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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自然环境和生物学特征征方面明显不同。城市化改变了

城市湿地的水文特征，并直接影响了湿地结构和功能。例如

公路、排水渠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影响河流的水文特

性，从而改变湿地生境的结构和功能，使周围其他湿地和陆

地生境产生连锁反应。城市化改变了湿地生境生物学和化学

特征，引起群落的物种组合、扩散能力、相互作用等发生变

化。微环境的特有和稀有类型、特殊的森林在区域中受到限

制。湿地斑块大小、形状和水文状况对动物行为和植物的繁

殖生态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城市区域和非城市化区域的植物

区系和动物区系也会有所不同。 在城市化过程中湿地格局发

生了变化，究其原因，既有自然力，也有人文动力，实质上

是这二种力的综合作用，即：人地系统动力学作用的结果。

自然力是永恒的，并贯穿整个过程；人文动力，即人对湿地

的改造利用，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弱到强，并愈来愈广

泛、深刻地改变着湿地的面貌，以致在某个时期成为系统的

主导力量。特别是当自然力和人文动力两种因素合一时，湿

地将会受到破坏，以至于整体毁灭。通过研究发现，历史时

期对干旱区湿地的消长，渐变的干暖气候的自然环境起到一

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快速和突变的人类活

动所主宰。 1.城市开发导致湿地面积减少，增加了内部生境

的破碎化 城市化是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

增长，松嫩平原农业开发不断向低河漫滩湿地逼近，城市和



工业用水进一步减少了湿地的水源供应，湿地丧失和退化的

速度十分惊人，漫滩上的湖泊数量和水面面积不断减少。据

遥感分析，该区湿地面积比建国初期减少了70%以上，湿地

面积仅存65.2万平方百米，局部地段湿地率减少为10%以下。

美国农业部门的研究表明，城市化过程都涉及到侵占和破坏

湿地，并且美国全国已经丧失了58%的湿地。旧金山地区自19

世纪中叶开始开发以来，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人类为生存而

进行的围海造田、城市建设、农业开发等措施使湿地面积由

原来的2万平方百米减少到90年代的2000多平方百米。通过分

析发现1992年至2001年北京海淀地区丧失了近90%的湿地，而

且其内部生境破碎化指数从1992年的0.812升到了2001年

的0.951，这说明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不仅城市湿地面积迅

速减少，而且湿地的生境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2.水污染和富

营养化日益加剧，降低了湿地生物的多样性 随着城市发展，

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被排入河

流等城市湿地中，水湿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湿地

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过度猎捕，以及工业废水的污染和物种

引进的干扰，不仅严重抑制湿地资源潜力和生态功能的发挥

，也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及湿地生境的恶化。工业废水

的排放和农药的流失，直接导致水生生物大量死亡和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在水生生物体中的富集；生活污水的排放和化肥

的流失，则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使浮游生物的种类单一，甚

至出现一些藻类爆发性生长，从而使整个生境恶化。同时沿

海地区由于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直接排海，导致了赤潮的屡

屡发生，使鱼虾贝类大量死亡，在严重污染地段，如一些紧

邻排污口的潮间带，有时甚至导致物种绝迹。 陈水华等



（2000）在杭州进行的城市化对城市湿地水鸟群落的影响的

研究结果显示，食物的多样性和人类干扰是决定湿地鸟类多

样性的最重要因子，同时水鸟的密度和多样性均随着城市化

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水鸟中不存在真正适应城市化的物

种，虽然有少数种类在中等城市化程度时数量相对较高，但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其数量逐渐下降。 3.盲目引

进外来种，导致土著种的灭绝 在城市湿地的治理过程中，外

来物种的盲目引进（包括非正常因素的人为引入），在很多

地方已对当地湿地原有生物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大部分外来

物种的入侵主要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并已成为威胁区域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来入侵种引起的生

态代价是造成本地物种多样性不可弥补的消失以及物种的绝

灭其经济代价是农林渔牧业产量与质量的惨重损失与高额的

防治费用。一些早期引进的外来种已对一些湿地生物多样性

带来威胁，例如大约于20世纪30年代作为饲料、观赏植物和

防治重金属污染的植物引种的水葫芦（Eichhorniacrassipes）

，现已成恶性杂草。昆明滇池水面上布满水葫芦，使得滇池

内的很多水生生物处于灭绝边缘。20世纪60年代以前，滇池

主要的水生植物有16种，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水生植

物相继消亡，鱼类也从68种下降到30种。 4.不合理的土地利

用方式降低了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城市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

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自然系统，是

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取自然服务的基础。城市可持续发

展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基础设

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足，在随后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付

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最近一些地区在城



市建设中采取了填埋、掩盖、河道人工化等河流治理措施。

这些不合理的城市人工美化措施会降低城市湿地系统的生态

服务功能和社会利用价值。例如，在一些城市，自然植被河

岸变成水泥河道以后，其物种多样性急剧减少，其水泥地面

增加了热岛效应，几乎丧失了改善区域环境等生态服务功能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