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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 

乔冰彬
1
 

(长江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荆江湿地群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生态屏障。针对

目前荆江湿地群在保护过程中存在的湿地面积萎缩、湿地污染形势严峻、野生动植物多样性减少、湿地生态保护与

修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以保护湿地资源、完善管理体系、发挥生态效益为目

标,从政策、法律、体制机制、区域协同、科技支撑等方面,探讨做好顶层设计、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协作、完

善科技支撑、创新保护方法等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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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两次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带

科学、有序、高质量发展。荆江湿地群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加强荆

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对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现状 

长江荆江河段上起湖北枝城,下迄湖南岳阳城陵矶,全长约 347km。流域流经枝江市、松滋市、沙市区、荆州区、公安县、江

陵县、石首市、监利县等 8个县市区,洪湖市因位于城陵矶下游,故不属于荆江河段。因此,荆江湿地群范围主要包括 8个县市区

辖区内的湿地资源,总面积约 53.62万公顷。从湿地资源结构来看,荆江湿地群以河流湿地和人工湿地为主,分别占湿地总面积的

42%和 40%;其次是湖泊湿地,占比 17%;草本沼泽较少,只占湿地总面积的 1%。从荆江湿地群各县市区湿地面积来看,监利县的自然

湿地、人工湿地和湿地总面积都处荆江湿地群之首,分别占荆江湿地群总面积的 34%、37%和 35%。 

近年来,荆江湿地群辖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湿地资源的保护与修复,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制定了

长湖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依据实际情况划定了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与实验区;二是建设了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地

市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括:长江新螺段白暨豚国家自然保护区、石首天鹅洲麋鹿国家级保护区、长江天鹅洲白暨豚国家自然保

护区、荆州长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等;三是开展了湖泊湿地修复项目建设,在荆江湿地群沿线设置了界桩、界碑和标牌,积极建设监

测站点和管理站点,大力种植护岸林和挺水植物;四是创建了国家、省级湿地公园。以荆州为例,近年来,成功创建松滋洈水国家

湿地公园、公安崇湖国家湿地公园、环荆州古城国家湿地公园、石首三菱湖国家湿地公园、荆州区菱角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创

建了公安淤泥湖省级湿地公园、石首山底湖省级湿地公园、洪湖新滩省级湿地公园、监利锦沙湖省级湿地公园、江陵龙渊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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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湿地公园。 

2 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荆江湿地群在生态保护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地调研发现,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有以下几点。 

2.1湿地面积不断萎缩 

以荆州市为例,上世纪 50年代初,荆州市湖泊数量 624个,总面积达 3323平方公里;经过 30年,荆州市内湖泊数量急剧减少,

仅存 209个,湖泊面积降到 899 平方公里;2012 年湖北省“一湖一勘”调查结果显示,荆州湖泊数量仍在继续下降,由 209个减少

到 184个,总面积仅有 705.9平方公里;到 2014年,荆州市湖泊总数相比建国初期已经减少了 71%,总面积下降了 79%。近年来,尽

管荆江湿地群面积缩减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湿地盲目开垦和不合理改造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城乡建设占用湿地和耕地占补

平衡占用湿地等,许多洪泛平原湿地、沼泽湿地和滩涂都被开垦和改造为耕地,导致天然湿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2.2湿地污染形势严峻 

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是荆江湿地群的主要污染来源,加之长江低水位时间长,导致部分湿地水体污染严重。

1998 年由于荆江北岸天鹅洲故道水体循环受阻,导致夏秋季节与冬春季节水体水质出现巨大差异,石首江北村镇的生活污水和农

田渍水因夏秋暴雨而排入天鹅洲故道,淹没洲滩草场,使得植被因长时间的浸泡而腐烂,污染水体,湿地保护区每年的监测显示,

夏秋季节水体水质降为 3-4级标准。水源污染是诱发麋鹿疫病的重要原因,2010年 3月三合垸的麋鹿因感染魏氏梭菌病和嗜水气

单胞菌死亡 90 余头;5 月又因麋鹿保护区内致病性大肠杆菌病的爆发,导致麋鹿数量进一步减少;2013 年荆江湿地群范围内湖泊

监测结果显示,90%以上的湖泊水质为 5类和劣 5类;荆州长湖水质变差,水体透明度下降,能见度不到 0.5米。 

2.3野生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部分珍贵动植物灭绝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对湿地产品的大量需求,许多野生的湿地动植物被肆意的猎捕和无节制的采集,湿地资源被过度

开发,湿地生态遭到破坏;大量的污染排放严重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的水体水质;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围栏养殖、滥挖湿地的行为

使得荆江湿地面积锐减,湿地植被破坏严重。莲藕、芦苇、菱角等水生植被数量锐减,水生动植物群落濒临灭绝。以荆州长湖湿

地为例,其水禽种类自 1985年以来,在三十几年间已经从 133种减少到 56种;珍稀鸟类的种类和数量也大量减少。 

2.4长江下泄流量减少对荆江湿地群产生影响 

三峡工程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防洪、航运、发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自三峡水库下闸蓄水以来,长江的下

泄流量相比蓄水前有显著减少,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位出现下降,出现了洲滩断流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现象。据调查,荆江北岸天鹅洲

故道水位下降 3-4 米,导致其湿地保护区地下水位随之下降,处于较高地势的湿地植被逐渐退化,并被旱生、中生植被所替代;石

首天鹅洲湿地由于断流,原来的回流变为静水,不仅诱发了白鳍豚的灭绝,也影响了江豚的生存环境。 

2.5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不同的地方和部门形成了相互隔离和冲突的职能管理结构,缺乏有效的管理机

构统筹行使政策法规、战略规划、资金安排、人员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科研监测能力薄弱,湿地保护资金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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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抓好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对于保护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3.1出台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规划,加强对重要湿地的保护 

组织专家对荆江湿地群湿地资源进行详细调查,在此基础上,由市委市政府统筹,与枝江市协调尽快出台荆江湿地群保护与

修复规划,积极争取将荆江湿地群纳入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战略,尤其加强对重要湿地的保护与修复。 

3.2加强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法律法规建设 

在《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和《湖北省湿地保护条例》框架下逐步建立完善重点湿地评审、湿地公园管理、

湿地利用考核和湿地生态补偿等管理制度。帮助省委省政府尽快制定出台《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补偿法》,完善对荆江湿

地群范围内重点湿地保护区居民的经济补偿政策,对国家和省级重点湿地保护区采取“占一补一”的占补平衡机制;借鉴国外先

进经验探索建立湿地资源许可证制度和湿地补偿银行制度,鼓励民间投资者与政府共建湿地银行,用市场化手段寻求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的统一;帮助和鼓励县市级立法机构建立和完善地方性湿地保护法规和规章,同时注重发挥当地民间习俗和乡规民约等

的综合作用;对湿地的保护与修复进行分阶段管理,首先,对湿地修复手段严格依法论证,审批管理程序;其次,对湿地修复过程实

施严格监督,对不科学不合理的修复手段及时修正;最后,对湿地修复效果及影响进行评估和反馈。 

3.3坚持分级与分类相结合,加强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 

对于国家级重要湿地,要采取重点保护和优先保护,最大限度的保证湿地生态的完整性;对于省级重要湿地,要严格把控开发

利用行为,避免湿地生态系统破坏和自然景观的毁损;对于市级重要湿地,要协调经济开发与湿地生态保护间的关系,进行保护性

的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对于一般性湿地,要划定湿地保护小区,对荆江湿地群范围内的小斑块湿地进行系统化保护。从湿地的分

类上来看,针对河流湿地的保护与修复应从生态工程技术出发,系统推进河流湿地污染防治、河流湿地生态保护和河流湿地生态

监测;对湖泊湿地保护与修复,从流域整体性角度出发,明确功能定位,综合利用修复技术,分类型、分层次保护修复;对沼泽湿地

保护与修复,在总结沼泽湿地恢复经验基础上,制定沼泽湿地修复方案,运用科学手段做好修复工作,对沼泽湿地做好保护性开发;

人工湿地保护与修复,坚持以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做好人工湿地规划,重视水土污染和病虫害的防治,协调人工湿地的利用和

保护。 

3.4建立与完善荆江湿地群生态保护与修复体制机制 

推动建立荆江湿地群保护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权益关系,明确工作职责;坚持多层次、多渠道的湿地保

护资金投入原则,不断完善资金投入机制;推动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拓宽参与渠道,积极引导和鼓励公众投身到保护荆江湿地群的

行动中来;建立完善的县市区合作机制,与枝江市及下属县市区在迁徙候鸟、洄游鱼类保护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建立完善

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荆江湿地群范围内建立良好的湿地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打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通道;建立完善的监

督和考核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作用,设立湿地保护与修复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奖惩制度。 

3.5完善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的科技支撑体系 

加快制定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的技术规范和评价指标。对湿地动态监测技术、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湿地修复评价技术

和风险评估技术等进行严格的技术规范,统一标准和用语,逐步推进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工作的标准化和流程化;加强对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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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修复技术的基础研究,利用荆江地区的人、财、物等优势,打造具有荆江特色的湿地产业集成,完善湿地管理体系,积极开

展湿地动态监测与修复评估、水资源安全、湿地生态服务、生物多样性等重点领域的共性科技研究。 

加快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主要是荆江湿地群污染治理、荆江湿地群湿地产业保护与发展以及荆江湿地群植物配植方面;成立

湿地专家技术咨询委员会,定期开展技术交流活动,发挥智库作用,为荆江湿地群保护与修复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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