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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南京市江浦县沿长江和沿滁河湿地为例，在分析主要生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利用和保护建议。结果

表明，生态灾害频繁发生和系统抗灾能力不强是江浦县湿地存在的主要问题；改变以经济效益为主的 “传统农业”模

式，采取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洪水型经济”模式，变水害为水利，是湿地开发利用的根本出路；防治生态灾

害，提高系统抗灾能力是湿地保护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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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地带，包括

沼泽、湿草甸、洪泛平原、河口三角洲、滩涂等犤１犦。它与森林、海

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犤２、３犦。在人类历史上，湿地往往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

源地，如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等。湿地被誉为“大地之肾”，它能分解

净化污染物，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源，抵御和减轻自然灾害，

也是珍稀水禽繁衍栖息的乐园。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

数量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湿地的功能认识

不足，盲目开垦和城市开发占用造成我国天然湿地面积迅速

减少、功能不断下降，甚至，目前我国湿地资源丧失和退化的

速度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合理利用与保护湿地已是当前非常

紧迫的任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对南京

市江浦县沿长江和沿滁河湿地的开发利用战略与保护措施进

行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湿地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１ 江浦县湿地的分布

江浦县前临长江，后有滁河，老山横亘中部，按地形差异和

地貌特点，自然形成沿江圩区、沿滁圩区和丘陵山区三大片。

南京市江浦县的湿地类型主要为沿长江和滁河的洪泛平原。

按其成因分为沙洲平原和河谷平原，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９％，
占全县农业用地面积的６２％。沿江沙洲平原为近代长江流域
的细砂、粉砂堆积物，土质疏松肥沃，多为高产农田，地势低平，

标高７—５ｍ，处于长江洪水位以下，微向江面倾斜，长３１ｋｍ，
宽３．６ｋｍ，面积约１１５ｋｍ２。沿滁河谷平原为滁河上游或沿岸泥
沙冲积而成，地势低平，地面自丘陵岗地向滁河河床微微倾斜，

标高５．５ｍ左右，大部分处于最高洪水位以下，沿滁河南岸近
东西向分布，长２７ｋｍ，宽２—６．５ｋｍ，面积约１００ｋｍ２。长期的
开发利用，使这些湿地成为大面积的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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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湿地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生态灾害频繁发生
生态灾害是生态系统过程 （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的异常

变化所造成的危害，是由于环境条件突发性变化，能量和物质

输入输出不均衡或系统各部分的平衡失调所致犤４犦。生态灾害的

危害除对社会经济造成直接扰动和打击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

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生物生产或资源供给能力）衰退。发

生在江浦县沿江、沿滁湿地的生态灾害主要有气候类生态灾害

和士壤类生态灾害。气候类生态灾害主要为洪涝和干旱灾害，

是大气圈和水圈的对流循环过程所产生的异常变化对生态系

统所造成的危害，一般是自然发生的突发性灾害。士壤类生态

灾害主要有土壤的潜育化、盐渍化及污染等灾害，是土壤圈的

肥力形成过程受到阻碍或发生逆转所造成的危害。这些灾害

会使土地生产力大幅度降低，甚至永久地失去，是渐进的不可

逆的生态灾难。

２．１．１洪涝灾害
江浦县沿江、沿滁圩区湿地是低洼易受洪涝影响的三角洲

地区。地势低洼平坦，大部分地面高程均在江、河的洪枯水位

之间，每逢汛期，外河（江）水位常高于圩内地面。当地暴雨径

流因河道纵坡平缓，排水能力有限，加之受外江洪水顶托而不

能及时外排，往往形成涝、渍灾害。大水年份，常因上游洪水流

经圩区河道时，超过河道的渲泄能力而溃堤，造成洪灾。据史

料记载 犤５犦，１４７０年至１９３７年的４６７年间，江浦共发生水灾５３
起，平均约９年一遇。其中１９３１年７月，全县圩田被淹，平原之
处，水深数尺，空前浩劫，诚为数百年来所罕见。建国后５０年
间，出现洪涝的年份有：１９４９、１９５４、１９６９、１９７１、１９７５、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和１９９８，平均约５．５年一遇。其中１９５４年特大洪
水，长江突破１９３１年的历史最高水位，西江口水位达１０．７米，
滁河汉河集水位达１１．５９ｍ，破圩２８个，房屋倒塌１８１６０多间。
江浦县洪涝灾害多发生在夏季，８０％的特大暴雨和６０％的暴
雨出现在６月下旬至７月下旬。

２．１．２干旱灾害
圩区湿地是易涝也易旱的地区。据史料记载犤５犦，从１４０１年

至１９３４年的５３３年间，江浦共发生旱灾３８起，平均约１４年一
遇。其中１６７９年大旱。建国后至１９８７年的３８年中，较大的旱
灾年份有１９５０、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９、１９６４、１９７１、１９７８和１９８６，平
均约５年一遇。其中１９７８年为特大旱年，从春到秋，１—１０月
份雨量较常年减少６０％，６—９月份蒸发量相当于常年的３—４
倍，造成塘库干涸，禾苗枯黄，粮食严重减产。

２．１．３土壤潜育化
土壤潜育化是由于土壤长期或短期积水或过湿引起。依据

土壤剖面的潜育化特征、潜育层出现部位和土壤的水分状况，

土壤潜育化程度可划分为三级：由于集约化经营致使土壤亚表

层临时滞水，并出现潜育化特征的为轻度；土壤经常处于湿润

状态，地表无积水或临时积水，并在土壤中部出现潜育特征，而

在下部出现潜育层的为中度；土壤剖面长期积水或终年积水，

呈现 Ａ－Ｇ型者则属重度。江浦县的潜育化土壤面积约占土壤

总面积的５５％，主要分布在沿江和沿滁圩区以及丘陵冲田下
部和泉水地区，其中沿江和沿滁圩区湿地的土壤已遭严重的潜

育化。

２．１．４土壤盐渍化
土壤盐渍化是在气候、地形、母质、水文及生物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地表蒸发强烈和地势相对低平，

排水不畅，地下水矿化且接近地表是土壤积盐的重要原因。土

壤在人类不合理的利用开发下亦可导致盐渍化，无节制的自流

灌溉、漫灌、渠道渗漏以及管理措施不当造成土壤盐渍化已成

为当今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江浦县受渍害影响的面积约１．４
万ｈｍ２，主要分布在圩区。

２．１．５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主要由于过度使用农用化学物质 （包括化肥、农

药和农膜等）造成。江浦县化肥公顷均使用量，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９
年期间，平均为５．４ｋ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平均为８１ｋｇ，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平均为 ３７５．６ｋｇ， １９８０年为 １１９２．５ｋｇ，１９９０年为

２３０９．７ｋｇ，到１９９９年猛增为３８３１．５９ｋｇ；并且在施用的大量
化肥中，氮肥约占６０％牞其他肥料偏少，特别是有机肥的使用
量更少。江浦县农药和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从１９９０年的每公顷
均１４．６９ｋｇ和１．５６ｋｇ，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７ｋｇ和１８ｋｇ。大量
化肥、农药及塑料膜的使用，不仅破坏了土壤结构，而且污染了

土壤环境，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及肥力下降等不良后果。

２．２圩区湿地的抗灾能力不强
江浦县水利设施的抗灾能力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尚不能

适应抗大灾、抗多灾、保安全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圩区堤坝整体防洪能力不强。江浦县江堤和滁堤共约

１８８ｋｍ，到２０００年止，全面达标的只有３６．６ｋｍ，多数堤防防洪
未达标准，尤其是滁堤更为严重，外坡较陡，有的地段坡比不足

１∶１，局部地段冲刷严重，大部分堤后有深塘，且鼠害严重；同
时，在堤上乱开、乱种、乱盖房现象，以及堤防上的涵闸电站等

设备老化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堤身的安全。

（２）除涝能力不高。江浦县圩区湿地的平均排涝模数不到

０．７ｍ３·ｓ－１·ｋｍ－２，加之排涝站分布不均，原有排灌站老化，一
些不能运行，建筑物配套不齐，沟渠多年淤积，阻水现象严重，

遇到大雨，低洼田总要受淹减产。

（３）防渍工程不配套。由于大中沟配套不齐，田间工程缺
乏，沟塘淤浅，造成圩区渍害严重，甚至出现了一些冷浸田。

（４）抗旱能力有待提高。全县水库塘坝蓄水总库容５０００
万ｍ３，平均每公顷只有２５０ｍ３，且分布不均，库塘淤积严重，蓄
水能力偏低，不能适应抗大旱的要求。

３ 圩区湿地的开发利用建议

鉴于圩区地势低洼、易出现洪涝灾害以及圩区湿地具有重

要的生态价值等原因，江浦县沿江、沿滁圩区湿地不宜作为城

市开发建设用地。因为工程建设成本高，防洪压力大；同时生

态风险也大，失去了湿地资源，失去了长江、滁河与陆地的生态

缓冲带，不利于江浦县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与我国保护长江

中下游湿地资源的行动计划背道而驰。



４７０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徐福留等牶南京市江浦县沿长江滁河湿地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江浦县沿江、沿滁圩区湿地的开发利用应按照“因地制宜、

化害为利”的方针，改变过去以经济为中心利用洪水平原的“传

统农业”模式，采取“经济与生态并重，突出生态价值”的发展战

略，充分利用丰富的湿地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洪水型经

济”。以湿地为依托发展水产养殖业、生态旅游业、特色种植与

养殖业、草地畜牧业、林业与林产品加工业等，形成以湿地为特

色的产业群，使一般民圩、蓄洪圩和重点圩的替代产业开发形

成链条，将长江洪水作为宝贵的资源，化水害为水利。为此，要

适时适地调整圩区经济结构和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耕作制

度，如减少籼稻种植，增加饲料饲草种植，避免“双抢”与汛期重

叠；圩区的发展要根据堤垸的不同特点采取多元化模式，逐渐

培育替代产业，最终在区域层次上形成以区域经济与堤垸经济

相结合的特色经济。

４ 圩区湿地的保护措施

４．１大力开展圩区湿地水利与农田防护林建设，全面提高系统
的抗灾能力

农田防护林具有防御自然灾害、改善农田小气候、提高农

业生产力水平等重要功能。在圩区一级农田保护区内使田、

林、路、渠、涵、闸、站等基础设施全面配套的基础上，巩固沟渠

硬质化、灌排流畅化、农田林网化；然后，推广至圩区二级农田

保护区。

水利建设包括圩区的防洪、除涝及抗旱设施的建设。圩堤

的建设应按水系、按地区逐年加以整修，消除隐患；开挖撇洪工

程，使山洪直接泄入外江、河，减少圩区的集水面积，降低圩区

的蓄涝水位；实行联圩并垸，控制圩内水位，减轻排水负担，提

高除涝效率；圩区内部除涝应遵循以排为主、排灌兼顾、全面规

划，综合治理的方针，采取分片排涝、等高截流、力争自排、辅以

抽排的方法。

圩区水利设施、农田防护林以及湿地的开发利用应进行综

合规划与建设，使沟、渠、路、林成为一个完整系统，既能多元化

发展，又便利生产和生活。另外，兴修水利必须同时考虑防止

血吸虫病，注意配合灭螺工作。

４．２积极防治土壤生态灾害，减少外部不利干扰
需要防治的士壤类生态灾害主要有土壤的潜育化、盐渍化

及土壤污染等。其中土壤的潜育化和盐渍化可通过圩区的防

洪和抗旱等基本水利建设防治，而土壤的污染应采取综合措施

进行防治。一方面要控制工业污水、城镇生活废水及大气沉降

物对土地的污染；坚持用养结合，投入与产出并重的原则，大力

发展适合圩区实际情况的生态农业模式，加大有机肥的投入，

减少化肥、农药及农膜的使用，培养土地肥力，防止掠夺式开发

造成耕地质量退化。另一方面，要大力改造中低产田，继续加

强农田设施建设，改善土地性状，提高生产率，促进农业生态系

统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应建立地力等级评价制度，定期监

测土地肥力状况，并制定奖罚措施。

５ 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１）江浦县圩区湿地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生态灾害频繁发生和系统抗灾能力不强。（２）改变
以经济效益为主的“传统农业”模式，采取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并重的“洪水型经济”模式，变水害为水利，是圩区湿地开发

利用的根本出路。（３）加强水利和农田防护林建设，全面提高
系统抗灾能力，综合防治洪涝、干旱以及土壤的潜育化、盐渍化

和污染等灾害，是圩区湿地保护的关键步骤。

目前，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认

识湿地的重要性，遏制垦荒等人为活动对湿地的破坏；尽快出

台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做到依法保护湿地资源；建立健

全湿地保护协调机制和资金投入机制，加强湿地调查与监测工

作，实施好《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规范与湿地保护、利用有

关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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