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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及减

缓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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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黄河中下游沿线分布的 #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性质、保护对象及生境类型，针对防洪工程建设的

特点，分析工程建设对自然保护区湿地生境、植物资源及鸟类的影响。结果表明：补水工程的影响可以恢复，

对湿地生境的影响可以补偿，工程占地对植物多样性基本没有影响，对保护植物野大豆的影响不大。采取生

态恢复与补偿措施后，防洪工程的建设不会影响保护区湿地水源的补给关系，不会影响保护区的生态完整

性。村庄外迁可以增加保护区鸟类栖息环境，减少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干扰，同时工程所植草、树将为保护区

鸟类提供新的栖息场所，有利于鸟类生存和繁衍。工程建设对保护区的主要不利影响为施工期施工活动、取

土场占地、施工噪声、生活区夜间灯光等，采取减缓措施后，工程实施对保护区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不存在

制约工程实施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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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洪泛

影响范围总土地面积约 %! 万 XB!，涉及冀、鲁、豫、

皖、苏 # 省的 !@ 个地区（市）所属的 %%$ 个县（市），

耕地约 "99 万 FB!，人口约 &$$$ 万，是我国重要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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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基地和能源工业基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就一次决口而言，向北最大影响范围

!"! 万 #$%，向南最大影响范围 %"& 万 #$%，对社会经

济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长期难以恢复。黄河

下游防洪工程的建设，对于增强堤防抗御洪水的能

力，进一步保障黄河下游防洪安全，保障黄河下游防

洪保护区 ’% 万 #$% 的社会稳定和促进该区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黄河中下游沿线分布有 ( 个湿地自然保护区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不在本次研究范围），几乎

涵盖了河南省内的所有河段，主要保护对象为湿地

生境和来此越冬的候鸟。由于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黄

河下游防洪工程的特殊位置关系，防洪工程的建设

对保护区的影响不可避免，工程建设对湿地自然保

护区的影响历来是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环境评价的重

要内容，也是环境专家和环保部门关注的焦点。笔

者在分析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中各类工程建设对自然

保护区的影响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影响减

缓措施，减轻对自然保护区湿地生境和鸟类的影响。

! 湿地自然保护区概况

! )! 分布

"#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

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 /
!(+0(,0’.，东经 ’’0+%’,*-. / ’’%+*&,’(.。横跨三门

峡、洛阳、济源、焦作等 * 市、- 个县市。保护区东西

长 !0’ #$，跨度 (0 #$。总面积 1"& 万 2$%。整个保

护区范围包括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及至小浪底

水库以下孟津县与巩义市交界处［’］。

保护区地处我国 % 大候鸟迁徙越冬地之一，拥

有我国特大型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

区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周边文化内涵深厚、历史

遗迹较多，是我国研究湿地功能利用，鸟类繁殖、越

冬、迁徙、停留的天然基地。

$# 河南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东南部，由封丘、长垣

% 县组成，长 30 #$，平均宽度 !"( #$，总面积 %% 3&0
2$%。地理坐标为北纬 !*+(!,’!. / !(+01,%’.，东经

’’*+’!,(!. / ’’*+(%,!0.，平均比降 0"%0!4。其中，封

丘县境内黄河滩涂、背河洼地面积为 ’* %&0 2$%，长

垣县境内黄河河道滩区面积为 &(00 2$%［%］。

%# 河南开封柳园口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该保

护区位于河南省东部、开封市北 ’0 #$。地理坐标为北

纬 !*+(%, / !(+0’,，东经 ’’*+’%, / ’’*+(%,。西接郑州市中

牟县，东至山东省，北与新乡市隔河相望，南邻开封市。

东西长 10#$，南北宽 ’("(#$，总面积 ’1’*&2$%［!］。

&# 河南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该保

护区位于郑州市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 /
!(+00,，东经 ’’%+*&, / ’’*+’*,。保护区长 ’(&"( #$，

跨度 %! #$，总面积 !&003 2$%［*］。

’# 濮阳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

位于濮阳县南部的渠村乡、郎中乡、习城乡 ! 乡（镇）

黄河滩区，东西依黄河形态呈带状分布。地理坐标为

北纬 !(+%0, / !(+(0,，东经 ’’*+(%, / ’’(+%*,，保护区东

西长 ’%"( #$，南北跨度 ! / ’% #$，面积 !!00 2$%［(］。

! )( 保护区性质、保护对象及生境类型

黄河中下游滩区 ( 个保护区虽然位置不同，但

保护区性质和主要保护对象相似，均属于内陆湿地

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和各类候鸟、涉禽、游禽、猛禽、鸣禽等鸟类及其栖息

地和迁徙通道、生物多样性等为保护对象，均为我国

候鸟的越冬地和停歇地。

各保护区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 / ’0 种，分别

为黑鹳、白鹳、丹顶鹤、白鹤、白头鹤、小鸨、大鸨、金

雕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 / !! 种，主要包括角蟩

蟫、白鹈鹕、白琵鹭、大天鹅、小天鹅、鸳鸯、苍鹰、红

隼、灰鹤、长耳 、短耳 等［’!(］。

国家级保护鸟类绝大多数是冬候鸟和旅鸟，个

别为夏候鸟和留鸟。冬候鸟的聚集时间为每年的

’0 月至次年 ! 月底。各保护区鸟类的生态习性、生

境类型、分布、数量等基本相似。

部分湿地保护区内分布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

大豆。

黄河中下游滩区各自然保护区鸟类生境类型主

要为水域、荒滩农田和人工林，详见表 ’。

表 ! 自然保护区鸟类生境类型［)］

生境类型 生境描述

水 域
主要是黄河河道水面、河心洲地区以及河道两侧的鱼

塘、池塘等

荒滩农田

保护区内的滩地农田主要是黄河河水在大堤间反复

游荡淤积形成的，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油菜、花生等，

本地区是鸟类的主要食物来源地

人工林
保护区的人工林多为杨树、柳树、果树等，鸟类栖息条

件优越，食物来源丰富

! )* 保护区特点

"# 多为滩区：( 个保护区均位于黄河两岸大堤

之间，为黄河滩区，是黄河的行洪河道。

$# 多为农田：保护区内大部分为农田，一直以

来为当地居民耕种，人类活动已很频繁。

%# 多以黄河防洪工程为界：部分保护区的边界

是以黄河大堤为界，部分以黄河的控导工程为核心

区的边界。

&# 边界多为交通要道：黄河大堤平时作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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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人类活动本身就很频繁。

!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特点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由堤防工程、险工、控导

工程和滩区安全建设组成，各工程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束缚洪水、控导河势、保护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等方面。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主要为黄河大堤加固，险工

改建加固，防护坝、控导工程新续建和加固，防汛道

路建设，滩区安全建设等。工程具有以下特点：

"# 除滩区安全建设外，黄河下游防洪工程不是

新建项目，均是在原有工程基础上加固和改建，属扩

建性质。其作用是束缚洪水，保护黄河下游防洪保

护区的安全，工程建设不会改变河道的水文情势。

$# 工程虽然划分为多个子项目，但在区域环

境、工程内容、施工方法等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

特点。

%# 工程主要是土方、石方工程，施工方式简单。

&# 工程面广，施工场地分散，施工时间主要集

中在非汛期。

’# 工程完工后，不产生污染物，为非污染项目。

( # 工程效益显著。项目均为防洪减灾工程，造

福于黄河下游地区。工程实施后，将为保护区社会

建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根本的保证。

) 对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影响

黄河中下游湿地保护区几乎涵盖了河南省内的

所有河段，且大部分位于黄河滩区，部分保护区的边

界是以黄河大堤为界，部分核心区的边界是以黄河

的控导工程为界。由于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黄河下游

防洪工程的特殊位置关系，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建

设对保护区的影响在所难免。

) !* 施工期影响分析

工程建设对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施工期的影

响。施工期对保护区鸟类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施工活

动、施工噪声、取土场占地、生活区夜间灯光等。施

工期的影响是短期、可逆的，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而

消失。

)+*+* 施工活动影响

保护区的保护鸟类绝大多数是冬候鸟和旅鸟，

个别为夏候鸟和留鸟。冬候鸟的聚集时间为每年的

"# 月至次年 $ 月底。

控导工程、险工的施工期一般为 %—& 月，堤防

加固工程、防汛及撤退道路为非汛期施工，从施工时

间分析，%—& 月的施工活动对冬候鸟没有影响，但

对留鸟和夏候鸟在栖息、繁殖和觅食方面会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响。

堤防加固工程在 "# 月至次年 $ 月施工，与绝大

部分冬候鸟及旅鸟的活动期重合，施工活动将会对

冬候鸟产生惊扰作用，影响其栖息和觅食。

堤防工程的附属工程防浪林工程，所占土地类

型主要为滩区耕地、林地和园地，植树时间一般为

’—% 月，与领角 及雕 的繁殖期重合，且这 ’ 种

留鸟的繁殖地均为高大林木上，因此防浪林工程施

工对其繁殖有直接影响。

因在自然保护区内施工，如管理不善，施工人员

有可能捕杀鸟类，故需加强管理。

)+*+! 噪声影响

保护区声环境标准执行 ()$#*&—’##+《声环境

质量标准》中的 # 类区标准，以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

程花园镇控导加固工程为例，花园镇控导工程位于

河南黄河湿地核心区与实验区的边界线上，根据施

工机 械 源 强 计 算，昼 间 施 工 噪 声 影 响 范 围 约 为

"#&,，土料运输交通噪声影响距离约为 "%# ,，对鸟

类的影响较大。

)+*+) 取土场影响

由于黄河滩区大部分已划为了保护区，工程取

土不可避免地将占用保护区土地，取土场取土将影

响保护鸟类的栖息和觅食。以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

程封丘段堤防加固工程为例，"- 个取土场位于缓冲

区，为滩区农田，取土仅影响一季农作物，取土后进

行复耕，对保护区的现状环境影响不大。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缓冲区内只准进入

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不许取土。但是根据黄河

下游实际情况，大堤外大多为基本农田，若不在大堤

内取土，只有在大堤外的基本农田取土，或是到几十

公里外的邻县取土，没有可替代方案。

)+*+, 生活区夜间灯光影响

有些控导工程的生活区不可避免地设置在保护

区内，有些堤防工程、滩区安全建设工程和险工的生

活区设置在保护区附近，生活区夜间灯光将影响保

护区鸟类栖息。

) !! 运行期影响分析

)+!+* 对湿地生境的影响

黄河的险工和控导工程均位于黄河滩区，控导

工程大部分在湿地保护区内，有的甚至在核心区内，

险工和控导工程的新建、续建和加固工程不可避免

地占用保护区的土地。

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工程占地主

要是占用农田，由于占地面积相对于保护区来说比

例很小，工程的建设不会对保护区的土地利用结构

产生大的影响，不会改变保护区的结构与功能。

部分险工和控导工程将占用保护区的湿地补水

工程，局部阻断保护区的补水通道，减少湿地的水源

·**·



补给，影响保护区的湿地生境，需重建补水工程。

部分险工和控导工程将占用保护区的鱼塘、苇

塘等湿地，这些湿地是鸟类的主要生境地，工程占压

将减少鸟类的栖息地和觅食地，需要采取补偿措施

减轻占压湿地对保护区湿地生境的影响。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均是对原有工程的加固，对黄

河径流不会产生影响，运行期间不产生任何污染物，

采取重建和补偿等措施后，也不会影响湿地水源的补

给关系，工程建成后不会影响保护区的湿地生境。

!"#"# 对植物资源影响

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自然分布的植物中以草

本植物为主，木本植物只有柽柳等少数几种，林地均

为人工林，草本植物以盐地芦苇、白茅等为主构成湿

地的草甸层。防洪工程较分散，单个工程占地面积

很小，工程占地对植物多样性基本没有影响。

控导工程建成后，在汛期能够有效控制洪水，减

小洪水漫滩几率，能够保护现有河滩地、使部分嫩滩

地出露，为植物资源生长提供载体，可以增加区域植

被面积，增加区域植物生物量，对植物资源的影响是

有利的。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在黄河中下游自然保

护区内广泛分布。野大豆为一年生植物，对生长环境

要求不高。工程结束后，永久占地区及施工临时占地

恢复区在合适的环境下，同样可以成为野大豆生长环

境。所以，工程建设对野大豆不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 对鸟类的影响

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实验区内（特别是

试验区）分布有大量的村庄，滩区安全建设中的村庄

外迁工程，是将村庄由保护区的缓冲区和试验区迁

至保护区外，并对村庄原址进行复耕。村庄原址恢

复成耕地后，由村庄变成了农田，这不仅增加了保护

区鸟类的荒滩农田生境，为鸟类提供食物来源，而且

减少了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干扰，对于鸟类的保护非

常有利。

堤防加固工程的防浪林工程是在黄河大堤临河

侧种植树木，险工和控导工程也均安排有植树种草

项目，所植树、草将为保护区鸟类提供新的栖息场

所，有利于鸟类生存和繁衍。

$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 施工期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 施工时间应尽量避开候鸟聚集时间（每年的

"# 月至次年 $ 月底）。

(’ 取土场尽量设置在保护区外，实在避不开

时，应与保护区主管部门协商，优化取土场布置，尽

量减少占地面积，以减缓对鸟类栖息地、觅食地、繁

殖地的影响。

)’ 生活区尽量避开保护区。大堤加固工程、滩

区安全建设工程、险工等生活区，应布置在大堤背河

侧，以黄河大堤为天然屏障，减轻夜间灯光对鸟类的

影响。

*’ 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尽量减少对高大乔木

的破坏，保护夏候鸟的繁殖地。

+’ 位于保护区的工程禁止夜间施工，进入保护

区车辆禁止鸣笛。车辆运输时，应尽量低速行驶，减

少对鸟类的惊扰，减少扬尘废气对鸟类生境的破坏。

, ’ 防汛道路和撤退道路施工时，严禁在保护区

范围内熬制沥青。

-’ "# 月至次年 $ 月份取土时，应当在取土场周

围投放人工鸟食，保证植食性冬候鸟的食物数量。

.’ 临时占地要保留 $# % &# ’( 的表土层，施工

结束后，应尽快平整恢复，保证鸟类的生境。

/ ’ 施工期间加强对鸟类的观测，发现鸟类在施

工区周围聚集，则必须停止施工。

0 ’ 位于保护区内的工程，应在周围设置 "# ( 宽

的作业带，施工车辆和人员必须在作业带内活动，严

禁随意破坏周围植被、扩大扰动范围、侵占苇塘等湿

地。

1’ 在工程施工区设置警示牌，标明施工活动

区，严令禁止到非施工区域活动。

$ !# 运行期恢复与补偿措施

&’ 恢复措施。防洪工程占用的保护区湿地补

水设施，应进行重建，恢复保护区湿地补水通道的连

通性，工程建设对保护区湿地补水设施的影响将

消除。

(’ 补偿措施。防洪工程占用保护区苇塘等湿

地，应根据《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对占压的重

要功能区实行“占一补一”的相关规定，按照原规模

进行补偿，并与原有的苇塘等湿地连接成片，以补偿

工程占压对保护区湿地的生态影响。

$ !! 环境管理措施

&’ 施工招标时，应明确承包商对保护区物种多

样性的保护，特别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

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 在工程环境保护设计中详细制定有关自然

保护区的各项保护措施。在施工过程中，还应加强

环境监理的职能作用，对保护措施实施监督和检查，

对出现的环境问题及时处理。

)’ 保护区内的施工单位在进场前，必须制定严

格的施工组织和管理细则，作好有关自然保护区知

识和法律宣传工作，在施工区、生活区设置宣传牌，

提高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设专人负责施工期的

管理工作，严禁施工人员捕捉鸟类。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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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削弱，甚至完全丧失，此时污染物降解都由细菌

来完成，细菌大量繁殖，河流失去水源地的功能。

! 结 论

闽江梯级水库对污染物质的层层拦蓄，在相当

程度上减轻了下游与河口地区污染物总量，对缓解

下游与河口地区污染危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际上大量的研究表明“拦河建坝、径流调

节，将显著减少营养盐向下游及河口的输送”［!］，这

一观点肯定了拦河坝对水体中诸如营养盐、泥沙以

及部分污染物质的沉降作用。国内的“前置库”、“氧

化塘”等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染物处理技术原理，都是

在降低进水水流流速、增大停留时间与物理沉降作

用的基础上，突出利用了水体中的菌藻共生系统对

污染物质进行生物净化分解，减小出水的水质浓度。

因此，流速减慢并不等同于自净能力降低。但过量

污染物长期排放，沉积的底泥对水库水质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建 议

#$ 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建设的任

务十分繁重，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难度极大。如果

没有梯级水库电站的建设，下游、河口与近岸海域的

水污染将更为严重；如果污染物超过河流自净能力

无节制地大量排放，容易导致水库富营养化，甚至会

爆发“水华”，对水资源的利用同样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污染源的治理与控制是关键，认为没有梯级水

库建设就可以多排放污染物的想法，对环境保护没

有实际意义，建议从源头上狠抓污染源治理不动摇。

%$ 水库特别是梯级水库对水环境的影响涉及许

多学科，十分复杂，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水生生物在水

库自净过程中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建议选择

不同地域有代表性的流域梯级水库开展多学科交叉

渗透的相关专题研究，以便深入研究相互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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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对保护区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工程占用补水工程和对湿地的影响，对保护植

物野大豆的影响，施工期施工活动、工程取土、噪声、

夜间灯光等对鸟类栖息、觅食和繁殖的影响等。采

取适当措施后，防洪工程的建设不会影响保护区湿

地水源的补给关系，不会影响保护区的生态完整性。

村庄外迁可以增加保护区鸟类栖息环境，减少人类

活动对鸟类的干扰，同时工程所植草、树将为保护区

鸟类提供新的栖息场所，有利于鸟类的生存和繁衍。

采取减缓措施后，施工期对保护区的影响是可以接

受的，不存在制约工程实施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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