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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遥感解译、实地查勘、调研咨询和历史资料收集等方法对红碱淖流域的湿地状况、生物状况、河湖连通

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红碱淖流域湿地面积萎缩，１９８７－１９９７年，流域湿地面积变化不大，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流
域湿地面积减少４０．２６ｋｍ２；红碱淖鱼类资源减少，虽然组成变化不大，但捕捞产量逐渐下降，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
鱼产量最高，年平均鱼产量５４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已无捕捞产量；红碱淖鸟类数量下降，如普通鸬鹚以前是
优势种，数量达到上千只，现在已经难以看到，雁鸭类、红嘴鸥等鸟类数量也有明显下降；河湖连通性受阻，大部分

入湖河流目前已干涸，尤其是上游建设小型水库和蓄水池，使河湖连通性进一步恶化。从自然条件变化和人为因

素两方面分析水生态退化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农业灌溉与植被耗水、能源及旅游开发和水利工程建设等影响

因素，并提出建立跨区域的流域综合治理体制、加强湿地管理、加强生物及栖息地保护和建立水生态监测体系等

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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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碱淖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和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交界地带，与毛乌素沙

漠相临，为沙漠淡水湖泊，素有“大漠明珠”之美称。

红碱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水禽、鱼

类等生物重要的栖息场所，在涵养水源、防沙降尘和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地具

有很高的生态地位，尤其是２００１年起世界濒危珍禽
遗鸥也迁徙到此，红碱淖的生态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近年来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红

碱淖水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环境恶化，进而影响到整

个流域的荒漠化进程，威胁流域生态安全。同时，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需求急剧增加，导致该

地区水事矛盾突出，水资源管理亟待加强。为协调

生态保护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迫切需要开展红碱淖流域水生态现状调查工作。

１　研究区域概况和水生态现状调查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及水系见图１。红碱淖主要由扎萨克

河、松道沟河、蟒盖兔河、七格素河、尔林兔河、庙壕

河和木独石梨河 ７条河流汇集而成，流域面积为

１４９３ｋｍ２，其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 ８２１ｋｍ２，占
５５％，其余属陕西省神木县。

图１　研究区域及河流水系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

１．２　水生态现状的调查方法
红碱淖流域无水文站和水质监测站，研究基础

十分薄弱。根据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总院

《水工程规划设计生态指标体系与应用指导意见》

（水总环移［２０１０］２４８号）和《全国主要河湖水生态
保护与修复规划》技术大纲，针对红碱淖流域水资

源、水生态特点，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取性，选

择了湿地状况、生物状况和河湖连通状况等为重点

调查对象，应用遥感解译、实地查勘、调研咨询和历

史资料收集等方法综合开展调查（见表１）。



表１　水生态因子调查方法
Ｔａｂ．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调查因子 调查方法

　湿地
流域湿地 遥感解译、实地查勘

湖泊
遥感解译、历史资

料收集、实地查勘

　生物
鱼类 资料收集、调研咨询

鸟类 资料收集、实地查勘、调研咨询　

河湖连通状况 实地查勘、调研咨询

２　水生态现状的调查结果

２．１　湿地状况
２．１．１　流域湿地状况　根据２０１０年遥感影像解译
结果 （见图 ２），红碱淖流域湿地总面积为
５２．６１ｋｍ２，占流域总面积的 ３．５２％。主要以湖泊
湿地为主，占湿地总面积的７２．６９％，其次是河流湿
地，占湿地总面积的１７．４２％、水库坑塘占８．１９％，
沼泽占１．７０％。湖泊湿地主要分布在湖区，伊金霍
洛旗的蟒盖兔河区和扎萨克河区也有小面积湖泊分

布；河流湿地主要分布于支流，水库坑塘主要分布于

蟒盖兔河区和扎萨克河区，其他分区相对较少。从

不同的行政区来看，湖泊主要分布于神木县，水库坑

塘主要分布于伊金霍洛旗。

图２　红碱淖流域２０１０年湿地分布
Ｆｉｇ．２　Ｗｅｔ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Ｂａｓｉｎｉｎ２０１０

根据不同年份的卫星影像解译结果（见表２），
红碱淖流域湿地面积变化以１９９７年为分水岭，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年，流域湿地面积增加０．０２ｋｍ２，面积变化

表２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红碱淖流域湿地面积变化
Ｔａｂ．２　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１９８７ｔｏ２０１０ ｋｍ２

类型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１０年

湖泊 ５７．４７ ５４．３８ ６２．０７ ４２．１８ ３８．２７
水库坑塘 ０．８３ １．０１ １．０３ ０．６４ ４．３１
河流湿地 ３４．３６ ３６．９５ ２９．５２ １１．８２ ９．２２
沼泽地 ０．２８ ０ ０．３４ ０．９７ ０．９
合计 ９２．９４ ９２．３４ ９２．９６ ５５．６１ ５２．７０

不大；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流域湿地急剧萎缩，面积减少
４０．２６ｋｍ２。
２．１．２　湖泊状况　红碱淖湖泊湿地是流域湿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红碱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内陆湖

泊，只有８０年左右历史。清道光年间它还只是一片
沼泽地，每逢天旱，便无积水。洼地中心原有一条大

路贯穿南北，是蒙汉人民往来的重要通道。此地土

质含有大量红碱，因碱色发红，故称其红碱湿地。后

因积水形成湖泊，称其红碱淖（李登科，２００９）。红
碱淖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３个阶段（见表３）。

表３　红碱淖湖泊面积变化
Ｔａｂ．３　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Ｌａｋｅ

年代 面积／ｋｍ２ 变化过程

１９２９ １．３
１９４７ ２０
１９５８ ４０
１９６９ １００
１９７９ ７０

形成

１９８７ ５７．４７
１９９１ ５４．３８
１９９７ ６２．０７

稳定

２００４ ４２．１８
２０１０ ３８．２７

逐渐萎缩

　　注：１９７９年以前为历史资料推算数据。

２．２　生物状况
２．２．１　鱼类状况　根据《黄河水系渔业资源》、《陕
西省渔业环境状况公报》等文献记载，结合调研咨

询神木县水产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红碱淖有１４
种鱼类，隶属于 ２目３科（何志辉等，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红碱淖也有１４种鱼类，隶属于３目，４科。
２０００年之后没有再发现鳊鱼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９９５年之后，引入大银鱼 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
鱼类组成变化不大（见表４）。

根据渔业资源统计资料，１９５８－１９８２年，以
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鱼产量最高，平均产量５４ｋｇ／ｈｍ２，
１９８０年产量最低，年平均产量２．２５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１
年平均鱼产量７．０５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均无捕
捞产量。

２．２．２　鸟类状况　据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及陕西省
榆林市林业工作站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调查，期间共记录
水鸟８目 １４科 ７９种，其中夏候鸟 ３２种，旅鸟 ４５
种，迷鸟２种，无冬候鸟和留鸟（见表５）。国家１级
重点保护物种２种：遗鸥 Ｌａｒｕｓｒｅｌｉｃｔｕｓ和黑鹳 Ｃｉｃｏ
ｎｉａｎｉｇｒａ；国家Ⅱ级保护鸟类有６种：斑嘴鹈鹕Ｐｅｌｅ
ｃａｎｎｕ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白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大天鹅
Ｃｙｇｎｕｓｃｙｇｎｕｓ、小天鹅Ｃｙｇｎｕ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ｕｓ、蓑羽鹤

８４１ 第３３卷第２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２年３月



表４　红碱淖鱼类名录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Ｌａｋ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序号 种类 序号 种类

鲤形目Ｃｙｐｒ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形目Ｃｙｐｒ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１ 　　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ｊ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 １ 　　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ｊ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
２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２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３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３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４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４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５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５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６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６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７ 　　瓦氏雅罗鱼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ｗａｌｅｃｋｉ ７ 　　瓦氏雅罗鱼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ｓｗａｌｅｃｋｉ
８ 　　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８ 　　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９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９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１０ 　　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鳅科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１０ 　　达里湖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ｄａｌａｉｃａ
１１ 　　达里湖高原鳅Ｔｒｉｐｌｏｐｈｙｓａｄａｌａｉｃａ １１ 　　泥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ｉｓｈ
１２ 　　泥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ｉｓｈ １２ 　　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ｎａｅ
１３ 　　花鳅Ｃｏｂｉｔｉｎａｅ 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银鱼科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
　暇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１３ 　　大银鱼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

１４ 　　暇虎鱼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暇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１４ 　　暇虎鱼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ｖｉｒｇｏ和灰鹤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等。该湿地鸟类
主要以旅鸟为主，占５６．９％，而繁殖水鸟种类主要
是

!"

科、雁鸭类、
#

鹬类和鸥科，占４３．１％（肖红，
２０１０）。

近年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观察到有些种类数量

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普通鸬鹚以前是优势种，数量达

到上千只，现在已经难以看到；雁鸭类、红嘴鸥等鸟

类数量也有明显下降。

２．３　河湖连通状况
红碱淖主要由７条季节性河流汇合而成。根据

２０１１年５月现场查勘，大部分河流目前已干涸，仅
有七格素河和尔林兔河有非常小的水流注入红碱淖

湖泊，河湖连通性严重受阻。

根据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显示，７条支流水量
相对丰富的是扎萨克河和蟒盖兔河，但从２０１１年５
月现场查勘入湖处河流情况看，扎萨克河基本干涸，

蟒盖兔河水流非常小。因此，特地考察这２条河的
上游，并走访相关水利、环保部门，得知 １９９７年之
后，在扎萨克河和蟒盖兔河的上游修建有小型水库

和蓄水池，尤其是２００４年，在扎萨克河上游建设了
扎萨克水库，其１５０ｍ的拦河大坝使得该河下游完
全断流。可见，上游小型水库和蓄水池建设，使得河

湖连通性进一步恶化，阻隔加剧。

３　水生态退化原因及对策

３．１　水生态退化原因
３．１．１　自然条件变化　红碱淖近５０年来的多年平
均温度为８．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前期，
温度持续偏低，１９８４年最低，为７．３℃，是近５０年来
的最低温度；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前期，温度接近
多年平均值；９０年代后期至 ２０１０年，温度持续偏
高，升温幅度较大。近５０年来红碱淖年降水量有减
少趋势，平均年降水量为４２３．３ｍｍ，降水量最多为
８１８．１ｍｍ，出现在１９６７年，最少为１０８．４ｍｍ，出现
在１９６５年。从降水量多年平均来看，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红碱淖的降水量偏多，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前期，
降水量缓慢减少；９０年代后期至２０１０年，降水量偏
少趋势明显（李登科，２０１０）。气温上升，降水量减
少，红碱淖流域进入了一个相对干旱气候态，气候变

化是红碱淖水面面积萎缩、水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

３．１．２　人为因素　
（１）农业灌溉与植被耗水
根据对红碱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遥感解译，

其耕地和林草面积明显增加，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耕地
净增面积总计３３．１９ｋｍ２，占１９８７年耕地总面积的
１７．３３％；植被覆盖由１９８７年 的 ２８．９７％ 提 高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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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红碱淖鸟类名录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ｂｉｒ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Ｌａｋｅ

种名 数量等级 居留型 种名 数量等级 居留型

小
!"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 ＋＋ Ｓ 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 ＋＋ Ｓ
凤头鹈鹕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 ＋＋ Ｓ 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ａｔｒａ ＋＋＋ Ｓ
黑颈鹈鹕Ｐｏｄｉｃｅｐｓｎｉｇｒｉｃｏｌｌｉｓ ＋＋ Ｓ 凤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ｖａｎｅｌｌｕｓ ＋＋＋ Ｓ
斑嘴鹈鹕Ｐｅｌｅｃａｎｎｕ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Ｖ 灰头麦鸡Ｖａｎｅｌｌｕｓ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 Ｓ
普通鸬鹚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ｃａｒｂｏ ＋＋ Ｍ 金斑

#

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ｆｕｌｖａ ＋＋ Ｍ
苍鹭Ａｒｄｅａｃｉｎｅｒｅａ ＋＋ Ｓ 灰斑

#

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ｓｑｕａｔａｒｏｌａ ＋ Ｍ
大白鹭Ｃａｓｍｅｒｏｄｉｕｓａｌｂｕｓ ＋＋ Ｓ 剑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ｈｉａｔｉｃｕｌ ＋ Ｍ
池鹭Ａｒｄｅｏｌａｂａｃｃｈｕｓ ＋ Ｓ 金眶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ｄｕｂｉｕｓ ＋＋＋ Ｓ
大麻?Ｂｏｔａｕｒｕｓ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ｓ ± Ｍ 环颈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ｎｕｓ ＋＋＋ Ｓ
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 ＋ Ｍ 铁嘴沙

#

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ｕｓ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ｌｔｉａ ＋＋ Ｍ
白琵鹭Ｐｌａｔａｌｅａｌｅｕｃｏｒｏｄｉａ ＋＋ Ｍ 中杓鹬Ｎｕｍｅｎｉｕｓｐｈａｅｏｐｕｓ ＋ Ｍ
大天鹅Ｃｙｇｎｕｓｃｙｇｎｕｓ ＋＋＋ Ｍ 黑尾塍鹬Ｌｉｍｏｓａｌｉｍｏｓａ ＋ Ｍ

小天鹅Ｃｙｇｎｕ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ｕｓ ＋＋ Ｍ 鹤鹬Ｔｒｉｎｇａ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ｕｓ ＋＋ Ｓ
鸿雁Ａｎｓｅｒｃｙｇｎｏｉｄｅｓ ＋＋ Ｍ 红脚鹬Ｔｒｉｎｇａｔｅｔａｎｕｓ ＋＋ Ｓ
豆雁Ａｎｓｅｒｆａｂａｌｉ ＋＋ Ｍ 青脚鹬Ｔｒｉｎｇａｎｅｂｕｌａｒｉａ ＋ Ｍ
雁Ａｎｓｅｒａｎｓｅ ＋＋ Ｍ 白腰草鹬Ｔｒｉｎｇａｏｃｈｒｏｐｕｓ ＋＋ Ｍ

斑头雁Ａｎｓｅｒｉｎｄｉｃｕｓ ± Ｍ 林鹬Ｔｒｉｎｇａｇｌａｒｅｏｌａ ＋ Ｍ
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 Ｓ 矶鹬Ｔｒｉｎｇａ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ｏｓ ＋＋ Ｍ
翘鼻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ｔａｄｏｒｎａ ＋＋ Ｓ 灰尾漂鹬Ｔｒｉｎｇａ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 Ｍ
针尾鸭Ａｎａｓａｃｕｔａ ＋ Ｍ 翻石鹬Ａｒｅｎａｒｉａ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ｓ ＋ Ｍ
绿翅鸭Ａｎａｓｃｒｅｃｃａ ＋＋＋ Ｓ 针尾沙锥Ｃａｐｅｌｌａｓｔｅｎｕｒａ ＋ Ｍ
花脸鸭ＡｎａｓＦｏｒｍｏｓａ ＋ Ｍ 扇尾沙锥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ｇａｌｌｉｎａｇｏ ＋ Ｍ
罗纹鸭Ａｎａｓｆａｌｃａｔ ＋ Ｍ 红腹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ｃａｎｕｔｕｓ ＋ Ｍ

绿头鸭Ａｎａｓ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 Ｓ 长趾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ｓｕｂｍｉｎｕｔａ ＋ Ｍ
斑嘴鸭Ａｎａｓｐｏｅｃｉｌｏｒｙｎｃｈａ ＋＋ Ｓ 青脚滨鹬Ｃａｌｉｄｒｉ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 ＋ Ｍ
赤膀鸭Ａｎａｓ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 Ｓ 黑翅长脚鹬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ｈｉｍａｎｔｏｐｕｓ ＋＋＋ Ｓ
颈鸭Ａｎａｓ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 Ｓ 反嘴鹬Ｒｅ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ａａｖｏｓｅｔｔａ ＋＋＋ Ｓ

白眉鸭Ａｎａｓ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 ＋＋ Ｍ 普通燕
#

Ｇｌａｒｅｏｌａｍａｌｄｉｖａｒｕｍ ＋ Ｓ
琵嘴鸭Ａｎａｓｃｌｙｐｅａｔａ ＋＋ Ｍ 银鸥Ｌａｒ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Ｍ
红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ｓｆｅｒｉｎａ ＋＋ Ｍ 渔鸥Ｌａｒｕｓｉｃｈｔｈｙａｅｔｕｓ ＋ Ｍ
白眼潜鸭Ａｙｔｈｙｓｎｙｒｏｃａ ＋ Ｍ 红嘴鸥Ｌａｒｕｓ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 Ｍ
头潜鸭Ａｙｔｈｙｓｆｕｌｌｇｕｌａ ＋＋＋ Ｍ 遗鸥Ｌａｒｕｓｒｅｌｉｃｔｕｓ ＋＋＋ Ｓ
赤嘴潜鸭Ｎｅｔｔａｒｕｆｉｎａ ＋＋ Ｍ 棕头鸥Ｌａｒｕｓｂｒｕｎｎ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Ｓ
鹊鸭Ｂｕｃｅｐｈａｔａｃｌａｎｇｕｌａ ＋＋＋ Ｍ 须浮鸥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ｈｙｂｒｉｄａ ＋＋ Ｓ
斑头秋沙鸭Ｍｅｒｇｕｓａｌｂｅｌｌｕ ＋ Ｍ 白翅浮鸥Ｃｈｌｉｄｏｎｉａｓ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ｓ ＋＋ Ｓ
普通秋沙鸭Ｍｅｒｇｕｓｍｅｒｇａｎｓｅ ＋ Ｍ 鸥嘴噪鸥Ｇｅｌｏ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 Ｓ

灰鹤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 Ｖ 普通燕鸥Ｓｔｅｒｎａｈｉｒｕｎｄｏ ＋＋＋ Ｓ
蓑羽鹤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ｖｉｒｇｏ ± Ｍ 白额燕鸥Ｓｔｅｒｎａ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 Ｍ
小田鸡Ｐｏｒｚａｎａｐｕｓｉｌｌ ± Ｓ 普通翠鸟Ａｌｃｅｄｏａｔｔｈｉ ＋ Ｓ
董鸡Ｇａｌｌｉｃｒｅｘｃｉｎｅｒｅａ ± Ｍ

　　注：＋＋＋表示优势种、＋＋表示常见种、＋表示少见种、±表示极少见种；Ｒ－留鸟、Ｓ－夏候鸟、Ｗ－冬候鸟、Ｍ－旅鸟、Ｖ－迷鸟。

表６　红碱淖流域主要河流基本情况
Ｔａｂ．６　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Ｂａｓｉｎ

序号 河名 位置 流域面积／ｋｍ２ 河长／ｋｍ 入湖处河流状况

１ 扎萨克河 内蒙古 ３５６．０ ３３．８９ 基本干涸

２ 松道沟河 内蒙古 ２９．３ ５．３６ 平时干涸，当地下雨时有水

３ 蟒盖兔河 内蒙古 ３８５．７ ３０．５７ 平时干涸，当地下雨时有水

４ 七格素河 陕西 ３５１．３ ２０．０８ 有水，水量小

５ 尔林兔河 陕西 １３０．１ ６．０３ 有水，水量小

６ 庙壕河 陕西 １３９．２ ９．３３ 干涸，已经２０多年无水
７ 木独石梨河 内蒙古 ３５．９ １７．０５ 干涸，２００５年开始干涸

　　注：在１∶５万地图上量算的河长、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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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的６０．５９％，耗水也随之增加。在气候干旱
的背景下，农业灌溉与植被耗水的增加直接影响到

红碱淖的入湖水量，从而引起湖泊水面面积萎缩，水

生态退化。

（２）能源及旅游开发
红碱淖周围能源极为丰富，又具备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在能源及旅游开发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带

来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对原始生境的破坏和干扰对

红碱淖的地表水、地下水及生态环境产生负效应。

（３）水利工程建设
札萨克河和蟒盖兔河是红碱淖湿地的主要补给

水源，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期间，内蒙古在这２条河流上
游修筑了多个小型水库及蓄水池（李登科，２００９），
由于河流水被拦截，使得流入红碱淖的水量减少，这

也是造成水生态退化的原因之一。

３．２　保护对策
３．２．１　建立跨区域的流域综合治理体制　目前，红
碱淖流域跨陕西和内蒙两省区，应当建立跨区域的

流域综合治理体制，以流域为单元防治水土流失、保

护生物多样性、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类生存环境质

量和建设良好生态秩序，通过建立跨区域的流域综

合治理体制，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协调上下游

用水，合理配置生产、生活及生态用水。

根据水资源状况及生态保护目标的需水要求确

定合理湖泊湿地保护规模，再根据水量平衡核算适

宜的入湖水量。对生态改善和环境治理建设工程的

需水及保障程度进行严密论证，大力引进先进节水

技术、设施，节约用水，重复循环利用水资源，提高用

水效率，减少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开采利用，以保障

红碱淖入湖水量。

３．２．２　加强湿地管理　目前，红碱淖湿地依托风景
区进行管理，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因而需要建立一

个统一的、有权威的湿地机构，负责红碱淖湿地保护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积极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依据《湿地公约》确定国家重要湿地的标准，红

碱淖完全有资格列入“名录”，因此应积极申报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２）严格限制和控制湿地能源和旅游资源开发
应对各类开发活动进行严格管制，尽可能减少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严格限制湖区周边地区农

业开发、生态林建设、能源开发等耗水项目开发，已

规划的开发基地，必须进行需水论证和生态环境影

响评估，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的承受能力和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控制旅游开发，对规划的旅游规划需

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使不利影响控制在尽可能

小的空间范围之内。

（３）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
根据现状调查，红碱淖湿地具有两个良性循环

生态系统，一是以红碱淖湖泊为主体的内陆湖泊水

体生态系统，二是湖泊周围陆地风沙区农林牧渔综

合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对于水体生态系统，主要

是保证湖泊入湖量，补给水源范围内严格控制污染

源，对于湖泊周围陆地风沙区，尤其是环湖１ｋｍ范
围内，科学开展生态改善和环境治理工程，强化退耕

禁牧，淡化人工造林，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恢复为

辅改善局部地区生态条件。

３．２．３　加强生物及栖息地保护　
（１）维持湖心岛适宜面积，保障遗鸥繁殖生境
湖心岛是遗鸥生存的关键，必须保证在遗鸥繁

殖期５－７月内有适宜的面积，即湖心岛面积维持在
５～８ｈｍ２范围。一方面是要保证入湖水量，使湖水
水面保持适宜面积，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紧

急措施，比如，在水面面积较大，水位升高，湖心岛被

水面淹没无法保证一定面积的情况下，采取填湖造

陆措施；在水面面积萎缩，湖心岛面临消失的情况

下，挖断湖心岛与岸边的联系，保证湖心岛不消失。

（２）加强管理，避免人类活动对遗鸥产生干扰
把遗鸥赖以生存的湖心岛及外扩１００ｍ范围划

定为特殊保护区域，在此区域内，除特殊情况外，禁

止任何人进入，在特殊保护区外围２００ｍ设置缓冲
带，该区域只允许遗偶的管理人员或科研人员因工

作需要适当地进入。

（３）保护湖周生态环境，确保遗鸥食物充足
在环湖１ｋｍ实施植被恢复、天然林保护、封山

禁牧及环湖绿化工程，保护及改善湖周生态环境，为

鸟类特别是遗鸥栖息繁殖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和良

好的生存环境。

３．２．４　建立水生态监测体系　红碱淖流域水生态
保护工作十分薄弱，迫切需要建立水生态监测体系，

开展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监测。

（１）湿地监测
充分利用卫星遥感、飞机航测、地面监测等手

段，对湖水水面面积、植被分布等因子开展监测，掌

握湖水水面面积、植被等变化动态，为红碱淖湿地保

护和利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２）水环境监测
在红碱淖流域建立水文水质监测站点，观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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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水质、水温等变化情况和７条支流水位、流
速、流量、水质、水温等变化情况；在红碱淖周边布设

地下水监测井网，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研究其对湖

水的补给规律。

（３）鸟类和鱼类监测
观测鸟类的种类、数量、停留时间、栖息环境，观

测繁殖鸟类的繁殖场分布，鸟类栖息繁殖所需的水

域面积、水质条件及对食物的需求。监测鱼类的种

类、数量、分布及鱼类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等的分

布，以及鱼类生长、繁殖等所需的水流条件、水质条

件，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种类、数量及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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