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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汾河流域湿地分布广泛, 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 主要湿地类型有河口(内陆)湿地、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水库湿地和沼泽及草甸湿地等,总面积 930. 51 km2。由于人为不合理利用和自然的原因,导

致汾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严重。该流生态环境主要表现特征为: ( 1) 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导

致湿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退化; ( 2) 不合理的开发加速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湿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3) 过

度开垦破坏水禽的栖息地,滥捕盗猎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 ( 4) 过度开采地下水和煤炭的无序开

采使湿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进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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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s in Fenhe River w atershed are com posed o f v ar ious kinds o f w et land, including w et land in

inland estuary, river w et land, lake w et land, reservoir w et land, sw am p w et land, and m eadow w etlands. T he

to tal area of the w et lands is 930. 51 km
2
. The eco�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w et lands are of broad

dist ribut ion, various types, and abundant biodiversity. T hey are severely degraded because of hum an activi�
t ies and other natural causes. Polluted w ater f rom mining coal, chem ical eng ineering , and metallurg ical enter�
prises results in the faster deter io ration o f w et land eco�environment. Unsuitable explorat ion of flo oding plain

and lakes causes the gradually decreased w et land area and seriously damaged vegetat ion o f w etland. Over�rec�
lam at ion of the w et lands dest roys the habitat fo r w ater fow l and over�pr ey and illeg al hunt ing lead to gr eat ly

decreased biodiversity. Over�explorat ion of undergr ound water and coal mining acceler ate the deteriorat ion o f

w et land eco�environmental funct ions.

Keywords: Fenhe River watershed; wetland; eco�environment; restoration

� �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孕育了

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是山西省工农业产业的集中区

域。汾河湿地是山西省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哺育

山西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维系生态系统的发

展和进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人类不合理的

利用及某些自然因素影响,已使汾河流域湿地的生态

功能、环境功能和资源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导致生态

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出发,分析了山西省汾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退化的

现状和原因,提出了恢复退化汾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

的科学对策,以期为汾河流域湿地资源、生态环境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 湿地类型与特征

汾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经忻州、太

原、晋中、吕梁、临汾和运城等 34个县(市) ,沿途汇入



岚河、潇河、文峪河、昌源河、洪安涧河、涝河、巨河、浍

河等支流,于河津东湖潮村注入黄河, 全长 694 km,

流域面积 39 741 km
2
,约占山西省总面积的 1/ 4。年

平均流量 46. 5 m
3
/ s ,年总流量 2. 59  10

9
m

3
。汾河

上游为源头至太原上兰村,中游为太原上兰至洪洞石

滩,石滩至河津为下游。

1. 1 � 类型与分布

汾河流域各类湿地的总面积 930. 51 km2 , 占山

西省湿地面积的 25. 43%。按照 Ramsar 公约关于湿

地的分类系统, 汾河流域湿地的主要类型见表 1。

表 1 � 汾河流域湿地类型、分布及主要特征

湿地类型 面积/ km2 分布与生境

河口湿地 33. 00 汾河入黄河处

河流湿地 58. 55 汾河及各支流

水库湿地 64. 56 汾河及各支流

沼泽和草甸湿地 774. 40 汾河和各支流河流沿岸、水库等

总面积 930. 51

1. 2 � 湿地生物多样性
湿地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丰富多彩的生物

多样性。据有关研究报道,在汾河流域有水鸟 105种

(约占全省总数 1/ 3) ,兽类 27种(约占全省总数的 1/

2) ,两栖和爬行类有41种,鱼类有 70种。水生生物已

查明的有藻类523种,浮游动物80多种,底栖动物 150

多种[ 1 � 3]。汾河流域有种子植物 83 科, 308 属, 686

种。汾河流域湿地植被广泛分布于整个流域, 而且与

所处生态环境关系密切。在汾河上游有沙棘(H ip p�
ophea rhamnoides)群落分布。在汾河河道和河漫滩的

积水生境中有芦苇( Phr agmites communis)群落、香蒲

( Typha orientali s)群落等植被类型分布。在汾河太原

段的湿地连年缺水趋于旱化,有柽柳( Tamar ix chinen�
sis)群落、假苇拂子茅(Calamagrsti s p seudophr agmites)

群落、蒿( Ar temisia spp. )群落等分布。在河漫滩则广

泛分布着赖草( A neurolep idium desy stachys )群落、苔

草群落( Car ex spp.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群落

等[ 4 � 7] 。

2 � 湿地生态环境退化的现状与原因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山西省对汾河流域湿地的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对

湿地的破坏程度日趋严重,直接导致汾河流域湿地的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不断降低,

一部分湿地甚至已经完全丧失了生态环境功能。

2. 1 � 污水直接排放是湿地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

汾河静乐县城以上段,点源污染源主要是宁武东

寨镇的生活污水。由于东寨镇人口较少,因而污染较

轻,汾河上游水质和汾河水库水质属于!类水。
汾河中游太原段是汾河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一。

煤炭、冶金和化工等企业污水排放量 1. 63  108 t / a,

生活污水 2. 96  107 t / a。以小店桥段为例, 汾河常

年水质属于劣∀类标准,其中酚含量超标率高达 337

倍,最大超标率竟高达3 699倍[ 3] , 氨氮极值374 m g/

L ,超标 747倍 [ 8] ,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有关饮用水、

工农业用水的标准。

汾河下游临汾段也是汾河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

一,常年水质超过∀类标准。煤炭、化工、电力、冶金
和各县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达到 4. 500 2  107 t /

a。COD超标 5. 82倍, BOD超标 3. 01倍 [ 9]。

2. 2 � 不合理的开发加速了湿地面积萎缩
由于不合理的利用和过度开垦,加速了汾河流域

湿地面积的日趋萎缩。汾河上游的宁武县化北屯段

河漫滩过去分布着茂密的沙棘群落, 是雉鸡( Phasia�
nus colchicus)、石鸡( A lector is chukar )等野生动物的

良好栖息地。但由于多年来河漫滩湿地被大量开垦,

使沙棘灌丛等受到极大破坏,不仅使原有的野生动物

失去栖息地, 而且严重削弱了河漫滩湿地的蓄洪能

力。结果 1996 年夏季一场大雨,导致河水短时间内

陡涨, 淹没了两岸种植的农作物, 造成农业生产几乎

绝收
[ 4]
。

2. 3 � 过度开垦, 滥捕盗猎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下降

汾河连伯滩湿地过去每年冬季都有 2 000 多只

灰鹤( Gr us grus )栖息, 是我国最大的灰鹤越冬地之

一。20世纪 80年代后期,当地在连伯滩大面积营造

刺槐( Robina p seudoacacia )林, 导致湿地面积锐减,

使灰鹤没有足够的栖息、觅食和活动空间, 造成灰鹤

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96年冬季仅有 750多只灰鹤

在连伯滩湿地越冬[ 10]。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初

期,滥捕和盗猎行为在山西的重点湿地(如河津、运城

等地)屡有发生, 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 大肆猎杀、

收购野生水禽,使许多侯鸟被迫改变迁徙路线和越冬

栖息地,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和鸟类资源锐减。仅

1992年, 山西省林业厅一次就查获安徽不法分子在

河津黄河岸边猎杀的豆雁( A nser f abal i s)数百只, 已

先期运走的还有 15 t 之多
[ 11]
。

2. 4 � 过度开采地下水和煤炭的无序开采使湿地生态
环境恶化的进程加快

� � 20世纪 50 年代太原晋祠难老泉平均流量为

1. 945 m
3
/ s。由于周边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难

老泉流量逐年下降, 1996 年 6 月 28 日降到 0. 168

m
3
/ s

[ 12]
,现在已经彻底干枯。汾河流域是山西煤炭

工业的集中分布区之一。由于煤炭的大量开采,破坏

了浅、中、深层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规律, 破坏

了水文下垫面条件和地表水的汇流规律[ 13] , 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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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汾河资源的正常补给,最终导致河流湿地面积的

减少,加剧湿地生态环境功能的恶化趋势。

3 � 湿地恢复和重建对策

( 1) 加强汾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修复,实现

对汾河流域湿地的保护。鉴于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的严峻局面,山西省人民政府于 2008年 4月

18日通过了#汾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修复工作实施
方案∃,旨在通过政府立法建立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修复工作的长效机制,实现山西省的母亲河

再现碧水长流的秀美景色。

通过关闭汾河源头附近区域的煤矿,取缔汾河两

岸 3 km 范围内的污染企业, 严格控制地下水的抽采

等管理措施,以便最大限度保护汾河流域的水资源。

随着对汾河水资源保护等措施的逐步落实,汾河水质

将得到根本改善,汾河流量将会逐步稳定和增加, 汾

河流域的湿地用水将会得到有效补给, 这将有助于汾

河流域湿地面积保持稳定和逐步扩大, 最终实现对汾

河流域湿地科学保护的目标。

( 2) 加强对汾河流域污染企业的治理, 逐步消除

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污染。化工、冶金、煤炭和小造纸

企业废水是汾河流域湿地污染,环境退化和生态功能

丧失的主要因素,因此,强化有关企业的环境保护意

识,增加对治污的投入,改善污水处理设备,提高污水

处理能力,尽快实现污水达标排放, 是恢复湿地生态

环境的关键措施。对超标排放和治理无望的企业,应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实行关停并转, 减轻由于污水排

放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损害,使汾河湿地的生态环境逐

步得到改善和恢复。

近年来山西省已开始对污染严重的汾河进行治

理,这对汾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的重建和保护无疑是

一大福音。2005年年底山西省关闭了 4 876个非法

煤矿, 到 2006年底将淘汰年产量在 9. 0  104 t 以下

的小煤矿 1 200个,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煤矿位于汾

河流域内,这无疑会大大降低煤矿废水对汾河湿地的

威胁程度,有助于汾河流域湿地的恢复。

汾河下游的洪洞县仅 1999年就关闭了 13个向

汾河直接排放污水且年产量小于 5 000 t 的小造纸

厂,督促 56家洗煤厂用水实行闭路循环, 山西焦化

厂、山西维尼纶厂实现达标排放, 使汾河洪洞段的生

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13] 。

( 3) 积极采取%退耕还湿&的方针, 有步骤地恢复

湿地。针对汾河流域湿地丧失速度加剧的现状,应积

极采取退耕还湿政策,有步骤,有计划, 分期分批地将

一些农田退湿, 恢复河漫滩湿地, 特别是河津连伯滩

应该逐步恢复原有的湿地类型, 扩大灰鹤的栖息地,

以利于灰鹤越冬种群有足够的活动和觅食空间。对

一些难以立即退耕还湿的农田,可以考虑开辟为鱼塘

或者稻田, 增加人工湿地的面积。

( 4) 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恢复湿

地的生物多样性。山西省已经批准建立了第 1 个省

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 � � 运城湿地自然保护区, 其中包

括汾河连伯滩湿地,这将有助于汾河流域湿地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工作。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健全

管理机构, 组建研究队伍, 着手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研

究与保护工作,研究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和受威胁

情况, 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对策。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有关法律法规,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理∃等,使湿地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有法可依。目前,要加大执法力

度,强化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 使湿地

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要严厉打击偷猎、

毒杀和倒贩湿地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严禁捕猎

所有水禽, 使湿地生物多样性逐步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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