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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湿地是介于陆地与水体之间的过渡地带,是陆地上最大的碳储库和陆地生态系统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由于对湿地资源的严重破坏和不合理利用,湿地面积急剧减少。近年来, 湿地资源评价已经倍受关注, 湿地资源

评价为实现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持湿地功能持久性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通过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 从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角度出发,构建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资源生态健康和合理利用评价体系,并使用德尔菲

法( Delphi method)和层次分析法( AH P)结合 PSR模型对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生态健康、合理利用进行评价。东洞

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得分为 1. 09分, 健康状态为较健康,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合理利用评价得分为 0. 64 分,

合理利用状态为基本合理。最后,通过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了保护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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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的生

态系统, 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促

淤造陆、降解环境污染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1]
。湿地被誉为自然之肾、生物基

因库和人类摇篮, 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

大生态系统。随着对湿地资源研究的不断深入,我

国的湿地资源评价研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研究水

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湿地资源评价已经由过去仅局

限于湿地特征描述的定性评价, 发展到湿地定量评

价、湿地生态价值评价、湿地健康系统评价、湿地环

境影响评价以及湿地生态风险评价等多种评

价[ 2 8]。

2 研究区地理背景与数据源分析

2. 1 研究区地理背景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江段

南侧,介于北纬 28 59 ~ 29 38 N, 东经 112 43 ~

113 15 E 之间, 全区总面积 19 万 hm2。东洞庭湖

湿地区有 4. 8万 hm2河流湿地,占全部洞庭湖河流

图 1 东洞庭 2009 年土地利用图

Fig 1 Land use map fo r East Dongt ing Lake in 2009



湿地的 51% ,是东洞庭、南洞庭和西洞庭三个洞庭

湖区内的河流湿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保护区内

动植物资源丰富, 是中国湿地水禽的重要越冬地,

也是重要繁殖地、停歇地, 每年在这里栖息的雁、鸭

等水鸟达数百万羽。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白鹳、

黑鹳、中华秋沙鸭等, 二级保护鸟类有白琵鹭、天鹅

等,还有中华鲟、白暨豚等珍稀动物
[ 9 11]
。但是,近年

来东洞庭湖的湿地生态明显脆弱化,主要表现在:

( 1)湿地面积减少

东洞庭湖湿地面积不断萎缩, 1987年泥滩地和

水面总面积为 442. 26 km2 , 1996年为 401. 07 km2 ,

2004年为 309. 61 km2 , 17 年间平均每年减少 7.

8km
2
。湿地类型整体变化趋势为洲滩地面积不断

扩大, 湖泊水面不断缩小
[ 12]
。另外, 长江三峡建成

后,由于洞庭湖缺少长江水位的顶托, 面积萎缩可

能会进一步加剧 [ 13]。

( 2)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给东洞庭湖的生态群落构成了极大

的威胁,造成鱼类资源减少。食物链的破坏也使得

鹤、鹳、雁、水禽等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 14]
。

( 3)生物多样性下降

由于东洞庭湖腹地洲滩萎缩、裸露, 致鸟类越

冬栖息地和鱼类产卵场地缩小、破坏, 从而缩短或

打断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 威胁到一些特有生

物和濒危物种的生存。近年耐水速生杨树品种向

洲滩湿地的迅速侵入, 使东洞庭湖及周边地区生物

多样性下降,植被群落结构简单化。

目前,恢复洞庭湖调节长江中游地区江湖洪水

功能、加强湖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推进洞庭湖区

的综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已成为有关部门和相

关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2 湿地数据源

本研究中涉及到 3类数据, 一是本底数据; 二

是遥感分类数据,三是问卷调查数据。本底数据及

问卷调查数据在实验区调查、收集获取, 遥感数据

在我国地面站购买。

( 1)本底数据

本底数据主要来源于湿地相关单位, 如当地林

业局、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主要有:

研究区概况数据: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状况、研究区历史及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

等。

湿地资源现状数据: 包括湿地面积及类型、

植被类型、动植物种类数量,湿地资源保护投入等。

图形数据:包括保护区区划图、地形图、土地

利用图、森林分布图等。

( 2)湿地遥感分类数据

本研究中使用的遥感数据有 1987、1996、2004

年的 T M 数据。通过对卫星像片进行目视解译将

东洞庭湖湿地类型分为: 水体、泥滩地、草滩地、芦

苇地[ 12] 。分类精度如下: 水体 90%、泥滩地 84%,

草滩地 84% ,芦苇地 92%。

( 3)调查访问数据

调查访问是在东洞庭湖周边地区对周边农户

和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实地访谈, 以了解公众对于湿

地管理保护的参与现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湿地保护意识:了解东洞庭湖周边居民对湿

地的认识程度、熟悉程度及保护意识。

湿地变化:了解一定时期内, 湿地面积、动植

物资源变化情况,通常以 20年、40年为界。

文化素质:了解东洞庭湖周边居民受教育年

限。

经济状况: 了解周边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年

收入、直接、间接依赖湿地资源的收入所占比例

等。

3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分析评价

湿地生态系统是自然- 经济- 社会的复合系

统,所以湿地资源评价是一个多变量、多结构的复

杂过程。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和合理利用

的评价,主要使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 其过程

包括: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指标归一

化处理和评价结果分析。

3. 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湿地资源评价指标的选取是非常复杂的,不仅

要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要素, 还要考虑不同条件

下湿地生态过程、经济结构、社会组成的动态变

化
[ 15]
。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原

则;简明性原则;区域性原则; 独立性原则。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和合理利用

评价指标选取参考压力- 状态- 响应 ( Pressur e

State Response)模型(简称 PSR模型) ,建立湿地资

源评价指标体系。PSR模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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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湿地环境施加一定的 压力 , 影响到湿

地环境的质量或自然资源的数量( 状态 ) , 人类又

通过环境、经济和管理策略等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

( 响应 ) ,以恢复生态环境或防止环境恶化[ 16 17]。

东洞庭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和合理利用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 4个层次: 目标层、系统层、准则层和变

量层。其中,生态健康评价共 17个指标, 合理利用

评价共 9个指标。指标见表 1,表 2。

表 1 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Indicator system of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目标层 A 系统层 B 准则层 C 变量层D

湿
地
源
生
态
健
康
评
价

生态系统状态 B1

承受压力 B2

响应 B3

活力 C1

湿地植被型数量D 1

景观联通度 D2

十年内湿地景观斑块数变化率 D 3

恢复力 C2
水质 D4

是否典型湿地土壤类型 D 5

生物多样性 C3

生态系统类型复杂程度 D 6

植物丰富度 D7

动物丰富度 D8

物种濒危程度 C4 是否有国家级濒危物种 D 9

压力 C5

人为威胁因素数量D 10

自然威胁因素数量D 11

灾害发生率 D12

入侵物种 D13

水质污染 D14

政策法规与保护措施 C6

市一级是否制定湿地法规 D 15

是否展开湿地恢复工程 D 16

是否制定湿地污水处理措施 D 17

表 2 湿地资源合理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Indicator system of rational use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目标层 A 系统层 B 准则层 C 变量层D

湿
地
资
源
合
理
利
用
评
价

湿地利用现状 B1

承受压力 B2

响应 B3

经济水平 C1
人均 GDPD1

湿地经济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D2

土地利用现状 C2
湿地退化面积 D 3

湿地利用面积占总面积比例 D 4

人口 C3
人口密度 D5

湿地保护意识 D6

政策法规与保护措施 C4

是否制定湿地利用规划方案(规划利用区域及面积) D7

是否制定湿地保护、恢复政策 D 8

单位面积湿地投入资金D 9

3. 2 指标权重的拟定与分析计算

本研究中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和

合理利用评价使用德尔菲法( Delphi)和层次分析法

( AH P)结合确定指标权重。

德尔菲法又称 专家询问法 ,是一种反馈匿名

函询法。其对所预测的问题征求专家意见后,对各

专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归纳和统计, 然后把意见匿

名反馈给各专家, 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 再反馈,

直至得出稳定的意见 [ 18]。

层次分析法 ( Analy tic H ierarchy Process,

AH 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Salty 在 20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

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判断矩

阵,逐步分层地将众多复杂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

综合起来, 进行逻辑思维, 而后用定量的形式表示

出来,从而使复杂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化成定量结

果[ 19]。

故此, 将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和合

理利用评价划分为 4 个层次。通过专家打分,逐层

构成判断矩阵,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max

和对应的特征向量W, 并进行相应的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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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步骤:

( 1)专家打分

首先,确定调查问卷的内容。使用 Delphi法进

行专家匿名打分, 归纳意见, 确立各层指标变量重

要性,结合层次分析法, 计算各级指标权重。设计

如下:各指标按重要性进行排序, 并给相对最不重

要的指标赋值为 1 , 其余指标根据相对重要程度

进行赋值。影响湿地生态健康的 3 个指标包括 生

态系统状态 、承受压力 和 响应 , 如果认为 响

应 在这三个指标中相对来说重要性最低, 那么给

响应 赋值为 1 ; 如果认为 承受压力 的重要性

是 响应 的 2倍,那么 承受压力 分值为 2 ,依次

类推。

其次,根据调查问卷内容确定专家组成。由

森林经理学专家、参与湿地监测与评价项目人员

和保护区的相关技术人员组成专家。这种专家

组成方式涉及领域广, 能够有效降低评价的主观

性。

( 2)构建判断矩阵

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分别对每一层次评价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描述, 并进行量化, 得到 A - B,

B- C, C- D判断矩阵。

计算出专家对各层打分的平均值, B 层的平均

得分情况:生态系统状态 5分, 承受压力 3分,响应

2分。根据专家打分得到判断矩阵,如表 3所示。

表 3 A- B判断矩阵

Tab 3 A- B judgment matrix

A B1 B 2 B3

B1 5/ 5 5/ 3 5/ 2

B2 3/ 5 3/ 3 3/ 2

B3 2/ 5 2/ 3 2/ 2

( 3)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判断矩阵每行元素的算
术平均值 w i

w i =

3

j= 1

a ij

3

其中, aij为判断矩阵第 B i行第 B j列数值。i=

1, 2, 3; j = 1, 2, 3

经计算得到:

w = [ 1. 72222, 1. 03333, 0. 68889]
T

( 4)将 w 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 B 层各指标相
对于 A 层权重:

w = [ 0. 5, 0. 3, 0. 2] T

( 5)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max = 3

( 6)一致性检验

CI= m ax- n
n- 1

, 将 max 代入上式计算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指标,检验其一致性:

CI =
max - n

n - 1
= 0 < 0. 1

使用公式 CR= CI/ RI,计算出 CR= 0< 0. 1,通
过一致性检验。

各指标层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4、表 5所示。

表 4 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Tab 4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of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变量层

湿
地
资
源
生
态
健
康
评
价

指标 权重

生态系统状态 0. 5

承受压力 0. 3

响应 0. 2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活力 0. 133

湿地植被型数量

景观联通度

十年内湿地景观斑块数变化率

0. 0560

0. 0490

0. 0280

恢复力 0. 133
水质

是否典型湿地土壤类型

0. 0665

0. 0665

生物多样性 0. 134

生态系统类型复杂程度

植物丰富度

动物丰富度

0. 0394

0. 0473

0. 0473

物种濒危程度 0. 100 是否有国家级濒危物种 0. 1000

压力 0. 300

人为威胁因素数量

自然威胁因素数量

灾害发生率

入侵物种

水质污染

0. 0923

0. 0923

0. 0231

0. 0231

0. 0692

政策法规与保护措施 0. 200

市一级是否制定湿地法规

是否展开湿地恢复工程

是否制定湿地污水处理措施

0. 0500

0. 0500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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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湿地资源合理利用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Tab 5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of rational use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变量层

湿
地
资
源
合
理
利
用
评
价

指标 权重

湿地利用现状 0. 5

承受压力 0. 2

响应 0. 3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经济水平 0. 167
人均 GDP

湿地产生 GDP 百分比

0. 0557

0. 1113

土地利用现状 0. 333
湿地退化面积比率( 50年)

湿地类型丰富程度

0. 1665

0. 1665

人口 0. 200
人口密度

公民对湿地重视程度

0. 1000

0. 1000

政策法规 0. 300

是否制定湿地利用规划方案(规

划利用区域及面积)

是否制定湿地保护、恢复政策

单位面积湿地投入资金

0. 1000

0. 1000

0. 1000

3. 3 指标无量纲化的处理计算

在指标量化过程中,指标分为正、逆两种,指标

值都采用同一时期的数据。正指标对湿地资源影

响为正, 指标值越大越有利,如湿地植被型数量,正

指标的评价分值= 指标值/标准值; 逆指标对湿地

资源影响为负, 指标值越小越有利, 如人口自然增

长率,逆指标的评价分值= 标准值/指标值。指标

数据主要来源于岳阳市统计年鉴、湖南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遥感图像及实地调查搜集

的数据。

使用下面公式计算分值:

I =

n

i= 1

W j Z j

其中, I 为总分数, n为指标个数, W j为指标权

重, Z j为指标实现度,各指标得分如表 6,表 7所示。

表 6 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指标加权后分值

Tab 6 Index weighted score of the indicator of ecosystem health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变量层指标 单位 标准值 指标值 实现度 加权得分

D1湿地植被型数量 个 16 9 0. 56 0. 0314

D2景观联通度 1 0. 6 0. 6 0. 0294

D3十年内湿地景观斑块数变化率 % + 10 142 0. 074 0. 0021

D4水质是否达到 GB/ T 14848 93 类 1 1 1. 0 0. 0665

D5是否典型湿地土壤类型 1 1 1. 0 0. 0665

D6生态系统类型复杂程度( 1代表复杂) 1 1 1. 0 0. 0394

D7植物丰富度 种 2761 1186 0. 43 0. 0203

D8动物丰富度 种 1500 297 0. 198 0. 0094

D9是否有国家级濒危物种 1 1 1. 0 0. 1000

D10人为威胁因素数量 11 3 3. 7 0. 3415

D11自然威胁因素数量 7 2 3. 5 0. 3231

D12灾害发生率 年/次 10 1 0. 1 0. 0023

D13入侵物种 0 1 0. 0 0. 0

D14水质污染(分为 4级, 1为无污染, 2为轻微污染, 3一般, 4严重) 1 4 0. 25 0. 0173

D15市一级是否制定湿地法规 1 0 0. 0 0. 0

D16是否展开湿地恢复工程 1 1 1. 0 0. 0500

D17是否制定湿地污水处理措施 1 0 0. 0 0. 0

得分总计 1.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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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湿地资源合理利用评价指标加权后分值

Tab 7 Index weighted score of the indicator of rational use assessment for wetland resource

变量层指标 单位 标准值 指标值 实现度 加权得分

D1人均 GDP 元 22698 18058 0. 796 0. 0443

D2湿地产生GDP百分比 10 18 0. 556 0. 0619

D3湿地退化面积比率( 50年) 50 67 0. 746 0. 1242

D4湿地类型丰富程度 个 34 4 0. 12 0. 0200

D5人口密度 人/ km 2 452. 3 704 0. 642 0. 0642

D6公民对湿地重视程度( 1- 5个等级, 5为重视) 5 3 0. 6 0. 0600

D7是否制定湿地利用规划方案(规划利用区域及面积) 1 1 1 0. 1000

D8是否制定湿地保护、恢复政策 1 1 1 0. 1000

D9单位面积湿地投入资金 元/ hm 2 13 5. 263 0. 405 0. 0405

得分总计 0. 6151

4 湿地评价结果分析

4. 1 生态健康的评价结果

( 1)由表 6 可见,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生态系

统状态中的活力指标( D1 + D2 + D3 )较低,加权得分

值为 0. 0629;生物多样性指标( D6 + D7 + D8 )加权

得分值为 0. 0691。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响应指标

值( D1 5+ D 16+ D17 )得分相对较低。活力加权得分

值和生物多样性得分值都偏低。

由于洞庭湖湿地及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至今

还未有统一的总体规划和管理。过度捕捞导致洞

庭湖鱼类资源锐减, 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 严重影

响洞庭湖湿地的生态平衡,导致东洞庭湖湿地资源

的生态系统指标分值偏低,主要原因有:

环境污染。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

湖中,以及沿湖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严重污染,

洞庭湖水质由 1997 年前的贫、中营养型变成为现

在的中 富营养型。环境污染直接导致大量浮游

生物、底栖动物、鱼卵和幼鱼死亡;另也致使水体富

营养化,使浮游生物的种类单一, 甚至出现一些藻

类暴发性增殖, 鱼类饲料被污染、减少,生态环境恶

化,渔业生产力大幅下降。

物种入侵。入侵物种严重影响了洞庭湖的

湿地生态健康, 现洞庭湖湿地入侵物种约 11种,其

中, 5 种列入了 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 [ 18] 。意大利杨、美国黑杨,这两种耐水速生的杨

树品种已使洞庭湖许多地区出现植被群落结构简

单化,使东洞庭湖及周边地区生物多样性迅速下

降,不仅破坏了湖泊湿地的自然演替, 还降低了湿

地的系统生产力,使生物入侵也变得更加严重。

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由于渔业资源下降, 传

统的捕捞方式难以获得更大效益,一些渔民采用国

家禁用的资源浩劫性的捕捞方式。甚至在保护区

的核心区、鱼类的产卵地和洄游通道, 以及禁渔期

都无法禁止,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衰减。同时, 鱼

还是许多鸟类的食物, 食物减少, 鸟类的数量也随

之减少
[ 14, 20]

。

三峡工程影响。三峡工程对减轻洞庭湖地

区洪涝灾害有着重大的作用, 但该工程蓄、泄洪时

间与自然迁流不同, 夏季水位通过大坝的调控相应

的降低了 1~ 2m, 而冬季水位将提前下落, 从而导

致湖泊滩地提前出露。水位的变化将引起水生和

陆生植物带的演替, 进而影响鸟类觅食、栖息和分

布。工程运行后,对本区湿地及其资源产生复杂的、

多方的负面影响
[ 21]
。同时将对东洞庭湖湿地资源

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2)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响应指标值( D15+ D16

+ D17 )得分相对较低。本区的主要污染源为纺织业

和化工业, 同时传统农业生产也产生大量的面源污

染,在本研究进行时期未发现有湿地污水处理措

施;在市一级未规制定相关的湿地保护法规;另外,

仅有洞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了部分湿地恢复

工程。

( 3)综合表 6, 根据各个指标的临界值总体计算

分值将湿地生态健康评价结果分为优( > 1. 9)、良

( 1. 5- 1. 9)、较健康( 1. 0- 1. 5)、一般病态( 0. 5-

1. 0)、疾病( 0- 0. 5)。根据评价结果(表 6) , 东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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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综合得分 1. 0992 分, 健

康程度为总体为较健康, 但是其值较低, 接近一般

病态,值得警惕。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生态健康评价表明洞庭湖

湿地资源的生态系统活力仍处于危险的状态,虽然

在东洞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洞庭湖周边群众的

共同努力下, 东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有好转, 但现

阶段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健康状态仍处于衰退期,

必须要加强湿地保护的力度, 争取实现其向较健

康、良、优的转变。

4. 2 湿地合理利用的评价结果

( 1)分析表 7发现东洞庭湖湿地资源利用现状

中的经济水平指标( D 1+ D2 )权重为 0. 167,加权得

分为 0. 1062; 土地利用指标( D3 + D4 )权重为 0.

333,加权得分为 0. 1442。指标的加权得分值表明

洞庭湖湿地资源利用现状并不乐观, 湿地退化严

重。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围垦圈地。围湖

造田并伴随着大量农民迁入, 使得保护区湖面缩

小,这种做法不仅抵抗洪水能力下降, 而且使保护

区湿地面临被蚕食的危险。近年来,由于天然湖泊

水面和洲滩无序承包经营,承包者为了经济利益盲

目扩张用地, 扩大杨树、芦苇种植面积等活动, 破

坏、减少湖区生物的栖息地。大面积的杨树种植,

抑制野生物种的正常生长和栖息,改变湿地植被群

落的结构, 加剧生态向森林生态的逆向演替。目

前,在东洞庭湖核心区内就栽有 1000多亩杨树, 对

于洞庭湖的杨树问题, 湖南省林业厅表示将坚决清

除栽种在 三不准 区域内的杨树。2003年以后栽

种的杨树,将全部砍掉; 而 2003年前栽种的杨树则

在成林后不再增种, 让这些区域自然恢复到原貌,

政府措施有一定成效, 要使生态环境恢复原来状态

还需要一定时间。

( 2)东洞庭湖湿地资源承受压力的人口指标

( D5+ D 6 )的权重值为 0. 200,加权得分为 0. 1242。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人口压力一直超出其能承受

的范围,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东洞庭湖区域

历史上就是湖南的一个主要粮食产区, 人口压力一

直远大于湿地所能承受的能力, 现阶段实行的计划

生育政策和退田还湖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

洞庭湖区湿地资源的人口压力。

( 3)湿地资源响应的政策法规指标( D7 + D8 +

D9 )的加权得分为 0. 300,加权值为 0. 2405。

( 4)综合表 7, 根据各个指标的临界值计算分值

将湿地合理利用评价结果分为非常合理 ( > 1. 2)、

合理( 1. 2- 0. 9)、基本合理( 0. 9- 0. 6)、不合理( 0.

6- 0. 3)、严重不合理( 0- 0. 3)。根据评价结果, 东

洞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综合得分 0. 6151 分, 为基

本合理。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评价结果表明,

东洞庭湖湿地资源的利用基本合理。东洞庭湖湿

地的利用结构仍不完善,同时本区承受的压力仍超

过湿地资源的承受能力。

5 湖区湿地开发利用的建议

( 1)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减轻人口压力, 扩大

湿地空间

由于人口剧增, 湿地被围垦, 面积不断减少。

应通过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实施移民政策, 把人

口总量控制在湖区资源与环境容量允许范围之内。

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从

而扩大湿地面积,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恢复湿地自然

生态过程和功能
[ 22 23]

。

( 2)控制污染,加强综合治理

逐步改善和提高东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为湿地生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

改善环境质量的措施: 整改湖区工业结构, 控制工

业污染;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 控制农

业污染,严格限制非降解性农药的使用; 制定工业

污水排放标准, 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等。

( 3)调整植物种植结构

依据不同地势洲滩的连续淹水天数和全年淹

水总天数布局作物种类;适度调整荻、芦布局;在高

位洲滩上可适度发展以黑杨树种为主的混交林, 但

不应与荻、芦争地; 开展沼泽化杂草、苔草如矮禾草

草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 4)加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应尽快制订核心区封闭管理和湿地保护的详

细管理办法;加大对湿地区域居民的转移培训和安

置力度; 注重植物之间、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

的协调关系,防止群落之间的物质性冲突与能量性

矛盾;加大核心区湿地的综合执法,切实保障鸟类、

鱼类与人的和谐等, 实现东洞庭湖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外,清除严重影响东

洞庭湖生物多样性的外侵物种, 对东洞庭湖湿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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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进行恢复。

对于东洞庭湖湿地资源进行生态健康和合理

利用评价的方法,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开展深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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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s are the t ransit ion zone betw een ter rest rial and aquat ic ecosy stem s, the lar gest ter rest ri

al carbon reserv oir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r rest rial eco system s cycle. Wetlands perform funct ions

that suppo rt the generation of ecolo gically , so cially and econom ically impo rtant v alues. H ow ever,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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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asonable ut ilization and dest ruction of w et lands, the to tal area of natur al w et lands decr eased rapidly,

and w etland resources in China are no except ion. In recent y ears, assessm ent of w et land resource has been

paid clo se at tent ion. Assessment of wet land resource can further protect w etland resour ces and provide sci

entif ic foundat ion fo r decision m akers. T hrough the study of w et land ecosystems, f rom the ecolog ical, so

cial, economic benefit s, w e build the eco logic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legit im ate ut ilizat ion assessm ent for

the East Dong ting Lake Nat ional Nature Reserve. In this study, Delphi method, analyt ical hierarchy

pro cess ( AH P) and PSR model are adopted to appraise eco log ical health and leg itim ate ut ilization. First,

an index system of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w et land resource w as const ructed, and the indexes involv e the

fo llow ing three aspects, i. e. pr essure, state and response. An index system of eco logical health for w et land

resource established w as com posed o f 3 subsystems, w ith 17 indicators involv ed.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reasonable ut ilizat ion o f w et land r esource established w as composed of 3 subsystems, w ith 9 indicators in

volved. By conduct ing f ield invest igat ion in East Dong t ing Lake and by perform ing remote sensing data

pro cessing, the score o f ecolog ical health of w et land in East Dong ting Lake Nat ional Nature Reserve is

1. 09, w hich means its health is generally reasonable, w hile the score o f leg itim ate ut ilizat ion is 0. 64, that

is a moder ate sco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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