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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宿鸭湖湿地所处的地理位置、面积与结构, 结合自然条件、环境状况、生物群落等因素 , 将湿地划分为3 个区域 , 针对不同区
域提出了建设与保护目标 , 并通过综合管理措施 , 保障了目标的实现 , 为内陆湿地的建设和保护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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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为全球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 有“地球之肾”之称; 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源

之一, 也是自然界富有生物多样性和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

统。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 但随着人类活

动的加剧, 对湿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湿地退化, 环境功

能与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丧失, 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使湿地

及其效益处于严重威胁之中。为此, 采取综合措施, 建立并

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制 , 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与合理、持续利

用湿地,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已成为宿鸭湖湿地环境

建设的重要课题。

宿鸭湖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湖, 位于河南气候分区为“温

暖半湿区”的驻马店市汝南县境。宿鸭湖最大库容17 亿 m3 ,

它不仅为当地提供生产、生活资源, 而且具有巨大的环境功

能和效益, 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控制污染、调节

气候、控制土壤侵蚀、美化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1998 年以来, 在国家有关“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退耕还湖”等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指导下 ,

宿鸭湖湿地管理局在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结合湖区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土壤特

性、生物种群及周边人为干扰因素, 制订了湖区生态建设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和实施方案, 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措施。

经过近10 a 的努力, 初步形成了集蓄水、发电、灌溉、养殖、

种植、观光休闲和科学考察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湖。

1  宿鸭湖湿地现状与环境

1 .1 宿鸭湖湿地的位置、面积与结构 湿地位于北纬32°53′

～33°6′35″, 东经114°12′～112°35′, 南北长35 km, 东西宽15

km, 总面积16 700 hm2 , 其中水面9 700 hm2 , 滩涂3 000 hm2 , 有

林地面积3 920 hm2 , 苗圃80 hm2 。

1 .2 自然条件

1 .2 .1 气候。保护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位于暖温带前缘 ,

境内气候差异很小。由于地处亚洲大陆东南部, 受大陆和海

洋的交替影响, 冬季盛行西北风, 夏季盛行东南风。气候特

点是: 四季分明 , 春季气温多变, 夏热冬冷, 秋季降温较快, 雨

热同季 , 干湿冷暖适中, 光、热、水资源丰富, 但雨水集中变率

大, 易旱、易涝。区内年平均气温15 .2 ℃, 极端最低气温

- 20 .7 ℃ , 极端最高气温41 .2 ℃; 年平均日照时数2 196 .1

h , 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494 .9 kJ/ c m2 ; 作物生长活跃( 不低于

10 ℃期间) , 其光合有效辐射量为 242 .5 kJ/ c m2 , 占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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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9 % ; 年平均降雨量869 mm, 年最大降雨量1 356 mm( 1956

年) , 年最小降雨量401 mm( 1966 年) ,6～9 月份降雨占全年降

雨量的50 % 以上, 降雨量年际变幅为187 mm; 初霜期一般在

11 月上旬 , 终霜期平均在3 月28 日, 无霜期211 d 。

1 .2 .2 土壤。保护区土壤为砂姜黑土, 主要是暖温带南缘

由沼泽草甸土经过脱沼泽过程和人为耕作而形成的区域性

土壤。该土壤呈中性且无石灰反应, 经耕作熟化, 颜色变淡 ,

逐步分化出耕作层, 适宜各种植物生长。

1 .2 .3  生物种类。有兽类16 种; 鸟类130 种, 分属17 目35

科; 两栖类4 种, 隶属1 目2 科; 爬行动物9 种, 隶属3 目5

科; 鱼类34 种, 隶属6 目9 科 ; 浮游动物包括原生动物、轮虫、

枝角类等。植物142 种, 分属33 科。区内有国家级一级保护

动物3 种, 国家级二级保护动物21 种; 中日候鸟保护协会协

定中保护的鸟类57 种。

2  宿鸭湖湿地生态保护目标及范围

2 .1  宿鸭湖湿地生态保护目标  ①保护好湿地生态系统 ,

使其免遭破坏和污染; ②保护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使其不

受侵害, 能在良好的环境下繁衍 ; ③保护好其他自然资源, 保

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自然生态平衡; ④处理好各种关系, 包括

目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保护与开发及可持续利用等关系。

2 .2 宿鸭湖湿地生态保护范围

2 .2 .1 核心区。位于保护区的西北部, 面积5 000 hm2 , 东西

分别至海拔52 .5 m 水位线, 南北分别至练江河入口和北堤南

500 m 处。该区有典型的湿地环境, 中间有季岛, 是水禽和候

鸟越冬、歇息地。

2 .2 .2 缓冲区。西、北以大堤为界, 东、南在核心区边缘向

外延伸600 m, 面积2 200 hm2 。该区季节性强。

2 .2 .3 实验区。除核心区、缓冲区的区域, 面积9 500 hm2 。

3  宿鸭湖湿地生态保护措施

3 .1 加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  湿地保护是一项涉及面

广的系统工程, 要争取各级政府从法规制度、政策措施、资金

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

导, 搞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林业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作

用, 积极做好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工作, 协调各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发挥各自优势 , 加强团结协作, 共同

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3 .2 强化湿地保护的组织机构建设, 形成湿地保护的管理

队伍和科研队伍 在现阶段, 要努力推动市、县林业部门设

立湿地保护专门的科室, 成立宿鸭湖湿地管理局。大力推进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机构建设, 提高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质量

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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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编制湿地保护规章制度, 完善湿地保护的法规和政策

体系 2000 年起, 湿地保护开始建章立制, 湿地自然保护区

各项管理与保护必须要分项建制 , 努力使湿地保护做到有章

可依。采取政府领导 , 林业局配合, 湿地管理局落实的方针。

依靠现有的与湿地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 , 规范湿地保护和利用的行为。

3 .4  大力开展湿地保护重要性的宣传 当前湿地保护的一

个重要工作就是让人们了解和认识湿地, 广泛宣传湿地的生

态功能与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 提高全社会保护湿地的意

识,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投入湿地保护, 促进湿地保护事业

的健康发展。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湿地区域的问题。

3 .5 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 抓好湿地保护区的

规划 分类建立保护小区、类湿地公园或以划定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禁猎区的形式加强保护管理。加大建设力度, 提高

保护水平。

3 .6  加大植被修复与保护力度  近10 a 来, 管理局按照生

态位原则, 先后栽植乔、灌木14 科,19 属,86 种 ,40 万余株 , 构

筑人工鸟巢3 600 多个。对古树、临水树进行了保护。对土

壤侵蚀严重的边坡铺建地被, 新增防护绿地126 hm2 。使湿地

生态环境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

3 .7 遏止各种随意侵占和破坏湿地的行为  市、县林业部

门要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力量, 对违法占用、开垦、填埋以及污

染湿地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依法制止和打击各种破坏湿地

的违法行为。对位于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湿地, 一律禁

止开垦占用或随意改变用途。对随意开垦占用或改变湿地

用途的单位和个人, 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并限期采取补

救措施 , 努力恢复湿地的自然特性、生态特性和生态功能。

目前, 驻马店市政府高度重视以林业为主体的生态建

设, 湿地保护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在市、县林业局齐抓

共管下, 湿地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科学、可持续发展的

保护措施和积累的管理经验, 对内陆湿地的保护、建设将会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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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NaHCO3 溶液提取腐殖酸与有机质结果相关曲线

图4 ASI 提取腐殖酸与有机质结果相关曲线

3 结论

(1) pH 值8 .5、0 .5 mol/ L NaHCO3 溶液,ASI 浸提液与0 .1

mol/ L NaOH- 0 .1 mol/ L Na4P2O7 溶液提取腐殖酸结果也极显著

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 .914、0 .976 ; 与K2CrO7 容量法所测得的

有机质结果也达极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为0 .889、0 .920 ; 与碱解

氮之间存在0 .818、0 .826 的极显著相关关系。

(2) 对于南方紫色土壤,ASI 、NaHCO3 提取腐殖酸结果较碱

性Na4P2O7 提取偏低, 约为 Na4P2O7 提取结果的22 .4 %、9 .2 % 。

较非石灰性紫色土,NaHCO3 更适于提取石灰性紫色土中的腐

殖酸, 而ASI 溶液更适于提取酸性紫色土中的腐殖酸。

(3) 与pH 值8 .5、0 .5 mol/ L NaHCO3 溶液相比,ASI 溶液提

取腐殖酸量多, 与碱性Na4P2O7 相关性更好; 但 NaHCO3 溶液较

ASI 成分简单, 又可为土壤有效磷的提取打下基础。

经过计算, 两种方法均可估算紫色土壤中总腐殖酸、有机

质及碱解氮含量水平, 节省大量的操作步骤, 并初步建立了其

与常规方法所得结果的换算关系, 在测土配方施肥中可推广应

用。但这两种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土壤, 还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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