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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洋淀湿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近年来,该湿地生态环境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面临着干

淀的威胁。对白洋淀生态环境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如水量减少、泥沙淤积、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加重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为维护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保其生态的安全, 提出了生态恢复方

案和具体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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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iyangdian w et land is the big gest freshwater lake in North China. However, its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deteriorates seriously and the lake is dry ing up.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ses the present ecolog ical env-i

ronment state of the lake and the problems it faces, such as the decrease in w ater volume, deposit ion of mud and

sand, decrease of biolog ical diversity and increase of pollut ion, and 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 and specif ic pro-

tection measures a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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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湿地是地球上重要而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它给

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

和生态效益,被誉为�地球之肾�,湿地与森林、海洋一

起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同时湿地的生物多样

性丰富,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经济

价值。因此,湿地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也是维护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

基因库,保护湿地意义十分重大。

1 � 白洋淀湿地概况

白洋淀地处华北平原中部。位于北纬 38�43��
39�02�, 东经 115�38�� 116�07�之间,白洋淀四周主要

以堤坝为界, 东至千里堤, 西至四门堤, 北至新安北

堤,南至淀南新堤,东西长 39. 5 km,南北宽 28. 5 km,

总面积 366 km2。行政区隶属保定市的安新县、高阳

县、雄县、容城县和沧州市的任丘市管辖,其中保定市

占总面积的 93%。当水位 8. 8 m (大沽高程, 下同)

时, 85. 6%的水域分布于安新县境内[ 1]。

白洋淀地处太行山东麓永定河冲积扇与滹沱河

冲积扇相夹峙的低洼地区, 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

汇水面积 3. 12 � 104 km2。淀内主要由白洋淀、烧车

淀、藻艹乍淀等大小不等的 143个淀泊和 3 700多条沟

壕组成,淀底高程 5. 5~ 6. 0 m。淀区属暖温带季风

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24. 9 mm,多年平均蒸发

量为 1 369 mm。降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80% 的降

水集中于 6 � 9月,且多以大雨或暴雨的形式出现, 往

往形成洪涝灾害。淀区降水年际变化同样悬殊, 如

1988年降水量 924. 1 mm, 1962 年降水量仅 210. 0

mm。有时出现连丰、连枯的现象,如 80 年代中期连

续 5 a干淀,是历史上干淀时间最长的一次[ 1]。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独特的自

然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 被人们誉为�华北明珠�, 于

2002年 10 月被河北省政府批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白洋淀广阔的水面和沼泽湿地对维护华北地区生态

系统平衡、调节河北平原乃至京津地区气候、补充地

下水源、调蓄洪水,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

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白洋淀被誉为华

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寒暑表。但由于近年来对白洋淀

湿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白洋淀湿地面临的

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2 � 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2. 1 � 气候变干,入淀水量减少,干淀次数增加

白洋淀位于大清河中游, 主要靠上游地区大气降

水形成的地表径流补给。因此,白洋淀的兴衰与气候

条件的变迁息息相关。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 白

洋淀流域气候发展总趋势是向着干旱方向发展, 60,

70, 80, 90年代, 2000 � 2003年间年平均降水量分别

为 552. 7, 555. 5, 456. 9, 497. 8, 370. 73mm(见图 1)。

降水量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径流量的减少,白洋淀流域

50, 60, 70, 80 年代的年径流量分别为 6. 93 � 109,

3. 75 � 109, 3. 07 � 109, 2. 05 � 109 m3[ 2]
。

图 1 � 最近 50 a来降水量变化柱状图

自 1958 年以来, 白洋淀各河上游陆续建成 134

座水库,总库容量达 3. 62 � 109 m3, 相当于流域的多

年平均径流量 3. 57 � 109 m3的 101. 5% ,控制面积达

10 987. 3 km2,占上游山区面积的 54. 93%, 而南支河

流山区的控制系数已达 0. 83, 目前除特丰年份的水

库弃水外,仅白沟引河有水入淀, 使入淀水量大大减

少。据统计, 1959年以前有 40%的年份,入淀水量在

2. 20 � 109 m3
以上,而 1959年以后入淀水量有 36%

的年份超过 1. 00 � 109 m3。以年降水量和降水年内

分配相似的 1957年, 1968年和 1986年为例,其入淀

水量分别为 11. 65, 3. 47, 0; 1988 年降水量为 819

mm ,其入淀水量仅与 1957年降水量为 434 mm 时相

当(见表 1)
[ 2]
。

虽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但由于气候的干旱而间

接导致白洋淀干涸的频次不断增加,湿地生态环境逐

步退化。20世纪 50, 60, 70, 80, 90 年代的年平均入

淀水量分别为 2. 40 � 109, 1. 73 � 109, 1. 14 � 109,

2. 37 � 108, 4. 30 � 108 m3,入淀水量呈下降趋势。干

淀频次越来越高, 50年代没有出现干淀现象, 60年代

出现 2次, 70年代出现了 4次, 80年代连续 5 a干淀,

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持续干淀现象, 1983 � 1987年

5 a 入淀水量总计5. 25 � 10
7
m

3[ 2]
。90 年代出现 1

次, 2000 � 2002年出现了连续3 a干淀现象。自2003

年引上游库水入淀和 2004年引邯郸岳城水库的水入

淀后, 其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表 1 � 建库前后典型年水量比较

时 段 典型年
年降水量/

mm

年入淀量/

108m3

年弃水量/

108m3

建库前
1957

1968

433. 8

436. 9

11. 65

3. 47

9. 41

2. 12

建库后
1986

1988

431. 6

819. 3

0

12. 51

0

6. 51

2. 2 � 泥沙淤积, 湖泊萎缩

20世纪初白洋淀面积很大, 后因多年泥沙的淤

积,致使湖泊萎缩,容积变小。1939年大清河雄县八

排决口, 莲花淀、高家港、里银淀、骆淀等地长为 7. 5

km,宽为 2 km的区域泥沙淤高为 1. 5~ 3m。新中国

成立后,白洋淀泥沙淤积问题仍然存在。由于山区森

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 潴龙河、唐河 50年代输

沙量高达 5. 70 � 106 m3, 随着水库的兴建, 河流输沙

量大大减轻, 60年代降为 7. 10 � 105 m3, 70年代下降

为 6. 63 � 105 m3。1970 年白沟引河投入使用, 将大

清河北支洪水引入白洋淀, 给白洋淀造成新的淤积。

白沟引河在 1970 � 1980年间, 超标准行洪,输沙总量

为 3. 17 � 106 m3, 入淀泥沙 2. 15 � 106 m3。在长

1 200m ,宽 500~ 1 500 m 的河口入淀部位淤积 1. 4

km2,平均淤高 0. 75~ 2. 8 m。据统计, 1955 � 1979

年,入淀河流平均每年向淀内输沙 1. 83 � 106 t, 由于

河口淤积和围垦造田, 30 a 来白洋淀水面缩减

34. 8%
[ 3]
。

一般来说, 径流量和输沙率年际变化较大的河

流,其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幅度也较大(见图 2 � 3)。

从图 3可以看出,白洋淀支流潴龙河和白沟引河

的年径流量、平均输沙率、年输沙量三者之间年际变

化过程基本一致,而且还存在多年沙与少年沙交替出

现的现象, 其周期大体为 4~ 5 a。自 1980 � 1987 年

之间潴龙河和白沟引河几乎无水无沙入淀, 潴龙河

1996年来水量较大,此后,几乎无水入淀。目前除特

丰年份的水库弃水外, 仅白沟引河有水入淀, 可见白

洋淀的泥沙主要来自白沟引河。近年来,由于气候干

旱,径流量减小, 输沙量也随之减少。

2. 3 � 生物多样性减少

白洋淀在 20世纪 50年代以前,是一片郁郁葱葱

的湿地,水质清澈,水生生物种类较多。但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闸涵的修建隔断了鱼的通道,使洄游鱼

类遭到破坏,溯河而上或顺流而下的鱼种繁殖场所遭

到破坏,致使一些洄游性鱼类和螃蟹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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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洋淀支流潴龙河年径流量、平均输沙率、年输沙量变化

图 3 � 白洋淀支流白沟引河年径流量、平均输沙率、年输沙量变化

在白洋淀定居繁殖的一些鱼类及放养的鱼蟹种

苗,在汛期下游提闸泄水, 因无防栏设施鱼蟹种苗随

水下泄,导致了白洋淀鱼的种类和数量减少。随着上

游水库建成使用, 白洋淀流域内用水量的剧增, 天然

来水量陡降, 大量污水排入淀内, 致使白洋淀水体富

营养化程度加剧。随着上游来水量的减少和污染的

加重, 鱼虾大量死亡, 鱼的种类减少,且优质鱼呈现小

型化、低龄化趋势。另一方面还影响到淀区水生生

物,使清水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 耐污厌氧生物种群

和数量增加。1991年 9月,因淀水遭受污染,造成淀

区鱼类大量死亡, 直接损失达数千万元。据河北大

学、河北水产学校调查, 20世纪 80年代初,浮游植物

类减少了 28. 6% , 浮游动物类减少了 18. 3% ~

36. 8% ,而个体数分别增加了 96. 0%和 15. 1% ;鱼类

由 1958年的 54种减少为 1993年 30种,经济价值高

的鳜、鲤、鲂鱼等大大减少, 低质小杂鱼占绝对优势。

年产鱼量由 20世纪 50年代最高值 8. 85 � 106 kg 降

至 20世纪70年代的1. 00 � 106
kg, 河蟹曾两度绝迹。

由于鱼虾等食物减少, 栖息于淀内的鸟类也日益减

少。过去野鸭满淀的大、小鸭淀,鹁鸪栖聚的鹁鸪淀,

也只有三五结伴的野鸭和鹁鸪象征性地出现。淀区

盛产的鸡头、菱角也近绝产(见表 2) [ 2]。近年来白洋

淀得到上游水库和岳城水库的补给,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鸟类和鱼类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

表 2 � 白洋淀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

年份 鱼类 虾类 蟹类 鳖类 底栖动物 浮游动物 维管束植物 浮游植物 鸟类

1958 17 科 54 种 2科 4种 3 种 1 种 35种 3 门 85 属 15 科 30 种 7门 129属 11目 19 科 26种

1975 � � � � � � 16 科 34 种 92 属 �

1980 11 科 40 种 � � � � 49 属 46 种 63 属 �

1993 30 种 � 绝迹 � � 64 种 � 54 属 �

2. 4 � 农村面源污染严重

据统计, 2003年安新县白洋淀淀区涉及的 10个

乡镇, 39个纯水村中, 淀内人口 8. 55 � 104。如果按

每人每天产生生活污水 80 L 估算, 淀区水村的生活

污水产生量约为每天 684 m
3
, 其中的污染物浓度

COD为 500mg / L, BOD为 350 mg/ L ; 如果生活垃圾

按每人每天 1. 2 kg 估算, 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约为每

天 102. 6 t。淀内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和生活垃圾的

简易填埋会对淀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由于施用化肥,营养物质氮、磷流失而对淀区水

体造成污染。据安新县资料, 白洋淀区有效灌溉面积

2 303. 13 hm 2。农用化肥施用量 453 t, 其中氮肥 214

t ,磷肥 49 t ,钾肥 51 t, 复合肥 154 t。按总氮的产生系

数为 440 kg / ( hm2�a)计, 流失率为 9% ,耕地总氮产

生量为 1 013. 4 t / a,排入水体的总氮为 91. 2 t/ a,总磷

的产生系数为 69 kg/ ( hm2�a) , 流失率为 0. 5%, 耕地

总磷的产生量为 158. 9 t / a,排入水体的量为 0. 79 t /

a。地膜覆盖面积 3. 6 hm
2
, 农用薄膜 3. 23 t / a。农用

柴油消耗量 292. 5 t / a。农药使用量 612. 05 t/ a
[ 4]
。

淀区的农业退水对淀区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压力。

2. 5 � 淀区旅游业加重了水体污染

白洋淀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特别是 1988 年白洋

淀重新蓄水后,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据统

计 1988 � 2000年先后接待游客 3. 70 � 106 人次。每
年 6 � 8月底( 60 d)为旅游高峰期, 2005年全年接待

游客 8. 50 � 105 多人次, 旅游收入 4. 40 � 107 多

元[ 5]。游客的耗水量, 产生的生活污染物量也是相

当可观的。再加上船只的机油、柴油管理不善,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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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白洋淀的水质下降,码头附近已发现大片油污染水

面,致使水生生物因缺氧而死亡。过量的客流量会对

白洋淀区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2. 6 � 水质污染严重
据保定市环境监测站监测资料, 2000 � 2005 年

间,除 2001年丰水期淀内大部分水质皆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 GHZB � 1999) �类标准外, 其余时

段皆达不到 �类标准。白洋淀区 13 个断面水质监

测,评价结果为: �类, �类, �类水质面积分别占总

面积的 23%, 38. 5%和 38. 5%。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COD、高锰酸钾指数、总磷等, 特别是总磷超标严重,

水体富营养化现象严重。

3 � 生态恢复方案及措施

3. 1 � 南水北调中线及水库补水工程

目前, 白洋淀依靠补水来维持其生态系统的安

全。近年来,采取生态用水的应急供水措施, 引其上

游的大西洋水库和安格庄水库以及邯郸的岳城水库

的水济淀,以保证白洋淀湿地的生态用水。待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实施后, 可利用引江水补淀,以获得高质

量的、充足的补充水源,确保其生态系统的安全。

3. 2 � 清淤工程

清淤是恢复白洋淀湿地生境的重要工程。白洋

淀接纳上游八大河流入水, 由于泥沙淤积,致使淀底

抬高,淀区萎缩, 蓄水量下降, 影响了淀区的缓洪滞

沥、调节气候等湿地生态功能。为扩大白洋淀的调蓄

能力,减缓泄洪对下游造成的危害,有效地保卫天津、

华北油田、交通干线等重要城市和设施。在淀区各主

航道实施清淤工程, 以加大水体交换量和蓄水量, 提

高防洪能力,有利于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湿地生境的

恢复。

3. 3 � 污水治理工程

在安新县及周边县区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水

达标排放,同时,完成改造、关停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污

染企业,严格控制污染水体的项目上马。加强淀区燃

油机船的管理, 控制燃油机船的使用数量。

3. 4 � 芦苇湿地污水处理工程

利用自然地势, 在府河入淀河口处建立人工湿地

污水处理生态工程, 利用芦苇等生物的抗污去污能力

净化入淀污水。将保定市区达标排放的工业污水经

府河( 3. 00 � 105
t / d)引入白洋淀西部的藻 � 淀、鸪丁

鸟淀等浅水淀泊和芦苇台田, 利用芦苇等水生植物净

化作用去除氮磷,以改善府河入淀的水质,恢复湿地

生态系统,亦可提高芦苇产量。

3. 5 � 水体富营养化治理工程

白洋淀内的烧车淀水域面积广阔,淀区生长着大

量的水草和藻类浮游植物, 水体富营养化现象严重,

因此在淀边建立饲料加工厂, 既能减轻淀区自身污

染,降低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 又能促进淀区的经

济发展,提高淀区的自养能力。

3. 6 � 湿地生态环境监测工程
在安新码头建立集环境管理、科研、监测、信息、

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对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环

境质量、发展趋势及水生植物种群演变趋势进行动态

监测和预报, 提高白洋淀流域水质动态监测能力, 实

现在线监督、监测、快速、准确地掌握入境和过境的河

流水质动态状况,为流域环境监管提供及时可靠的数

据支持。

3. 7 � 生态林建设工程

将周边堤防、干渠的郁闭度低于 0. 3的疏林地,

出材率低于 30%的低质林,以及处于衰退状态下的

林分进行全面更新、改造。根据堤防干渠及外缘的地

势,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壤, 选取与之相适应的树种。

以乔木、灌木、经济林为主,包括杨树、柳树、白蜡、银

杏、杜仲、国槐、枫树等乔木; 柽柳、月季、黄杨、紫穗

槐、木槿等灌木;苹果、梨、桃等等果树品种。同时在

淀泊以外的湿地全部营建小带距、小网格生态林带

(网) ;在淀周边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防护林网; 对生

态景观区的堤坝等地进行规划栽植,以改善白洋淀的

生态环境和景观。

3. 8 � 水产养殖工程

充分利用白洋淀水面,发展水产养殖和水生植物

种植, 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力争建成环京、津水产品

生产和加工基地。一是在淀区周边建设生产工艺先

进、设施配套齐全、经济效益好的工厂化养殖基地及

产品深加工基地。二是加强引种工程。在实施白洋

淀野生品种保护工程的同时,引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和市场前景好的品种,如青鱼、桂鱼、元鱼等。三是建

设无公害生态鱼类和休闲鱼类养殖工程。四是开发

建设水生植物(如芦苇、荷花)的综合利用工程。确保

白洋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9 � 优化淀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着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将使人们迫于

维持生计而破坏生态环境。只有合理的产业结构, 才

能有效的利用资源, 搞好生态环境保护, 逐步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目前, 白洋淀内有 39个完全被水包围的村庄(纯

水村) ,有 8. 00 � 104多人。千百年来,纯水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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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大多靠打渔、苇编为生。由于人口不断增加, 加

之,湖水污染造成鱼类数量减少, 因而过度捕捞现象

屡禁不止,致使渔类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了保护生

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必须坚决杜绝过度捕捞现

象,优化淀区产业结构。

( 1) 变单一的淀内淡水鱼捕捞为淡水捕捞与海

洋捕捞相互结合,鼓励和支持具有捕捞技术的渔民进

行海洋捕捞,特别是大力支持和发展远海捕捞。国家

可在技术上给予培训和指导, 并且适当地在资金上给

予支持。

( 2) 调整水产养殖业生产结构。为了减轻因鱼

粪和饲料对湖水的污染, 压缩淀内人工水产养殖面

积。充分利用淀外池塘进行水产养殖, 实行淀内养殖

与淀外养殖相结合。为提高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益,积

极发展特色水产养殖。

( 3)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努

力转变思想观念,利用淀区独特的自然景观, 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同时, 积极发展旅游服务业,开办家庭

餐饮、旅馆,开发具有白洋淀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的生

产活动,这样既扩大了白洋淀的知名度,又可增加淀

区人民的收入。

3. 10 � 鸟类保护工程

白洋淀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淀中有淀,沟壕相

连,苇田与水面相间分布,淀内多种水生动植物可供

鸟类进食。常见的鸟类有 100多种,属于国家 I级和

II级保护的有丹顶鹤、大鸨、东方白鹳、天鹅、灰鹤、鹊

鹞等。属于省级保护的有鸬鹚、白鹭、黑嘴鸥等,为了

给水鸟创造一个更好的栖息觅食环境, 让众多的水鸟

在此更好地生存和繁衍, 需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各建一

个野生鸟类保护区。这里水质优良,环境幽静, 水域

辽阔,活动范围广, 远离人群, 适合鸟类的栖息和觅

食。白洋淀湿地又是丹顶鹤、大鸨、东方白鹳、天鹅等

国家级珍稀野生保护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停歇

地,在离鸟类保护区最近郭里口村和圈头建立鸟类监

护中心, 为受伤或掉队的水鸟提供救治和保护, 日后

放飞大自然。同时对在保护区内长期居留的珍稀鸟

类进行人工繁育,以扩大种群数量。

3. 11 � 淀区纯水村改造和移民工程

对白洋淀区 39个纯水村进行改造, 完善垃圾处

理等基础设施,同时控制淀区居民数量, 适量外迁, 以

减轻对淀区的水体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位于保护区内核心区的纯水村 � � � 北何庄的

居民实施外迁,北何庄居民大约 600人, 人口数量较

少,将分散搬进周边村庄。对实验区的纯水村进行自

身环境污染治理,以减轻对淀区的水污染和水生态环

境的影响。

3. 12 � 宣教培训工程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完善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对淀区

居民进行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和教育, 安排和组织文化讲座,提高全民环保意

识,把宣传工作做到位。同时, 加强管理和技术人员

的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建

设独具特色的环境教育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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