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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泊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划分为供给功能、支撑功能、调节功能和美学功能 , 各项功能的发挥程度与水文特征、水质状况、生物多
样性、空间物理结构和湖滨景观5 个影响因子有关。通过对东昌湖历史变迁的分析 , 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演变过程及各因子对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的影响 , 提出了使东昌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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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EcosystemService Function of Dongchang Lake and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XU Wen-jie et al  ( Universi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of Shandong ,Jinan,Shandong 250101)
Abstract  The ecosystemservice function of lake includes supplyingfunction, supporti ngfunction , regulating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function. Exertion of
all functions is related to hydrologic features , condition of water quality , biological diversity , spatial physical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of the lake zone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Dongchang Lake , the evol ution process of the ecosystemservice function of Dongchang Lake was summarized and the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analyzed . At last ,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in order to ensure good circulation of ecosystemof Dongchang L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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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生态系统的边界依据人们所研究的对象、研究内

容、研究目的或地理条件等因素而确定, 笔者研究的湖泊生

态系统包括岸上带、水陆交错带、浅水带和深水带[ 1] 。湖泊

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许许多多必不

可少的物质资源和良好的生存条件。这些由自然系统的生

态环境、物种、生态学状态、性质和生态过程所产生的物质及

其所维持的良好生活环境对人类的服务性能称为湖泊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 2] 。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经济的基础资源 , 还维

持了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

1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根据湖泊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机制、类型和效用, 可以

把湖泊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划分为供给功能、支撑功能、调

节功能和美学功能4 大类[ 3] 。

1 .1 供给功能  指人类从湖泊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产品 ,

如食品( 鱼类、鸟兽、作物、水果等) ; 原材料( 木材、燃料等) ;

医药; 水资源( 工农业生产、生活用水) 等。

1 .2  支撑功能 指湖泊生态系统生产和支撑其他服务功能

的基础功能, 主要指对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护作用。

1 .3  调节功能 指人类从湖泊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中获得

的效益 , 如气候调节( 温室气体调节等) ; 大气调节( CO2- O2 平

衡等) ; 干扰调节( 风暴防止、洪水控制等) ; 水调节( 水文流动

调节、净化水源等) 。

1 .4  美学功能 指通过休闲娱乐以及美学欣赏等方式来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 使人类从湖泊生态系统获得的非实物型的

效益。

2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因子分析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影响因子分析见图1。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的程度与其水文特征、水质

状况、生物多样性、空间物理结构、湖滨景观等因素密切相

关。其中水文特征包含水量、水深、水的流动性、换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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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水质状况包含重金属污染、有毒有机物污染、水体酸化、

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及底质污染状况等; 水生生物多样性是水

生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

过程[ 4] ; 空间物理结构包含湖盆形态、质地及其稳定性, 水陆

交错带结构状况, 湖岸硬化率、坡度及稳固性等; 湖滨景观主

要是指湖滨绿化体系的层次和功能、传统和现代景观建筑风

格的有机结合以及其他休闲娱乐设施等。

图1 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因子分析示意

3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

东昌湖位于被称为“江北水城”的山东省聊城市城区西

南部, 环绕古城四周, 总面积4 .2 km2 , 略小于杭州西湖, 为济

南大明湖的5 倍; 其湖岸沿线长达16 km, 库容在1 000 万 m3

以上, 常年不竭, 湖水清澈 , 波光潋滟, 是长江以北最大的城

市人工湖泊。

东昌湖旧称护城河、环城湖。该湖历史久远, 宋熙宁三

年( 公元1070 年) , 聊城人为防水患求生存, 筑城墙及护城堤

时掘土成河, 河面宽约四五十尺 , 形成了“水在城中, 城在水

中, 城水相依”的水城雏形。熙宁九年( 公元1076 年) , 重修护

城堤, 湖面相应扩大。新中国成立后 , 该湖经多次治理, 尤其

是1963 、1964 年2 次较大规模的开挖改造, 引黄补源, 使湖的

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4 年冬, 对环城湖西北湖面进行

了大规模清挖, 堆积了湖心岛。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 , 续建

了砌石护岸 , 硬化、绿化了湖周道路 , 建设了浮春亭、垂钓基

地。进入20 世纪90 年代, 尤其是1993 年后, 结合京九铁路、

济聊馆高速公路建设用土和电厂用水, 对东昌湖进行了大规

模的开发建设, 新增绿地8 .4 km2 , 栽植花木5 万多株, 形成了

湖周5 km 绿化带 , 使湖区的整体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观。1995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21) :5644 - 5645 ,5647                 责任编辑 金琼琼 责任校对  金琼琼



年, 易名东昌湖。自1999 年5 月起 , 又辟建了北起孔繁森纪

念馆、南至海关的长2 700 m、宽200 m, 占地54 hm2 的湖滨公

园, 其中绿地41 hm2 。2000 年, 当地政府在湖西岸修建起带状

公园及其文化娱乐设施。新建成的湖滨公园, 占地66 .67

hm2 , 依城临湖, 气势恢宏, 湖光园色, 无限风光, 其间遍植珍

奇花木 , 绿草如茵, 山丘小溪错落有致, 名桥荟萃, 雕塑争俏 ,

建筑小品点缀其间 ,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由东昌湖的历史变迁可得出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演变过程。东昌湖起源于护城河, 而护城河是伴随战争产

生的, 是聊城市御敌的第一防线, 故其最初的功能主要为军

事功能, 后几经清挖整治、开发建设 , 其湖面面积逐渐增大 ,

湖水水深逐渐增加, 景观建设逐渐丰富, 其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也趋于多样化, 由其自然属性的支撑功能依次过渡到支撑

和调节功能; 支撑、调节和供给功能; 支撑、调节、供给和美学

的综合功能。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示意见图2。

图2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演变示意

4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4 .1 供给功能  主要指水资源及鱼类等产品的供给。东昌

湖为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发电用水, 同时需从谭庄水库引水 ,

这一措施一举两得 , 既使东昌湖通过换水保持适宜的水量和

良好的水质, 又为电厂生产提供便利的水源。东昌湖水产品

主要有鲤、鲢、鲫、鲂、大湖虾等经济鱼类, 盛产的中华鳖、大

银鱼等珍品享有盛誉。供给功能主要受东昌湖的水文特征、

水质状况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由东昌湖的历史变迁

可见, 随着水量的增大, 供给功能从无到有, 近几年, 聊城市

政府为了控制东昌湖水体富营养化加重的趋势, 采取减少网

箱养殖数量等措施, 提高了水体的自净作用, 使原富营养化

程度较高的湖区水质逐渐转好, 同时供给功能相应降低。

4 .2  支撑功能 主要指对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东

昌湖自然条件下水草茂密, 近年来, 由于湖岸的开发及硬化

( 湖岸为砖石结构所覆盖) , 湖边的水草被破坏。湖区人口密

集, 湖泊的渔业利用强度较高, 主要的渔业方式为人工放养

营养级较低而产量较高的经济鱼类。1997 年4 月下旬～5 月

中旬, 许恒龙等[ 5] 收集东昌湖原生动物类群, 共检出原生动

物107 种; 此后, 闫华超等[ 6] 在对东昌湖的调查中共发现76

种浮游植物、69 种原生动物。2002 ～2003 年闫华超等[ 7]4 次

调查东昌湖鱼类, 共采集标本500 余尾, 鉴定为53 种, 分别隶

属于6 目13 科39 属。该湖鱼类种类数较10 年前贾少波[ 8]

的调查有所减少, 且种类趋向单一化。比较可见, 湖内原生

动物及鱼类种类都在减少, 这是由于东昌湖的水质污染状况

总体呈加重趋势, 才导致水生生物种类的减少 , 从而降低了

其支撑功能。20 世纪80 年代以前, 东昌湖曾是大量鸟类聚

集地, 鹭类、猷类是特色鸟类, 其他鸟类以及鱼类、蛙类也很

丰富 , 还有较大数量的中华鳖, 但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 由

于不适当的开发和建设 , 使得湖周大量植被丢失, 湖区生物

多样性明显降低, 鸟类多样性的降低是其重要指标[ 9 - 11] 。可

见, 如果空间物理结构中的湿地面积不断减少 , 水边多层次

植被被清除, 也会导致湖泊支撑功能的降低。综上所述 , 在

水质状况、空间物理结构、水生生物多样性及水文特征等因

子的影响下, 东昌湖的支撑功能经历了逐渐增强而后又逐渐

削弱的过程, 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遏制这一趋势。

4 .3 调节功能  主要指气候调节、旱涝控制、净化水质等作

用。由于水体有较大的热容量, 通过吸热和放热调节气温的

变化, 减少昼夜温差, 此外 , 在湖泊周围存在着冷岛效应 , 可

保持湖周地区气候凉爽 , 减少蒸发, 从而在湖的周围形成一

个适宜的局部小气候环境; 岸上的森林植被具有吸收二氧化

碳、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生态调节功能; 由于东昌湖具有广阔的水面, 旱涝调节

能力较强; 因有较大的蓄水量, 自净能力较强。这一功能受

水文特征( 水量) 、水质状况( 主要是富营养化程度) 、空间物

理结构和水生生物多样性( 主要是植物物种多样性) 、湖滨景

观( 主要是湖周绿化程度及绿化层次) 等因子的影响。在东

昌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 调节功能总体上呈增强趋势。

4 .4  美学功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越来越需要能与大自然相接触的娱乐空间, 从这个角度

来说, 适宜的气候, 优越的环境, 独特的风光, 丰富的文化积

淀, 科学的开发利用使东昌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显然 ,

东昌湖的这一功能与水文特征、水质状况、空间物理结构、水

生生物多样性及湖滨景观5 个影响因子都有关 , 而且, 这一

功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增强的。

综上所述,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弱变化趋势见图3。

图3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弱变化趋势示意

5  结论和建议

(1)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

性, 它是动态的, 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变化的, 与社会的经

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等密切相关。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演变过程为军事功能→支撑功能→支撑和调节功能→支撑、

调节和供给功能→支撑、调节、供给和美学功能 , 并且, 在种

种因素的影响下, 供给功能和支撑功能呈现先增强后削弱的

变化趋势, 而调节功能和美学功能总体上呈增强趋势。

( 2) 东昌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否正常发挥与其水文特

征、水质状况、水生生物多样性、空间物理结构及湖滨景观等

因素有关 , 尤其是前2 个因素, 只有在水量充足、水质优良的

前提下才能谈及其他因素。因此, 要在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前

提下, 保持东昌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正

常运行, 亟需建立东昌湖的水量- 水质耦合模型, 对谭庄水

库向东昌湖的调水量及调水时间进行优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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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森林公园,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自然景观, 是重

庆市罕见的原始生态旅游景点区 , 随着红池坝旅游风景区的

开发和交通条件的改善 , 必将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而红

池坝风景区内的餐饮住宿消费较高, 文峰镇作为红池坝与外

界联系的必经之路, 必将成为游人选择的重要中转站。因

此, 文峰镇的人流、物流将会随着红池坝旅游开发的日渐成

熟而越来越大。

2 .1 .2 交通条件的改善可带动文峰旅游经济的发展。随着

2009 年万州至巫溪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必将大大缩短重庆

主城区与文峰镇的空间距离, 加之未来通过文峰镇金盆村的

铁路建成通车, 红池坝的旅游资源很可能成为主城居民周末

休闲度假的选择, 以此带来周末旅游经济效应。

综合红池坝与文峰镇交通条件改善的因素, 以及文峰镇

特有的旅游资源———夏天可以成为一个极佳的避暑胜地, 冬

天是南方难得的天然滑雪场,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文峰镇定位

为一个旅游休闲服务性城镇。

2 .2 宏观上总体规划、微观上加强管理 

2 .2 .1 加强小城镇绿地规划实施。1994 年规划的绿地占地

比例为6 .3 % , 但没有得到良好的实施, 基于文峰镇未来被定

位为旅游休闲服务性城镇, 并且是依托自然资源而建立的 ,

所以应加大绿地面积, 在绿地规划中体现地方风格特色, 如

结合红池坝风景区可以把绿地建设倾向于原始自然风貌。

2 .2 .2 建筑风格的实施。城镇建设需结合地方特色, 进行

装点、美化, 体现“小、素、雅”的风格。1994 年的规划把建筑

色调定以淡雅为主, 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镇区主要入口处的

建筑要以开敞、舒展、通透为主, 具鲜明的地方特色, 河东段

两岸建筑以低层为主, 多层为辅 , 建筑体量不能太大 , 色调要

清淡。建议 : ①强化建筑限高在旅游依托型城镇的城镇规划

和景观规划中的约束作用; ②镇区主要道路两侧的景观和建

筑空间要丰富多彩, 建筑形式要多样或富于变化, 在保留浓

郁乡土气息的同时, 建筑物外墙色彩不妨鲜艳一点, 以充分

体现崭新的时代特征, 并实行统一规划设计。

2 .3 增加商业用地比重,调整商业布局 ,打造 RBD 文峰镇

定位为一个旅游、休闲、服务性城镇, 必将会有大量的游人在

此停留消费, 因此 , 必须增大商业用地的比重。另外, 可适当

压缩居民区占地, 加强空间利用和地下利用开发, 提高城镇

土地集约利用度。

现在文峰镇的商业区多数被建材、家电、摩配修理等占

据, 无法达到吸引旅游型消费者的效果。调整商业布局 , 可

把建材等商品调到离中心商业区较远的北环路上 , 中心商业

区改造成集旅游工艺品销售、特色农产品销售、大型超市、餐

饮、住宿、娱乐等服务为一体的RBD 商圈, 并根据文峰镇商业

中心十字路口的地形, 分街分类布局设置, 如特色旅游商品

一条街、餐饮一条街、酒吧一条街等, 吸引游客停留消费。

加强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譬如增加各大商业银行在中

心商业区的布点, 特别是大幅度增加银行自动柜员机的数

量, 方便游客的消费。

2 .4  政府引导房地产开发 文峰镇现在还不存在房地产开

发, 建筑风格参差不齐, 因此, 政府可以引导房地产开发 , 一

方面统一城镇建筑风格 , 另一方面激活地方经济, 带来更多

的经济效益, 为城镇建设提供更充分的资金支持。

2 .5  构建大型交通中转枢纽 基于前述对文峰镇城镇功能

的定位 , 未来将成为大量游客游玩红池坝国家级森林公园的

必经之道和中转站, 因此有必要规划构建大型的交通中转枢

纽。考虑到未来的城镇交通体系规划, 过境车辆将绕外环公

路而行 , 因此交通枢纽在区位选择上必将靠近外环。

2 .6  利用三宝村为示范村的资源建立农村风情一条街 整

体规划三宝村的建筑及各种设施风格, 主要以农村风情向游

人展示, 可以在此建立游人亲身参与的农作活动, 如采摘李

子、玉米, 磨豆花, 编制藤制工艺品等。

2 .7 合理利用有效途径筹集资金, 解决城镇建设资金短缺

的问题  对于增加资金途径的思路, 应以资本市场和市场运

作为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和投资准则, 实现基础设施建设资本

主体多元化, 资本来源多渠道, 投资方式多样化。鼓励企业

与个人投资或参与投资建设城镇的公共设施。坚持“谁投

资、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允许投资者以一定的方式

收回投资; 通过多种手段盘活国有存量资产, 如土地、基础设

施资源及市政延伸公用资源, 实施对市政公用设施经营权、

城镇街道冠名权、广告经营权等转让拍卖工作 , 制定优惠政

策, 扩大招商引资 , 吸收外资投资基础设施, 积极开辟信贷融

资渠道。结合当地实际, 积极依托旅游资源 , 引进专业的旅

游开发公司对城镇规划进行整体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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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建议有关部门在开发建设东昌湖的过程中 , 将它的

供给功能、支撑功能、调节功能和美学功能综合考虑, 不要

因片面追求某一功能而影响到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 在旅

游和渔业方面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兼顾到生态

效益 , 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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