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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资源现状

及其湿地系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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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类型及面积、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景观及文化资源，对湿地公园
的湿地资源及湿地系统做出了评价，评价结果为优秀，表明：（１）湿地公园具有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２）湿地公园
生态系统原始、类型多样；（３）湿地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保护价值；（４）人文景观价值很高，历
史文化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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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四川省江油
市让水河上，让水河又名“平通河”，是涪江主要支

流之一，发源于平武县平羌台，在平武与江油交界的

长滩子处流入江油境内，河道全长约１２６ｋｍ，流域
面积 １１６６ｋｍ２，江油市境内河段长３３２ｋｍ，流域
面积１９５２ｋｍ２，是沿途江油城区地表水的主要补
给来源。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包括让水河的下

游段和与涪江交汇口区域，地理坐标介于东经１０４°
４２′２４″～１０４°４３′３１″，北纬３１°４２′５１″～３１°５０′４３″。让
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北起百合国际博览园边界，

南至涪江交汇口，包括让水河河道、岸滩、岛屿、两岸

部分山体，以及涪江部分河段。湿地公园河流长度

１９１５ｋｍ，总面积３９９１８ｈｍ２。



１　湿地类型及面积

１．１　湿地类型
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由让水河下游段及河道

周边区域构成，按照《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试行）》中提及的《湿地分类》标准，让水河国家湿

地公园范围内湿地划分为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两

类，永久性河流、洪泛平原、草本沼泽和灌丛沼泽４
型。各湿地类型及其划分标准见表１。

表１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所含湿地类型

代码 湿地类 代码 湿地型 划分技术标准

Ⅱ 河流湿地

Ⅱ１ 永久性河流 常年有河水径流的河流，仅包括河床部分。

Ⅱ３ 洪泛平原湿地
在丰水季节由洪水泛滥的河滩、河心洲、河谷、季节性泛滥的草地以及保持了常年或季
节性被水浸润内陆三角洲所组成。

Ⅳ 沼泽湿地
Ⅳ２ 草本沼泽 由水生和沼生的草本植物组成优势群落的淡水沼泽。

Ⅳ３ 灌丛沼泽 以灌丛植物为优势群落的淡水沼泽。

１．１．１　河流湿地
永久性河流（常年有河水径流的河流，仅包括

河床部分），主要为湿地公园范围内让水河的河床

部分。

洪泛平原湿地是湿地公园在丰水季节由洪水泛

滥的河滩、河心洲、河谷、季节性泛滥的草地以及保

持了常年或季节性被水浸润内陆三角洲所组成。

１．１．２　沼泽湿地
草本沼泽（地表经常或长期处于湿润状态，具

有特殊的植被和成土过程，以草本植物为主，包括莎

草沼泽、禾草沼泽和杂类草沼泽），分布在湿地公园

内让水河低水位时出露的滩地和堤外部分，集中分

布在湿地公园的两侧。

灌丛沼泽（以灌丛植物为优势群落的淡水沼

泽），主要分布在湿地公园让水河两岸的堤顶及堤

外。

１．２　湿地面积
根据实地调查和统计，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

园内湿地面积为２７４６１ｈｍ２，湿地率６８７９％。其
中河流湿地面积为 ２２３４ｈｍ２，沼泽湿地面积为
５１２１ｈｍ２。指标及分部详见表２。

２　湿地生物多样性

２．１　植物资源
２．１．１　植物种类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资源植物种类多，植

被类型丰富。据实地调查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统计，

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有８８科，２３８属，３１５种（包括
４亚种，７个变种），其中：蕨类植物７科，８属，１４种；
种子植物８１科，２３０属，３０１种（表３）。

表２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类型与面积
统计

湿地类 湿地型
湿地型面积

（ｈｍ２）
所占比例
（％）

湿地类面积

（ｈｍ２）
所占比
例（％）

河流湿地 永久性河流 １６５．６７ ６０．３３ ２２３．４ ８１．３５
洪泛平原湿地 ５７．７３ ２１．０２

沼泽湿地 草本沼泽 ３８．３５ １３．６７ ５１．２１ １８．６５
灌丛沼泽 １２．８６ ４．６８

湿地合计 ２７４．６１ １００ ２７４．６１ １００

表３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数量
结构

分类群 科数 属数 种数（包括种下等级）

蕨类植物 ７ ８ １４
种子植物 ８１ ２３０ ３０１
维管束植物 ８８ ２３８ ３１５

２．１．２　植物多样性分析
２．１．２．１　科的数量结构分析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８８科，含
５种及以上的科的排序如表４。由表可知，含５种及
以上的科有１７科，占本区全部科数的１９３％。这
些科包含１４４属，占本区全部属数的６０５％，含有
１９３种，占本区全部种数的６１３％。含８种及以上
的科有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２５属／３６种）、禾本科Ｐｏａｃｅ
ａｅ（３０属／３２种）和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１２属／１７
种）、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４属／９种）、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
ａｃｅａｅ（４属／８种）、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７属／８种）、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７属／８种）、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９属／１０种）、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５属／１１种）、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８属／１４种）、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８
属／９种）。特别是禾本科、菊科、蝶形花科、蔷薇科
等这４个科在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中得到较为
充分的发展，是本区植物区系的主体。

从科内种一级的分析来看（表５），在本区仅出
现１种的科有４２科，占全部科数的４７７％，共计４２

４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种，占全部种数的 １３３％；出现 ２～４种的科有 ２９
科，占全部科数的３３０％，共计８０种，占全部种数
的２５４％。

表４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含５

种及以上的科）

序号 科名 属数 种数

１ 紫草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５
２ 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５ ５
３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５
４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５
５ 忍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 ５
６ 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５ ６
７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４ ８
８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７ ８
９ 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７ ８
１０ 荨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 ９
１１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 ９
１２ 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９ １０
１３ 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１
１４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４
１５ 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１７
１６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３０ ３２
１７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２５ ３６
合计 １４４ １９３

表５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科内

种的数量结构

类型科数
占全部科数
的比例（％）

含有的
种数

占全部种数的
比例（％）

仅出现１种的科４２ ４６．３ ４２ １５．６
出现２～４种的科２９ ３８．８ ８０ ３４．２
出现多于４种的科１７ １４．９ １９３ ５０．２

总计８８ １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００．０

２．１．２．２　属的数量结构分析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共 ２３８

属，属的数量结构分析如表６。在本区仅出现１种
的属有１９４属，占全部属数的８４２％，所含种数为
１９４种，占全部种数的 ６１６％，说明本区属大都以
“单种”属的形式存在。出现两种的属有２６属，占
全部属数的１０９％，所含种数为５２种，占全部种数
的１６５％。出现３种有９属，出现４种的有５属，出
现５种及以上的属有４属，出现多于两种的共有１８
属，占全部属数的７６％，所含种数为６９种，占全部
种数的２１９％。本区含２种及以上的属排列如表
７，其中属内种数较多的数有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３
种）、猪殃殃属Ｇａｌｉｕｍ（３种）、鬼针属Ｂｉｄｅｎｓ（４种）、
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４种）、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４
种）、眼子菜属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４种）、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５种）、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５种）、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５

种）、艾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８种）。

表６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属内
种的数量结构

类型 属数
占全部属数的
比例（％）

含有的
种数

占全部种数的
比例（％）

仅出现１种的属 １９４ ８４．２ １９４ ６９．８
出现２种的属 ２６ １２．２ ５２ ２０．１
出现３种的属 ９ ３．６ ２７ １０．１
出现４种的属 ５ ２０

出现５种以上的属 ４ ２２
总计 ２３８ １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００．０

表７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含２
种及以上的属

序号 属中文名 种数

１ 车前属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２
２ 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２
３ 繁缕属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２
４ 风轮菜属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２
５ 凤尾蕨属 Ｐｔｅｒｉｓ ２
６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２
７ 胡枝子属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２
８ 荚

%

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２
９ 金星蕨属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２
１０ 景天属　Ｓｅｄｕｍ ２
１１ 卷柏属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２
１２ 冷水花属　Ｐｉｌｅａ ２
１３ 鳞毛蕨属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２
１４ 柳属　Ｓａｌｉｘ ２
１５ 芒属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２
１６ 蔷薇属　Ｒｏｓａ ２
１７ 求米草属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２
１８ 水芹属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２
１９ 酸模属　Ｒｕｍｅｘ ２
２０ 委陵菜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２
２１ 苋属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２
２２ 小苦荬属　Ｉｘｅｒｉｄｉｕｍ ２
２３ 盐肤木属　Ｒｈｕｓ ２
２４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２
２５ 醉鱼草属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２
２６ 酢浆草属　Ｏｘａｌｉｓ ２
２７ 金丝桃属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３
２８ 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 ３
２９ 藜属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３
３０ 木贼属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３
３１ 苜蓿属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３
３２ 婆婆纳属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３
３３ 茄属　Ｓｏｌａｎｕｍ ３
３４ 野豌豆属　Ｖｉｃｉａ ３
３５ 珍珠菜属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３
３６ 猪殃殃属　Ｇａｌｉｕｍ ３
３７ 鬼针属　Ｂｉｄｅｎｓ ４
３８ 毛茛属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４
３９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４
４０ 眼子菜属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４
４１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５
４２ 莎草属Ｃｙｐｅｒｕｓ ５
４３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５
４４ 艾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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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３　种的多样性分析
２．１．２．３．１　乔、灌、草组成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乔、灌、草

组成结构如表８。由表８可知草本植物占据了江油
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的大部分，有２５７
种，占８１．６％；灌木３８种，占１２．１％；乔木２０种，占
６．３％。

表８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维管束植物乔、
灌、草组成

生长型 科 属 种

草本 ５８ １９９ ２５７
灌木 ２１ ２２ ３８
乔木 １６ １７ ２０
合计 ９５ ２３８ ３１５

同一科中可能包含乔、灌、草三种生长型，所以科的统计数量多于
实际数量

２．１．２．３．２　水生、沼生、湿生、陆生植物组成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除了分布有湿

地植物（包括水生、沼生、湿生植物）外，还有少数陆

生植物（注：此处水生及陆生植物引用狭义概念，都

未包涵两者间过渡的沼生及湿生植物），其组成如

表９。本区维管束植物中，陆生植物所占比例最大，
有１４６种，占 ７３４％，其次为湿生植物（４０种，占
２０１％），沼生植物７种，只占３５％。水生植物（６
种，占３０％）中，沉水植物有４种，漂浮植物和挺水
植物各１种。

表９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水生、沼生、湿生、
陆生植物组成结构

生活型 种数 比例（％）
陆生 ２３８ ７５．６
湿生 ５４ １７．１
沼生 １２ ３．８

水生 沉水 ６
浮叶 １
漂浮 ２
挺水 ２
小计 １１

总计 ３１５ １００．０

２．１．３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及保护现状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有野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和喜树（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ａ）两种。野大豆在湿地公园较常见，常缠绕于其
它植物上。喜树为栽培后逸生到野外，在湿地公园

中分布稀少。

２．１．４　资源植物
一切有用植物的总和，统称为植物资源。植物

资源的个体称资源植物。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何明

勋，１９９６；熊子仙，１９９７；吴征镒，２００４），结合野外实
地调查及归纳总结，整理出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

园共有资源植物６１科，１８７属，２８６种，占本区植物
总种数的９０７％。根据植物的用途不同，划分为药
用植物、食用植物、饲料植物、净化水质植物、绿肥植

物、观赏植物、饵料植物、油脂植物、芳香植物和“其

它”资源植物１０类，见表１０。

表１０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资源植物组成
（注：同一物种可能有多种用途）

序号 资源植物类别 种数 占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１ 药用植物 ２６５ ８４．１
２ 食用植物 ４４ １４．０
３ 饲料植物 ３６ １１．４
４ 净化水质植物 １１ ３．５
５ 绿肥植物 ４ １．３
６ 观赏植物 ６４ ２０．３
７ 饵料植物 ４ １．３
８ 油脂植物 ８ ２．５
９ 芳香植物 ３ １．０
１０ 其它 １１ ３．５

２．１．５　植被
２．１．５．１　划分依据

依据《中国湿地植被》（中国湿地编辑委员会，

１９９９）中的分类原则、分类依据和分类单位，编制江
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植被的分类系统。其中，植

被型组为本分类系统的最高级单位；植被型为植被

分类的次高级单位，在类型复杂的植被型中，依据优

势层片的差异进一步划分亚型，作为植被型的辅助

或补充单位；群系是植被分类中最重要的中级单位；

群丛（群落）为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

２．１．５．２　湿地公园植被分类系统
据野外调查及相关资料，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

公园植被可分划为４个植被型组，８个植被型，３７个
群系和３７个群落。
２．１．６　植物区系地位

按《中国湿地植被》中的植被区划，江油让水河

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植被属南部高原、山地、丘陵泥炭

藓沼泽和浅水植物湿地区，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太白

落叶松沼泽和藓类沼泽亚区。按吴征镒、武素功

（１９９６）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区划，江油让水河国家湿
地公园种子植物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 －日本
森林植物亚区。在我国植被区划中，湿地公园植物

区系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川东盆地及川西南山
地常绿落叶阔叶林地带－盆地底部丘陵低山植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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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川西平原植被小区。
２．１．７　植物资源评价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内资源植物种类多，

植物类型丰富。湿地公园内的多数植物可供药用、

食用，或作为动物饲料，或可供观赏，有较大的经济

价值。湿地公园的植物，形成多姿多彩的生境，加上

该公园与市区紧邻，为市民提供了很好的游憩场所。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植被类型丰富，以

禾草型湿地植被类型为主，其它类草湿地植被多呈

块状分布于禾草之中。湿地公园上游水质较好，加

上水流较急，水生植物稀少。而邻近市区段水质变

差，河底淤泥增加，菹草群落、蓖齿眼子菜群落和狐

尾藻群落主要在湿地公园邻近市区及其下段出现，

说明城市的生活及工业污水对水质有较大的影响，

导致水质变差。

湿地因其对环境的巨大净化作用被称为“地球

之肾”，湿地是植物生长之地，也是动物特别是水禽

栖息之所。湿地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植被，形成了天

然的休闲游憩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加强湿地的保护和建设，是环境保护的

重要手段，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文明

发展的客观需要。

２．２　动物资源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地处四川盆地丘陵区与盆

周山地过渡带，具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和环境条

件，是众多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据调查，湿地公

园动物资源丰富，共有脊椎动物２９目７２科１７８种。
其中鱼类有４目１２科３０种；两栖动物有２目４科９
种；爬行动物 ２目 ５科 ９种；鸟类 １６目 ４５科 １２１
种；兽类５目６科９种。有国家二级保护物种６种，
其中鱼类１种：胭脂鱼（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两栖
类１种：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鸟类 ４种：灰鹤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鸳鸯（Ａｉｘｇａｌｅｒｉｃｕｌａｔａ）、普通闎 （Ｂｕｔｅｏ
ｂｕｔｅｏ）及凤头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ｔｒｉｖｉｒｇａｔｕｓ）；此外有省级重
点保护动物、长江上游珍稀、特鱼类及中国特有鸟

类、两栖类等２０余；另外来物种１种，巴西红耳龟
（Ｔｒａｃｈｅｍｙｓｓｃｒｉｐｔａｅｌｅｇａｎｓ）。
２．２．１　鱼类

根据调查，让水河湿地公园共有鱼类３０种，隶
属４目１２科。其中鲤形目两科２０种，约占该地区
鱼类总种数的 ６６７％；鲶形目 ３科 ４种，约占
１３３％；鲈形目４科５种，约占１６７％；合鳃鱼目１

科１种，约占３．３％。常见种类主要有草鱼、鲫、鲢、
鲤。中国特有、国家二级保护鱼类１种：胭脂鱼；长
江上游特有鱼类４种：高体近红

&

（Ａｎｃｈ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
ｋｕｒｅｍａｔｓｕｉ），短体副鳅（Ｐａｒａｃｏｂｉｔｉｓｐｏｔａｎｉｎｉ）、四川华
吸鳅（Ｓｉｎｏｇｕｓｔｒｏｍｙｚｏｎ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重口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ｄａｖｉｄｉ）；四川省保护鱼类两种：重口裂
腹鱼（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ｄａｖｉｄｉ）及栉

'

虎鱼（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ｇｉｕｒｉｎｕｓ）等。湿地公园内丰富的水资源为淡水鱼提
供了适宜生存生态环境。

２．２．２　两栖类
已查明让水河湿地公园共有两栖动物９种，隶

属于两目４科。其中，蛙科３种，蟾蜍科３种，姬蛙
科２种，隐鳃鲵科１种。国家Ⅱ级保护物种１种，大
鲵，其余均为“三有动物”，我国特有种。

２．２．３　爬行类
让水河湿地公园共有爬行类９种，隶属两目５

科。其中龟鳖目两科３种，有鳞目３科６种。游蛇
科种类最多，有４种，龟科两种，石龙子科、蜥蜴科、
鳖科各 １种。有一种为外来引进种，巴西红耳龟
（Ｔｒａｃｈｅｍｙｓｓｃｒｉｐｔａｅｌｅｇａｎｓ）。范围内无珍稀爬行类，
仅有 ５种被列为“三有动物”：乌龟 （Ｃｈｉｎｅｍｙｓ
ｒｅｅｖｅｓｉｉ）、北草蜥（Ｔａｋｙｄｒｏｍｕｓ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黑眉锦
蛇（Ｅｌａｐｈｅｔａｅｎｉｕｒａ）、华游蛇（Ｓｉｎｏｎａｔｒｉｘｐｅｒｃａｒｉｎａ
ｔａ）、乌梢蛇 （Ｚａｏｃｙｓｄｈｕｍｎａｄｅｓ）。
２．２．４　鸟类

让水河湿地公园有鸟类１６目４５科１２１种，雀
形目鸟类最为丰富，计２５科５９种。作为依赖湿地
的生态类群———水鸟也较丰富，有６目１１科４５种，
占调查区内鸟类物种数的３７．２％。４５种水鸟中，有
()

目１科 ２种，鹈形目 １科 １种，鹳形目 １科 ６
种，雁形目１科１５种，鹤形目２科４种，

*

形目５科
１７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４种：灰鹤、鸳鸯、普通闎
及凤头鹰。

湿地公园内鸟类群落组成季节特征明显。在记

录到的１２１种鸟类中，有留鸟６５种，候鸟４７种，旅
鸟９种；其中，冬候鸟３２种，夏候鸟１５种，冬候鸟又
以雁鸭类和鸥类为主，旅鸟以

+

鹬类为主。

２．２．５　兽类
让水河湿地公园范围内有兽类９种，隶属５目

６科，其中食虫目１科１种，翼手目两科４种；食肉
目１科１种；兔形目１科１种；啮齿目１科两种。湿
地公园由于范围较小及主体为水域环境，因此兽类

较少，没有国家及省级保护种类，仅黄鼬（Ｍｕｓｔｅｌ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和草兔（Ｌｅｐｕｓｃａｐｅｎｓｉｓ）属国家“三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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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湿地景观与文化资源

３．１　湿地景观资源
３．１．１　水生植物景观

让水河下游的河道及周边区域，风光旖旎，生态

原真性强，充分散发出四川盆地多样的景观底蕴。

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越来越多

的野生飞禽聚集到让水河和附近的滩涂湿地。湿地

公园内水体、飞鸟、鱼类、植被等多种充满野趣与自

然的元素相整合，形成了生态、多彩、生动的田园风

光，让人过目不忘，流连忘返。

３．１．２　河流、沼泽湿地景观
湿地公园内水域辽阔，滩涂众多，地形复杂，湿

地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优美。经过近几年的水利工

程建设，已经形成较平稳的水面，造就了天然的河流

湿地景观，蔚然壮观。

３．１．３　鸟类景观
湿地公园内乔灌木、草本地被等水生植物丰茂，

鱼、虾等食物资源丰富，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场

所，因此鸟类繁多。旱地生境有周边的阔叶林、农田

和灌草丛等。湿地公园内湿地是候鸟春秋两季的栖

息地。每逢春秋两季，鸟类在让水河附近停留、觅

食、翱翔、盘旋、跳跃，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以鸟类

和湿地植物为主构成的湿地景观，形成了一个完整

和谐的生态系统，具有和谐、动静皆宜的生态美。

３．２　文化资源
江油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江油市自三国蜀汉

时期设关至今已有２０００年历史，由于地处我国北方
中原与西南巴蜀两大政治、经济、文化区相互交流沟

通的要冲地带，使江油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聚散地之一。优越的地理环境哺育出了许多驰名

世界的历史文人、高士：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文学

家、科学家杨天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先驱王右

木；汉语语言学家傅子东；天然药物学家朱廷儒；心

理学家李长岷；发明家张开逊；一代高僧海灯法师。

伟大诗人李白在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出生并生活

了２４年，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和珍贵遗
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江油亲

笔题写“李白故里”。李白文化影响深远，在世界文

学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道教文化在江油具有深远

的影响，江油是《封神演义》中许多神话故事的发祥

地，如翠屏山的哪吒太子庙、乾元山金光洞及洞中保

存的宋、元时代的道教石雕像数十尊、武都城塘关

等。据说《封神演义》是在江油写成的，书中许多地

名均可在江油找到，有关道教文物的发现，吸引了大

批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的道教信徒到此朝拜。

至今江油尚保存有各个历史时代的李白诗版

本、专著３３５部，２３５７册和陇西院、太白祠、月圆墓、
粉竹楼、李白衣冠墓等一批遗址建筑。另有云崖寺、

飞天藏、窦真殿、普照寺、普贤顶无梁殿、极乐堂等一

批历史文物与古建筑共计有国家一级文物１２种，二
级文物３９件，三级文物２０００余件。更有目前国内
保存李白文化遗产最多的李白文化研究中心———李

白纪念馆。１９３５年，英雄的江油儿女以极大的革命
热情和对民主自由的不懈追求，全力支援红四方面

军策应红军北上长征，配合开展了激烈的“围城打

援”之战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气势磅礴的红

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江油印记”。

江油人民在２０００年的辛勤耕耘中，继承和发扬
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量民间手工艺、

曲艺及民风民俗。如手工艺方面有雾山石雕、刺绣、

竹藤工艺、绘画以及酿造工艺（酒、茶叶加工、药材

加工、酱油、点心等）；民风、民俗方面有庙会、灯会、

龙舟赛、采莲船、龟薅锣鼓草、薅秧歌等，优秀灿烂的

历史人文、民俗工艺与民俗、民风在旅游业发展中都

倍受旅游者喜爱。

江油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李白文化精品旅

游基地，大九寨国际旅游环线和三国蜀道文化国际

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李白文化、火药文化、红色文

化、三国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国家４Ａ级旅
游景区李白纪念馆和太白公园、李白故居构成了全

国最大规模的李白文化纪念体系。坚持文旅融合发

展，正加快推进李白国学文化教育学院、艺术家村及

艺术品交易区、五星级酒店、体育运动休闲公园、农

业生态旅游观光区及现代化农庄、文化主题商业街、

养生养老住宅及配套医疗机构等李白文化产业园项

目，着力将青莲打造成中国诗歌小镇、李白文化的主

要承载地，建成后将创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境
内有国家级地质公园、４Ａ级旅游景区———窦?山和
佛爷洞，风景秀丽的乾元山、观雾山、老君山、涪江六

峡等一大批旅游景区，以及王右木纪念馆、青林口古

镇等“三基地一窗口”。

４　湿地生态系统评价

４．１　定性评价
４．１．１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典型性

涪江流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江油以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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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若尔盖高原东南边缘山地，其下始入盆地，是典

型河道湿地特征。让水河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

都具备河流湿地的典型特征。江油让水河湿地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和健康程度将直接影响周边

区域经济建设、生态安全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可

持续发展规划，作为涪江上游的重要节点，江油让水

河湿地公园是嘉陵江流域湿地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湿地类型独特，属于河流－沙洲湿地复合体，
大型河漫滩和沙洲发育良好、植被资源丰富、河流生

境类型多样，属山地河流向丘区过渡区域，是河流－
沙洲复合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４．１．２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湿地是全球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生

存、繁衍和发展息息相关。让水河是江油重要的河

流。并处于境内东亚 －西非候鸟迁徙路线上，湿地
公园包含河流、沼泽湿地类型，丰富的湿地类型和植

被为湿地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对鸟类和鱼

类的保护、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

义。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为江油市成为发

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也

凸显了江油的生态旅游优势，将显著提高江油市的

城市品位和知名度。通过恢复湿地公园的自然生态

结构，构筑江油生态格局基底。

４．１．３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独特性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包含了河流、

沼泽、林、滩涂等众多自然生境，得天独厚的生境优

势，形成了以让水河河道为主体，沼泽、滩涂、林地等

类型的河流－湿地复合体。
４．２　定量评价
４．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ＬＹ／Ｔ１７５４－
２００８），国家湿地公园的评价体系由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环境质量、湿地景观、基础设施和管理等５类项
目２３各因子组成，其权重分值见表１１。

表１１ 国家湿地公园评价体系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湿地生态系统（４０分） 湿地生态系统典型性
（１０分）

湿地面积比例
（９分）

生态系统独特性
（８分）

湿地物种多样性
（７分）

湿地水资源
（６分）

湿地环境质量（２３分） 水环境质量（１０分） 土壤环境质量（７分） 空气环境质量（３分） 噪声环境质量（３分）

湿地景观（１５分） 科学价值（４分） 整体风貌（３分） 科普宣教价值（３分） 历史文化价值（３分） 美学价值（２分）

基础设施（１０分） 宣教设施（４分） 景观通达性（３分） 监测设施（２分） 接待设施（１分）

管理（１０分） 功能分区（４分） 保育恢复（３分） 机构设置（２分） 社区共管（１分）
附加分（２分） 附加分（２分）

　　鉴于《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是对已经进行
建设的国家湿地公园进行检查和验收的评价标准，

因此只选择能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的湿地生态系

统、湿地环境质量、湿地景观等３类项目１４个因子
对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进行评价，评价的权重分值

见表１２。

表１２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评价体系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湿地生态系统
（５０分）

湿地生态系统典型性
（１２．５分）

湿地面积比例
（１１．２５分）

生态系统独特性
（１０分）

湿地物种多样性
（８．７５分）

湿地水资源
（７．５分）

湿地环境质量
（２８分）

水环境质量
（１２．２０分）

土壤环境质量
（８．５０分）

空气环境质量
（３．６５分）

噪声环境质量
（３．６５分）

湿地景观
（１９分）

科学价值
（５．１分）

整体风貌
（３．８分）

科普宣教价值
（３．８分）

历史文化价值
（３．８分）

美学价值
（２．５分）

附加分（３分） 附加分（３分）

４．２．２　评价方法与标准
４．２．２．１　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评价分值计
算公式

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评价分值按照下列公式

进行计算：

Ｗ ＝∑αｉＸｉ

其中：Ｗ———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评价分值；
αｉ———三类评估项目中各评估因子的权重；
Ｘｉ———评价因子。

４．２．２．２　评价标准
（１）评价总分大于等于８５分，且单类评估项目

得分均不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的６０％，评为“优

９９４期 苏泽源，等：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资源现状及其湿地系统的评价 　　



秀”；

（２）评价总分大于等于７０分，且单类评估项目
得分均不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的６０％，评为“良
好”；

（３）评价总分大于等于６０分，且单类评估项目
得分均不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的６０％，评为“尚
可”；

（４）评价总分小于６０分，或单类评估项目得分
均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的６０％，评为“较差”。

４．２．３　湿地生态系统评价
湿地生态系统评价共有５项评估因子，分别是

湿地生态系统典型性、湿地面积比例、生态系统独特

性、湿地物种多样性和湿地水资源等，每项评估因子

又分高、中、低三个等级。评价分值由各因子分值累

加获得，满分５０分。根据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现
有情况，评价结果分值为４４．３７分，湿地公园的生态
系统达到优秀级别，具体评估得分如表１３。

表１３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生态系统评价

评价因子 等级 等级评价标准 赋值 评估 得分

湿地生态系统典型性
（１２．５分）

高 湿地类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 １≥Ｘ≥０．８
中 湿地类型在全省范围内具有典型性 ０．８＞Ｘ≥０．６
低 湿地类型的典型性较差 ０．６＞Ｘ≥０

０．９０ １１．２５

湿地面积比例
（１１．２５分）

高
干旱区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５０％以上，或湿润区湿地面积

占总面积的７０％以上 １≥Ｘ≥０．８

中
干旱区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３０％～５０％，或湿润区湿地面积

占总面积的５０％～７０％ ０．８＞Ｘ≥０．６

低
干旱区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３０％以下，或湿润区湿地面积

占总面积的５０％以下 ０．６＞Ｘ≥０

０．８５ ９．５６

生态系统独特性
（１０分）

高 湿地生态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独特性 １≥Ｘ≥０．８
中 湿地生态系统在全省范围内具有独特性 ０．８＞Ｘ≥０．６
低 湿地生态系统的独特性较差 ０．６＞Ｘ≥０

０．９０ ９．００

湿地物种多样性
（８７５分）

高 湿地内物种种类及数量很丰富 １≥Ｘ≥０．８
中 湿地内物种种类及数量较为丰富 ０．８＞Ｘ≥０．６
低 湿地内物种种类及数量较为缺乏 ０．６＞Ｘ≥０

０．８５ ７．４３８

湿地水资源
（７．５分）

高 以自然降水或者自然径流补给，水量能够保证湿地用水 １≥Ｘ≥０．８

中
以自然降水或者自然径流补给为主，水量基本能够保证

湿地用水，或者需要少量的人工补给
０．８＞Ｘ≥０．６

低 自然降水或者自然径流补给不能满足湿地用水 ０．６＞Ｘ≥０

０．９５ ７．１２５

总评价 ０．８８７ ４４．３７
注：湿地物种多样性中的等级区分，是以湿地公园所在省的湿地动植物总量为评价基础

４．２．４　湿地环境质量评价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湿地环境质量评价的评

价因子有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

和噪音环境质量等，各项是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１９９６）、《声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等标
准进行评估的。湿地环境质量总分值为２８分，评估
得分２５．１４５分。具体评价见表１４。

表１４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环境质量评价

评价因子 等级 等级评价标准 赋值 评估 得分

水环境质量
（１２．２分）

高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Ⅲ类水及以上 １≥Ｘ≥０．８
中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Ⅳ类水标准 ０．８＞Ｘ≥０．６
低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Ⅴ类水标准以下 ０．６＞Ｘ≥０

０．９０ １０．９８

土壤环境质量
（８．５分）

高 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一级标准 １≥Ｘ≥０．８
中 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 ０．８＞Ｘ≥０．６
低 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三级标准 ０．６＞Ｘ≥０

０．８５ ７．２２５

空气环境质量
（３．６５分）

高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一级标准 １≥Ｘ≥０．８
中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 ０．８＞Ｘ≥０．６
低 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三级标准 ０．６＞Ｘ≥０

０．９３ ３．３８

噪音环境质量
（３．６５分）

高 大部分区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的０类标准 １≥Ｘ≥０．８
中 大部分区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的１类标准 ０．８＞Ｘ≥０．６
低 大部分区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的２类标准 ０．６＞Ｘ≥０

０．９８ ３．５６

总评价 中 ０．８９８ ２５．１４５

００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４．２．５　湿地景观评价
湿地公园中湿地景观的评价，存在较多的客观

因素，因此采用估算方法。景观评价包括景观的科

学价值、整体风貌、科普宣教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

美学价值等。湿地景观评价总分值为１９分，评估总
得分为１７７７５分。详细评估如表１５。

表１５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景观评价

评价因子 评估 得分

科学价值（５．１分） ０．９０ ４．９５
整体风貌（３．８分） ０．９５ ３．６１

科普宣教价值（３．８分） ０．９０ ３．４２
历史文化价值（３．８分） ０．９０ ３．４２
美学价值（２．５分） ０．９５ ２．３７５

总评估 ０．９３６ １７．７７５

４．２．６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评价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湿地由河流湿地、沼泽

湿地组成，是四川省重要的复合型湿地，也是江油市

重要生态走廊。对于维护江油市、绵阳市、乃至四川

省的生态系统稳定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动植物资源丰富，水域宽

广，文化底蕴深厚，非常适合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更

好的发挥其生态作用。通过对湿地公园的湿地生态

系统、湿地环境质量和湿地景观的评价，综合情况如

表１６。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湿地生态系统、湿地
环境质量和湿地景观评价均为优秀。湿地公园总体

评价分值为８９７９分，评价结果为优秀。具备建设
国家湿地公园的条件。

表１６ 四川江油让水河国家湿地公园评价

评价因子 权重分值 实际得分 比例 评价结果

湿地生态系统 ５０ ４４．３７ ０．８８７ 优秀

湿地环境质量 ２８ ２５．１４５ ０．８９８ 优秀

湿地景观 １９ １７．７７５ ０．９３６ 优秀

附加分 ３ ２．５ ０．８３
总计 １００ ８９．７９ ０．８９８ 优秀

５　结束语

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湿地生态系统整体较

好，其中生态系统典型性、湿地面积比例、生态系统

的特性、湿地物种多样性和湿地水资源等五项情况

都较好，达到优秀；湿地环境质量中评价的四项中，

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和噪音环境质量３项评
价均在０９以上，环境质量很好。湿地景观评价中
湿地的科学价值、整体风貌、科普宣教价值、历史文

化价值和美学价值都很高，均达到优秀。从整体到

各项，江油让水河湿地公园的情况均为优秀，为开展

湿地保护、科学研究、科普宣教及生态旅游提供了优

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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