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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ity scal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day by 
day, our country’s wetlands have been eroded gradually. The proportion of wetlands to land area 
has dropped sharply,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etlan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
riou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etland effectively,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related planning 
of wetland prote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basic goals of Shaoxing’s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in Yuecheng District, based on the “Two-Tone” data 
of wetland resources, and follows the statutory, local conditions, importance, and operability. In 
principle, 95.10% of the wetland area (6130.36 hectares) in Yuecheng District was included in the 
wetland protection red line and the wetland red line protection control requirements were pro-
posed. Then, a series of special projects for protection projects such as wetland protection com-
munities, wetland parks, wetland animal habitats and wetl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wet-
land resource monitoring systems were carried out in Yuecheng District of Shaox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county-level wetland protec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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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湿地渐渐地被蚕食，湿地占陆地面积的比例骤

降，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日益严重。为了使得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必须开展湿地保护的相关规划。因此，

本文结合绍兴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和越城区农林水利“十三五”规划，以湿地资源“二类调查”

数据为基础，遵循法定、因地制宜、重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将越城区95.10%的湿地面积(计6130.36 
hm2)纳入湿地保护红线并提出湿地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开展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湿地动物栖息地

与湿地植被恢复、湿地资源监测体系等一系列专项保护工程规划，以期为今后县域尺度湿地保护规划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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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具有多种

独特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和“物种的基因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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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国内外对湿地的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与分类[2] [3] [4] [5] 
[6]、生态修复技术[7] [8] [9] [10]、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应用[11] [12] [13]、湿地开发建设模式与服务技术手

段的探讨等方面[14] [15] [16]，这些研究为湿地保护规划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上研究多基于湿地公园尺度，目前为止，在一个县域范围，全面开展湿地保护规划的报道不多。

本文结合绍兴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和越城区农林水利“十三五”发展基本目标，利用湿地保护规

划设计的基本理论，对具体项目的规划设计进行系统地科学分析。通过从基础概念到实践理论的相关探

究，希望可以达到以下几点目的：在湿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中，要正确解读湿地、湿地保护、

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湿地规划设计等概念；从生态角度出发，体现湿地资源特色，平衡“湿地”

与“公园”间的关系，明确功能分区与控制原则，协调好各个环节设计的关系；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

基础上，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实现多样化，实现景观与生态协调并行；加强湿地科普教育，尝试形成

一套较为完善的设计体系；增强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民众生活幸福指数。 

2. 绍兴市越城区湿地资源现状与特点 

2.1. 项目区域位置与气候特点 

绍兴市位于浙江中北部，北濒钱塘江，东连宁波市，南接金华市和台州市，西临杭州市，是长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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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城区地处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全区土地总面积 492.24 km2。

四周与绍兴县接壤，全境介于东经 120˚30'58"~120˚45'08"、北纬 29˚50'08"~30˚10'38"之间，地面高程 5.1 m
至 6.2 m。 

全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东北风为多，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6.4℃，

最高月平均 33.2℃，最低月平均气温 1.1℃，极端最高气温 39.5℃，极端最低气温−10.2℃。年平均日照

1996.4 h，无霜期 240 d，年平均降水量 1461 mm，最大年降水量为 2182.3 mm，最小年降水量为 922.5 mm。

夏秋间台风暴雨时有侵袭。 

2.2. 研究区湿地资源概况 

研究区湿地总面积为 6130.36 hm2 (不含水稻田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12.45%，可划分为自然湿

地和人工湿地两大类。自然湿地分为永久性河流、海岸性淡水湖和洪泛平原湿地 3 类，面积分别为 4616.31 
hm2、1095.68 hm2、30.31 hm2，共 5742.30 hm2，占湿地总面积的 93.66%；人工湿地分为库塘、运河输水

河和淡水养殖场 3 类，面积分别为 8.44 hm2、344.85 hm2、34.77 hm2，共 388.06 hm2，占湿地总面积的 6.34% 
(表 1)。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the type of wetland resources in Yuecheng District 
表 1. 越城区湿地资源分类型统计表 

类型 名称 面积(hm2) 比例(%) 

湿地类 

自然湿地 5742.3 93.66 

人工湿地 388.06 6.34 

合计 6130.36 100 

湿地型 

永久性河流 4616.31 75.3 

海岸性淡水湖 1095.68 17.87 

洪泛平原湿地 30.31 0.49 

库塘 8.44 0.14 

运河、输水河 344.85 5.63 

淡水养殖场 34.77 0.57 

合计 6130.36 100 

3. 绍兴越城区湿地保护红线规划 

3.1. 划定原则 

1) 法定原则。湿地保护红线的划定应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湿地保护红线的修改和

调整需经原规划审批单位批准，不得随意变更。 
2) 因地制宜原则。湿地保护红线的划定应符合越城区湿地资源情况，构建出一套合理而有特色的湿

地保护体系。 
3) 重要性原则。湿地保护红线的划定应根据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程度进行，优先选择生态

功能重要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湿地划入保护红线。 
4) 可操作性原则。湿地保护红线的划定应充分考虑湿地保护以及管理过程中的现实情况，确保实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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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湿地保护红线划定 

3.2.1. 划定目标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14] 23 号)，本规划

以湿地资源“二类调查”数据为基础，划出 95.10%的湿地面积(计 6130.36 hm2)纳入湿地保护红线并提出

湿地红线保护管控要求。 

3.2.2. 划定内容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和相关政策，结合越城区的生态功能区划，将曹娥江、浙东运

河、镜湖、青甸湖等湿地斑块纳入湿地保护红线范围，面积为 5829.80 公顷。 
划出湿地保护红线外的湿地为人工湿地的水产养殖场、运河以及面积较小、稳定性低、生态功能弱、

难于管理的小型河流。 
1) 自然湿地 
划入红线的自然湿地面积 5486.77 hm2，占红线总面积 94.12%。 
永久性河流湿地：包括湖则畈、攒宫江、王家池、窑湾江等 65 个斑块，面积 4367.40 hm2，占 74.92%。

本区河流纵横，河网密布，将生态功能较强、易管理的大面积河流划入红线进行保护。 
海岸性淡水湖：包括迪荡湖、白塔洋、大百家湖、镜湖等 7 个斑块，面积 1089.06 hm2，占 18.68%。

海岸性淡水湖指海岸带范围内的淡水湖泊，类型特殊，景观独特，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应

划入红线进行保护。 
洪泛平原湿地：包括荷湖江洪泛湿地 1 个斑块，面积 30.31 hm2，占 0.52%。洪泛平原湿地指江河沿

岸、湖周、滨海易受洪水淹没的地区，也是洪水泛滥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湿地，湿地类型特殊，应划入红

线进行保护。 
2) 人工湿地 
划入红线的人工湿地面积 343.03 hm2，占红线总面积 5.88%。库塘包括方家坞水库 1 个斑块，面积

8.44 hm2；运河、输水河包括萧曹运河(浙东运河) 1 个斑块，面积 334.59 hm2，占 5.74%。 
3) 未划入红线湿地 
未划入红线的湿地包括躲柱江、栖凫江、邵下江、大南江、潞家湾、里直江、平水江等。按类型分，

包括 22 个永久性河流湿地，1 个养殖场，1 个海岸性淡水湖，1 个运河、输水河。划出湿地保护红线的

湿地为水产养殖场、运河、小面积河流湿地等稳定性低、面积小、生态功能不突出、不易管理的湿地。 

3.3. 管控要求 

红线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 新建、扩建、改建供水设施、水电设施和湿地生态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2) 违反保护和控制要求进行建设； 
3) 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 
4) 擅自填埋、占有红线内水域； 
5) 排放各类污水、废水； 
6) 堆贮存和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7) 电鱼、狩猎、捡拾鸟蛋、采砂取石等活动； 
8) 进行各类与保护方向不一致的旅游项目； 
9) 其他对湿地生态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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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级名录保护 

根据湿地资源稀有性、生态脆弱性、生态区位重要性等因素，按照《湿地公约》对重要湿地的划分

标准，坚持全面保护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浙江省湿地保护规划(2006~2020)》，将越城区的

重要湿地划分为省级重要湿地和县级重要湿地 2 个保护等级。规划期内共规划 12 处县级以上重要湿地，

总面积 2229.41 hm2。其中，省级 2 处，县级 10 处；按类型划分，永久性河流湿地 6 处，海岸性淡水湖

湿地 4 处，运河、输水河 1 处，洪泛平原湿地 1 处。 

4. 绍兴市越城区湿地保护工程专项规划 

4.1. 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工程 

根据实地调查并结合湿地保护小区建设的基本要求，规划新建湿地保护小区 1 处，为大百家湖湿地

保护小区，湿地面积 103.75 hm2。 
2015 年，主要开展湿地保护小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根据湿地资源现状，

合理划分功能区，明确保护恢复对象。 
2016 年，开展湿地保护小区管理机构建设、申报等工作。 
2017 年，开展界桩界碑、永久性标牌、管理站、监测站、鸟类栖息地和湿地植被保护恢复等湿地保

护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全面实现湿地保护小区的植被恢复、水生生物及鸟类栖息地恢复，

鸟类数量显著增加，自然景观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4.2. 湿地公园建设工程 

湿地公园建设在越城区旅游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自然条件状况，因地制宜，规划具有良好建

设条件的湿地，建设湿地公园 2 处，分别为青甸湖、迪荡湖。 
1) 青甸湖省级湿地公园 
2014~2017 年，新建青甸湖省级湿地公园，开展植被恢复、水生生物及鸟类栖息地恢复及景观建设

等工作，大力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开展湿地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2018~2020 年，全面实现青甸湖湿地公园的植被恢复、水生生物及鸟类栖息地恢复，鸟类数量显著

增加，自然景观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开展湿地景观设施建设、湿地保护工程、监测和宣教设施建设等工

作。 
2) 迪荡湖县级湿地公园 
2014~2017 年，新建迪荡湖县级湿地公园，开展植被恢复、水生生物及鸟类栖息地恢复及景观建设

等工作，大力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开展湿地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2018~2020 年，全面实现迪荡湖湿地公园的植被恢复、水生生物及鸟类栖息地恢复，鸟类数量显著

增加，自然景观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开展湿地保护工程、监测和宣教设施建设、湿地景观设施建设等工

作。 

4.3. 湿地动物栖息地与湿地植被恢复工程 

在越城区重要湿地实施水生动物、鸟类栖息地恢复工程，建立鸟类救护站、观鸟设施和宣传栏等；

加快植被恢复重建，建设具有自然特征的河流廊道。 
1) 鸟类栖息地保护和恢复。通过保护湿地自然植被，实行栖息地保护制度，禁止人类活动干扰，保

护现有栖息环境，采取浅滩、生境岛等湿地基底营造技术和栽植鸟类喜食或喜栖植物等招引技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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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栖息地。实施重点区域位于大百家湖、洋湖泊、镜湖、青甸湖、迪荡湖、日月湖(洋泾畈、湖则畈)
等湿地。 

2) 溪滩湿地植被恢复。遵循乡土植物原则和生物多样性原则选择湿地植物，按湿生、沼生、挺水、

浮叶、沉水等湿地植物类型，构建溪滩湿地植物群落。实施重点区域位于荷湖江洪泛湿地。 
3) 鱼类栖息地恢复。继续实行增殖放流，并结合生态护岸工程，采取构建人工鱼礁、水下石块群等

鱼类生境营造方式，为鱼类营造栖息地、产卵场与避难所；在鱼类繁殖季节，建立禁渔期制度；加强渔

业管理，控制捕捞强度。 

4.4. 湿地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工程 

越城区湿地资源监测体系由湿地资源监测站和湿地资源监测点二级构成，是浙江省湿地资源监测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湿地资源监测体系的基础站点和延伸。湿地资源监测站包括湿地动植物资源监测

站、湿地水文监测站、湿地环境监测站。根据辖区内湿地动植物资源状况，设置湿地动植物资源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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