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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鄱阳湖秋冬予水文呈千枯态势，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关键因 f 也发

生了变化。如何合理保护和利用鄱阳湖湿地引起各方关注。系统综述了鄱阳湖湿地生

态系统在水文、江湖关系、水质、水鸟柄息地、渔业资源等方面存在的 M 题，梳理了

引起这 A 问题的外部和内部因素。针对“-切照常”和“水位调控”两种情景，预测 f

湿地未来的变化趋势，并指出 f 当前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研究认为：鄱阳湖秋冬

季的低枯水位，对水质、湿地植被、水鸟柄息地以及龟类食物资源和“三场”(即：产

卵场、洄游通道、索饵场)产生了-定不利影响。建议通过模拟和情况预测来分析不 n

调控方案的影响效果，优化调控方案、将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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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是一个多类型湿地的复合体，以湖泊湿地为主，洪、枯水期湖泊水体面积变化

极大。鄱阳湖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珍稀候鸟保护、长江河口区生态功能的维护、鱼类及

江豚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预，湖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与现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通过工程调控江湖之间的水流动态，一定程度上

可以解决湖泊季节性千枯的问题，但是不排除会引发其它一些诸如水质、水生态系统之类的问

题。因此，《湿地公约》秘书处(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国际鹤类基金会(ICF)等国际组织和环保人士对该区域的调控工程建设广泛关注 m。本研究

针对鄱阳湖湿地保护和利用的需求，梳理了相关研究的核心观点，对国际社会、政府、学者和

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和争论问题进行了评述。 

1 鄱阳湖湿地当前存在的问题 

鄱阳湖湿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延长，枯水位偏低；鄱阳湖

-长江“江湖关系”发生变化；湿地生态受到影响，如水质下降、湿地植被退化、水鸟柄息地

面临威胁等；对当地社区的服务功能降低，如供水能力下降、渔业资源衰退等。 

鄱阳湖具有周期性的水位变化规律，水位年内遵循“枯(12〜1〜2〜3)-涨(4〜5)-丰(6〜7

〜8〜9)-退(10〜11)”的水文节律。近年来(2003 年前后)，水文节律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

为退水阶段初期退水迅速，退水后期出现低枯水位，加剧了湖泊的干枯程度[21，2000 年后，

低于 10m 的水位出现的时间提前，而相较 1956〜2002 年，低水位出现的天数有所增加，而年

内各月的平均水位也相对降低(图 1)，总体来看，鄱阳湖秋冬季出现了枯水期提前、枯水位降

低和枯水期延长的水文态势。同时，极端枯水事件频发，先后发生了 2007、2009 和 2010 年伏

旱，以及 2011 年春夏连旱。而枯水期低水位，导致湖区供水不足、灌溉困难、航道堵塞，对

湖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鄱阳湖与长江的“江湖关系”改变。鄱阳湖汇聚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河”

来水，由湖口北注长江，与长江形成相互顶托之势。长江干流的水情直接影响到长江与鄱阳湖

的相互作用[41»水沙交换变化是“江湖关系”演变的核心。有研究表明，“江湖关系”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是长江上游来水量的减少，2003 年以来，鄱阳湖五河与湖口的径流

量较 2000 年以前有所减小;二是长江中下游河道来沙量大幅减少和湖口出沙量的明显增加，

2003 以来，五河的入湖沙量减小明显，仅为 2000 年以前多年平均的 34.3%，而出湖沙量却明

显增加，为 2000 年以前多年平均的 149.2%，导致鄱阳湖泥沙滞留量大幅减少，进而对区域洪

涝灾害防治、河湖水系水环境产生影响。 

鄱阳湖水质呈下降趋势明显。III 类水域面积显著增加。2007〜2012 年，劣于 III 类的水

域面积比例占 29%〜 85%。尤其是枯水期水质，明显低于汛期水质，主要超标污染物是氨氮

(NH3-N)和总磷(TP)。随着流域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增加和营养物质长期累积，鄱阳湖

富营养化指数呈上升趋势，局部己具备发生富营养化的氮磷条件，水体处于中营养状态，有富

营养化的趋势。由于鄱阳湖为过水性湖泊，换水周期短，因此尚未严重富营养化。 



鄱阳湖湿地植被组成、分布格局发生变化。湿地植被总面积由 2262km2(20 世纪 80 年代)

下降为 1661km:(2013 年)。而沉水植被分布范围进一步萎缩，苔草群落和芦苇(荻)群落的分布

面积略有增加'湿地植被带普遍下移 1〜2m，尤其突出的是苔草群落、南荻等湿生群落均向下

移了 2m，而南荻群落的平均高度也有所下降。湿地植被物种组成和优势种发生变化，中性草

甸(狗牙根)在中高位草滩占优势，鵾草、蓼子草成为优势种，而马来眼子菜由优势物种变为少

见种，外来入侵植物种数进一步増加。 

低祜水位导致越冬水鸟栖息地面积萎缩，食物选择改变。鄱阳湖湿地的越冬候鸟生境主要

以枯水条件下的碟形湖为中心。低枯水位下，碟形湖水位消退过快，甚至干涸，水陆过渡带浅

水 K 消失过快，洼地水面和浅水水面面积减少，使得适宜水鸟利用的栖息地萎缩。退水提前，

水位降低速度更快，中低高程滩地出露时间提前，导致湿生植被提前萌发，淹水时长的变化也

使得苔草等莎草类的生长受到影响 Ml。食草雁类喜欢觅食嫩草，草滩提前出露，前期生长过

快，导致高草草滩分布范围扩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食草雁类的觅食环境。极端枯水位也造成

食块茎类水鸟食物资源的缺乏，迫使水鸟改变原有栖息地。2011 年的鄱阳湖冬季的极枯水位

，使得习惯以沉水植被苦草冬芽为食的白鹤的食物资源缺乏，转而在草滩觅食下江委陵菜等湿

生植物。 

鄱阳湖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明显。与历史捕捞情况相比，鄱阳湖的鱼类种群结构也正在发生

变化，洄游性、半洄游性、河流性鱼类种类减少，湖泊定居性种类稳中有升 n61。天然渔获量

总体呈下降趋势，渔获物趋于低龄化、小型化和低质化珍稀鱼类种类和数量也显著减少，鲥鱼

等珍稀鱼类已难觅踪迹，濒临灭绝。 

2 鄱阳湖湿地变化的驱动因素 

鄱阳湖的湿地变化既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湿地内部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直接或间

接影响了水质、湿地植被、鱼类、水鸟栖息地。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水利工程(上游水库群、五

河控制性水库)、气候变化、湖区生产生活(用水量、污染物排放、过度捕捞)、采砂、子湖泊

水位调控等。湿地内部因素主要是指湿地水文条件的变化引起的流量、流速、淹水时间、水深

等的变化。 

(1)气候变化 2003 年以前，气候变化(降水、蒸散和径流)是影响主湖和五河水位和水量变

化的主要因素，年平均流量和年降水量的相关系数达 0.80 以上，湖泊水面积也与年均降水量

和径流量呈显著正相关。而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对鄱阳湖水位和水量起辅助作用 14]。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03 年，鄱阳湖年平均流量呈缓慢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赣江的流量增加明显，赣江

中游和下游的 2 个水文站的流量分别增加了 2.99xl0xm3/年和 3.60xl08m3/年。年均降雨量总

体也呈增加的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加 19.09〜89.25mm，降水量在丰水期的增加比枯水期更明

显而年均蒸散量在丰水期呈显著下降的趋势。2003 年以后属于水文长系列中的一个枯水时段

，通过降水量，蒸散量和径流量来估算鄱阳湖的水平衡，其中除 2010 年以外，2006〜2009 年

均表现为水分亏缺。而 2006〜2010 年鄱阳湖的水量比 1973〜2005 年净损失了 61.1mm。然而

年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减少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气候变化对鄱阳湖的枯水态势具有一定影响

，但是并不是造成流域水文趋势性变化的主要因素 (图 2)。 

 

(2）水利工程 2003 年后，长江上游水库群蓄水运行引发的长江与鄱阳湖江湖关系变化时

近年来鄱阳湖汛末水位突变的主控因子之一。特别是汛末蓄水约造成平均 5%的长江水量损失

，而对枯水期(10〜11 月）的影响最高达 30%，导致了长江对鄱阳湖的顶托效应减弱，改变了



退水期鄱阳湖水情，三峡水库运行以来 7〜9 月湖口出流量大于 3000mY1 增加了 74 次(2003〜

2008 年)。导致湖泊水位提前消落，以 2006 年为例，湖口和星子水位分别下降了 0.94 和 0.74m

，出露时间提前 5 天以上的洲滩面积达 115km2,加剧了秋季干旱。而上游水库的运行，加剧了

流域水分收支的不平衡，导致 2003，2004，2007，2008 和 2009 年相继发生极端干旱事件。湖

泊水量的减少还会导致水体自净能力降低，导致水质下降。退水期退水迅速，使得洲滩湿地提

前出露，减少了淹水历时，是湿地植被退化原因之一。赣江中游修建的水利工程，导致四大家

鱼产卵场受到破坏。同时，水利工程阻隔，导致鱼类生境片段化，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对

渔业资源产生影响。上游水库运行引起的两大通江湖泊秋冬枯水态势对水鸟栖息地的影响也逐

渐显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食草雁类和食块茎类水鸟的食物资源。 

(3)湖区生产生活湖区用水量增加，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鄱阳湖抚河流域流量的下降，然

而这种影响相对有限。1960s〜2000s，人类活动导致鄱阳湖年径流约减少 5.4〜56.3mm，约占

气候变化影响的 7%〜22%。滨湖养殖、生活、工业等陆源的排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体中营

养物质增力口，影响湖区水质。如撮箕湖用化肥养鱼，是造成该水域蓝藻水华爆发的直接原因

。同时，捕捞螺丝等活动对底泥造成强烈扰动，加剧底泥中污染物释放。而水污染也导致鱼类

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功能明显退化，水域生产力急剧下降。过度捕捞是渔业资源持续衰

退的直接原因之一，而有害渔具也加剧渔业资源的破坏。 

(4)采砂。采砂导致江湖河床下切直接影响枯水期水位，导致鄱阳湖泄流能力在湖口低枯

水位时增加了 1.5〜2 倍，影响鄱阳湖的水量平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和延

长。然而，由于采砂主要发生在入江水道，对枯水期水位下降的影响有限。同时，采砂等活动

对底泥造成强烈扰动，加剧底泥中污染物释放，TN、TP 含量分别与悬浮泥沙浓度显著正相关

，因此采砂活动也是影响氮、磷含量的重要因素。采砂所导致的水体透明度的降低将减少苦草

光合作用所需的光照，从而影响冬芽产量，进而威胁白鹤的生存,无序采砂破坏使得鱼类的部

分产卵场和索饵场遭到破坏，而挖砂产生的噪声影响鱼类和江豚的洄游。同时，挖砂导致湖水

常年处于高混浊状态，正常的光合作用链受阻，鱼类的饵料生物量减少。 

子湖泊水位调控方式碟形湖内湿地植被、底栖生物等资源丰富，是越冬水鸟的主要觅食场

所。碟形湖在与通江水体分离后，水位下降速度减缓，使碟形湖长时间维持水深 50〜100cm 左

右的浅水湖泊特征，对维持水鸟栖息地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除了自然连通的子湖泊外，保护区

一些湖泊通过建闸来调控水位，使得湿地景观异质性和更高，水鸟可利用柄息地面积增加，有

利于维持水鸟多样性，特别是保护植食性水鸟。 

湿地水文条件近年来的枯水情势，导致枯水期氮、磷浓度上升，湖区水位下降速率的增加

，也加剧了碟形湖富营养化的风险。湿地植被分布显著受到水分梯度影响，受地形高程、湖水

位和洲滩出露时间制约，不同植物群落沿水分梯度呈现有规律的分布 (图 3)。另外，湿地植

被生物量与群落生物多样性对淹水节律与淹水历时等指标响应敏感，水情持续 20d 以上的偏枯

或偏丰状态，就会在苔草下一个生长期的长势中体现。水位波动是鄱阳湖湿地景观的主要影响

因素，水位的季节性涨落影响了湿地植被的类型、分布范围及演替，湿地的淹没和出露也呈现

出季节变化，从而影响了候鸟栖息地的面积和空间分布。而持续枯水也对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

响，导致鱼类活动范围减小。同时，草洲淹没时长的缩短，也对产粘性卵的鲤、鲫鱼等的产卵

场的具有不利影响。 



 

3 鄱阳湖湿地未来趋势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一切照常”及“水位调控”两种情景下鄱阳湖湿地变化的未来趋势。其中

，“一切照常”情景，即维持现有的干枯态势不变。短暂的极端水文变化对湖区生物不会产生

明显影响，但枯水季提前和枯季频繁出现超低水位的变化特征如果成为常态，将不可避免对鄱

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一切照常”情景下，湿地因素的变化趋势见表 1。

“水位调控”情景，该情景以提高鄱阳湖枯水期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为目标，参照自然水

文节律，并结合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采用阶梯式水位调度方式，调控鄱阳湖枯水位，其

中汛期(3〜8 月）为江湖连通期，汛末(9 月上旬至中旬)拦蓄洪水，调控水位 14〜15m，秋季

退水期(9 月下旬〜11 月），参照自然水文节律，使水位逐渐降低，枯水期(12 月〜2 月），使

最低控制水位不低于 10m。通过工程措施调控，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湖泊季节性干枯的问题，

但是也会引发水质、水生态之类的一些问题。“水位调控”情景下湿地因素的变化趋势见表 2

。 



 

4 不确定性及亟需解决的问题 

尽管通过上述研究，对鄱阳湖的湿地状况及当前的水文情势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科学认识

，然而关于鄱阳湖湿地仍有很多问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图 4)。需要在建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模型模拟和情景预测，给决策提供依据。 

按照“一切照常”情景，三峡水库高水位运行，导致鄱阳湖枯水期出现极端低水位(8m 以

下)时的频率以及极端低水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湿地生态系统对水文低枯态势的响

应可能是滞后的，如果这一趋势延续 10、20 或 50a，对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而在“水位调控”情景对鄱阳湖湿地的影响尚未得到全面评估，而其影响的影响大小主要

取决于枯水期的控制水位和调度方式。水鸟、湿地植被、鱼类及江豚等关键生物可接受的水位

变化幅度是多大？它们潜在的生境分布范围如何变化？如果保证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不丧失，应

保护多大范围的湿地和采取哪些恢复措施？同时，“水位调控”后，是否会增加湖泊富营养化

的风险？对鄱阳湖区和长江中下游防洪及“江湖关系”有何影响？ 



 

5 结论与展望 

鄱阳湖湿地当前呈现出秋冬季低枯水位、江湖关系改变、水质下降、湿地植被退化、渔业

资源衰退、水鸟食物资源减少和栖息地质量下降等问题。而湿地的变化既受到了水利工程、气

候变化、湖区生产生活、采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了湿地水文条件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而秋冬季水文的低枯水位，对水质、湿地植被、水鸟栖息地以及鱼类食物资源和“三场”产生

了一定不利影响。如果枯水期长期持续及极端低水位如果成为常态，将不可避免对鄱阳湖湿地

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而通过水位调控，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由于枯水态势引起的湿地植被退化、

水鸟、鱼类柄息地萎缩等问题，同时有利于增加枯水期的环境容量。然而改变当前自然的水文

节律，对水鸟、植被、鱼类等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将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采

取何种方式可以有效减缓不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评估不同调控方

案的影响效果，优化调控方案、将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有利于实现该区域生态保

护和区域发展的双赢。需要在对鄱阳湖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与湖泊生态系

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针对性的模拟模型，进而评估各种情景下的鄱

阳湖湿地变化趋势，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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