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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下游的黄河三角洲

分布有世界上暖温带保存最广阔、最完善、最年轻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该区域特殊的地质地貌决

定了其生态多样性,需要进行重点研究和保护。文章立足于我国现有湿地保护政策和湿地面积缩

小的现状,提出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可着重围绕其岸线变化、冲淤速率、地形地貌等开展研究,并

采用减压分洪扩充法等治理修复方法扩大湿地面积,为推动黄河流域及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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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YellowRiverValleyholdsaveryimportantstatuson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s

wellastheecologicalsecurityofChina.Atthelow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developstheYellowRiv-

erDeltawherethewidest,youngestandmostperfectcostalwetlandecosystemonthewarmtemperate

zoneoftheworlddistributed.TheYellowRiverDeltaboaststheuniquegeologicallandformwhichdeter-

minesitsecologicaldiversity,alsowithanimportantinternationalsignificanceforprotection,somore

meaningfulstudiesandgreatprotectionshouldbeimplementedinthisregion.Thepaperbasedonthepoli-

ciesandregulationsaswellasthestatusquoofwetlandareadecreasing,putforwardsomeissuesonthe

studycontent,suchasshorelinevariation,erosionanddepositionrate,geomorphology,aswellastheres-

torationmethodsofdecompressionanddiversiontoexpandtheYellowRiverDeltawetland,withtheaim

ofprovidingeffectivereferencetostrengthenecologicalprotectionandpromot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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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YellowRiverDeltawetlandandtheYellowRiverValleyasa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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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

二大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前党和国家

对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的关注度很高,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发展情况,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重点

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在2019年召开的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下游的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最完

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

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黄河三角洲

湿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极其重要

的环节,合理的湿地治理修复具有关键意义。本研

究阐述黄河三角洲概况,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结

合其湿地演化特点进一步探究并提出治理修复策

略,以期为保护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和地质环境提

供有益参考。

1 黄河三角洲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1.1 黄河三角洲概况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在渤海入海口凹

陷处沉积而形成的冲积平原,受新华夏构造体系和

北西向构造的控制。现代黄河三角洲是1855年黄

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自徐淮古道北徙,夺大

清河从利津入渤海,后逐渐发育的巨大扇形堆积地

貌,西侧以垦利宁海为顶点,北起套尔河口,东南至

淄脉沟口的扇形地带,面积约5250km2,海岸线长

约186km[1-2]。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在入海口的变化较为明显。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黄河三角洲随着河流逐

渐进入渤海,且向东南方向弯曲和延伸。1996年

6月清水沟流路原清8剖面向上950m处进行人工

改道[3],迫使河流向东北方向转向。2000年前后原

有黄河三角洲不再有泥沙补充,侵蚀和沉降导致其

尖端萎缩,而北部新的黄河入海口处则形成新的半

岛。由于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新形成的半岛面积不

断增大,原有黄河三角洲面积继续萎缩。2015年新

的黄河入海口尾端分出两叉,新黄河三角洲的面积

明显大于原有黄河三角洲。

1.2 存在的问题

现代黄河流域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黄

河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以及开发利用过

度。黄河流域水资源十分短缺,多年平均天然河川

径流量约为559亿 m3,仅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

2%;人均年径流量为473m3,仅为全国人均年径流

量的23%。如此短缺的水资源却承担着全国15%
耕地和12%人口的供水任务,加之水资源时空分布

严重失衡,径流量日益减少。2013年黄河径流量减

少32%~50%,2014年黄河出现罕见的全流域性干

旱,2015 年 黄 河 干 支 流 径 流 量 为 50 年 来 的 最

低点[4]。

近年来黄河水沙减少,黄河三角洲不断被海水

侵蚀。根据利津站的水文统计数据,1998—2016年

黄河入海口一带蚀退明显,刁口河故道区域岸线累

计蚀退超过10km,侵蚀导致湿地退化面积超过

200km2。黄河三角洲油气资源开采、运输和加工

过程中,由于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大量的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传递和富集,造成

盐渍化土壤污染,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

降低。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入侵黄河三角洲使河口

湿地大面积退化,造成鸟类觅食、栖息生境逐渐减

少甚至丧失,导致鸟类多样性降低,滩涂底栖动物

密度降低60%[4]。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滨海湿地损失约

50%,天然红树林面积减少约73%,珊瑚礁被破坏

约80%[5],黄河三角洲湿地面积不断萎缩。20世纪

70年代以来,由于降水量减少以及城市生活和农业

等对上游水资源需求增加,流向黄河三角洲的水和

泥沙锐减,黄河甚至出现断流的情况,对黄河三角

洲湿地可持续健康演化的影响很大。据统计,40年

间黄河三角洲的自然湿地面积年均减少30.58km2,

人工湿地面积年均增加24.47km2,但湿地总面积

年均减少6.13km2[6]。虽然人工湿地面积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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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人工湿地毕竟不是天然形成的,无法取代自

然湿地。

有学者针对黄河三角洲开展多项研究,大多集

中于地形地貌方面,包括沉积物粒度和成分[7-8]、海

岸带冲淤情况[1,3]、三角洲叶瓣演化历史[9-10]、河流

改道情况[11-12]等;也有学者关注湿地退化[13]、湿地

生态环境[14]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其他方面涉及

较少,如较少将黄河三角洲的进积过程与滨海湿地

的演化加以联系开展研究,缺乏对黄河三角洲湿地

系统演化的理解以及对其开展有效修复和保护。

因此,要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目标任务,保障黄河流域长治久安,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亟须进一步更新黄河流域保

护理念,拓展黄河三角洲领域的研究范围,在继续

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形地貌和地质演化的基础上,更

多关注黄河三角洲湿地在地质演化中重要的生物

过程以及修复和改造等内容。

2 黄河三角洲湿地研究及治理修复建议

2.1 湿地保护政策

我国于20世纪后期逐渐认识湿地保护的重要

性,相继颁布多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为湿地资

源的永续利用打好基础。例如:2000年发布的《中

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是我国早期开展湿地保护、

管理、可持续利用的行动指南;2003年国务院批复

《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我国湿

地保护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此后湿地保护工作

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2004年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及时遏制人为破坏湿地、减少湿地的趋势;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严格

湿地用途监管,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增强湿地生

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地保护

与修复水平;2021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标志着我国湿地保护正式走向法治化。值

得一提的是,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的颁布是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对

于保障黄河安澜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

重大意义。

此外,我国加强对湿地保护标准化的支撑力

度,不断建立健全湿地领域标准体系,优先启动《湿

地基本术语》《湿地生态监测规范》等国家、行业标

准的立项、编写工作,积极推进对湿地保护标准的

培训和宣贯,同时参与国际湿地保护标准相关工

作。2022年我国在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时,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湿地保护标准化的成功经

验和做法。

在上述法律法规、政策规划以及标准体系的保

障下,未来应在科学论证、资料分析和地质特性研

究的基础上制定黄河三角洲湿地修复和保护措施,

促进“母亲河”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以及湿地自然

风貌永续演化。

2.2 立足科学研究开展治理修复

2.2.1 岸段变化及冲淤速率研究

不同性质岸段的侵蚀淤积状态有所不同。现

代黄河入海口岸段泥沙来源丰富,通常处于淤积状

态;前期黄河入海口岸段由于入海口改道阻断泥沙

来源,往往处于较强的侵蚀状态;而很久以前的黄

河入海口岸段由于河流改道时间已久,往往处于弱

侵蚀或平衡状态。因此,建议科学划分黄河三角洲

岸段,并对不同岸段开展侵蚀淤积监测与研究。

2.2.2 湿地地形地貌研究

湿地地形地貌研究是湿地研究的重要方面,主

要包括黄河三角洲的古河道和潮道分布,洼地和相

对高地分布,以及沙脊、沙丘和淤泥滩分布。近年

来黄河三角洲湿地大幅缩小,其原因一方面是水沙

输入大量减少,另一方面是没有很好地利用洪水时

期对不同的地形地貌单元进行调控。

2.2.3 地质、水位和水质研究

地质研究主要包括沉积物的类型分布、粒度特

征、表层和柱状采样以及纵向地质剖面,由于这方

面已有研究较多,可以收集资料为主,同时进行补

充性研究。此外,应研究湿地水位和水质情况,包

括淡水和咸水的界限以及水环境质量等。

2.2.4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

频繁的人类活动、植物入侵等改变湿地景观和

生态地质环境,从而深刻影响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目前有些科研院所已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建立

野外观测站,有利于针对湿地生态系统开展长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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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对比研究。

2.2.5 湿地面积变化及发展趋势研究

全球湿地面积变化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

题。近年来自然湿地面积明显缩小,其中到底缩小

多少、主要原因是什么、发展趋势如何、可能导致什

么后果等都是重要的关注点。

2.2.6 湿地改造与治理研究

在湿地面积连年锐减的情况下,治理修复湿地

以及逐步扩大湿地面积是当前的重点工作。黄河

三角洲湿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位于黄河入海口,虽

然近年来黄河水沙减少甚至有时断流,但其丰水期

仍有较多水沙注入海中,充分利用这些水沙对湿地

改造有重要作用。数十年前进入黄河三角洲的河

道总是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规律自由改道,黄河亦

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逐渐形成三

角洲叶瓣。但近年来由于海岸带油气开发对黄河

实行人工改道,逐渐形成新的三角洲叶瓣(如现在

的入海口)。因此为调整湿地状态或扩大湿地面

积,在必要情况下可与相关油气田进行协商,对黄

河入海口进行人工改道,形成新的三角洲叶瓣。

2.2.7 扩大湿地面积

明朝时期主要采取加高河堤的方法抵御洪水,

但仍然出现黄河泛滥的现象,给人民造成巨大灾

难。为此,明朝水利学家潘季驯采用“束水冲沙法”

降低河床,河水泛滥明显减轻,同时采用“滚水坝分

洪法”,取得良好抗洪效果。“滚水坝分洪法”即事

先选择低洼区,当洪水来临时打开堤坝放水进入低

洼区,以减轻洪峰压力。因此,可在开展黄河三角

洲湿地地形地貌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相对洼地

和高地,再利用潘季驯的“滚水坝分洪法”,在合适

位置建立分洪堤坝,使洪水注入洼地,从而适当扩

大湿地面积,这种方法可称为“减压分洪扩充法”。

3 结语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具有调节地球水分平

衡的重要作用,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

统。盲目围垦和改造、任意排放污染物、海岸侵蚀

等原因可导致湿地面积锐减。黄河三角洲湿地是

世界上比较稀有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之一,目前其

自然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整体呈现湿地人工化或湿

地退化的特点。因此,应针对黄河三角洲湿地进行

地质、地形地貌、水质、生物、整治修复方法等方面

的多角度研究,改变湿地不断退化的现状,采取有

效措施扩大自然湿地面积,并对湿地进行治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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