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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生态系统特征和保护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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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２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３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４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 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要：长江口是一个以咸淡水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复杂生态系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节点，是中华鲟等珍

稀水生动物生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场一通道”。 由于该区位于高度城市化区域，受人为干扰影响明显，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服务功能下降等问题突出，迫切需要系统分析和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特征和保护价值，识别生态系统关键区，以实现保护与发

展的空间统筹。 通过识别和分析长江口生态系统特征，从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保护基础三个层次构建保护价值综合评价

体系，识别保护关键区。 研究表明，长江口生态系统呈现 “三高一低”的特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鸟类及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国家代表性，并且具备高敏感性、高风险、高生态服务功能特征。 长江口保护价值呈现空间异质性，东部

及水源保护区保护价值高，三级分汊航道保护价值较低，保护关键区集中在崇明东滩周边、北湖、九段沙、横沙西部及水库区。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长江口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实现长江口生态完整性保护，促进长江大保

护、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实现。
关键词：国家公园；长江口；生态系统特征；保护价值；保护关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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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既是长江大保护的关键区域，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关键区域［１］。 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性全面性

的保护策略，在高度城市化及其他人为干扰影响下［２］，该地区的湿地与浅滩生物栖息地受到了严重损害，生
境破碎化严重进而导致了主要经济鱼类产卵和觅食场所的丧失［３］，水污染、咸水入侵、风暴潮、物种入侵等是

长江口面临的多重生态风险和威胁［４—７］。 尽管当前实施的 １０ 年禁渔政策有效地控制了过度捕捞，但此前长

期的过度捕捞行为，以及航运活动的频繁、水污染问题的加剧、水利设施的建设等因素［３， ６］，已对长江口生态

系统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栖息地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生态服务功能的下

降等问题［７］。 因此，迫切需要系统分析和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特征、保护价值，加强生态系统关键区保护。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长江口湿地资源［１， ２， ８］、水生生物保护［９］、水鸟资源［１０］等方面，从不同方面论证长江

口保护价值与重要性。 尽管学者们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８， １１］，生态脆弱性［５］ 等方面对长江口或崇明岛

进行了评估，但鲜有研究能系统地从多个维度全面分析和评价长江口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价值。 因此，本研

究旨在系统分析长江口生态系统特征的基础上，从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保护基础三个方面构建长江口生

态系统关键区保护价值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对长江口河口生态系统代表性、水生旗舰种物种及栖息地、珍稀濒

危水鸟及栖息地、≥１％全球种群鸟类及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敏感性、生态风险、以及保护基础进行了

系统分析和评价，以期为长江口的整体性、完整性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１　 长江口概况和生态系统特征分析

１．１　 长江口范围

咸淡水交汇是长江口最突出的特征，基于咸淡水交汇的影响程度，把交汇程度最高的区域划定为长江口

生态系统区域，大致范围是东经 １２０．９３３°—１２３°，北纬 ３０．５°—３２°，以徐六泾（北纬 ３１．７７９°，东经 １２０．９３３°）为
起点至入海口，呈“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格局［１２］。 根据《国际湿地公约》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６ 米的滨海水

域属于湿地［１３］，本研究以长江口 ６ｍ 水深范围作为研究区范围（图 １）。 长江口是世界第三大河口，中国最大

的淤泥质三角洲河口。 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处由于水流速度减缓而逐渐沉积，形成了广阔的滩涂与

岛链系统。 在海洋潮汐作用再分配和径流等多重影响下，发育形成了淤泥质海岸带、潮间带、滩涂、盐沼、沙
洲、沙岛等独特的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为我国和东亚水鸟、水生生物提供了关键优质的栖息生境，是我国

稀有的长江中下游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１．２　 生态系统特征

由于长江河口位于海洋、陆地与河流生态系统交互作用的界面，因此孕育了极为独特的生态系统，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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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和范围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出“三高一低”的显著特征：
（１）开放性高。 长江口生态系统与陆地、河流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频繁。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生态系统，长江口生态系统通过水沙运动、昼夜潮汐、生物迁移人类活动物质能量频繁交换，生态系统结构与

生态过程呈现复杂多变、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更具开放性［１， １４］。
（２）敏感性高。 长江口生态系统展现出高度敏感性，其形成与发育深受海洋、陆地、河流等多重外部环境

的综合影响，包括水沙通量、潮汐、海水盐度、地形地貌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的深刻干预。 从内部结构分

析，该生态系统内植物群落种类稀少、结构简单，尤其是长江口滩涂生态系统，其结构简单且演替迅速。 因此，
任何关键物种变化或外来物种的入侵，都可能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生显著影响。

（３）脆弱性高。 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人类活动尤为密集和强烈的区域，其河口生态系统展现出极高的

脆弱性。 长期的滩涂围垦、港口建设、工农业排放、外来物种引入等人为干扰，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大、生态风险

频发。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状况：改变长江口河口岛屿的水文过程，引发潮汐淹没、
土壤侵蚀、生物入侵和咸水入侵等风险。 此外，长江中上游水库建设等重大工程对入海径流和水沙通量的改

变，也对长江口及近海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长江三角洲河口生态系统的脆弱

性，使其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１５］。
（４）稳定性低。 长江口生态系统因淡水径流、泥沙通量、潮汐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其河岸与河床地形

地貌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 尽管盐沼区域存在高等植物群落，生物量较高，但物种组成单一，难以独立维持

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而且，长江口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不足以自我维持，需依赖外部生态

系统的物质与能量输入［１６］。
１．３　 总体保护价值

长江口，江、海、岛资源兼备，长江口生态系统具有国家代表性：一是长江口是世界第三大河口、中国最大

的淤泥质三角洲河口，处于长江下游重要的地理生态带，是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拥有东滩国

际重要湿地、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二是该区域是中国东部候鸟、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停歇地，仅崇明东滩的水鸟约 １３０ 种，约占全国水鸟总数的 ５０％，占全球湿

地鸟类总数的 １５％，为迁徙候鸟的生存繁衍提供重要保障；三是长江口集水生动物“三场一通道” （栖息越冬

场、生殖繁衍场、索饵肥育场和洄游通道），是中纬度太平洋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口，是中华鲟等濒危

保护物种的关键栖息地，其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资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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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区域具有显著的生态重要性。 长江口保存有典型完整的亚热带季风性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巨量

的淡水径流和丰富的营养物质来源，构成了长江口复杂食物网的物质基础，不仅为栖息鸟类，并且对水生生物

提供了充足且稳定的食物网络，丰富的鱼类资源成为维持人类健康的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对整个长江流域水

生生物系统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维持了该区域较高的生物多样性价值［９］。 发育了完整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

地和独特的河口湿地景观，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区，提供着水源涵养、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此

外，长江口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５０ 个生态敏感区之一，生态风险频发区。
该区域保护基础好，具有世界遗产提名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个高价值生态空间和保护地系统，也是

上海生态红线主要占比区。

２　 保护价值评价方法

本研究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１８—１９］，结合国内相关规范标准［２０—２１］，同时考虑长江口生态系统特征基础上，
采取层次分析法从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保护基础三个方面，共选取了 ９ 个评价指标构建长江口生态价值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２．１　 国家代表性评价

评价指标选取长江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保护和濒危物种栖息地、≥１％全球种群鸟类及栖息地作为

指标层。 滨海湿地类型和分布从 ２０２２ 年长江口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集提取，数据获取自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ＮＧＣＣ），其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米。 国家保护和濒危物种名录参考《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年度资源监测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２１）》、《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长三角地区越冬水鸟同步调查》
等，共筛选出长江口监测到的珍稀濒危水鸟 ３０ 种，包括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５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１７ 种；以及达到 １％全球种群数量的重点保护鸟类 １１ 种。 物种分布数据来源于全球物种分布数据

ＧＢＩＦ（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ｂｉｆ．ｏｒｇ ／ ）、中国观鸟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ｃｎ ／ ），共收集到 ５９３１８ 条鸟类记录和 ８０４０
个鸟类历史出现点，运用核密度指数分析潜在物种栖息地密集区。 核密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ｆ（ｘ，ｙ）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ｄｉ

ｈ
） （１）

式中，ｆ（ｘ，ｙ）为（ｘ，ｙ）处的密度值，ｎ 为观测的数量，ｈ 为带宽，ｄｉ为（ｘ，ｙ）与 ｉ 个观测点之间的距离，不同的密

度值在空间上也有不同的表现。
濒危水生生物选取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ＩＵＣＮ 列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ＣＲ）、长江口旗舰物种中

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作为代表性物种。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溯河洄游鱼类，长江河口是其关键洄游通道和育

肥场［９］。 采用最大熵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见公式 ２），结合中华鲟历史分布点与分布相关的气候、物理环境、海洋和

人类干扰变量，分析模拟其适宜栖息地。 长江口中华鲟历史分布数据来自多源数据集，包括全球生物多样性

信息设施 ＧＢＩＦ（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ＯＢＩＳ（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ｉｓ． ｏｒｇ ／ ）和相关文献书

籍［９， ２２］，删除重复记录位点，最终获得了 １０９ 个历史发生点。 水深数据来自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

家环境信息中心 ＥＴＯＰＯ ２０２２ 全球地形模型（ｈｔｔｐｓ： ／ ／ ｇｄｅｘ．ｃｒ．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ｇｄｅｘ ／ ）；海洋数据来自于 Ｂｉｏ⁃ＯＲＡＣＬＥ
ｄａｔａ［２３—２４］。

熵公式为：

Ｈ（ｐ） ＝ － ∑ Ｘ
ｐ（ｘ）ｌｎ（ｘ） （２）

式中，Ｈ（ｐ）为熵值，ｐ（ｘ）为环境变量出现点概率，ｘ 是环境变量，即自变量。
２．２　 生态重要性评价

评价指标选择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敏感性和潜在生态风险。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采用根据本地因子校

正的当量因子法［１８］，对食物生产、原料生产、大气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土壤保育、维持生物多

样性和美学景观 ９ 类生态服务类型进行价值核算，得到研究区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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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ＶＥＳ ＝ ∑ ９

ａ ＝ １∑
６

ｂ ＝ １
Ｍｂ × Ｊａ，ｂ （３）

式中，ａ 为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ｂ 为某种生态系统类型，ＶＥＳ为崇明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总量，Ｍｂ为

第 ｂ 种生态系统的面积，Ｊａ，ｂ为第 ｂ 种生态系统的第 ａ 类生态服务功能单价。
生态敏感性从高程、水域缓冲区、ＮＤＶＩ、土地利用和覆盖等因素进行评估。 高程数据来自于全球数字高

程模型（ＡＳＴ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Ｍ），分辨率为 ３０ 米下载自美国地质勘探局 （ ＵＳＧＳ，ｈｔｔｐｓ： ／ ／ ｇｄｅｘ． ｃｒ．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ｇｄｅｘ ／ ）。 本研究中使用的 ２０２０ 年土地覆盖数据集从中国国家地理信息中心（ＮＧＣＣ）获取，并转换为 ＧＩＳ 格

式进行数字化处理。
潜在生态风险考虑长江口面临的咸水入侵和互花米草入侵最主要两大生态风险，咸水入侵风险评估借鉴

Ｊｉａｎｒｏｎｇ Ｚｈｕ 等［２５］，基于 ＥＣＯＭ⁃ｓｉ 普林斯顿海洋模型改进的长江口咸水入侵风险研究。 互花米草生长和扩张

范围识别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遥感解译法，参考林世伟的研究［２６］。
２．３　 保护基础评价

评价依据以现有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世界自然遗产地提名区为基准，根据《上海市生态保护红

线》、《上海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此范围目前已经形成 ２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 个国家湿地公园（１ 处拟建）、１ 个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多个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除自然保护地和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外，长江口区域内的生态红线还包括：重要湿地、岛屿岸线、大陆岸线、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等。 同时，研究范围内崇明东滩保护区部分区域已被划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二期）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方案，２０２４ 年世界遗产大会将审议新的一批世界遗产提名地，如果能在大

会上审议通过，该项目就将作为盐城候鸟栖息地的扩展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崇明东滩也极有可能成为

上海市第一个世界遗产，这也体现了该区域的高保护价值。
２．４　 保护价值综合值计算和关键区识别

所有评价指标层进行栅格化处理转换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栅格网格单元，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 ４）。 权重

系数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各评价指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根

据上一层次相对于下一层次各元素的相对重要性，两两比较。 由多位专家对选取的各指标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进行判断，确定权重系数（表 １）。 运用栅格计算器，计算每个指标层和该图层对应权重的加权综合分，最终计

算保护价值综合值 Ｓ，计算公式如下（公式 ５）。 根据价值高低划按等分划定为四个等级，分别是：１） 高价值

区，≧７５％；２） 较高价值区，７５％ — ５０％； ３） 中价值区，５０％—２５％； ４） 低价值区，＜２５％；识别高和较高价值

区作为保护关键区。

表 １　 长江口保护价值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目标层 Ａ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 Ａ

准则层 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Ｂ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层 Ｃ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Ｃ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长江口保护价值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代表性 ０．４８２ 长江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０．１６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１％全球种群鸟类及栖息地 ０．１２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国家保护和濒危物种栖息地 ０．１９８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生态重要性 ０．３１８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０．０７８

生态敏感性 ０．１６０

潜在生态风险 ０．０８０

保护基础 ０．２００ 生态保护红线 ０．０８０

自然保护地 ０．０８０

世界自然遗产地提名区 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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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不同指标层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对个指标层适宜性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由于标层适宜性值均为正

指标，所以标准化公式如下：

Ｐ ＝
ｘ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４）

式中，Ｐ 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评价值，ｘ 为评价指标的实测值，ｘｍａｘ为评价指标的最大值，ｘｍｉｎ为评价指标

的最小值。

Ｓ ＝ ∑ ｎ

ｉ ＝ １
Ｗｉ × Ｃ ｉ （５）

式中，Ｓ 表示保护价值综合值，Ｗｉ表示第 ｉ 指标 ／指数的权重，Ｃ ｉ表示第 ｉ 个指标 ／指数标准化后的评价值。

３　 保护价值评价和关键区识别结果

图 ２　 长江口国家代表性评价图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１　 国家代表性评价结果

从评价结果来看（图 ２），长江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保护和濒危物种栖息地、≥１％全球种群鸟类及

栖息地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性，但总体趋势相近，高价值关键区聚集在滨海湿地、鸟类和水生生物高适宜栖

息地的崇明东滩及其周边。 长江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由滩涂、滩地、沼泽地等多种类型组成，主要分布在崇明

东滩、九段沙、北支和横沙岛，总面积约 ４７４．８６ｋｍ２，约占总面积 ７．５１％。 这些区域也是长江口≥１％全球鸟类

的高价值栖息地。 珍稀濒危鸟类高价值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崇明东滩、九段沙保护区、北湖、崇明西北部，以中

华鲟为代表的水生珍稀濒危物种高适宜栖息地聚集在崇明东滩东旺沙、团结沙以及附近的北港航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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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生态重要性评价结果

研究结果来看（图 ３），长江口呈现高生态服务价值、高敏感性和较高生态风险特征。 总体上，生态重要高

价值关键区主要分布在崇明东滩和北部区域、横沙岛、九段沙，以及青草沙水库、明珠湖水库和北支北部。 首

先，生态敏感性关键区主要分布在崇明岛东部和北部、九段沙、横沙岛，总面积约 １１６７．８６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 １８．４６％。 其次，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区与生态高敏感区的分布特征相似，分布在崇明东滩、北支、 九段

沙、横沙岛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青草沙水库 、西部明珠湖水库和北支北部区域也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高能

力供应区。 最后，咸水入侵高风险区聚集在长江口东部和北支；互花米草入侵经过长时间治理，目前仅存在九

段沙和崇明东滩北部部分区域，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１．４５％。

图 ３　 长江口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Ｆｉｇ．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３　 保护基础评价结果

保护基础根据长江口划定从生态保护红线⁃保护地系统⁃遗产地提名地多层次分析（图 ４）。 首先，生态保

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初步统计长江口内的生态

红线陆域面积为 ６１．５０ｋｍ２，长江口河口及海域面积为 １９３４．６２ｋｍ２（含交叉重叠）。 其次，整合后的上海自然保

护地，长江口区域主要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处，分别是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分别总面积 ６９７．３９ｋｍ２、４１０．８０ｋｍ２；自然公园三处，崇明西沙国家湿地公园、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以及

拟新建崇明北湖国家湿地公园。 此外，保护基础还考虑到崇明东滩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作为典型发育河口潮

汐湿地和东滩候鸟栖息地的突出普遍价值。
３．４　 保护价值综合评价和关键区识别结果

从保护价值综合评价来看（图 ５），整体呈现长江口东部高价值区聚集，三级分汊航道区域保护价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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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长江口保护基础评价图

Ｆｉｇ．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的空间特征。 保护关键区主要聚集在崇明东滩及其区域、北湖、九段沙和横沙西部，以及青草沙水库、明珠湖

水库附近区域，约 １６０８．１９ｋｍ２，占区域总面积的 ２５．４％。

图 ５　 长江口保护价值综合评价

Ｆｉｇ．５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４　 讨论与总结

长江口是基于咸淡水交汇而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边界与范围的确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本

研究在全面分析长江口生态系统保护价值基础上［１， ９， １５，２７］，从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保护基础等三个层次

多指标构建了长江口生态系统关键区综合评价体系，不同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Ｍ）等方法评估长江口全域和海洋生态价值［８， １１］。 该评价体系有效识别了

长江口鸟类及栖息地关键分布区、水生生物关键分布区、生态风险区、生态敏感区等。 生态敏感区分布呈现聚

集状，主要分布在崇明岛东部和北部、九段沙、横沙岛。 这些生态敏感地带主要由滩涂湿地构成，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海三棱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ｍａｒｉｑｕｅｔｅｒ）以及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是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植

物。 然而，这些区域的植物生物多样性相对匮乏，群落结构也显得较为单一。 任何关键物种的数量变动，都将

对河口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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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在长江口划定了一定范围的生态红线区，实施严格保护，但这些红

线区只是针对上海市域内一些自然湿地区域，对浙江、江苏省域内的关键区缺少统筹，同时上海市域内的各类

保护地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统筹管理也存在一定难度。 目前长江口生态系统保护面临的困境除了多头管理体

制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发展，呈现五大矛盾：航道与鱼道渔场的矛盾、鸟类栖息地与风

力发展的矛盾、港口码头建设与滩涂湿地保护的矛盾、快速多样的物种入侵与生境保护的矛盾、区域水污染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解决的根本在于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建立适应性管理机制，科学协调保

护与发展矛盾，这个体制就是国家公园体制［２７］，通过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适应性管理机制建设，实现长江口

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分区管控，有序发展。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长江口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工作，通过分期建设逐步推进，科学划定保护范围

并配套适应性管理策略，平衡保护与发展，实现长江口生态完整性保护，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推
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促进长江大保护、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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