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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烟台市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面积大、利用广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础和屏障。 分析了烟
台市湿地资源及其保护现状，提出了如何加强湿地保护、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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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独特生态系统，具有很

多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
降解污染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１］。 烟台市地处山东

半岛中部，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河道纵横，自然湿

地类型多、面积大，生物资源丰富，是保证烟台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 近年来，由于对

湿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日益突出的污染问题，使湿地及其

效益面临严重威胁。 笔者针对烟台市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和

开发利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湿地合理利用和

保护的对策。
１　 湿地资源现状及其生物多样性

１．１　 调查方法　 采用以遥感（ＲＳ）为主、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
和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为辅的“３Ｓ”技术［２］。 即遥感后解译，
初步获取湿地型、面积、分布（行政区、中心点坐标），通过实

地调查、现地访问和收集最新资料获取湿地斑块情况、自然

环境要素、水环境要素、保护和利用要素及动植物分布情况

等数据，同时补充调查遥感缺失斑块数据，结果均已实地调

查为准。
１．２　 湿地类型　 烟台市现有湿地划分为近海与海岸湿地、河
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 ５ 个湿地类 １３ 个湿

地型。 在近海与海岸湿地中，又划分为浅海水域、岩石海岸、
沙石海岸、淤泥质海滩和河口水域 ５ 个湿地型；河流湿地分

为永久性河流和季节性河流；湖泊湿地为永久性淡水湖；沼
泽湿地为草本沼泽；人工湿地分为库塘、输水河、水产养殖场

和盐田 ４ 个湿地型。
１．３　 湿地面积　 根据烟台市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统计数据，
得到烟台市湿地资源类型、面积统计表（表 １）。 全市共有湿

地面积 １７８ ７５２．０８ 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 １３％。 其中，近海与海

岸湿地面积 １２７ ６９７．５８ ｈｍ２，河流湿地面积 １３ ２５０．５３ ｈｍ２，湖
泊湿 地 ６４４． ２２ ｈｍ２， 沼 泽 湿 地 ５３． ５２ ｈｍ２， 人 工 湿 地

３７ １０６．２３ ｈｍ２，分别占湿地总面积的 ７１．４４％、７．４１％、０．３６％、
０．０３％和 ２０．７６％。

天然湿地包括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

沼泽湿地，面积为 １４１ ６４５．８５ ｈｍ２，占湿地总面积的 ７９．２４％；
人工湿地面积为 ３７ １０６．２３ ｈｍ２，占湿地总面积的 ２０．７６％。 面

积最大的湿地型为浅海水域，其次为水产养殖场、永久性河

流、库塘、盐田湿地等（表 １）。
１．４　 特征分析

１．４．１　 湿地特点。
１．４．１．１　 各湿地类别面积差别较大。 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

面积最大，达到湿地总面积的 ７１．４４％，沼泽湿地极少，仅有

５３．５２ ｈｍ２。 其他各湿地类别中，河流湿地以永久性河流为

主，人工湿地面积比例较大，高达 ２０．７６％，其中，又以水产养

殖场最多。
１．４．１．２　 湿地总面积较大。 全市共有调查斑块 ６４１ 个，湿地

总面积及多样湿地类型均排在全省前列。
１．４．２　 分布规律。 烟台市地貌类型为典型的丘陵冲积平原，
地势西高东低，中部高，周边低，以栖霞市海拔最高，周边地

区河流众多，以昆嵛山、牙山、大基山为分水岭，向南入黄海

有五龙河、东村河；向北经牟平区、莱山区、芝罘区、蓬莱市流

入黄海的主要河流有汉河、沁水河、辛安河、平畅河、大沽夹

河等；向北经莱州市、龙口市、招远市流入渤海的主要河流有

王水河、界河、朱桥河、泳汶河、黄水河、沙河；北部沿海地区，
如莱州市、招远市、龙口市、蓬莱市湿地类型多样，河流入海

口较多，水资源丰富，特别是莱州市，湿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近 ４０％，自然湿地以浅海水域居多，人工湿地以水产养殖场

和盐田湿地居多。
１．５　 生物多样性

１．５．１　 鸟类。 全市湿地域内共有鸟类 １１５ 种，其中，国家Ⅰ、Ⅱ
级重点保护鸟类 １６ 种，隶属 ９ 目 ２５ 科 ５５ 属，常见有 ５５ 种。
１．５．２　 鱼类。 湿地共有鱼类 ７９ 种，其中淡水鱼类 ２８ 种，近
岸浅海鱼类 ５１ 种。 淡水鱼主要有鲤形目的鲤科、鳅科 １８
种；近岸浅海鱼类主要优势种约有 ２０ 种。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２０）：６３－６５ 　 　 　



１．５．３　 植物资源。 湿地域内约有植物 ８１ 科 ３８９ 属 ４１４ 种（包
括变种和变型），其中苔藓植物 ４ 科 ６ 种，植被类型共有 ５ 个

湿地植被型组、９ 个湿地植被型、１０９ 个植物群系。

表 １　 烟台市各湿地类型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湿地类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湿地型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本类比例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总面积比例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近海与海岸湿地 浅海水域 １１１ ５６６．７３ ８７．３７ ７１．４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岩石海岸 ９１８．４０ ０．７２

沙石海岸 ７ １１９．７０ ５．５８
淤泥质海滩 ５ ４８２．７０ ４．２９
河口水域 ２ ６１０．０５ ２．０４

河流湿地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永久性河流 １３ １９１．８９ ９９．５６ ７．４１
季节性河流 ５８．６４ ０．４４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永久性淡水湖 ６４４．２２ １００ ０．３６
沼泽湿地 Ｓｗａｍｐ ｗｅｔｌａｎｄ 草本沼泽 ５３．５２ １００ ０．０３
人工湿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库塘 １１ ７７７．２８ ３１．７４ ２０．７６

输水河 １９．６７ ０．０５
水产养殖场 １６ ３４０．９８ ４４．０４

盐田 ８ ９６８．３０ ２４．１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７８ ７５２．０８ １００

１．５．４ 　 其他。 分布浮游生物 ８７１ 种，其中淡水浮游植物

２３２ 种、浅海浮游植物 ８４ 种，海藻 ９４ 种；淡水浮游动物 １２８
种、浅海浮游动物 ３７ 种、浅海甲壳类动物 １０７ 种、浅海底栖

动物 １１０ 种；分布兽类 ９ 种、两栖动物 ５ 种、爬行动物 ８ 种、昆
虫 ２６０ 种［３］。
２　 湿地保护管理现状

２．１　 建立多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烟台市于 １９８８ 年在长

岛县建立第一个以迁徙猛禽类等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的自然保护区，加强了对周边近海湿地的保护。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涉及湿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有 ６ 处，其中，国家级 １ 处、
省级 ３ 处、市级 ２ 处，分别是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烟台福

山银湖、龙口黄水河河口、莱阳五龙河 ３ 处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烟台市大沽夹河、山东莱州湾 ２ 处市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 ３．８５ 万 ｈｍ２，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２．８％。
２．２　 建立多处湿地公园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着手建立湿地公

园，先后建立了 ８ 处湿地公园，其中国家湿地公园（试点）３
处，省级 ５ 处，分别是龙口王屋湖、莱州金仓、牟平沁水河口 ３
处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以及海阳小孩儿口、莱阳五龙河、蓬
莱平畅河、栖霞白洋河、莱山辛安河 ５ 处省级湿地公园，总面

积 ０．９４ 万 ｈｍ２，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０．７３％。
２．３　 保护新进展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环保部门强

化工业污染防治、住建部门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农业畜

牧部门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船舶港口

污染控制、海洋渔业部门严格划定黄渤海生态红线、水利部

门全面实行河长制，并制定“一河一策”实施方案，林业部门

开展水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全面启动水系绿化工程等。 各部

门联动，使烟台市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打造

“绿水青山、人水相宜”的和谐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质量的提

升，帮助烟台市获得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联

合国人居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全国文明城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和森林城市等多项殊荣，其中多项殊荣

多次蝉联，极大提高烟台的城市形象，改善烟台人民的人居

环境。
３　 湿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３．１　 宣传教育不够　 目前，人们对湿地还存在许多不正确的

认识，把湿地看作是单纯的滩涂或水域，特别是对湿地作为

一种独特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缺乏全面

的认识，在行动上重视对湿地的开发和利用，忽视对湿地的

保护和恢复。
３．２　 掠夺性围垦破坏湿地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一步

加快，开发建设用地需求增大，许多地方的围垦造陆，湿地被

随意侵占甚至转为建设用地，缺乏长远规划，造成掠夺性开

发利用。
３．３　 水质污染严重　 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排放，造成河道上下游交叉污染，加上河涌不能得到经常

性水源补充，个别河道干涸，低洼处垃圾污水积屯；一些海岸

湿地面临城市扩张和无序开发及人工养殖业的发展，造成近

海湿地富营养化。
３．４　 海岸侵蚀不断扩展　 由于滨海湿地区湿地水量不足和

过量超采地下水，引起海水倒灌，加上植被破坏等，造成部分

湿地盐渍化，使许多沿海城镇受到海水严重的侵蚀和渗透，
直接威胁着当地的淡水资源供应。
３．５　 资金不足　 国家和地方对湿地保护的投入较少，管理和

建设等工作难度加大，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许多湿地保

护计划和行动难以实施，影响了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建

设，造成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４　 湿地保护管理对策

为了认真贯彻“统筹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

４６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展”湿地保护的总原则，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最大化，必须建立积极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促进全市湿

地持续、健康发展。
４．１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湿地保护意识　 《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山东省湿地保护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实施，对湿地保护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理
顺行政管理体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促进湿地保护和修复

等具有重大意义。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教育

活动，使人民了解湿地的各种功能和价值，认识保护湿地与

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提高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４］。
把“爱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和“世界湿地日”等活动

与普法宣传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湿

地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湿地保护典型案

例要重点报道，增强全民湿地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４．２　 开展湿地恢复和重建项目　 在加强对湿地保护和管理

的同时，对受损的湿地生态湿地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 一是

受损较轻的区域，通过建立保护区或保护小区，使其自然恢

复其生态功能；二是对生态退化和损失严重的区域，通过生

态技术或生态工程措施进行修复和重建，恢复湿地受干扰前

的结构和功能［５－６］；三是以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为基础，建
立湿地资源及其生态功能效益监测网络。 同时，还需要建立

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的监控机制和功能评价体系，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以对湿地进行持续的测定和调控。
４．３　 多渠道筹措湿地保护资金　 一是国家和省加大对湿地

的投入，各级政府还应结合当地条件，出台并实施具体湿地

补偿和扶持政策；二是将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引入

股份制、合作制、外资、独资、民营制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渠

道［７］；三是要全面推动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社会化进程，

广开募资渠道，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投资、捐赠和国际资金的

融入。
４．４　 建立多单位互动机制，明确管理责任　 湿地的保护管理

涉及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农业、发改、财政、国土、住房城

乡建设、环保等多个部门，林业部门作为牵头协调部门，通过

定期召开湿地保护协作会议，建立完善管理档案和考核奖惩

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湿地保护与建设工作中的问题，做好组

织协调工作，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优势，形成各个单位共

同参与的湿地保护互动机制［８－９］。
５　 结语

烟台市湿地资源具有面积大、类型多、生态区位重要和

生物多样性丰富等基本特征，湿地保护面临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 亟需进一步做好湿地基础数

据核查工作，同时加大宣传，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科学

规划，统筹管理，以期发挥湿地生态系统更大的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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