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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与休闲多种资源，是人类

最重要的生存环境。湿地又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尤其是鸟类的最重要的栖息地。

由于湿地物种多样性明显，景观独特，具有良好的休闲旅游功能，因而湿地又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闽江河口位于福建闽江下游福州辖区内，是闽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特殊，涉及福州市区、长乐、马

尾（琅岐）、连江及闽侯等 4 区 3 县（市），由若干个岛屿（洲滩）、滩涂（含泥质、沙质等）、水域、红树

林等组成，湿地的范围西起闽侯竹岐一带的沙洲，东至闽江入海口 6 米的水域，湿地面积为５０５９３．９

２公顷。    

    

  1 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1.1 湿地环境背景    

 

  闽江河口湿地地处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交接处，又处于闽江流域下游河口区，临江濒海，地域宽广，生

态环境复杂多样， 闽江口湿地泥生植物生长茂盛，分布于沙、泥滩和泥滩草洲上的双壳类、甲壳类及水域

中的鱼类、虾类等十分丰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路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稀有性；湿地支持

着易危、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或者受威胁的生态群落；定期栖息有２万只以上的水禽，还是鱼类的一个重

要食物基地、洄游鱼类依赖的产卵场、育幼场和洄游路线.    

 

  1.2 湿地珍稀物种类型 

 

  闽江河口湿地分布的鸟类有 42科 224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 36种，属于省级重点保护

鸟类 33种，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有 167种；列入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保护名录的有 8 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 22种，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有 35 种此外，该区还分布有乌龟、草游蛇、渔游蛇

等 10 多种爬行动物，黑眶蟾蜍、泽蛙、饰纹姬蛙、中国雨蛙、斑腿树蛙等 10 多种两栖动物，100多种鱼

类，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4 门 30科 50属 61种，浮游动物 6门 62属 79种。    

 

  闽江河口湿地区域植物种类较多。据调查统计，共发现有维管束植物 109科 340属 488种（含亚、变

种），其中蕨类植物 16科 17属 23种，被子植物共 93科 323属 465种。单型和寡型科属较多。拥有红树林

植被、沼泽植被、沙生植被和浅水植被等 4 个植被型，有秋茄群落等 18个群系和 22个群丛。 

 

  1.3 湿地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闽江口湿地主要包括闽江下游感潮河口区的水域、沿江滩洲、沿海滩涂和浅海区等天然湿地，以及城

区的湖泊、内河和近郊的坑塘、水田等人工湿地。闽江河口目前最大的 6 块湿地是鳝鱼滩、蝙蝠洲、浦下

洲、道庆洲、塔礁洲、长岸洲.    

 

  闽江河口从竹岐以下至闽江口，２大类湿地为：淡水湿地，类型包括沙质岸滩、淤泥水草浅滩、江心

洲湿地、河岸湿地、淡水河流湿地；咸水湿地，类型包括芦苇潮滩湿地、高盐碱潮滩湿地、泥沙质滩涂湿

地、河口离岛湿地、河口沙洲湿地、咸水河流湿地。    



    

  2 湿地保护管理现状    

    

  目前,在湿地保护方面,政府已出台《闽江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对策》及《闽江口湿地概念性保

护规划》根据闽江河口湿地独特的空间分布格局、生态特点以及紧邻城区、保护和开发矛盾十分尖锐的现

状，专家们提出闽江河口湿地分区保护和管理思路，按重点保护区、保护性开发区、可适度开发区开展湿

地分区保护和管理，既保护闽江河口湿地资源，又解决保护和开发的矛盾。    

 

  重点保护区：鳝鱼滩及其周边湿地是闽江河口地区面积最大、生态功能最为齐全、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也是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地区。对该湿地重点保护，对维护整个闽江口湿地基本特征、发挥其生态

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点保护区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保护范围为闽江

口梅花水道鳝鱼滩一带，长乐、琅岐经济区境内。    

 

  保护性开发区：对于面积较大、受人为活动相对较小、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道

庆洲（包括草洲、浮岐洲、马杭洲）、蝙蝠洲、浦下洲、塔礁洲、长岸洲等湿地，通过生态恢复等工程措施

进行保护性改造，使它们与重点保护区———鳝鱼滩湿地构成整个闽江河口地区完整的湿地生态链和鸟类

迁徙的通道和中转站，以保护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可适度开发区：可适度开发区是面积相对较小、湿地功能已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和数量较少，

以沙洲型为主的湿地，如橘园洲、江中洲、义序洲等，可以适当进行生态型项目建设。    

 

  目前在乌龙江畔，三环路外侧已建成乌龙江湿地公园一期——芦苇荡生态游览区. 拟建的闽江河口省

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福州长乐市和马尾区境内，位于长乐市东北部和马尾区东南部的交接处闽江入海口

区域，由鳝鱼滩和周边潮间带、河口水域组成，保护区总面积达到 3129公顷，其中核心区 877.2公顷。将

在保护区西南面建立面积达 281公顷的福建长乐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区重要的外围保护

地带。    

    

  3 存在主要问题    

    

  3.1 盲目开发,造成湿地面积减少    

 

  盲目的围垦和城市开发、建设码头、公路和工业园区等，致使湿地面积锐减、功能下降是导致天然湿

地面积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沿海滩涂河口地区进行不合理的大面积围垦造田，开辟水产养殖区及工业

开发区，导致滩涂面积日益缩小，水禽的栖息地日益萎缩。如乌龙江原来有着大片的湿地，但政府在这里

修建的防洪大堤，把江边的湿地都圈进去了，其中大部分的湿地都填平开发成工业园区和住宅区，只留下

一块建成湿地公园。鳝鱼滩湿地附近的长乐文岭镇埠山村，随着码头的扩建，规模较大的冷冻厂修建，不

断增多的大功率渔船在鸟类栖息地附近穿梭、停靠卸货，严重影响了候鸟过冬休息。 而福州琅岐岛东面的

沙滩修建度假村，滩涂被围垦养殖，也使水生动物和湿地鸟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沿江数千公

顷的马杭洲和毗邻的洲相继被开发，使道庆洲湿地生物种类减少到不及开发前的一半。    

 

  3.2 湿地资源过度利用,造成湿地生物多样性衰退    

 

  福建沿海水产养殖主要占用浅海和滩涂，由于大量滩涂被网具覆盖，防止鸟类捕食水产品，用于水产

养殖。滩涂食物的减少导致这些地方鸟类数量急剧减少。屡禁不止的非法采砂活动也对湿地破坏严重。闽



江下游河道近来由于过量采沙导致沙量减少，改变水流量和方向，还造成河床变低，从而使入海口的海水

进一步倒灌。海水的入侵使原来的淡水生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沿江湿地生态，一些淡水生物在海水侵

蚀下纷纷死亡。 

 

  3.3 环境污染加剧，对生物多样性破坏    

 

  闽江下游水质的严重污染，严重威胁了植物和鸟类的生存。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闽江口附近水质污染

导致近岸海域近年来赤潮发生频繁，鳝鱼滩和道庆洲两处湿地面积大幅萎缩。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

放、船舶运输引起的漏油事故以及海水入侵等湿地环境污染已经成为闽江河口湿地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3.4 滥捕乱猎，鸟类种群数量减少    

 

  湿地附近居民湿地保护意识淡薄。在鳝鱼滩，附近居民不仅用网大量捕杀鸟类，还有人往水草上撒用

酒精浸过的小麦毒饵，鸟儿们吃后纷纷中毒身亡。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遭到猎杀,越冬的候鸟数量减少,而在

上世纪８０年代，每年都有几十万只候鸟在闽江河口湿地越冬。    

    

  4 开发及保护对策    

    

  4.1 积极宣传湿地功能，提高全民保护湿地意识    

 

  湿地保护是一项新兴事业，目前全社会还普遍缺乏湿地保护意识，对湿地的生态环境价值和可持续利

用重要性缺乏认识。长期以来对“湿地”不正确的认识和对“湿地利用”的片面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错误的

政策导向和经济利益驱动的短视行为，是导致今天我国湿地得不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不能得以持续发挥的主要社会原因。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必须转变不利于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传

统的资源环境观，必须在全社会逐步树立新的资源环境观，认识到湿地保护对于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意义。 

 

  4.2 加强领导，统一规划管理    

 

  目前，我国湿地保护与管理涉及林业、农业、水利、海洋、渔业、国土资源和环保等许多职能部门。

因此，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对湿地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同时政府

应加强对湿地保护的投入，对湿地开发利用方案采取严格审批制度，任何部门或单位在进行湿地开发利用

之前，要对湿地资源进行详细调查，评估环境影响，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并经专家科学论证后上报

审批。要坚持保护与利用兼顾，保护为先的原则，协调好发展经济和保护湿地二者之间的关系，切实保护

好湿地资源。 

   

  4.3 政府主导,加大对湿地保护和建设的投入    

 

  资金严重不足是湿地保护与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湿地调查、保护区及示范区建设、污水治理、

湿地监测、湿地研究、人员培训、执法手段与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缺乏专门的资金支持。由于资金短缺，使

许多湿地保护项目和行动难以实施，已建立的湿地自然保护区不能发挥其正常的保护功能，必要的湿地基

础研究难以进行。    

  湿地保护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应在政策、资金、科学治理等方



面大力支持，起到主导、示范作用.可以设立湿地保护专项基金，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全面推动湿地保护

和合理利用的社会化进程，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投资、捐赠和国际资金的融入。    

 

  4.4 综合治理，改善湿地功能    

 

  实施城市环境规划，快对污染源的治理，对排放量大的工业污染源如化纤、化工、造纸和采掘业等行

业加强污染源监测。严格控制工业企业“三废”排放，减轻农业上农药和化肥对湿地的污染，以及地质灾害

对湿地造成的危害，不断提高湿地水环境质量。坚决制止随意侵占和破坏湿地的行为,坚决克服“先建设，

后保护”、“先侵占，后恢复”的不当做法，对现有湿地实行普遍保护，坚决制止随意侵占和破坏湿地的行为。

要加快湿地保护与建设的立法步伐，并争取早日颁布实施，使湿地保护与建设工作有法可依。对随意占用

湿地、改变湿地用途或已完成截污工程后仍然向河涌排放污水的，要依法坚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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