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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8_AF_84_E5_c57_614666.htm 昨日，昆明市滇池管

理局邀请了省内外生态方面和相关领域的9位知名专家及有关

部门对《滇池湖滨生态湿地建设详细规划》进行质询和评审

。 《详规》是以2003年昆明市政府批准的《环滇池保护生态

规划》作为总体框架下进行的。在《环滇池保护生态规划》

界定的环滇池生态湿地恢复与建设的范围、界线及规模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细化，并吸纳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强滇

池生态湿地建设项目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详规》由清

华大学、同济大学、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及昆明南发滇池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进行编制。 滇池湖滨湿地建设

是滇池生态保护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湖

滨生态，逐步形成滇池湖泊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详规》在对滇池湖滨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湖

滨自然生态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入湖河流状况、湖滨湿生

植物现状、防浪堤及滇池运行水位调查的基础上，调研了湖

滨土地利用、村庄、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经济现状，针对滇池

湖滨现存的主要生态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并广泛征求

国内外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以可持续

发展为指导，以改善环滇池湖滨带生态功能为核心，对于未

来滇池湖滨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指导和规划控

制。 据了解，《详规》以滇池水体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水环

境质量改善为目标，以流域水环境承载能力及其空间分异的

分析为依据，以费用效益最优化为原则，以入湖河口生态恢



复、生态村建设为原则，以入湖河口生态恢复、生态村建设

和典型景观设计为重要控制节点，以多种建设形式和分步实

施的方式，统筹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环滇池天然湿地

和复合湿地系统。 《详规》中滇池湖滨湿地的规划范围在最

低运行水位1885.5m 至湖滨带新界桩外延400m 间，面积约32

平方公里，其重点范围集中于滇池湖滨带新界桩以内约20平

方公里的生态湿地建设区内。涉及主城片区、呈贡片区、晋

宁片区、西山海口4个片区。今年5月至12月为重点建设期

，2006年至2010年进入深化建设期。 治理好滇池是建设现代

新昆明和实现昆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设湖滨生态湿地是

滇池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滇池流域水污染

防治“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统筹建设和恢复

环滇池天然和复合湿地，以期达到：与截污和污染处理设施

共同形成滇池流域完整的水污染防治体系；恢复滇池湖滨带

的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提高湖滨带的生

态服务功能，形成滇池水体相对完整的生态结构；保护滇池

水质、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陈吉宁则说，湿地主要分为

天然湿地、复合湿地和高效湿地，其中高效湿地最能减少土

地的征用和移民搬迁问题，评审的方案是从10多个方案中推

选出来的，那么多的方案环境目标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花

多少钱的问题，这取决于征地和搬迁。环保是一项公益性的

事业，《详规》已把征地、搬迁压到最低的可能性。 《详规

》讲求可行性，滇池湖滨带情况不尽相同，怎样结合实际具

体考虑呢？杜劲松介绍，《详规》专门制作了软件，对破堤

做了深入调查研究，淹到什么范围，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都



可以通过软件“一目了然”。然后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科

学合理地保护当地经济，找损失最小的地方破堤。如呈贡柳

林一带主要强化人工湿地；晋宁主要考虑低凹地带和鱼塘；

西山防浪堤少，自身条件较好，污染源少，可以将强化湿地

与天然湿地结合起来搞。 “湿地对滇池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并不意味着建了湿地，源头上就可以不用截污了”。

专家们在评审时说。 据专家们介绍，对滇池水质恢复提供支

持的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湿地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城市排水系统、治污系统的建设等，在城市基础设施功能

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湿地可以充分发挥其净化水体、改善和

恢复水生环境的作用，湿地是滇池治理中重要的一环，也是

最后一环，滇池的治理需要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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