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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和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湿地类型保护区之一,湿地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稳定,物种资源极为丰

富。本文通过阐述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概况,分析了该自然保护区的现状和特点以及当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

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升金湖生态治理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 升金湖；生态环境；现状；保护对策 

 

1 升金湖生态环境概况及环境现状 

升金湖地处长江南岸,与安庆市隔江相望,距东至县城

35 公里,距池州市区 60 公里,全湖周长约 165 公里,平均湖

宽 7.5 公里,属永久性的浅水内陆湖泊,湖水主要来自黄湓

河和唐田河,正常水域面积 13 万亩。 

升金湖区内气候适宜,周边几乎没有工厂,工业污染小,

是长江中下游一块难得的生态湿地。湖里有数量繁多的野生

鱼类,湖区植物生长繁茂,大量珍稀水禽来此觅食越冬。风光

旖旎的升金湖是目前安徽省 大的候鸟栖息湿地,享有“中

国鹤湖”和“鸿雁之乡”等美誉。众所周知,湿地具有不可

替代的生态功能,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然而,鼎鼎大名

的安徽省升金湖湿地眼下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环保质疑。 

资料显示,升金湖自然保护区横跨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

和东至县,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人口密度低,环境污染小。湖

里有鱼类 66 种,软体动物 18 种,水、湿生植物 62 种,升金湖

是安徽省 大的候鸟栖息湿地,目前,保护区有鸟类 230 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6种、二级保护鸟类 18 种。 

据了解,每年升金湖过冬的鸿雁数量达到三万只,占了

全球鸿雁总数的一半,其中白头鹤是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全世界仅存数千只,其中有十分之一在升金湖

湿地越冬,是升金湖保护区 珍贵的鸟类之一。 

享誉海外的升金湖,是数种国家级保护珍稀候鸟南下

过冬的天堂。“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这是北

宋著名诗人梅尧臣《东溪》中的名句,描写的正是升金湖当

时的美景。作为安徽省 大的候鸟栖息湿地,曾经的升金湖,

“湖水清澈如镜,沿湖烟树迷蒙,一片江南好风光”。它不仅

是东至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珍贵的自然宝库。 

随着升金湖生态价值的逐年提升,国家对湖区生态也越

来越关注,1997 年国务院批准升金湖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0 年安徽省编办批准正式成立“安徽省升金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2007年加入长江中下游湿地网络保护区,

升金湖目前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湿地。20 多年来,

对升金湖的生态保护每天都在呼吁,但尽管如此,湖区的生

态却一年比一年恶化。 

群鸟嬉戏于湖中,掀起湖面阵阵微波,野生鱼成群结队

穿梭于水草下,映衬着延绵百里油菜花海,这是升金湖十多

年前生态美景,而这些对于世代居住升金湖边的村民们来说,

已经成了远去的模糊记忆。 

眼下,湖面水草稀疏、野生鱼被人工养殖鱼挤进了狭窄

的生存空间,候鸟盘旋在深黄色的湖面上,似乎在哭诉着正

在凋零的家园。 

2 升金湖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池州地区经济开发力度的增强以及

连续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升金湖及周边生态环境

严重恶化,鸟类的觅食地面大幅萎缩,越冬水禽数量出现明

显下降。 

根据调查,总结出造成升金湖生态环境变迁主要有以下

五个因素： 

(1)渔业开发。升金湖因湖中日产水产价值“千金”而

得名。黄湓闸建成后,阻隔了长江鱼类洄游,入湖鱼类锐减,

促使渔民由自然捕捞转向人工养殖。升金湖湖面围网养鱼、

围网养蟹现象是侵扰水鸟生存的主要因素,冬季的捕鱼活动

对水鸟的越冬有较大的影响,高密度养鱼,农民在湖周农田

施用农药,对湖中水草、底栖动物的生存造成威胁,栖息环境

遭到破坏。 

(2)湿地围垦。据有资料记载,1949 年以来升金湖累计

围垦面积 64.84km2,湖泊面积由建国初期 197.64km2 锐减为

132.8km2,大面积围垦是升金湖保护区湿地急剧减少的重要

原因,而且彻底改变了围垦后植被面貌,影响到升金湖的湿

地生态环境。 

(3)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区内有大量的居民点和农业生

产用地,当地农民在湖周农田施用化肥、农药,以及畜禽养殖

和生活污水排放使水质受到污染、水体富营养化,对升金湖

水质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4)水利工程影响。升金湖为通江湖泊,1965 年为防洪之

便建通江水闸—黄湓闸,一般冬季开闸放水,滩涂显露,利于

水鸟栖息,夏季开始闭闸蓄水,缓解长江水势,这种人为造成

的水位变化对水鸟栖息地的湿地环境影响较大。建闸后每年

约9万吨泥沙从黄湓河中上游推人湖中,湖面不断缩小,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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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银川市两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并应用单项污染指数及内梅罗综合质量指数。结果表明,

这两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综合质量指数分别为：P 综≤0.7,0.7＜P 综≤1.0,质量等级属于清洁和尚清洁。 

[关键词]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土壤环境质量；综合质量指数 

 

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 基本需求,饮用水水质优劣直接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是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集中式水源地周边的土壤质量

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也直接影响到

饮用水安全和人体健康。近些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受到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

影响日趋严重,饮用水源地的土壤环境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更

多人的关注。[1-3]今通过对银川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周边土

壤开展环境质量调查工作,旨在摸清银川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为下一步保护土壤环境质量和饮

用水源地安全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 

1 监测点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在宁夏银川市选取 2 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分

别是银川市东郊水源地与银川市南郊水源地。银川市东郊水

源地位于兴庆区掌政镇－贺兰县金贵镇一带,东至贺兰县金

贵九队－银河五队一线,西至联星九队－茂盛村一线,南至

杨家寨七队一线,北至贺兰县红旗十一队一线,一级保护区

面积 12 平方千米,共有 36 个地下水取水井,服务人口 37.6

万。银川市南郊水源地位于金凤区魏家桥一带,东至良田渠,

西至通达街,南至南绕城高速公路,北至良田渠,一级保护区

面积 12 平方千米,服务人口 58.8 万。 

本次调查在每个水源地陆域保护区均匀布设 5 个采

样点,每个采样点按照采样技术规范采集 0~20cm 土壤样

品,每份样品采样量为 2kg,采样前记录点位坐标,拍摄点

位照片。 

2 监测项目、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2.1 监测项目 

土壤理化指标：土壤 pH、有机质含量。 

 

泥沙淤积严重,湖床每年抬高 1 厘米,泥沙淤积使湖泊总体

功能衰退。 

(5)升金湖湿地保护意识不强。政府决策、群众意识是

湿地保护的重要保障环节,多头管理无力,群众保护意识薄

弱,使湿地保护难度加大。 

以上种种问题是造成目前升金湖湿地面积大幅减少和

湿地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3 解决对策 

为提高升金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自我维持能力,

升金湖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可采取以下措施： 

(1)湿地退化和受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干扰,其

内在是系统结构的紊乱和功能的减弱与破坏。因此湿地生态

恢复工程就是要克服或消除自然的或人为的干扰压力,从而

再现一个自然的、自我持续的生态系统。在升金湖地区要严

禁围湖造田、修筑人工圩,实行退田还湖、封山育林。 

(2)在湖滩水生植被退化较严重地段人工补种水草,通

过控制湖滩水位来提高补植水草的生存扩展能力, 终恢复

湿地生态。 

(3)在湖底沙化严重、抬高明显、无法补植水草的湖床,

根据沙化程度进行清淤；加深加宽淤塞的湖滩河道,全面实

施水土保持工程,减少泥沙输入。 

(4)依托升金湖湿地资源优势,在保护好湿地生态环境

和水鸟资源的前提下,稳妥地发展湿地特色产业,重点发展

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业的开发就是要把升金湖

建成具有湿地特色的生态旅游园,推出观鸟、科考、摄影、

写生、垂钓等旅游项目。科学合理地规划开发升金湖,给大

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

的美好家园。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

抓在手上。升金湖环境治理工作已迫在眉睫。我们应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保护湿地,维护生

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修护升金湖自然生态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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