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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宝库与生存环境，它广泛分布于世界各自然地带。
目前，全世界的湿地已超过5亿公顷。
中国于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其湿地面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几乎包括了国际湿地公约中提
及的所有湿地类型。
　　湿地除了为人类提供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水源外，还具有重要的环境生态功能。
对于湿地的环境生态功能，最为形象的说法是称湿地为“地球之肾”。
湿地还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是多样生物的储存库并具有调节气候、蓄洪防旱、净化环境等作用。
湿地系统是水体系统和陆地系统的过渡，也是大气系统、陆地系统与水体系统的界面，在水分、养分
、有机物、沉积物、污染物的运移中处于重要地位。
它兼有水陆两类生态系统的特征，但又与水陆两类生态系统有着本质差异。
　　尽管湿地如此之重要，然而，人们对它的破坏却日益严重，这种破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土地开发不断加快，人们对土地的利用不断地扩张，导致湿地面积的减少，湿
地生境的丧失。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和破坏式的经济发展，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效益也严重下降，
主要表现为水污染程度惊人、水质碱化、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等。
由于湿地被破坏的形势如此之严重，因此，关于湿地尤其是湿地的保护和利用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
所关注的重点学科与热点研究领域。
如何在保护湿地的前提下寻找一个合理保护和利用湿地的平衡点是目前亟待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合理利用，完全静止的、僵化的保护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现实的，保护
应是一种动态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也是可持续利用的一种策略，对湿地的利用要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考
虑，对湿地开发和利用的任何短视行为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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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湿地公园是国家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建设城市湿地公园是当前形势下维护和扩大
湿地保护面积直接而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本书对城市湿地公园的概念、属性及分类进行了探讨，明晰了我国目前城市湿地资源保护方面的状况
及存在问题，并结合实例论述了城市湿地公园的营建模式和技术应用，同时在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方面
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
    本书吸取多学科研究成果，结合实际案例，图文并茂，系统性强，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风景园林及相
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环境设计、城市规划、旅游规划、保护区管理
等相关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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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维护湿地生态安全是城市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人类、自然灾害（洪水、干旱等
）引起的干扰，都影响着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
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分析干扰类型、作用机制和扩张路线，并通过
科学的景观规划和设计，控制干扰的发生及扩散，达到保护城市湿地的目的。
　　（2）合理设计湿地坡面　　湿地坡面是市民接触湿地的界面，不合理的湿地坡面设计，会增加
湿地的危险系数，降低其休闲、娱乐等功能。
通过结合区域土壤、植被等自然特征和城市文化特点，设计出安全系数较高的湿地坡面。
在建立湿地坡面台阶时，权威人士认为，台阶的垂直高度和平面宽度间比值小于1／8时效果最佳。
　　（3）控制湿地生境传染病源害虫　　通常，大多数湿地为蚊子等害虫提供了定居、繁殖的生境
条件，所以在湿地内控制害虫的定居及扩散也是保护公众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在充分认识不同蚊子的生活特性及传播病菌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湿地治理。
在湿地系统中控制蚊子种群时可考虑以下几方面：　　①湿地斑块特征斑块形状特征较简单、面积与
边缘周长比值较低的水池可抑制蚊子种群的定居及繁殖，而面积较小的水池（〈0.2hm2）则可为蚊子
提供适宜的栖息地生境。
因此在城市废弃水池中建立人工湿地时应通过合理设计，控制蚊子种群的繁殖生长。
其具体措施包括设计湿地陡峭的边缘（〉30°）和较深的底部（〉1.3m）。
　　②湿地水文水面开阔、波动较大的湿地可限制蚊子种群的定居和繁殖。
因为水面波动可以破坏蚊子的呼吸作用，并且抑制藻类和水生植物的生长，减少蚊子的生存栖息地。
　　③水质湿地水质是控制蚊子种群的重要决定因素，营养物质含量高的水体有利于蚊子生存及繁殖
。
所以，在湿地规划和设计中，应控制湿地污染源，同时通过相应的措施，维持湿地水面流动，增加水
体含氧量，以减少蚊子种群。
　　④植被湿地植被是蚊子种群的食物源，也为蚊子孑孓种群提供了理想的避难所。
如果定期收割密集的自然植物群落，改善捕食者的生境条件，将会减少蚊子种群。
　　⑤化学和生物学祛除措施在蚊子的繁殖区域中将主要使用适宜的杀虫剂及引入其捕食者来控制蚊
子种群。
但如果长期使用化学药品不仅使蚊子产生免疫功能，降低灭蚊效率，同时会造成环境污染。
生物防治方法主要是以天敌来控制蚊子种群。
湿地的无脊椎捕食者能降低蚊子幼体种群，但问题是难以调控无脊椎捕食者种群动态。
可利用蝙蝠和鸟类喜好捕食成年蚊子的生活习性，建立鸟类人工栖息地，控制蚊子种群。
同时引进以害虫为食的鱼类，不仅抑制蚊子种群的增长，也可获取一定的商业利益，是一种实用性很
强的湿地蚊子治理措施。
　　⑥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建立相应的通风和洒水等基础设施，增加水面干扰，抑制蚊子的产卵及繁
殖，降低蚊子种群的生长。
　　在城市湿地治理中，要利用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景观规划学、生态安全格局等相关原理，
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主，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提高湿地安全，包括公众安全和湿地生态安全
，达到湿地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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