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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金湖湿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

项桂娥#，王凯峰!

（#B安徽池州师范专科学校，池州 !CD,,,；!B安徽池州市林业局，池洲 !CD,,,）

摘 要 升金湖湿地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蕴含了丰富的生物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旅游资源。但由于人

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湿地生态功能正受到影响和威胁。该文分析了升金湖湿地的自然资源和面临的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升金湖湿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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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金湖湿地位于安徽省东至、贵池两县市境内，总面积EEEC,.F!，其中升金湖#EEEE.F!，是长江

中下游重要的泄洪区、天然渔场和水禽特别重要的越冬栖息地。#GH"年，安徽省政府批准建立升金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水禽。因其生态环境的典型性、原始性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稀

有性，#GG!年升金湖湿地被世界自然基金会（II?）列为中国C,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GGD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升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资源概况

（一）生物资源

#’植物资源：根据升金湖保护局监测站统计，湖区有维管束植物EH科HC种，水面优势种为马来眼

子菜、苦草、菹草、聚草等；沼泽滩涂优势种为阿齐苔等；浮游植物!D种，优势种有硅藻、绿藻、裸藻

等；浅水湿地植物包括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等E种类型；洲滩湿地有草甸、落叶阔叶林等植

被，其中常见的经济植物有马来眼子菜，苦草、萎蒿、芡实、聚草、金鱼藻等#,余种。

!’动物资源：升金湖自然保护区现已查明浮游动物#E种，湿地水体中有底栖动物!E种，鱼类"!
种，爬行类H科!#种，兽类*!种，鸟类有#E目计#C*种，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有：白鹳、黑鹳、

白鹤、大鸨、白头鹤、白肩雕、黑鹿等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有E!种；升金湖有“鹤湖”之

称，世界上仅有#*种鹤，升金湖就有C种。

（二）土地资源

升金湖自然保护区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粮、林、经济作物生长。湖周

围G个乡镇，#个国营林场，C万人口，以农业、林业生产为主。种植水稻、棉花、油菜、培育用材林，

湖面归国家所有。从#GG*年开始，水产部门组织开展网箱、围网、拦网养鱼。冬季水退后，湖周围居民

牧牛、牧羊、养鸭、捕鱼、种植野菜。丰富多样的土地资源为湖区发展农业经济，开展多种经营，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水资源

升金湖自然保护区属内陆季节性淡水湖泊，与长江相通，水位呈季节性变化，地形平坦，湖体辽阔，

水源来自地表径流和上游的黄湓河、唐田河，水量丰盛使该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并且由于

湿地泥炭良好的持水性及质地黏重的不透水底层，使其具有巨大的蓄水能力，为湖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

供充足的淡水资源，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旅游资源

湿地具有自然风光、旅游娱乐及美学方面的价值。升金湖湿地保护区内群山连绵，水天相接，形态各

异，很具有观赏价值。丰水期，湖面水天一体，烟波浩渺、云雾缭绕；枯水期，化整为零，星罗棋布的湖

泊纵贯成串，各显峥嵘。几十万只各类水禽在大片浅水、泥滩、沼泽中栖息，气象万千。升金湖人文景观

也极为丰富，如小路咀的跨湖大桥，东流镇的“烂稻村”、“公母石”等。类型多样，形态各异的湿地景

观，是当代都市人休闲、渡假、避暑的理想场所，适宜发展观光旅游以及垂钓、观鸟、水上运动等多种专

题旅游；湖区保存的大量珍稀濒危生物物种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还可以使游客增长知识和环保意

识。

二、湿地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湖区及周边环境脆弱

主要水源黄湓河上游的森林质量下降，集水区域内水土流失面积达!""""#$%。!&&’、!&&(年连续两

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造成上湖泥沙淤积，湖床抬高!)$，水草资源逐年减少。目前上湖水草覆盖度不

到’"*。冬季，湖滩地湿度偏低，部分地段干裂，湿地保水功能下降，加之水产开发中过量投放草食性

鱼种和沿湖农民为饲养螃蟹滥采水草，严重破坏了水禽资源，鹤鹳类大型水禽数量有所下降，局部生态出

现退化，湿地生态系统受损。

（二）缺乏湿地管理协调机制，未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

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湿地的活动明显增多，要保护、管理开发好湿地，使之成为集生态、

科研与旅游为一体的自然保护区，牵涉面广、部门多，虽然林业部门为湿地的综合行政主管部门，但如今

与其它各部门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以至于各部门各行其事。升金湖自然保护区又位于东至、

贵池两市县境内，由于权限和权属问题，管理难度大，矛盾突出。如水产部门要增加渔业产量，引来开发

商来发展渔业生产，!&&(年仅在中湖"+,,万#$%水域就投放!+’万-.以草食性鱼类为主的鱼种，对水

草资源和天然鱼类构成严重威胁。水利部门为抗旱蓄洪，围堤建闸，拒江倒灌，导致回游性或半回游性鱼

类大量减少。近年上、下湖居民不断新圈渔圩，湖周有!"""头以上水牛任意放牧，对水禽栖息与觅食造

成一定影响。升金湖南面的海螺水泥厂虽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但其噪音等污染对升金湖鸟类的迁徙产生一

定的影响，规划中的穿湖而过高速公路也必然对升金湖的生境产生影响。近年，随着生态旅游业的兴起，

一些商人纷纷加入到开发升金湖旅游的行列中，但开发商只注意短期效益，忽视了湿地保护，长期下去，

必然造成保护与开发相脱节。

三、升金湖湿地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对策

（一）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稳定湿地面积，保障湖泊蓄洪、分洪能力

湿地具有控制洪水，削减洪峰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湖滩的围垦以及低湿地的过度排水，导致升金

湖湿地保护区面积逐年减少，对洪水的调节能力也随之减少，周边地区的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因此，今后

必须明确升金湖湿地对长江洪水的巨大调蓄和控制作用；因地制宜，将环境工程和生态工程相结合，加大

对区域保护扩大和生态建设力度，实施生态恢复工程。采取“退耕还湖”、“清淤蓄洪”等措施，协调好农

业开发与湿地环境保护的关系，控制湿地开发规模，稳定湿地面积，增大调蓄洪水的能力，同时行洪顺

畅，减轻危害。主要采取措施有：（!）疏浚、加深、加宽淤塞的湖滩河道，对湖滩水生植被退化严重地段

人工补植水草，建立冬季湖滩保湿系统；（%）对自然保护区内天然林、疏林地实施补植型封山育林，开垦

地实行停耕还林，沿湖四周可造防护林、竹林和经济林，使其既可发挥森林生态效益，又可增加经济收

入。（,）对居住在缓冲区以内居民通过落实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规划，实施居民外迁，使保护区内人口减

少,"*，将影响行洪调蓄的民垸迁出，缓解湿地自然保护区所面临的生态压力，恢复和最大限度地维持

升金湖湿地自然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提高升金湖的调洪蓄洪能力。（/）通过生物控制措施，减缓湖泊淤

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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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湿地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湿地是一种生产力很高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湿地资源开发必须建立环

境影响评估制度，以保证开发利用不破坏湿地的生态功能。《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中把建立湿地环境

影响评价及项目审批制度列为促进湿地可持续利用中的优先领域，对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湿地自然资源利

用中的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势在必行。凡是以升金湖湿地为对象进行的各种开发活动和开发项目都

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根据评价现状，提出保护、恢复、补偿、重建措施及替代方案等生态保护措

施，科学论证开发项目活动的环境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并且依照有关法律严格管理，把开发利用的强度限

制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努力使湿地生态环境效益和湿地开发利用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统筹

兼顾，实现可持续开发利用。

（三）妥善处理农业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湿地的保护不能离开可持续利用，而可持续利用又必须以保护为基础。针对升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客观实际，完全禁止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活动，目前来看尚不现实。因此，必须妥善处理保护区依法建设

管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进一步强化湿地保护的法律监督和

管理。升金湖湿地整个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是白鹤等各类珍稀鸟类集中分布

和稀有植物生长区域，应严禁外来人为因素的干扰，严禁开展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缓冲区外及

实验区可推广复合农业生态模式，发展湿地特色农业：（!）对敝水带水深不超过"#的浅水域湖泊，根据

“高水蓄洪，低水养殖”的战略，并考虑湖区湖汊和河道众多、所具功能各不相同的特点，湖区可持续渔

业的发展应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水面分层混养模式，池塘鱼、猪、禽复合模式，大中水面网箱养鱼模式，

野生水生植物人工种植模式等。（"）对季节性淹没带即洪水期被淹没，枯水季节露出的湖滩草洲，可适当

发展季节性草地畜牧业和种草养畜禽和季节性山野菜的种植。（$）对保护区外环的渍水低地，包括少量沼

泽地及草甸地，由于地下水位较高，适于湿生植物发育繁衍，适合大规模发展以水稻为主的水田稻鱼共生

模式，低湖田林、稻、鱼、油共生模式和麻、鱼、稻复合模式。此外，还应发展避洪农业，如可采用特早

熟早稻品种，并通过温室育秧提早播种，在%月上旬收获，避开%月中旬的长江中游洪水期，利用!&月

至翌年’月低湖草滩露出季节适当发展草食畜禽，以形成避洪农业结构。

任何形式的湿地利用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改变湿地的生态系统功能。因此，各种农业开发模式

的使用，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严禁超负荷的种植、养殖及滥捕。要把开发利用的强度限制

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使其得以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开发具有湿地特色的升金湖生态旅游项目

随着季节的不同，升金湖表现出物种多样性及季相的变化。因此，可开发设计各类生态旅游项目：

（!）观鸟旅游：以观为主，观而不游，可建"!$座观鸟楼，再配以高倍望远镜，红外夜视仪来欣赏鸟类

飞行、取食等生活习性。（"）观光农业旅游：在实验区选择适当地点建设观光农业园，如荷花园、生态茶

园、观光渔场等，借助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恬静的乡村生活，设计吸引城市人前来旅游，开展垂钓捕鱼、赏

荷、采莲、摘菱、采茶等旅游活动。（$）科普旅游：在保护区建立自然博物馆或展厅，展示升金湖概貌、

鸟类标本等，游客与大自然接触交流，通过参观考察现场，看展览，声像多媒体等活动获得环境知识，认

识环境价值，从而提高保护自然环境和鸟类的意识。此外，还可开展科考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等。

（五）加强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湿地保护法律监督

湿地资源的保护利用涉及到林业、水利、渔政、环保等多个部门，因此，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参与

和部门间的通力合作，营造一个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湿地保护利用工作机制。成立由当地政府、林

业、水产、水利、环保、农业等部门组成保护联合委员会，协调、解决升金湖保护和开发利用中的重大问

题，明确保护区内土地权属和管理权限，在保护、恢复和发展生物资源和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制定以湿地保护为中心，适当进行经济动植物综合开发和生态旅游的发展战略。同时，应依照国家的有关

法律进一步强化湿地保护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加大湿地保护执法力度。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自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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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六）加强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科学研究，建立湿地生态系统监测评估体系

依赖于生态经济工程学、湖沼学及其相关学科，积极开展湿地科学研究，为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湿地

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建立湿地生态系统监测评估体系：湿地的监测

是了解湿地生态变化的重要手段和窗口，通过连续不断的监测，可以认识湿地生态系统现状及演化规律，

为调整湿地开发利用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升金湖区湿地资源的生态环境监测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建立湿地数据库，利用$%#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升金湖湿地进行时空分析，探求其生态系统演替

规律、生物群落结构和数量、湿地生态系统主要控制因素，建立升金湖湿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模

型，寻找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途径。（&）开展湿地资源开发利用与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研究。（"）从养殖品种择优、生理特性、产品潜力评估、集约化及半集约化养殖饲料配方、养殖工程

等方面研究水产养殖模式及配套技术，建立珍稀动植物物种繁育研究中心，开展珍稀动植物物种的保护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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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期 项桂娥等：升金湖湿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