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复杂，湿地类型多且分布广，面

积大，分析其特点及形成与演替机制，对于揭示该区湿

地的形成与演替规律，实现合理保护和利用湿地资源

具有重要意义 !

" 湿地的特点

（"）类型多

区内湿地类型包括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

地、河口湿地、海岸滩涂、浅海水域、水库、池塘、稻田等

天然和人工湿地 ! 表现为一个地区内有多种湿地类型

和一种湿地类型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特点，且构成了丰

富多样的组合类型 ! 如扎龙湿地包括了湖泊湿地、沼

泽湿地、湿草甸湿地 # 种类型，向海湿地包括了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湿地 $ 种类型 !
（%）分布广

东北地区地跨寒温带、温带和暖温带，从沿海到内

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是我国湿地最多

的地区 ! 内蒙古高原、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区的湿地，

主要分布在地势低洼、地表径流排泄不畅、水分聚集的

负地貌中，即河漫滩、阶地上洼地、湖泊边缘等 ! 这类

湿地水源不稳定，多为潜育湿地 ! 在辽河下游平原，地

势低洼，水道交错，为地表水和地下水汇集区，尤其在

河口三角洲地区，湿地普遍发育 ! 湿地在山地区分布

相差较大 ! 在大、小兴安岭山区，湿地多发育于冰蚀景

观中；在长白山地区，多数湿地发育于火山口湖；在东

部山区，湿地大多发育于山地沟谷 !
（#）面积大

据统计 & " ’，东北地区湿地总面积约 "()(! )* + "($

,-%， 约 占 全 国 湿 地 面 积 的 "). ! 其 中 天 然 湿 地 约

/"*! $% + "($ ,-%! 成片面积大于 " + "($ ,-% 的湿地有

%( 余处，如扎龙、向海湿地，面积分别为 %" + "($ ,-%、

"(! 00 + "($ ,-%! 人工湿地主要分布于平原，以水稻田

为主 !
1 $ 2生物多样性

东北地区湿地的生境类型众多，不仅是大量微生

物、浮游生物、鱼类等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更为主要

的是众多珍稀濒危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和高

低等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是重要的基因库 ! 有些湿

地是世界某些鸟类惟一的越冬地或迁徙的必经之地 !
这些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和经

济价值 ! 如：黑龙江扎龙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有高

等植物 )/ 科 $)3 种，鱼类 * 科 $) 种，鸟类 $3 科 %)*
种，其中水禽 "%( 余种，保护对象主要是鹤类，这里有

我国 * 种鹤类中的 ) 种 !
（0）区域差异显著

东北地区平原河流多 ! 平原中心地区沼泽湿地

多，西部干旱区湿地少 ! 山区多木本沼泽，平原为草本

沼泽 ! 海滨、湖滨、河流沿岸主要为芦苇沼泽分布区 !
松嫩平原湿地的分布在东部高平原相对稀疏，而西部

低平原相对密集 !

% 湿地形成机制分析

湿地的形成与演替过程同时经受着自然与人为两

种不同性质的影响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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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地区湿地类型众多 ! 通过分析解剖东北地区湿地的形成与演替机制，揭示了湿地的形成与演替过程中同时承受

着自然与人为两种不同性质驱动力的影响，指出人类活动外在驱动力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下起着主导作用，如不加以正确引导

而盲目开发，势必将导致湿地环境的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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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湿地水循环模式

"#$% ! &’()* ’+ ,-.)/ 01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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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蒸散 3 ./-29:#/-.#’2 5

6% ! 自然界内在驱动力作用

6% !% ! 地质构造运动

中生代以来，强烈的地质构造作用作为区域环境

演变的内在驱动力，控制着湿地形成及演变 %
东北地区在地质构造上，处于新华夏系第二、三巨

型隆起带和沉降带 % 新华夏系构造体系控制了本区山

川地貌成因形态，即呼伦贝尔高原与第三沉降带相一

致，大兴安岭山地与第三隆起带相吻合，松辽平原处于

第二巨型沉隆带，张广才岭 ; 长白山 ; 千山山地是第

二巨型隆起带的主体，三江、兴凯湖平原为新华夏系中

新生代拗陷带 % 因而，呼伦贝尔高原、松辽平原、三江

兴凯湖平原地势平坦低洼，排水不畅，地表水难以排出%
地表沉积有第四系沉积物和黄土状黏土，透水性较差，

地表水难以渗入地下，造成地表过湿或常年积水，形成

了现今的湖泊沼泽湿地 % 新构造运动的不均匀沉降，

东升西降的掀斜运动机制，造成了湿地在松辽平原内

东部高平原相对稀疏而西部低平原相对密集的分布格

局 %
纬向构造体系东西向构造带的褶皱和断裂，控制

着山体的展布和河流的发育，如完达山、松花江、西拉

木伦河等均呈东西向分布 % 经向构造体系南北向构造

带的褶皱和断裂，亦影响山体的展布和河流的发育，如

大兴安岭山体呈近南北走向展布，牡丹江等均沿南北

向断裂发育，形成了河流沼泽湿地 %
伴随着新构造运动，一些活动断裂交接复合部位

为新生代火山喷发孕育了条件，进而形成山地内湿地，

如五大连池、镜泊湖、长白山等山顶湖泊沼泽 %
6% !% 6 独特的气候条件

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制约着湿地的形

成和规模 %
东北地区南北长达 !<== >?，跨越纬度 !@AB!C；东

西宽约 !@== >?，跨越经度 !DA8@C% 因而，由南至北，由

东向西气候具有明显的差异! % 从气候分区来看，东北

地区南部属温带 ; 暖温带湿润 ;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大兴安岭北段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余地区

均属于中温带湿润 ; 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表现

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寒冷，

四季分明的特点 % 独特的气候分区，营造了不同类型

湿地和生境形成及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
全区年降水量变化在 8== E !6== ??， 自然降雨

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 空间上有自东向西逐减之规律 %
鸭绿江流域年降水量 !6== ?? 以上，而辽西地区年降

水量仅 8B= E @== ??；黑龙江省东部年降水量 <== E
F== ??，西部年降水量仅 8== E @== ??；呼伦贝尔高

原年降水量 6== E 8== ??% 时间上高度集中于汛期，

降水多集中于 G E D 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G=H % 丰沛

的降水充实着湿地水域 %
年蒸发量的分布特点与降水量分布特点相反，西

部 蒸 发 量 大 ， 东 部 蒸 发 量 小 % 西 辽 河 平 原 蒸 发 量

!F== E 6=== ??，松嫩平原蒸发量 !<== ?? 左右，鸭绿

江流域蒸发量为 !=== ?? 左右；北部大、小兴安岭地

区小于 !=== ??I 呼伦贝尔高原蒸发量 !F== E 6===
??% 湿地的蒸散作用调节着区域的气候变化 %
6% !% 8 丰富的水资源

水是维持湿地存在的重要因素 % 良好的湿地生态

系统依赖于给水的数量和质量，湿地水循环对其发生、

形成、衰退和消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东北地区地

表水系发育，河流密布，流域面积在 ! J !=@ >?6 以上的

河流近 6= 余条，河流总长度 ! 万余千米 3不含界河 5 K! L%
区内地表水径流量多年平均为 !!8@% <B J !=F ?8 M -，地

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多年平均为 G<<% DF J !=F ?8 M -K6 L %
丰富的水资源，支撑着东北地区湿地的成长发育 % 湿

地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的过渡形式，不停地与大气、

溪流和地下含水层进行水量交换，促进“三水”积极循

环与转化并维持着水均衡和生态平衡，构成了独特的

水循环系统 % 湿地水循环模式概括为图 !%

6% 6 人类活动外在驱动力作用

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下，人类活动作为区域环境演

替的外在驱动力，驱动着湿地演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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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地 沼泽湿地

据文献 ! " # $ % &

图 ’ 三江平原不同时期耕地和沼泽面积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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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湿地面积动态变化曲线 > ?-1@).* A:1?/ ). -1/- 23 4-10,5-.6 B；

’—耕地面积动态变化曲线 > ?-1@).* A:1?/ ). -1/- 23 3-145-.6 B

’& ’& = 农业开垦

近几十年来，人类为了生存，加速向湿地索取资

源，非理性地大面积开垦湿地，改变湿地用途和城市开

发占用湿地，使天然湿地面积削减 & 森林植被的破坏，

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环境的多样性遭到破坏，极大地

影响了湿地的水文条件，致使水旱灾害增加，地下水位

下降，沼泽普遍缺水，湿地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

候、蓄水防洪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下降 &
以三江平原为例（表 = B & 三江平原总面积 =C& DE F

=CG ,4’& ’C 世纪 GC 年代末，耕地面 积为 HD& $ F =CG

,4’，占三江平原总面积的 H& ’I & 平原地区以沼泽和

沼泽化草甸为主，面积达 J"G& J F =CG ,4’，占全区总面

积的 GE& CDI & ’C 世纪 JC 年代中期起大面积开荒，到

’CCC 年三江平原耕地面积达 J’G& C F =CG ,4’，沼泽湿

地的面积仅剩 D"& J F =CG ,4’ !J%，占总面积的 H& $HI >图
’ B & 可见三江平原增加耕地面积是以减少湿地面积为

代价的 &

’& ’& ’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对湿地的威胁正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农药

化肥的过量施用而迅速增大 & 目前许多天然湿地已成

为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承泄区 &
据 统 计!，’CC’ 年 松 辽 流 域 废 污 水 排 放 总 量

$’& DH F =CD ;，其中松花江流域为 "’& HJ F =CD ;，辽河流

域为 "C& =’ F =CD ;& 这些废污水的排入，致使松花江、

辽河流域的江河水质受到较严重污染 & 地表水主要污

染物有氨氮、硝酸盐氮、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砷、汞

和生化需氧量 & 全年期评价总河长 =GD$E& G K4，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水质河长 =G"D& "K4，仅

占总评价河长的 =CI ；$类水质河长 JC=H& $ K4，占总

评价河长的 "GI ：属于%类以上水质河长 DG="& J K4，

占总评价河长的 J$I & 由于河流水质的严重污染，湿

地也面临着严重威胁 &
农田大量施用农药化肥，水土受到污染 & 据统计，

三江平原每年施化肥量约 "’ F =CG ;，农药量约 C& G$ F
=CG ; !G % & 由于病虫害时有发生，会进一步加大农药用

量，从而对水土产生污染 &
污染物随着水循环过程运移，湿地水土受到污染，

致使湿地功能下降，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

" 结语

东北地区湿地类型众多，分布广，面积大，生物多

样性丰富，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资源，并以其分布区域

的差异性为人类提供着科学研究场所 & 湿地的形成与

演替过程同时经受着自然与人为两种不同性质驱动力

的影响 & 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下，强烈的地质构造作用

作为区域环境演变的内在驱动力，控制着湿地形成及

演变 & 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下，人类活动作为区域环境

演替的外在驱动力，驱动着湿地演替 & 在内外驱动力

作用下，湿地环境向新的平衡态发展 & 但人类活动外

在驱动力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下起着主导作用，不加以

表 = 三江平原不同时期耕地和沼泽湿地面积

!"#$% & !’% "(%" )* *"(+$",- ",- .%/$",- 0, 1",20",3 4$"0, -5(0,3
-0**%(%,/ 6%(0)-7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 ’CC’ 年松辽流域水资源公报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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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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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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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GG& C

’’H& 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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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C

=="& CC

=CG& C$

EG& $$

D"& JC

湿地率 L I

GE& CD

"=& ’’

’’& G=

’C&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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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 "D

E& $C

D& $E

H& $H

垦殖率 L I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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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引导的盲目开发，势必将导致湿地环境的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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