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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县湿地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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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松潘县现有湿地资源调查得出，松潘县湿地资源丰富，总面积达到９９４７９０ｈｍ２，分为４种类型，即
永久性河流、永久性淡水湖、灌丛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松潘县湿地以沼泽化草甸为主，面积最大，其次是永久性河

流，而永久性淡水湖和灌丛沼泽相对较小。目前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宣传不到位，以及湿地保护资金的缺乏，给

湿地的保护管理带来了较大的问题，因此针对目前松潘县湿地资源的保护利用现状，提出以下保护对策：首先，行

政管理与法制相结合，并通过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其次，通过狠抓两大工程，大力推进森林

抚育更新造林、逐渐减小小水电的开发强度、重点湿地区域禁牧等方式，达到对湿地资源的保护与永续利用；再次，

通过建立湿地信息系统，湿地保护和监测体系，并加强湿地科学研究，扩大国际合作，达到对湿地资源的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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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域之间的重要的生态系统
类型。湿地兼有水陆两者的生态功能，不仅具有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水及其他资源，还可以维持河川径

流平衡、调节区域气候、降解污染物；不仅具有优美

的自然景观，还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湿地

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

的生存环境之一，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

种资源，而且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在抵御洪

水、调节径流、蓄洪防旱、控制污染、调节气候、控制

土壤侵蚀、促淤造陆、美化环境等方面有其它系统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在

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为

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国家对湿地资源非常重视。松潘县位于青藏高

原东麓，湿地资源丰富，因此，根据国家林业局湿地

资源保护管理中心《关于开展２０１２年湿地资源调查
的通知》（林湿调字［２０１１］２５号）要求以及四川省
省林业厅、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和阿坝州林业局的工

作安排部署，于２０１２年开展了松潘县湿地调查工
作。

１　松潘县湿地调查

根据四川省林业厅下达给松潘县的湿地资源调

查任务，松潘县共有一般调查斑块４１个，其中河流
湿地１３个，面积为３３８４０６ｈｍ２；淡水湖泊湿地６
个，面积为１６３１６ｈｍ２；沼泽化草甸湿地１９个，面积
为６０９０７６ｈｍ２，灌丛沼泽３个，面积３０９９２ｈｍ２。
湿地总面积约为９９４７３０ｈｍ２。

对现有数据进行了为期１个多月的实地查证及
勘误工作。新增了１０个斑块１０７８２９ｈｍ２，主要在
与平武交界的花海子、绿海子 ３个小斑，面积为
２７６３５ｈｍ２，牟尼沟３个小斑，面积３９４６６ｈｍ２，毛
尔盖河３个小斑，面积３０９９２ｈｍ２，毛尔盖地区沼泽
化草甸４个，面积５０９０４ｈｍ２，淡水湖泊湿地１个，
面积１５８４ｈｍ２（表１）。

２　松潘县湿地资源特点

通过调查，松潘县湿地分为４类，永久性河流、
永久性淡水湖、沼泽化草甸、灌丛沼泽。从表１可以
看出，永久性河流面积３３８５９０ｈｍ２、永久性淡水湖
面积１６３１６ｈｍ２、沼泽化草甸面积６０８８９２ｈｍ２、灌
丛沼泽面积 ３０９９２ｈｍ２。松潘县湿地以沼泽化草
甸为主，面积最大，其次是永久性河流，而永久性淡

水湖和灌丛沼泽相对较小。从松潘县湿地分布图上

可以看出，松潘县湿地分布多为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组成，且分布较为零散。

表１ 松潘县湿地调查区域及面积一览表

斑块名称 湿地区名称 湿地类型名称
湿地面积

（ｈｍ２） 三级流域
平均海拔
（ｍ）

两河口、国营牧场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９８．４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２７９
水晶祁命 岷江区 沼泽化草甸 ３５．４８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０５１
涪江 涪江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６３．７３ 涪江 １５６４
其桑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５．０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８５６

山巴上磨 岷江区 沼泽化草甸 ７．０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０２３
虎牙关 涪江区 沼泽化草甸 １３．２１ 涪江 １３６９
上磨村 岷江区 沼泽化草甸 ６．５３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０２２
红星岩 零星湿地区 沼泽化草甸 １０．８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６９５
岷江 岷江区 永久性河流 ４８０．０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２７３２

红星岩海子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淡水湖 ３９．３１ 涪江 ３９３８
隆腊括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２５６．７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２８９
热务沟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７８．４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２１３
恰格隆安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０２．４３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４４０
热雾隆洼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４６２．５０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２８６７

热务沟小寨子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１９．８３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２８８８
白草河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６２．８２ 涪江 １２８６
哲波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１８８７．１６ 白河、黑河 ３８４２

协尔根萨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２０８０．２１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６１２
达西其多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１４０．２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５４８
热务隆洼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２９２．６０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７６６
热务隆洼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河流 ３３０．０９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４３４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河流 ７７１．４３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４７１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河流 ９３．１７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４９１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淡水湖 ８．６２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４２３４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淡水湖 １６．８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４２６４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６２１．６９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９０５
毛儿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淡水湖 ４７．５７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４０３４
绿海子 零星湿地区 沼泽化草甸 ７６．５３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０６０
花海子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淡水湖 ３４．９８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１６０
花海子 零星湿地区 沼泽化草甸 １６４．８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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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斑块名称 湿地区名称 湿地类型名称
湿地面积

（ｈｍ２） 三级流域
平均海拔
（ｍ）

牟尼沟 零星湿地区 永久性河流 １５１．１７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３００
哲波二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４２．８１ 白河、黑河 ３８００

协尔根萨二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２００．６８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６８０
协尔根萨三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３８４．１９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６８０
毛尔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灌丛沼泽 ６１．９８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２６０
毛尔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灌丛沼泽 ５８．６２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２５９
毛尔盖河 若尔盖高原沼泽 灌丛沼泽 １８９．３２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３２０
羊拱沟一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５７．０５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５００
羊拱沟二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４７．９２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５４０
羊拱沟三 若尔盖高原沼泽 沼泽化草甸 １９．８８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３６２０
羊拱沟海子 若尔盖高原沼泽 永久性淡水湖 １５．８４ 青衣江和岷江干流 ４２６０

　　松潘县湿地分布区域相对海拔较高，除虎牙关、
涪江、百草河３个板块区域海拔较低，分别是１３６９
ｍ、１５６４ｍ和１２８６ｍ。除此之外海拔均在２８００ｍ
以上，斑块最高海拔达４２６４ｍ。

３　松潘县湿地植被和植物组成

３．１　湿地植被组成
湿地植物不同于陆地植物，使得湿地植物植被

不同于其他高山和旱地植被。松潘县湿地植被主要

为杜鹃湿地灌丛、高山柳灌丛、三春柳灌丛、沙棘灌

丛、嵩草－苔草草甸、金露梅灌丛、窄叶鲜卑花灌丛、
苔草草甸、垂头菊草甸、三裂碱毛茛草丛、杉叶藻群

落、眼子菜群落、金鱼藻群落等。而在不同的湿地类

型中，有着不同的湿地植被和湿地植物组成，并形成

一定的指示作用。如沼生水马齿、金鱼藻、微齿眼子

菜等，一般都会指示沉水植物群落；而灯心草、三裂

碱毛茛、藏苔草、杉叶藻、北水苦荬等一般都会指示

挺水植物。

３．２　松潘湿地植物组成
经过初步统计，松潘县湿地区域维管植物种类

较为丰富，主要为灌木和草本，共计６３种，分属２０
个科，３５属。其中常见草本约５１种，常见灌木约１２
种。代表性的灌木种类有紫丁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ｍ）、山育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ｏｒｅｏｔｒｅｐｈｅｓ）、高
山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ａｌｐｉｎａ）、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
ｓａ）、西藏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皂柳（Ｓａｌｉｘｗａｌｌｉ
ｃｈｉａｎａ）、高山柳（Ｓａｌｉｘｃｕｐｕｌａｒｉｓ）、环腺柳（Ｓａｌｉｘｏｒｉｔ
ｒｅｐｈａ）等。草本代表性的有葱状灯心草（Ｊｕｎｃｕｓａｌ
ｌｉｏｉｄｅｓ）、喜马灯心草（Ｊｕｎｃｕｓ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高原早熟
禾（Ｐｏａａｌｐｉｇｅｎａ）、星状风毛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ｓｔｅｌｌａ）、条
叶垂头菊（Ｃｒｅ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ｌｉｎｅａｒｅ）、狭叶垂头菊（Ｃｒｅ
ｍ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侧茎橐吾（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ｐｌｅｕ

ｒｏｃａｕｌｉｓ）、蓝玉簪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ｖｅｉｔｃｈｉｏｒｕｍ）、矮地榆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ｉｓ）、三裂碱毛茛（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ｔｒｉ
ｃｕｓｐｉｓ）、驴蹄草（Ｐｙｒｏｌａｃａｌｌｉａｎｔｈａ）、藏苔草（Ｃａｒｅｘ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华扁穗草（Ｂｌｙｓｍｕｓｓｉｎ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ｓ）、杉叶
藻（Ｈｉｐｐｕｒｉ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沼生水马齿（Ｃａｌｌｉｔｒｉｃｈｅｐａｌｕｓ
ｔｒｉｓ）、海韭菜（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ｍ）、北水苦荬（Ｖｅ
ｒｏｎｉｃａ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ａ）、微齿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
ｔｏｎｍａａｃｋｉａｎｕｓ）等。

４　湿地资源主导利用及存在问题

松潘县湿地资源类型主要是永久性河流湿地、

永久性淡水湖、灌丛沼泽和沼泽化草甸，在主导利用

方面，湖泊湿地及沼泽湿地主要是开展旅游活动，放

牧等，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毛

尔盖地区羊拱沟当地放牧对湿地有一定影响，对植

被破坏不是很严重，加强对该地区合理放牧有利于

湿地资源保护；川主寺镇尕力台地区面积１８８７．１６
ｈｍ２由于载畜过大，造成部分湿地退化趋势，有待于
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湿地资源管理与保护，合理放

牧，使其发挥湿地功效；正在建设毛尔盖河剑科电站

和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红土电站，热务沟河永久性

河流湿地，其主导利用方向主要是梯级水电开发利

用 、水利灌溉、生产生活等方面。

湿地资源得到利用主要包括放牧、电站修建、旅

游开发、灌溉等。在湿地资源得到利用的同时，却忽

略了对湿地资源的保护。松潘湿地资源在利用过程

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４．１　湿地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湿地保护难度大
我国现在已制定了《环保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但有关湿地

保护的条款比较分散且不成系统，存在无法可依或

法条相互交叉，重复的情况，没有关于湿地保护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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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相关法律，这给湿地保护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４．２　湿地生态质量下降。主要是自然湿地面积减
少和湿地生态破坏严重

松潘县由于存在过牧现象明显，特别是尕力台

地区，使得自然湿地面积受到影响，并导致一定的湿

地生态环境破坏；受旅游的影响，游客数量逐渐增

加，致使松潘县湿地压力增加，白色垃圾等污染现象

日益严重，湿地生态破坏不容忽视。

４．３　湿地保护资金不足，保护管理薄弱，研究薄弱
湿地保护管理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湿地

保护与恢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力度和保护难

度极不相称，远远不能满足湿地保护事业的紧迫需

求。相关的湿地保护研究过于薄弱，不能很好的通

过科学方法进行保护。

４．４　湿地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湿地不合理利用致使松潘湿地中的生物多样性

受到威胁。过牧致使沼泽湿地中的原生植物受到践

踏而导致数量减少，继而致使相关野生动物受到影

响。水电站的修建，致使原河流湿地中的鱼类、两栖

类、爬行类等栖息地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对鱼类繁

殖影响较大，极大的增加了一些物种灭绝的风险。

４．５　湿地保护宣传不到位，大众保护意识不强
湿地保护的有一个难度在于大众保护意识上，

由于受到旅游和经济利益的影响，经济利益和生态

保护必然存在矛盾冲突，如何找到这两者的平衡点

将会对湿地保护提供重要的依据。湿地保护宣传的

不到位，使得大众意识不到湿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松潘县属少数民族地区，以回族、藏族为主，

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导致个

人文化程度不高，宣传不到位，大众保护意识不强，

再由于受到旅游经济的冲突，使得旅游对湿地保护

造成一定的冲击，地方和当地民众对湿地保护重视

程度较低。

５　松潘县湿地保护策略初探

湿地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涵养水源改善环境，造

福子孙后代。湿地保护重点应该是维护湿地生态系

统健康和实现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开展湿地保护重

要性不言而喻，保护好松潘县的湿地，应从以下几点

入手。

５．１　行政管理与法制制约相结合，解决湿地保护难
的问题

健全湿地的管理体制，以充分发挥湿地资源的

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同时着手逐步分区域建立饮

用水资源保护措施等，以加强对湿地资源的合理开

发和利用。湿地保护管理涉及部门多，各管理部门

对湿地保护与利用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发挥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明确各

部门职能分工相互支持配合。

加强湿地立法，制定科学湿地保护可持续利用

规划。目前湿地资源破坏日益严重，所导致的生态

失调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士关心。湿地保护与

管理已经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加强湿地立法大势所

趋。

５．２　建立湿地信息系统，湿地保护和监测体系，对
湿地进行高效管理

在完善现有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

的同时，合理规划，将重要的湿地资源加以更好的保

护。同时应加大对湿地科研的投入，组织科研院所

对湿地环境、湿地生态过程、湿地价值和功能、合理

利用模式、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提高湿地保

护质量和管理水平。

５．３　狠抓林业两大工程，大力推进森林抚育、更新
造林、制定林地保护措施等减少自然灾害、人为因素

等的影响，以保持水土不流失，维护生态平衡。两大

工程包括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抓好这两大工

程对于湿地水源涵养有重要的意义。其中近年来退

耕还林工程面积４３３３３ｈｍ２（其中２０１５年新一轮
４００ｈｍ２），涉及２３个乡镇，所用树种为云杉、沙棘、
杨树、杏树和丁香。而天然林保护工程近年来抚育

面积１９３３３ｈｍ２。森林主要抚育中幼林，主要树种
为云杉，更新造林针对低质低效林。

５．４　逐步减少小水电的开发，重点湿地区禁牧等，
把县域内湿地资源受威胁程度降到最低。正在建设

毛尔盖河剑科电站和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红土电

站，热务沟河永久性河流湿地，其主导利用方向是梯

级水电开发利用 、水利灌溉、生产生活等方面。减

小小水电的开发强度，重点湿地禁牧等，将会有效的

保持湿地资源的永续利用。

５．５　加强宣传教育、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提高全
社会湿地保护意识。

湿地保护属于社会性、公益性很强的工作，需要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可以结合“湿地

日”、“爱鸟周”、湿地公园建设等，通过各种形式广

泛宣传湿地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

意义。并且应该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增强全

社会环境法制观念和湿地保护的参与意识，形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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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心湿地人人保护湿地的良好局面。

强化宣传教育力度，并长期向社会普及湿地保

护的科学知识、法律法规，从全民层面强化湿地保护

意识和生态忧患意识。

５．６　加强湿地科学研究，扩大国际合作
开展针对湿地保护措施的相关研究。比如河流

综合治理，湿地水源补给等措施。湿地的基础研究

包括湿地分类系统、分布、发生学及演化规律和湿地

过程的研究，加强应用技术研究，包括湿地保护技

术，湿地恢复重建模型，持续利用技术及管理技术研

究、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湿地与水旱灾害的关系等

研究。从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湿地学、

生物工程等理论为指导，研究湿地资源开发利用的

最佳模式，在保护湿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湿地的生

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通过国际合作，使得湿地研究

具有更加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６　总结

松潘县湿地资源丰富，总面积达到９９４７．９０
ｈｍ２，分为４种类型，即永久性河流、永久性淡水湖、
灌丛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湿地资源是上天赋予松潘

县的财富。保护好湿地资源以达到湿地资源的永续

利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宣传不到位，以及湿

地保护资金的缺乏，给湿地的保护管理带来了较大

的问题，因此针对目前松潘县湿地资源的保护利用

现状，很有必要制定湿地保护相关策略和措施。为

保护好松潘县湿地资源，应做到以下几点：

（１）通过行政管理与法制制约的结合，解决湿
地保护难问题。

（２）通过宣传教育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提高
全社会的湿地保护意识，并降低对湿地的破坏。

（３）狠抓林业两大工程，大力推进森林抚育、更
新造林、制定林地保护措施等减少自然灾害、人为因

素等的影响，以保持水土不流失，维护生态平衡。

（４）逐渐减少小水电的开发强度、重点湿地区
禁牧等，把县域内湿地资源受威胁程度降到最低。

以保持湿地资源的永续利用。

（５）建立湿地信息系统，湿地保护和监测体系，
对湿地进行高效管理。

（６）加强湿地科学研究，扩大国际合作。

湿地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人类的土地利用规划不能破坏湿地生态系

统，包括湿地环境中的水、土壤、植物、动物和景观。

湿地对人类社会十分重要，融合湿地生态系统与人

类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体现出独特的湿地文化色

彩，使湿地规划带上湿地生态文化底蕴，使湿地文化

成为生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好我们的湿地

将是一件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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