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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低温严寒是冰川发育的主要因素,地球上的冰川除南北两极外,只有在高海拔的寒冷山地才能存

在。 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中低纬度冰川最为发育的国家,喜马拉雅山地区雪峰连绵、冰川四

溢,共有现代冰川 17000 多条,是世界冰川发育的中心之一。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第 31 卷第 17 期
2011 年 9 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Vol. 31,No. 17
Sep. ,2011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83, 41171115); 安徽省高等院校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KJ2010A136)

收稿日期:2010鄄08鄄08; 摇 摇 修订日期:2011鄄04鄄14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鄄mail: llin@ 263. net

王立龙, 陆林. 湿地公园研究体系构建. 生态学报,2011,31(17):5081鄄5095.
Wang L L, Lu L. The study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parks. Acta Ecologica Sinica,2011,31(17):5081鄄5095.

湿地公园研究体系构建

王立龙, 陆摇 林*

(安徽师范大学重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芜湖摇 241000)

摘要: 湿地公园是湿地保护性利用新方式,也是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新载体,目前国内外兴起湿地公园建设热潮,为湿地

保护性利用带来了新机遇。 但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目前湿地公园专题研究滞后于其建设与发展,研究基础理论薄弱、研究内容

系统性不强、研究方法简单、研究体系不完整,对公园建设的实践指导不足。 构建湿地公园研究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
在对国内外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力图从研究理论体系、研究内容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等层面对湿地公园研究体系

进行初步构建。 提出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将其组成结构研究体系、功能研究体系、影响评价体系和管理体系等作为研

究内容的指标体系;对现有研究方法述评分析,构建了以基础理论探讨、规划研究、试验研究和空间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体系;
指出了未来应注重的研究方法及发展趋势;最后结合部分实证研究对体系进行了充实完善。 以望为推动湿地公园专题研究进

程做出贡献,为湿地公园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湿地公园;研究体系;生态旅游

The study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parks
WANG Lilong, LU Li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onserv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Anhui Provi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Wetland has the features of high 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possesses high tourism valu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unctions. Wetland ecotourism refl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wetland protection, which has received great concerns from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etland parks act as a new way of wetland protection and a new carrier of ecotour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popularity of wetland parks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rought a new opportunity for
protective utilization of the wetland. However, the monographic study of wetland parks lagged behind thei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weak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unsystematic content, simple research methods, incomplete
research systems and insufficient direction for park construction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ly theoret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construct studying system of wetland park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primary studying system of wetland parks from research theory, content and
method based on a review on recent literatures. It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wetland park ecosystem and took composition,
function, impac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as main index system of wetland parks. A research method system containing
basic theory explore, planning research,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spatial analysis was constructed after analyzing and
commenting on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of wetland parks, and conclud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etland parks research.

Two empirical studi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udying system. We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macroscopic control
and guidance of wetland parks construction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construction and harmonious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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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ate-level wetland parks in China.
Classification of wetland par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playing the diversity of wetland parks and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wetland parks. W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diversity dynamics of
herbaceous plants under different disturbances in the conservation area of Taiping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China,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stuary environment changed under different disturbances, it come up with som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towards the main problem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conservation area of Taiping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The paper set up the studying system including 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 about
wetland park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system of wetland parks with theoretic innovations. It
can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monographic study of wetland parks and put forward the advice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wetland parks.

Key Words: wetland parks; research system; ecotourism

湿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地球上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1鄄2],但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大,湿地逐步退化和消失。 湿地公园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开发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也是开展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形式和载体,同时,湿地公园易被人类扰动的生态脆弱区特性及保持湿地原生境

的矛盾使得其未来可能成为人类扰动下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基地,对其研究也将具有重要的生态

学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目前,湿地公园已成为国内外相关学者亟待关注的新研究领域[3]。 自 20 世纪 80 年

代[4]以来,国外学者对国家公园[5]中的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6]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其研究均是利用公园中的

湿地进行科学研究而未提出湿地公园的概念,其研究只是湿地研究而非湿地公园研究,仅菲律宾[7]和南非[8]

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5 年提出了“湿地公园冶的概念。 国内湿地公园概念的出现也是近 10 年才开始的,但国

内湿地公园建设与发展较快,中国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建设部近 6a 内分别批准了 100 个国家湿地公园和 37 个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湿地保护性利用及生态旅游的实践探索,但目前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品牌不多,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及科学合理的规划,部分湿地公园建设违背了生态

建设的目标,甚至破坏了湿地环境,进而损害了湿地公园的形象。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湿地公园专题研究自 20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9],其研究进程滞后于其建设进程

与业界期望值,主要原因在于湿地公园研究涉及到湿地科学、园艺学、美学、林业科学、生态学和旅游学等多学

科研究,其自身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内容系统性不强,研究方法简单,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专题研究

匮乏。 本文在调研国内外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依据湿地公园相关学科领域[10] 的研究体系[11鄄13] 初

步构建了湿地公园研究体系,以期丰富湿地公园研究的基础理论,推动有关学者关注并致力于湿地公园专题

研究,同时以望为湿地公园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1摇 湿地公园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

湿地公园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对象的明确是构建湿地公园研究体系的基础,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湿
地公园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已有研究对象大多单一而仅局限于参照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对湿

地公园某一具体内容进行研究,未能从湿地公园整体角度凝练出符合湿地公园这一特殊研究领域的研究对

象,研究成果多具片面性,难以指导具体实践。
1. 1摇 湿地公园概念

湿地公园概念的形成源于生态旅游的出现以及湿地资源本身富有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较高的

旅游价值、环境教育功能及社区参与功能[14],目前,国内外对湿地公园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 国外相关研究

已从“国家公园中的湿地冶向“湿地研究公园冶转变。 相比较而言,国内对“湿地公园冶概念的提出更具有鲜明

的主体性,但目前国内出现了“湿地公园冶、“湿地生态公园冶、城市湿地公园“等概念,有概念泛化的倾向,不利

于湿地公园建设,需引起学界和业界关注。 对于湿地公园概念的探讨,本课题组已进行了大量前期研究并另

2805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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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表[3],在此不重复赘述,课题组研究表明:已有概念均强调了湿地公园的主体性、自然性和生态性;正确

认识湿地公园与一般公园在研究主体、发展目标、研究学科和研究地理区域范围等方面的区别是正确界定湿

地公园概念的关键;据此,提出了湿地公园的参考定义:即湿地公园不同于一般湿地和湿地保护区,它是具有

一定的能保持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典型性、独特性及利用便捷性的区域,通过合理的生态布局加以保护性利

用,科普、教育是其宗旨,休闲和生态旅游是其基本利用方式。
1. 2摇 湿地公园研究对象—湿地公园生态系统

1. 2. 1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

从湿地公园所包含的要素进行分析,湿地公园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 3 个系统研究(图 1),即湿地公园

内所拥有的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旅游系统以及园外(自然和社会等影响因素)系统,这 3 个系统可概括为湿地

公园生态系统。 其中,湿地生态系统是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核心,生态旅游系统和园外系统的运行不能影响

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因此受到湿地生态系统正常运行规律的限制,在湿地公园规划建设中,湿地生态系统在

地理区域上常对应于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又称核心区);生态旅游系统位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外围,在地理

分布上,生态旅游系统的运行常发生于湿地公园的功能展示区、湿地体验区和服务管理区等,湿地生态系统和

生态旅游系统又可统称为园内系统;而园外系统涉及到影响湿地公园建设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对区域

湿地公园建设影响较大,目前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

园外(自然和社会
等影响因素)系统

           

生态旅
游系统

湿地生
态系统

图 1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主要组成结构图

Fig. 1摇 The main framework of the ecosystem of wetland parks

1. 2. 2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类型

科学分类是湿地公园研究的基础,掌握湿地公园的

类型划分有利于管理部门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树立正确

的规划设计理念,有利于采取科学的工程技术措施[15]。
不同的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在组成、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可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和分类标准划

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湿地公园中主体湿地类型划分

为滨海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河流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湖
泊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沼泽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等;依据

湿地公园建设的目的可划分为自然保护类、水体维护

类、城市休闲类和废污回用类 4 个类型[15]。 目前对于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类型划分研究还少见报道,国外

Espinar 等[16]为研究西班牙西南部的 Donana 国家公园的的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对公园内的湿地进行了分类,国
内吴后建等[17]对河流廊道型湿地公园的建设模式及技术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具体湿地公园的

实证分析层面,未上升到理论高度。 湿地公园类型的划分也是充分认识和展示不同湿地景观一个重要的环

节[3],开展此类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摇 湿地公园研究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湿地公园研究还未形成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需借鉴相关成熟理论[11],运用相

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个案研究形成湿地公园研究的理论体系。 因湿地公园研究涉及多学科的复杂

性,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杂乱,但根据湿地公园建设运行及其发展的进程,可将其研究理论概况为 4 个方

面的理论:保护修复理论、规划理论、建设运行理论和管理理论,这种理论体系的概括较为清晰地整合了目前

湿地公园研究涉及到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其中,保护修复理论是湿地公园研究的理论

基础和核心,它主要包括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理论、基础生态学理论(限制因子理论、生态系统结构理论、生态

适宜性原理、生态位理论、生物群落演替理论、生物多样性理论等)、恢复生态学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岛屿

生物地理学理论、复合种群理论、景观连接度和渗透理论、景观格局和景观异质性理论等[18] );规划理论主要

有生态保护规划理论、游憩规划理论、社区发展规划理论、园艺学理论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等;建设运行理论

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系统论等;管理理论主要有生态教育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 在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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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建设运行及发展研究中,上述部分理论往往呈现交叉运用的情况,这也体现了湿地公园研究的多学科交

叉性和复杂性。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理论和生态教育理论等是未来湿地公园研究主要的理论发展方向,这些理

论均需在今后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得以加强。
3摇 湿地公园研究内容指标体系

国外对国家公园中的湿地研究内容主要有 4 个方面:(1)人类活动下的湿地水环境影响研究[4,19鄄22];(2)
湿地生物生存状况与其生态因子相关性研究[23鄄26];(3)湿地植被及其景观生态学研究[27鄄29]; (4)湿地生态系

统评价、修复等综合研究[5,30鄄32],国外研究主要从湿地生态系统入手,但未能上升到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层面,
对湿地公园的历史、文化、生态旅游管理等未见报道。 国内关于湿地公园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湿地公园生

态旅游系统研究,即对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生态旅游经营管理、生态影响、评价和修复等研究,对
湿地生态系统研究较少。 目前,湿地公园研究内容主要来源于相关学科,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是湿地公园研究

的主要内容,组成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 3 子系统及其分支内容则包含了目前湿地公园研究的具体内容(图
2),可将其视为湿地公园研究内容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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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湿地公园研究内容指标体系

Fig 2摇 Research content standard system of wetland parks

3. 1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研究体系

目前,湿地公园研究往往局限于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分支系统某一方面的专题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只注

重局部效益,未能从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是一个包含自然、经济和社会的

复合生态系统,其运行受到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旅游系统和园外系统的运行影响,要维持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

良好运行,就要充分考虑到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各结构在面对生态旅游产生的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能量流等

过程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和相关结构的优化,不能仅为了注重某一方面的效益而损失其他组分的效益,如不

能为了追求旅游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对旅游规模、游客行为等不加限制,这不仅会损害湿地公园的自然环境,也
会降低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和生态教育效果,进而影响到湿地公园的社会认知,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 3 个分

支系统均会造成一定影响。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组成结构体系的构建及其演化是今后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

方向。
3. 2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体系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能提供人类所需的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通过大量调研整理表明,目前湿

地公园生态系统主要具备两类服务功能(表 1):(1)生态旅游功能,包括生态教育、求知、科考功能;文化功

能、观光功能;疗养、康体功能;休闲、娱乐、体育、度假功能。 (2)湿地保护和社会功能,主要包括湿地保护、减
贫、文化融合功能;净化污染、调节气候功能;保持水土、提供洁净水资源、防洪等功能。 其中,湿地保护、生态

教育、求知、科考是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 各功能的发挥需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度内进行,不能损害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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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园的主要功能,如有的湿地公园为了盈利,在湿地公园内建设跑马场,开发房地产,违背了湿地公园建设

的原则,影响了湿地公园主要功能的发挥,又如作为居民水源地的水库型湿地公园的水供应保障功能更是不

能受到任何影响。 不同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具备不同类型的功能价值,同一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也常具有多种功

能价值[18],开展湿地公园功能研究,发挥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功能效益最大化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表 1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功能分类表

Table 1摇 Classification of wetland parks function

功能分类 Classification 举例 Example

生态旅游功能 生态教育、求知、科考 湿地展示区、湿地博物馆、湿地保育区

The functions of ecotourism 文化功能 哈尼梯田湿地景观、溱湖湿地会船节

观光功能 湿地水体景观、植被景观、地质景观

疗养、康体功能 温泉型湿地、天然氧吧

休闲、娱乐、体育、度假 冲浪、漂流、垂钓、狩猎、赛龙舟、沙滩排球

湿地保护和社会功能 湿地保护 湿地生态系统修复、湿地生物多样性保育等

The functions of wetland 减贫、文化融合 社区共建、社区共管、社区感知

protection and society 净化污染、调节气候 城市湿地公园

提供洁净水资源、防洪等 水库型湿地公园

3. 3摇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体系

3. 3. 1摇 开发过程影响评价

在建设湿地公园过程中,原有湿地生态系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干扰,如景观破碎化程度增强、景
观异质性变大,斑块之间的连通性降低,生物多样性受到干扰、不完善的保育措施会造成湿地水体营养化[33]、
生态补水不足[34]、植被退化等。 而因建设湿地公园引起周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开

发等[35]同样会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破坏和影响。 目前,湿地公园规划往往过多地强调建设产生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少见对开发过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与分析,开展湿地公园开发过程

影响评价研究对于湿地公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3. 2摇 生态旅游过程影响评价

湿地公园是进行生态旅游和生态教育的良好场所,但不同类型的湿地公园、不同类型的旅游组织形式和

不同的旅游对象产生的生态旅游过程会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的影响。 据此,国内王浩等[15] 提出了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一般原则: 控制旅游规模和质量、限制性开放、注重湿地生态环境的科学监测、保护当地

的文化与环境、旅游行为及管理准则的制定、双赢策略和利益的长期性。 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实证研究中,李
睿等[36]提出了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空间容量、旅游设施容量、旅游管理容量和旅

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并针对案例地进行了量化研究,王业青[37] 从湿地公园旅游活动与环境间的关系、旅游建

设与环境间的关系、旅游对游客的影响 3 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湿地公园的声环境效应。 另外,不良旅游行为也

会对湿地公园的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38]。 湿地公园既是原生态湿地保护较好的区域,也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载体,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如何充分展示湿地原生态环境,又不损害生态旅游效果,定量研究旅游过程对湿

地公园的影响,使之控制在一定阈值是未来应加强研究的方向。
3. 3. 3摇 资源、经济和社会等影响评价

湿地公园建设及其运行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 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建设

城市湿地公园的意识和能力较强,如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的良好运行与杭州市地方经济投入的力度有非常紧密

的关系,经济落后的区域则相反,因建设经费无法落实,很多湿地公园建设进程缓慢[3]。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

指出:在干旱区或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不适应建设湿地公园,在年降水量超过 800mm、适合绿化的地方建设人

工湿地,其环境效益往往好过传统的绿化[39]。 目前关于湿地公园建设与资源、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较少,今后需加强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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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摇 湿地公园管理体系

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科学管理是其良好运行的保证,国外关于湿地公园的管理专

题研究目前还未见报道,已有研究主要为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及修复管理研究。 国内学者吴江[6] 通过

大量调研提出了湿地公园 5 个方面的管理措施,基本概括了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内容,即:科学规

划,控制用地;加强科学研究、倡导科学保护和公众教育;加强对旅游者的行为规范,倡导“清洁生产冶措施;加
强生态系统管理,体现生态补偿、生态修复理念;提高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注重社区利益。
3. 4. 1摇 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管理

生态旅游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是目前湿地公园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研究热点[9],湿地本身就是景观

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0],规划不仅要符合生态学理论,也要因地制宜,彰显湿地历史、人文及自然资源价值,
提升湿地公园的整体形象[41],而建设则是规划的具体实施,在实际建设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实践问题,同样

需要加强研究。
(1)湿地公园规划及建设保障体系

湿地公园的规划就是提出人类对湿地的合理利用方式,强调在景观层面上的土地规划和保障功能实施下

的管理规划[6],包括分析与评价、目标与发展战略、支持系统规划和保障实施四个层面的规划[15]。 湿地公园

规划的核心在于使湿地面积最大化,而湿地水文条件是湿地最重要的决定因素[42],科学的湿地公园规划及其

建设是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良运行的前提。 为保证湿地公园建设的科学和规范,中国国家林业局于 2008
年 12 月出台了《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标准》,指出了湿地公园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基本条件、总体布局、
规划设计和功能分区等,并指出湿地公园要确保 7 个方面的工程建设(图 3) [43鄄44],但具体如何建设,建设标准

只是给出了宏观的要求,在未来的研究中,需针对具体建设中的标准问题加强规划和实证研究,如保护工程中

生态缓冲区的控制,生态驳岸的设计等。 在湿地公园景观规划方面,有学者从生态角度指出湿地公园景观规

划主要包括水体系、生物系统、岸线系统和景观系统 4 个方面的规划[45]。 目前湿地公园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

植被景观规划研究和保护恢复工程规划方面,其他研究匮乏,亟待开展。
湿地景观主要包括湿地水体景观和湿地植被景观[46],目前对湿地植被景观的规划建设研究较多。 已有

研究表明:湿地公园植被状况和植物区系的变化[47]、外来种的干扰[48] 反映了人为干扰下湿地有一定程度的

退化特征;湿地公园生态保育区(核心区)的植被景观应以恢复和保持原有湿地植被景观特色为主,不以人类

的审美标准衡量,而是尊重自然界的法则[49];多样的湿地植物群落种植模式、乡土植物材料选择、因地制宜的

植物空间布局和精细的施工技术等措施是植物配置的关键[50]。 针对不同类型的湿地公园,要要从生态学、美
学、人性化和特色植物 4 个角度[51]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巧妙运用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湿地植物[46],充分发

挥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及水生植被的特点,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植被群落,构建美观、功能性强的恰如其分

的景观[46]。
在植物的来源上,要根据湿地公园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内涵,选择该公园内最具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作

为重点来营建[52],尤其要注重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的乡土水生植物,营造适宜展示乡土水生植物生存的空间,
抑制外来种[53],最大程度吻合原有植被群落组成,在人为建设下获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冶的最佳效果,这
就要求植被具有季相变化,做到季季有景[54];在植物的类型上,水生观赏植物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在湿地公园

中应注重水生植物的生态功能与观赏价值相结合,使其生态功能与美学功能兼具[55],要提高水生植被景观的

美感度就需要考虑到沉水、挺水、浮水植被的比例等[46]。
技术方法科学化是湿地公园生态规划良好实施的必要条件[56],在具体旅游设施建设方面,研究主要集中

在建筑材料的生态要求和景观对具体建设的要求,如卜文娟等[57]通过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调查研究,
指出公园内游步道设计满足了 4 条原则:生态型原则、多功能性原则、融合性原则、艺术性原则,并对湿地公园

游步道的线形、铺面、尺度和交叉口和辅助设施进行了分析。
(2)湿地公园生态系统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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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主要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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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湿地公园主要建设项目图示[44]

Fig. 3摇 Sketch map of main construction items of wetland parks[44]

生态系统评估是湿地公园管理有序和健康发展的前提,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湿地公园生态系统评估

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针对湿地公园的评估体系研究主要有湿地公园价值(环境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和湿地公园综合评估体系研究。
在价值评估体系研究方面,李华等[59]从水文调节、大气调节、水体净化、物质生产、文化功能、提供生境和

生物多样性价值等方面采用替代成本法、恢复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和影子工程法对湿地价值进行经济核算,预
评估了湿地公园规划后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任丽燕等[60]应用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理论和方法,定量分析

了西溪湿地公园建立前后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和能流,评估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出效率。 湿地公园

的价值评估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生态服务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评估研究是未来需重点关注的研究

方向[61]。

表 2摇 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值[58]

Table 2摇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weight score about national wetland parks[58]

评估项目
Evaluation
programs

湿地生态系统
Ecosystem
40 分(point)

湿地环境质量
Environmental quality

23 分(point)

湿地景观
Landscape

15 分(point)

基础设施
Base installation
10 分(point)

管理
Management
10 分(point)

附加分
Extra point
2 分(point)

评估因子 生态系统典型型(10) 水环境质量(10) 科学价值(4) 宣教设施(4) 功能区(4) 附加分(2)

Evaluation factor 湿地面积比例(9) 土壤环境质量(7) 整体风貌(3) 景观通达性(3) 保育恢复(3)

生态系统独特性(8) 空气环境质量(3) 科普宣教价值(3) 监测设施(2) 机构设置(2)

湿地物种多样性(7) 噪声环境质量(3) 历史文化价值(3) 接待设施(1) 社区共管(1)

湿地水资源(6) 美学价值(2)
摇 摇 括号内数字为指标的分值

在湿地公园综合评估体系研究方面。 崔丽娟[58,62] 等提出了由湿地生态系统、湿地环境质量、湿地景观、
基础设施、管理和附加分等 6 类项目 23 个因子组成的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指标体系,并给出了每个因子的权

重、赋值范围以及具体的定量化评估方法(表 2),为国家湿地公园的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也有学者指出了

城市湿地公园评价系统应从实际应用出发,构建以保护、利用和经济技术与政策 3 个内容为一级指标的城市

湿地公园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63]。
(3)生态修复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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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修复的目的是为了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恢复湿地生态功能,保护生物栖息地,恢复湿地生物多样

性,营造优美的湿地景观[32,64]。 修复的主要生态因子包括土壤、水、湿地植被等,而修复的方法则包括环境营

建、轮休、外来种的清除抑制以及鸟类等生物的良好生态位营建,如人鸟距离的界定。 对受损湿地公园生态系

统进行修复的关键是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目前,国内开展了相关研究,其成果将有助于湿地生

态修复的定量研究。
3. 4. 2摇 旅游者的生态管理

(1)生态旅游容量

湿地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其生态系统脆弱,应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 控制旅游容量是目前湿地公园

生态管理必须采取的措施,而量化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容量是最关键的研究内容,这就要求在开发过程中必

须要进行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计算,主要包括环境生态承载力、资源空间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环境设施承

载力等[65]。 国外 Syme 等[66]对澳大利亚西部城市佩思的公园空间大小、满意度与与湿地游客量进行了调查

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公园旅游价值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容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湿地

公园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区,限制客流量是保证生态旅游效果的前提,多角度开展生态旅游容量研究应作

为湿地公园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2)生态教育

生态教育是湿地公园的基本功能,良好运行的湿地公园能给游客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上的感受[67],从
而达到良好的生态教育效果。 而通过对不良旅游行为的纠正和教育也应体现在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进程中,
如王国良等[38]研究发现采摘、践踏和乱扔垃圾三类不良行为是破坏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开

展游客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构建科学的湿地公园生态教育体系、以湿地公园构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载体等

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3)社区共建

湿地公园的发展能促进社区的发展以及居民自身的发展[68],湿地公园在满足人们进行生态旅游消费的

同时,也能获得旅游收入,可用于湿地保护与管理的补充资金,也可以带动周围利益相关者和社区居民参与管

理,获得部分收入,同时能提高社区居民自觉保护湿地的意识。 目前,减贫、增加社区居民感知度和社区共建

共管是湿地公园社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 Trakolis 等[69]对希腊国家公园 Prespes 湖湿地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

感知力的研究表明,旅游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居民的感受及其利益,要解决好一些冲突和矛盾。
4摇 湿地公园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关于湿地公园研究方法的体系构建还没有文献报道,已有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对湿地公园

景观、功能的描述;对其规划设计的优劣势分析;对其生态影响的定性评价;总体来说,湿地公园定性研究较

多,定量研究较少,还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在已有相关研究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概括了湿地

公园的研究方法。
4. 1摇 基础理论探讨方法

湿地公园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时间较短,基础理论薄弱,基础资料匮乏,对湿地公园基础理论的探讨是构建

湿地公园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 在借鉴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湿地公园基础理论的研究探讨是当前应

关注的研究方向。
4. 1. 1摇 文献查阅与理论分析法

通过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开展湿地公园研究是目前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中,需要查

阅调研已有研究成果或整理湿地公园相关的自然、文化资料,逐步形成湿地公园自身研究的基础理论。 目前

国内已开展了关于湿地公园概念的探讨、湿地公园分类等基础研究[70]。 国外关于湿地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

较少,仅 Espinar 等[16]对西班牙西南部的 Donana 国家公园的现有湿地进行了分类等基础性研究。
4. 1. 2摇 案例分析研究法

国内目前对湿地公园案例研究较多,但往往局限于个案研究,大多为单一的描述性分析,未能对同类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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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湿地公园进行对比研究,研究成果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 国外案例分析则局限于公园中的湿地研

究,主要是对湿地功能的案例分析研究。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加强以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不同案例地分析与比较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凝练湿地公园基础理论。
4. 2摇 规划研究方法

4. 2. 1摇 建设规划研究方法

湿地公园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其规划设计研究是目前湿地公园研究的热点,其保护恢复工程建设、景观

建设、宣教工程建设、游览设计建设等均需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要求的湿地公园进行规划设计研究。 目

前还没有统一完善的湿地公园规划模式,这就要求湿地公园的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建设项目,充
分利用园艺学、生态学、湿地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建设。 如 Whitehead 等[32] 对

Wheal Jane 湿地修复系统建设进行了论证研究;Shukla 等[29] 对印度 Keoladeo 国家公园的湿地水生植物景观

多样性的动态模型进行了构建分析,提出了湿地景观建设的规划建议;国内陈筝[71]采用表述模块、过程模块、
评价模块和变化模块四个层次的模块来组织和挖掘定性和定量数据,以温州三垟湿地公园为例,探索生态保

护、洪水管理、游憩旅游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不同发展情景下的湿地公园定量规划途径。
4. 2. 2摇 管理规划研究方法

湿地公园运行状况最终取决于湿地公园的管理,这包括对湿地生态系统运行的管理、生态旅游的管理和

湿地公园的发展管理。 目前,国内开展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大多研究只是提出了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未能提

出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国外仅见 Berzas 等[22]对西班牙塔布拉斯 De Daimiel 国家公园湿地的水质量调控

管理进行了研究;国内黄洁琼等[72]指出国家有关部门应加紧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让湿地公园的建设

和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以此促进湿地公园的良性发展。
4. 3摇 试验研究方法

4. 3. 1摇 野外调查研究方法

目前主要是采用常规取样对野外湿地动物、植物等资源的调查分析方法,通过调查分析湿地资源的动态

变化,探明湿地公园运行对自然环境而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湿地动物研究方面,Kr侪ger 等[26]对南非 Kruger
国家公园内湿地界限造成罗安羚羊(Roan antelope)种群下降的影响进行了调查;Paggi 等[31]等对阿根廷国际

重要湿地 R侏o Pilcomayo 国家公园的腔轮虫多样性及区系进行了调查。 在湿地植物研究方面,沈琪等[73] 采用

分层和随机取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不同小生境下植物群落组成;张华等[74] 通过典型样地对湿地公园水生

维管束植物进行了群落调查;李静霞[47] 对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植物区系进行了研究;舒美英等[48]

在 2005—2008 年期间对西溪湿地采用标准样地和游线游步道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调查了西溪湿地不同生境下

的外来入侵植物 。 在野外综合调查研究方面,Nicholson 等[5] 对加拿大阿尔达省 ELK 岛国家公园湿地的水

文、地质、植被等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探明了湿地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 目前,野外调查研究方法被较多采

用,但长期的野外定位研究较少,为探明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大尺度时空动态变化,需加强湿地公园长期的野

外定位研究。
4. 3. 2摇 实验分析研究方法

在湿地公园微生态系统研究方面,需对湿地公园的相关生态因子或相关组分的动态变化进行实验分析,
这是湿地公园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多,主要是对国家公园湿地中

的土壤、水、生物等的理化指标或生化组分进行检测分析。 在水质研究方面,Gereta 等[21] 通过对 1996—2002
年坦桑尼亚 Serengeti 国家公园湿地水体的温度、盐度、可视度和溶解氧的测定,分析研究了该湿地水体对塞

罗内拉河水质量的影响;Nevado 等[20]采用电热原子吸收光谱(ETAAS)对西班牙塔布拉斯 De Daimiel 国家公

园湿地水体和沉积物中的铅进行了测定分析,研究了湿地环境受到的影响;在湿地生物研究方面,Rencz 等[23]

通过对加拿大 Kejimkujik 公园黄鲈、美国五针松、羽毛藓等生物体内汞含量检测分析,研究了湿地主导的陆生

环境和水生环境中的汞含量相关性及其联系; Diamond 等[24] 采用了紫外线监测工具、太阳辐射模型、GIS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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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地面植被特征、有机碳含量等,对美国 6 个国家公园的湿地受到的紫外线剂量进行了检测,用于评估对水

生生物的影响;Peiffer 等[19]对美国 Tennesse 公园的湿地在受到酸矿物排放的情况下湿地的有机质和铁的相

互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
国内目前开展的实验分析研究方法较少,仅吴明[33]通过定点采样对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水体和底泥的 N、

P 营养盐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和评价;Liao 等[75] 对台湾省关渡湿地公园不同区域的的土壤重金属、盐分、土
壤有机质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应在借鉴国外关于国家公园的湿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加强湿地

公园的实验分析研究。
4. 3. 3摇 对比试验研究方法

在湿地公园建设中,针对不同湿地公园的比较或者同一湿地公园中不同组分比较可采取对比试验研究方

法,如不同类型湿地公园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的比较,同一湿地公园不同功能区的比较等。 在已有研究中,如
Wood 等[4]对加拿大 Kejimkujik 公园几个不同类型的湿地中水的组分进行比较研究;Acost 等[25] 对美国佛罗

里达国家公园湿地的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在不同水文环境下的生长进行了研究;沈琪[53]对杭州西

溪和绍兴镜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微管植物多样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比试验研究方法目前应用较少,但随着

不同类型湿地公园研究的深入以及湿地公园定量研究的开展,对比试验研究方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4. 3. 4摇 问卷调查分析法

当涉及到湿地公园的文化、经济、社会、管理、旅游感知、社区参与等研究时,常采取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如
王国新[38]采用现场调查、数据收集和相关性分析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不良旅游行为及其对景区环境的

影响进行了研究。 王业青等[37]从湿地公园旅游活动与环境间的关系、旅游建设与环境间的关系、旅游对游客

的影响 3 个方面入手,通过定位数据监测和问卷调查研究了无锡市蠡湖公园的声环境效应。 李睿等[36] 运用

旅游心理容量等 5 个因素,通过统计分析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量化研究。 对问

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形成的结论将有助于湿地公园的科学管理,但目前科学合理的问卷调查体系构建是学者

普遍关注并难以解决的问题。
4. 4摇 评价研究方法

湿地公园的运行状况及其功能的发挥需要采取科学的评价和评估方法,目前,虽然有学者[58]对湿地公园

的评价内容进行了研究,但具体的评价方法匮乏,已有研究主要是借鉴相关学科的评价方法对湿地公园进行

评价。 湿地公园的评价研究方法可概括为定性评价方法、定量评价方法和定性定量结合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湿地公园运行的现状描述和分析,如 Syme 等[66] 对公园的空间大小、满意度

与与湿地游客量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公园旅游价值的问题;徐利平等[54]对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的

湿生地被植物、滨水地被植物、林下阴地地被植物、游步道边及开阔地带地被植物几种地被植物进行了描述评

价,提出了丰富西溪湿地地被植物多样性的建议。
定量评价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技术手段对湿地公园的资源、价值等进行评价,如 Kindscher 等[30] 采用遥

感技术和湿地价值均值对美国 Grand Teton 国家公园的湿地草场价值进行了评价;吴明等[33]通过定点采样对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水体和底泥的 N、P 营养盐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张丽等[34]通过定点取样对城市湿

地公园的生态补水模式及其净化效果与生态效益进行研究;任丽燕等[60] 应用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理论和

方法,定量分析了西溪湿地公园建立前后生态经济系统的物流和能流,并通过建立新的能值指标从生态环境

和经济角度评价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出效率,以期为湿地公园保护模式研究提供借鉴。
定性定量结合评价研究方法主要应用在湿地公园综合研究方面,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对湿地公园进行评价

研究,如李华等[59]采用替代成本法、恢复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和影子工程法对安徽省北部淮河三汊河湿地的

水文调节、大气调节、水体净化、物质生产、文化功能、提供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等方面的湿地生态服务价值

进行经济核算。
4. 5摇 空间分析方法

在涉及湿地公园景观格局变化、管理模型构建等宏观研究内容中,景观生态学、3S 技术等空间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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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采用,如 Hartter 等[28]对乌干达的 Kibale 国家公园湿地和森林斑块进行了研究,指出目前该公园资源

萎缩和景观片段化;Sousa 等[27]通过对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 Do俳ana 国家公园中湿地的植物和植被景观

变化研究了小冰河时期湿地的变化;程 乾等[35]在遥感和 GIS 技术支持下,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 TM 影

像为主要数据源,研究了西溪湿地近 10a 的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和演变情况,探讨了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张志

毅等[76]以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 GIS 管理系统功能和目标,分析了

该系统构架体系,阐述了该系统空间数据库建设,指出大九湖高山湿地公园 GIS 管理系统将为湿地研究和湿

地管理提供技术和决策支持,从而实现湿地公园管理科学性和规范性。 空间分析方法在湿地公园景观动态变

化和管理研究方面目前已取得了部分成果,未来应加强空间分析方法在湿地公园不同功能区、湿地公园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5摇 结论与部分实证研究

湿地公园专题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国外湿地公园表现为以湿地为主题的国家

公园建设,如美国的永乐国家公园(The Everglades park)、英国伦敦湿地中心(The wetland center)和法国的苏

塞公园(Le parc departmental de Sausset),这些公园的营建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旅游效果,但囿于公园中“湿地冶
主题不突出,限制了国外国家公园中的生态旅游发展和湿地公园专题研究的开展。 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湿

地公园建设发展较快,主题鲜明,湿地公园专题研究也逐步展开,但中国湿地公园发展速度太快,如何处理好

“速度、质量和效益冶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湿地公园建设面临的难题,如,中国虽然目前批准了 100 个国家湿地

公园和 37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但有影响力的湿地公园品牌匮乏,仅有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江苏溱湖国

家湿地公园等湿地公园运转良好,大部分湿地公园建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另外,中国湿地公园专题研

究滞后于其发展速度,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 国内外应积极加强湿地公园

建设和专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扩大湿地公园的国际推介,互相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推动湿地公园建设和研究

的良性发展。 目前,在中国湿地公园研究的深度及国外推介上,刘红玉[77] 教授团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推动了中国湿地公园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为充实完善研究体系,课题组进行了部分实证研究。 如以中国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例对湿地公园类型划分

进行了探讨,对两类型国家级湿地公园地理分布格局进行了构建分析[3],研究中涉及到依据主体湿地等分类

方法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进行类型划分研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体系中的资源、经济和社会等影

响评价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国家级湿地公园获批门槛低、建设进程慢、区域发展不平衡、建设类型多样化不

足、专题研究匮乏; 其原因主要在于建设起步晚,受经济发展水平、湿地资源状况、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

等因素影响; 据此指出国家应加强对湿地公园建设的宏观调控和指导,要注重质量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类

型划分是展示湿地公园类型多样性的重要环节,要优先建设不同类型的湿地公园 。 在对湿地公园生态系统

的研究中,课题组以太平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研究了农业、游憩活动、过度放牧、渔业等干扰类型对该公园生

态保育区的植物区系及其多样性动态造成的影响[78],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和修复对策。 目前湿地公园研究领

域应积极加强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不仅能充实和完善湿地公园研究体系,还能为有关湿地公园

的资源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研究理论和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必将推动其专题研究的进程,开展专题

研究的迫切性与研究进程相对滞后的局面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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