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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湖岸带景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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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江西省气象信息中心，南昌　 ３３００４６

摘要：湖岸带是水陆生态系统过渡带，是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区域。 湖岸带具有重要的生态

功能，湖岸带研究对于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四个时期的同水位

条件下鄱阳湖湿地湖岸带遥感影像，对鄱阳湖湖岸带的景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湖岸带各种景观类型的面积变化显

著，２０１０ 时期的水体面积较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时期减少近 １００ｋｍ２，绿地面积 ２０１０ 年较 １９９５ 年减少近 ５００ｋｍ２，建设用

地和裸地面积 ２０１０ 年较 １９９５ 年增加 ７００ｋｍ２以上。 景观指数变化明显，景观斑块数量逐年上升，最大斑块面积逐年减小，周长

面积分形指数逐年加大，辛普森和香浓景观多样性指数逐年增大，表明湖岸带景观破碎化程度逐年加强。 通过遥感影像解译结

果综合分析，鄱阳湖湖岸带建设用地和裸地增加主要表现在沙化土地面积、交通建设用地面积和居民建筑建设用地的增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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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岸带是湖泊水体与陆地的交错地带，历来是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场所，也是地球上最脆弱的湿地生态系

统之一［１⁃２］。 湖岸带以其特有的地形地貌及水力条件，成为湖泊中大型水生生物生长的基底、鸟类和鱼类的

繁殖场所及栖息地，是湖泊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可有效净化入湖水中携带的部分有机污染物、营养盐及病原

体，在湖泊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已越来越被环境工作者所认识、被湖周居民所认同［３⁃４］。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强，湖岸带常常被破坏，湖岸带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５］。
在过去的 ２００ 年里，北美和欧洲超过 ８０％的水岸廊道区已经消失［６］。 湖岸带退化的实质是交错带结构、生态

过程受到干扰、破坏和生态功能下降，而外在表现则是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自然景观的退化［７⁃８］。 从湖岸带

退化的机理而言，主要有物理、生物和化学等三方面，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作用的影响。 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

如下：围垦湖岸湿地或滩地用于农业、旅游、交通、村镇用地；筑堤、建坝（如水利电站）改变了湖岸湿地的水文

过程和浅滩环境；过度开发湖岸带内的生物资源；废弃物堆积和污染物排放造成的水质和土壤污染等［９⁃１０］。
由此可见，湖岸带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干扰活动引起的逆向演替。 退化湖岸带往往造成植被破坏，生物多

样性下降［１１］，湖岸遭受侵蚀，水质恶化，景观美学价值降低，洪涝灾害频繁，使其完全丧失了固有的阻截、消纳

污染物的环境及生态功能［１２］，许多湖岸带生态系统遭到极大破坏，造成大量湖岸带湿地资源丧失或退化，严
重影响了湖泊流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１３］。 近半个世纪以

来，为了防洪和开发利用湖岸的需要，我国许多湖泊周围均修建了大量石砌水泥堤防，如太湖［１４］、滇池［１５］、巢
湖［１６］等。 这种单一的水泥堤防工程，破坏了湖岸带的小气候，改变了湖岸带的土地覆盖方式，湖岸带生境退

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丧失［１７⁃１８］。 因此，湖岸带保护显得迫切需要。 湖岸带景观研究是揭示湖

岸带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及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有利途径之一，也是保护和恢复湖岸带生态系统的科学基础。

图 １　 鄱阳湖湿地位置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正常水位时，湖泊水域面积达 ３０００ 多 ｋｍ２，有着 １２００ｋｍ 的湖岸线，岸线

资源丰富［１９］。 近几十年来，由于防洪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鄱阳湖区内建造的水泥砂石围堤超过 １１００ｋｍ，
大量的人工堤坝建设，完全改变了鄱阳湖湖岸带的土地覆盖方式，使湖岸带生境破坏，物种多样性锐减，湖岸

带生态结构与功能退化。 本文在开展鄱阳湖湖岸带的现状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界定湖岸带的地理空间范

围，研究湖岸带的景观变化及其驱动力，为鄱阳湖湿地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鄱阳湖位于北纬 ２８°２２′至 ２９°４５′，东经 １１５°４７′至

１１６°４５′。 地处江西省的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２０⁃２１］（图
１）。 鄱阳湖及其流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受西

伯利亚寒流和副热带高压影响，鄱阳湖及其流域冬春

寒、夏多雨、秋旱特征，年降水量超过 １６４０ｍｍ，主要集

中在 ４—６ 月［２２］。 鄱阳湖是鄱阳湖流域的聚水区，流域

面积 １６．２２×１０４ ｋｍ２，占江西省面积 ９７％，流域内的赣

江、抚河、信江、饶河（上游由昌江和乐安河组成，在鄱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阳县姚公渡处汇入饶河）、修河五大河流经鄱阳湖，然后进入长江，鄱阳湖历史上最大水域面积超过

５０００ｋｍ２ ［２３］。 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湖泊，鄱阳湖水位变化非常显著，年内变幅超过 １０ｍ，年际间最大变幅达

１６．６９ｍ［２４］。 根据有关研究，近年来，鄱阳湖湿地面积基本稳定在 ３８８６ ｋｍ２ ［２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谢冬明等研究结果，近 ３０ 年鄱阳湖湿地范围基本稳定（图 ２），水位变化会引起湿地域内的景观类型

改变，如高水位水体景观面积增大，其他洲滩、岛屿景观面积减少；低水位则反之。 湿地区域边界基本稳定在

人工建筑的围堤和自然山体包围的区域内，只有在极端水位下（如水位超过 ２２ｍ 以上，星子水位，吴淞高程，
下同），围堤被淹，鄱阳湖湿地面积将超过 ５０００ｋｍ２。 基于此，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以岸线做 １ｋｍ 缓冲带，缓
冲带生成区域即为鄱阳湖湿地湖岸带区域，区域面积约为 １９９５ｋｍ２ ［２６］（见图 ３）。

图 ２　 鄱阳湖湿地（绿线区域内）

Ｆｉｇ．２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图 ３　 鄱阳湖湖岸带（蓝色区域）

Ｆｉｇ．３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１．３　 数据来源及说明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监测范围，同时考虑到监测的精度要求和经济适用性，选择美国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卫星遥感数据进行湿地景观变化分析，本文主要选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０ 四个年份的遥感影像进行分

析，其中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数据经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 ＳＬＣ－ｏｆｆ 条带修复模型

修正，修正结果达到数据分析要求。 影像数据特征及信息（见表 １）。 由于湖岸带景观不受湿地水位变化的影

响，因此影像选取的满足条件是成像时间大致相同，在此基础上，成像时的鄱阳湖湿地水位大致相同。 根据影

像精度和湖岸带主要景观类型构成，本研究主要将湖岸带景观划分为 ３ 种类型，三种景观类型及含义见表 ２。
１．４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主要应用了 ＥＮＶＩ５．０、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ｅ４．０ 软件。 首先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软件中，利用已经生成的

缓冲区域做掩膜（图 ２ 和图 ３），对不同时期遥感影像进行切割，获得不同时期湖岸带遥感影像图，再对遥感影

像进行分析处理和计算，遥感影像分析处理和计算流程见图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岸带景观变化

２．１．１　 湖岸带景观类型及面积

基于四期遥感影像数据，利用 ＥＮＶＩ 遥感解译软件和 Ａｒｃｇｉｓ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 １９９５ 年以来鄱阳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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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带景观特征进行了信息提取，三类景观信息提取结果见表 ３，遥感影像解译结果见图 ５。 从景观类型的面积

看，水体面积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大致相同，２０１０ 年水体面积减少较为明显，减少近 １００ ｋｍ２。
绿地面积四个时期变化趋减，绿地面积 ２０１０ 年比 １９９５ 年减少近 ５００ｋｍ２，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逐年增加，
２０１０ 年比 １９９５ 年增加近 ７００ ｋｍ２。

表 １　 遥感影像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Ｓ ｉｍａｇｅ

日期 Ｄａｔｅ １９９５．９．２ ２０００．９．１５ ２００５．９．２１ ２０１０．９．１９ 水位极差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鄱阳湖湿地水位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１６．６７ｍ １６．９３ｍ １６．８２ｍ １６．８５ｍ ０．２６ｍ

　 　 水位为星子站水位（吴淞高程，冻结基面以上，ｍ）

图 ４　 遥感影像处理流程

Ｆｉｇ．４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 ２　 鄱阳湖湖岸带景观类型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序号 Ｃｏｄｅ 类型 Ｔｙｐｅ 说明 Ｎｏｔｅ

１ 水体 湖泊、河流、水库、池塘等天然或人工水域，影像一般为蓝色、深蓝色、浅蓝色

２ 绿地
林地（森林和灌丛）、草地（洲滩和草甸）、庄稼地等均有植被覆盖的区域，影像一般为红色、绿色、深
绿色

３ 建设用地和裸地
道路、广场、堤坝、城镇、乡村、厂房等人造景观以及沙滩、岩石等无植被覆盖的自然景观，影像一般
为灰色、红色、红褐色

表 ３　 鄱阳湖湖岸带景观类型分类结果（单位：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４０６ ４０２ ４００ ３０４

绿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１４５１ １２４３ １００２ ９８０

建设用地和裸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１３８ ３５０ ５９３ ７１１

２．１．２　 湖岸带景观转移矩阵

基于四个时期遥感影像数据解译分类结果，利用 ＥＮＶＩ 软件对四个时期的景观矩阵进行了计算，计算结

果见表 ４。 景观转移矩阵表明，四个时期景观类型的转变主要是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的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

地，２００５ 年水体、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 从用地类型转变速度来看，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的景观转变面积

最小，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的景观转变面积较最大。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有 ２４６．９５ｋｍ２的绿地面积转变为建设用

地和裸地面积，有 ２９．５２ｋｍ２的水体面积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有 ２９３．４８ｋｍ２的绿地

面积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有 ２６．２１ｋｍ２的水体面积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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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５２ ｋｍ２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有 ７４．４２ｋｍ２绿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 而由建设用地和裸

地转变为水体和绿地的景观面积相对较小。 因此，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四个时期的景观转变主要

是绿地景观和水体景观转变为建设用地和裸地为主，表明鄱阳湖湖岸带绿地景观和水体景观在逐步萎缩。

表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景观转移矩阵（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０

时间 Ｔｉｍｅ ／
类型 Ｔｙｐｅ ／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水体
Ｗａｔｅｒ

绿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建设用地
和裸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绿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建设用地
和裸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绿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建设用地
和裸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水体 ３２２．５５ ３４．４２ ４５．１２
绿地 ５３．４９ １１６９．８７ １９．９７
建设用地和裸地 ２９．５２ ２４６．９５ ７３．１５
变化值 －４ －２０８ ２１２

２００５ 水体 ２６８．６７ ８７．１４ ４４．２ ３０７．９９ ７１．１３ ２１．２７
绿地 ８１．５２ ９０３．３１ １７．５３ ６７．４４ ８７８．５８ ５６．０８
建设用地和裸地 ５５．３１ ４６２．１１ ７５．８４ ２６．２１ ２９３．４８ ２７３．２２
变化值 －６ －４４９ ４５５ －２ －２４１ ２４３

２０１０ 水体 ２４３．１５ ２８．５ ３２．６８ ２８６．１ ２８．０８ ６．３３ ２８１．６１ １６．２５ ６．０６
绿地 ６６．６９ ８９１．５２ ２１．６ ３３．１３ ８３２．８１ ６６．９５ ４３．９８ ７９７ １３９．０７
建设用地和裸地 ９５．７６ ５３２．５８ ８３．２２ ８０．９ ３８０．３ ２８１．３ ７４．４２ １８８．５２ ４４７．７２
变化值 －１０２ －４７１ ５７３ －９８ －２６３ ３６１ －９６ －２２ １１８

　 　 变化值是指行的年份对比列的年份的各类景观面积变化量，正值表明该类型景观面积增加，负值表明该类型景观面积减少，如 ２０００ 年中变

化值－４，说明 ２０００ 年对比 １９９５ 年的水体面积减少了 ４ｋｍ２，变化值－２０８，说明 ２０００ 年对比 １９９５ 年的绿地面积减少了 ２０８ｋｍ２，变化值 ２１２，２０００

年对比 １９９５ 年的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增加了 ２１２ｋｍ２

２．１．３　 湖岸带景观指数

本文选取了景观指数中的斑块总数、最大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周长面积分形指数、景观类型最大斑

块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等，这些指数主要说明景观的完整性和破碎化程度，从而反映景观受干扰的

强度。 从表 ５ 可以看出，景观指数中的景观斑块数量，水体和绿地景观数量明显上升，表明水体和绿地被干扰

的强度越来越大，建设用地和裸地景观逐年上升，表明湖岸带用地强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 各类景观的最

大斑块指数都逐年减少，表明各类景观完整性越来越差。 景观多样性度指数逐步上升，表明湖岸带景观异质

性越来越明显。 景观指数变化充分说明，鄱阳湖湖岸带景观破碎化程度逐年加大。

表 ５　 景观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年份 Ｔｉｍｅ
指数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斑块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ｔｃｈｓ ６２３２ ６５３８ ８０６３ ８１８０
最大斑块面积（ｋｍ２）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ｋｍ２） １４４．５ １３９ ６１．３ ５２．４
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７．２３９７ ６．９６４６ ３．０７４１ ２．６６３２
周长面积分形指数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Ａｒｅａ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１．３８４４ １．４１７９ １．４３０４ １．４３４
水体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０．７７４９ ０．５３５４ ０．５１０５ ０．３４４９
绿地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７．２３９７ ６．９６４６ ３．０７４１ ２．４８７１
建设用地和裸地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０．４３３７ ０．４６１８ １．３１４５ ２．６６３２

香浓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４２２ ０．８９２４ １．００３５ １．０２８７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４２３６ ０．５１７９ ０．６０８４ ０．６１９２

香浓均匀度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７５６ ０．８１２３ ０．９１３４ ０．９３６４

辛普森均匀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３５５ ０．７７６９ ０．９１２６ ０．９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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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湖岸带景观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通过分析表明，２０１０ 年，湖岸带水体面积比上两个时期面积有大幅度的减少，而建设用地和裸地面积则

有大面积的上升，表明人为改变湿地的强度在增加。 结合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数据分析表明，建设用地和裸地增加的

因素包括湖岸带沙化面积增加明显，居民建筑建设用地和道路交通用地面积增加显著（见图 ６ 和图 ７）。

图 ５　 湖岸带遥感影像景观解译结果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图 ６　 湖岸带沙化地景观变化（ａ．１９９５，ｂ．２０１０）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ｌａｎｄ （ａ．１９９５， ｂ．２０１０）

３　 结论

由于受到遥感影像精度的限制，本文仅对鄱阳湖湖岸带景观划分了三种类型，目的是确保分类的准确性。
绿地景观，包括了林地、湿地草洲和耕地农作物。 建设用地和裸地景观，包括了沙化地、圩堤、道路和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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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湖岸带城镇用地景观变化（ａ．１９９５，ｂ．２０１０）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ｌａｎｄ （ａ．１９９５， ｂ．２０１０）

建筑等建设用地。 在景观转换矩阵分析过程中，水体转换为建设用地和裸地及绿地容易辨别，建设用地和裸

地及绿地转换为水体亦是如此。 然而，对于绿地之间的转换，例如，洲滩草地转换为耕地，我们很难从当前的

遥感影像中提取出来，洲滩草地转化为耕地，也是人类活动干扰过程的方式之一，但是转换面积有多大，强度

有多大，现有的研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对于这些景观类型的变化，特别是景观类型面积及构成变化，能够

更深入地反映湖岸带景观演替的规律，从而对于揭示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湖岸带景观以及响应策略具有重要意

义，这需要进一步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科学结论。
近年来，鄱阳湖湖岸带景观变化比较明显，水体面积减少明显，有 １００ｋｍ２的水体面积被其他景观类型所

替代，绿地面积减少显著，有近 ５００ｋｍ２的绿地面积被其他景观类型所替代。 而具有人类活动干扰特征的建设

用地和裸地面积增加较大，增加面积超过 ７００ ｋｍ２，表明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湖岸带景观具有明显的重塑作用。
湖岸带景观类型的改变，特别是由自然景观改变为人类塑造的人工设施景观，对于湖岸带所承担的水陆生态

系统交错带的功能将会受到影响，比如湖岸带具有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功能、生态廊道功能、污染物的阻控和

过滤功能等，将会退化甚至丧失。 因此，加强湖岸带的保护和资源利用规划，对于鄱阳湖湿地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建立鄱阳湖湖岸生态控制带。 在现有湖岸带基础上，向外延伸 １ｋｍ，建成湖岸生态控制带，在控制带

内，禁止建设工厂、矿山和具有污染性质的服务业基础设施。
（２）实行生态修复工程。 对受到一定破坏和干扰的湖岸带景观，采取生物工程和物理工程措施，进行湖

岸带生态修复，尽可能将现有景观恢复到自然生态景观水平。
（３）开展湖岸带保护性开发。 在湖岸带生态保护完善的基础上，开展具有宣传教育和科普功能性的湖岸

带开发，加强民众对鄱阳湖湿地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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