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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溪湖湿地公园具有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 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丰富多样。通过对其基本情况和丰富多彩的资
源条件分析 , 提出了艾溪湖湿地公园开发建设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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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湿地与湿地公园

湿地指不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湿原

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或静止或流动, 或为淡水、半咸

水、咸水水体,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 m 的水域[ 1] 。湿地

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 也是自然界富有生物多样性

和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 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为全

球三大生态系统, 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 还有巨大的环境

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 是国家生态安

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基础。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湖沼学以及水文学方面

具有独特意义的湿地, 受到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环境

保护人士的高度重视。

湿地公园是以具有显著或特殊生态、文化、美学和生物

多样性价值的湿地景观为主体, 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 以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湿地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

能, 并在此基础上以充分发挥湿地的多种功能效益、开展湿

地合理利用为宗旨, 可供公众游览、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和

教育活动的特定湿地区域。湿地公园是国家湿地保护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湿地野生动

植物保护栖息地以及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共同构成了湿地

保护管理体系, 发展建设湿地公园是落实国家湿地分级分类

保护管理策略的一项具体措施, 也是当前形势下维护和扩大

湿地保护面积直接而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2] 。

2  艾溪湖湿地公园概况

2 .1 地理位置  艾溪湖因东岸处艾山地区, 有一溪水纳入

湖内, 故而得名 , 是南昌的城外四湖之一。位于赣江南支东

南岸, 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地理位置: 东经115°58′08″～

115°59′37″, 北纬28°40′16″～28°42′55″。

2 .2  公园范围 艾溪湖湿地公园由艾溪湖及其东岸地块组

成, 东靠昌东大道、长堤路 , 西为艾溪湖西堤, 南到艾溪湖大

桥, 北至城东一路。南北长约5 .0 km, 东西宽约0 .8 ～1 .4

km, 规划总面积556 .2 hm2 , 其中艾溪湖湖面396 .0 hm2 。

2 .3 地貌与土壤 湿地公园总体地势平坦, 内部呈四周高

中间低 , 中部地势较平坦。地质土层自上而下分布为: 耕土

—淤泥—亚粘土—中砂。公园内土壤主要是水稻土, 是在冲

积土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土壤肥力较高, 对植物生长有利。

2 .4 气候  南昌市地处中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 四季变

化分明 , 春季温暖多雨, 日照充足 , 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 冰冻

期短。年均气温17 .5 ℃, 年均降水量1 599 .0 mm, 年均蒸发

量1 271 .6 m, 年均相对湿度77 % , 年均风速2 .9 m/ s 。

2 .5  湿地资源  艾溪湖湿地公园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按

《湿地公约》的湿地分类系统, 公园内湿地分为湖泊湿地、沼

泽湿地( 淡水草本沼泽湿地、淡水森林沼泽湿地) 、灌溉田地

( 水田) 和库塘湿地( 库塘、水塘) 。湿地总面积498 .5hm2 , 占

土地总面积的89 .6 % 。其中, 湖泊湿地面积396 .0 hm2 , 占湿

地总面积的79 .4 % ; 沼泽湿地面积25 .3 hm2 , 占湿地总面积的

5 .1 % ; 灌溉地面积25 .6 hm2 , 占湿地总面积的5 .1 % ; 库塘湿

地面积51 .6 hm2 , 占湿地总面积的10 .4 % 。

2 .6 动植物资源 据初步调查, 艾溪湖湿地公园现有湿地

植物31 科58 种; 有脊椎动物120 种, 隶属于20 目49 科。其

中鱼类有6 目12 科40 种, 两栖动物有1 目5 科11 种; 爬行动

物有3 目7 科18 种; 鸟类有10 目25 科51 种。

2 .7 旅游资源条件  湿地公园湿地景观风貌独特, 生物景

观类型多样, 天象景观丰富绚丽, 人文景观源远流长。根据

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调查、分类与评价标准》( GB/ T

18972-2003) , 艾溪湖湿地公园及其周边的旅游资源分为8 主

类,25 个亚类,63 种基本类型。

2 .8  区域环境质量 湿地公园位于南昌东部高新技术开发

区, 远离市区噪音和工业污染源,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较

好。艾溪湖水质目前主要受上游企业污水排放污染, 其自北

向南污染逐渐加重, 但随着市政截污工程的即将完成以及公

园内湿地巨大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及净化作用 , 公园内水

质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公园内土壤基本无污染 , 大气受周

边企业轻微影响。

2 .9  风景资源评价 湿地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参照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标准。经计算 , 艾溪

湖湿地公园等级评定分值为41 .15 分( 满分为50 分) 。达到

“一级”风景资源标准, 其资源价值和旅游价值较高, 应当在

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3  艾溪湖湿地公园开发建设构想

3 .1  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 遵循“保护优先、科学修

复、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 以“绿色生态南昌”建

设和南昌市域发展为契机, 以恢复与重建艾溪湖湿地生态系

统、湿地景观、融入区域农耕文化为特色, 以优化生态环境 ,

提高区域生态质量为目标, 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 通过政府

导向, 强化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将艾溪湖湿地公园建设成

为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科普教

育与研究、森林湿地旅游有机结合的国家级生态型社会公益

性主题公园。

3 .2  湿地公园发展目标  减少城市发展对城市森林及区域

内湿地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提高公园湿地及周边环境的自然

生产力, 通过恢复和重建湿地的生态结构, 使其具备自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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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能力, 并使周围用地的土壤和水质状况得到明显保护和

改善, 为植被的恢复创造条件, 加强其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

的功能,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健康良好发展, 从而使艾溪湖湿

地公园更加富有生命力, 形成“落霞与孤骛齐飞, 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美丽景观 ; 完善与湿地公园功能相适应的基础设施 ,

充分发挥公园的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及科研作用。

3 .3 总体布局与分区建设

3 .3 .1 总体布局。根据艾溪湖湿地公园的资源特点、景观

特色、规划指导思想和原则 , 结合艾溪湖湿地公园内资源特

点、景观资源分布及特征, 并考虑到该湿地公园包含内容的

复杂性、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在生态学

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指导下将艾溪湖湿地公园分为管

理服务区、生态防护林带、湿地风情游览区、湿地自然景观

区、湿地保护培育区等5 个功能区及艾溪湖水面区。

3 .3 .2 分区建设。

3 .3 .2 .1 管理服务区。为湿地公园行政管理及接待服务设

施集中建设用地, 位于艾溪湖湿地公园中段东部, 规划面积

1 .59 hm2。管理服务区是艾溪湖湿地公园对外形象宣传和展

示的窗口 , 也是湿地公园主入口和集散中心。主要建设项目

有: 公园综合管理处、公园主入口大门、入口广场、游客服务

中心、商业休闲街区、停车场等。

3 .3 .2 .2 生态防护林带。在艾溪湖湿地公园东部、北部, 湿

地公园与城市道路衔接处设置生态防护林带。利用不同层

次的植被隔离、缓冲城市道路对湿地公园的影响, 同时形成

公园良好的绿色生态背景, 规划面积36 .03 hm2 。主要建设项

目有: 森林博物馆、标本魔方、疏林草坪、纪念林、生态林、次

入口、游客服务点、滨水平台、公园紧急出口、停车场等。

3 .3 .2 .3 湿地风情游览区。位于湿地公园生态林带以西、湖

东二路以南, 规划面积50 .47 hm2 。该区域受外界的影响相对

较大, 规划安排适当的游憩设施, 以南昌及江西地方文化为

主题的游览活动区。主要建设项目有: 农家乐、渔乡风情、休

闲渔业园、稻田耕作园、农耕俱乐部、水生作物采摘园、果实

采摘园、蔬菜耕作园、露天集市、水花园等。

3 .3 .2 .4 湿地自然景观区。位于湿地公园湿地风情游览区

以西, 其南段西临艾溪湖 , 北段西靠湿地保护培育区 , 规划面

积39 .70 hm2 。重点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自

然景观 , 开展湿地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主要建设项目有 :

湿地俱乐部、渔人码头、苇荡迷津、金色池塘、柳映长堤、水岸

花情、浅芦拾趣、莲舟醉晚、茅乡水情、往事亭等。

3 .3 .2 .5 湿地保护培育区。湿地保护培育区是湿地公园中

受人为干扰最小, 也是湿地公园生态系统较为完整、生物多

样性较丰富的区域。该区西临艾溪湖, 南段东靠湿地自然景

观区、北段东靠生态防护林带, 规划面积32 .41 hm2 。该区域

只允许开展各项湿地科学研究、保护与观察工作。根据需要

设置湿地生态研究中心、观鸟屋和生态岛等建设项目。

3 .4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3 .4 .1 投资估算。依据江西省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

名胜区等建设投资估算资料。

3 .4 .2 资金筹措。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

工程, 周期长、投资大, 开展湿地保护与利用应本着保护第一

的原则 , 按照边建设、边开放、边经营、边收益的思路, 实现滚

动式发展, 所需资金的筹措主要包括引进资金、争取贷款、通

过开展多种经营获取等途径; 积极争取当地政府专项拨款和

申请国家保护与建设专项扶持资金 ; 采取多种投融资渠道 ,

以“谁投资、谁受益”的投资政策, 吸引多方资金, 进行各种工

程项目的开发建设。

3 .5 效益评价

3 .5 .1  经济效益评价。湿地旅游是集生态、社会、经济为一

身的综合产业, 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协调、支持和参与, 才能

真正把湿地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才能真正实现生

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预测, 艾溪湖湿地公园建设

项目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经济效益较好, 有一定的抗风险

能力, 项目的实施对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5 .2 生态效益评价。艾溪湖湿地公园在建设过程中 , 将

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湿地公园建成后, 通过落实各项

保护措施, 将进一步加强对湿地资源、各类景观资源、野生动

物资源的保护, 必将促进整个区域内生态经济的建设, 有效

地保护和逐步改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通过大力保护和培

育使现有的地带性植被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 从而使湿

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走向良性循环。

另外, 保护湿地资源、湿地景观, 保持其净化环境功能 ,

能为世人创造一个优美洁净的环境 , 提高人类生存质量, 开

展湿地旅游能满足现代人渴望回归大自然的愿望及对健康

和精神享受的追求, 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3 .5 .3 社会效益评价。湿地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

乐、避暑度假、科普教育的良好去处, 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更

高层次的需求, 为普及湿地科学知识, 教育公民热爱大自然、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素材。通过湿地

旅游资源的开发, 必将促进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而

带动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 最终建立起具

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 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提高人们的生活

水平, 扩大就业, 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湿地公园是南昌

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将进一步扩大南昌乃至全省经济、文

化领域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 让世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江

西、了解南昌山水风光、乡土民情及丰富的湿地资源。同时 ,

外来游客将带来新的文化思想、商业信息和新技术、新观念 ,

而且通过湿地公园这个对外交流的窗口, 将为引进技术、人

才、资金创造良好条件, 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3 .6  环境影响评价 艾溪湖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是以湿地自

然生态为对象, 使环境恢复、重建和不断改善为主要目的的

生态项目, 其建设和运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都是可以控制和

预防的。同时, 通过对湿地的科学保护、恢复与重建, 可以逐

步恢复湿地的生态功能 , 完善湿地生态系统, 为动植物尤其

是水禽鸟类提供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 , 从而提高生物多样

性, 因此对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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