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 第 4 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Vo1． 36， No． 4
2015 年 8 月 Journal of Sichuan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g． ， 2015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保护规划(2013 － 2020)。
作者简介:董刚明(1975-)，男，四川眉山人，高级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林业资源开发与管理、林业调查与规划设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等

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基于低影响发展理念的城市湿地规划研究

董刚明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610081)

摘 要: 低影响发展理念强调将人类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影响降到最低。该理念将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

合，可减轻生态环境破坏，维持保护未受干扰的自然生态机制，恢复重建已受破坏生态系统。低影响发展理念应用

对城市湿地开发起促进作用: 增加城市湿地系统水源补给，降低水文波动性; 减轻湿地水质污染，减少湿地治污投

入; 凸显出各地城市湿地规划建设独特性。以四川眉山市为例，就城市湿地规划目标、湿地植被规划、湿地护岸生

态设计、湿地资源管理和监测、湿地宣传教育及公众培训等提出了具体规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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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Urban Wetland Planning on the Basis of
Low Impact Development Idea

DONG Gang-ming
(Sichuan Forest Inuventory and Plan Institute，Chengdu 610081，China)

Abstract:The core idea of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is to minimiz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The LID idea can integrate the c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to a uni-
ty，mitigat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urban development，maintain and protect an undis-
turbed natural ecosystem mechanism in city，restore and rehabitate those damaged ecosystems． The appli-
cation result of LID implementation can promote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etlands． Firstly，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LID can increase the natural water supply in urban wetland systems，also can re-
duce the hydrological volatility in city． Secondly，it works in reducing sewage treatment stress in urban
wetland system and decreasing investment for wetlands' controlling pollution． Finally，the LID method can
bring out the uniqueness of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urban wetlands． Taking Meishan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for example，in this paper，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urban wetland plan-
ning about wetlands planning guidelines and objectives，planning wetland vegetation，wetland revetment e-
cology design，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wetland resources，wetland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
training，and so on．
Key words:Low Impact Development，Urban Wetland，Planning and development，Meishan Sichuan

引言

低影响发展理念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提出的

一种新理念，主要用于治理城市化带来的水文机制

改变和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湿地规划是为了促

进城市发展、保存和恢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

积极措施。这与低影响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对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将低影响

发展理念融入城市湿地规划之中，促进城市湿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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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生态系统恢复保护的无缝连接，以增强城市湿

地生态系统保护的整体性和实效性。

1 低影响发展理念概述

低 影 响 发 展 ( Low Impact Development，简 称

LID)是以维持或者再现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为

目标，通过一系列措施创造与天然状态下一样功能

的水文土地景观，对生态环境产生最低负面影响的

一种策略
［1］。这一理念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得

到了普遍认可和应用发展
［2 － 3］。LID 理念已成为

“生态城市”建设中实现城市、人和水协调发展的重

要手段
［4］。

2 低影响发展理念与城市发展

2． 1 将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

从内涵本质来看，LID 理念是一种积极的城市

发展理念而非消极的绝对保护理念，是一种基于生

态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理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均在于城市和人类的发展，其实现途径和策略则需

要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模拟，最大程度利用自

然生态的自我净化和修复能力，减轻城市开发带来

的生态压力，从而达到城市开发对自然生态的低影

响目标。
2． 2 在城市建设中减轻生态环境冲击

LID 核心理念在于土地开发中生态环境影响实

现最小化
［5］，强调通过构建从陆地到水域的完整水

生态系统，促进城市水体自然循环流动，增加水量交

换并提高水体含氧量。LID 还可应用于水生态系统

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
［6］。相关经验证

明，LID 理念措施能将城市建设开发的生态冲击减

少或控制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

内。
2． 3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促进恢复水生态系统

LID 措施综合运用可最大限度地将雨水保留在

城市绿色植被、土壤、池塘或湿地之中。另外，还可

保证雨水经过过滤、吸附、共沉、等离子交换、植物吸

收和微生物分解等各种净化之后能够大幅度提高水

质
［7］。再结合城市中多样化的生物群落、水生植物

系统和湿地系统的修复，城市水体自净能力水平将

会得到大力提升，城市水环境及其生态系统得到修

复。

3 低影响发展理念与城市湿地

3． 1 增加城市湿地系统的水源补给量

LID 针对城市中的雨水实行“渗、滞、蓄、用、排”
综合应用

［8］，是对水资源及其环境的新认知、新管

理和新利用。一方面将城市雨水地表径流就地蓄

滞、储存、转化为城市地表景观水体;另一方面通过

渗透补充城市地下水源
［9］。这不但为城市湿地系

统提供了新的补充水源，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城市水文波动性，减轻了城市雨洪灾害危害。
3． 2 减轻城市湿地系统的水质污染压力

水质变化直接影响着湿地的生态发展过程，影

响着湿地生态系统中循坏链、食物链和食物网的质

量。水质污染会导致湿地生态功能衰退、严重影响

到湿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LID 方案可以较好地控

制初期雨水污染和净化雨水，提高进入城市湿地受

纳水体的雨水水质。水质的提高减轻了城市湿地的

水污染治理难度，减少了相关治污成本投入。
3． 3 有助于城市湿地规划建设的地方性和独特性

LID 方案一般由结构性措施和非结构性措施共

同构成。结构性措施包括生态湿地、生物滞留池

(塘)、植被过滤带等措施。非结构性措施包括合理

布局等规划设计策略，又称 LID 场地规划
［10］。实际

应用必须依据当地资源和各种开发限制条件来因地

制宜进行设计，在水体、土壤、植物及其他生物资源

等设计、利用等方面表现出迥然不同乡土性和适应

性。而这种自然资源的乡土性和适应性正是构成、
彰显各地城市湿地系统独特性的基础核心所在。

4 眉山市城市湿地规划案例

4． 1 规划区域概况

四川省眉山市城市湿地规划区位于眉山市东坡

区境内，具体范围为眉山城市规划的城市外环路外

200 m 所包含、涉及的社区、村，总面积计 248 km2。
区内除东部有部分丘陵外，其余大部分为平原。规

划区所辖岷江干流及支流大部分达到国家地表水

IV 级水质标准。据调查统计，规划区有常见野生植

物 93 科 213 种、野生动物 37 科 67 种。
4． 2 城市湿地资源概况

规划区范围内所辖岷江水域及其支流水系发

达，江河纵横，人工水库及塘堰渠密布，湿地资源非

常丰富，包括一江、一湖、两库及多条河流。一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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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岷江，一湖是指东坡湖，两库是指石埂子水库和高

塔水库，河流有醴泉河、永通河、王店子河、水碾河

等，以及东风渠和通济堰两条人工水系( 详见图 1
所示)。

图 1 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现状分布

根据《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2008) 对

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进行调查，眉山市区内湿地资

源可划分为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共计 2 大类 6 小类

(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统计汇总

湿地
代码

湿地类型
面积

(hm2)
占规划区面
积比例(% )

湿地具体区域

天然湿地 Ⅱ1 永久性河流湿地 1160 4． 67 岷江干流及王店子河等邻近支流，永通河、醴泉河、水碾河等

Ⅱ3 洪泛平原湿地 287 1． 16 主要位于王店子河与岷江干流交汇处的牛栏口、牛栏口河口上游河岸及
其高地低洼积水区以及岷江河干流中部分河滩、河心洲等

Ⅲ1 永久性淡水湖湿地 106 0． 43 东坡湖。东坡湖原为岷江一段旧河道，在岷江改造时成为城市水域

人工湿地 Ⅴ1 库塘湿地 15 0． 06 石埂子水库、高塔水库

Ⅴ3 水产养殖场湿地 410 1． 65 包括鱼池、虾池和沿岸养殖场所，集中在悦兴镇莲墩村、象耳镇农林村、崇
礼镇光华村

Ⅴ4 稻田湿地 530 2． 14 主要集中分布在悦兴镇莲墩村、象耳镇农林村、崇礼镇光华村等

数据来源: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保护规划(2013 － 2020)，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2013 年。

4． 3 城市湿地面临的主要威胁

4． 3． 1 水质污染程度加重

眉山市城市湿地面临的首要威胁来自城市水体

污染。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大量直接

排放到岷江和城市沟渠之中;另一方面，城区周边大

面积禽类水产养殖以及农业耕种滥用化肥农药带来

的农业面源污染。受此影响，城区中部分水生生物

开始死亡，水体出现一定的富营养化现象，导致当地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开始出现波动和退化危险。
4． 3． 2 生物资源遭受破坏

一方面，过度捕捞造成该区域内鱼类资源严重

减少。非法猎捕或捡拾鸟蛋造成湿地水禽、哺乳动

物、两栖和爬行动物资源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城市

中各类涉水工程建设导致水生生境多样性逐渐丧

失，水生生物物种丰富区面积不断缩小，水生生物种

群数量减少，个体生存能力退化，种质资源及野生亲

缘种丧失，部分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出现严重衰退。
4． 3． 3 湿地资源不断萎缩

近年来，随着眉山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

步加快，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而城市湿地面积逐年减

少。部分市政工程建设改变了水系格局却没有及时

进行河道水面补偿，湿地景观开始丧失，湿地生态功

能下降，加剧了生物多样性衰退。此外，眉山市城市

湿地分布零散且大多与郊区农耕区接壤，滥垦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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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改变湿地用途等事件时有发生。
4． 3． 4 外来物种入侵形势不容乐观

目前，入侵眉山市的外来物种已达 20 种。其

中，入侵植物 17 种，无脊椎动物 3 种。在这些入侵

物种中，目前对城市湿地生态系统危害最为严重的

包括空心莲子草、凤眼莲、红花酢浆草、福寿螺、克原

氏螯虾等多个种类，为眉山市湿地生态安全敲响了

警钟。
4． 4 基于低影响发展理念的城市湿地规划方案

4． 4． 1 规划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眉山市“全域生态

化”的发展思路，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原则，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改善湿地生态功能为

主要内容，全面规划城市湿地资源，维护湿地的生态

系统功能，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为建设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级生态城市、国家级森林城市提供规划保

障，实现“千湖之城”和“绿海明珠”建设目标。
4． 4． 2 规划总目标

通过对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进行区划布局，结

合湿地污染控制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的恢复

与治理、湿地生态监测等措施，全面维护湿地生态系

统的自然生态特性和基本功能，使天然湿地面积下

降的趋势得到遏制，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特征和基

本功能得到修复，促进湿地生态系统进入稳定发展

的良性状态。
4． 4． 3 总体布局

依据地形地貌特征、气候水文条件、湿地成因、
湿地类型、湿地功能等多种因素对眉山市城市湿地

进行湿地保护类型区划。最终划分为岷江河道及其

支流重点保育区、水源涵养及生态游憩保护区、人工

湿地多用途管理区 3 个湿地保护类型区域( 详见图

2 所示)。

图 2 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区划图

在上述湿地区划布局之中，重点保育区主要包

括流经眉山市城区的岷江干流以及规划区范围内的

醴泉河、永通河等各条河流。该区是水资源的主要

进出通道，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测的重点。水源涵

养及生态游憩保护区主要由东坡湖、石埂子水库、高
塔水库、牛栏口沙洲群、牛栏口河口上游河岸及高地

低洼积水区，部分城市湿地水源涵养区，以及规划中

将新建的东湖、西湖、北湖、南湖等组成。该区域是

主要水源涵养区域和市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人

工湿地管理区主要为崇礼镇光华村、悦兴镇莲墩村

和象耳镇农林村等相对集中连片的水稻田和周边附

属的灌渠、养殖塘等。该区是主要湿地农业区，也是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发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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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城市湿地植被规划

湿地植物配置以乡土植物为主，使其形成一个

生长良好而稳定的生态群落，减少养护管理费用及

工作量(如洒水、施肥等)。在物种搭配上，首先要

满足生态要求，做到对水体污染物处理的功能互补;

其次要注重湿地植物群落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景观

效果的完美体现。此外，设置一些动物食源植物和

鸟嗜植物，以便为鸟类提供食物来源和充足的活动

空间。
湿地护岸景观林建设注意形态、叶色、花色等搭

配协调，将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进行合理组合，用

美学原则组织林带的色彩、线条、姿态等。加强水源

涵养林建设工程力度，规划对1 500 hm2
水源涵养林

进行保护建设。通过生态廊道有机衔接区内的生物

多样性。
4． 4． 5 城市湿地护岸生态设计

应用自然化手段设计湿地岸边环境，采用形式

多样的生态护坡和亲水护坡，在水陆交接的自然过

渡地带种植湿生植物。从而加强湿地的自然调节功

能，为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提供理想生境，充分发

挥湿地的渗透及过滤作用。在满足防洪、排涝等水

工(水利)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岸体构筑形式和材料

应符合生态学和景观学要求，岸线建造模拟自然形

态;滨水绿地构建应充分利用滨水区域的野生和半

野生生境。
4． 4． 6 城市湿地资源管理规划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基础，根据现状资源条件科

学开展地形、水体以及植被的恢复和改造，合理塑造

湿地立地条件，构建健康的湿地生境。积极恢复、修
复和重建已遭到破坏的湿地生态系统。对功能减

弱、生境退化的湿地采取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生态恢

复;对类型改变、功能丧失的湿地采取以工程措施为

主进行修复。以“治山为本”加强湿地源头管理，开

展岷江及其支流以及各水库周围水源涵养林的建设

工程。
4． 4． 7 湿地资源监测规划

眉山市湿地资源监测体系由湿地资源监测站和

湿地资源监测点两级构成。充分利用现有眉山市水

利系统、环保系统和林业系统等相关部门的监测站

(点)和监测网络，重点针对湿地动植物资源、水文

和环境 3 大方面进行监测。眉山城市湿地资源监测

体系规划详见图 3。

图 3 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监测体系规划

4． 4． 8 湿地宣传教育和培训

广泛开展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

市民对城市湿地的认识水平，增强公众保护湿地的

意识和自觉性，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保护城市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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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的活 动。结 合 诸 如“世 界 湿 地 日”、“爱 鸟

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禁渔期”、“禁猎期”
等特定活动，深入眉山市东坡区各社区集中开展有

关湿地基础知识及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公众教育活

动。
依托于城市湿地公园等工程建设，规划建立以

生态保护、科普教育、野外培训和休闲游览为主要内

容的湿地宣传教育培训基地，提高宣传教育及培训

能力，保护和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特性和基本

功能，突出湿地所特有的自然文化属性和科普教育

内容。根据眉山市城市湿地资源的具体情况，规划

在东坡湖城市湿地公园建设宣传教育基础设施，作

为本市湿地宣传教育培训基地;规划在岷江东岸生

态廊道湿地公园建设野外教育培训基地。具体内容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标本陈列设施建设、电教设施建

设、宣传栏(牌)和宣传材料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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