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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分析,阐述了其在

植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今后湿地公园内植物多样

性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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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合川地处长江上游,嘉陵江、渠江、涪江在此汇流形成“三江六岸”独特的城市格局,

使得合川区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成为长江中上游的重点水源涵养区.三江汇合流域是长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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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屏障的重要节点,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长江流域长久稳定和生态安全的保障.
“三江六岸”独特的城市格局孕育出独特的丘区河流-库塘复合湿地系统,复杂的地形和多

样的气候孕育了丰富的湿地植物资源.为保护合川这一独特的丘区河流-库塘复合湿地系统,

2016年12月30日经原国家林业局批准,开展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并于2022
年12月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荣获“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称号.重庆合川三江国家

湿地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国家公园,对于维持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健康,保障长江流

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维持物种生存、维系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1].
植物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对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

用[2-3].有许多学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植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直接或潜在的价值,植物多样性保护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与管理的基础[4-8].
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的总面积有3860.15hm2,其湿地率高达66.99%,包括嘉陵江

干流、涪江干流及其支流以及嘉陵江一级支流百岁溪与涪江一级支流小安溪,涉及合阳城、钓

鱼城、南津街、盐井、草街、铜溪、渭沱7个镇街境内的51个行政村(社区),地理坐标介于东

经106°07'55″~106°24'01″,北纬29°53'08″~30°02'07″.重庆市合川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地处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湿度较大、四季分明、无霜期长、云雾多、

日照少、风速小等气候特点.由于地形复杂,又处于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海

拔高度差较大,自然形成了地区性、季节性气候的变异.整个区境内常年平均风速小,水蒸气

不易散失,湿度大,气温较高.境内的风向和风速也是随地形变化,三江沿岸多顺河风,山区则

多顺槽风.年平均气温为18.3℃,年均≥10℃积温为5903.1℃,年总降雨量在1124.3mm,年无

霜期260~330d.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内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多样,包括永久性河

流湿地、丘区湿地、库塘湿地和水下沙洲群等,形成自然与人工复合湿地系统,是我国丘区河

流-库塘复合湿地系统的典型代表(图1).

图1 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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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9],
分为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4个层次[10].本文仅从物种多样性角

度分析湿地公园的植物多样性.
1.1 植物种类组成

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

沃,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得该区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据统计,湿地公园范围内

共有维管植物127科、344属、477种.其中蕨类植物4科5属6种,裸子植物5科6属6种,被

子植物86科241属313种.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477种植物中,木本植物144种,占植

物总数的30.18%,其中常绿乔木42种,约占总数的8.81%;落叶乔木有46种,占种总数的

9.64%;常绿灌木22种,占种总数的4.61%;落叶灌木34种,占种总数的7.13%;有的物种既

有乔木又有灌木,如,桑、构树等.草本植物333种,其中陆生草本191种,占草本植物总数的

40.04%,水生植物142种,占种总数的29.77%(表1).湿地公园内水生陆生的草本植物比率极

大,且多为当地原生植物.这样的生活型谱特征,正反映了湿地公园基本特征,也反映陆地环

境历史上扰动情况.

表1 植物种类组成表

植物类群 科数 属数 种数

种子植物 蕨类植物 4 5 6

裸子植物 5 6 6

被子植物 86 241 313

小计 95 252 325

维管植物 32 92 125

合计 127 344 477

1.2 植物植被类型分布

根据《中国植被》,湿地公园位于“IV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IVA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

亚区域,IVAii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IVAiia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地带,IVAiia-6
四川盆地,栽培植被、润楠、青冈林区”.根据《四川植被》,湿地公园位于“I川东盆地及川西南

山地常绿阔叶林地带,IA川东盆地偏湿性常绿阔叶林亚带,IA3盆地底部丘陵低山植被地区,

IA3(3)川中方山丘陵植被小区”.
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内植被类型分为陆生植被、水生植被两大类.其中,湿地公园

内陆生植被有7个植被型,25个群系;农业植被有1个植被型,2个群系;水生植被有2个植

被型,13个群系(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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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植被类型

大类型 植被型 群系

陆生植被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1.苦楝、枫杨、香樟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 2.枫杨林群落

3.刺桐林群落

暖性常绿针叶林 4.柏木林群落

暖性常绿竹林 5.慈竹林群落

常绿阔叶灌丛 6.水麻灌丛群落

落叶阔叶灌丛 7.臭牡丹灌丛群落

8.枸杞灌丛群落

9.石海椒灌丛群落

灌草丛 10.益母草群落

11.接骨草群落

12.腺梗豨莶群落

13.白茅群落

14.钻形紫菀群落

15.狗牙根群落

16.刺苋群落

17.荠菜群落

18.苍耳群落

19.金发草群落

20.荩草群落

21.鳢肠群落

22.积雪草群落

23.小蓬草群落

24.天胡荽群落

25.鬼针草群落

水生植被 挺水植物群落 1.芦苇群落

2.节节草群落

3.水蓼群落

4.披散木贼群落

5.藨草群落

6.喜旱莲子草群落

7.双穗雀稗群落

8.圆叶节节草群落

9.菰群落

10.菖蒲群落

沉水植物群落 11.菹草群落

12.穗状狐尾藻群落

13.金鱼藻群落

1.3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据记录显示,湿地公园内现有被列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物有6种,其中国家1
级保护植物1种,苏铁(Cycasrevoluta);国家2级保护植物5种,包括银杏(Ginkgobiboba)、
樟(Cinnamomumcamphora)、莲(Nelumbonucifera)、金荞麦(Fagopyrumdibotrys)和杜仲

(Eucommiaulmoides)(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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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湿地公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1.4 入侵植物分析

据记录显示,湿地公园内有16种外来入侵植物,占总种数的3.35%,如藿香蓟(Ageratum
conyzoides)、钻叶紫菀(Astersubulatus)、小蓬草(Conyzacanadensis)、野胡萝卜(Daucus
carota)、垂序商陆(Phytolaccaamericana)、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等.

这些入侵种一般分布在河岸湿地、路旁荒滩、部分库塘等处,所占的面积较多,对当地野

生植物区系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重.如区内钻叶紫菀、小蓬草等有大面积成片分布的现象.

2 植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人为活动影响,危害生物多样性

三江国家湿地公园是重庆市面积最大的公园,范围广,“三江六岸”居住着大量的居民,人

口相当密集,各河流流经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生活生产污水以及农药、化肥污染,导致了水体

严重富营养化[11].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湿地公园的永久性占地、临时性占地,以及河道

整治、采砂取石等,导致了水田、山塘、小溪等小微湿地和河漫滩上的草甸消失,从而使部分当

地乡土植物物种退化或者在局部灭绝,破坏了湿地公园内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及野生动植物生

境的安全.湿地公园范围内还居住着大量的原著居民,他们在进行生产活动过程中,会无意识

地破坏生物多样性.如在不知情情况下对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珍贵保护植物树种进行大量采挖

破坏,或者长期采挖具有药食同源的一些药用植物使其存有量急速减少[12].
三江国家湿地公园还是城市重要的休闲地和旅游地,市民和旅游者活动增加会破坏植物原

始生境,不适宜的行为如踩踏、采摘、砍伐等会对植物资源造成破坏.旅游景区、酒店等用地的

开发和利用也会破坏原有植被.综上,旅游的发展会导致植物资源的减少和物种、群落多样性

的下降,严重时还会导致植物灭绝[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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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来物种入侵,影响植物生境

外来植物入侵能够改变本地植物群落结构,影响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入侵植

物常常在阳光、养料、水分、食物、生态位等多方面与本土物种存在竞争,而在生存竞争中,入

侵植物因对变化的环境条件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从而使其在竞争中通常比本地植物更占优势.
大量繁衍的入侵植物导致本地植物物种减少,植物群落多样性水平下降,甚至可能使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16].经调查,湿地公园内存在大面积的入侵植物,如区内钻叶

紫菀、小蓬草等有大面积成片分布的现象,湿地公园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生物入侵威胁.
2.3 管理能力亟待提高,保护机制亟待完善

为确保湿地公园保护管理与建设工作有序进行,重庆市合川区成立了区湿地保护中心(加
挂重庆市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牌子)作为湿地公园管理机构,配备在编人员6人.湿地

的保护、管理、利用等事务性工作只是区湿地保护中心职能职责的一部分,人员缺乏不能满足

保护管理责任分工的需要.此外,由于人才缺乏,导致管理人员缺乏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专业

知识,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质量不高,效果不明显,因此,亟需建立专门科研或监测

机构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湿地公园管理结构服务能力,以保证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持续发展.
完善的管理责任体系是提高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质量、保证湿地公园管理工作能够顺利推

进的关键举措.重庆市合川区虽然制订了《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办法(试行)》和《合川区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等制度,但是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相关制度.

3 植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3.1 加强公园管理能力建设

研究表明,受国家政策保护,人为干预较小,也鲜少发生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区域,可以为

物种提供了稳定且安全的生存环境[17].
合理规划保护范围,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做

好重庆合川三江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工作,实现保护地边界的合理划定与资源的

有效保护.
积极倡导生态旅游,严禁在生态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中活动.严厉打击挖沙采石、乱捕乱

猎、非法占用等破坏湿地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严格公园红线管控,禁止任何开

发项目占用公园土地.
加强各级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建设,增设相关职能机构,提高湿地公园管理结构服务能力,

以保证公园的管理和保护可持续发展.同时建立有效的湿地保护管理协调机制,政府部门之间

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此外,为确保国家有关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到落实,还需

要基层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发挥作用[18].
3.2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

外来植物入侵这一世界性生态问题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

境问题.
首先,认识外来入侵物种.阻断和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必须要认识外来入侵物种,只有认识

了解了该物种,才能科学地应对.因此,加强生物多样性和植物入侵危害宣传,强化生态安全

意识,形成全民关注及全民参与防范的氛围,才能有效把外来入侵植物危害程度限定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其次,加强科学处理.对已经存在的外来物种,采取科学方法处理,将其对本地物种

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根据入侵现状和等级评级结果对入侵植物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健

全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价制度,能有效提高入侵植物管控成效以及管控资源分配的效益.对于

分布面积广、清除难度高的入侵植物,需要综合考虑,制订科学处理计划及长期防控策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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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生范围很小、危害不严重的待观察类入侵植物,应该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对其发展动态密

切监测,在其分布面积有限时实施有效的局部清除防控措施[19].再次,建立专门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机构或监测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和设施设备,常态化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完善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加强濒危种、特有种和重要生物遗传资源的收储[20],提升濒危植物

保护能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3.3 开展湿地生态修复

首先,通过小微湿地建设等人工修复途径,恢复湿地公园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开展湿地景

观再造、鸟类栖息地营造,改善滨水区域的生态环境.同时针对退化湿地,合理实施湿地植被

修复、地带性植被恢复等恢复手段,通过防洪护岸生态治理、河道治理、新建生态护岸等措施,
提高排洪功能,降低两岸水土流失,实现湿地公园建设与城市人居环境协同共生.

其次,科学合理施用化肥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绿色设施及能源,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保证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18].
再次,采用自然恢复、人工种植等多种方法,恢复湿地中的植物.在造林更新、植树绿化中

科学合理地运用乡土树种,开发并用好乡土树种,发展种植乡土树种,避免引进的树种或品种

不适应当地环境或横生蔓延造成生态失衡的弊端.
3.4 加强科学研究

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跨学科、多领域的人才,有针对性地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加强跨

学科、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交流.与具有科研优势的科研院校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项目,
能弥补当前公园管理机构人才缺乏的短板.综合调查生物多样性,评估保护状况,常态化观测

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类群,摸清家底[21],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3.5 加强监管

严格落实防火防虫责任制度,加强植物检疫检查,持续加大林业植物检疫力度,重点加强

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防控工作,以检疫查验为突破口,细化复检监测措施,加大林检专项执

法行动力度,有效防控检疫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入侵.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长

效机制,提升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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