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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在阐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原理的基础上，以湖北省三峡地区为例，针对该区域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从生态系统整

体性和流域系统性着眼，探讨了试点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思路及目标，并提出应从水环境、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长江岸线、污染土地、废弃矿山、江河湖库生态修复，三峡地区濒危动植物保护，江河沿线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机制体制创新等

方面入手实施具体修复措施，探索构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 研究结果

可为试点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对其他区域的相关工作也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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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宏观视

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１］、强调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２］，这对于

中国自然生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义［３］。 近年来，国家打破行政区划、
部门管理和生态要素界限，积极实施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导向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作［４］，显著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本文以湖北省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试点区为例，在阐述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原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内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思

路、目标及具体措施，旨在为湖北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为其他区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作提供借鉴和示范。

１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原理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不能实施分割式管理［４⁃５］。 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是由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彼此联系，互为依托。 因此，管理生态系统

需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相关要素功能联系及空间影响范围，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实施分割式管理很容易造

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破坏［４］。
人类必须正确认知和处理人与自然、局部与整体、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５］。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和草。 因此，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时，必须正确认知和处理人与自然、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注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不断推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自然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健康发展［５⁃６］。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必须秉承系统工程思想。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普遍联系的

有机躯体，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４］。 因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要根据生态系统

的多种用途、开发利用的多重目标，构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的生态保护修

复体系，保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的规模、结构、质量和功能［５，７］。

２　 试点区域概况

２．１　 自然资源

湖北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试点区位于湖北省西南至中南部，东经 １１０°０４′—１１２°０４′，北
纬 ２９°５３′—３１°３４′，包括恩施州巴东县、宜昌市、荆州松滋市 ３ 个行政地域（图 １），总面积 ２．６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湖

北全省地域面积的 １４．０％。 试点区内水系发达，水资源总量高达 ２１１．４８×１０８ ｍ３（２０１６ 年数据）。 动植物资源

丰富，是中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１５０ 种，其中珍稀濒危特有植物 ４０ 多种；水生

动物 １３８ 种，包括中华鲟、大鲵、长江江豚、胭脂鱼等国家珍稀水生野生保护动物［８］。 三峡地区也是中国重要

的非金属矿产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２．２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三峡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和产业密集、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大，导致

环境负荷重，生态环境问题较突出［９］，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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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态修复工程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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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 三峡地区“化工围

江”问题突出，大量磷化工企业沿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

岸线分布，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含磷废水造成水

体富营养化，威胁长江生态安全［１０］；区域内农药、化肥、
畜禽养殖、农村生活垃圾等面源污染严重，加剧长江流

域水体污染［１１⁃１２］；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大，矿坑排水与选

矿废水量大，污染物含量高，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

严重；三峡库区消落带缺少陆地植被缓冲带，水体自净

能力低［１３］；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滞后，污水、垃圾处理能

力严重不足，对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２）森林植被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 长期过

度垦殖导致区内森林破坏、植被覆盖减少、草场退化，水
土保持功能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且易诱发水文地质灾

害，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１４］；同时森林植被破坏导致

生境破碎化加剧，生物栖息地丧失严重，生物多样性持

续下降，特有珍稀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加剧［１５］。
（３）江河湖库连通性受阻，湿地功能退化。 受气候

变化、围湖造田、水利工程建设、快速城镇化等影响，三
峡地区江河湖库天然连通性严重受阻，湖泊湿地面积持续萎缩，水文调节受限，生态系统稳定性差，大大降低

了湖泊湿地的自净能力和环境承载力，严重威胁珍稀濒危物种和特有物种生存安全，影响长江行洪和水资源

供给［１０，１６⁃１７］。
（４）土地利用不合理，土壤污染严重。 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密集分布，长江岸线利用格局不合理，总体利

用率低，粗放使用问题、非法码头、非法采砂遗留问题突出［１８］；沿江岸线护坡不健全，导致水土流失、滑坡灾害

频发；区内大量废弃矿区关闭后未及时进行生态修复，土地损毁、生态破坏、地质灾害隐患等问题突出；传统的

农业种植模式造成土壤酸化、土壤板结，导致区域性土壤质量退化，农产品产量及质量下降［１９］。

３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三峡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即是流域生态系统［２０］。 因此，有必要从流域生态学角度认识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并以自然流域为基本单元，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工作。 湖北三峡地区针对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系统存在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采取了多种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但工程间缺乏足够的统筹协调，
存在着局地效果较好而整体效应弱的问题，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没有得到更有效的恢复和提升。 湖北三峡

地区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林、田、湖、草等要素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２１］，共同支撑着

自然资源生产力、生态承载力，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协调［２２］，只针对流域中某一类生态系统的治理

措施往往忽略了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间的有机联系［２３］，不能有效改善流域整体生态环境。 因此，从流域生态系

统整体性和流域内不同类型生态系统间的关联性着眼，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统筹上游下游、干流

支流、左岸右岸、山上山下、江河湖库、陆域水域，全方位谋划布局湖北三峡地区的自然资源空间管控和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探索系统整治和协同治理方法，才能破解三峡地区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环境治理困境，实现区

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功能的整体提升［１９，２４］。

４　 总体思路与目标

立足于湖北三峡地区特殊的生态地位和重大的生态责任，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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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和谐、健康、清洁、美丽、安全的长江生态系统，共抓长江大保护”为总体目标。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聚焦核心区域，关注重点问题，实施重点工程，运用关键技术，形成多目标、多功能、
高效益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体系（图 ２），以全面提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健康，增
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不断完善，生态

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把湖北三峡地区全面建成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生态结构

稳定、生态功能提升、人居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引领区。

图 ２　 生态保护修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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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生态保护修复措施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须打破行政区划、部门管理、行业管理和生态要素界限，统筹考虑各

要素保护需求。 针对试点区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从以下 ４ 个方面探索构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江大保护“湖北模式”，引领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５．１　 整体保护，跨界管理

严控岸线开发利用，实施长江岸线整体保护修复。 以增加生态和生活岸线、严控生产岸线为目标，从流域

全局确立岸线空间规划，注重左右岸、省际间及上下游的协调，全面优化长江岸线空间布局，实现长江岸线整

体保护［２５］。 明确清退滨江化工岸线和部分码头岸线，推进沿江生活岸线改造升级；通过生态护岸建设、江河

湖库综合整治和湿地修复、沿江山体灾害防治、港口码头污染处理设施改造等工程措施，强化长江岸线污染控

制、清洁整治、生态修复，还原其自然生态本底；同时建立健全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协调机制，统筹岸线与

后方土地的使用和管理，探索建立岸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２６］。
抢救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维护三峡地区生物多样性。 依托试点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资

源，打破行政边界，以流域为范围，构建以自然保护区为核心，以就地保护为主体、迁地保护为补充的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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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体系［１６，２４］，通过生境保护、专题保护、针对性点对点保护等措施，结合人工繁殖、野生驯化等手段，抢救

性保护金丝猴、中华鲟、江豚、疏花水柏枝等濒危野生动植物，维护三峡地区生物多样性，保障长江流域生物基

因库的安全。
增强江河湖库连通性，维护江河健康。 继续巩固退田还湖与清理河湖行洪障碍物，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升

级改造工程建设，增强河湖洪水的蓄泄水能力；加强江河湖库水资源调度管理和水资源配置应急工程建设，缓
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实施湖泊湿地资源保护工程，控制湿地萎缩，提升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增强江河湖库水系

连通性，加强江河湖库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维护江湖健康，保持生物栖息地的完整和生物多样性的

维持［２７⁃２８］。
５．２　 突出重点，综合治理

推进“三水共治”，保障长江中下游水安全。 以流域为边界开展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推
动全流域系统治理［２９］。 大力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执行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３０］；通过废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矿山污染水体治理、废污水处理设施升级等工程措

施，构建“源头减排、过程阻断、末端治理”全过程防控水污染的治水模式［１８］；通过江河湖库综合整治和湿地

修复、岸坡生态缓冲带建设等工程措施，强化污染河道及黑臭水体治理，保证流域水体的清洁、畅通、安全。
整治“化工围江”，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实施沿江“一公里”化工企业关转搬、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等

工程措施，治理和严控工业污染源，引导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化工污染的全流域联防

联治，全面优化化工产业布局［３１］；实行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全面治理，加强磷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防控，通过

污染土地生态绿化、污染土壤深度治理、矿山生态恢复治理等工程措施，全面推进污染土地整治，消除或减少

污染源。
加强水土保持，构建三峡库区生态屏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紧密结合工程、植物和耕作措

施，沟坡兼治，优化水土资源配置，提高土地生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改善生态，控制水土流失［１４］。 开展岩溶石漠化土地治理，恢复土地使用功能；开展地质灾害点恢复治

理工程，消除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威胁。 水土保持治理重点实施消落带生态修复、地
质灾害防治、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沟道防护林培育等工程措施。

强化土地整治和矿山修复，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全面推动“山、水、林、田、路、村”土地综合整治，提
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国土空间统一管控，破解“保护耕地、保障发展、保护环境”的难题，提升土地生态功能。
通过废弃工矿场地恢复治理、废弃渣堆治理、矿山污染水体治理、农业生态示范建设等工程措施，加强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有效减轻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恢复土地使用功能，逐步改善矿山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障矿区生态安全［１９，３２］。
５．３　 分区施策，精准治理

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原则，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关联性与完整性、区域生态功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采用

空间分析技术，识别“生命共同体”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区域空间分布和主要结构特征，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范围进行区域划分，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问题，实施重点工程、重点技术，实现分区施策、精
准治理。

西部水土流失治理区：针对区域内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矿产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地质灾害形势严峻等

问题，重点实施库岸整治（巴东段）、水土流失治理及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巴东县、秭归县茅坪河等流域）、岸线

生态修复（秭归段）等工程项目。
中部水环境污染重点治理区：针对区域内河流水质污染严重，饮用水源水质达标不稳定，长江岸线退化严

重，土壤污染风险隐患大等问题，重点实施长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宜昌城区段、宜都段）、水源地保护及流域

生态修复（紫阳河、黄柏河等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及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柏临河、高马河及周边流域、清江

流域宜都段及周边流域）等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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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综合治理区：针对区域内湖泊、湿地生态功能退化，“化工围江”风险隐患大，水体富营养化加剧，饮
用水源环境风险大，废弃矿山、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等突出问题，重点实施长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枝江

段、松滋段）、国土综合整治与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宜都市、松宜矿区）、水环境综合整治（枝江市）、“化工围

江”综合整治、机制体制创新与能力建设等工程项目。
５．４　 完善制度，规范管理

湖北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的管理与执法分散在矿业、林业、农业、水利等多个管理部门，跨区监管难、责
任落实难、规范执法难等问题突出，导致管理和执法效益相对较低。 因此试点区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长江大

保护体制机制，探索建立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有效工作模式，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
全面完善法律体系，整合执法力量，规范执法流程，健全监督机制，保障管理和执法的高效化［３３］；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更具刚性的考核机制，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激发生态保护修复的

新动能；创建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流域生态综合管理新体制，实施流域统一规划，推动流域协同

联动保护修复［１６］。 通过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责任考核机制、资金筹措机制、奖惩机制等，
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规范化、长效化、常态化管理。

６　 结语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要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围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的重难点问题，实施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因此，实施湖北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要从

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重建行政区管理和流域管理相结合的跨界管理新体制，实现综合性

整体保护与关键问题精准治理相结合，才是提升该试点区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生物多样性、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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