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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的四川南河

国家湿地公园优化策略研究

曾婷婷１，梁　刚２

（１．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２．广元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

摘　要：为科学评价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效，并进一步提出国家湿地公园优化策略，本文利用单位面积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计算了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８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四川
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增加，增长率达到４０４％，其中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美学景观和土壤
保持方面价值增长率分别是３３０７％、２６７０％、２０１１％和１９３９％，气体调节、原料生产、维持养分循环、净化环境、
水资源供给、水文调节增长率分别是１７６９％、１２０２％、９４２％、７１４％、３１７％、１８５％。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
结合功能区划，逐步增加湿地面积，完善生态结构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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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湿地保护的重要形式，在不 断建设过程中，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在不断变化。



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可以货币化各种生

态系统的价值，有助于从量化角度了解自然资源给

人类带来的利益。Ｃｏｓｔａｎｚａ在评估全球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气体调节、气候调

节、水调节、水供给、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土壤形

成、原材料供给等１７个服务类型［１］。湿地的生态服

务价值主要体现在水资源供给和防洪抗旱，而农田

作为一种主要的人工生态系统，除了其供给服务外，

同样也能提供气体调节和水文调节等服务［２］。湿

地公园的建设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对于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研究又有利于进一步指导

湿地公园利用和保护。

目前，关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价值评估方面［３－６］，而通过价值的评估指导

优化湿地公园建设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研究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８年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
化，有助于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湿地公园建设

之间的关联，并为湿地公园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科

学支持与指导。

１　研究区概况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地

理坐标（３２°２５′Ｎ～３２°２５′５１″Ｎ，１０５°５０′１２″Ｅ～１０５°
５２′１８″Ｅ），属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嘉陵江一级支流
南河和万源河交汇区域，规划面积为 １１１ｈｍ２，其中
湿地面积约为 ６０ｈｍ２，占规划面积的５４０５％，主要
湿地类型为河流湿地、稻田湿地和库塘湿地。湿地

公园背靠大南山，地势南高北低，属亚热带温润季风

气候，年均气温１７℃，年均降水量９４１８ｍｍ。植被
以人工乔木林、人工竹林、人工灌丛、人工水生植被

为主，天然林为辅。土壤主要以冲积和洪积母质形

成的新积土为主，ｐＨ值中性至微碱性。
２００５年，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始可行性研

究，建园之初规划区内主要是农户住宅和农田，进行

小麦和水稻轮作，万源河淤堵严重，曾造成万源河上

游住宅被淹。２００７年１月建成后，增加北湖、中湖、
南湖和对望湖四处湿地。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被国家林业
局正式授予国家湿地公园。２０１８年湿地公园为完
善湿地生态功能，启动了多塘系统生态修复工程，在

园区内增修了２１处多塘，共增加湿地约 ７０００ｍ２。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获取
土地利用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土地

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并结合ＧＩＳ、ＧＰＳ、ＲＳ技术对土
地利用类型和面积进行修正和补充。

２．２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确定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即基于单位服务功能价格的方法和基于单位面积价

值当量因子的方法［７］。服务功能价格法，计算复

杂，参数较多，评价方法和参数标准难以统一，不利

于比较。当量因子法数据要求少，较为直观易用，适

于进行时间和空间动态变化过程的分析和比较。本

文采用谢高地等制定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当量表进行计算。根据彭文甫等的研究，四川省农

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约为 １１４０４２１元·
ｈｍ－２［８］，本文以此作为１个当量因子，可以计算出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

价值量（见表１）。

　　表１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单位面积服务价值

Ｔａｂ．１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ａｎ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 （元·ｈｍ－２）
生态系统功能 旱地 水田 针叶林 阔叶林 灌木林 湿地 水域 建筑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９６９．３６ １５５０．９７ 　２５０．８９ 　３３０．７２ 　２１６．６８ 　５８１．６１ 　　９１２．３４ 　０．００
原料生产 ４５６．１７ １０２．６４ ５９３．０２ ７５２．６８ ４９０．３８ ５７０．２１ ２６２．３０ ０．００
水资源供给 ２２．８１ －２９９９．３１ ３０７．９１ ３８７．７４ ２５０．８９ ２９５３．６９ ９４５４．０９ ０．００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７６４．０８ １２６５．８７ １９３８．７２ ２４７４．７１ １６０７．９９ ２１６６．８０ ８７８．１２ ２２．８１
气候调节 ４１０．５５ ６５０．０４ ５７８１．９３ ７４１２．７４ ４８２３．９８ ４１０５．５２ ２６１１．５６ ０．００
净化环境 １１４．０４ １９３．８７ １６９９．２３ ２２０１．０１ １４５９．７４ ４１０５．５２ ６３２９．３４ １１４．０４
水文调节 ３０７．９１ ３１０１．９５ ３８０９．０１ ５４０５．６０ ３８２０．４１ ２７６３２．４０ １１６５９６．６４ ３４．２１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１１７４．６３ １１．４０ ２３４９．２７ ３０２２．１２ １９６１．５２ ２６３４．３７ １０６０．５９ ２２．８１
维持养分循环 １３６．８５ ２１６．６８ １８２．４７ ２２８．０８ １４８．２５ ２０５．２８ ７９．８３ ０．００
生物多样性 １４８．２５ ２３９．４９ ２１４３．９９ ２７４８．４１ １７９０．４６ ８９７５．１１ ２９０８．０７ ２２．８１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６８．４３ １０２．６４ ９３５．１５ １２０８．８５ ７８６．８９ ５３９４．１９ ２１５５．４０ １１．４０
总计 ４５７３．０９ ４４３６．２４ １９９９１．５８ ２６１７２．６６ １７３５７．２１ ５９３２４．７０ １４３２４８．２８ ２２８．０８

４２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最大（见

表２），２００５年土地利用以旱地水田为主，占总面积
的３４５％，其次是研究范围内两条河流———南河和
万源河水域面积占总面积３４０％，建筑用地占总面
积３１４％。２００７年南河湿地公园按照规划方案，建

成湿地＋森林的景观格局，调整或改造旱地和水田，
增加森林５６５ｈｍ２，增加湿地１０８ｈｍ２，基本达到
生态恢复效果。截止 ２０１８年，为完善公园生态功
能，进一步恢复湿地生境，南河湿地公园不断优化土

地利用方式，以保护原有生态系统为前提，逐渐增加

湿地景观配置，湿地面积达到２２９ｈｍ２，加上河流
水域面积，湿地率达到５４７％。

表２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ａｎ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

土地利用
类型

面积（ｈｍ２）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
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
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
土地利用变化

旱地 ３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６
水田 ７．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７ ０ －７．７
针叶林 ０ １１．４ ９．８ ９．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９．８ －２ ７．８
阔叶林 ０ ３６．６ ３３．９ ３３．９ ３３．７ ３３．７ ３３．０ ３３．９ －０．９ ３３
灌木林 ０ ８．５ ５．３ ５．３ ４．２ ３．８ ３．８ ５．３ －１．５ ３．８
湿地 ０ １０．８ １８．５ １８．５ ２１．８ ２２．２ ２２．９ １８．５ ４．４ ２２．９
水域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７．８ ０ ０ ０

建筑用地 ３４．９ ５．９ ５．７ ５．７ ５．７ ５．７ ５．７ －２９．２ ０ －２９．２
总计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０ ０ ０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探讨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

系统中获得的利益［７］，直接利益包括固碳释氧、净

化环境、防洪抗旱等，而间接利益主要是全球大尺度

的调节功能和支持功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会导致

生态系统功能的不同，农田的功能主要是生产食物，

湿地的功能主要是净化水质，森林的功能主要是气

候调节。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土地利用方式具

有相关性，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制定生态环境保

护策略、生态功能区划、生态补偿决策和优化土地配

置方案的重要依据和基础［１０］。为此，本文通过计算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变化（见表３），来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
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

表３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ａｎ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ａｒｋ

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万元）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变化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变化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变化率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７．６１ 　５．７６ 　６．０１ 　６．０１ 　６．１２ 　６．１３ 　６．１５ －２１．１％ ２．４％ －１９．２％
原料生产 ２．４７ ５．４５ ５．４４ ５．４４ ５．４４ ５．４４ ５．４３ １２０．５％ －０．２％ １２０．２％
水资源供给 ３３．５０ ４０．９１ ４２．９５ ４２．９５ ４３．８３ ４３．９４ ４４．１２ ２８．２％ ２．７％ ３１．７％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６．７１ １８．３１ １８．４８ １８．４８ １８．５８ １８．６１ １８．５８ １７５．４％ ０．６％ １７６．９％
气候调节 １１．６３ ５２．１３ ５０．８２ ５０．８２ ５０．３４ ５０．３１ ５０．０８ ３３７．０％ －１．５％ ３３０．７％
净化环境 ２４．８２ ３９．６６ ４１．４９ ４１．４９ ４２．３０ ４２．４０ ４２．５３ ６７．１％ ２．５％ ７１．４％
水文调节 ４４４．１９ ４９７．９７ ５１５．９６ ５１５．９６ ５２３．７９ ５２４．７４ ５２６．２９ １６．２％ ２．０％ １８．５％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７．６９ ２２．２７ ２２．４８ ２２．４８ ２２．６１ ２２．６３ ２２．６１ １９２．３％ ０．５％ １９３．９％
维持养分循环 ０．８９ １．６９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７２ ９２．９％ ０．６％ ９４．２％
生物多样性 １１．７１ ３４．７２ ３９．９８ ３９．９８ ４２．２６ ４２．５５ ４２．９８ ２４１．４％ ７．５％ ２６７．０％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８．４８ ２０．１４ ２３．５６ ２３．５６ ２５．０５ ２５．２３ ２５．５２ １７８．０％ ８．３％ ２０１．１％
总计 ５５９．６８ ７３９．０２ ７６８．８８ ７６８．８８ ７８２．０２ ７８３．７０ ７８６．０２ 　３７．４％ ２．２％ 　４０．４％

５２２期 曾婷婷，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的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优化策略研究 　　



３．２．１　供给服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南河湿地公园供给服务呈现增

长趋势，增长率２７．８％，这主要由于林地和湿地面
积的增加带来原料生产和水资源供给价值的增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供给服务价值方面，食物生产，原料
生产，水资源供给价值变化率分别为：－２１１％，
１２０５％，２８２％；土地利用方面，农田、林地和湿地
面积变化情况分别为：－３８３ｈｍ２，４９ｈｍ２，１８５
ｈｍ２。农田的减少对食物生产带来负向作用，对原
料生产和水资源供给价值带来正向作用，林地和湿

地的增加对食物生产价值带来负向作用，对原料生

产和水资源供给价值带来正向作用。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８年，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水资源供给价值变化
率分别为：２４％，－０２％，２７％；土地利用方面，林
地和湿地面积变化情况分别为：－４４ｈｍ２，４４
ｈｍ２。林地的减少对原料生产带来负向作用，对食
物生产和水资源供给带来正向作用，湿地的增加对

原料生产带来负向作用，对食物生产和水资源供给

带来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农田虽然能够提供食物来

源，但需要大量水资源灌溉，在水资源供给上造成负

向作用，森林可以提供木材、林产品等资源，是原料

生产的主要来源，而湿地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如水

资源和鱼、蟹、芦苇、藕荷等多种动植物产品，服务于

周边社区的发展，在食物生产和水资源供给方面具

有较大优势。

３．２．２　调节服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南河湿地公园调节服务呈现增

长趋势，增长率３０８％，价值的增长主要因为森林
和湿地面积的增加。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气体调节，气候
调节，净化环境和水文调节价值变化率分别为：

１７５４％，３３７％，６７１％，１６２％，农田的减少对调节
服务产生正向作用，林地和湿地增加对调节服务产

生正向作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气体调节，气候调节，
净化环境和水文调节价值变化率分别为：０６％，
－１５％，２５％，２０％，湿地的增加对气体调节、净
化环境和水文调节价值产生正向作用，对气候调节

却产生了负作用，林地的减少对气体调节、净化环境

和水文调节价值产生正向作用，对气候调节产生负

向作用。这是由于森林的固碳释氧、蒸腾吸热效应

在区域小气候调节和碳循环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

湿地的地表植被能够减缓洪水期水的流速，同时通

过植物的和微生物的吸收降解作用，降低水体的泥

沙以及污染物，在气体调节、净化环境和水文调节方

面比森林更有优势。

３．２．３　支持服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南河湿地公园支持服务呈现增

长趋势，增长率２３１７％，森林和湿地面积增加对支
持服务的价值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正向作用。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年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价值
变化率分别为１９２３％，９２９％，２４１４％，农田的减
少和森林湿地的增加对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

物多样性产生明显正向作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变化
率分别为０５％，０６％，７５％，湿地增加和森林的
减少对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也产生

正向作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支持服务价值增长在 ４
类服务中最明显，这是由于森林和湿地具有保留沉

积物、富集有机物、促进养分循环作用，并且湿地处

于水陆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使其生存环境多样化，

在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强于森林生态系统。

３．２．４　文化服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文化服务价值呈现增长趋势，增

长率２０１１％，森林和湿地面积增加对文化服务的
价值增长也产生了较明显正向作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美学景观价值变化率为１７８０％，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８
年变化率为８３％。森林和湿地面积的增加都对文
化服务产生正向作用，并且湿地生态系统的作用优

于森林生态系统。

３．２．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变化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规划建

设以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增加，从５５９６８万
元增加到 ７８６０２万元，增长率达到 ４０４％。２００５
年至２０１８年除了食物生产价值下降，其余生态功能
价值都在增长，特别是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美学

景观和土壤保持方面增长率分别是 ３３０７％、
２６７０％、２０１１％和１９３９％，气体调节、原料生产、
维持养分循环、净化环境、水资源供给、水文调节增

长率分别是 １７６９％、１２０２％、９４２％、７１４％、
３１７％、１８５％。
４　国家湿地公园优化策略

国家湿地公园是介于自然保护区和传统意义上

公园之间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湿地区域，也是基

于生态保护的一种可持续的湿地管理和资源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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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一般的公园相比，湿地公园是以湿地保护为主

要考量，营造出真正适合生物栖息的环境，让人们认

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为环境价值的评价带来一个新

的思维模式［１１］。可以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类

型、性状等方式，提高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１２］。

生态功能区划是实施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和科学

管理的依据和前提［１３］。按照《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

划导则》，国家湿地公园区划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

重建区、管理服务区、宣教展示区和合理利用区。湿

地保育区内以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为主，禁止有

损湿地生态的开发建设活动，通过生态移民措施，减

少人为干扰，不断完善湿地生态系统结构。恢复重

建区以湿地修复为主，逐渐增加湿地面积，控制建筑

用地面积，利用灌木林、水系等景观设置生态缓冲

区，构建完整、美观、功能性强的湿地生态系统。管

理服务区是人流量最大的区域，生态最脆弱，要尽量

减少建设用地面积，结合原有的自然景观，充分利用

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及水生植被的特点，丰富自然

植被群落，打造一条与湿地公园核心区域的绿色通

道，促进物质、能量交换。宣教展示区是介绍湿地知

识和文化的主要区域，可以结合本地自然地理特点，

集中修复几种特色的湿地类型进行展示。合理利用

区面积不宜过大，尽量集中建设，避免生态区域斑块

化。总体来说，国家湿地公园主要以湿地保护和修

复为主，结合功能区划，要逐步增加湿地面积，适度

增加游览设施，强化生态系统完整性，建立区域生态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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