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卷第2期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V01．29 No．2

2006年6月 JOURNAL 0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Jun，2006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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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照郑允文等人提出的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湿地特征和资源现状，建立了

一套针对性强、操作简便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例，

对其生态质量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保护区得分80．2，生态质量尚属较好，但是保护区仍受到淮河过境客

水和围网养殖的影响，建议加强保护区内各条河流关键断面的水质监测工作，逐步实施退耕还湖、还湿工程，为

候鸟营造一个良好的停留、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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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Wetland Ecosystems of the Hongze

Lake Nature ReserVe in Sihong Jiangsu ProVince

Wang Zh¨iang，Wang Guoxiang，Chang Qing

(School“Geo铲aphical Science，Nanjing No瑚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we set up an ecological evaluation method of wetland ecosystems in nature reserve，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and methods of ecolo西cal evaluation for nature reserves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Zheng

Yunwen．Meanwhile，we evaluate the wetland ecosystems of the Hongze Lake Nature Reserve in Sihong．

The result is 80．2，pmving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ature reserve envimnment is weU．But the nature re—

serve is“fected by the water quality of Huai River．In order to constmct a good circumstance for the mi—

gratory birds，we should enhance water inspection of the rivers which now into the nature resen，e and p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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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泊——洪泽湖的西北部，是目前江苏省最大

的淡水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多种候鸟南北迁徙的密集交汇区．保护区曾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1吲，

但大都定性地分析讨论调查结果、存在的问题、保护措施等，却没有对该保护区的生态质量进行过量化的

评价．

我们在郑允文等人提出的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湿地特征和资源现状，建立了

一套较为系统完整、针对性强而又操作简单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江苏泗洪洪

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进行评价，以期为保护区制定合理的湿地保护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区概况

1．1地理位置

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洪泽湖西北部的溧河洼下游，北纬33。10’40”～33。20 727”，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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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3’9”～118。28 742“之间．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江苏省泗洪县城头乡、临淮镇和双沟镇，保护区总面积

49 365 hm2，其中核心区16 663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3．75％(如图1)．

1．2气候特征

保护区地处北亚热带江北区与南温带鲁淮区交界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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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d，年平均水温15．6℃，冰期一般为10 d～20 d，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年降

水量多年平均为925．5 mm，雨季多集中在6～9月，年蒸发量1 592．2 mm．

1．3生物多样性

由于历史上多次发生黄河南侵夺淮事件，大量的泥沙淤积，致使保护区内地势低平，土层肥厚，发育成

多种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见表1)．另外，受过境客水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不同地段在不

同季节有各自的生态优势，以此可以将保护区内湿地生态系统分为：(1)人湖河口滩地型；(2)滨湖河漫滩

型(沼泽型湿地)；(3)开阔湖区型；(4)岗洼湿地型；(5)人工湿地型五大湿地生态系统类型．

图1江苏省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图

表1江苏泗洪洪泽湖自然保护区生物种群一览表

注：调查结果来自于王国祥，常青等编著的《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科考报告》

2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应属于区域生态系统评价的范畴，选取我国目前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

一116—
  万方数据



王塑垦：篁!望菱塑鳖鎏堡塑里些旦签堡芝垦生查堡笪

区生态评价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多样性、代表性、稀有性、自然性、面积适宜性、稳定性和人类干扰7个指

标阳3作为I级指标，为便于指标的可操作性，每项I级指标又划分为多层的亚指标，并结合我国湿地特征

和资源现状一]，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针对性强而又操作简便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然

后，通过广泛征询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中最后一个层次上的指标等级化处理，根据各指标在评价中

的影响力差异，赋予了不同的分值标准(见表2)．

2．2评价方法

当对具体的保护区进行评价时，根据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及其赋值标准，结合自然保护区生态调查

结果，给每一项指标打分，然后用加权平均法(如下式)，计算自然保护区总评价值，依据评价值尺值的大

小，来确定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水平．

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计算公式：
2 3 3 3 2

R：y Ai+B+y a+D+y．历+y．n+y．G友
皇 售 篇 篇 篇

一般将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水平划分为以下5级：尺=86—100，生态质量很好；R=71～85，生

态质量较好；尺=51～70，生态质量一般；R=36～50，生态质量较差；R=35以下，生态质量差．

表2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赋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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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保护区(15分)

自 曼琶竺璧篓堡堑竺篓錾：．曼生．妻委篓季骂显结构变化，自然生境基本完好，核心区未受或受到较 早在1985年就建

签蕉巍照豢簇舞蕊两而丽蕊一懑露10分：：：、 已遭受较严重的破坏，系统结构发生变化，但尚无大量的引人物种，自然生境退化，核心区受到 =：=：：：‘二：’
‘⋯

，：：、 中等强度影响的退化自然型湿地保护区(5分)
”⋯”⋯⋯。

、 ’

自然生境全面遭到破坏，原始结构已不复存在，有大量的人为修饰迹象，外源物种被大量引入，

E

适

宜

性

(15)

El面积适宜性

有效面积适宜，足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效保护全部保护对

象(6分)

有效面积较适宜，基本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效保护主要保 保护区仅滩地面 ⋯
护对象(4分) 积29154 hm2

⋯

有效面积不太适宜，不易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足以有效保护

主要保护对象(0．8分)

E2水质条件

保护区内湿地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大于4mg／L，pH值6．0～8．5，水中无致

死剂量的有毒物(4．5分)

保护区内湿地水体的溶解氧含量略低于4m∥L，pH值为6．O～8．5，水中

无致死剂量的有毒物(3分)

保护区内湿地水体的溶解氧含量远低于4 mg／L，pH值低于6．O或高于

8．5，水中有致死剂量的有毒物(0．6分)

2003年各断面水

质监测结果：溶解

氧含量7．7～8．3 4．5分

mg／L；pH值7．9l

～8．02

(4)

G2间接干扰

与另一保护区毗邻，或有通道相连或被未开发生境环绕(2分)

保护区周边地区尚有未开发的生境(1．2分)

保护已被开发的区域环绕(O．4分)
霉糍釜筹∽分等，开发程度不高

～

3评价结果与讨论

3．1评价结果

通过实地生态调查和资料整理，根据上述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方法，对江苏泗洪洪泽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质量评价．经逐项打分(如上表)，加权平均后得出结果：

一118一

=2l+11+15+10+15+5+3．2

=80．2

G
：∑㈦

+．0F
，∑㈦

+E
，∑㈦

+D+C
，∑㈦

+。a+A
：∑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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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水平分级标准可见，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质量属较好，为

迁徙候鸟提供了良好的停留、栖息环境，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3．2讨论

湿地评价在近20年内发展很快，评价技术由最初的定性描述发展到集中在特定的生态系统旧1，由最

初的评价模型仅能评价少数几个功能。9o，发展到能覆盖较大的地理区域和较多的生态功能类型的湿地，

包括湿地的价值评价¨川、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1|、湿地环境影响评价¨引以及湿地生态风险评价¨列等

方面，但我国对湿地生态质量评价的研究很少，至今没形成公认的标准¨4|．本文的评价方法简单易行，操

作简便，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湿地生态质量评价方法，但评价指标分级依据的量化仍需进一步研究．

从泗洪洪泽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评价的各项得分情况看，E2项(水质条件)得分偏高．保护区内的水质

受过境客水的影响很大，仅以2003年的监测资料来打分，有失偏颇．淮河时常发生大面积的污染事件，虽

然入洪泽湖的水不直接经过保护区，但是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保护区内的水质．另外，保护区位于苏北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农田耕作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成为保护区的面源污染源．因此，应

鼓励倡导周边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在入湖河流的上游禁止设立“五小企业”，加强

各条河流关键断面的水质监测工作，增强应急预警机制，以免突发污染事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c1项(人类直接干扰)得分偏高．在调查期间未发现有人类于扰的迹象，据保护区管理处的人员介绍

也禁止人员擅自进入．但是保护区周边居民围湖养殖，滥采水草等对保护区不利，应加强保护区的执法力

度，制止过量刈捞水草，保护水草资源，实施退耕还湖、还湿等生态修复工程，为候鸟营造一个良好的停留、

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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