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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针对公众围绕枢纽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

质疑 ,通过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的分析, 提出了鄱阳湖的生态保护目标与主要保护对象, 论述了鄱阳湖近年

来出现的水量不足、水质恶化、湿地退化、渔业资源萎缩等主要生态问题,介绍了目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构想,

分析了枢纽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展枢纽工程的科学论证与科学规划, 进行生态系统设计,

实行阶梯式水位、适应性生态调度和动态化科学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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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的提出引起了国内许

多专家、学者和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是下游省份的热

烈讨论,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鹤类基金会 ICF、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 等)对此也十分关注,并表现出

极大的忧虑意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水利枢纽工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以

及水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上, 学者与公众对于枢纽

对湖泊生态影响的/存在性0的认识是一致的, 但对

影响程度的认识相差甚远。目前的争论主要围绕鄱

阳湖水利枢纽应不应该建的问题。如果建, 是建坝

还是建闸? 建成后如何调节湖泊水位, 使之即能满

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湖泊生态

需要? 争论体现了: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

/度0的衡量;公众高涨的生态保护意识与不明确的

生态保护目标的矛盾, 以及由于目前理论与基础研

究资料缺乏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对枢纽工

程对鄱阳湖的/真实生态影响0难以确定等。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带来的湖泊湿地水文过程

改变、水生生物通道的阻隔、越冬候鸟栖息地的变

化、湿地草洲面积类型与功能的演变、湖区水质富营

养化的风险等生态影响是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也是

水利枢纽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认识鄱

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明确生态保护目

标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基于这一认识, 本

文概要性地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构想与鄱阳

湖湿地生态主要保护对象,以期为湖控枢纽工程的

决策提供参考。

1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特点与生态保
护目标

1. 1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特点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是江西省境内绝

大部分地表水的汇集中心,也是泥沙运移与堆积的

中心,为过水性、吞吐型的浅水湖泊 [ 1] ,位于长江中

游和下游连接处的南部。受长江倒灌水和/五河0流

域来水的两重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水文过程,丰

枯水位变化大,水量丰沛,这也使鄱阳湖湿地生态系

统拥有了不同于一般湖泊湿地的特点。

( 1) 鄱阳湖是一个完整的流域生态单元。鄱阳

湖汇集江西境内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

流及博阳河、漳田河、潼津河、西河的来水,经调蓄后

由湖口汇入长江, 流域面积162 225 km
2
, 是一个完

整的流域,其中 961 8%在江西省境内, 基本上以省



的行政边界形成了一个水陆生态系统, 如此完整的

生态单元在全国是极其少见的。

( 2) 鄱阳湖是江西省全省生态状况一个综合反

应体。江西全省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几乎都可

以通过鄱阳湖水系汇入鄱阳湖, 水体带来了营养物

质、污染物、泥沙、生物资源等,使其与全省生态状况

紧密联系在一起。

( 3) 鄱阳湖具有周期性的水位变化规律, 生态

水文过程复杂。根据湖口、星子、都昌和康山 4 站

1956~ 2008年水文资料分析, 历年年平均水位为

121 8 ~ 151 2 m ( 吴淞高程 ) , 历年年最高水位为

221 41~ 221 59 m, 历年年最低水位为 51 90~ 121 09
m(图 1为星子站历年特征水位)。湖区各站年最高

水位发生在 6~ 7月份的占 75%, 枯水期一般在 10

~ 3月,年最低水位发生在 12~ 1月占 72%。水位

在年内变幅较大,年内变幅大小取决于五河入湖水

量在年内的变化和长江水位湖口的变化, 这也影响

到湖面面积、容积和水深在年内的变化。湖口、星

子、都昌、和康山 4个代表站的水位变幅, 下游站大

于上游站, 年水位变幅最大为 81 91~ 141 04 m ,年水

位变幅最小为 31 54~ 91 59 m。湖水水面落差在洪

枯水季节相差较大,高水位时期, 湖面宽广, 水面起

伏不定。湖泊来水量存在明显的时空不均衡性。

图 1 鄱阳湖星子站特征水位比较

F ig. 1 Var iations o f Water G radient in Xing zi

Stat ion of Poyang Lake

( 4) 鄱阳湖地貌复杂, 湿地类型多样, 是由众

多湖泊群组成的一个复合体。鄱阳湖湖底地貌有火

焰山、峡谷、盆地、丘陵、河床, 更有堆积深厚的低于

海平面数米的带状砂床等各式地貌。由于水位和水

域面积的变化, 造成鄱阳湖各湿地类型的动态变化,

高水位时以湖泊为主体, 水位低时以沼泽、草洲为主

体,成为湖泊、河道、沼泽、洲滩、岛屿湿地景观,呈现

水陆交替的生态景观。这种动态变化年复一年有规

律地波动着。在常水位以下, 鄱阳湖成为众多大小

不一的湖泊群形态,一是在湖区周边由人工堤坝与

主湖分隔的湖汊,为常年性湖泊,其水位不随主湖水

位而变化,如:军山湖、新妙湖、珠湖、南北港等, 总面

积达到 6061 78 km2 ; 二是在/五河0三角洲上由于人

工圩堤和泥沙的不均匀淤积作用, 出现了/久围成
塘0的现象, 大小不一的碟形洼地在枯水季节形成了

众多的小湖泊, 为季节性湖泊。这些季节性的小型

湖泊湖底高程多在 131 5~ 151 0 m (吴淞高程)。当

星子水位 16 m 时, 这些小湖泊开始渐次显现,当星

子水位降至 13 m 时(通常出现在9月中下旬) , 绝大

部分小型湖泊都显露出来,它们与鄱阳湖通江水体

相互分离, 互不联通, 成为鄱阳湖湖盆中的湖中之

湖。此时其水位主要受降水、蒸发、下渗等自然因素

和人为开闸放水(如湖区居民有/斩秋湖0的习惯)等

的影响,如汉池湖、蚌湖、常湖、大沙芳湖等。该类生

境条件也正是鄱阳湖冬候鸟越冬的主要栖息地和觅

食场所[ 2] 。

( 5)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

物物种多样性。已记录的鄱阳湖湿地动、植物物种

约 1 919 种, 在我国五大淡水湖中是最为丰富的。

其中湿地植物(水生植物) 327( 102)种, 浮游植物

319种,浮游动物 205种,昆虫 227种,底栖动物 282

种,虾蟹类 21种, 鱼类 136种, 两栖、爬行类 40种,

鸟类 310种, 哺乳类 52种[ 1]。尤其是水鸟种类极为

丰富,在世界水鸟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6)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易变性和脆弱

性。湿地生态系统对水环境因子有着很强的依赖

性,湿地生态水文过程直接影响着湿地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组成, 决定着湿地生物的生长和分布。湿地

生态系统对水生态因子的变化极其敏感, 鄱阳湖长

期以来形成的湿地水文过程发育了广阔的湿地植被

和多样化的生境类型, 其水文过程的改变使鄱阳湖

湿地类型和湿地结构以及其生境价值都将发生相应

变化。鄱阳湖湿地生境受水位变化影响大,植被发

育与淹水时长、出露时间密切相关。鄱阳湖湿地植

物的空间分布受到水分因子的调控, 不同种植物分

布的高程不一, 表现出对水分的不同需求。由于鄱

阳湖周期性的水位变化, 使得洲滩出露的时间长短

不一,因而在洲滩不同高程上发育出不同的植被类

型,同一群落由于发育时间的差异, 在生物量、群落

组成上也表现出相应的波动
[ 3]
。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被认为是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类型[ 4]。湿地的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体现在: 湿地是初级生产力

最高的生态系统, 如南荻草洲; 调节自然界的淡水

量,具有抗干旱和抗洪水的能力;湿地在养分循环上

607 第 6期          葛  刚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与湿地生态保护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作为/自然之肾0在净化环境污

染物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鸟类等生物多样性很高。

崔丽娟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

评估,评价了鄱阳湖在涵养水源、调蓄洪水、降解污

染、固定 C和释放 O 2、保护土壤、营养循环和生物栖

息地等 8方面的货币化价值, 得到鄱阳湖湿地主导

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 31 627 @ 10
10
元

[ 5]
,可见鄱阳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十分强大的。

1. 2  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目标与主要保护对象

从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 其生态

保护的目标可以确定为: 保护并维持鄱阳湖湿地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湿地生态过程(物质

流、能量流、信息流、物种流)通畅性、湿地生境的高

异质性、湿地生物多样性以及鄱阳湖生态功能的可

持续性,维持湖泊生态安全格局。

鄱阳湖湿地主要保护对象有:

( 1) 湖泊水质环境  水环境质量是湿地生态系

统健康的重要基础, 鄱阳湖承纳了/五河0来水带来
的污染物质,由于其水量多、湖体大、换水周期短、自

净稀释能力强, 因而目前水质总体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江西省水利部门的监测分析, 全湖水质多年

( 1979~ 2008 年)均值为: pH 值为 71 2; 溶解氧为
81 2 mg / L ;游离二氧化碳为 31 7 mg/ L; 化学耗氧量

为 11 5 mg/ L ; 阳离子总量为 221 2 mg / L ;阴离子总

量 601 6 mg/ L ; 总铁为 01 7 mg/ L ; 总磷为 01 1 mg/

L; 总氮为 01 9 mg/ L; 生化需氧量为 21 1 mg/ L。各

种污染物全年入湖总量为: 硝酸盐氮22 900 t / a; 亚

硝酸盐氮5 000 t / a; 氨氮22 000 t / a; 化学耗氧量

213 000 t / a;酚 550 t / a;氰化物1 160 t / a; 砷 430 t /

a; 铜 900 t / a; 锌40 400 t / a; 铅 760 t / a; 镉 75 t / a。

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入湖污染物存在加剧的

风险,必须从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角

度,加强水环境治理,确保湖区/一湖清水0。

( 2) 湿地草洲生态系统  鄱阳湖水位变化形成

了大面积的水陆交替的草洲, 发育着茂盛的以苔草

( Car ex spp. )群落、南荻( T riar r hena lutar ior ipar-

ia)群落为主的湿地植被, 这是湿地物质生产、养分

循环、降解污染物、承载生物多样性的基础。鄱阳湖

湿地植物群落类型多样,有 48个群系
[ 3]
, 在维持湖

泊生态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 3) 候鸟及其生境  鄱阳湖已调查到的鸟类有

17目 55 科 310 种, 冬候鸟约占 50% ; 夏候鸟约占

30% ;留鸟约占 20%。其中水禽 (包括目、鹈形

目、鹳形目、雁形目、鹤形目、鸻形目和鸥形目的鸟

类)为 124种, 占鸟类总种数的 40%。国家 Ñ级保

护的有 10种, Ò级保护的 44种,列入5IUCN 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6鸟类 19 种(其中极危 1种、濒危 4

种、易危 14种) ,数量超过国际重要湿地 1%标准的

16 种。属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中保护的鸟类有 153

种,属于中澳候鸟保护协定中保护的鸟类有 46种。

据鄱阳湖 2005~ 2009年的环湖调查,鄱阳湖有水鸟

29万~ 73万只,其中分布数量超过 1万只的子湖泊

有 26处 [ 6~ 10] (图 2) , 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区南部的

/五河0河口三角洲上, 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南矶山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最为集中。由于不

同鸟类对生境的要求不同,它们各自占据着特定的

生态位,保护多样化的候鸟栖息、觅食的生境是候鸟

保护当中最为关键的条件。

2  鄱阳湖湿地面临的生态问题

由于鄱阳湖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降雨时空分

布不均以及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湖区洪、

涝、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受上游

水库蓄水和流域气候变化使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

水位偏低且持续时间长, 造成鄱阳湖水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湖区及周边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环境

差,血吸虫病猖獗且不断反复,入湖水体的水质日渐

变差,鄱阳湖湿地所面临的生态压力不断增大, 出现

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突出的表现在:

( 1) 鄱阳湖入湖水量不断减少,枯水期延长,水

面积不断下降

在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降雨格局改变的情况

下,鄱阳湖流域降水量不断下降(图 3) ,流域入湖水

量减少,加上三峡工程等水利工程的拉空影响[ 13] ,

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连创新低,与历史低水位相比枯

水期来得早且持续时间长(表 1)。2006年 8~ 11月

星子站最低水位均低于历史同期最低值, 10 月上中

旬偏低 6 m 以上, 10 m 以下水位出现时间较正常年

提前 75 d, 有 65 d 实测水位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

位。2007年 10、11、12月 3个月星子站平均水位分

别较正常年份偏低 21 38、31 11和 21 30 m ;都昌站在

12月 26 日、次年 1 月 12 日、18 日 3 次分别出现

81 60、81 15和 81 05 m 的历史最低水位。2009 年 1

月 26日,都昌站水位 71 99 m, 再创历史新低, 鄱阳

湖区水面积同期相比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图 4)。

( 2) 湖区水质呈下降趋势

根据江西省水利厅 1979~ 2008年对鄱阳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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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鄱阳湖冬候鸟主要分布范围

F ig. 2 Main D istribution A reas o f M ig rato ry Birds in Poyang Lake Basin
 

质监测数据, 对不同时期的水质进行评价结果见

表 2。20世纪 80年代,鄱阳湖水质以 Ñ、Ò类水为

主,呈缓慢下降趋势; 90 年代至 2002 年水质仍以

Ñ、Ò类水为主, Ó类水所占比重上升; 2003 年以

后,水质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

( 3) 湿地退化严重

由于鄱阳湖湿地水文过程的变化, 低水位出现

早且维持时间长, 使洲滩出露时间延长。洲滩植被

发生新的演替,各植被带有向湖心推进的趋势, 在湖

区 17 m 以上的高滩地, 湿生植被退化逐步为中生

性草甸替代,外来入侵种增多
[ 12]

,苔草群落向湖心缓

慢扩张;而111 0~ 121 5 m 高程范围内大面积泥滩显

现,以马来眼子菜和苦草为优势种的沉水植被萎缩。

( 4) 渔业资源衰退

近 20 a 来,鄱阳湖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渔捞强

度不断加大。据省渔政部门的统计, 20 世纪 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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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为 21 10 @ 104 t / a, 60 年代末为 11 74 @ 104 t / a,

70年代末降至 11 36 @ 104 t/ a, 进入 21 世纪达到

31 93~ 21 86 @ 10
4
t / a

[ 2, 14]
。从渔获物分析, 种类减

少, 群体结构年龄化、小型化现象严重。主要原因

有:大量有害渔具渔法的使用,流域水利工程和围堵

湖汊使经济鱼类的产卵场和育肥场受到破坏, 湖区

水面积的减小使鱼类栖息生境受到压缩,采砂、水环

境污染对渔业资源也带来了较大的破坏 [ 14]。

图 3 鄱阳湖流域降水量的变化

Fig. 3 Annual Var iation o f Rainfall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表 1  星子水位站枯水位情况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s of Water Level in the D ry Season of X ingzi Station

年份 年最低水位
(吴淞高程, m)

出现月日
10 m 水位以下

初始日期 持续天数

9 m 水位以下

初始日期 持续天数

8 m 水位以下

初始日期 持续天数

1963 7. 15 02-08 12-17 24 12- 25 6 0

1978 7. 42 12-28 12-03 28 12- 11 20 12-02 11

2003 7. 93 12-31 11-09 52 12- 02 20 12-03 2

2004 7. 11 02-04 12-05 26 12- 17 14 0

2005 8. 20 12-31 12-05 26 12- 19 12 0

2006 7. 80 02-14 09-28 94 12- 14 27 12-29 3

2007 7. 27 12-02 11-01 60 11- 15 46 12-04 27

图 4  鄱阳湖区水面积

Fig. 4  Surface A rea of the Poyang Lake

表 2  鄱阳湖湖区水质评价

Tab. 2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o f Poyang Lake

时   间 Ñ、Ò类水% Ó类水% 劣Ó类水%

1979~ 1980
全年 85. 0 14. 9 0. 1

枯水期 75. 0 19. 3 5. 7

1990~ 2002
全年 70. 0 29. 9 0. 1

枯水期 67. 9 30. 1 2. 0

2003~ 2008
全年 47. 3 27. 3 25. 4

枯水期 45. 7 24. 8 29. 5

  ( 5) 鄱阳湖水位已受到人为调控的影响

鄱阳湖水位及其变化已不再是纯天然状态, 在

湖区内由于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大面积的围垦和湖

汊的人工控制, 通江水体的面积已大为压缩; 在/五
河0流域几乎都建有大型水利工程对入湖水量进行

调控,如赣江的万安水电站、仙女湖水电站, 以及在

建的石虎塘、峡江水利枢纽,修河的拓林水库, 抚河

的洪门水库等。而出湖水量则受到长江上游水利枢

纽的影响,按照三峡水库的蓄水方案,在 10月三峡

水库蓄水期间, 长江宜昌多年平均流量由19 000

m3 / s降到11 000 m3 / s, 减少了8 000 m3 / s , 使湖口

水位降低 11 5~ 21 0 m。11月初水位较正常年份降

低最多,在这期间,由于湖口长江水位偏低的拉空作

用, 使鄱阳湖出湖水量较常年增加约 30 多亿

m
3 [ 11]

,加之五河来水补充不足,形成持续 3~ 4 个月

的枯水期。可见, 湖区水位尤其是枯水位已不是天

然状态了。

3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设想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构想最早由孙中山先生

在 20世纪初提出,要在湖口建闸以联通赣粤水路航

运的交通方略。20 世纪 50年代, 时任江西省政府

主席的邵式平也提出建闸挡长江洪水倒灌设想。

1950年,袁良君先生写了5鄱阳湖湖口建闸蓄水意

见书6, 书中认为湖口建闸蓄水可一举改善赣江、饶

河等河流下游和鄱阳湖的航道, 终年畅通长江, 同时

拦蓄湖水, 旱期灌溉滨湖数十万公顷农田。1972

年,卫生部提出/鄱阳湖出口建闸,蓄水灭螺,结合综

合利用资源0的报告。1978 年, /人工控制鄱阳湖0

开始被江西省委、省政府逐步提上议题,随后完成了

5鄱阳湖控制工程研究6和5人工控制鄱阳湖研究综

合报告6等 11项专题报告。1987 年六届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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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期间, 部分代表再次提出/对鄱阳湖控制工

程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0的建议。直到 1995 年, 江

西省水利规划部门完善相关研究, 提出了5鄱阳湖控
制工程规划设想6,并于 2001年 7月编制完成了5鄱

阳湖控制工程课题研究报告6。此前的设想都是从鄱

阳湖及其流域的通航和防洪角度提出的。

2008年由江西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的构想, 2009年 12月 12 日, 国务院批准5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规划6,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研究、适时推进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0。

从保护/一湖清水0出发, 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

程进行了重新定位, 即:坚持/ 江湖两利0的原则, 按

/调枯不调洪0方式运行, 按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

求控制相对稳定的鄱阳湖枯水位,提高鄱阳湖枯水

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保护水生态水环境,根本解决

湖区干旱及生态缺水问题,改善湿地环境,减少钉螺

分布面积,提高航道等级,发展湖区旅游及渔业等方

面的综合效益。具体包括:

( 1) 保证鄱阳湖枯水期维持一定的水面及水体

(控制水位吴淞高程 16 m 时,相应湖面面积约3 000

km 2 ,水体约 80亿 m3 ) , 以达到保护和改善鄱阳湖

水生态环境、维持鄱阳湖一湖清水的规划目标;

( 2) 综合开发利用湖区水资源, 满足灌溉、供

水、航运、旅游、水产等综合利用要求,以适应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

需要;

( 3) 满足鄱阳湖血防灭螺的需要, 保证枯水期

控制水位以下的钉螺杀灭;并在一定时间段, 进行血

防灭螺特殊调度,同时辅以其他措施,实现对鄱阳湖

血吸虫病的控制,以保障湖区人民生命安全。

与以往方案不同,此次规划方案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针对鄱阳湖枯水季节水量不足的生态问题,

从维护鄱阳湖水资源与水生态安全角度出发, 以实

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为目标。

水利枢纽拟选择在鄱阳湖入江水道的屏峰山与

长岭山之间建闸。上距星子县城约 12 km, 下至长

江汇合口约 27 km, 工程控制鄱阳湖水系全部流域

面积。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湖面

宽约 21 8 km。闸轴线总长2 986 m, 其中,泄水段长

2 195 m,设计部门正在研究设置 2~ 3 孔大跨度( 60

m 以上)泄水闸以及枯水季鱼道和通航航道的工程

设计方案。

提出了工程实行/阶梯式水位,适应性调度, 动

态化管理0的运行方式,初步设想分为江湖连通期、

鄱阳湖闸蓄水期、三峡水库蓄水期、补偿调节期、低

枯水期等 5个时段。

江湖连通期( 4月 1日~ 8 月 31 日) , 闸门全部

敞开,江湖连通,水流、能量基本自由交换;

鄱阳湖闸蓄水期( 9月 1日~ 9月 20 日) ,在保

证闸下生态、航运、供水要求一定下泄流量情况下,

利用鄱阳湖洪水尾巴及鄱阳湖尚处较高水位时下闸

蓄水,水位一般控制在 161 5~ 171 5 m ;

上游水库蓄水期( 9月 21日~ 10 月 31 日) ,将

闸前水位由 161 0~ 171 5 m 降至 14~ 16 m左右;

补偿调节期( 11月 1日~ 12月 31日)和低枯水

期(次年 1月 1日~ 3月 31日) , 保证至少有 1孔低

底板闸门全开,按下游用水需求和候鸟习性科学调

控水位,达到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之目的。

4  水利枢纽与鄱阳湖湿地保护

生态系统对任何外来干扰都会发生相应的反

馈。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必将带来一系列新

的变化,枢纽给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的有利因素已形成共识,但对其给鄱阳湖湿地

生态系统带来什么影响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许多

科学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包括: 鄱阳湖水利枢纽

工程是否会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产生较大影

响? 是否会改变江湖关系,影响长江下游的用水安

全? 是否会对鄱阳湖生物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 是

否会对鄱阳湖湿地及候鸟越冬产生较大影响? 是否

会对水生动物及鱼类洄游产生不利影响? 是否会对

湖区水质产生较大影响? 对湖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实

际作用如何? 等等。

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角度, 水利枢纽如何控制

湖区水位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水位的周期性变化

是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固有的基本特征, 广阔的洲

滩湿地植被发育、数量众多的越冬候鸟栖息觅食、湿

地营养物质的循环等都依赖于水位的变化。以冬候

鸟栖息地为例,枯水季节/五河0三角洲上的季节性

子湖泊是其主要栖息觅食场所, 每年 10月中下旬冬

候鸟开始进入鄱阳湖, 此时的鄱阳湖水位正逐步下

降,各类型湿地生境渐次显现,为候鸟越冬提供了大

量食物资源,取食生态位各异的鸟类都能在湖区找

到其适宜的生境条件。如果枢纽工程水位控制不合

理,使得鸟类的栖息觅食生境不能出露,或水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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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下落, 势必对候鸟的栖息与觅食造成困难。图

5反映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不同水位条件

下候鸟栖息生境的变化。

图 5  不同水位下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候鸟栖息地

F ig . 5  Habitats o f M ig rato ry Birds in Different Water Levels of Poyang Lake Natur al Reser ve

水利枢纽对水位的调节应从湿地生态保护出

发,根据湿地植被的分布格局和湿地植物的发育节

律以及候鸟觅食与栖息的生境要求,鱼类和水生动

物洄游的要求等,实行阶梯式水位,科学合理地制定

调度方案,实行生态调度,只能这样才能解决鄱阳湖

在枯水季节的生态需水,有利于水生植被的发育,也

可遏制渔业资源的退化,还可为血吸虫病的防治提供

一条新途径,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策略。

5  结语

鄱阳湖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 也是湖

区人们创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典范,经历

了上千年的繁荣与发展, 人类活动的干扰从未停止

过,鄱阳湖早已不再是纯自然的湖泊生态系统, 而是

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和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 鄱阳湖湿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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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处在一个急骤变化时期, 尤其是三峡工程蓄

水后改变了江湖关系, 改变了鄱阳湖湿地生态水文

过程,使生态系统呈现出退化的趋势,加大了鄱阳湖

生态保护的难度,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构想的提出

又增加了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变化方向的不确定

性。

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0, 维持湖泊生态系统
健康是一项历史性责任。生态系统设计的思想已被

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15] ,由此不妨把鄱阳湖水利

枢纽工程转变为一项生态工程, 以鄱阳湖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为目标, 在科学论证、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开展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设计, 实行适应性生态调

度与动态化科学管理, 使之有利于湿地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维持,有利于生态修复与生物群落发育,有利

于污染物吸收降解和营养物质的良性循环, 有利于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真正做到兼顾湿地生态保

护与湖区生态经济发展, 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中的一个生态建设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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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H ydr aulic pro ject is an impo rtant part of Ecolog ical Economic Zone Program in the Poyang

Lake. The characters o f the w et land ecolo gical system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w ere analy zed, based on

the public quest ions concern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may be brought by the project . T he goal and primary

objects o f pro tection w ere proposed, w hile the main eco logical pr oblems, such as the sho rtag e of w ater, the

w orsening of w ater quality, w et land degradat ion and the decline o f f ishery resour ces w ere discussed. The

idea of the pr oject w as intr oduced and the possible ef fects w ere analyzed. M oreover, some suggest ions such

as to carry out scient if ic demonst rat ing and scheming , to design the ecolog ical system, and to execute ade-

quate ecolo gical operat ion and dynamic management w ere pr opound.

Key words: Poyang Lake; hydraulic project ; w et land; ecolog ical protect ion; eco logical oper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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