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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湿地是目前世界上土地面积自然增

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

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无论其在中国经济发展

上，还是在环境建设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其湿

地生态系统的原始性和作为珍稀濒危鸟类重要栖息

地的作用，在国际上也备受关注。 

1  黄河三角洲区域概况 

一般认为，黄河三角洲是指 1855 年黄河于河南
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注入渤海后冲积形成的近代三

角洲，它以垦利县宁海为顶点，地理坐标为 118°07′～
119°18′E，36°55′～38°12′N，行政区划上 93%属东营
市，7%属滨州市。构造上，黄河三角洲为中、新生
代断块－坳陷盆地，是一个大型复式石油天然气富集

区。黄河三角洲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自

然生态系统具有原生性特征。区内发育了广阔的湿地

生态系统，资源丰富[1]。黄河三角洲是中国重要的石

油和商品粮生产基地，有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

田。 
黄河三角洲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

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

类为主。1993年该保护区加入了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
区网络，成为首批 45个成员单位之一；1994年被国
家列为湿地水域生态系统 16 处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
保护地点之一；1996年 3月，经湿地国际亚太组织批
准，加入“东亚－澳洲涉禽保护区网络”，成为首批 19
个国际成员之一；1997年 3月被批准加入“东北亚鹤

类保护区网络”，成为首批 16个成员之一。该保护区
的建立对保护和研究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维持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2  黄河三角洲湿地特征 

黄河三角洲处于海陆交错地带，受河海淡咸水双

重影响，加之地貌、人为作用，发育了多种多样的湿

地生态系统（表 1）。总体上可将黄河三角洲湿地分
为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两大类，其中自然湿地占主要

地位，比例可达 73.5%，而其中浅海滩涂湿地又几乎
占了将近一半[2]。  
由于黄河三角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很短的成陆

时间，其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脆弱性。首先，三

角洲新生土地成土年幼，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

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其次，

湿地生态系统发育层次低，物种多样性比较贫乏，食

物网结构比较简单，适应变化的能力弱，整个生态系

统不成熟、也不稳定。这使得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

统常常处于一种物质和能量、结构和功能的非均衡状

态下，缺乏自我调节能力，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差。

同时，系统还易受到黄河改道、决堤和各种灾害的影

响而发生突变。因此，黄河三角洲属于脆弱的生态敏

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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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河三角洲的湿地类型和面积 

湿 地 类 型 

 

面积 

 (km2) 

占总面积百分比

 (%) 

浅海滩涂湿地 3 014.81 48.3 

河口湿地 147.05 2.4 

河流湿地 566.70 9.1 

沼泽湿地 236.00 3.8 

草甸湿地 529.21 8.5 

天 

然 

湿 

地 

疏林灌丛湿地 88.01 1.4 

合    计 4 581.87 73.5 

水库与水工建筑 1 015.09 16.3 

水田 117.00 1.9 

盐田 169.36 2.7 

人
工
湿
地 

虾池 353.28 5.6 

合    计 1 654.73 26.5 

 

3  黄河三角洲湿地研究进展 

1992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后，中国湿地的研究迅
速发展起来。同时，黄河三角洲的开发被列为《中国

21 世纪议程》优先发展项目，黄河三角洲湿地研究

成为一个热点，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3.1 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 

1990年以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组织人力对
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清查[3]，90年代后期，
田家怡、贾文泽等[4~6]对三角洲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

行了研究。总体而言，黄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不高，

生物群落相对单调，生物种类较少，甚至有的贫乏，

食物链简单，生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但在区域上生

物多样性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鸟类，无论其种的多

样性还是珍稀性价值都很高（表 2）。 
就种的多样性而言，黄河三角洲湿地鸟类计有

199种，占中国鸟类 1186种的 16.78%，占山东鸟类
406 种的 49.01%，占黄河三角洲鸟类 272 种的
73.16%，占中国湿地鸟类 320种的 62.19%。在稀有
性上，保护区已知的 265种鸟类中，属于国家 I级重
点保护鸟类的有 7 种，属于国家 II 级保护鸟类的有
33种，有 7种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所列种类，有 26种属于附录 II保护鸟类，有 7
种属于附录 III的种类。另外，保护区有 152种属于
《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中的保护鸟

类；有 51 种属于《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

定》中的保护鸟类。可见，黄河三角洲鸟类多样性丰

富，重点保护鸟类种类多，种群数量大，这是黄河三

角洲生物多样性的突出特点。 
 

表 2  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 

生物种类 种数 占（地域） 

种类百分比 

（%） 

占中国种类

百分比 

（%） 

海洋浮游植物 116 27.2（渤海） 6.8 

海洋浮游动物 79 52.3（渤海） 5.8 

海洋底栖动物 222 ― ― 

潮间带底栖硅藻 10 ― ― 

潮间带植物 4 ― ― 

潮间带动物 192 ― ― 

海洋鱼类 112 64.7（渤海） 3.89 

其它海洋动物 11 ― ― 

淡水浮游植物 291 ― 26 

淡水浮游动物 144 ― ― 

淡水底栖动物 69 ― ― 

淡水鱼类 102 89（山东） 13 

高等植物 608 ― ― 

陆栖无脊椎动物 922 ― ― 

土壤动物 38 ― ― 

两栖类动物 6 75.0（山东） ― 

爬行类动物 12 75.59（山东） ― 

鸟类 272 67.0（山东） 22.93 

兽类 23 57.5（山东） ― 

 

3.2 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 
黄河三角洲的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是一个很活

跃的方面，近年来也受到较多的关注。 

景观分析表明[7]，黄河三角洲景观格局以柽柳-
芦苇潮盐土斜平地为基质，河流和水渠等为廊道，在

空间上镶嵌分布。总体上，黄河三角洲景观的破碎化

程度较低，自然景观受人类影响较少，基本上还保持

着自然原貌。因此，黄河三角洲区域内的斑块数量相

对较少，但斑块密度分布不均，却有一定的规律。纵

向来看，在海洋-低潮滩涂景观-高潮滩涂景观-斜平地
景观-高地景观的剖面上，斑块密度呈波状变化，在
每个生态交错带内斑块密度较大。横向上，黄河南侧

以大面积人类建设性活动为主，斑块密度小；北侧以

小面积盲目开垦的破坏性活动为主，景观破碎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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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研究表明，人类对区域景观结构的影响十分明

显[8]。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自然景观改造加大，区

域内景观类型减少，景观多样性降低，景观破碎度增

大。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改变将对区域物种多样性

的保护和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3.3 湿地生态安全研究 

黄河三角洲是各种生态系统的交错带，其生态环

境改变的速率快，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差，环境脆弱性

表现突出。同时在资源竟争、空间竞争的程度上也表

现出脆弱性。但生态系统交错带又是生物物种复杂、

活跃和高产的区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保障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安

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许学工等人[9,10]针对黄河三角洲主要生态风险

源：洪涝、干旱、风暴潮灾害、油田污染事故以及黄

河断流的概率进行了分级评价，划分了五级生态风险

区。沿海和沿黄是两个高风险带，风险强度自沿海向

内陆，自三角洲扇缘向扇顶逐渐降低，呈带状分布，

又受地形的影响，趋于复杂化。一级生态风险区处于

黄河河口区及滨海滩涂湿地带，并沿黄河河道线状延

伸。二级生态风险区在一级风险区内侧，包括滨海油

区、芦苇沼泽湿地和莱洲湾西侧。三级生态风险区主

要分布在黄河滩地、内陆低洼地和莱洲湾西侧潮上带

的草滩。四级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三角洲的中部地

带，多为平地，以农田和林草地为主。五级生态风险

区与黄河故河道高地的分布基本吻合，目前是旱作农

田(包括水浇地)的主要分布区。针对不同级别风险区
的环境状况和风险源特征，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

策，从而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有力地保护生物

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促进区域可

持续发展。 
3.4 湿地生态价值的评价 

湿地是自然界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能够

为人类提供多种物质产品；湿地具有重要的环境养护

功能，在调蓄洪水、净化污染物、抵抗自然灾害、调

节小气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湿地也是重要的物

种资源库，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重要意义。此外，

湿地还能够提供科研、文化、娱乐等多种服务功能。

湿地生态价值的评价研究是近年来湿地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 

林辉平等[11]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服务价值方

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他将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服务价

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

主要是湿地的物质生产价值和资源服务价值，间接使

用价值主要是指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所产生的价值。

计算结果表明，1996年黄河三角洲湿地总的生态服务
价值约为 276.64亿元，约占全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 0.49%，大大高出黄河三角洲面积占全国陆地面
积 0.008 9%的比例。在黄河三角洲湿地整个生态服务
价值中，直接的物质生产价值约为 400 517.7万元，
仅占总服务价值的 14.48%；而间接价值达 2 282 144.1
万元，占总价值的 82.49%。可见湿地生态服务功能
是非常巨大的，而湿地的某些功能是其它生态系统所

无法替代的。 
3.5 湿地恢复和保护生态工程 
黄河三角洲湿地无论其物质资源价值，还是环境

生态价值都是非常巨大的，国家和地方对黄河三角洲

的保护和建设都很重视。为了改变近年来由于自然与

人为原因造成的湿地退化和损失的状况， 2003 年国
家林业局全面实施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湿地生态恢复保护工程。整个工程总投资 9 150万元，
主要通过引灌黄河水、沿海修筑围堤、增加湿地淡水

存量等措施，来强化保护区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能力

和平衡作用，改善鸟类的生存环境。 
目前，计划内需要实施的 4 238 hm2的湿地恢复

工程已全部完成，20 km长的沿海围堤开始发挥作用。
据现场勘测，黄河入海口淡水湿地面积明显增大，植

被生长旺盛，一些候鸟已在保护区内筑巢产卵。湿地

生态恢复保护工程的实施，具有明显的防洪、生态和

经济效益。 

3.6 湿地的动态变化 
黄河三角洲是多种作用力共同影响的区域，生态

环境变化迅速，主要表现为滨海湿地陆进海退明显，

总体上面积在增长，但变化速率趋于减缓；人工湿地

不断扩张，自然湿地总体上面积缩减，尤其表现在滩

涂、潮上带湿地、湿草甸和荒草地类型。 
叶庆华等人[12]在黄河三角洲新生湿地四期土地

利用数据提取的基础上，对 1956～1984 年，1984～
1991年，1991～1996年 3个时序的土地利用强度、
结构和格局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工矿等

建设用地面积稳定比例始终最大，几乎是 100%，耕
地居其次，在 60%以上，这是人类活动强、控制作用
大的两种利用类型。海域和滩涂等未利用地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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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高，是人类活动影响最小的两种类型，基本处于

自然演替状态。牧草地是新生湿地内面积变动最活跃

的一类，通常具有最大面积的“转入”和最大面积的
“转出”。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
黄河的水沙资源、自然灾害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等因素

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土地利用的方向，从而导致湿地

环境的不断变化。 

4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4.1 湿地的损失和退化 
近年来，气候的暖干化使得黄河天然来水来沙量

日趋减少，河口淤长速度减缓[13]，由于海水侵袭，海

岸蚀退，使湿地的面积不断萎缩，一些依赖湿地生存

的动、植物也明显减少。如黄河刁口故道河口地区年

均蚀退约 100～300 m，1986～1996年的 10 a间，三
角洲面积减少约 259 km2，平均每年减少近 26 km2。

海水的侵袭已使大片柽柳和刺槐林死亡，滨海生态环

境严重退化。气候变暖和三角洲地面沉降又使得海平

面相对上升，加剧了海岸蚀退和风暴潮灾的危害[14]。

据统计，不到 10 a一遇的风暴潮即可将三角洲 3 m以
下区域全部淹没，淹没面积可达 3 000 km2多。 

随着东营市城市建设、农业开发、海水养殖、工

矿企业的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三角洲不同类型的湿

地都不同程度地被占用和破坏，同时污染状况长期以

来也难以有效改善，致使近岸水域的环境质量连年来

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中，严重影响着三角洲湿地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4.2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黄河三角洲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湿地，同时也

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石油生产基地。环境保

护是目前各界的一种共识，而经济发展是国家和地方

建设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在黄河三角洲表现得

尤为突出，特别是保护区的建设与胜利油田开发之间

的协调显得特别重要。 
近年来国家石油消费量增长很快，石油形势十分

严峻。胜利油田作为中国第二大油田，在国家建设中

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的发展对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建设也起着显著的带动和支撑作用。胜利油田经过多

年的勘探、开发、新建，油井遍布三角洲各个区域，

部分油田区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在地域上严重

交叉，特别是还有一些油田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这

与保护区的管理和发展产生严重冲突。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协调环境保护与油田开发之间的关系，国家有

关部委、地方政府、油田与保护区都积极寻求解决途

径。经过努力，通过保护区内部功能区域的调整，使

油田的生产能够正常进行，同时，胜利油田强化环境

保护管理，加大环保投资，尽可能地将油田开发对环

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努力实现环保与开发协调发展。 
4.3 湿地的开发与管理 
黄河三角洲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开发

建设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从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了三角洲湿地的盲目开发，

对湿地生态环境和珍稀濒危鸟类的保护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从目前的管理现状来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在基本掌握三角洲湿地资源数量和特征的前提

条件下，制定黄河三角洲湿地管理与保护的长远规划

和行动计划，统一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之间的关

系，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施有效管理，促进黄

河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依据湿地本身复

杂的自然生态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积极广泛地开展

黄河三角洲湿地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研究，探

索湿地开发利用的优势、潜力和制约因素，为黄河三

角洲湿地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第三，制定和完善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与管理

法规，严格湿地垦殖的审批制度，建立湿地损毁的补

偿机制。对于非得占用的湿地要设法建设相当规模或

相当职能的湿地作为补偿；对于已遭破坏和退化的湿

地要积极进行恢复和重建工程，尽可能地减少现有湿

地的损失，促进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第四，黄河三角洲是具有国际

影响的湿地，应积极开展国际间及区域性合作与交

流，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湿地保护和管理方面的经

验和技术，引进管理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为更好地

开发、利用、保护、管理黄河三角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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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s of ammonia-N and sulfureted hydrogen on the livability, metamorphosis 
rate and daily growth of Penaeus japonicus larva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monia-N and sulfureted hydrogen had 
notable effects on them（P﹤0.05）. As the raise of ammonia-N concentration, survival rate of larvae except for the 
nauplius and daily growth of not exuviated larvae decreased gradually, while the metamorphosis rate and daily growth 
of exuviated larvae increased gradually. As the raise of sulfureted hydrogen concentration, all the parameters measured 
decreased. Furthermore, we got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a-N and sulfureted hydrogen had a 
negative relativity with the daily growth of not exuviated larvae and a positive relativity with the daily growth of 
exuviated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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