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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对滨海 

湿地生境质量演变的影响 

——以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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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境质量是衡量盐城滨海湿地栖息地功能的重要指标，在人类活动和互花米草扩张的双重影响下，

生境质量面临威胁。该研究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为例，运用 InVEST 模型结合线性回归方程和

冗余分析(RDA)，辨析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LS)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高值在 2006 年，为 0.1073;最低值在 1992 年，为 0.0078。互花米草面积(ASE)持续扩张，

面积百分比从 1.673%增加到 24.930%。生境质量(HQ)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983～1992年，从 0.863上升至 0.875;

至2014年，又下降至0.7397;至2017年又上升至0.7748。(2)HQ与HAILS、ASE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402

和-0.9237;ASE对 HQ的影响大于 HAILS。(3)RDA排序能够反映 HQ与 HAILS、ASE的关系，10个时期的 HQ被变量 HAILS、

ASE分在 4个不同的象限。排序结果为:1983和 1992年为第一类(第一象限)，HAILS、ASE对生境影响都比较弱，二

者的作用强度相当。1997、2000、2002、2006、2009 年归为第二类(第三、四象限)，HAILS 对 HQ 的影响大于 ASE

的影响。2011、2014 和 2017 年为第三类(第二象限)，ASE 对 HQ 的影响大于 HAILS;阶段性特征明显。10 个时期，

HQ与 HAILS相关性关系为，1983≈1992<1997≈2017<2000≈2002≈2014<2011<2006<2009;HQ与 ASE相关性关系为，

1997<1983≈1992<2000≈2002<2006<2017<2009<2011<2014。研究结果可为盐城滨海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建设与

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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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质量是指环境为个体和种群的持续生存与发展提供适宜条件的能力，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反映，生境质量的优劣决定

人类与自然及其他种群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
[1～4]

。生境质量取决于一个生境对人类土地利用的响应，生境质量退化看作是土

地利用强度增加的结果[5～7]。滨海湿地位于海陆过渡地带，是一个脆弱的边缘地带和生态敏感区，景观结构、过程与功能变化显

著。因此，研究生境质量变化，对区域重要物种栖息地保护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景观尺度上采用 InVES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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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域生境质量变化的方法已经比较成熟，模型从物种角度评价景观结构与格局变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通过将景观格局数

据与威胁源的分布整合到生境模型中，构建空间显示模型，分析生境质量时空异质性变化[7～9]，已在城市及区域生态安全、流域

生境质量评价、自然保护区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0～19]

。 

盐城滨海湿地地处江苏中部沿海，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淤泥质滨海湿地分布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滨

海湿地类型自然遗产，也是全球第二个滨海湿地自然遗产;是江苏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是珍稀濒危候鸟保护不可替代的自

然栖息地，栖息地生境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是生态系统尺度上的研究，如刘大伟等[20]研究了盐城滨海

湿地丹顶鹤种群动态变化及其对生境的选择;汪辉等[21]选取 9个生态因子，基于 GIS技术，运用因子加权叠加法对自然保护区生

态适宜性进行了分析。二是景观尺度上的研究，如孙贤斌[22]和欧维新等[23]指出人类活动影响下滨海湿地景观结构与连通性变化

对丹顶鹤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是显著的;张华兵等
[24]
运用 InVEST 模型比较了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1983～2011

年 3 个时期生境质量变化。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岸滩，盐城滨海湿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种了互花米草，至 20 世纪 90 年代形

成较大面积群落后迅速扩张，已成为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内的优势植被[25]，对区域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

起了栖息地结构、生物量的改变，致使本地物种面临消失;影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成

为区域研究的热点[26～28]。上述研究既有从生态系统尺度对栖息地生境条件进行了评估，也有选择景观指数分析栖息地适宜性变

化，并定性探讨了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是盐城滨海湿地生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盐城滨海湿地作为重要生态功能区，目

前还较少见到景观尺度生境质量时空变化评估的报道，缺乏生境质量变化与驱动要素的定量分析，更需要辨识不同驱动要素的

作用强弱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为案例，以 1983～2017 年 10 期遥感

影像为基础，采用 InVEST模型评估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变化，并通过线性回归方程和冗余分析，定量辨析人类活动强度、互花

米草扩张与生境质量间的响应关系，辨识人类活动强度、互花米草扩张在不同时期对生境质量影响的强度变化，可为盐城滨海

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建设与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介于 32°20'N～34°37'N,119°29'E～121°16'E，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海地区，东临黄海，

海岸线长 582km，保护区面积为 2.47×105hm2，是亚洲大陆面积最大的淤泥质滨海湿地。本研究选择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图 1)为案例区，为典型的淤长型潮滩湿地，总面积 1.92×104hm2。根据研究区的生态系统特征，参照《湿地公约》

对湿地的定义，将研究区景观类型分为自然湿地、人工湿地和非湿地:自然湿地包括芦苇沼泽、米草沼泽、碱蓬沼泽、光滩、河

流;人工湿地为养殖池;非湿地为道路(堤)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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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位置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景观数据源为 10期遥感影像，影像选择遵循重要事件节点与过程相结合的原则。包括 1983年 MSS影像(成立省级自然保护

区)，1992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互花米草扩张成较大斑块、“海上苏东”战略)、2000年(互花米草连成片)、

2002、2006、2009年(《江苏沿海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2014和 2017年(江苏省启动生态特区建设、盐城滨海湿

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预备名录)的 TM遥感影像。2003年以后图像需要在 ENVI中做去条带处理，然后对图像依次进行大气校正、

几何校正。在 ENVI5.0 中，采用非监督分类、决策树分类方法，结合野外校验完成遥感图像解译;在 ArcGIS10.0 中，完成系列

景观类型图制作(图 2)。 

2 研究方法 

2.1InVEST模型 

InVEST3.2模型中的生境质量模块(Habitat Quality,HQ)可以有效分析景观变化与生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合研究区景

观类型图和生物多样性威胁因素而生成生境退化图和生境质量图[7]。在研究中，以研究区 1983 年景观类型图为基准图层，设置

栅格大小为 30m×30m;以养殖池、河流、道路(堤)和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为威胁因子，参照已有文献相同或者相似威胁因子的

权重大小关系[11,17,30]，并咨询专家意见，在研究区以对丹顶鹤越冬地产生的不利影响程度越大，权重系数越高为原则，权重分别

设置为 0.6、0.4、0.8、0.8。养殖池的影响距离设置为向海洋方向推进的距离，研究区 1997 年出现养殖池，2006 年养殖池面

积最大，平均向海推进了约 1km;河流上的渔船往来形成了一个线状干扰源，但是其影响强度要低于道路，将其类似为次要道路，

影响距离设置为 3km[31,32];道路影响距离为 5km[30];互花米草影响距离设为向海陆单侧扩张的最大距离(3km)。遵循生境距离威胁因

子越近，敏感度越高，生境退化程度也越高的原则，计算生境退化指数，公式如下[7]: 

 

式中:Dij 是生境退化指数;R 指的是威胁因子个数;Yr表示威胁因子栅格单元数;wr 表示威胁因子的权重值;ry 表示栅格单元威

胁因子的个数;βx为生态保护水平，由于选择区域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执行了最严格的自然保护政策，所以在此设置为

1;sjr表示威胁因子的敏感度，在[0,1]之间，敏感性越高，越接近 1;按照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为原则，确定生境类型受威胁因子的

敏感度，总体上遵循原生态环境对威胁因子敏感性高，其次是半人工环境，最后是人工环境[33](表 1)。 

表 1景观类型及对威胁因子的敏感度 

威胁因子 养殖池 河流 光滩 道路 芦苇沼泽 互花米草沼泽 碱蓬沼泽 

养殖池 0 0.5 0.5 0 0.3 0.5 0.5 

河流 0.5 0 0.3 0 0.6 0.5 0.8 

道路 0 0.8 0.3 0 0.6 0.7 0.5 

互花米草 0.5 0.5 0.8 0 0.5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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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质量指数取决于生境退化指数和生境适宜程度，生境质量指数随生境适宜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生境退化指数的增加而

减小，公式如下: 

 

式中:Qxj指生境质量指数;Hj表示生境适宜程度，生境保护程度用 0～1表示，越接近于 1，保护程度越高;由于选择的研究区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研究中生境保护程度选择为 1。生境适宜程度设置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以珍稀物种丹顶鹤觅食、栖息地

的适宜程度为参考;二是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相比较，同时参考景观在维护海滨湿地中的作用，将生境适宜度最高取 1，最低为

0。研究区内，芦苇沼泽和碱蓬沼泽是丹顶鹤越冬最适宜的景观类型[22]，将二者的适宜性设置为 1;互花米草沼泽虽然不适宜丹顶

鹤越冬和觅食，但是具有保滩护岸作用，将其适宜性设置为 0.5;光滩在丹顶鹤等越冬鸟类食物的可获得性上要强于互花米草沼

泽[22]，养殖池、道路、河流设置为 0.5。Dxj是生境退化程度;k为半饱和系数，研究中 k值设置为 15(栅格分辨率的一半);z一般

设置为 2.5[7,31]。 

在 InVEST模型运行中，首先通过研究设置相关参数，然后邀请专家对运行结果的科学性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意见进一步调

整参数，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2.2地表人类活动强度 

地表人类活动强度(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of Land Surface,HAILS)，是指在一定地域内，人类对陆地表层自然覆被

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同时又可以通过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来反映这种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34]。HAILS 用建设用地当量

来表征。建设用地当量(Constructionland equivalent,CLE)是指一种用作比较不同人类活动方式对陆地表层作用程度的、且通

过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得到反映的度量单位。为了统一度量人类活动对陆地表层作用的程度，用建设用地当量表征人类活动对陆

地表层作用程度的最高值，并将其作为基本单位，取值为 1。 

 

 

式中:HAILS是指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SCLE是指建设用地当量面积;S是指研究区总面积;SLi是指第i种景观类型的面积;CIi

是指第 i种景观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表 2)[34];n为区域内景观类型数。 

表 2不同景观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 

景观类型 描述 CI 

养殖池 地表的自然覆盖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空气和热量的交换。 0.6 

道路 
陆地表面的自然覆盖层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人为 

屏障阻碍了水、养分、空气和热量的交换。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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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光滩 地表的自然覆盖层没有改变和利用。  

芦苇沼泽 
注：不考虑互花米草对地表的自然覆盖的改变及其对水文地貌的影响； 

以避免与互花米草扩张信息的重复。 
0 

碱蓬沼泽   

互花米草沼泽   

 

2.3相关分析 

线性回归方程可以描述变量之间整体的相关程度。以生境质量(HQ)为因变量(y)，以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LS)、互花米草

扩张面积(Area of S.alterniflora Expansion,ASE)为自变量(x1,x2)。首先，从整体上分析 HQ与 HAILS、HQ与 ASE的相关性(公

式(5));其次，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HQ 与 HAILS、ASE 的相关系(公式(6))，比较标准系数，分析二者对生境质量影响的贡

献度。 

 

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可以分析每一个样本与不同环境变量之间相关强度的大小、也可以分析不同样本对

同一环境变量相关强度的大小，RDA分析在 Canoco for Windows5.0中完成。 

3 结果分析 

3.1人类活动强度变化 

比较 10个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指数，最低值为 1992年，HAILS为 0.0078;最高值为 2006年，HAILS为 0.1073;人类活动强度

指数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可以将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2年)，这一阶段为起始阶

段，人类活动强度低，人类干扰少，HAILS维持在 0.008。第二阶段(1992～2006年)，这阶段为增长阶段，人类活动强度上升明

显，尤其是养殖活动成为区域人类活动的主体，HAILS突升至 0.107，相比较起始阶段，HAILS增加了超 10倍，人类活动对生境

的干扰增大。第三阶段(2006～2014年)为控制阶段，这一时期 HAILS控制在 0.086～0.091之间，人类活动比较稳定。第四阶段

(2014～2017年)，为削弱阶段，人类活动下降明显，干扰降低，HAILS指数下降至 0.019，下降了约 80%。 

3.2互花米草扩张分析 

通过对比研究区 10年遥感图像解译结果(图 2)，可以得出:研究区内互花米草面积在持续增加，互花米草沼泽已从零星的斑

块分布，扩张呈东西数千米宽、南北相连的带状分布。通过统计分析，1983～2017年，研究区互花米草沼泽分布面积增加明显，

从 1983年的 325hm2增加到了 2017年的 4786.571hm2，面积百分比从 1.673%增加到 24.930%。互花米草在空间上的扩张方向是变

化的:从 1983～2000 年，互花米草向四周扩张;从 2000～2017 年，由于互花米草南北连成带，在整体上扩张以向海陆两个方向

为主;研究区北部由于受到侵蚀的影响，目前已基本不向海洋方向扩张;南部仍然在向海扩张，但是扩张的速度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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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3～2017年研究区景观变化 

根据互花米草面积变化速率，将互花米草扩张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7年)为初始增长阶段，互花米草沼泽的

面积百分比从 1.673%上升至 5.506%，年扩张面积为 145.763hm2/a。第二阶段(1997～2011年)为高速增长阶段，互花米草沼泽的

面积百分比达到了 23.750%，年扩张面积达到了 251.962hm2/a。第三阶段(2011～2017 年)停滞增长阶段，互花米草沼泽的面积

百分比达到了 24.930%，年扩张面积为 24.190hm2/a，互花米草扩张速度下降明显。随着时间的进程，互花米草在研究区内扩张

的态势是持续的。 

3.3生境质量分析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生境质量指数最高值出现在 1992 年，为 0.875;最低值出现

在 2014年，为 0.7397。从 1983～1992年是上升的，生境质量指数从 0.863上升至 0.875;从 1992年开始至 2014年是下降的，

下降至 0.7397;至 2017 又上升至 0.7748。生境质量变化也可以分为 4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7年)，为高质量阶段，这一

阶段生境质量稳定在 0.85 以上;第二阶段(1997～2006 年)，为下降阶段，生境质量降低至 2006 年的 0.7452;第三阶段(2006～

2014)为相持阶段，生境质量控制在 0.740左右;第四阶段(2014～2017年)，为回升阶段，生境质量指数回升至 0.7748。 

在 ArcGIS中，按照等距分级的方法，将研究区生境质量指数分为 4个区间 0～0.25、0.25～0.5、0.5～0.75、0.75～1，分

别表示生境质量等级为差、较差、一般、优秀。从图 3 看出，研究区生境质量整体较高，研究区中生境质量等级为优秀的面积

占比最高，生境质量等级为差的面积占比最低。在优秀等级上，1992年分布面积比最高，为 94.427%;2014年最低，为 57.420%。

在较差等级上，2002年面积比最高，为 5.37%;1992年最低，为 1.014%。从生境质量空间分异图(图 3)，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区

和外来物种入侵区生境质量指数低，可以说人类活动规模的扩大和互花米草的快速扩张是生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原生态植

被分布区，主要包括芦苇沼泽、碱蓬沼泽和光滩的生境质量指数高。生境质量变化主要发生在芦苇沼泽—养殖池交错带、碱蓬

沼泽—互花米草沼泽交错带、光滩—互花米草沼泽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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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3～2017年研究区生境质量图 

3.4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 

通过对人类活动强度与生境质量的一元线性拟合分析，得出:人类活动强度指数(x1)与生境质量(y)之间存在负相关，两个变

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9402,R2=0.8839;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经过 F检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0.9633x1+0.8769(图 4)是

显著的。 

 

图 4生境质量指数与人类活动强度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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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进程，互花米草在研究区内扩张的态势是持续的，比较互花米草面积(x2)与生境质量(y)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9237,R2=0.8532;在显著性水平α=0.05 下，经过 F检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0.0027x+0.8677(图 5)是显著的，

随着互花米草的扩张，研究区生境质量在下降。 

 

图 5生境质量指数与互花米草扩张的相关分析 

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强度指数(x1)、互花米草面积(x2)的关系，结果如下:从表 3中可以看出，模型 1

和 2标准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 0.930和 0.989，标准系数越大说明变量 HAILS、ASE对 HQ的贡献越大;R
2
值越大，说明 HAILS、ASE

两个变量的共变量比率大，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结果显示，HQ 与 HAILS、ASE 的多元回归确定性系数为 0.989,R2为

0.979，相关性显著。另外，模型 1和模型 2的方差分析结果都为 0，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模型汇总 

模型 R R2 Adjusted R2 Sig. F 

1 0.930
a
 0.864 0.847 0.00 50.909 

2 0.989b 0.979 0.972 0.00 38.272 

 

注:a为预测变量:x2;b为预测变量:x1、x2. 

可以看出，HQ(y)与 HAILS(x1)、ASE(x2)的拟合方程为 y=0.883-0.596x1-0.0020x2。标准系数比较结果显示:在模型 1中，自

变量 ASE(x2)的标准系数绝对值为 0.930;在模型 2 中，ASE(x2)的标准系数绝对值为 0.670，大于自变量 HAILS(x1)的标准系数绝

对值 0.426。自变量标准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对因变量的贡献也就越大，因此，在两个自变量中对 HQ影响大的是 ASE。 

冗余分析(RDA)分析结果如图 6，图中虚线代表 HAILS 和 ASE，实线代表 10 个时期 HQ;实线与虚线箭头夹角的余弦值代表了

HQ与 HAILS、ASE的相关性;每一个余弦值与对应生境质量箭头长度的乘积代表了 HAILS与 ASE对 HQ影响强度的大小。通过对图

6 的分析，得出:不同时期，HAILS 与 ASE 对 HQ 影响强度存在显著差异，HQ 与 HAILS 相关性关系为，1983≈1992<1997≈2017< 

2000≈2002≈2014<2011<2006<2009;HQ与 ASE的相关性关系为，1997<1983≈1992<2000≈2002<2006<2017<2009<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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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生境质量指数与人类活动强度、互花米草扩张的 RDA排序 

RDA 图将 10 个时期的 HQ 分布在 4 象限(图 6)，第一主轴的特征值为 0.1196，第一主轴解释率为 11.96%，第二轴的特征值

为 0.1070，第二主轴解释率为 10.70%。第一和第二主轴可以累计解释生境质量数据总方差的 22.66%。前两主轴对生境质量分布

的解释率相对较低，但是，生境质量与第一主轴、第二主轴的相关性都达到了 0.9966 和 0.9987;HQ 与 HAILS、ASE 相关性的累

积解释率，第一主轴达到了 52.79%、100%。因此，RDA 排序能够反映 HQ 与 HAILS、ASE 的关系。从图 6 中可以看出，10 个时期

的 HQ被变量 HAILS、ASE分在 4个不同的象限;按照时间顺序，排序结果基本呈顺时针分布。第一象限为 1983和 1992年两个时

期;第二象限为 2011、2014和 2017年 3个时期;第三象限为 2000、2002、2006、2009年 4个时期;第四象限为 1997年。不同象

限反映了 HAILS、ASE 组合特征的差异，结合 HAILS、ASE 对 HQ 影响的大小关系，将 10 个时期数据分为 3 类:1983和 1992年为

一类(第一象限)，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影响都比较弱，二者的作用强度相当。1997、2000、2002、2006、2009 年归

为一类(第三、四象限)，人类活动开始增加，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大于互花米草扩张的影响。2011 年、2014 年和 2017

年为一类(第二象限)，人类活动受到控制，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大于人类活动。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10个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指数，1992年最低，为 0.0078;2006年最高，为 0.1073;总

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互花米草沼泽面积在持续增加，面积由 1983年的 325hm2增加到了 2017年的 4786.571hm2。生境质

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992 年最高，为 0.875;2014 年最低，为 0.7397。总体上，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互花米草

面积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402和-0.9237;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大于人类活动强度。 

RDA 分析结果显示，10 个时期的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指数、互花米草扩张的强弱关系可为 3 种类型，而且阶段特征非常明

显。第一种类型为人类活动与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都比较小，二者作用强度相当，主要表现在 1983 年和 1992 年。

第二种类型是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大于互花米草扩张，主要表现在 1997、2000、2002、2006 和 2009 年。第三种类型是

互花米草扩张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大于人类活动，主要表现在 2011、2014 和 2017 年。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相关性大小在时间上

表现为，1983≈1992<1997≈2017<2000≈2002≈2014<2011<2006<2009;生境质量与互花米草扩张的相关性大小在时间上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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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83≈1992<2000≈2002<2006<2017<2009<2011<2014。 

4.2讨论 

(1)政策变化是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在不同时段执行的都应该是与

政策相一致的最严格的自然保护政策。1983年，研究区成立江苏省自然保护区，至 1992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

和层次都得到了有效提升，HAILS从 0.0083下降至 0.0078。1996年，开始了以“百万亩滨海湿地大开发为特点”的“海上苏东”

战略，加快了围垦的步伐，大量滨海湿地转变为养殖池，至 1997年研究区 HAILS迅速升高至 0.0453;至 2006年上升至 0.1073。

2012 年国家将生态文明战略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7 年江苏省将盐城滨海湿地

列为三大生态特区之一，生态恢复与生态保护上升到新的高度;至 2017年 HAILS又降低至 0.0194。2019年研究区被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地，将会进一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 

(2)盐城滨海湿地独特的气候、水文动力、地貌过程等自然因素使得互花米草能够迅速扩张[35,36]。互花米草的广生态幅特征

以及有性与无性两种繁殖方式，在种间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在滨海潮间带大部分区域生长[37]。超强的扩张能力，使互花

米草在 2000年扩张为南北连成片、东西宽数千米的带状景观。互花米草引种成功，滨海湿地上的先锋群落逐渐由碱蓬变为互花

米草;出现了光滩→互花米草的演替序列，致使光滩→碱蓬沼泽的演替序列消失，形成碱蓬沼泽→互花米草沼泽的演替序列，致

使碱蓬沼泽面临消失。如今，互花米草沼泽与芦苇沼泽基本相连，互花米草已成为区域的优势群落，结果是研究区的植物群落

趋于单一，致使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下降，适宜性生境数量持续下降[38]，鸟类群落结构也就会趋于简化。 

(3)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修复、“退渔还泽”等，在控制或者消除人类活动影响方面，已经取

得显著的成果。但是，当前保护区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互花米草扩张，适宜性生境碱蓬沼泽面临消失，控制互花米草扩张、恢

复碱蓬将是保护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重要课题。虽然现在提出了刈割和水位控制、改变地貌水文过程的工程措施;引入其他

物种对互花米草抑制措施等方法。但是，目前这些方法都只局限于小范围实验阶段;新物种引进会不会引起新的生态问题也值得

研究。而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使其不可能像其他地区通过大规模人工围堰快速去除互花米草，因此，在短期

内还难以实现对互花米草的控制。控制互花米草扩张规模，一方面，需要既能发挥互花米草保滩护岸功能，也不影响生境质量

和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更需要探索互花米草资源化途径，以发挥互花米草的综合效益，实现滨海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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