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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湖与都阳湖水位关系及滩地淹露分析
‘

胡春华 姜加虎 朱海虹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1 0 0 0 8)

提要 根据 19 93
,

1 994 年蚌湖与吴城修水站水位同步观测数据及 195 1一 1 9 87 年该站的水

位资料
,

通过地形调查
、

对比研究及数学分析
,

得出结论
:

典型湿地与都阳湖的水位存在高水

位一致性
、

中水位相关性
、

低水位不相关性
,

此规律是由湿地地形与都阳湖水情所决定 ; 三峡

工程运行后湿地不会干涸 ; 湿地水位相对鄙 阳湖滞后效应不明显 ; 利用湿地与都阳湖的水位

关系及其历史水位资料等
,

可以对湿地的淹露状况进行定量分析
。

关键词 都阳湖 湿地 水位 滩地淹露

我国最大 的越冬珍禽栖息地
—

都阳湖湿地
,

其水位变化状况以及与都 阳湖的水位

关系
、

三峡工程运行后湿地中的积水洼地会不会干涸
、

湿地水位相对都阳湖是否存在滞后

效应等问题
,

是前人尚未涉及的问题
,

而此 问题对湿地 的开发利用和珍禽栖息地的保护尤

为重要
。

其典型湿地位于都 阳湖西部
、

赣江 与修水复合三角洲前缘
,

是珍禽 最集中的区

域
,

由 9 个碟形洼地组成
,

其成 因与地貌类型相 同
、

均为侧缘洼地
;
植被 区系类同

,

结构一

致
; 均可划分 为草滩

、

泥滩
、

积水洼地三个部分 (胡春华等
,

1 9 9 5)
。

其中蚌湖面积大
、

基本

保持自然状态
、

珍禽富集而成为都阳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保护洼地
,

因而最具代表

性
,

又便利观测
,

所以选择了蚌湖
,

首次进行了湿地水情特征剖析
,

依此达到对湿地滩地淹

露状况定量分析的 目的
。

1 资料与方法

在蚌湖的东南断面上
,

设立了 4 根观测柱标水尺
,

覆盖了蚌湖 18
.

00 一 13
.

sm (吴淞基

面
,

下同)整个高程
。

通过对 19 8 2一 19 86 年都 阳湖星子
、

都 昌
、

修水
、

赣江
、

棠荫
、

龙 口和康

山水位站的水位资料分析
,

发现修水和赣江站 的水位变化与这 7 站 的平均水位几乎一致
,

因此都阳湖水位以吴城修水站为代表 (图 l)
。

每天 8 :00 与 1 8 :00
,

同步观测 2 次
,

持续观测

了 1 9 9 3
,

1 9 9 4 两个水文年度
,

根据水位过程并结合地形调查
,

对比研究及数学分析
,

分析蚌

湖与都阳湖的水位 关系
,

同时利用吴城修水站建站以来的历史水位资料 (195 1一 19 8 7) ” ,

推算出蚌湖多年水情特征和不同高程滩地淹露天数
、

面积
。

2 蚌湖与都阳湖水位关 系

多年水文资料 (19 5 3一 ] 9 8 7
、

19 9 3一 19 9 4 )统计表明
:
1 9 9 3 年属于丰水年

,

19 9 4 年为 中

巾

国家
“

八
.

五
”

攻关课题资助项 目
,

8 5 一 16刃6 { 3号
。

胡春华
,

男
,

出生于 19 6 5年3月
,

硕士
,

助理研究员
。

l) 资料来源于 19 51 一 19 8 7年的《水文年鉴》
。

收稿 日期
:

19 9 5年9月 15 日
,

接受 日期
:

19 9 6年4月 2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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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蚌湖
、

修水站 1 99 3
,

19 94年水位过程

R g
.

2 W ate 卜l
e v e l c o

urs
e s at B an g hu de Pre s s i o 几 Xi

u shni hyd ro lo g ie s ta ti o n s fro ll l the ye ar o f

水年
。

1 9 9 3
,

19 9 4 年水位过程对比分析见图 2
。

3 30

19 9 3

日 )

目
( d )

to 19 9 4

2. 1 低水位不相关性 低水位是指涨水过程 中修水水位 (刃
< 14 .o m

、

退水过程 中从
< 14

.

5m
。

在此水位期间
,

不论 Hx 如何大幅度变动
,

蚌湖水位 (从 )始终在 13
.

7一14
.

sm 之

间波动
,

且 绝大部 分稳定 于 13 .g m
。

例如
:
19 9 3 年 2 月 19 日一 5 月 3 日

,

Hx 水位变化 于

10
.

9 2一 14
.

sm
,

最大 变幅高达 3
.

ssm
,

而 从在 1 3
.

g o m 上下的波动 幅度仅为 o
.

15m ; 19 9 3 年

1 1 月 2 4 日一1 9 9 4 年 4 月 4 日
,

万最大变幅为 2
.

0 9m
,

而 凤最大变幅仅为 o
.

2 0m ; 19 9 4 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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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一 12 月 31 日 z式最大变幅达 2. 65 m
,

而 凡仅有0. 65 m
。

2. 2 高水位一致性 高水位是指涨水过程中凡 > 18 .0 0 m
、

退水过程中 凡 > 17
.

50 m
。

当 月
,

招过 17
.

50 m 后
,

从在 1一 2 天内便达到相同水位 18
.

00 m
,

尔后呈同步变化
,

在到达年

内最 高水位 2 0
.

7 0 m (1 9 9 3 年 )或 2 0 3 1 m (19 9 4 年 )后
,

转人退水时期
,

当水位低 于 1 7
.

5 0 m

时
,

两者开始出现差异变化
。

2. 3 中水位相关性 中水位是指涨水过程 中 14 .0 0 簇从簇 18
.

00 m
、

退水过程中 14
.

5 成拭

引 7
.

5 m
。

在此水位期 间
,

凤与从
,

两者水位差 (△凡
= Hx 一 从)与修水涨落率 (K

,

+ 为上

涨率
,
一 为下降率

,

m / d)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

在进行相关分析时
,

依据 中水位 的定义来

确定原始数据采集时间段 (力
,

除 1 9 93 年退水过程中数据断续而补充每天 18 :00 观测数据

外
,

其余均为每天 8 :00 数据
。

分析结果表明
,

从与 刀
丫

存在着极好的相关关系
,

不论 19 9 3 年
、

1994 年涨
、

退水过程单

独分析
,

还是两年相同过程合在一起计算
,

相关系数 (功均在 0
.

9 6 7 0一0
.

9 9 7 7 范围内变化
,

显示 出两者同步涨落的特征
。

事实上
,

从△凡与 K线性相关关系较差 (0
.

2 16 《 R 簇0
.

6 7 5)
,

便进 一步反映了蚌湖相对都阳湖滞后效应不明显的特征
。

为进一步分析需要
,

下面建立

从与 Hx
、

Vx 之间的相关关系
。

结果表明
,

0. 9 7 5 8 ( R 簇0. 9 9 1l( 表 la
,

b)
,

因此通过表 1相关关

系式
,

利用吴城修水站历史水位资料
,

可推求出蚌湖的历史水情特征
。

表 1 蚌湖
、

修水中水位期间涨 (a) 退 (b) 水过程水位相关关系

丁泊b
.

1 W
a te曰

e v el re lati
o n shi Ps o f b e

tw
e en B a n ghu d ePre ssio n

an d Xi us lllli in th e

mi d di e w ate
r lev e l d u rin g w a te 卜ri sin g (a)

a
nd w a te r-- fal ling (b) Proc

es se s

a

. . . . . . . . . . . . . . . .

丛一Hx △刀法一从 从一丛
.

K

Hb = 1
.

1 5 2Hx + 2名 17 △丑比= 0 万2 0 K + 0
.

3 56 Hb = 1
.

2 4 7从一 0乡6 3 K 一4 2 6 6

天二 0
.

9 7 8 3 尺片 0 3 2 2 7 人片0 乡80 4 19 9 3
.

5 3一 6 .2 4

玩
= 0

.

9 4 3从 + 0万3 1 △从户0
.

6 2 9 K + 住34 5 了几= 1
.

0 0 4Hx 一 0 6 3 3 K 一0
.

4 1 5

2卜 0 乡6 7 2 人片 0石74 7 尺= 0乡8 0 9 1 9 9 4 4 乃一6
.

1 7

Hb = l
,

0 9 2Hx 一 0 8 30 △从
。= 0 石0 8 Vx + 0

.

34 8 Hb = 1
.

0 8 1从一 0
.

7 0 5 K 一 1
.

6 2 1 1 9 9 3
.

5
.

3一6
,

2 4

天 = 0 9 6 8 9 尺= 0
,

54 0 0 人片0乡7 5 8 1 9 9 4 4石一6
.

1 7

b

玩一凡 △刀论一Hx 丛一从
,

K

Hh = 0
,

9 5 lHx 一 0
.

7 8 0 △2玩 = 0 4 4 9 从+ 0
.

0 4 6 Hb = 0
.

9 9 6从一 0
.

4 2 6 K + 0乃0 9

及
二
0 9 8 6 3 尺

二
0

.

6 0 8 0 石卜0乡9 1 1 19 9 3
.

10乃一 10
.

2 9

2儿= 0
.

9 8 7llx + 0
.

13 3 △从
b= 0 3 4 7 K + 0

.

10 2 了几= 0乡7 2Hx 一 0 36 3 K + 0 3 3 2

2卜 0夕9 7 7 踌
二

0
.

2 15 5 人片 0
.

9 9 0 0 19 9 4
.

7
.

18一 10 2 9

了石产 0
.

9 8 lHx + 0
.

2 4 1 △月拓= 0 4 4 8 K + 0 0 8 6 Hb = 0乡8 2Hx 一0
.

4 4 6 K + 0
,

2 0 4 19 9 3
.

10
.

5一 10 2 9

几
二

0 9 8 8 8 人片0 4 3 0 0 少卜 0
.

9 9 0 9 19 9 4
,

7
.

1 8一1 0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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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蚌湖与都阳湖水位关 系解释

蚌湖与都 阳湖的水位关系是 由湖区地形与都阳湖水情所决定 的
。

根据 l :5 万都阳湖

地形 图以及野外 实地考察
,

发现蚌湖泄水 口 的地面高程为 1 3
.

83 m
,

当 Hx < 1 4
.

5 0 m 且接近

14. 00 m
,

蚌湖泄水 口狭窄
,

出人流量极小
,

几乎可以忽略
,

一旦低于 1 3
.

83 m
,

两者 由天然堤

完全分隔
,

蚌湖成了一个封闭洼地
,

因此
,

不论助
口何变动

,

从始终波动于 13
.

90 m 左右
,

呈

现低水位不相 关性
。

分隔蚌湖和都 阳湖的天然堤
,

顺河道从下游到上游
,

高程为 14
.

40 一 17
.

som
,

当凡 >

17
.

5 Om 时
,

两者实际上 已成为一整体
,

所以呈现高水位的一致性
。

在 14
.

50 簇Hx 簇 17
.

50 m 时
,

修水站与蚌湖之间
,

具有 明显的上下游关系
,

存在一定 的水

位落差
。

这是 因为都阳湖涨退水时期
,

水面有一定的比降
,

修水站附近受到天然堤部分隔

离
。

修水站处于上游
,

而蚌湖与都阳湖之间的通道位于其下游
。

当水位超过 14
.

5 0 m 时
,

都

阳湖湖水很快大范 围溢过天然堤
,

导致蚌湖 与都 阳湖大部分联成一片
,

水位涨落率相 同
,

造成 中水位期 间两者水位具有 良好的相关性
;
仅在 1 4

.

50 m 左右漫堤过程 中
,

蚌湖相对都

阳湖的滞后效应有所反映
,

而且历时很短
,

总体上不明显
。

三峡工程运行后
,

10 月份减泄流量
,

都阳湖将提前退水 (淮培民等
,

1 9 9 4)
,

由上述高水

位的一致性
、

中水位相关性可知
,

湿地也将提前退水
,

其中的滩地也将提前显露
; 由低水位

不相关性可得
,

高程低于 1 3
.

8m 的积水洼地不会干涸
。

4 蚌湖与都阳湖水位滞后效应分析

研究蚌湖与都 阳湖水位滞后效应
,

是三峡工程对都 阳湖典型湿地影响预测 的重要方

面
,

也是分析蚌湖与都 阳湖水情关系的重要 内容
。

由于退水时期蚌湖水位下降几乎与都

阳湖完全一致 (图 2)
,

因此
,

下面仅就涨水情况
,

从蚌湖涨水率 (K
,

m / d)
,

Hx
、

Vx 的关系角

度
,

探讨蚌湖对都阳湖的滞后效应
。

据 1993
,

19 94 年的实测资料可建立 Vx 与 K
,

Hx 与 K的

相关关系
,

代与 不二或 与 Hx 的相关点的数据较散乱
,

显示出影 响蚌湖水位上涨的因素较复杂

(图 3 a ,

b)
。

经回归分析
,

得如下方程
:

K = a , + b
.

Vx + e 1 V 卜 d
1
V 呈 (l)

K = a Z + 久Hx + 几斌
+ 姚H 里 (2)

其中
, a : 二 7

.

14 9 4 5 7 X 10
, ,

b
l

一 1
.

64 840 2 x 10
一 ‘, e , = 3

.

7 5 7 6 19 x 10
一 ‘,

风一 3
.

0 2 7 9 12 x 10
一 8

a Z 二 一 5
·

0 8 4 3 2 X 10
‘,

b
Z = 1

.

7 7 5 3 5
, e Z = 一 7

·

7 5 6 6 0 9 x 10
一 ‘,

风一 1
.

9 2 2 4 6 3 x 10
一 ’‘

(适用范围
:
14

.

0 0簇Hx ( 19
.

0 0
,

o ( Vx ( 0
.

4 6
,

0簇 Vx 《 0
.

6 1)

为讨论 砚的有关特征
,

对 (l)
、

(2) 取偏导数得
:

(K)
’
: 一 b

l + Z e ; Vx + 3 d 1 V 呈 (3)

(K )认一 b Z + 2 e 2

凡 + 3姚H 呈 (4 )

利用二次方程根 的判 别式
,

△
, = 4c :

一 12 b
,
d

l = 一 3. 41 5 79 2 x lo
一 8 ,

△
2 = 4c :

-

12 b Z

风一
7

·

9 2 2 6 0 8 X 10
一 ” ,

均小于 o
,

又 d
, > 0

、

姚 > o
,

说明 (砚)
’
: 随 K的增加 与 (K)认

随 Hx 的增加均作单调上升变化
。

换言之
,

¹ 修水低涨水率对应蚌湖低涨水率
,

高涨水率对

应蚌湖高涨水率
,

且 比值趋于 l( 图 3b ) ; º修水低水位对应蚌湖低涨水率
,

高水位对应蚌

湖高涨水率
。

因此
,

在水位较低 时 (大于 14. 0 0m )
,

蚌湖与都 阳湖涨水的同步性较差
,

表现

出滞后效应
,

在水位较高时
,

两者同步性较好
,

滞后效应不 明显或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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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湖不同高程滩地淹露分析

蚌湖不 同高程滩地淹露面积
、

容积
,

可从地形 图上确定
,

关键是淹没天数 (出露天数

表2 蚌湖不同高程
、

容积
、

淹没面积
、

淹没天数
、

最早淹没日期
T ab

,

2 V o lum
e , a re a ,

d ay
, th e earl ie s t date

o f s u bm e rs io n at di ffe re n t e le v汕
o n in B a llg hu d e Pre s s i o n

高高程程 容积积 淹没面积积 淹没天数数 最早淹没 日期期

(((m ))) (x lo gm , ))) (km bbb 19 9 3 19 9 4 1 9 8 3 1 9 7 4 19 7 222 19 9 3 19 9 4 1 9 8 3 19 74 1 9 7 222

丰丰丰丰丰水 平水 特丰 平水 特枯枯 丰水 平水 丰水 平水 特枯枯

2222 刀000 6
.

8 7000 9 0 7 0 000 0 0 3 0 000 一 一 0 7
.

1 1 一 一一

222 1
.

0 000 6
.

12 888 9 0 4 0 222 0 0 2 2 0 000 一 一 0 7. 0 8 一 一一

222 0
一

0 000 5石6 888 9 0
.

0 1999 16 7 3 1 7 000 0 7 刃6 0 6 2 2 0 7刀4 0 7
‘

17 一一

1119
.

0 000 4 3 3 777 8 9 7 3777 7 2 15 6 0 15 000 0 7 乃4 0 6
,

0 1 0 6
.

2 9 0 7
.

15 一一

1118
.

0 000 3 4 3 111 8 9
、

4 4 000 9 7 2 2 12 4 4 3 000 0 6
.

2 5 0 6
.

1 7 0 6
‘

0 3 0 7
.

10 一一

111 7
.

5 000 2
.

9 8 666 8 9 0 0 000 1 0 4 2 9 1 5 9 6 0 000 0 6 2 3 0 6 1 7 0 5
.

1 6 0 7刃7 一一

1117
.

0 000 2
.

5 4 111 8 8 5 6 000 10 8 4 4 17 6 10 4 000 0 6 2 3 0 6
.

1 6 0 5刀7 0 7
.

0 6 一一

1116
一

5 000 2
,

1 1444 8 5 4 1 111 1 12 5 0 1 9 9 1 1 1 000 0 6
,

2 2 0 6
.

14 04
.

2 1 0 7刀3 一一

111 6
.

D 000 l
,

6 8666 8 2
一

2 6 222 1 2 0 6 7 2 0 6 1 1 6 000 0 6刀5 0 5力 3 0 4 之0 0 7刀2 一一

111 5
.

5000 1
.

2 9 777 7 7
.

8 0 555 1 4 9 1 1 0 2 09 1 2 1 2 111 0 5 2 5 0 4 2 9 04
,

1 8 0 6 3 0 0 5
.

1999

1115
.

0 000 0 9 0 888 7 3
.

3 4 999 1 6 5 1 6 3 2 1 5 14 5 2 777 0 5
.

12 0 4
、

19 0 4
.

16 0 5
.

14 0 5
.

1666

1114
.

5000 0 5 8000 6 7
.

6 5 888 1 7 3 1 8 3 2 3 7 1 54 6 111 0 5
.

10 0 4
.

1 8 0 3力6 0 5
.

12 0 5
.

1444

1114
.

2 555 0 碑1666 6 4
.

5 0 000 1 79 2 0 8 2 5 7 1 6 7 9 777 0 5 0 8 0 4
,

1 7 0 3
.

0 4 0 5
.

1 1 0 5
.

1222

1114
.

1 000 0
.

3 1 888 6 0
.

3 3 000 19 4 2 1 6 2 6 7 1 8 1 14 222 0 5
.

0 7 0 4
.

10 0 3刃3 0 5
.

10 0 5
.

1222

1114
.

0 000 0
.

2 5222 5 8 0 0 111 2 0 3 2 4 0 2 7 3 1 8 5 17 222 0 4
.

0 5 0 4
、

0 9 0 3
.

0 2 0 5刃9 0 5
.

1 111

111 3
.

9 000 0 14 222 5 5
.

3 9 999 2 3 5 30 1 3 6 5 3 6 5 3 6 555 0 3
.

2 8 0 3
.

10 一 一 一一

111 3
.

0 000 0
.

1 3222 5 2
,

7 9 777 2 6 5 3 6 5 3 6 5 36 5 3 6 555 0 3
,

0 8 0 3
,

0 8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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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6 5 一 淹没天数 )
。

1 9 9 3
,

1994 年的淹没天数可以从实测水位过程中求出
,

多年水情特

征和不同高程滩地淹露天数
,

则需根据吴城修水站 的历史水位资料来确定
。

事实上
,

高水

位期间
,

蚌湖水位与修水完全相同
,

因此可以直接利用修水水位来确定
;
低水位期间

,

两者

水位不相 关
,

不能利 用修水水位来确定
,

考虑到蚌湖补给系数较小
,

采取湖面降雨量与蒸

发量的变化近似确定
; 中水位期间

,

由于存在水位差
,

根据修水资料直接确定蚌湖滩地的

水淹天数偏大
,

出露天数偏小
,

例 19 94 年高程 1 5
.

25 m 处偏差高达 27 d
,

因此需要校正
,

具

体方法为
:

将修水水位代人相关关系式 (表 1 )
,

求 出蚌湖的对应水位
,

尔后点绘过程线
,

求

出淹露天数
,

其结果见表 2
,

3
。

表3 蚌湖不同高程
、

出露面积
、

出露天数
、

最迟出露 日期

T ab 3 A re a
,

d即
,

th e late st da te of em e rs io n at d iffe re n t e lev a ti o n in B a llg hu d ep re ssio n

高高程程 出露面积积 出露天数数 最迟出露 日期期

(((m ))) (枷
,

))) 19 9 3 19 9 4 19 8 3 19 74 19 7 222 1 99 3 19 9 4 1 9 8 3 19 74 1 9 7 222

丰丰丰丰水 平水 特丰 平水 特枯枯 丰水 平水 丰水 平水 特枯枯

222 2
.

0 000 000 36 5 3 6 5 3 6 2 3 6 5 3 6 555 一 一 7
.

14 一 一一

222 1 0 000 0
.

2 9 888 36 5 3 6 5 3 4 3 3 6 5 3 6 555 一 一 7
.

1 9 一 一一

222 0
.

0 000 0
.

6 8 111 34 9 3 5 8 3 34 3 5 8 36 555 0 9
.

0 7 0 6
.

2 9 0 8
.

0 5 0 7
.

2 5 一一

1119
.

0 000 0
.

9 6 333 2 9 3 3 5 0 30 5 3 5 0 36 555 0 9
.

19 0 7刀3 0 8
.

2 9 0 7 3 1 一一

1118
.

0 000 1
.

2 6 000 2 6 8 3 4 3 2 4 1 3 2 2 3 6 555 10
‘

0 1 0 7刀8 1 0 2 9 0 9 刃l 一一

1117
.

5 000 1
.

7 0 000 2 6 1 3 3 6 2 0 6 3 0 5 3 6 555 10 .0 5 0 7 2 2 1 1
.

0 3 0 9
.

0 6 一一

1117
.

0 000 2
.

14 000 2 5 7 32 1 18 9 2 6 1 3 6 555 10刀8 0 7 2 8 1 1 0 6 10
.

18 一一

1116
.

5 000 5 2 8 999 2 5 3 3 1 5 16 6 2 54 3 6 555 10
.

1 1 0 8
.

0 3 1 1
.

0 9 10 2 3 一一

1116
一

0 000 8
.

4 3 888 24 5 2 9 8 15 9 24 9 3 6 555 1 0
.

16 0 8 0 7 1 1
.

12 1 0 2 6 一一

1115
.

5 000 12
.

8 9 555 2 1 6 2 5 5 15 6 2 4 4 3 4 444 1 0 2 0 10
,

2 7 1 1
.

15 1 0
.

2 9 0 6
.

1000

1115
.

0 000 17
.

3 5 111 19 5 2 0 2 1 5 0 2 2 0 3 3 888 1 0
.

2 5 10 3 1 1 1
.

18 1 0 3 1 0 6
.

1333

1114
.

5 000 2 3
.

0 4 222 19 2 18 2 1 2 8 2 1 1 3 0 444 10
.

30 1 1
.

0 3 1 1
‘

2 1 1 1
.

0 2 1 1
.

2 777

1114
.

2 555 2 6
.

2 0 000 18 6 15 7 1 0 8 19 8 2 6 888 1 1
.

2 1 1 1
.

17 1 1
.

2 6 1 1
.

0 6 1 1
.

3 000

1114
.

1000 3 0
.

3 7 000 17 1 14 9 9 8 18 4 2 2 333 1 1
.

2 1 1 1 10 11
.

3 0 1 1
.

0 8 12刀444

1114
.

0 000 3 2
.

7 0000 16 2 12 5 9 2 18 0 19 333 12
.

16 一 12刀3 1 1
.

10 12 1 111

1113
.

9 000 3 5
.

30 111 13 0 6 4 0 0 000 12
.

19 一 一 一 一一

1113
.

8 000 3 7
.

9 0 333 10 0 0 0 0 000 12 2 3 一 一 一 一一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蚌湖与都阳湖水位关系及滩地淹露状况分析
,

得 出以下初步结论
。

6
.

1 该典型湿地与都 阳湖的水位存在 3 种关系 即高水位一致性
、

中水位相关性
、

低水位不

相关性
,

此规律是由湿地地形与都阳湖水情所决定
。

6. 2 三峡工程运行后湿地 中高程低于 13
.

sm 的积水洼地不会干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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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

3

6
.

4

湿地水位相对都 阳湖滞后效应不明显
。

利用湿地 与都阳湖的水位关系及其历史水位资料等
,

可以对湿地的淹露状况进行定

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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