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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生态示范区建设工作。

湿地是处于水域与陆地过渡的地段，具有蓄洪抗旱、调节

径流、降解环境污染物质、控制土壤侵蚀、维护生物多样性、调

节气候、保持区域生态平衡等多种生态功能。

湿地作为一种宝贵的水土资源，其巨大的现实或潜在的经

济价值，加快了人类对它的开发与利用。我国是全球湿地面积

第三大国，对湿地开发利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大规模开发都

是在近５０年当中，而且开发的目标主要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
食生产犤１、２犦。黑龙江三江平原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黑龙江垦区

在这典型的世界性沼泽湿地上先后建立了５４个国营农场，历
经半个多世纪的开荒，现有耕地１３９．８１万 ｈｍ２，其中９５％的耕
地来自对沼泽湿地、林地和草地的开垦，由此而导致生物多样

性的锐减和自然灾害加剧的现象，已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

泛关注。首批１０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当中就包
括三江平原，国际鹤类基金会也十分关注这里。自１９９５年日本
政府向中国赠款用于三江平原湿地保护以来，多次派专家考

察，并将五九七农场的长林岛列为国际环境教育基地。为了有

效地保护现存湿地，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黑龙江垦

区湿地生态环境恢复建设和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法与途

径，与大家共同探求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开发。

１ 湿地现状

黑龙江垦区范围内的湿地，约１００万ｈｍ２，占三江平原现
存湿地的一半，仅存于洪河等一批自然保护区内及平原、河流

两岸。目前，除保护区以外，大面积集中连片、自然性较好、比较

完整的湿地已不存在，零散分割的湿地面积多在 ３００ｈｍ２—

２０００ｈｍ２之间。现存湿地类型主要有：岛状林，占三江平原现存
湿地５０％左右，９５％存在于保护区内；草甸，又分真草甸和沼
泽化草甸，占三江平原现存湿地３０％左右，６０％在保护区内；
沼泽 （含水面）占三江平原现存湿地的１５％，９５％在保护区
内。现存湿地主要分布如下：

挠力河 －七星河流域湿地：位于红兴隆和建三江分局友
谊、八五二、八五三、红旗、饶河、胜利、八五九、红卫、创业、七

星、大兴农场境内，面积约３３．３余万 ｈｍ２，分布较集中、连片；
浓江 －鸭绿河－青龙河－别拉洪河流域湿地：位于建三江

分局勤得利、浓江、鸭绿河、洪河、青龙山、二道河、前峰、前哨农

场和洪河保护区境内，面积约２６．６万 ｈｍ２，分布相对集中、连
片；

七虎林河 －阿布沁河 －松阿察河流域湿地：位于牡丹江分
局八五四、八五六、八五八、兴凯湖农场境内，面积约１６．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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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分布相对集中，连片；
嘟噜河－蜿蜒河流域湿地：位于宝泉岭分局宝泉岭、共青、

军川、梧桐河、普阳农场境内，面积约０．６万 ｈｍ２，分布较零
散。

２ 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的原因分析

导致湿地退化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家“八五”至“九五”期间，以五荒拍卖方式进行的小
开荒，导致许多生态位较高的湿地、草地与林地遭到严重破坏，

经统计这类小开荒减少湿地面积达１０万 ｈｍ２。
（２）近年来，大型耕地后备资源在开发立项时，未及时有效

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如二道河农场５３３３ｈｍ２开荒项目，因环
评介入滞后，造成大面积的水泡、草甸和植被遭到开垦而破

坏。

（３）许多大型永久性的水利工程项目，在立项时缺少环境
影响评价，导致水利工程所在区域湿地生境地表水疏干、地下

水下降，从而引起湿地生境退化；

（４）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管在垦区环保部门的努
力下，先后建立了１０个自然保护区和一批保护地，面积占三江
平原现存湿地２０％，但保护区（地）缺乏资金和技术人才，无法
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所划定的区域内，仍有不少破坏的现

象。

３ 湿地恢复建设的有利条件分析

（１）三江平原重要的湿地区域主要分布在垦区所辖范围
内，且相对集中，垦区各级主管部门对这些湿地区域的情况非

常了解，便于恢复建设和管理；

（２）垦区已确定了“打生态品牌、走特色路、发展质量效益
型农业”的思路，战略性结构调整已开始，种植业正在改变过去

那种广种薄收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向依靠科技改良中低产

田，提高单产，并结合垦区生态资源优势，扩大畜牧业比重，发

展绿色食品产业，同时正在抓紧申报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进行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整治；

（３）拟退耕还湿的耕地，都不属于计划内的耕地，几乎均为
“五荒”开发时期个人、外来户突击性开垦的湿地，而且农田基

本设施不具备，无法抗拒自然灾害，耕地质量非常低，农作物产

量不稳定，符合退耕还湿要求；

（４）拟退耕还湿区域多位于已建成的重点保护区边缘。

４湿地生境恢复建设方法与内容

４．１修蓄水坝
在已划定为湿地自然保护区（地）和退耕还湿的区域内，存

在过境河流、支流或低洼水线，可在综合考虑泄洪安全的情况

下，修建一批小型蓄水坝，防止湿地地表水过分疏干，保证湿地

生态用水；

４．２平沟
对退耕还湿区域内人工开挖的排水沟用机械填平，防止该

区地表水疏干。

４．３还草
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种植两种途径，对退耕还湿区域内的

耕地进行恢复草地植被，草种尽可能选择当地生存的物种，如

大小叶樟、芦苇、蒲草、苔草等，采取随机撒种或移植草皮的办

法。这两种方法可同时、同地交替搭配进行。

４．４植树造林
对现有退耕还湿的土地或边缘地带营建防护林、经济林、

用材林、生物多样性林，选择当地树种牞依据地形随机大面积营
造条块林、廊道、结点，要多树种搭配、乔灌草结合。

４．５建保护区（地）

对相邻重点自然保护区的退耕还湿区域，应就近划入自然

保护区范围管辖；对其它退耕还湿区域可以从实际出发，就地

建立自然保护区或保护地。

４．６搬迁家庭农场
退耕还湿区域内有７７个家庭农场，必须对他们进行搬迁，

以防止人为小开荒等破坏行为。

经调查，恢复建设内容汇总如表１。

５ 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途径

５．１严格控制湿地资源开发
三江平原湿地进一步开发应首先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

的高层次的发展道路，这是解决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矛盾的有

效途径；对改变自然景观和利用途径的开发项目，应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提供生态恢复、重建替代方案，并确保实施犤３犦。

５．２积极探索湿地农业新模式
湿地农业新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农业结构

调整、种植制度调整和种子选育工程犤４犦。

土地利用规划指根据地势高低、洪水频率及淹没程度，对

易受水涝的低洼地区的土地利用重新进行统一规划，将不同安

全要求的用地项目布置在不同洪水安全保障的区位。

农业结构调整指在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各区水文

特征、土壤资源特性、以及不同农业生产部门对调整后的土地

利用结构的适宜性，按照“损失最小”的原则，调整现有农林牧

副渔工的结构。

种植制度调整指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使农作物生长

期与洪水期错开，以适应各区不同洪水频率和洪水涨落规律的

种植制度。

种子选育工程指保障湿地种植业灾后及时恢复的用种问

题。一方面是结合不同地区涝淹规律，积极选育和繁殖生长季

节和生长期不同，适于灾前灾后种植的各种良种；另一方面根

据不同地区灾前灾后对种子用量的需求，建设种子储备设施，

以备洪灾发生前后急用。

５．３建立适合的资源环境生态水利体系
湿地水循环对湿地的发生、形成、衰退和消失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湿地水循环与区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十分密

切。由于垦区湿地全部镶嵌在大型现代化农场群的耕地之间，

并且垦区耕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稻治涝，大规模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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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湿地生境恢复建设内容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ｏｆＨｅ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方法 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 工程量估算

修蓄水坝 对过境河流、支流或低洼水线处，在保证湿地区

域安全泄洪的前提下，新建蓄水坝

５个流域（挠力河、别拉洪河、松阿察河、
浓江、鸭绿河）和退耕还湿区域

４０座，土方量 ２００万 ｍ３

平沟 回填退耕还湿区域内的排水沟、灌溉渠、稻埂 ５个流域（挠力河、别拉洪河、松阿察河、
浓江、鸭绿河）和退耕还湿区域

沟 ３５０条，土方量 ８４０万 ｍ３

还草 自然恢复和人工种植 ５个流域（挠力河、别拉洪河、松阿察河、
浓江、鸭绿河）和退耕还湿区域

自然恢复面积 ２．８万 ｈｍ２，
人工种草 ２．９万 ｈｍ２

植树造林 造防护林、经济林、用材林、生物多性林 ５个流域（挠力河、别拉洪河、松阿察河、
浓江、鸭绿河）和退耕还湿区域

０．３万 ｈｍ２

建保护区（地） 退耕还湿区域划入保护区 长林岛自然保护区西侧 ０．６６万 ｈｍ２

雁窝岛自然保护区南侧 ０．３６万 ｈｍ２

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周边 １．３３万 ｈｍ２

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南侧 １万 ｈｍ２

虎口自然保护区北侧 ０．８６万 ｈｍ２

洪河自然保护区东侧 ０．３３万 ｈｍ２

建立自然保护区 梧普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域 ０．４３万 ｈｍ２

七虎林自然保护区区域 ０．６６万 ｈｍ２

建立自然保护地 二道河农场七区 ０．２万 ｈｍ２

八五九农场三分场 ０．２万 ｈｍ２

展水田，体现在强排强灌的农田水利设施的盲目上马，使得相

邻湿地地表水疏干和地下水位下降十分严重，有不少湿地有

萎缩退化的现象。沼泡、草甸型湿地，由于受到坡岗地水土流

失的冲淤和农田排水面源的污染，导致这类湿地退化现象也

不容忽视。

目前，为了有效保障垦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湿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应以资源水利和环境水利为指导思想，兴建一些大

型水利工程，拦蓄地表水资源；在确保防洪保安的前提下要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水利工程，为保护湿地资源有效的利用洪水

资源；开展涝渍耕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变水害为水利，

发挥土壤水库在调节作物生理需水与地下水资源量的关系 犤５犦，

防止农田用水占据湿地生态用水；建立节水灌溉工程，采用低

压管道输水，开展喷灌技术的研究；针对该区的实际情况，可

推广田间工程条田化、稻田旱耙旱平、浅湿灌溉技术等，由此

形成科学的资源与环境生态水利体系。

６ 结论

（１）黑龙江垦区湿地生境恢复建设应在湿地生态结构上下
功夫，以环境生态学的有关理论，保证湿地生态阈限的满足；

（２）通过退耕还湿（还林还草）、刹住毁湿（草、林）开荒、划
入或组建保护区 （地）、新建一批蓄水坝和平沟等措施，保持、

恢复和重建湿地生境；

（３）探索适合该区的湿地农业发展模式，是防止农业生产
对湿地资源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构成威胁的有效途径。

（４）从资源水利和环境生态水利的战略高度，配置水利工
程设施，在满足农田用水的同时，确保湿地生态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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