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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湿地农业内涵及不合理开发带来的湿地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探讨了我国3类典型湿地农业可持续 

发展模式，并提 出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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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sion of wetland agriculture and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aused by unrea- 

sonable agriculture exploitation are analyzed．And three typ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s of wetland agriculture are 

expounded．Finally，the countermeasur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agricultur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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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 ，是 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 

环境之一 ，具有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防止土壤侵蚀和降解污染物等多种功能，在维持 自然生态平衡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湿地还是众多野生植物、特别是许多珍稀濒危水禽赖以生存 和繁衍的场所 ，具有 

“自然之肾”的称誉，湿地科学也是 21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学科和研究领域_l’2 J。本研究分析了我国湿地农 

业不合理开发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并探讨了我国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及发展对策。 

1 我国湿地资源概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湿地类型众多，除包括《湿地公约》列出的全部湿地类型外，还具有独特的青藏高原湿地。我国湿 

地面积 6954万 hm ，包括沼泽 1197万 hm ，天然湖泊 910万 hm2，稻田 3446．67万 hm2，占世界湿地面积的 

10％，位居亚洲第 1位 ，世界第 4位_3 J。湿地赋存着土地 、水、生物、泥炭等各类 自然资源，蕴藏着巨大生产潜 

力。农业开发是人类对湿地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开发利用方式。湿地农业指在天然湿地基础上改造成以稻 

田、苇塘 、鱼塘 、小型水库为主体的农 、林 、牧 、副、渔综合发展的人工农业复合生态系统。我国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就开始认识与利用湿地 ，围湖造田、沿河造田、围垦湿地是当时最主要利用方式 ，种植作物主要为水稻。 

且我国排水疏干、滥垦滥伐等活动频繁 ，并于 20世纪 70～80年代达到高潮。对湿地的不合理垦荒和利用破 

坏了湿地农业的正常投入产出平衡 ，阻碍了湿地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是 

湿地大面积减少 、湿地功能严重退化 ，据统计近 40多年来我国沿海地 区累计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 119 

万 hm ，全国围垦湖泊面积>130万 hm ，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江汉平原湖泊总面积减少 43．67％，洞庭湖 

和鄱阳湖分别被围垦 17万 hm 和 8万 hm ，太湖于 1969～1974年问被围垦 1万 hm ，湿地调节气候 、涵养 

水源、防止土壤侵蚀和降解污染物等多种功能严重退化_3 J。二是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乃至丧失 ，湿地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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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最丰富区域之一 ，是许多珍稀水禽、涉禽的栖息地 ，不合理湿地农业开发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形成严 

重威胁 ，如湿地水禽的过度猎捕、捡拾鸟蛋等活动使湿地水禽数量大幅下降，尤其鸟类迁徙季节各种不择手 

段地猎取活动严重破坏了生物资源多样性 。三是土壤肥力下降、质量退化，三江平原曾是我 国最大 的淡水 

沼泽湿地分布区，但 由于多年垦荒、烧荒、掠夺式经营等活动，沼泽湿地面积减少 ，湿地土壤物理性状变差 ， 

肥力下降，质量退化。对潜育草甸土开垦前后对比研究表明，其表层有机质含量 25年 内降幅高达 70 g／kg， 

N、P营养元素含量也有降低趋势 j。若尔盖高原沼泽湿地沼泽土、泥炭土发育广泛且集 中连片 ，但人类不 

合理生产活动使沼泽土、泥炭土土壤质量严重退化 ，土壤有机质、全 N、全 P含量明显降低 J。四是诱发洪 

涝灾害，1998年百年不遇的洪水使长江流域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同期松嫩洪水汛期之长、水势之大、灾害 

之重也为历史之罕见，而长江与松嫩流域特大洪水与湿地 围垦有直接关系。五是农业污染加剧 ，环境质量 

下降，大范围使用化肥、农药及工农业废水排放造成化学污染严重，湿地地表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一些 

河流 COD、酚类、氨氮污染均在 3类 以上 ，农业施肥使湿地水体氨氮含量超过国家标准 1～2倍 J。 

2 湿地农业典型模式与发展对策 

我国幅员辽阔，湿地类型多样 ，建立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应根据 当地实际，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和 

安排农业生产结构，避免“单一粮食、单一水利、单一水产”的农业结构，并改变单纯种粮、单一农业生产和重 

视生产建设 、忽视生态环境建设的观念，做到垦建结合。本研究以我国3种较典型湿地生态农业开发模式为 

例分析我国湿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是三江平原“稻一苇一鱼”复合生态系统湿地生态农业 ，该湿地农 

业模式结合三江平原水土资源特点 ，调整低湿地用地结构 ，在搞好排灌系统基础上 ，按涝洼地地势合理规划 

湿地农业生产布局，宜旱则旱 ，宜稻则稻 ，宜草则草 ，宜苇则苇 ，宜渔则渔 ，在积水较浅 的沼泽湿地种植水稻， 

在积水较深或有条件引江河水补给的沼泽洼地开辟鱼塘养鱼并发展芦苇生产。试验示范表明，该农业模式 

投入少 、管理简单 ，具有多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适于沼泽湿地集 中分布地区的湿地农业开发。二是 

沿湖洼地湿地立体综合生态农业开发模式 ，该类湿地农业开发从纵横两个方 向建立多层次可持续利用模 

式，纵 向利用指从湖岸到湖滨到湖心实行湖心养鱼，湖滨和湖岸发展水生经济植物 ，湖滩岸外放牧，汊湖、子 

湖开辟精养鱼池；横向开发指协调发展水利灌溉、湖区养殖 、湖滩种植和内陆水运关系，使之相互促进合理 

配置 j，同时针对低洼湿地不同地势、水文和土壤条件以及不同层次水体所具有的光照、温度、养分等条件， 

建立湿地农业立体结构和集约化综合开发模式。以湖?白湿地农业开发为例 ，湖?白水位线以下不保产低洼耕 

地应坚决退耕还湖，发展水产养殖业 ，水陆交错带种植水生植物如莲、菱等水生经济作物，浅水沼泽地种植 

芦苇、蒲草，正常水位线以上修建水 田，种植水稻，地势较高的坡耕地种植旱粮或经济作物。此外在湖岸植 

树种桑养蚕 ，湖滨养鸭、牧牛，实现农副产品多层次加工利用，农、林 、牧、副 、渔全面发展的湿地农业生态系 

统。该类湿地农业开发模式较成功范例是江汉平原四湖地区新兴垸湿地农业立体开发模式 ，江汉平原刁汉 

湖湿地综合开发模式 J，洞庭湖不同类型湿地带实施的不 同生态农业开发模式如湖盆中心敞水带生态农业 

模式、湖滨季节性淹没带生态农业模式和湖区外环渍水低地带生态农业开发模式 、洞庭湖湿地抗逆性农 

业开发模式 等。三是珠江三角洲基塘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模式 ，珠江三角洲平原中部除个别低山矮丘外， 

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 ，海拔高度仅 1～2．5m，平原大小河道密集 ，泡沼星罗棋布 ，且深厚的第四纪沉积物为 

挖塘筑堤提供了物质基础。挖塘筑基 ，基上种植甘蔗、香蕉、桑、花草等陆地作物，塘内养殖鲢、鳙、鲮和鲤等 

淡水鱼，桑叶养蚕、蚕沙蔗叶和花草养鱼 、鱼粪肥塘、塘泥培基，形成肥桑、养鱼和培基搭配合理 的高效人工 

湿地生态农业模式 ，系统 内不同生长高度作物间作套种、通风透光 ，多层次利用光能资源，形成 以太阳能 

为主要能源且无污染的生态农业模式，其 中桑基鱼塘 、果基鱼塘、蔗基鱼塘为较常见形式。 

目前湿地资源保护呼声 日益高涨，但湿地资源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人类触动和开垦利用。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湿地生态农业可改变 目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 ，实现湿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我国发展 

可持续湿地农业的对策一是增强湿地保护意识 ，湿地是重要的国土资源 ，具有其他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生 

态功能，进行湿地农业开发建设首先应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严禁开发具有重要生态环境功能和丰富生物多 

样性的湿地 ，已经开发的要坚决做到退耕还湿，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二是发展湿地农业应本着因地制宜 

原则 ，根据本地区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宜农则农 ，建立适合本 区域湿地农业可持续 

发展模式 引。三是发展湿地农业应在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下进行 ，做到湿地资源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发展 ，确保湿地资源为当今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又能维系子孙后代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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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四是加大湿地农业开发的科研投入，以科技带动发展。五是加强湿地农业可持续发展法制建设 ， 

树立资源环境管理法制观念，这是实现湿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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