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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日娜

2018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查干湖，作出“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的重

要指示。查干湖是吉林省西部具

有特色的生态保护区，大力发展

湿地经济的同时，也要加快湿地

保护，实现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

双丰收。

一、查干湖湿地总体情况

湿地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

特殊自然综合体，与森林、海洋

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湿地在调节城市气候、调节降雨

量、防汛抗洪、美化环境等方面

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

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效益。

《湿地公约》把 2010 年世界湿地

日的主题定为“湿地、生物多样

性与气候变化”，进一步说明湿

地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查干湖湿地资源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湿地面积最

大的国家之一，湿地类型极为丰

富，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松嫩平

原、三江平原、长白山、大小兴

安岭区域，不仅类型丰富，且功

能巨大，面积居首。近年来，由

于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环境

污染、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自然

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干扰，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结

构、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使湿

地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

松嫩平原位于松辽分水岭

以北，东北平原的中北部，在大

地构造上处于新华夏系第二巨型

沉降带，是长期沉降的断陷构造

平原。该区域由于地势低平，河

流比降小，河滩广阔，河道蜿蜒

曲折，洪水季节，河水出槽，

汪洋一片，蕴育了大片湿地，

是我国湖泡、沼泽湿地的集中分

布区。为了保护该区湿地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功能，我国已在松嫩

平原建有黑龙江的扎龙，吉林的

向海、莫莫格、查干湖、大布苏

湖，内蒙古科尔沁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其中位于松嫩平原中

部、第二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的

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汇

长白山、大小兴安岭之水于一

湖，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当松

花江、嫩江、霍林河之水流入查

干湖时，由于地势平坦，河水发

生漫流，在保护区周边形成大片

的沼泽湿地 ；保护区内 4.2 万公

顷的水面湿地，发育了典型的湖

泊水生生态系统。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生态条件造就了吉林西部最

大的湖泊沼泽湿地。

湿地是吉林省宝贵的自然

资源和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查

干湖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西

北部，查干湖国家级湿地自然

保护区主要由松花江、嫩江、

前郭县灌区及霍林河流域径流补

水形成，是丹顶鹤、白鹤等珍稀

水禽的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途中停

歇地。查干湖湿地具有松嫩平原

湿地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还具有

该区域其他湿地无可替代的特殊

性。这里迁徙鸟类的种群、数量

变化，可以反映周边乃至整个松

摘  要 ：湿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吉林省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查干湖湿地资源丰富，且功能

巨大。但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森林砍伐、环境污染、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干

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查干湖湿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原则，立足吉林省实际，本文提出加强科学监测、财政补贴、人才引进、提升政府效能以

及动员全社会参与等对策分析，为其他地区湿地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查干湖     湿地保护     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2022 年度校（院）一般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吉林实践研

究》，课题编号 ：2022Y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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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平原湿地的生态变化。

松嫩平原连年干旱，周边

湿地功能减退，面积缩小，水禽

迁徙受到威胁 ；查干湖保护区是

位于东北亚水禽迁徙通道上的

浅水湿地保护区，因有稳定的

水源，栖息环境、食物等有保

障，因此吸引更多水鸟来此集

散、停歇，这里迁徙鸟类的种

群、数量变化，可以反映周边

乃至整个松嫩平原湿地变化。

保护区总面积 50684 公顷，

另设外围保护带 14666 公顷。水

域 总 面 积 37160 公 顷， 占 总 面

积的 82.35％。其中 ：查干湖水

域面积为 3.2 万公顷，常年水深

为 1.5-3m，平均 水 深 1.6m ；新

庙泡由一条人工渠道与查干湖

相接，水域面积 3770 公顷，平

均水深 1.5m 左右 ；在保护松嫩

平原典型湿地及生物多样性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该区

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区，气候变

化剧烈，湿地环境处于不断变

化的状态。查干湖是松嫩流域

面积最大的干旱浅水、平原草

本、苏打盐碱湖泊沼泽湿地 ；

研究这里的湿地保护问题，可

为其他区域同类生境湿地的保

护、开发提供系统、全面的信

息、政策支撑。

二、查干湖湿地具有代

表性

（一）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

查干湖湿地东部有第二松花

江由南向北流过，东北部有嫩江

由西向东流经，霍林河泛滥不定

期补水湿地，众多的泡沼南容

长白之水，北纳兴安之源，丰

富的水体来源及半干旱区频变

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多种类型

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代表松

嫩平原各典型生态系统。查干

湖湿地有湖泊、河流、沼泽、

沙丘、草原、森林等，其中湖

泊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植 物 群 落 丰

富，基本涵盖了松嫩平原所有

的湿生植物群落类型。挺水植

物群落包括芦苇、狭叶香蒲、

菰、水葱、苔草、小叶章、扁杆

藨草等类型 ；浮叶植物群落包括

白睡莲、荇菜、菱等类型 ；沉水

植物群落包括菹草、穗状狐尾

藻、小茨藻、马来眼子菜等类

型 ；漂浮植物群落包括浮萍和紫

萍等类型 ；盐沼群落包括川蔓

藻、隐花草等类型。

（二）湿地生态功能的代表性

湿地地势低洼、平坦，有

大小湖泡 27 处，水面 37160 公

顷，具有湖泡湿地典型的调蓄洪

水、调节气候功能 ；湿地积水

浅，面积广，受水源及干旱环境

影响植物群落变化频繁，物种丰

富，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净

化水源，美化、绿化秀美山川等

方面具有湿地生态功能的代表性。

（三）湿地生物多样特征的

代表性

作为松嫩平原最重要的湿地

生态区域，查干湖湿地是遗传多

样性和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区域。查干湖交融了来自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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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松花江水、大小兴安岭的嫩

江、霍林河水于一湖，总揽松嫩

水系，其水源的丰富，决定其水

体生物组成多样、水质变化复杂。

（四）湿地胁迫因子代表性

该区湿地地处半干旱区，

气候条件恶劣，降雨量偏少，湿

地水源短缺，导致湿地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 ；该区湿地多为江河下

游，受上游水利工程建设影响较

为严重，上游过度用水导致下游

水量大幅减少，甚至断流，曾出

现湿地面积萎缩和功能退化现

象 ；湿地周边石油资源丰富，石

油开发导致湿地环境受到干扰和

污染 ；稻田回水是查干湖湿地水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药、化肥

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对湿地水质产

生影响。综上所述，研究该区域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对策，可为松

嫩平原甚至整个东北平原区湖泊

沼泽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

理提供政策支撑。

（五）湿地经济价值的代表性

查干湖保护区有丰富的经

济价值和发展潜力。周边社区的

环境清新怡人，常年吸引外地游

客，在县域经济中位置比较重

要。因交通便利，可以把旅游业

作为主要发展产业，作为支柱产

业来培育，当作投资环境来建

设，启动社会资源来开放。目前

已经通过政府主导、城乡互动、

企业参与，高标准、高起点建设

了一批高质量景点，可以继续发

挥查干湖旅游业的优势。

周围的村民主要从事种植

业生产，由于靠近湖泡，许多村

民还靠这些泡沼的资源维持生产

和生活。比如长山镇等靠近湖边

的村屯，特点是耕地和水域面积

大，水资源条件好，地多人少，

成为重要粮产区和渔苇业产区。

这几年查干湖周边旅游业发展迅

速，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

旅游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三、查干湖湿地资源现有

问题及保护对策

（一）湿地维护及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连续多年的干旱气候条件及

人为因素，导致湿地面积减少，

质量下降。近年来地区性气温上

升，降水减少，蒸发量加大，给

湿地环境带来很大威胁。特别是

连续干旱和引松渠道淤积等，至

使湖区水位徘徊不稳，局部湿

地出现萎缩现象。还有石油开

采对湿地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自 1986 年吉林油田在保护区外

围沿岸生产开发以来，石油生产

对湿地环境、空气、水体、土壤

的污染以及生产开发活动，对湿

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水利

工程滞后及欠缺，导致湿地用水

供给严重不足。由于上游水库的

修建，导致河流水量显著减少，

部分河段出现断流 ；江水流量下

降，周期性泛洪减少，导致湿地

水供给严重不足。保护区科研经

费不足，基础条件较差，专业人

员匮乏。保护区科研经费不足，

科研基础设施不完善，科研能力

与水平有待提高。旅游对湿地植

被及动物影响较大。湿地旅游加

大了湿地人为活动，大量的生活

垃圾带入湿地，污染湿地环境 ；

人为活动，践踏湿地植被，惊扰

湿地生物栖息、繁衍，破坏湿地

生境 ；造成水土流失，生物消

亡，导致湿地功能退化周边草原

退化、沙化、盐碱化对湿地生态

功能发挥构成威胁，等等。

（二）查干湖湿地资源保护

对策

吉林省湿地资源丰富，要进

一步加强湿地保护力度。发展要

以保护为前提，建立湿地生态红

线制度，兼顾优化湿地的资源利

用和实现经济效益。

1. 加大湿地监测力度，申

请建设永久性湿地生态监测站，

全面掌握湿地演替过程及变化规

律，科学保护开发湿地资源 ；制

定科学的保护开发计划，最大限

度降低湿地开发对湿地生态环境

的破坏，科学处理湿地保护区内

的油田开发、农田开垦、农田回

水污染等问题，通过调控开发、

改善水质、恢复植被等措施，改

善和提高湿地的功能、质量。

2. 拓宽经费渠道，积极争取

资金，完善、加快湿地保护工程

建设。坚持多渠道并举的原则，

一方面争取国家和省对保护区的

项目建设投入，另一方面应积极

争取社会各界及国际社会的资金

支持 ；对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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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及时进行人工修补，采取工

程措施、生物措施等促进湿地良

性可持续发展。

3. 加强自然保护区人才队伍

建设。进一步做好自然保护区领

导班子建设，强化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要进

一步推行关键岗位和各类人员的

业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人员素

质 ；保护区要积极吸纳大学生、

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改善人才

队伍结构。

4. 要学懂弄通保护湿地的

法规制度，用法律来保护湿地资

源。制定符合本地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生态

保护涉及的部门较多，内容复

杂，条块分割严重，既要坚持湿

地的统一规划、管理和保护，又

要具备一定的协调机制。因此，

要出台具体的湿地保护条例，明

确责任，理顺管理过程。

查干湖生态保护区建设，

不仅要专注于湿地资源的保护，

还要关注其在区域整体发展中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湿地是多资源

类型、多功能类型的综合生态系

统，系统要素之间、功能类型之

间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

确定权限时，只注重部门特征而

不注重系统完整性，结果将可能

导致实际管理的混乱。因此，要

充分运用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模

式，加强保护立法，发挥生态系

统的服务功能。

5. 优化湿地保护过程中的

政府行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遵循，各级政府依法实施生

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在查干湖湿

地的保护和利用中，应当持续贯

彻这一指导原则，强化政府生态

服务理念，建设强而有力的生态

责任体系。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和

绿色发展，协调好管理、保护和

发展的关系。要不断健全以党政

领导为河长的责任制度，协调各

方力量，分级分类管理。依法开

展湿地调控管理，加强每日监督

巡查，严禁一切违法违规破坏活

动。同时，加强组织协调，发挥

政府和市场两类主体的协同作

用，做到鼓励发展和有限开发并

举，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要一直牢

记保护和开发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6. 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湿

地保护和开发。引导民间资本和

社会组织参与到湿地开发和保护

中来。积极探索社会资源对湿地

保护的补充作用。湿地资源，保

护是基础，开发是桥梁，科学开

发能够带动区域繁荣、经济发

展，从而为民谋福利。既要向上

争取项目，同时也要拓宽民间资

本进入渠道。围绕已有项目，在

冬季冰雪旅游等方面招投标引入

有实力的企业，盘活整个湿地保

护区。要注重监管，在开发中保

护。在积极探索多元开发模式的

同时，也要做好科普教育工作。

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有开发热

情，但有时也缺少对于湿地资源

的相关科学知识的了解，如果不

提前告知，很容易出现盲目开

发，忽视保护的现象。因此，在

管理上，政府各部门不能缺位，

要敢作为、善作为，使竞争更加

有序、合理、规范，在科学保护

的前提下将湿地的经济效益发挥

到最大化。

湿地保护工作还很艰巨，

经过几年的努力，查干湖湿地保

护区环境恢复取得可喜成绩，但

与此同时，仍有许多工作亟待进

行，湿地保护、恢复是一项长期

且难度较大的任务，但正因为惠

及民生福祉，不能有停一停、歇

一歇的想法，要在发展中不断谋

求湿地资源的最大化，让老百姓

享受到自然资源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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