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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许多研

究表明，向河溪生态系统中合理地求取经济利益是切

实可行的。Berg等人建议对河溪缓冲带中的森林进

行疏伐，不仅能够获得木材，也可以加速植被的生长

和发展[1引。

不同等级河溪所拥有的缓冲带规模不同，宽度从

几米到几百米，因此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河溪缓冲

带的特点，制定不同管理措施和方法。图1直观的介

绍了河溪缓冲带基本组成以及管理原则。

一区：为农用和休憩用地，灌溉设备位于此区

二区：低矮灌木和草本区，有分流和加强入渗的作用

三区：可伐乔木、灌木区，该区可以人工利用，种植
一些经济林以获得经济利益

四区：原生乔木区，不可以进行任何的人为干扰，为

提供保护和粗木质

五区：水体，内含有粗木质，为鱼类和其它水生生物

提供生活场所

图1河溪缓冲带管理的基本原则

3海淀区南沙河河溪缓冲带实例分析

南沙河发源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部和昌平区

的西南部山区，向东流经苏家坨、上庄、永丰3乡后进

入昌平区。南沙河是海淀区一条较大的河流，在海淀

区境内长16 km(后沙涧村西京密引水渠至东玉河村

东区界)，境内流域面积达220。1 k-n2，其中山区占

1／3，平原占2／3，流域呈扇形。河道上游宽2～10 m，

段家庄、常乐村一段受上庄水库影响，宽达100 m。

南沙河的主要支流自北向南为：后沙涧、柳林(分后柳

林和前柳林2条支流)和周家巷沟；周家巷沟又主要

有2条支流，东面的1条是东埠头排水，西面l条支

流的较长的支流名称也为周家巷沟。根据“海淀区水

资源调查评价”报告，南沙河流域多年平均入境水量

为1．63×106 m3，多年平均出境水量为1．00×107

m3。南沙河流域面积占海淀区总面积的l／2，是山后

地区的主要排洪河道，担负着海淀区后山地区的汛期

排洪任务和近2 000 000}1n12农田的灌溉任务。

表l显示了南沙河主河段以及4条支流的河溪

缓冲带带宽以及河段的水质。可以看出整个南沙河

河溪缓冲带带宽平均只有5．5 m宽，对整个河流生态

系统的保护作用不大，但经过分段分析还是可以明显

看出河溪缓冲带带宽对河流水质的影响。南沙河南

沙河上庄乡至北安河乡河段河溪缓冲带带宽最大，相

对应其水质也最好，仅在靠近村庄的部分河段有轻度

污染，而上庄乡河段由于附近居民点密集，河溪缓冲

带大量被破坏，从而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

中，造成河水的重度污染。同样在4条支流中，前柳

林支流和周家巷沟支流两岸的植被保护较好，河溪缓

冲带相对较宽，其河道内水质也较好。特别是周家巷

沟支流是南沙河来水量最大的支流，其水质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南沙河主河道的水质。近8 m的河溪缓冲

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周围农田、公路、居民区对河

道水质的影响。

表1河溪缓冲带宽与河溪水质的相关关系

河 段 缓冲带宽／m 水质

南沙河上庄乡河段由于强烈的人为改造，河道几

乎已经完全渠化，同时由于周围居民环境意识不强，

对两岸缓冲带管理力度不够，致使河边杂草丛生，垃

圾成堆，原本应该是城市一道风景的河流成了一条臭

水沟。

针对以上情况，北京市海淀区水利局在对南沙河

的综合整治规划中，根据河溪缓冲带科学管理的原

则、目标以及《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

划》的精神和“绿色北京、绿色奥运”的理念，采用以下

措施恢复和管理南沙河河溪缓冲带。

(1)力求维系现有河溪缓冲带的完整性、连续

性，创造出一个环境宜人的河岸景观带。

(2)考虑河溪缓冲带的通达性和经济价值，可以

在缓冲带中配置一些古典风格的生态会馆以及一些

现代风格的戏水乐园，并从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湿生

植物、草地、花草、花灌木、小乔木、大乔木等多层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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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植物的空间配置。尽可能选用乡土树种，以创造一

个植物层次丰富，种类繁多，易于动植物迁徙、交流，

方便人类亲近的近自然河溪缓冲带。

(3)从河溪缓冲带植物的选种上，高大的乔木可

以挑选垂柳、杜仲、水杉、白蜡、乌桕、樱花等既有景观

美学价值，也是经济木材的树种；而在灌木树种的选

种上，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水分条件，可以选择本身是

一种中药原材料的连翘等植物；红蓼、睡莲、荷花、芦

苇和香蒲等水生植物都很适合当地生长条件，不仅可

形成优美的景观，本身也有净化水质的作用。

4结论

由于河溪缓冲带具有多种生态、经济和景观功

能，所以它已成为生态水文学等新兴学科研究的热

点。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

推进，给河溪缓冲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缓冲带环境

急剧的恶化，许多河溪的缓冲带所剩无几，甚至完全

消失，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

全受到洪水、环境污染等威胁。因此，保护和恢复河

溪缓冲带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根据(1)

尽量维持原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2)维持缓冲带适

当的通达性；(3)保持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平衡这

3点基本原则来科学经营管理河溪缓冲带，缓冲带才

能为我们提供优美的环境和丰厚的经济利益，才能实

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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