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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湿地景观空间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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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空间格局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吸取一般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思想和实际工作积累，从流域尺度
， 

研究湿地景观基本空间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流域中湿地景观具有特殊的纵向梯度、横向梯度和景观内部结构特 

征，它们构成了流域湿地景观空间结构的主体，在维护流域整体景观结构和生态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然和人为因素都会 

影响流域湿地景观的空间梯度格局，但 自然因素主要影响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而人为因素对流域湿地景观纵向梯度、 

横向梯度的连续性和内部结构的多样性均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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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gradients of wetland landscape and their influential factors in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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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dscape spatial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focus of research in landscape ecology．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research on patch and corridor structure for certain land use types at the local or regional scale as opposed to the spatial gradient 

for one natural land cover type at the watershed scale．In particular spatial gradients for wetland landscape at the watershed scale 

have not yet been studied．Wetlands are unique among watershed environments because they are terrestrial habitats with strong 

effects on and strongly affected by aquatic environments．This paper primarily addresses the particular spatial gradients of the 

wetland landscape within a whole watershed，based on the common spatial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some recent 

practical research．Results show that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wetland types within a watershed is controlled by the gradient in 

topography and hydrological regime．It exhibits gradient features in three aspects：the longitudinal gradient from the headwaters to 

the mouth of rivers，the transverse gradient considered a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floodplain，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s species 

assimilation or heterization within a patch，or the ecosystem composition in patches of landscape．Th e complexity and continuity of 

the wetland landscape in the longitudinal gradient，the transverse gradient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within the watershe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ducing downstream flooding，preventing erosion，maintaining channel stability and water quality，as well as 

providing corridors for species movement and habitats for some endangered and threatened species．However，both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can affect the overall pattern of wetland gradient in a watershed．The rate of changes are determined largely 

bv more recent human im[，acts such as land reclamation，fiver channelization，and dam construction，which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gradients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wetlands landscape within a watershed whereas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dynamic channel changes and flooding only affec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wetland land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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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上生态研究的焦点开始关注区域即所谓的“景观生态”研究。多种近期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也 

都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他们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景观空间结构研究越来越成为研究的基础 

和主要内容 。但许多研究重视地方或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之间斑块、廊带或基质的空间结构 

研究 ，而很少关注景观类型的空间梯度格局问题，尤其对流域尺度以湿地景观为研究对象的空间梯度格 

局研究更少。虽然国外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涉及环境梯度问题研究，但研究河岸景观梯度和景观内部结 

构特征较多 ，而从完整的流域尺度研究景观空间梯度格局尚属少见。 

从流域整体空间尺度分析，湿地景观具有特殊的空间梯度特征。因为流域本身是以河流为中心被分水岭 

所包围的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流域中的湿地景观受控于河流水系的空间梯度影响而具有特殊的空间梯度 

结构和功能，而且流域中湿地景观的空间梯度格局控制空间过程，空间过程也影响空间结构，并形成一个完整 

的辨证统一系统关系n 。流域中的湿地景观由于受水陆相互作用和人为影响而是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这种 

过程不仅受空间上湿地景观分布的地理位置或空间布局的影响，而且也受流域内地形地貌的影响 ’ 。近年 

来，人类更是通过～系列土地利用活动改变流域内水系和土壤条件，从而影响整个流域湿地景观空间梯度格 

局和整体生态功能n ' 。为此科学阐述流域中原有湿地景观的基本特点、空间梯度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认 

识湿地景观格局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保护和恢复流域内湿地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流域整体尺度，吸取一般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思想和多年的实际应用研究体会，归纳总结流域中湿 

地景观基本空间格局问题，同时也考虑广义上的自然地理问题。 

1 流域湿地景观基本特点 

景观生态学是从许多传统的科学哲学体系中(存在论和认识论)提取的精华，它更多强调的是认识论和系 

统论问题 J。著名的景观生态学家 Fomn~和 Godwn引用许多有关地理方面研究工作作为这门空间科学的基 

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此，景观研究工作逐渐在地理学和生态学领域广泛开展起来。然而，如何 

选择合适的地理空间尺度解决景观生态问题是地理学家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 。流域尺度作为完整 

的自然地理单元，在充分体现了系统论思想基础上而成为研究自然景观系统的最佳空间尺度。 

湿地景观在流域中是非常独特的景观系统。由于它作为陆地生境强烈地影响水生环境，同时也被水生环 

境影响n J。流域中湿地景观具有特殊的空间组合，并在不同的区域，其结构和功能表现出多样性 ]。 

陆地和水生系统之间的联系是流域湿地景观中最明显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Brown等最先研究流域中 

河岸带包括大部分湿地景观。他定义湿地景观由于接近水生生态系统或地表水具有较高的水位而表现为介 

于水生和高地生态系统间的生态带(Ecotone) 。Forman和 Godron则把流域 中的河岸带景观作为廊带 

(Corridor)而不是生态带进行研究。实际上，流域中的湿地景观在小尺度上是一种生态带，但在流域尺度上则 

表现为两个生态带：水域(河流)和水一陆过渡生态带。流域中湿地的生态带特征是变化的，其变化速度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河流所处的地形梯度和水文情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所以同一般区域相比，流域中湿地景 

观具有以下特点： 

(1)整体性和关联性 流域内湿地景观虽然或沿河岸分布、或分布于低洼部位，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极为紧密，在流域上、中下游，于支流之间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整体性强、关联度高的景观系统。这些湿 

地景观在流域中是直接或间接与水体相连的水一陆过渡地带，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方面都与流域水文相互作 

用，成为流域中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对维护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发挥巨大作用。 

(2)差异性和多样性 流域尤其是大的流域，由于地域跨度大(如长江流域)构成横向纬度带和纵向经度 

带。上中下游和干支流在自然条件、湿地资源类型、地理位置、经济技术基础和历史背景等方面均表现出湿地 

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流域中河流中下游区域常常是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是人类 

生存发展的源地。所以湿地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更大，景观结构和功能改变更大。 

(3)层次性和网络性 流域是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系统，由多级干支流组成。一个流域可以划分为许多小 

流域。由于湿地形成的非地带性和与水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不同层次流域形成的湿地景观和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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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分布和结构功能上具有相互制约的网络关系。 

(4)开放性和耗散性 流域是一种开放型的耗散结构系统 ，内部各湿地子系统间相互协同配合，同时 

系统内外进行大量的物质交换，具有很大的协同力，形成一个完整的耗散型生态巨系统。 

2 流域湿地景观梯度特征 

湿地景观在流域中由于位于高地和水体之间的特殊空间位置具有明显的梯度结构特征。这种景观梯度 

特征是指由于环境梯度(主要是地形的高度梯度和水分的湿度梯度)导致的景观类型的梯度差异。高度梯度 

是指从河源区域到河口区域高度逐渐变低。随着高度梯度的变化，水文条件(主要是水深或含水量变化)不断 

改变，从而对湿地景观类型产生影响。一般湿度梯度随高度梯度的降低而加大，湿地景观梯度表现为从高到 

低或从干到湿景观类型发生分异。随着地形高度降低或湿度增加，湿地景观表现为从木本湿地到禾草型湿地 

到苔草(莎草)沼泽湿地的梯度变化。而对于每一种湿地景观类型又可以表现为生态系统和群落尺度上类型 

的进一步更为细致的梯度分异规律 川。 

湿地在流域中的梯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纵向梯度和横向梯度。纵向梯度具有从第一级河流到高 

级河流河口区域地理位置变化而表现的景观类型梯度差异。不同景观类型是 自然环境与生物相互作用产生 

的环境梯度决定的0 。沿着该梯度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河流从急到缓，水量从小到大并与地质地貌变化相吻 

合。该变化还体现为从侵蚀到沉积的变化。横向梯度是垂直于河道的位置变化而表现的景观类型差异。它 

存在于景观或群落之中，是水文情势变化的响应。景观或群落梯度的差异与环境变量有关，不同的水文情势 

创造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为物种生长和建立提供合适的生态条件。 

基于上述湿地景观在流域中的梯度特征，将流域湿地景观空间梯度格局分成 3种类型加以研究。一种是 

从河源到河口的纵向梯度格局，一种是表示洪泛平原横向特征与河流垂直的横向梯度格局，还有一种是表示 

景观斑块体内部结构特征的景观内部格局。这些结构特征都通过植被类型的梯度特征表现出来。 

2．1 流域湿地景观纵向梯度格局 

河流作为一种湿地景观类型，在流域中呈现出连续的线状廊道纵向结构特征。河流从源头到下游河口表 

现出明显的纵向梯度结构。从河流支流与主流的空间构成分析，河流表现出网状、辫状、线状等不同空间格局 

特征。在湿地分布比较丰富的流域，其水系空间格局比较简单。一般表现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平原和山区组 

成的流域，湿地常常分布在流域中下游的集水区域。河流上游来自于山区，短小而直，支流众多并’汇集在中下 

游的平原区域形成比较明显的空间梯度格局。平原中的河流少而弯曲，进入湿地的河流没有明显的河道，丰 

水期河道辫状发展，而枯水期河流往往断流。另一种是仅由平原组成的流域。在该流域中，由于湿地极其发 

育，地形比较平缓，河流的空间梯度结构比较简单，河道不明显并且非常弯曲，常常支流很少  ̈。 

伴随着河流水系的线状纵向空间分布格局，决定了紧邻河流的湿地常常呈现出沿河流走向连续带状分布 

的廊带特征。在河流上游，由于地形控制，宽谷区域湿地廊带较宽，窄谷决定了廊带较窄。而在河流中下游地 

势平坦区域，湿地连片分布，带状不很明显，如图 1所示。 

在流域中，湿地景观沿着从河源到河口纵向廊带中的地形梯度和湿度梯度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景观类型梯 

度差异。它们构成了流域中湿地景观类型的纵向主体结构特征。当然这种湿地景观梯度由于受河岸湿地廊 

带宽度和长度连续性的影响有时并不连续。如构成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纵向梯度结构特征的湿地景观从河 

源到河口，随着地形梯度降低和湿度梯度增加依次表现为：灌丛湿地，小叶章．沼柳湿地，小叶章一苔草湿地，小 

叶章．芦苇湿地，毛果苔草．芦苇沼泽，甜茅沼泽，毛果苔草和漂筏苔草沼泽的梯度变化。构成别拉洪河流域纵 

向梯度结构特征的湿地景观依次为小叶章一杂类草湿地，小叶章．苔草湿地，毛果苔草．芦苇沼泽，毛果苔草沼泽 

和毛果苔草一漂筏苔草沼泽等。由于该流域地形梯度和湿度梯度特征不明显而表现为湿地景观的纵向梯度结 

构比较简单的特征 。流域内湿地景观纵向梯度格局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复杂性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减轻 

流域下游洪涝灾害，防止河道侵蚀，维持河道稳定性，保持良好的河流水质以及提供野生动物迁移通道和维持 

生境类型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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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域湿地景观横向梯度格局 

流域湿地景观横向梯度格局是指垂直于河道的横 

向景观单元的空间梯度构成特征。它不同于生态交错 

带的概念。生态交错带通常指有横向 ：流动形成的水 

陆过渡地带，而湿地景观横向梯度范围更广些，通常指 

下游从流域边缘到河道区域有时不连续的景观梯度分 

布范围。在这范围中，由于流域内地形的梯度差异，从 

而使湿地景观在横向表现出类型梯度差异的规律性。 
一

般从高地到河道水体，湿地景观类型发生分异，通常 

表现为从木本林沼湿地到灌丛湿地向草本湿地类型过 

渡的空间格局。当然不同的地形变化是控制湿地景观 

横向结构类型差异的基本因素，也影响了湿地景观类型 

的横向复杂性(图2)E7]。 

如构成挠力河流域横向梯度格局特征的湿地景观 

主要为小叶章湿地，毛果苔草沼泽和漂筏苔草沼泽。别 

拉洪河流域为毛果苔草沼泽，毛果苔草．漂筏苔草沼泽 

和小叶章．沼柳湿地。景观类型的横向梯度差异主要是 

地形和湿度梯度差异决定的⋯ 。 

2．3 流域湿地景观内部结构 

景观是异质性的，包括各种类型的斑块体。斑块内 

物种的集聚和分异构成了景观的内部结构，即景观斑块 

的生态系统构成。由于生态系统的发育受控于洪泛平 

原内的环境梯度，主要是水体、洪水和土壤湿度，并且这 

三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水体创造了河、湖岸带的地形， 

地形又直接控制洪水，而洪水频率和持续期限制了生态 

系统中植被类型的发育和空间分布。低的地方洪水频 

率高和持续期长并能维持较高的水位，生长耐水淹的植 

物类型。高的部位洪水频率低，持续期短，地下水位相 

对浅些，生长季节性积水的湿地植物。在宽广的洪泛平 

原内，这些不同可能同时发生在 1in或少于 1in的地形 

变化范围内。从而使景观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生态系统 

呈现复杂多样性特征。图 3显示了三江平原地区，由于 

图 1 流域湿地景观纵向结构示意图 

Fig．1 Longitudinal structure of wetland landscape in a watershed 

图2 流域湿地景观的横向结构示意图[ ] 

Fig．2 Transverse structure of wetland landscape in a watershede 

四 低河漫滩 ■■ 河流 圜 迁回扇 
Low floodplain River Fan 

四 高河漫滩 匝蕊瘟 河流阶地 0 4．5km 
Highfloodplain Riverterrace L——__J 

图3 三江平原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的地貌构成 

河流冲积作用，在宽广的高低河漫滩及河流阶地上形成 ng· 。 。rphologi。 。 13o 。“in the ‘ dan 

了数目繁多的迂回扇等微地貌类型，它们构成了与周围 出 ～ 

斑块体景观类型不同的生境类型，是景观内部结构的典型例子。通常高低河漫滩形成的景观类型为湿草甸和 

沼泽湿地景观，而内部迂 回扇上，由于其高度梯度和湿度梯度与周围的差异，形成 的是岛状林湿地景观 

(图 3)。 

一 般，小的镶块体(微地貌类型)的相对丰富性和配置决定了流域中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的异质性。通常， 

流域中微地貌类型的多样性受控于流域水文情势变化的大小。水文情势变化大的流域虽然产生的湿地景观 

类型多样性高，但景观内部生态系统和群落类型多样性低；相反，水文情势变化小、湿度梯度特征不明显的流 

域，虽然景观类型多样性低但景观内部结构多样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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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域湿地景观梯度格局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3．1 自然影响因素 

3．1．1 地形和水文条件影响 流域中湿地景观在纵向和横向格局表现的梯度特征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这种景观梯度特征的复杂性在不同流域中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流域地形特征及其决定的水文条 

件差异，创造了流域内湿地景观类型及其梯度特征的差异。如控制三江平原挠力河流域的主体地形为上游为 

中低山区域，中下游为平原区域，地形梯度变化明显，表现为水文情势变化大的特征。尤其下游水量大，形成 

的湿地景观类型主要是沼泽湿地景观，且景观类型组成比较丰富，梯度特征比较明显。而别拉洪河流域由于 

地形梯度特征不明显，河流在上游是由洼地连接而成，到中下游才积水汇集成河流，且水流极其缓慢，水量主 

要靠大气降水补给而表现为水文情势变化小的特征，因而形成的湿地景观类型少，梯度特征不明显。 

3．1．2 河流冲积动态、洪水和土壤湿度影响 流域中湿地景观纵向和横向梯度格局构成了流域湿地景观的 

主体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主要受控于流域主体地形和水文条件影响而不易发生变化。但流域中湿地景观 

内部结构由于对微地貌类型和湿度梯度差异反映敏感而易于变化。所以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环境 

梯度对景观内部结构影响方面。流域内地形和湿度梯度变化主要与河流冲积动态、洪水和土壤湿度极其相 

关，并且这三要素之间也相互联系 。 

(1)河道动态变化 河道动态是流域中最明显影响湿地景观内部结构变化的自然干扰过程。在容易变化 

的冲积性河流洪泛平原区域，河道动态对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的影响研究是最为普遍的 。河道的这种空间 

变化对景观生态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通过对地表形态结构中的动态和非动态的冲积堤坝、脊状沙坝、 

点状沙坝和废弃的河道等不同地貌类型中物种构成的详细研究，探讨河道动态、洪泛、沉积和植被的关系是非 

常重要的工作。 

Decamps等研究了法国Garonne River河岸湿地景观的内部结构。他们研究了一个河岸森林动态模型，讨 

论了河岸带湿地由于经常遭受重复的洪水、侵蚀和沉积而发生周期性的动态变化。但在较高阶地上，洪水循 

环被破坏，动态是不可逆的，自然变化发挥主导作用。他们还注意到了人类活动通过调整水流量而增加了河 

岸土地利用的比率 ]。该研究从景观的角度为河岸带湿地景观内部结构研究树立了典范。 

植被类型形成过程与干扰或某种形式的演替有关。演替是物种构成的直接变化，它受自然或非自然过程 

控制。如果过程发生了变化，物种构成也在速度和方向方面发生变化 26 。河岸区域的大多数植被演替是由 

于河道动态产生的新的陆地引起的。这些新产生的陆地包括两种：河道沉积区域如河道中间的沙洲、沙坝和 

老的阶地；另一种是废弃的河道。河道动态中的地质地貌过程创造了众多微地貌类型，形成丰富多样的湿地 

景观内部结构。对物种多样性的发生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河流过程可以产生新的陆地区域从而创造了适合 

某物种的小生境。河岸环境中地质和地貌过程的关系创造了河道的组合、洪泛平原、废弃河道和侵蚀沉积地 

点。河岸动态和区域气候因素是影响河岸植物群落稳定性的两个主要因素。 

(2)洪泛过程影响 由洪泛引起的河道两岸水的侧向流动是洪泛平原的主要现象。许多研究表明流域 

内河岸区域森林湿地内部结构与洪水频率、周期和洪泛的季节相关。这是因为洪水作为输入物质直接与土壤 

湿度和水位深度相关联 。Ba131es发现草本物种的分布与流域湿地位于的地形高度极其相关，并推导出洪水 

频率和流量对其产生的影响 。 

(3)湿度梯度变化 由于流域包括从高地区域到低地湿润饱和区域(通常是季节性的)的地理分布范围， 

研究潮湿条件非常重要。在高的地方，植物物种必须具备适应季节性湿润的能力，并且在干旱季节也能生存。 

在低的湿度饱和度大的地方，限制因素是缺氧，所以只有能够忍受缺氧条件的物种能够生存。这种条件变化 

范围提供了一个能使物种分离的环境梯度。最初由于地形条件影响产生的土壤湿度条件的不同，产生洪泛平 

原中复杂的植被．环境关系空间格局。大多数土壤湿度研究关注湿地本身所处的条件。在研究流域湿地植物 

群落时，湿润程度与植被格局极其相关，物种在低的河漫滩和高河漫滩地形位置之间的不同是由于土壤湿度 

不同引起的。合适的土壤持水能力及其它与湿度压力相关的变量可以预测植物生长的区域和覆盖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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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梯度变化与土壤湿度相关联，土壤湿度是决定性的梯度条件 】。 

3．2 人为影响因素 

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水利工程建设和土地开发活动，改变原有流域地形、水文和洪泛过程而使湿地景观梯 

度格局发生重要变化。 

3．2．1 水利工程影响 水坝、沟渠和防洪堤是流域中湿地植被受到破坏的主要水利因素。早在 2O世纪 8O 

年代初，世界各地开展了很多有关水坝对下游河岸湿地植被影响的研究工作口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水坝建 

设使河道动态变化减少，从而使土壤湿度减少；水文周期改变使河岸湿地景观内部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主要是由于水坝建设 ，减少了曲流和沉积物质的沉降，从而带来微地貌类型多样性变化，并造成群落类型简单 

和物种多样性减少。 

水库建设也是一个直接影响河岸区域和洪泛平原的主要因素。Fieshman和 Kaufman研究了水库建设后 

果之一是使洪泛平原的洪泛频次降低，从而使流域内河岸生境类型减少。在水库控制下，河流流量发生变化， 

流量减少，洪峰和低流量期减少∞ 。这种在流量格局方面的变化对流域湿地景观梯度格局有显著的影响。 

另外，河流渠道化对流域内湿地景观内部结构影响较大。河道变直的结果是增加了水力，河流内切产生 

更深的河道。这种影响在美国中西部很普遍，其中最显著的是使洪泛平原中较高阶地上的植被永远不再被洪 

水影响。许多研究证明渠道化通过改变河流进出湿地中的蓄水量，减少了流量天数和溢岸洪水进入河岸湿地 

的水量和营养物质而使湿地植物群落发生植被演替n 。可见，人类活动带来的水坝建设和河流渠道化是通 

过改变河道动态变化过程和泛洪的频率、周期和水位而改变了流域内湿地景观分布的宽度、植物构成，从而改 

变了原有湿地景观梯度格局。 

3．2．2 人类土地开发活动的影响 人类通过土地开发利用活动改变流域内土地覆被类型，从而使流域湿地 

景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2O世纪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更加加速了湿地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的速度，从而 

对流域湿地景观纵向、横向以及内部结构产生严重影响 。尤其是人类土地开发活动带来的湿地丧失和 

景观破碎化对景观结构改变更大，往往使连续完整的梯度格局变化为问断、分布零散的格局，从而严重削弱了 

原有的湿地景观生态功能。著名的三江平原就是典型的案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土地开发活动中，各流域湿 

地面积丧失 70％以上，湿地景观严重破碎化，景观纵向、横向梯度格局的连续性受到严重破坏，景观内部多样 

性显著减少 ]。在美国和在欧洲，这样的例子相当多，带来的生态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4 结语 

流域本身是以河流为中心被分水岭所包围的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流域中湿地景观受控于地形和水文 

情势的梯度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主要表现在湿地景观纵向梯度格局，横向梯度格局和景观内 

部结构等方面。其中湿地景观纵向和横向梯度格局构成了流域内湿地景观的主体结构特征，而景观内部结构 

是流域湿地景观多样性的体现。流域湿地景观空间梯度格局变化主要受来自河道动态变化、土壤湿度和洪泛 

过程的自然干扰和水库、水坝及土地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自然干扰过程主要对洪泛平原中湿地景观内部 

结构产生影响，而人类活动对流域湿地景观的纵向、横向及内部结构均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 

是改变了流域湿地原有景观梯度格局的连续性和复杂性，从而严重影响湿地景观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近年来，国内外湿地景观保护和恢复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国家和政府部门越来越认识到恢复一定数量和 

质量湿地景观的重要意义，也在某些典型区域相继开展了小范围的湿地景观恢复工作[3 。未来几十年，从 

更大的区域，尤其是流域尺度对湿地进行保护和恢复必然成为重点，而恢复流域湿地景观纵向、横向梯度格局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景观内部结构的复杂多样性是最为关键任务之一。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和 

恢复湿地景观生态功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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