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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凉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保护措施

甘州
*1
徐培超 董君鹏 曹浩天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西凉湖是湖北省第五大淡水湖泊，在漫长的历史中为咸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由

于管理不善水质污染，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分析了西凉湖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推进还

湖工程、科学制定环保规划、控制污染排放等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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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凉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1 西凉湖保护的重要性

西凉湖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咸宁市的嘉鱼、赤壁、咸安三县（市、区），是湖北省第五大淡水湖泊。2008 年 7 月被农业部批

准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黄颡鱼、鳜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10 年 8 月被咸宁市政府批准为市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2013 年

被列入湖北省首批湖泊保护名录，咸宁市被水利部确定为首批 45 个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之一，2013 年湖北省批复《湖

北省斧头湖、西凉湖及鲁湖水利综合治理规划》，2014 年被评为湖北十大最美湖泊，这些工作的开展充分显示了西凉湖生态保

护的重要性。

1.2 西凉湖生态保护的必要性

西凉湖具有调蓄、灌溉、气候调节、生活供水、渔业养殖、旅游开发、航运等多种功能，是长江中下游极具典型的天然生

物多样性湖泊和生态渔业养殖场所。西凉湖不仅是粮棉油和水产基地，还是建设鄂南强市的发展区域，是湖北省“两圈一带”

及“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交集区。在国家战略位置上，西凉湖是长江的蓄洪区，汛期多次为保护武汉立下了汗马功劳。由

此可见作为咸宁市最大的淡水湖泊，治理和保护好西凉湖，让西凉湖湿地生态系统稳定，促进生物物种多样性，为西凉湖地区

的农村经济发展作贡献是必要的。

2 西凉湖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侵占湖泊时有发生，水面面积逐年减少

侵占湖泊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集体时期大量地围湖造田、围湖养鱼，导致湖泊水面减少。二是围湖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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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土流失造成淤积，导致水面减少和容积减少。三是低水位或枯水期时，周围渔民大量侵占湖泊，让湖泊湿地变作他用。据

统计西凉湖水域面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约 1.07 万 hm2，上世纪 80 年代减少为 8000hm2，2010 年以来实有水面 6700hm2，并

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仅赤壁市神山镇附近就出现了约 333.33hm2 沼泽湿地，长满了野蒿苞和芦苇等野生植物。

2.2 湖泊水位明显下降。湖泊水质逐年恶化

西凉湖水位按季节呈规律性变化，每年的 7 ～ 8 月份为汛期，水面水位最高，次年 2 ～ 3 月份为枯水期，水面水位最低。

据咸宁市水文资料记载，2001 ～ 2007 年，西凉湖平均水位为黄海高程 18.92m，比 1980 ～ 1990 年下降 0.33m，比 1990 ～ 2000

年下降 0.42m。随着水域水面的下降，水质趋于恶化。虽说总体上属于国家三类标准水质，但赤壁神山镇附近水域为四类，部分

水域甚至下降到劣五类，不宜继续从事渔业养殖和生活取水，给湖泊周围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3 管理措施不力，水生生物资源萎缩

西凉湖的管理十分混乱，湖泊资源分割管理，管理主体职责不明。目前的湖泊资源分别属于农业、水利、环保、林业等多

个部门管理，加上西凉湖跨嘉鱼、赤壁、咸安三县（市、区），协调性不强，缺乏从流域角度进行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统一

性，从而造成水质恶化，水生生物资源萎缩。据有关单位调查，1995 年有鱼类 88 种、鸟类 110 种、两栖动物 8 种、爬行动物

15 种、浮游和底栖动物 133 种、水生高等植物 72 种、浮游植物 90 种。而 2007 年调查结果显示，鱼类资源消退十分突出，

逐步向人工放养与定居性鱼类自然系列结构过渡；水生植物量明显减少，植被覆盖率减少 18.2％，保护鸟类常年难以见到。

2.4 保护资金难以落实，责任机制不够健全

西凉湖不管是湖泊修复还是治理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并且在积极拓展融资渠

道。但是，由于湖泊生态保护属于公益性产业，很难吸引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而目前各级财政均没

有安排湖泊保护和生态修复与治理的专项资金，更谈不上有明确经费列支渠道。

在保护资金难以落实的同时，湖泊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没有形成明确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三

县（市、区）无法协调一致，形成上级抓一抓、下面动一动的被动局面。

3 西凉湖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

造成西凉湖生态保护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代工业生产形成的新问题；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

然因素，概括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非法筑堤围湖，造成水域面积减少。二是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

围栏养殖十分突出，造成水质恶化。三是工业、农业、生活废水直排，严重破坏水体自我修复能力，造成水质恶化。四是管理

机制不畅，多头执法，导致湖泊水资源严重破坏。针对西凉湖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要想彻底根治西凉湖，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有力推进还湖工程

加强组织领导就是根据国家和省政府的要求，咸宁市政府和各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要根据西凉湖治理和修复

的统一要求，尽快成立以政府一把手为组长，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副职为副组长，水利、国土、农业、环保、林业、水产、

公安、检察、法院、财政等部门领导参与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水利部门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西凉湖

维护和修复的日常工作。认真监督、检查、处理涉及西凉湖污染的事件；积极规划、申报、实施涉及西凉湖维护的工程；加强

与西凉湖周围镇、村、组的协调，切实发动人民群众参与西凉湖保护工作，有力推进还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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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技术指导，科学制定保护规划

加强技术指导主要是市、县两级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要选派技术骨干，定期或不定期地到乡镇和村组指导西凉湖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作，积极推广使用生态保护治理修复新技术，让广大镇、村两级干部和全体村民学会简单的维护技术，掌握先进的科

技手段，高质量地修复西凉湖水体。同时市、县两级政府要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主动为镇、村、组培训农民技术

骨干。市、县政府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开展西凉湖水体质量调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治理规

划方案，全面指导西凉湖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力争在短时间内治理好西凉湖，并长期保持良好的自我修复状况。

3.3 加强监测力度，积极控制污染排放

咸宁市政府和各县（市、区）政府，要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水利、环保、国土、水产、林业等部门对西凉湖进行综合监测，

特别是水体质量和湖泊生物物种和林产品物种的监测，全方位掌握西凉湖水质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事件。

积极控制污染排放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杜绝在西凉湖四周建设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对已经建成的工业项目要

求实现污水处理后排放，严禁污水直接入湖。二是控制西凉湖四周农田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量，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三是控制湖水养鱼，特别是网箱养鱼和饲料养鱼，杜绝因养鱼而污染水体。

3.4 加强宣传教育，树立绿色发展意识

咸宁市及各县（市、区）政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宣传车、标语、横幅、黑板报、简报等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让

宣传不留任何死角，真正把西凉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宣传到千家万户，深入到人民群众心中。与此同时，市、县（市、区）

两级政府要根据西凉湖生态建设的需要，组织各种批次的骨干培训学习班，为西凉湖生态保护培养技术骨干，让他们为水利产

业贡献力量。同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培训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技术骨干的思想认识，提高湖区农民、

渔民的思想认识，让他们沿着绿色发展的正确轨道不断前进。

3.5 加强法制建设，理顺湖泊管理机制

一是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地维护西凉湖的保护修复工作。二是要根据西凉湖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

情况的管理制度，并通过乡规民约的形式去约束全体农民。三是要加大西凉湖水体违法生产、违章经营等事件的处理力度，形

成良好的西凉湖保护氛围。四是加快水质污染治理新技术的推广，确保西凉湖水质达标。

理顺湖泊管理机制就是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处理好县（市、区）的关系，力争全市一盘棋。二是改变过去由部门管理的

被动局面，实行湖长负责任，并由湖长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管理责任状，真正做好湖泊保护工作。

3.6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资金筹措渠道

加大资金投入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积极争取国家、省里的投资，推动西凉湖生态保护的骨干工程建设。二是咸

宁市和嘉鱼县、赤壁市、咸安区等政府要把西凉湖的治理保护经费列入当年财政预算。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吸纳社会资金，积

极投入到西凉湖的保护治理工作之中。四是鼓励湖区渔民移民上岸，自觉保护西凉湖水体，并通过投劳形成资金投入。

完善资金筹措渠道除了建立专项帐户、争取上级投资、吸纳社会投资之外，重要的是要设立资金使用监督机构，确保资金

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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