地的单位面

积价值 1． 04 × 105 元 /hm2，表明自然湿地在维护镇江

生态系统稳定性方面仍具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

时，自然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旅游休

闲、水源供给和降解污染物等方面，人工湿地则体现

在物质生产、尤其是水稻生产和蓄水调洪两个方面。
4． 3 镇江城市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与中国及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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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全球 湿 地 面 积 5． 16 × 108 km2，根 据 Costanza
等［5］的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平均为 644． 00
美元 /hm2，折算后为 4 372． 76 元 /hm2。中国湿地面

积 1． 43 × 107 km2，据陈仲新等［35］估算中国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平均值为 630． 21 美元 /hm2，折算后为

4 279． 13 元 /hm2。镇江城市湿地面积 157 952． 66
hm2，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3． 14 × 1010元，单位生态服务

功能价值为 198 529． 74 元 /hm2。约是全球和中国平

均水平的 46 倍。这种差距主要是由湿地生态系统的

独特性造成的。由此可见，镇江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稳

定，发挥着良好的生态功能。

5 结 论

湿地在提供旅游休闲场所，保持良好的生态与环

境，以及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方面具有巨

大的服务功能价值。在制定镇江市城市湿地建设与

发展规划时，不但要重视生态服务及物质生产功能的

开发利用，更要重视旅游休闲功能的建设，要均衡考

虑区域内各项生态服务功能，才能合理有效地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
由于受资料、估算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估算结果

并没有涵盖对镇江湿地非使用价值及价值潜力的估

算，因此，镇江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实际价值

应大于本研究的评估价值。在后续工作中应着重加

强对镇江市湿地非使用价值及价值潜力的评估，与此

同时，应加强对镇江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演变

和趋势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建立对镇江市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动态价值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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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分析模式，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本研究仅

是在宏观的市域尺度上进行了尝试; 在微观尺度上，

如何将情景分析法用于土地利用主体决策行为与土

地利 用 结 构 变 化 的 整 合 研 究，也 是 值 得 探 索 的 新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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