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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system, to master the dynamic change of wetland re-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study, taking CBERS-CCD as the main data source, through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etc., obtain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etland resources 
in Jiangxi province. It evaluated the wetland resource about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characteristic and distribution regularities, and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wet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wet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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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湿地资源的动态变化和分布规律，对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以CBERS-CCD为主要数据源，通过遥感影像处理和外业调查验证等，得到了江西省湿地

资源现状分布情况。通过对湿地数量特征、资源特点、分布规律等进行评价，提出了湿地资源保护管理

相关对策，以期为湿地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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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地球表层最独特的生态系统，具有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净化水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

生态功能。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

然保护大纲》将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性的湿地

消失和退化危机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
自 1971 年《湿地公约》缔结以来，湿地保护与恢复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点。

我国湿地类型多、分布广、面积大，总面积达 650,000 km2，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2]。但是，在人口

持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国情下，我国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江西省高度重

视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湿地重要分布省份。2006 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出台了《江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开发占用自然湿地，严格保护已经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湿地。2006 年 10 月，江西省率先成

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湿地保护管理独立机构，承担全省湿地资源保护管理和培训、教育、宣传等工作，

并行使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能。2012 年，《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出台，全省湿地保护法制化

建设水平上了新的台阶。本研究以江西省湿地资源分布遥感影像为基础，结合野外调查、地形图、数据

统计资料等，对全省湿地资源现状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并针对湿地资源数量、分布、管理等提出了保护

管理对策，有利于全省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 

江西省行政区域内所有面积为 8 hm2 (含 8 hm2)以上的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和宽度 10 m 以

上、长度 5000 m 以上的河流湿地以及其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湿地[3]。 

2.2. 湿地分类 

依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林湿发[2008]265 号)、《国

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关于下发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林湿发[2009]4 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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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实施细则》等进行湿地资源分类。 

2.3. 研究方法 

收集江西省各湿地分布资料、遥感影像图、航片图、地形图(1:10,000 和 1:50,000)；对于面积过小的

湿地区域，需要收集其所在地 1:10,000 或者更大比例的调查图纸。本研究按照省→湿地区→湿地斑块进

行区划，全省共区划为 105 个湿地区，其中单独区划的湿地区 10 个，以县为单位区划的零星湿地区 95
个，共区划湿地斑块 13,504 个[4]。以 CBERS-CCD 为主要数据源，全省共涉及遥感影像 31 景，其中中

巴 CBERS-CCD 数据 25 景，环境卫星数据 6 景。全省数据源获取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25 日，分辨率 19.5 m，遥感影像经过几何校正、图像增强、图像镶嵌、现场判读等程序完成相关

解译[5] [6]。 

2.4. 数据统计 

遥感影像判读完成后，在 GIS 软件中将面状、线状湿地判读图、分布图和境界图进行叠加分析，求

算各图斑的面积。判读出的主要单线河流的面积统计，可根据野外调查给出平均宽度而求得。遥感判读

湿地斑块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湿地名称、湿地类型、湿地面积、湿地分布、主要优势植物种等。 

3. 江西省湿地资源现状评价 

3.1. 湿地资源数量特征分析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湿地资源非常丰富。既有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又有由赣江、

抚河、修河、饶河和信江五大江河及其支流组成的遍及全省的完整水系网。特有的地貌类型，孕育了丰

富多样的湿地类型[7]。经遥感解译结合现场调查分析，全省有湿地 4 类 8 型，其中河流湿地 2 型、湖泊

湿地 2 型、沼泽湿地 1 型，人工湿地 3 型(不含水稻田) [8]。湿地总面积为 90.84 万 hm2，其中自然湿地(包
括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70.96 万 hm2，占湿地总面积 78.12%，人工湿地 19.88 万 hm2，占湿地

总面积 21.88% (见表 1)。同时，根据《2011 江西统计年鉴》数据[9]，全省还有水稻田 227.03 万 hm2。 
按湿地类划分，江西省有河流湿地 31.05 万 hm2，占湿地总面积 34.18%；湖泊湿地 37.34 万 hm2，占

41.10%；沼泽湿地 2.58 万 hm2，占 2.84%；人工湿地 19.88 万 hm2，占 21.88%。 
按湿地型划分，江西省有永久性淡水湖 37.33 万 hm2，占湿地总面积 41.09%；季节性淡水湖 0.009

万 hm2 (87.14 hm2)，占 0.01%；永久性河流 27.00 万 hm2，占 29.72%；洪泛平原湿地 4.05 万 hm2，占 4.46%；

草本沼泽 2.58 万 hm2，占 2.84%；库塘湿地 16.35 万 hm2，占 18.00%；运河、输水河 1.65 万 hm2，占 1.81%；

水产养殖场 1.88 万 hm2，占 2.07%。 

3.2. 湿地资源特点及分布规律 

3.2.1. 湿地资源特点 
以鄱阳湖及入湖水系形成全省湿地核心和骨架，入湖各级河流上游山丘分布众多的库塘湿地。环湖

及入湖河流下游水稻田集中分布河、渠、沟，水系发达(见图 1)。 
(1) 湿地资源分布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 
江西湿地资源丰富，总体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特点，其中北部的南昌、九江两市湿地面积

为 41.68 万 hm2，占全省湿地总面积的 45.89%，南部赣州市仅有 7.24 万 hm2，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7.97%；

东部的上饶市、景德镇市两地分布较西部的萍乡市、新余市两市多，其中上饶市、景德镇市具有 20.73
万 hm2，占全省湿地总量的 22.82%，萍乡、新余具有 1.77 万 hm2，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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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file of wetland resources in Jiangxi province 
表 1. 江西省湿地资源概况 

湿地类 湿地型 湿地型面积(hm2) 湿地型比例(%) 湿地类面积(hm2) 湿地类比例(%) 

河流湿地 
永久性河流 269,983.88 29.72 

310,507.77 34.18 
洪泛平原湿地 40,523.89 4.46 

湖泊湿地 
永久性淡水湖 373,283.77 41.09 

373,370.91 41.10 
季节性淡水湖 87.14 0.01 

沼泽湿地 草本沼泽 25,765.84 2.84 25,765.84 2.84 

人工湿地 

库塘 163,485.84 18.00 

198,753.17 21.88 运河、输水河 16,457.97 1.81 

水产养殖场 18,809.36 2.07 

合计 908,397.69 100.00 908,397.69 100.00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wetland resources in Jiangxi province 
图 1. 江西省湿地资源分布情况 

 

(2) 湖泊湿地资源丰富，占全省湿地面积的比例较高 
湖泊是江西湿地资源的特色，因为这里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集水面积之大，在全国闻

名。全省具有湖泊湿地 37.34 万 hm2，占全省湿地面积 41.10%，占了全省近一半的湿的面积，其中鄱阳

湖湿地 34.95 万 hm2，占了湖泊湿地面积的 93.05%。鄱阳湖地貌西南部高，东北部低，湖床平坦，五河

河口形成三角洲地形，主要是现代泥沙淤积作用而形成。三角洲上大小不一的碟形洼地在枯水季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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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众多的小型湖泊，湖底高程多为 13.5 至 15.0 m。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和西部，中高水位与主湖连成

一片，该生境条件也正是鄱阳湖冬候鸟越冬的主要栖息地和觅食场所。 
(3) 湿地动植物种类 
全省有湿地脊椎动物及虾蟹贝类 688 种(亚种)，隶属于 113 科 315 属，包括鸟类 151 种，鱼类 211

种，两栖类 51 种，爬行类 90 种，哺乳类 42 种，贝类 97 种，虾蟹类 46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

物 11 种，如白鹤、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等；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 27 种，如江豚、獐、虎纹蛙等。 
全省有湿地高等植物 988 种，隶属于 159 科 447 属。包括被子植物 792 种，裸子植物 4 种，蕨类植

物 54 种，苔藓植物 138 种。其中，国家 I 级保护野生植物有 4 种，为莼菜、中华水韭、水松、长喙毛茛

泽泻；国家 II 级保护野生植物 10 种，如粗梗水蕨、水蕨、贵州萍蓬草、野生稻等。 

3.2.2. 湿地分布规律 
全省皆有湿地分布，但总体呈现“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格局。分布规律为：(1) 鄱阳湖的湖泊群

是湖泊湿地的主要分布区；(2) 江西“五河”水系是河流湿地的主要分布区；(3) 环鄱阳湖区是人工湿地

中水稻田湿地的主要分布区；(4) 以畜水、溉灌为主的库塘湿地主要分布在赣中南丘陵山地区域；(5) 运
河、输水河湿地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平原农田区域；(6) 洪泛平原湿地主要分布在五大河流；(7) 沼泽湿地

和水产养殖场主要分布在鄱阳湖环湖区。 

4. 江西省湿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保护管理对策 

4.1.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1. 公众湿地保护意识有待提高 
目前，公众对湿地的功能认识仅仅局限于湿地产品和景观美化上，对固碳增汇、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方面的功能缺乏必要的认识。由于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和土地资源缺乏，湿地往往被作为一种后备土地

资源被不合理开垦或转为它用，甚至基于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湿地作为一种独特生态系统的价值和功

能被忽视或弱化[10]。湿地保护管理是一项新兴事业，目前全社会还普遍缺乏湿地保护意识，对湿地的价

值和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近年来，虽然利用“湿地日”、“爱鸟周”、“湿地文化”、“湿地采风”、

“湿地简报”、“湿地摄影展”等多种形式，开展了湿地保护方面的宣传，但科普宣教工作仍比较落后，

以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为载体的湿地科普宣教场所建设缓慢，提高公众对湿地的保护意识工作

任重道远。 

4.1.2. 湿地管理部门多、协调难度大 
湿地是多资源组成的资源复合体，湿地保护管理涉及的利益部门多。涉及湿地管理的部门有林业、

环保、水利、农业、渔业、国土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对湿地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都有关系，但缺乏协调

机制，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能把湿地资源分要素管理，而应该从系统生态学的理念

出发，协调各生态要素和管理要素。湿地管理部门多的问题割裂了管理的系统性，造成湿地保护与围垦、

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水利防洪设施建设、地下水开采、水资源调配等矛盾[11]。目前，涉及湿地保护的

各部门配合和协调仍然不够，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 

4.1.3. 湿地生态补偿机制还未建全 
由于湿地生态补偿机制还未建全，群众为保护湿地所受的损失得不到合理的补偿，生活相对贫困，

挫伤了群众保护湿地资源的积极性；也造成湿地保护部门与当地政府和群众关系难以协调，保护压力越

来越大，各种破坏湿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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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湿地科研监测体制不完善、管理技术落后 
目前，在湿地资源管理上缺乏资源优化配置的长期规划，对湿地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后的湿地生态

影响缺乏有效的监测。现有各个部门的监测机构，由于监测目标不一致，导致监测标准不统一，实施监

测的方法、时间、设备上均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信息利用方面也存在着已有的湿地基础信息标准不

统一，难以实现信息成果共享，部门、单位之间尚缺乏资料共享机制。对湿地保护的基础性研究长期以

来处于滞后状态，特别是对湿地的结构、功能、演替规律、效益评价等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

湿地的开发利用也缺乏评价机制[6]。同时，全省现有的湿地保护、管理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缺乏现代

管理技术和手段。 

4.1.5. 湿地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江西省虽然已经相继建立了一批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但很多重点湿地区域仍未建立保护区

或湿地公园，覆盖全省重点湿地的保护体系仍未形成，一些重要的湿地面临多种威胁，急需建立全省格

局的湿地保护管理网络；同时，由于投入不足，一些已经建立的湿地管理机构缺乏专业人才，基础设施

落后。目前，各级政府对湿地保护已引起高度重视，但湿地保护经费依然渠道十分单一，投入严重不足，

财政拨款只能解决湿地保护管理人员的基本生活。湿地保护没有专项经费，急需实施的湿地保护和恢复

项目无法落实，难以适应当前形势下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需要。 

4.2. 保护管理对策 

4.2.1. 强化政府责任，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湿地 
湿地保护和管理成效应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目标[12]，从而强化各级政府的职责。一是政府要把湿

地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制度、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湿地保

护工作；二是对现有自然湿地资源要加强保护，政府要根据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编制和修订本区域的湿

地保护规划，并做好与土地资源利用规划和相关规划的衔接，经批准的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修

改，坚决制止随意侵占和破坏湿地的行为；三是林业主管部门要定期开展湿地及其周围土地利用状况调

查、分析和评价工作，加强湿地资源监测，建立湿地资源数据库，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后，定期向社

会公布湿地调查、监测和评价结果；四是凡列入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内的自然湿地，一律禁止开垦占用或随意改变用途；已经开垦或改变用途的，应采取措施，限期恢复

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五是因国家重点建设需要开垦或征用、占用重要湿地的，应当征求林业主

管部门同意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4.2.2.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湿地保护意识 
针对目前公众对湿地普遍缺乏认识这一现状，加大对湿地生态保护的宣传力度，形成政府重视、媒

体关注、公众参与的多形式和多渠道宣传方式，增强全社会湿地保护参与意识，使公众科学认识到保护

和利用湿地资源是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自然生态和湿地保护

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力度，将各级领导干部、社区群众和广大青少年作为主要宣传对象，将《关于加强湿

地保护管理的通知》、《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主要宣传内容，以营造保护湿地、关爱

鸟类的良好社会氛围。此外，还要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出发点，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

将保护管理与科学利用湿地资源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纳入年度与任期目标考核内容。 

4.2.3. 建立协作机制，理顺湿地保护管理体制 
行政区域是人为划分的地理区域，而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部有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

因此没有行政区域的限制。湿地生态系统之间通过水系等生态廊道或生物信息交流而彼此影响，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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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是以鄱阳湖流域为湿地生态网络的垮区域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其中任

何一条水系都不足以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栖息于湿地生态系统的野生动植物也达不到有效的保

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着力缓解或消除行政区域内围垦、污染、过度利用等对湿地的威胁因素，

加强各相对独立的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外，必须综合评估湿地资源，突破行政区划概念，加强行

政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只有建立统一协作的湿地保护管理机制，才能理顺湿地保护管理体制，达到

湿地科学保护与管理的目标。 

4.2.4. 建全补偿机制，减缓湿地面积逐步减少 
应该尽快全面建立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对因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使湿地资源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应当给予补偿。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占用、征收湿地和利用湿地资源的

单位或者个人征收湿地生态补偿费。一是可以参照生态公益林补偿的办法，以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

园为基础，探索和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用于对湿地权属单位的生态补偿。二是可以参

照国家森林征占用及植被恢复费征收办法，根据湿地的类型和开发湿地的项目，确定每亩湿地的征收标

准，严格控制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征收的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湿地的保护和恢复。这样即可以

解决当前湿地保护和管理经费难落实的问题，也可以有效减少湿地资源的盲目开垦和无序利用，减缓湿

地面积逐步减少的趋势[13]。 

4.2.5. 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湿地保护管理力度 
湿地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其损失将无法估量和弥补，也必将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针对以上问

题，应该从保护管理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一是每年安排固定的全省湿地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湿

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保护和管理。二是应该科学合理安排湿地保护恢复项目资金，

通过湿地保护恢复项目带动全省湿地保护工作的发展。三是设立湿地公园建设专项资金。建设湿地公园

既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湿地多种功能效益，满足公众需

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政府还应对新建的国家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

奖励，并每年适当安排一定的补助资金。通过发展湿地公园，促进全省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建设生

态文明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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