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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etland degradation in the Liaohe River basin is serious and the wetland function is 
weakened due to the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wetlands, 
the typical wetlands (Panjin wetland, Puhe wetland and Lianhua Lake wetland) in Liaohe River basin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ypes of typical wetland landscape and the causes 
of degra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of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Panjin wetland and 
Puhe wetland are similar, which are showed as the area of grass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the area of wetland decreased and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anjin wetland are the climatic factors,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nd 
evapora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quaculture and the crude oil exploitation. The natural factors of Puhe wetland degradation 
are serious shortage of resources of natural water, human disturbance, including point, surface and 
source pollution of Puhe River Basin, Puhe River upstream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the Puhe 
River rubbish and so on. As for Lianhua lake wetland, grass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are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de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wetland and woodland are re-
duced after increasing.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gradation are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of sup-
plying river such as Fan Ri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ieling new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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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影响，辽河流域湿地退化严重，湿地功能减弱。为了分析辽河流域湿地主

要退化影响因素，本文选取辽河流域典型湿地(盘锦湿地、蒲河湿地及莲花湖湿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分析

了三个典型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特征及退化原因。结果表明，盘锦湿地和蒲河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特征相似，为草

地和建筑用地面积增加，湿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先增加减少。退化原因不尽相同，盘锦湿地主要影响因素为

气温升高和蒸发量增加的气候因子，和建筑用地增加，农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及原油开采的人工干扰；蒲河湿

地退化的自然因素为天然水资源严重不足，人为干扰主要包括蒲河流域点、面、源的污染，蒲河上游蓄水工程

的建设以及蒲河两岸垃圾堆放等。莲花湖湿地，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湿地和

林地均先减少后增加。其退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水源补给河流受影响，如凡河等水质污染严重，经济的发展和

铁岭新城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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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地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

存环境之一，是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具有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

降解污染、补充地下水、控制土壤侵蚀等重要作用[1] [2] [3] [4]。近些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湿地遭到

一定程度的破坏，主要表现为自然湿地类型和面积不断减小，湿地组织结构破坏，生态功能减弱等[3] [5]。其中，

湿地面积减少是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最直观的表现，也是湿地退化的重要标准之一。遥感与 GIS 技术的结合为湿

地资源的调查提供了极大便利，成为探讨景观格局演变、揭示其空间变化规律和建立其变化驱动力模型有力的

分析手段[6]。 
本文的研究对象辽宁省辽河流域处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南部，拥有的湿地资源，湿地总面积 12196.15 km2，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8.24 %，湿地类型包括滨海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 5 大类。这些

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维持着区域间生态环境的平衡，并且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位置。目前对辽河流域湿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滨海湿地，张华[7]等基于遥感、GIS 技术和野外调查，对辽

宁省滨海湿地进行三级系统分类统计，并对各个分级进行了景观格局分析。蒋卫国[6]等对辽河三角洲进行湿地

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表明人工湿地不断增加，自然湿地不断减少，主要驱动力为人口增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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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工农业的发展。黄桂林[8]分析了辽河三角洲河口湿地近 30 年来的景观演变规律，得出自然湿地逐渐转化为

人工湿地，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增加，景观多样性减少，农业开发直接导致自然湿地、半自然湿地转换成人工湿

地，而油田开采、道路及城市化建设除了占用湿地之外，更直接导致湿地的格局和破碎度的改变。 
近些年来对湿地的研究倾向于滨海湿地，对河流湿地，人工湿地等的研究则较少，这不利于辽宁省制定不

同类型的湿地修复方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根据湿地不同特点选出三个辽河流域典型湿地。通过对典型

湿地进行 2000 年，2010 年，2015 年 7~8 月，共 24 期 TM 遥感数据分析，得出景观格局类型面积及分析其变化

特征，并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两个方面分析典型湿地的主要退化因素。 

2. 辽河流域典型湿地的确定 

2.1. 辽河流域概况 

辽河流域位于东经 116˚54'至 125˚32'，北纬 40˚30'至 45˚17'之间，是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之一，发源于河北省

承德地区七老图山脉的光头山(海拔 1490 m)，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 4 个省区，主要包含“西辽河–

东辽河–辽河”(简称辽河水系)和“浑河–太子河–大辽河”(简称浑太水系)等两大独立水系，干流全长 2201 km，

总流域面积 21.96 万 km2，属树状水系，东西宽南北窄，东部、西部和西南部三面群山环绕，以构造剥蚀地貌为

主，山地占 48.2%，丘陵占 21.5%，平原占 24.3%，沙丘占 6% [9]。 
辽河流域地处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雨热同季，日照多，冬季严寒漫长，春秋季短多风沙，夏季炎热

多雨，东湿西干，平原风大。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300~1000 mm，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由东向西递减，多集

中在 6~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85%，易以暴雨的形式出现。水资源总量为 221.9 亿 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37.2 亿 m3，可利用水资源总量 115.04 亿 m3。浑太水系上游水资源相对较丰富，西辽河水资源严重短缺。 
辽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建材基地，粮食生产基地和畜牧业基地。这些工业、农

业、牧业及因此而进行的一系列人类活动都对辽河流域湿地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工业工厂一般都分布于大多数

的地级市和乡镇中，其中绝大部分工厂的污水均直接排入相应的市、镇地下水系统中，甚至有部分大型工厂直

接将污水排入地表水；农业又普遍使用含 N、P 的化肥。从而导致辽河流域的水质污染严重，仅有少部分区域

呈 III、IV 类水标准，大部分流域呈现地表水 V 类标准情况，甚至有劣 V 类的水质地区，水质污染严重[10]。 

2.2. 典型湿地确定 

地的地理环境、水文条件以及水源补给状况等对湿地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在基本掌握辽河流域湿地概

况的基础上，考虑湿地类型、湿地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对辽河流域生态的影响程度等因素，选取辽河流域范围内

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湿地。 
盘锦湿地属于滨海复合湿地。湿地类型主要有沼泽湿地、浅海水域、沿海滩涂以及河流等多种类型的自然

湿地，和水稻和水库等人工湿地类型[11] [12]。湿地面积比较大，湿地内动植物种类繁多，景观结构复杂多样，

具有很高的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是国内外瞩目的湿地。对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

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蒲河湿地属于污染型的湿地[13] [14]。其位于蒲河流域，补充水源匮乏，且由于城乡废水的大量排放，水质

严重污染，景观类型不完整。明晰蒲河湿地景观类型变化特征并分析退化的主要原因，对辽河流域同类型湿地

的生态修复具有指导意义。 
铁岭莲花湖湿地属于自然和人工复合湿地，现有的湿地类型包括淡水沼泽和人工湿地两类，其中淡水沼泽

包括泛洪平原、湖泊和草木沼泽；人工湿地主要包括池塘、水田和水库[15]。莲花湖湿地的代表性区域为莲花湖

湿地公园，其是以人工库塘、稻田、河流及浅水型的小型湖泊群为主的复合型湿地[16]，具有明显的湿地性质，

特殊的土壤结构和生物区系，景观特征显著，而且生态系统的结构基本保持着难得的完整性。因此对莲花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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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研究，有利于辽宁省对人工湿地恢复方案的制定。 

3. 典型湿地退化原因分析 

3.1. 盘锦湿地退化影响因素 

3.1.1. 盘锦湿地概况及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盘锦湿地地处 40˚39'~41˚27'N，121˚25'~122˚31'E，濒临渤海湾，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 9.1℃，无霜期 171 d，年日照时数为 2568.47 小时，降水量逐年递减，近 60 年来年平均降水量为 211 mm，

降水最大月份 7 月，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65.78%，年平均风速 3.2 m/s，属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盘锦湿地地貌类

型主要是冲积平原和潮滩，地势低洼平坦、北高南低，坡度在 2˚以内，平均海拔 4 m。该地区由于大辽河、双

台子河、大凌河等河流和渤海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总面积为 3.0 × 105 km2的湿地生态系统，是辽河三角洲的主

体部分。其湿地类型主要包括芦苇沼泽、管理苇田、香蒲苇田、滩涂、湿草甸、水稻田和虾蟹田[17]。 
盘锦湿地景观格局类型面积如表 1 所示，总面积 3096.46 km2，其中湿地所占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45%~52%，

其次是耕地，占总面积的 33%~40%，然后是建筑用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土地类型，分别占总面积 7%~12%、

1%~1.5%、0.2%~8%和 0.03%~0.11%；从变化上来看，2000~2015 年间，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增加的

面积分别为 233.24 km2和146.73 km2，而湿地面积逐年减少，减少的面积为198.86 km2，耕地面积先增加34.34 km2， 
然后减少 215.40 km2，林地和其他土地类型变化不大。 

3.1.2. 盘锦湿地退化影响因素 
分别从气候因素和人为干扰两方面对盘锦湿地退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气候因素 
气候因素主要包括气温和蒸发量。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盘锦湿地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均不断上升，如图 1 所示，上升的速率分别达到每年 0.03485℃，0.01212℃和

0.04347℃。与全国气候变暖趋势一致，气温的升高，导致盘锦湿地水面和陆地蒸发量增加，进一步引起湿地土

壤的盐碱化和沙化，对湿地的植物生长也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2) 人为干扰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报告，盘锦市人口达到 139.2493 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 年间增加

13.0740 万人，增长 10.36%，年平均增长率为 0.99%。随着盘锦市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盘锦市民对各种湿地资

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表现为盘锦湿地区域的建筑用地不断增加，农业开发和石油开采程度不断加深，大量的

盘锦自然湿地如天然水域和浅海的滩涂，逐渐转化为人工湿地如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的虾蟹田和水稻田，造成

天然湿地面积锐减，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 
• 建筑用地的增加 

根据 2000~2015 年期间的景观类型面积数据变化，可知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Table 1. The changes in area of each type of landscape in Panjin wetland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5 
表 1. 2000~2015 年盘锦湿地景观类型面积变化/km2 

年份 
林地 草地 湿地 建设用地 其他 耕地 

合计 km2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2000 年 43.85 1.42 8.47 0.27 1596.66 51.56 228.22 7.37 0.95 0.03 1218.31 39.35 3096.46 

2010 年 33.54 1.08 24.63 0.80 1496.57 48.33 285.52 9.22 3.55 0.11 1252.65 40.45 3096.46 

2015 年 42.19 1.36 241.71 7.81 1397.80 45.14 374.95 12.11 2.56 0.08 1037.25 33.50 30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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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of Panjin wetland from 1955 to 2015 
图 1. 1955~2015 年盘锦湿地年气温的变化 

 

233.24 km2和 146.73 km2。同时由盘锦市十三五计划可知，在十二五期间，盘锦市的第一、二、三产业均大幅度发

展，相应的建设用地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不断完善，这些不断侵占原有的湿地面积，导致湿地退化。 
• 农业开发与水产养殖业 

在农业开发的过程中，过量的化肥和农药，在稻田排水的作用下，大量的积聚在了三角洲的河湖及沼泽湿

地中，造成湿地水质污染严重。这不仅对湿地动植物生长和生存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湿地的各种功能的呈现

和发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区域内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滩涂被强制地修筑成为养殖场

所，导致大量自然湿地转化为景观多样性较少的人工湿地。 
• 石油资源开采 

盘锦湿地地处辽河中下游冲积平原，是辽河油田的腹地，石油、天然气和井盐的储量非常丰富。油气资源

的开发和开采，占用了大量的自然湿地面积，并且破坏了湿地的景观的完整性，如钻井和铺设油气运输管线等；

与油田开采相应的人类活动，如钻井和各种井上和井下作业等，破坏了湿地地表的植被和湿地景观的完整性，

同时，破坏了湿地中各种生物的栖息地。石油开采过程中泄露和散落在湿地周围的原油，会引起湿地土壤的理

化性质变化。泄漏物质难以自身降解和消除，还会随着地表径流流入沼泽和河流等湿地的主要补给水源，从而

不可避免地对湿地水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修复的污染和影响。 

3.2. 蒲河湿地退化影响因素 

3.2.1. 蒲河湿地概况及景观类型变化分析 
蒲河发源于铁岭县横道河子乡想儿山，在辽中县黑鱼沟村南汇入浑河，全长共 205 km，流域面积为 2496 km2。

蒲河在沈阳境内始于棋盘山水库，流经棋盘山开发区、沈北新区、于洪、新民市和辽中县，全长约 168 km。沿

途有多条支流河、棋盘山水库、仙子湖和团结水库，正常蓄水量近亿立方米。蒲河补充水源包括天然降水、上

游水库弃水、支流河的补充水以及污水厂排水。此外，还包括未经处理的各类污水。蒲河水系水资源时空分布

不均匀，径流年度变化主要受控于雨季、上游水库泄水和汛期降雨补水[14]。 
蒲河受控于棋盘山水库和洋什水库的上游径流供水量非常有限，水库弃水时段不均，枯、平水期过水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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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蒲河的主要水源来自南北干渠农灌余水，补水量大约占总水量的 32%。以九龙河为代表的天然支流河补水

作用非常有限，且主要受益于辽河的补水。此外，流域各类排水均占总水量的 41%左右。即近一半天然水补给

维持着蒲河的生态用水，而各类排水作为另一半补水资源，因污染严重对蒲河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18]，相

应的蒲河湿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近些年来，随着蒲河生态廊道建设成效显著，河流重污染状态得到一定

程度上的控制，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但部分河段的水质仍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要求。目前蒲河受纳的污水包括

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开发区工业废水和点源工业废水。蒲河水质污染较重，其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

较大的破坏，面对环境补给水少、污水汇入量大、生活垃圾污染严重等问题，蒲河湿地净化困难。 
蒲河湿地景观格局类型面积如表 2 所示，总面积 490.77 km2，其中耕地所占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67.22%~62.59%，其次是湿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占总面积的 12.88%~21.21%和 11.45%~17.91%，然后是林地和草

地；从变化上来看，2000~2015 年间，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23.10 km2和 31.73 km2，

而湿地面积逐年减少，减少的面积为 40.85 km2，耕地先增加后减少，变化幅度不大，林地先减少后明显增加，

2015 年面积为 8.14 km2。 

3.2.2. 蒲河湿地退化主要影响因素 
由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污染的影响，蒲河收纳的污水量大，严重超过自身的纳污能力和水环境容量[14]，

为辽河流域内污染较为严重的河流湿地。目前，有机物污染为蒲河流域的水质的主要污染特征[19]。 
1) 天然水源补给严重不足 
蒲河湿地的天然水资源严重不足，水体自净能力差。其上游的棋盘山水库补给的水量较小，加上上游蓄水

工程的拦截，天然水资源量的供给，不能满足蒲河水体自净对水资源量的基本需求。此外作为沈阳最重要的粮

食产区，蒲河湿地年用水量极大，而自然降水量少，再加上主要的补给水来源于工业的污水，使得蒲河湿地难

以保持生态平衡，进而导致湿地退化。 
2) 蒲河水质的影响 
目前，由于蒲河受纳的污水来源复杂，面源污染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和农业灌溉，以及工业废水的点源污染，

蒲河流域的水质污染严重，主要为有机污染，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和悬浮物含量。尽管蒲河生态廊道的建设

初见成效，蒲河水质恶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仍无法达标。蒲河作为蒲河湿地的主要水源补给河流，其水

质对蒲河湿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是造成蒲河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3) 生活垃圾及农村面源污染严重 
蒲河沿岸的二十多个乡镇，都是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地区，垃圾收集和处理的设施及条件严重不足，这

导致乡镇的生活垃圾大量累积，并多数堆放在蒲河两岸；河流两岸的农业种植过程中，过量使用的化肥和农药

中含有的大量营养物(N 和 P 等元素)直接排入到河流中，导致河流富营养，水体发黑发臭。 

3.3. 莲花湖湿地退化影响因素 

3.3.1. 铁岭莲花湖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铁岭莲花湖湿地位于 E123˚41'~123˚51'，N42˚15'~42˚20'，地处辽河与其支流柴河、凡河之间的洪泛平原区，

属于辽河水系，海拔 50.5~60.2 m，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主要特点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热多

雨，雨热同季，日照丰富，干湿季节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8.3℃，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11.9℃，7 月份最热，

平均气温为 24.5℃。年平均降水量为 630.4 毫米。年日照时间为 2801 小时，平均每天 7.7 小时，春、夏两季日

照时间较长，秋季次之，冬季最短[20]。 
按湿地类型划分，莲花湖湿地是由人工库塘、河流、浅水型小型湖泊群及稻田组成的复合湿地类型，具有

湖、泡相联的水网结构。其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基本完整，土壤结构、生物区系及其生态过程的湿地性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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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hanges in area of each type of landscape in Puhe wetland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5 
表 2. 2000~2015 年蒲河湿地景观类型面积变化/km2 

年份 
林地 草地 湿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合计 km2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2000 年 5.36 1.09 1.25 0.25 104.08 21.21 56.17 11.45 323.91 66.00 490.77 

2010 年 1.91 0.39 2.38 0.48 87.02 17.73 69.57 14.18 329.89 67.22 490.77 

2015 年 8.14 1.66 24.35 4.96 63.23 12.88 87.9 17.91 307.15 62.59 490.77 

 
湿地景观特征显著。莲花湖湿地总面积为 1500.3 km2，其中河流湿地 42.0 km2，沼泽湿地 82.0 km2，库塘湿地

326.0 km2，水稻田 1050.3 km2 [21]。 
莲花湖湿地景观格局类型面积如表 3 所示，总面积 451.7 km2，其中耕地所占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75.61%~40.80%，其次是建设用地，占总面积的 10.30%~29.85%，然后是林地和湿地，草地面积最少；从变化上

来看，2000~2015 年间，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29.60 km2和 88.40 km2，增加幅度分

别为总面积的 6.55%和 19.55%，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减少的面积为 157.24 km2，减少幅度为总面积的 34.81 %，

湿地和林地均先减少后增加，近五年增幅均较大。莲花湖湿地所在的铁岭市主城区人口约 40 万人，生活污水为 
城区主要污水类型，排放量约为 14 万 m3/d。这些污水经过铁岭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首先排入莲花湖湿地，

经湿地生态系统净化后入凡河 IV 类水域，最终入辽河 V 类水域[22]，由于经过处理的污水不能完全净化，仍然

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对莲花湖湿地的产生了负面影响。 

3.3.2. 莲花湖湿地退化主要影响因素 
1) 凡河水质的影响 
作为莲花湖湿地的主要补给水源补给河流，凡河水质对莲花湖湿地的退化有着直接的影响。近年来辽河流

域治理工作的逐步开展，初步取得了成效，使凡河水质恶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水质有所好转，

但凡河水污染问题仍然存在。表 4 为 2006~2010 年凡河水质中主要污染物的年平均值。 
由表 4 中可以看出，凡河水质在 2007 和 2008 年两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的年均值均偏

高，凡河水质污染严重。其余年份的三个指标均随时间增长逐渐降低，尤其是 2009 年到 2010 年，凡河水质中

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的年均值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水质情况好转，但仍需进一步治理。 
2) 经济的发展 
通过查阅铁岭市统计年鉴，得到铁岭市 1999~2011 年的生产总值，如图 2 所示，生产总值飞速增加，12 年

间增加了 7,552,941 万元。从图 3 可以看出，各个产业均得到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带动了总

体经济发展，成为铁岭市发展重要支柱。工业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工业废水，工业垃圾等，对铁岭市尤其是

生态环境较为敏感的湿地造成很大影响，是引起莲花湖人工湿地退化的主要因素。 
3) 铁岭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影响 
铁岭市污水处理厂的出水，经泵站及一些铺设的管线，直接流进了莲花湖湿地，通过湿地中的人工湿地过

滤系统后，处理的出水流入莲花湖中。来自老城区的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经处理后排入莲花湖中，为莲花湖湿

地提供水源。但由于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中污染物成分复杂，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不稳定，和水中的 COD 值偏高 
等，这些均会对莲花湖湿地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导致莲花湖湿地水质中 COD 值超过 V 类标准的主要原因。 

4) 新城区建设的影响 
铁岭市新城区建设规划位于莲花湖正南侧，与莲花湖湿地相邻。在新城区建设过程中，施工设施的搭建和

人类的频繁活动都对湿地周围景观的连续性和植被的覆盖程度等产生不良影响；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以及污水等也对莲花湖湿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因此，新城区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配套工程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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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hanges in area of each type of landscape in Lianhuahu wetland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5 
表 3. 2000~2015 年莲花湖湿地景观类型面积变化/km2 

年份 
林地 草地 湿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合计 km2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面积 km2 百分比% 

2000 年 28.7 6.35 4.32 0.96 30.61 6.78 46.54 10.30 341.53 75.61 451.7 

2010 年 25.57 5.66 19.00 4.21 25.14 5.57 83.67 18.52 298.32 66.04 451.7 

2015 年 61.99 13.72 33.92 7.51 36.66 8.12 134.84 29.85 184.29 40.80 451.7 

 
Table 4. Annual average values of main containments in Fanhe River during 2006 to 2010 (mg/L) 
表 4. 2006~2010 年凡河水质中主要污染物年平均值(mg/L) 

年份 化学需氧量 氨氮 高锰酸盐指数 

2006 25 3.35 5.0 

2007 37 4.83 8.0 

2008 37 2.63 6.9 

2009 17 1.28 3.3 

2010 15 0.87 3.6 

II 类 ≤15 ≤0.5 ≤4 

III 类 ≤20 ≤1.0 ≤6 

V 类标准 ≤40 ≤2.0 ≤15 

 

5) 政策法规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莲花湖地区由于农业的开垦和渔业的养殖，开发了大量湿地湖滩，导致莲花湖

天然湿地面积锐减，湿地功能逐渐衰退。铁岭市政府意识到湿地退化问题，并从 2007 年开始对铁岭市莲花湖湿

地进行修复，实行“退耕还湖”策略，根据遥感解译数据可知，近 5 年，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湿地面积明显

增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莲花湖湿地。 

4. 结论 

1) 考虑湿地类型、湿地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对辽河流域生态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在整个辽河流域范围内，确

定了三个典型湿地，分别盘锦湿地、蒲河湿地以及铁岭莲花湖湿地： 
盘锦湿地属于滨海湿地，湿地面积大，并具有很高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在整个辽河流域的湿地中具有

代表性；蒲河湿地属于污染型湿地，该湿地的水资源匮乏，水体污染严重，河道形态不明显，且景观不完整，

研究该湿地的景观格局分布并分析退化因子，对辽河流域同类湿地生态的修复具有指导意义；铁岭莲花湖湿地

是辽宁省唯一的国家湿地公园，是以人工库塘、稻田、河流为主的复合湿地类型。这种复合结构在辽河流域湿

地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辽河流域生态恢复战略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2) 通过对典型湿地进行 2000~2015 年的 TM 遥感数据分析，得出景观格局类型面积及分析其变化特征，并

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两个方面分析典型湿地的主要退化因素： 
盘锦湿地总面积为 3096.46 km2，2000~2015 年间，草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233.24 

km2和 146.73 km2，而湿地面积逐年减少，减少的面积为 198.86 km2，耕地面积先增加减少，林地和其他土地类

型变化不大。主要影响因素为气温升高和蒸发量增加的气候因子，及建筑用地的增加，农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和原油开采的人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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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ieling City’s GDP from 1999 to 2011 
图 2. 1999~2011 年铁岭市的生产总值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GDP in various industries in Tieling City from 
1999 to 2011 
图 3. 1999~2011 年铁岭市各个产业生产总值比例关系 

 

蒲河湿地总面积为 490.77 km2，耕地所占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67.22%~62.59%，2000~2015 年间，草地和

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而湿地面积逐年减少，耕地先增加后减少，林地先减少后明显增加。其退化的自然因

素为天然水资源严重不足，人为干扰主要包括蒲河流域点、面、源的污染，蒲河上游蓄水工程的建设以及蒲河

两岸垃圾堆放等 
莲花湖湿地总面积 451.7 km2，其中耕地所占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75.61%~40.80%，2000~2015 年间，草

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明显增加，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湿地和林地均先减少后增加，近五年增幅均较大。其退化

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水源补给河流凡河等水质污染严重，经济的发展和铁岭新城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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