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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西部向海湿地环境退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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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向海湿地位 于半干旱的吉林西部平原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决定了湿地处于动态变化 

之 中。在 自然和人为驱动影响下，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明显的退化趋势 ，湿地面积缩小、调节功能削弱，区 

域荒漠化发展迅速。通过对湿地发育的环境背景条件分析，剖析 了湿地退化的现状及驱动机制，水陆界面 

的脆弱性是湿地退化的环境背景条件 ，而气候干旱化 、上游水的大量截流 、水利工程设施及 土地资源的不 

合理开发利用等 自然、人为 因素的耦合作用．加速 了湿地 的退化过程。基 于湿地退化的现状和驱动机制 ， 

河流湿地退化的恢复必须从湿地的水文功能 出发 ，考虑水资源的循环和转化 ，制定水资源综合利 用方案及 

生 态技 术 和生 态 工程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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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Xianghai wetland in the west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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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Changch un 1 30026，C îna) 

Abstract：Xianghai wetland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Jilin Province with a semi—arid climate．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ydrographical condition makes the wetland water environment stand in 

the dynamic changing．Under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influences，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wet— 

land appear obviously degraded，such as，the area shrink，the system function become weak which re— 

suits in the rapid desertification．This paper have discussed the present stat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of this wetland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The fragible inter— 

face between water and soil is the natural background，but the climate aridity，upstream water intercep— 

tion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irrational land—use activities are the inducing factors to promote the wet— 

land degradation．Finall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present state of degrada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a comprehensiv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lan and an ecological technology and engi— 

neeri ng were p ut forwards to recover the degraded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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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 的独特生态系统 ，水资源 

赋存的重要空间，与农 田、森林并列为世界三大生态 

系统。湿地具有稳定环境、保护物种基 因及资源利 

用等功能，被誉为“自然之肾”。湿地在地球上广泛 

分布，据初步统计 ，全世界有湿地 8．6×10 km ，中 

国湿地总面积 5．69×10 km 。本文以吉林西部向 

海湿地为例 ，通过对向海湿地的环境背景分析，基于 

湿地退化的现状 ，从 自然和人 为因素方面分析了湿 

地退化的驱动机制，提出了退化湿地修复的水资源 

管理措施和水环境综合研究方案[1 ]。 

1 向海湿地环境背景 

向海湿地位于吉林西部通榆县的西北部 ，地理 

位置为东经 122。05 ～122。35 ，北纬 44。50 ～45。19 

之间。湿地总水域 面积为 12 441 hm ，沼泽面积 

23 654 hm ，总面积 105 467 hm 。气候为温带大陆 

性季 风气候 ，年平 均气 温 5．1℃，年平 均 降水 量 

400 mm，集中在 7、8月份 ，年平均蒸发量 为 1 945 

mm，年平均 日照时 数 2 876 h，无 霜期 150 d左 

右 。’ 。 

北部和西部分别与洮南市 、内蒙古 自治区的科 

右中旗相邻，南部有霍林河贯穿东西 ，中部有额穆泰 

河形成的草原沼泽，北部有洮儿河引水灌溉系统 ，三 

大水系在向海区域内形成大肚泡、付老文泡等 22个 

大型泡沼。由于地处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过渡 

地带，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部的三条河流 ，进入吉林西 

部后逐渐失去河道 ，呈散流状 ，水流排泄不畅，形成 

大面积 的沼泽。地 势 由西 向东微微 倾斜 ，海拔在 

156～192 m之间，垄状沙丘与垄间洼地交错相间排 

列 ，呈西北一东南方向延伸，表现为沙丘榆林～茫茫 

草原一蒲草苇荡一湖泊水域的 自然景色，地貌为沙丘 

覆盖的冲积平原 ，属科尔沁沙地的延伸部分。 

特定的 自然地理条件，使 向海湿地形成 了极具 

特色的生态环境景观，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半干旱草原上，每年有许多世界珍稀候鸟丹顶鹤来 

此栖息，对调节区域气候 、抗御洪水、调节径流、补给 

地下水、维护生物多样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2 湿地退化现状 

近 20年来，向海湿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干旱 、盐碱灾害 日趋严重，芦苇地大片消失，昔 日的 

地方造纸工业已告破产 ，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构成了严重障碍。 

湿地退化主要表现为湿地面积减小 、径流调节 

功能降低、土地荒漠化迅速扩展 以及生物多样性降 

低等过程。 

(1)径流来水短缺，补给水源严重不足 

向海湿地地处半干旱地区，径流来水较为短缺， 

主要来 自于霍林河、额穆泰河。霍林河主要产流区 

在内蒙境内，进人吉林西部后以游荡的河道散漫消 

失在平原区内，仅在洪水期能够补给向海水库。季 

节性河流的影响导致湿地出现季节性缺水，面积不 

断减小。根据霍林河流域 3个不同断面的径流量资 

料统计 ，上、中、下游 自1956~1998年间，除 1998年 

特大洪水径流量较大外 ，其他时段总体呈减少趋势， 

进入吉林西部后径流减少尤为明显，从 1957~1988 

年街基的径流曲线可 以看到，如图 1所示。由于径 

流量缺失，补给湿地的水量严重不足，水循环长期处 

于负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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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霍林河上中下游径流量多年变化曲线 

Fig．1 Perennial runoff curve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down reaches in Huolin River 

(2)湿地面积萎缩 、水环境结构和功能退化 

水资源是制约湿地生态系统发展演化的关键因 

子，通过不断与地表、地下水进行水分交换，湿地得 

以生存和发展。由于湿地水源的不足，导致湿地面 

积的萎缩 ，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湿地的水环境结构，导 

致湿地蓄水能力、调节径流能力的退化。根据 1989 

年、2001年遥 感解译 成果 ，向海 湿地 面积减少 了 

735．61 km ，盐碱化土地增加 了930 km ，如图 2所 

刁 。 

湿地调节径流功能大大下降，旱灾、水灾经常交 

替发生。向海湿地所在的通榆县 ，近百年来发生洪 

水 30余次，平均每 3年就发生 1次 ，20世纪后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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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象。近年来，由于湿地严重缺水．土被和植被的 

生长受到严重破坏，天然林退化严重。在气候干旱 

化和水环境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森林生态系统 的稳 

定性受到严重威胁 ，区内诸多水禽、涉禽的栖息繁殖 

生境丧失，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上生长的芦苇沼 

泽面积约 减少 13 300 hm。，产量降低，1964年至 

1984年芦苇面积和产量变化见图 3。 

排水导致洪峰流量增加，滞蓄洪水能力降低，河岸侵 

蚀加重、河流含沙量及水 中营养物质含量增加。河 

流沿岸的洪泛平原和湿地被开垦为农 田，不仅使湿 

地的诸多生态服务功能丧失，而且加重 了面源污染 

程度 引。 

(3)向海湿地周边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生态调 

蓄功能退化 

在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 ，对土地的盲 目垦殖 、草 

原的过度放牧对生物资源造成较大的危害，草场严 

重“三化”(沙化、盐碱化和退化)。据调查 ，现有草场 

面积比 2O世纪 5O年代减少 31．6 ，优质牧草种类 

和数量也减少 ，草场盖度由 8O 下降到 6O 9／6，植株 

平均高度由 70 cm下降到 20 cm。草原“三化”面积 

现已达草场面积的 75 以上。在研究 中选取 了 3 

个时段(1989年、1996年和 2001年)TM、ETM+影 

像数据 ，应用 ERDAS IMAGINE遥感 图像处理软 

件系统进行遥感影像解译 ，发现在近 12年向海湿地 

所在地 的通榆县水域面积缩小 了 78．5O ，为 4．6 

万 hm。。在遥感影像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以湖泊沼 

泽为中心 ，盐碱地呈近似同心圆状或条带状镶嵌其 

周边，随湖水面积缩小 ，其周边盐碱地的面积扩大， 

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规律。有 1／3的湿地相应变成了 

盐沼或盐碱地 。 

(4)森林资源退化严重 ，生物多样性锐减 

向海湿地是吉林省唯一生长较好 、集中成片的 

蒙古黄榆天然次生林分布区，天然林是该 区重点保 

图 3 向海 湿地 苇 田面积 、产 量变化 曲线 

Fig．3 Change curve of reed area and yield in the Xian ghai 

wetland 

3 湿地水环境退化驱动力分析 

向海湿地环境退化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气候干旱化导致区域水环境大系统缺水 

水资源系统是时空密切联系的动态系统，水量 

平衡是区域水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湿地水环 

境系统是区域水环境大系统的一个分支，处于大气 

降水、土壤水 、地下水和地表水所组成的四水 系统 

中。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整个系统 

水量平衡的变化[6 ]。 

近 2O年来，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吉林西 

部气候趋于干旱化，平均降水量减少了约 1／3，更主 

要的是有效降水量减少，多为小于 10 mm 以下的降 

水且每一场降水几乎全被蒸发掉。而且近 1O年来 

几乎是连年高温、干旱 ，大量的地表水、土壤水和潜 

水被蒸发，消耗了水资源量。 

(2)上游补给水源的不足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影 

响 

向海湿地的水源主要依靠霍林河和额穆泰河的 

补给，这两条河流均为季节性河流，仅在洪水期获得 

补给。其中霍林河上游白云花水库的修建对下游产 

生较大的影响，每年的 4～6月由于中上游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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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 ，下游水量陡减 ，如遇到枯水年下游可发生断 

流，沿 河湿地得 不到充 足 的地表 水补 给，水 位下 

降Ⅲ 。目前向海水库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 ，原有水 

利设施又已破损，不能保证湿地水量的充分供应 ，也 

是造成湿地水源不足的一个影响因素 。 

(3)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速湿地周边地 

区荒漠化的扩展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人类盲 目开垦湿地资源，导 

致湿地中的芦苇生长受到严重破坏 ，面积和产量急 

剧下降，原来的芦苇变成了旱塘，局部地段湿地率下 

降 10 以上。湿地率的下降和芦苇的减少，导致湿 

地的疏干 ，草根层破坏 ，植被演替降低了湿地对洪水 

的拦蓄功能。同时，湿地破坏后湿地向地下水补给 

水分的功能丧失 ，降低了地下水储量。湿地疏干后 ， 

湿生植被演变为中生或旱生植被，覆盖率降低 ，扩大 

了地表蒸腾蒸发，加剧了干旱化、盐碱化和风沙化的 

程度 ，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 

4 退化湿地的水资源环境修复对策 

向海湿地是东北地区西部 的典型河流洪泛湿 

地 ，不仅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而且也是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 。对其进行合理的综合开发利用，使其充分 

发挥河流洪泛湿地功能，增加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是吉林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要实现这一 目的就必须对湿地资源作综合考 

察 ，根据区域 自然地理条件和湿地类型特征开展综 

合研究。水资源是湿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 

退化湿地修复的关键 因子，通过对湿地水环境系统 

退化的现状及退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从湿地恢复的 

水资源管理方面提出以下对策[8]。 

(1)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由于向海湿地的水主要来源于霍林河 ，而霍林 

河是一条跨省河流 ，因此流域上下游对水量的合理 

分配直接关系到向海湿地的生存和发展。应从大系 

统、全流域的角度分析，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 

保证湿地的最佳需水量 。 

(2)从四水转化的观点出发制定水资源综合利 

用方案 

湿地在雨水 丰沛期接纳雨水并渗入地下含水 

层 ，补给地下水 ，湿地通过对洪水的储存 、分洪 、行洪 

和泻洪过程达到了对洪水的控制作用和储存水资源 

的作用，因此在湿地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应充 

分遵循四水转化的规律 ，采用适宜的手段将洪水期 

的水分充分保留，使其转化为地下水 。以备干旱季节 

调节使用。因此进行地下水库的调蓄研究在湿地恢 

复和保护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3)水利工程建设 

向海湿地 的水源主要来 自于霍林河、额穆泰河 

及洮儿河引水工程。额穆泰河水量极小 ，十年九枯 ， 

基本无水可引；而霍林河虽然水源丰富，但季节性较 

强，丰水期水量大、下泄快 ，储在湿地 的水量不 大。 

向海水库 目前还可储水 1．0×lO。m。。通过修建引 

霍入向工程可以保证湿地在枯水期保持相对稳定的 

水位和水面 ，维持 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兴建霍林河 

分洪入向工程 ，可将灾害的洪水转变成有用资源，既 

减灾又有效地利用 了宝贵的水资源。修复引洮人 向 

水利工程 ，维修和建设向海水库，也是确保向海湿地 

生存和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排洪 的同时，结合排 

洪工程 ，在合适的地段修建蓄水、引水灌溉工程，可 

使排洪与灌溉有机结合，达到湿地恢复的 目的和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4)生态技术和生态工程 

湿地 的退化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水环境系 

统上 ，湿地退化在外观上表现为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或丧失，自然景观的衰退。因此 ，湿地恢复可以通过 

生态技术或生态工程对退化或消失的湿地进行修复 

或重建，再现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相关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特性，使湿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恢复 目 

标主要集中在洪水危害的减小、水质 的净化和河岸 

植被覆盖度的提高，防止侵蚀或沉积物进入河道 ，加 

强农业非点源污染管理以修复河流水质，加强珍稀 

水禽保护。对于湖泊水体 的净化 ，不但要加强污染 

源的管理 ，切断污染源，并针对湖底的沉积毒物进行 

污水深度处理及生物调整。 

综上所述，可以看 出向海湿地的退化与恢复是 
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一大系统 中水起了关键 

的作用。因此，应重点研究湿地水环境系统 ，通过对 

湿地的水文系统分析、湿地水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 

分析等 ，进一步开展湿地生态需水量的研究 ，建立湿 

地水环境模拟模型和水环境 系统调控模 型，确定湿 

地恢复的最佳水资源量阈值，为湿地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湿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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