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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研究

杨杰峰１，２，杜　丹３，田思思１，董文龙１，杨　旭１，闵水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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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并比较湖泊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和评价等级，为湖北省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１０个湖泊为洪湖、梁子湖、长湖、斧头湖、龙感湖、保安湖、网湖、东湖、沉湖和涨渡湖，选取物种多度、物种相对丰
度、稀有物种、群系多度、湿地类型、保护地类型、外来物种入侵、植物破坏程度、保护意识和管理水平等９项评价
指标构建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指标权重通过专家咨询法与层级分析法确定。结果表明：１０个湖泊湿
地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为洪湖８１．２、梁子湖７３．３、沉湖６７．８、龙感湖６５．６、网湖６４．６、涨渡湖４９．４、长湖４８．６、斧
头湖４２．７、东湖４４．０、保安湖３７．１；生物多样性等级洪湖为“丰富”；梁子湖、龙感湖、沉湖为“较丰富”；长湖、网
湖、涨渡湖为“一般”；斧头湖、保安湖、东湖为“较贫乏”。分析了生物多样性较低的湖泊湿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提出了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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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湿地是一类重要的天然湿地，约占我国湿
地总面积的２０％（雷昆和张明祥，２００５）。湖泊湿地
不仅在蓄养水源、防洪抗旱、调节大气、防止水土流

失和降解污染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Ｗｕｉ，２００１；崔丽娟，２００４），还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
供了栖息、繁衍场所。然而，湿地也是退化最严重的

生态系统之一（Ｚｅｄｌｅｒ＆Ｋｅｒｃｈｅｒ，２００５），近年来其
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明显，表现在物种数量减少和

生物群落结构趋向于简单化等方面（王金辉等，

２００４）。例如，有研究表明，我国洪湖中鱼的种类从
４０年前的１００余种减少到目前的５０余种；青海湖
已有３４种野生动物消失（孟宪民，１９９９）。湿地生
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对湿地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导致湿地面积减少、湿地环境污染、水文条

件发生改变等（Ｇｉｂｂｓ，２０００）。全国第二次湿地资
源调查发现，湖北湿地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现象比较

突出，湿地生物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在减少：如洪

湖栖息的水禽原来有１６７种，现在只有７３种；每年
来洪湖越冬的候鸟，由原来的数万只锐减到不足２
０００只，天鹅、白鹳、鸬鹚、鸳鸯、中华秋沙鸭等物种

变得越来越少见，而鸿雁、豆雁、白额雁、灰雁等雁属

鸟类数量亦急剧下降；此外，洪湖天然鱼类、水生植

物种类也在不断减少，水草覆盖率由９８．６％下降到
只有零星水域有水草。因此，建立长期有效的湖泊

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机制，构建并开展生物多样性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工作是制定合理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策略的重要前提（赵魁义等，２０１０；马克平，
２０１１；Ｐｅｒｅｉ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世界上许多湖泊湿地已开展了生物多样性的监

测与评价工作（Ｐａｓｑｕａｌ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例如，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起，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就开始探索
建立大湖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评价

湖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Ａｌｂｅｒｔ＆Ｍｉｎｃ，２００４）。我
国湖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价工作还处于起

步发展阶段，目前仅在一些国际重要湿地开展了相

关的评价工作（张明祥和张建军，２００７；关蕾等，
２０１１）。与国外较成熟的监测技术和评价方法相
比，我国湖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价存在明

显不足。首先，现有的监测与评价工作只在少数湿

地尝试实施，许多重要湿地尚未系统开展相关工作

（赵魁义等，２０１０；关蕾等，２０１１）；其次，评价指标不
够全面，不能全面反映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总体状况。

因此，全面有效地开展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对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境内河流纵

横、湖泊众多，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在全国湿地



保护管理工作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显虎

等，２００７）。因此，对湖北省湖泊湿地的生物多样性
进行评价和保护显得非常重要。然而，利用综合生

物多样性评价体系对湖北区域内典型湖泊湿地生物

多样性评价的研究报道还很少。为此，本研究综合

考虑湖北省主要湖泊的分布、重要性、保护地类型等

因素，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１０个湖泊为评价对
象，根据笔者构建的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计算

并比较各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和评价等级（杨

杰峰等，２０１５），以期为湖北省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１　评价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选取的评价对象为洪湖、梁子湖、长湖、

斧头湖、龙感湖、保安湖、网湖、东湖、沉湖、涨渡湖等

１０个湖泊湿地（空间分布见图１），各湖基本情况如
下。

　　１．洪湖，２．梁子，３．长湖，４．斧头，５．龙感湖，６．保安湖，７．网湖，

８．东湖，９．沉湖，１０．涨渡湖

图１　１０个湖泊湿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１）洪湖。２００８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第７大淡水湖，湖北省第１
大湖泊。洪湖湿地共有维管束植物２８６种，湿地植
物群系２０种；脊椎动物２２２种，其中水鸟７３种，其
他湿地鸟类４２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５种，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２２种；外来入侵生物８种。洪
湖破坏情况较为轻微，主要为围湖造田、围网养殖

等，植被破坏比例为８．５％。洪湖成立了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机构完善、管理水平较高、保

护意识较强。

（２）梁子湖。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省第２大湖泊，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遗传多
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其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是鱼类和

野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有维管束植物３３１种，国
家重点Ⅱ级保护植物２种，植物群系１８种；湿地脊
椎动物２３２种，其中鸟类９３种，国家 Ｉ级重点保护
动物５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２２种；外来入侵
生物１７种。梁子湖湿地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围垦、
过度捕捞、围网养殖，植被破坏比例为９．２％。梁子
湖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具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和

较高的管理水平。

（３）长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湖北省第３大淡
水湖。有维管束植物１１０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８种；
湿地脊椎动物１８１种，其中鸟类９３种，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动物３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１２种；外
来入侵生物１８种。长湖湿地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
围垦、过度捕捞和采集、围网养殖、污染等，植被破坏

比例为１１．３％。长湖从建立保护区以来，对湿地动
植物的保护愈加重视，加强了保护设施的建设以及

动植物保护的宣传力度，保护效果良好。

（４）斧头湖。市级自然保护区，湖北省第４大
湖泊。有维管束植物１０９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０种，
有国家ＩＩ级重点保护植物２种；有脊椎动物１６０种，
其中鸟类６７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１０种；外来
入侵生物２０种。斧头湖湿地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
围垦、过度捕捞和采集、围网养殖、污染等，植被破坏

比例为１３．６％。斧头湖保护区管理对湿地动植物
的保护非常重视，加强了保护设施的建设以及动植

物保护的宣传力度，保护效果良好。

（５）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维管束植
物１８２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７种，国家Ｉ级保护植物１
种，国家ＩＩ级保护植物３种；湿地脊椎动物２３９种，
鸟类１２６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５种，国家Ⅱ级保护
动物２５种；外来入侵生物２７种。龙感湖湿地主要
受到围垦造田、过度捕捞和采集、围网养殖、污染等

干扰，植被破坏比例为１０．８％。龙感湖自然保护区
设有专门保护机构。

（６）保安湖。市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
有维管植物５２种，湿地植物群系６种，有国家Ⅱ级
保护植物１种；有脊椎动物１４０种，其中鸟类７３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９种；外来入侵生物１５种。
保安湖湿地受到的干扰主要来自围网养殖、过度捕

捞和采集、旅游及其开发、污染等，植被破坏比例为

１６．４％。管理机构为大冶市保安湖湿地管理办公
室。

（７）网湖。国家重要湿地。有维管束植物１０７
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６种，国家Ｉ级保护植物１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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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ＩＩ级保护植物 ３种；脊椎动物 ３００种，鸟类 １７３
种，有国家Ｉ级重点保护动物３种，国家Ⅱ级重点保
护动物２８种；外来入侵生物３１种。调查发现网湖
工业污染较少，主要受威胁因子为大规模、高密度的

养殖带来的水生植物摄食压力和养殖污染等，植被

破坏比例为１１．２％。网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有
专门人员巡湖检查污染源、打击猎鸟行为、救护鸟类

等。

（８）东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内最大的城中
湖。有维管束植物１５８种，湿地植物群系５种；脊椎
动物１５４种，其中鸟类１０６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
物１５种；外来入侵生物２０种。东湖湿地受到的干
扰主要来自城市建设、旅游开发、污染、填湖开发房

地产等，植被破坏比例为２０．６％。自从建立国家湿
地公园以来，对周边企业排污进行严格管制，编制了

一系列湿地保护的规程规范。

（９）沉湖。２０１３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有湿地植物１０７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６种，国家 ＩＩ级
保护植物２种；有湿地脊椎动物２３４种，其中鸟类
１３３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７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２０种；外来入侵生物１６种。沉湖湿地主要受到围
垦、过度捕捞、围网养殖、污染等干扰；植被破坏比例

为１４．５％。沉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有专门机构管理，
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向广大群众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

自然保护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对湿地的保护意识。

（１０）涨渡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亚太地区珍稀
候鸟迁徙中转通道和越冬场所。有维管束植物１１４
种，湿地植物群系１０种；有脊椎动物１９５种，其中鸟
类１１２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１种，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动物８种；外来入侵生物１６种。涨渡湖湿地
主要受到围垦、过度捕捞和采集、围网养殖等人为干

扰，植被破坏比例为１３．８％。成立了涨渡湖湿地管
理局，目前植被保护情况较好。

２　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以《湖北湿地资源调查报告》（全国第二次湿地

资源调查）（湖北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组，２０１２）
和笔者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对评价湖泊的生
物群落、鸟类、高等植物、植被进行调查的有关湿地

生物资源及区系资料为基础数据，并参考《湿地资

源与管理实证研究———以“千湖之省”湖北省为例》

（葛继稳，２００７）以及评价对象的最新综合科考报告
（葛继稳，２００３；胡鸿兴，２００５；王学雷，２００５）。
２．２　评价方法
２．２．１　评价指标的选取、赋值标准及计算方法　湖
泊是湿地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其兼有其

他湿地类型的特点，如湖泊湿地中往往包括河流、沼

泽、堰塘等湿地。因此，参照杨杰峰（２０１５）、万本太
（２００７）、贾久满（２０１０）等文献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评
价方法，按照科学性、代表性、简明性、可操作性、实

用性等原则（Ｂｅｈｅ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选取物种多度、物
种相对丰度、稀有物种、群系多度、湿地类型、保护地

类型、外来物种入侵、植物破坏程度、保护意识和管

理水平等９项评价指标构建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
价体系。各项评价指标具体释义、赋值及计算方法

如下。

（１）内在价值层面指标
①物种多度（Ｓａ）：由于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数

量庞大，且鸟类是食物链的顶端，因此本研究以高等

植物多度和鸟类多度的平均值计算物种多度。具体

赋值见表１。
表１　物种多度赋值标准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物种多度
维管植物／种 ≥５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 ［２５０，４０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１００
鸟类／种 ≥２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５０

　　②物种相对丰度（Ｓｒａ）：本研究以高等植物种数
占所在生物地理区或行政省内物种总数的比例作为

物种相对丰度的评价指标，具体赋值见表２。

表２　物种相对丰度赋值标准
Ｔａｂ．２　 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物种相对丰度 维管植物比例／％ ≥４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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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稀有物种（Ｒｓ）：指评价区域内高等植物和高
等动物的稀有程度。

Ｒｓ＝Ｒｓ动物 ＋Ｒｓ植物 （１）
动、植物稀有等级的赋分标准见表３。
表３　不同等级的湿地稀有物种的赋值标准
Ｔａｂ．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

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动物稀有等级 赋值 植物稀有等级 赋值

ＣＩＴＥＳ附录物种 ６０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４０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５０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３０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４０ 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２０
区域重点保护动物 ３０ 区域重点保护植物 １０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２０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指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

值的野生动物。

：“Ｔｈｒ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ｉｍａｌｓ”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ｉｔｈｕｓｅｆｕ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ｕｅｓ．

④群系多度（Ｆａ）：一定数量的相同植物的建群

种和共建群的联合，其数量的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植物群系层面的多样性。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和

湖北湖泊湿地实际情况进行赋值（Ｂｅｈｅｒ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万本太等，２００７；贾久满，２０１０；杨杰峰，
２０１５；），见表４。

⑤湿地类型数量（Ｗｔ）：评价区域内有湖泊湿
地、沼泽湿地、河流湿地、滨海湿地４种湿地类型中
的１种，其分值为３０，每增加１种类型加２０分；人工
湿地分值为１０。

Ｗｔ＝３０ｉ＋２０ｊ＋１０ｋ （２）
式中：ｉ表示是否具有湖泊湿地、沼泽湿地、河

流湿地、滨海湿地等４种湿地类型中的１种，有则 ｉ
＝１、无则 ｉ＝０；ｊ表示湖泊湿地、沼泽湿地、河流湿
地、滨海湿地４种湿地类型中增加的种类数，如果 ｉ
＝０则ｊ＝０，如果ｉ＝１则ｊ＝｛０，１，２，３｝；ｋ表示是
否具有人工湿地，有则ｋ＝１、无则ｋ＝０。

表４　群系多度赋值标准
Ｔａｂ．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群系多度 群系／种 ≥２５ ［２０，２５） ［１５，２０） ［７，１５） ＜７

　　⑥保护地类型（Ｐａｒ）：保护地类型根据国际重要
湿地、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省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国家级湿地公园的不同类型分别进行赋分，见表

５。
（２）外部因素指标
①外来物种入侵（Ｉａｓ）：指评价区域内外来入侵

生物种的数目与该区域内高等生物种的数目的比

值，具体赋分标准见表６。
②植被破坏程度（Ｖｄｅ）：指评价区域内受破坏

植被的面积与评价区总面积的百分比，具体赋分标

准见表７。

表５　保护地类型赋值标准
Ｔａｂ．５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保护地类型 湿地重要级别 国际重要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重要湿地 省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湿地公园

表６　外来物种入侵赋值标准
Ｔａｂ．６　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入侵物种比例／％ ≤０．５ （０．５，１］ （１，３］ （３，８］ ＞８

表７　植被破坏程度赋值标准
Ｔａｂ．７　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

评价指标 量化指标
分　　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植被破坏程度 区域内植被破坏比例／％ ＜５ ［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

　　③保护意识与管理水平（ＰＭ）：指评价湿地区域
内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或机构的

管理水平，详细赋分标准见表８。

２．２．２　评价指标权重　通过专家咨询法与层级分
析法（ＡＨＰ）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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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评价区湿地保护意识与管理水平赋分标准
Ｔａｂ．８　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ｗｅｔ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

标

准

湿 地 保

护 意 识

强；管理

机 构 齐

全，管护

人 员 素

质高。

湿 地 保

护 意 识

较强；管

理 机 构

完善、水

平较高。

湿 地 保

护 意 识

一般；设

有 管 理

机构，管

理 水 平

一般。

湿 地 保

护 意 识

淡薄；有

管 理 机

构，但管

理 水 平

较差。

有 捕 猎

行为，没

有 管 理

机构。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３０ １０

２．２．３　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依据评价
湿地现有的基础资料和调查的有关数据对评价指标

逐项打分，各项指标分值乘以其对应的权重，求出总

和，即得出各评价对象的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

（ＷＢＩ）。计算方法如下：

ＷＢＩ＝∑
９

ｎ＝１
Ｂｉ×Ｗｉ （３）

式中，Ｂｉ表示第ｉ种指标具体分值，Ｗｉ表示第 ｉ
种指标对应的权重。

表９　评价指标权重
Ｔａｂ．９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物种多度 ０．１５ 保护地类型 ０．１２

物种相对丰度 ０．１１ 外来物种入侵 ０．０５

稀有物种 ０．１１ 植被破坏程度 ０．０９

群系多度 ０．１４ 保护意识与管理水平 ０．０７

湿地类型 ０．１６

２．２．４　生物多样性评价等级划分　参照《区域生
物多样性评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２０１１），根据本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和赋分原
则，将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级划分为６级，具体划
分标准见表１０。

表１０　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１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ｅａｃｈｗｅｔｌ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ｒａｎｋｉｎｇ

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 ９１～１００ ８１～９０ ６６～８０ ４６～６５ ３０～４５ ２１～３０

生物多样性评价等级
生物多样

性极丰富

生物多样

性丰富

生物多样

性较丰富

生物多样

性一般

生物多样

性较贫乏

生物多样

性极贫乏

３　结果与分析

对１０个典型湖泊的９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整
理、归纳、统计，具体数据详见表１１。
１０个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物多

样性评价等级划分见表１２。洪湖生物多样性指数

最高，依次是梁子湖、沉湖、龙感湖、网湖、涨渡湖、长

湖、斧头湖、东湖，保安湖最低。生物多样性等级洪

湖为“丰富”；梁子湖、龙感湖、沉湖为“较丰富”；长

湖、网湖、涨渡湖为“一般”；斧头湖、保安湖、东湖为

“较贫乏”。

表１１　湖北省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数据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指　　标
湖　　　　　泊

洪湖 梁子湖 长湖 斧头湖 龙感湖 保安湖 网湖 东湖 沉湖 涨渡湖

物种多度
植物 ２８６ ３３１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８２ ５２ １０７ １５８ １０７ １１４
鸟类 １１５ １６６ ９３ ６７ １２６ ７３ １７３ １０６ １３３ １１２

物种相对丰度 ２４．５１ ２８．３６ ９．４３ ９．３４ １５．６０ ４．４６ ９．１７ １３．５４ ９．１７ ９．７７

稀有物种
动物 ＣＩＴＥＳ ＣＩＴＥＳ ＣＩＴＥＳ 国二级 ＣＩＴＥＳ 国二级 ＣＩＴＥＳ 国二级 ＣＩＴＥＳ ＣＩＴＥＳ
植物 国一级 国一级 国二级 国二级 国一级 国二级 国一级 国一级 国二级 国一级

群系多度 ２０ １８ １４ １０ １７ ６ １６ ５ １６ １０
湿地类型 ４种 ４种 ３种 ３种 ４种 ２种 ４种 ２种 ４种 ２种

保护地类型
国际重

要湿地

国家重

要湿地

省级

保护区

市级

保护区

国家级

保护区

市级

保护区

国家重

要湿地

国家湿

地公园

国际重

要湿地

省级

保护区

外来物种入侵 ０．４６ ０．９５ １．０１ １．１２ １．５２ ０．８４ １．７４ １．１２ ０．９０ １．０１
植被破坏／％ ８．５ ９．２ １１．３ １３．６ １０．８ １６．４ １１．２ ２０．６ １４．５ １３．８
保护意识与

管理水平

管理机

构完善

保护意

识较强

管理水

平淡薄

保护意

识淡薄

管理水

平一般

保护意

识一般

管理水

平较高

管理机

构完善

管理水

平较高

管理水

平一般

　　生物多样性指数与湿地面积、湿地生境类型有
着明显关系，１０个典型湖泊湿地的对比见表１３。总
的来说，面积越大、生境越多样化，指数相对越高。

湖泊湿地面积在１万 ｈｍ２以上且生境类型达到 ４

种，其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通常在６５以上，也就是
达到较丰富等级，如洪湖、梁子湖、龙感湖等。需要

说明的是，网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级虽然为一般，但

距离较丰富等级仅差０．４；沉湖湿地面积低于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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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但其生物多样性等级同样达到较丰富，这主要
是因为“保护地类型”指标得分较高。湖泊湿地面

积较小且湿地生境类型不超过２种，其生物多样性
指数往往在５０以下，如涨渡湖、东湖、保安湖。生物

多样性指数同时受湿地外界因素影响，管理级别和

管理水平越高，生物多样性越高，受外界干扰也会越

小。

表１２　湖北省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得分及评价等级
Ｔａｂ．１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ａｎ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指　　标
湖　　　　　泊

洪湖 梁子湖 长湖 斧头湖 龙感湖 保安湖 网湖 东湖 沉湖 涨渡湖

物种多度 ９．０ １０．５ ６．０ ６．０ ７．５ ４．５ ９．０ ７．５ ７．５ ７．５
物种相对丰度 ６．６ ６．６ ２．２ ２．２ ４．４ ２．２ ２．２ ４．４ ２．２ ２．２
稀有物种 １１．０ １１．０ ９．９ ７．７ １１．０ ７．７ １１．０ ８．８ ９．９ １１．０
群系多度 １１．２ ８．４ ５．６ ５．６ ８．４ ２．８ ８．４ ２．８ ８．４ ５．６
湿地类型 １２．８ １２．８ ９．６ ９．６ １２．８ ６．４ １２．８ ６．４ １２．８ ６．４
保护地类型 １２．０ ７．２ ４．８ ２．４ ９．６ ２．４ ７．２ ２．４ １２．０ ４．８
外来物种入侵 ４．０ ４．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植被破坏 ９．０ ７．２ ５．４ ５．４ ５．４ ３．６ ５．４ １．８ ５．４ ５．４

保护意识与管理水平 ５．６ ５．６ ２．１ ２．１ ３．５ ３．５ ５．６ ５．６ ５．６ ３．５
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数 ８１．２ ７３．３ ４８．６ ４４．０ ６５．６ ３７．１ ６４．６ ４２．７ ６７．８ ４９．４
生物多样性评价等级 丰富 较丰富 一般 较贫乏 较丰富 较贫乏 一般 较贫乏 较丰富 一般

表１３　湖北省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与面积、生境类型
Ｔａｂ．１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指　　标
湖　　　　　泊

洪湖 梁子湖 长湖 斧头湖 龙感湖 保安湖 网湖 东湖 沉湖 涨渡湖

湿地面积／ｈｍ２ ４２６７８ ５２４００ １３１１３ １４６６２ １３６５７ ４３５４ １１８５９ １００１ ６９１７ ５０７４
湿地生境类型／种 ４ ４ ３ ３ ４ ２ ４ ２ ４ ２

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数 ８１．２ ７３．３ ４８．６ ４４．０ ６５．６ ３７．１ ６４．６ ４２．７ ６７．８ ４９．４
生物多样性评价等级 丰富 较丰富 一般 较贫乏 较丰富 较贫乏 一般 较贫乏 较丰富 一般

　　洪湖、梁子湖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除了自
身优势外，还得益于当地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

施，如退田还湖、拆除围网、打击盗猎、治理污染等；

东湖处在城市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近年来由

于城市建设、污水排放、外来物种侵袭等影响，湿地

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斧头湖、保安湖主要是因处地

区欠发达，管理水平和保护意识不够，湿地管理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

４　湖泊湿地保护建议

结合以上结果和分析，根据每个湖泊存在的具

体问题，提出以下保护和提高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

建议。

（１）确定保护范围，划定湖泊湿地“三线”（水域
线、绿化用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目前，武汉市

的沉湖、东湖、涨渡湖的“三线”已划定，其他湖泊需

要进一步明确“三线”范围。特别是梁子湖、长湖、

龙感湖，其范围涉及到不同行政区域，需要相关机构

共同确立水域线范围。

（２）加强湖泊湿地保护区结构的管理和设置。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

足，需要进一步提高湖泊湿地管理和保护水平。如，

斧头湖、保安湖、网湖管理机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

湖泊监管体系；而龙感湖、长湖虽然设置了相应的保

护机构，但存在管理人员结构不完善、专业知识不足

等问题。

（３）加强湿地保护宣教。近些年，虽然湖北省
在湖泊保护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不断加强宣传，但一

些地区仍然存在宣传不到位、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

如龙感湖、长湖、网湖依然有人为捕杀鸟类的情况。

（４）减少人为干扰和破坏。要着力控制人为活
动对湖泊湿地面积、水质、生物的影响。减少过度旅

游对东湖、梁子湖水质、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和污染；

控制围网养殖对洪湖、龙感湖、长湖等湖泊湿地水质

的污染；杜绝房地产开发造成梁子湖、沉湖、东湖等

湖泊面积的减少。

（５）提高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级。斧头湖、保安
湖、东湖３个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级都为“较贫
乏”，等级较低，相关湖泊的管理部门应结合评价情

况，在物种多度、相对丰度、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等方

面予以加强，提高整体等级。

０２ 第３８卷第３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７年５月



参考文献

崔丽娟，２００４．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
［Ｊ］．生态学杂志，２３：４７－５１．

葛继稳，２００３．湖北梁子湖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Ｒ］．武
汉：中国地质大学．

葛继稳，２００７．湿地资源与管理实证研究———以“千湖之省”
湖北省为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关蕾，刘平，雷光春，２０１１．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描述及其
监测指标研究［Ｊ］．中南林业调查规划，３０（２）：１－９．

湖北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组，２０１２．湖北省湿地资源调查
报告［Ｒ］．武汉：湖北省林业厅．

胡鸿兴，２００５．湖北龙感湖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Ｒ］．武
汉：武汉大学．

贾久满，郝晓辉，２０１０．湿地生物多样性指标评价体系研究
［Ｊ］．湖北农业科学，４９（８）：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雷昆，张明祥，２００５．中国的湿地资源及其保护建议［Ｊ］．湿地
科学，３（２）：８１－８６．

孟宪民，１９９９．湿地与全球环境变化［Ｊ］．地理科学，１９：３８５－
３９１．

马克平，２０１１．监测是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Ｊ］．
生物多样性，１９：１２５－１２６．

万本太，徐海根，丁晖，等，２００７．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价方法研
究［Ｊ］．生物多样性，１５（１）：９７－１０６．

王金辉，黄秀清，刘阿成，等，２００４．长江口及邻近水域的生
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分析［Ｊ］．海洋通报，２３（１）：３２－３９．

王学雷，２００５．湖北洪湖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Ｒ］．武
汉：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魏显虎，杜耘，蔡述明，等，２００７．湖北省湖泊演变及治理对策
研究［Ｊ］．湖泊科学，１９（５）：５３０－５３６．

杨杰峰，闵水发，王海民，等，２０１５．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

研究［Ｊ］．广东农业科学，４２（５）：１１５－１１１８．
张明祥，张建军，２００７．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监测的指标与方法

［Ｊ］．湿地科学，（５）：１－６．
赵魁义，何舜平，李伟，２０１０．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５：６５９－６６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１．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

准：ＨＪ６２３２０１１［Ｓ］．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ＡｌｂｅｒｔＤＡ，ＭｉｎｃＬＤ，２００４．Ｐｌａｎｔｓ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ＧｒｅａｔＬａｋｅ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７：２３３－２４７．

ＢｅｈｅｒａＭＤ，ＫｕｓｈｗａｈａｓＰＳ，ＲｏｙＰＳ，２００５．Ｒａｐｉ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ａｐａｒｔ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ｔｈｒｅｅｔｉ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７：３６３－３８４．

ＧｉｂｂｓＪＰ，２０００．Ｗｅｔｌａｎ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４：３１４－１７．

ＰａｓｑｕａｌｉｎｉＶ，ＰｅｒｇｅｎｔＭａｒｔｉｎｉＣ，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Ｗｅｔｌ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ｗｏＣｏｒｓｉｃ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ｌａｇｏｏｎｓ［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６：４３－６０．

ＰｅｒｅｉｒａＨＭ，ＦｅｒｒｉｅｒＳ，Ｗａｌｔｅｒｓ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３９：２７７－２７８．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ＲＴ，ＷｕｉＹＳ，２００１．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７：
２５７－２７０．

ＺｅｄｌｅｒＪＢ，ＫｅｒｃｈｅｒＳ，２００５．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ｕｓ，
ｔｒｅｎｄ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０：３９－７４．

（责任编辑　张俊友）

１２２０１７第３期　　　　　　　　　　　　杨杰峰等，湖北省典型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研究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ＧＪｉｅｆｅｎｇ１，２，ＤＵＤａｎ３，ＴＩＡＮＳｉｓｉ１，ＤＯＮＧＷｅｎｌｏｎｇ１，ＹＡＮＧＸｕ１，ＭＩＮＳｈｕｉｆａ１

（１．Ｈｕｂｅｉ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２００，Ｐ．Ｒ．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Ｐ．Ｒ．Ｃｈｉｎａ；

３．ＷｕｈａｎＦａｙａ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２５，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ａｒ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ｔｈａ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ｌａｙ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ｗａ
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ｆｌｏｏ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ｂｕｔ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ｙ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ｓ．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ｎｏｗｎ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ｌａｋ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ｏｖ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ｔｈａｔｗａｓｔｈｅ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ｅ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ｋｅ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ｏ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ＬｉａｎｇｚｉＬａｋｅ，Ｃｈａ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ＦｕｔｏｕＬａｋｅ，ＬｏｎｇｇａｎＬａｋｅ，ＢａｏａｎＬａｋｅ，Ｗａ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ＥａｓｔＬａｋｅ，ＣｈｅｎｈｕＬａｋｅ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ｄｕＬａｋ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ｎ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ｌａ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ｄｅｇｒｅ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ｌｐｈｉ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ｔｈｅｎｕｓｅｄｔｏｒａｎｋ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ｏｏｎｅｏｆｓｉｘ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Ｈ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８１．２，ｒｉｃｈ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ａｎｇｚｉＬａｋｅ（７３．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ｉｃｈ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ｈｕＬａｋｅ（６７．８，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ｉｃｈ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ｏｎｇｇａｎＬａｋｅ（６５．６，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ｉｃｈ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６４６，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ｄｕＬａｋｅ（４９．４，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ｈｕＬａｋｅ（４８．６，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ｔｏｕＬａｋｅ（４２．７，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ｏｒ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ｓｔＬａｋｅ（４４．０，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ｏｒ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ａｎＬａｋｅ
（３７．１，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ｏｒｉｎ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ｌａｋ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ｕ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ｍｏ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ｔｙｐｅ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ｂ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ｌａｋ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ｋｅ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２ 第３８卷第３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７年５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