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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公园是国家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C 年位于三峡库区的重庆忠县皇华岛被正式批准为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试点，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是其 B 个功能区之一。自 "##) 年三峡水库蓄水至 $FB 5 后，已经形成消落

带新生湿地；其湿地生境典型，湿地植物资源丰富，冬季水鸟种类和数量丰富，成为三峡库区湿地生物多样性的集中

富集区。文章从生态学途径对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的建设目标及功能定位进行了探讨，提出对消落带湿地生态

系统进行修复和生态友好型利用。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以湿地生态保育为主，通过在区内构建湿地生态展示亚

区（含消落带湿地演替系列展示和湿地植物展示两个功能单元）、湿地花卉苗木培育亚区、湿地生态缓冲控制带以及

实施消落带植被恢复与重建工程，达到加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良好的湿地生物栖息地、营造优美的湿地景

观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水鸟观赏等湿地生态旅游及科研监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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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高的生

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生境的同时，也维持着区

域的生态平衡［$］。湿地公园是国家湿地保护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和扩大湿地面积、保护水质

最直接且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三峡水库蓄水后，

重庆忠县长江两岸蜿蜒曲折，滩地、阶地和支流众

多，形成 "C( F$ L5" 的消落带湿地，其中皇华岛、甘

井河、东溪河形成大面积形态各异的湿地，成为忠县

生态旅游开发的宝贵资源。皇华岛是三峡库区长江

主航道中唯一的岛屿，是中国长江上游最大的岛屿

型湿地生态旅游基地。皇华岛湿地以其特有的地理

位置、丰富的湿地生态资源而倍受关注。"##C 年皇

华岛被正式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其建设

将为国内外大型水库岛屿湿地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提供范例。东溪河是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的功能区

之一，自 "##) 年三峡水库蓄水至 $FB 5 后，已经形

成了消落带新生湿地，湿地生境典型，湿地植物资源

丰富，冬季水鸟种类和数量丰富，成为三峡库区湿地

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富集区。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对

该湿地资源进行生态友好型利用，值得人们关注。

本文从生态学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皇华岛

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区域环境概述

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地

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位于长江以南，与重庆忠县县

城相对，面积 IHC 05"。东溪河 $IH 5 高程的区域均

为水域，面积 HB 05"；$IH M $FH 5 高程带为消落带

湿地，面积 "BI 05"；$FH M "## 5 为河岸高地，面积

$F" 05"。"##) 年 $# 月三峡水库蓄水至 $FB 5，到

"##C 年 D 月水位消落至 $IH 5，已经形成了典型的

消落带新生湿地。该区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暖夏热，多

年平均气温 $F( C N，最高气温 I"( $ N，最低气温

O "( C N；多年平均降水量 $ "#$( H 55；相对湿度

)#P MC#P。该区植物区系组成属泛北极植物区、

中国G日本森林植物亚区，是中国G日本森林植物区

系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隶属东洋

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四川盆地省，农田、

亚热带林灌动物群。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则，考虑充分保

证湿地生态功能有效发挥，妥善处理开发利用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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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之间的关系，把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划分为皇华

岛岛屿湿地休闲度假区、甘井河水上运动体验区、东

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等 ! 个功能区。东溪河湿地生

态保育区位于湿地公园南部（图 "），三峡库区蓄水

后在东溪河河道两岸形成大面积消落带新生湿地，

半岛、滩涂隐现其中，湿地动植物资源日渐丰富。区

内共有水生维管植物 #$ 科、$% 种；其中，水域分布

主 要 为 眼 子 菜 科（ &’()*’+,(’-).,), ）、水 鳖 科

（/012’.3)24().,),）、满江红科（56’77).,),）、浮萍科

（8,*-).,),）等植物；消落带湿地分布则以禾本科

（&’).,),）、莎草科（90:,2).,),）、蓼科（&’70+’-).,;
),）、灯心草科（<=-.).,),）、泽泻科（574>*)().,),）等

植物为多。该区域湿地生境类型多样，由于人为干

扰相对较小，水生生物丰富，冬季前来越冬的水鸟逐

渐增多。调查发现，越冬季节过去以后，由于生态环

境好转，尚有部分越冬水鸟选择继续栖息在此，是皇

华岛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以湿地生态保育为主，

适合开展以水鸟观赏和消落带湿地生态恢复展示为

主的生态旅游。该区包括湿地生态保育核心区、外

围 缓冲控制带、水鸟观赏区、湿地生态展示区等%个

亚区。湿地生态保育核心区包括 "%? * 以下的永久

性水域和 "%? @ "A? * 的消落带湿地区域。湿地生

态展示亚区以湿地生态展示参观游览为主，包括消

落带湿地演替系列展示、湿地植物展示、湿地农业展

示和湿地植物培育展示，主要展示湿地生态景观和

湿地生物，营造具有巴文化特色的河流湿地景观。

水鸟观赏区是利用三峡水库蓄水后，大量水鸟在东

溪河栖息越冬的优势，开展冬季水鸟观赏游，弥补重

庆市冬季旅游淡季的不足。东溪河高程 "A? @ #BB
* 区域的河岸高地是东溪河水源生态保护区，是其

绿色屏障和保护屏障，目前，该区域植被覆盖较好，

以慈竹（!"#$%&’()(*+, (--.##.,）为主，镶嵌分布有阔

叶树、针叶树及桃李等果林。

# 目标及功能定位

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地理位置特殊，受三峡

库区水位涨落影响明显，湿地类型、景观类型多样，

生态环境复杂，因此对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显得尤

为重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规划进行适度的生态旅

游与科研监测活动。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可以为

重庆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的野生动植物提供适宜生

图 "C 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位置

D4+E "C 8’.)(4’- ’F G’-+H43, 24I,2 J,(7)-1 .’->,2I)(4’- 14>(24.(

境，较大程度控制人为干

扰，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宣

教和科研价值，可为国内

外大 型 水 库 湿 地 的 保 护

与可持续利用提供范例。

该区 保 护 对 象 主 要 是 水

鸟、消落带湿地原生演替

模式 基 地 及 长 江 上 游 珍

稀特 有 鱼 类。东 溪 河 湿

地生 态 保 育 区 的 生 态 旅

游主 要 包 括 水 鸟 观 赏 和

湿地生态展示参观游览。

东 溪 河 湿 地 生 态 保

育区 的 建 设 目 标 有 以 下

! 点："）保护。对东溪河

永久 性 水 域 及 消 落 带 湿

地实施 严 格 保 护。#）提

高。进 行 科 研、监 测 活

动，以期为中国水库消落

带湿地的保护、恢复和管

理提 供 科 学 依 据，同 时，

建成湿地宣教的理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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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利用。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为开展湿地生

态旅游提供景观载体。

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主要发挥以下几大功

能："）生态功能。充分发挥其作为陆域集水区和水

体之间“生态过滤器”的功能，净化水质、降解污染、

涵养水源［!］。#）宣教、科研功能。发挥其作为环境

保护宣传教育有效载体的功能。!）湿地文化功能。

忠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

一。石宝寨是三峡库区 ! 大保护文物之一；位于甘

井河的中坝遗址被专家誉为“ 中国活的二十四史”；

而北魏《 水经注》对皇华岛就有记载，文化底蕴厚

重。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线索，充分展示巴文化与

长江文化，是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重要的文化功

能，是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休闲游憩功能。湿地生态旅游是新兴的休

闲游憩项目，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可以为大众提

供湿地休闲游憩和观光的良好场所。

! 建设的生态学途径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湿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

律、法规，对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进行保护和培

育，对水库消落带湿地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和重建［$］，

建设良好的生物栖息地，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营造

优美的湿地景观。在此基础上，规划适度的生态旅

游及科研监测活动。

!% " 湿地生态展示

!% "% " 消落带湿地演替系列展示& 湿地形成、发育

与演化是湿地生态中最令人关注的现象，湿地演替

的空间序列既给游人以生态空间变化之美感，同时

也让游人在同一时点欣赏到时间演进在空间上留下

的印痕（即以现在的空间序列展示出时间的历史变

迁）。消落带湿地刚刚形成，正在经历一个从陆生

生态系统向湿地生态系统演变的过程，这是研究自

然界原生演替最理想的场所，为生态演替研究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基地。因此，应根据湿地发育、演替规

律，在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设计湿地演替系列形

态展示区。目前，该消落带湿地演替系列展示功能

单元规划建于东溪河双石坝，规划面积 ’% ( )*#。

此处是一个开阔平缓的河湾区域，三峡工程蓄水后，

在该区域已形成典型的消落带新生湿地。从地块的

西南向东北，依次展布湿地各演替系列形态区（ 图

#），按照水位涨落规律，从浅水区、消落带区域、河

岸高地，各演替系列带依次是：沉水植物带"浮水植

物带"挺水植物带"湿地灌丛带"耐湿乔木带。

以上各演替系列带种植物种设计如下。

"）沉水植物带：在地块的西南浅水区种植以狐

尾藻（!"#$%&’"(()* +,#-$.$((/-)*）、眼子菜（0%-/*%1,2
-%3 %.-/34#)5）为主的沉水植被。

#）浮水植物带：菱（6#/&/ 7$5&$3%5/）群落（适宜

水深 " + # *）；莲（8,()*7% 3).$9,#/）群落（包括针对

消落带湿地定性培育的太空飞天、太空红旗、国庆红

等品种），按品种分块种植，种植水深 ,( + "$( -*；

睡莲（8"*&’/,/ /(7/）群落（ 红睡莲、黄睡莲、白睡

莲），按品种分块种植，种植水深 ". + #. -*。

!）挺水植物带：分两个亚带，即以镳草（:.$#&)5
-#$;),-,#）和灯心草（<)3.)5 ,99)5)5）为主的低草挺水

植被亚带（平均高度 " + # *）和以芦苇（0’#/1*$-,5
/)5-#/($5）为主的高草挺水植被亚带（ 平均高度 # + $
*）。

$）湿地灌丛带：在挺水植被和湿地乔木林带中

镶嵌分布，丛植以水麻（=,7#,1,/5$/ %#$,3-/($5）（周期

性高位水淹 (% . + " *）、蚊母（=$5-"($)* #/.,*%5)*）

（周期性水淹 . + "( *）为主的湿地灌丛带（ 平均高

度 . + "( *）。

.）耐湿乔木带：地块东北角，是以水松（>("&2
-%5-#%7)5 &,35$($5）（边岸湿地）、池杉（6/?%4$)* /5.,32
4,35）（种植水深 ( + .( -*）、水杉（!,-/5,;)%$/ 1("&2
-%5-#%7%$4,5）（种植水深 ( + .( -*）等为主的耐湿乔

木带（平均高度 #( *）。

图 #& 消落带湿地演替系列展示示意图

/01% #& 2345-) *67 89 :0558;6: <45:6=> ?@--4??08= ?4;04?

!% "% # 湿地植物展示& 该区位于东溪河东南端的中

咀，地势平坦低洼，湿地形态发育较好，适宜各种湿

地植物生长。湿地植物展示区包括从水面到沼泽湿

地，再过渡到森林沼泽的一个序列。种植植物要充

分结合地形条件，从水生植物、亲水性植物到耐湿性

植物，注重植物景观效果，构成稳定的植物生态环

境，并吸引水鸟至此栖息停留。设计过程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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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独有性和观赏价值等因素，以及栽种该植物

后的植株生长效果、湿地运行效果以及对生态的安

全性等。湿地植物展示区分为若干湿地植物专类

园，包括湿地花卉园、水生蔬菜园、沉水植物园、漂浮

植物园、浮叶根生植物园、挺水植物园、湿地草本园、

湿地灌木园、湿地乔木园等。

!" # 水鸟观赏

水鸟观赏区是利用三峡水库蓄水后，大量水鸟

在东溪河栖息越冬的优势，开展冬季水鸟观赏游，弥

补重庆市冬季旅游淡季的不足。分别在中咀、原东

溪场镇所在地、双石坝等各设 $ 个水鸟观赏点，建设

观鸟屋，设置供游人观鸟的望远镜。观鸟屋为木质

结构，上下两层，建筑风格体现巴文化韵味。

!" ! 湿地花卉苗木培育

该区位于东溪河西岸，原东溪场镇所在地高程

$%& ’ $() * 的区域，建设集消落带耐水淹植物资

源、长江三峡库区主要湿地植物种质资源的湿地植

物苗圃，面积 #) +*#；主要包括消落带耐水淹植物

园、乡土湿地植物培育园、三峡库区湿地植物种质资

源培育园、重庆珍稀湿地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园等。

东溪河是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内湿地环境优良、湿

地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是对三峡库区珍稀濒

危湿地植物进行迁地保护的最佳地点。

!" % 消落带植被恢复与重建工程

在对东溪河高程 $%& ’ $,& * 区域湿地进行严

格保护的基础上，根据微地貌条件，对东溪河现有河

段消落带湿地进行必要的恢复和重建，构建湿地植

被，以恢复湿地的生境复杂性和生物多样性，提高其

自净能力，打造优美的湿地景观。该区适用于以植

被工程为主、土石工程为辅的治理［&］，在土质库岸段

高程（$,& - !）* 区域，营造湿生、挺水、耐周期性水

淹冲刷、具观赏价值的湿地草丛、湿地灌丛、湿地森

林等保护型、经济型及观赏型植被类型。通过种植

耐水淹的乡土树、草种，不但可作为优良的湿地水土

保持树种，而且具有优美的群体色彩和外貌，形成观

赏性极强的湿地植被景观。

!" & 湿地生态缓冲控制带

东溪河高程 $,& ’ #)) * 区域的河岸高地，是东

溪河水源生态保护区，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作为

湿地公园的生态缓冲带，应严格执行国家生态公

益林保护的有关政策与要求，对区内的生态公益

林进行严格保护，对低质低效林进行封育和景观

改造，对荒坡地进行造林绿化［,］，结合忠县柑橘种

植带建设，栽种以柑橘为主的乔木林带，形成景观

优美、生态功能高效的景观带，充分发挥其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 结语

作为三峡水库长江干流一级支流的东溪河，生

态学途径是其建设的最佳选择。通过实施一系列生

态旅游和生态修复工程，提供三峡库区消落带湿地

保护与生态友好型利用的范例，打造三峡库区消落

带湿地保护与恢复示范工程，建设整体形象突出、基

础设施完备、湿地景观独特，具有浓郁巴文化特色的

湿地生态旅游目的地。通过东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

的建设，有效地恢复重庆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的生

态功能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和改善湿地生物栖

息环境，保护和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充分发挥东

溪河湿地生态保育区净化污染、控制侵蚀、保护土

壤、稳定库岸、休闲娱乐和文化科研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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