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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是 宝贵 的 自然贵辑 ．对 保护生物多样 生具有重要意义 在有关湿地 生态 价翟论 的基 上 对 我 旨 

湿地现状．建立了】垂包括指标体系与磕恒标准在内曲强地生析多鞋性评价万法。并对天津古海岸与湿老 自蛑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进行 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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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evaluation on wetland—A case study form Pa]eocoast and Wetland Nature Reserve Zone in TJ~Jl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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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0f precious natura[reEoHr~es，wetland has an important value con biodiversity r~ervatiog Ba．sed(m 

the the。rv of eeotogicat evaluation of wedand．a bic~tiversity eva Luation method includ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t'rJ and a — 

sigoment standard is established and the biodiversity of Pa Leocoast and W etland Nature Reserve Zone in TiaNin is( a【uE1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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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可简单表述为生物之间的多样化和变异性及物种生境的生态复杂性．它包括动物 、植物、微 

生物的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物种所在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过程 。生物多样 性是地球上数十亿年来生 

命进化的结果，是生物圈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与人类活动 

的加剧，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成为当前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之一。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持续利用问题已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内容包括起源、 

保持及丧失；生态系统功能；编目、分类和相互关系；评价与监测等方面：其中生物多样-眭的评价以生物多样 

性的编目、分类和相互关系的认识为基础，是准确监测、合理利用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本文在有关湿地生态评价方法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湿地现状，建立了1套包括指标体系和赋值标 

准在内的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并对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评价。 

1 湿地生物多样性 

作为水陆相兼的生态系统，湿地的独特生境使它同时兼具丰富的陆生与水生动植物资源，对于保护物 

种、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难以替代的生态价值。湿地生物多样性是所有湿地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 

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所拥有的基因和它们与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 

统。湿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蕴藏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湿地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资源。我国已知湿地高等植物 156科、437属、1388种及变种、变型，占中国已知植物总数的 

2 8％。已知湿地鸟类约 300种，占中国已知鸟类数的 26 1％。湿地是水禽的重要栖息地，中国的水禽有 

250种，其中列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 54种，属一级保护的有 14种，属二级保护的有 40种． 

列人《世界受威胁鸟类名录》的计 23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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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地物种多样性评价指标体 系与评价方法 

在湿地生态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理论与实践，将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作为一‘ 

级指标 ，下设 2、3级亚指标，建立 了 1套 

可操作性较强的湿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 

标体系(见表 1)．其评价指标的赋值标准 ： Tab 

A物种 多样性 为 A1+42+A3，共 5O分。 

A1物种 多度 为 A1 1+A1 2，共 20分 

AI 1维 管植 物 为 l0分 ，湿地 维 管植 物 

≥500种为 10分，湿地维管植物200～499 

种为7 5分，湿地 维管植物 101～199种为 

5分，湿地维管植物 <100种为 2 5分； 

A1 2鸟类为 10分，湿地鸟类>200种为 

lO分，湿地鸟类 70～199种为 7．5分，湿 

地鸟类 30～69种为 5分，湿地鸟类<3O 

种为2．5分。A2物种相对丰度为 A2．1+ 

A2 2，共 20分。A2．1维管植物为 l0分 

湿地维管植物数占所在生物地理区或行 

政省 内物种总数 的比例 >30％为10分 ， 

表 1 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赋值标准 

及天津古海岸与湿地 自{}!；保护 区得分分值 

Evaluatkm index system and valuc~determlned standmd for biod[versily 

aTld 0r of paleocoast and wetMnd na[iRre re erve in Tianjlc 

*表内括导中“ 前的数字为保护区谖项指标的得分．“f 后的数字为菹项指拓 

精分分值 

湿地维管植物数所占比例在20％～29．9％为 7 5分，湿地维管植物数所占比例在 lO％～29 9％为5分．湿 

地维管植物数所占比例<1O％为2 5分；A2．2鸟类为 lO分 ．湿地鸟类数占所在生物地理区或行政省内物种 

总数的比侧>7O％为 1O分；湿地鸟类数所占比例在 50％～69．9％为7 5分，湿地鸟类数所占比例在 2O％～ 

49 9％为 5分 ，湿地鸟类数 昕占比例<20％为 2 5分。A3物种稀有性为 A3 l+A3 2，共 10分。A3】维管 

植物为 5分，湿地内有全球性珍稀濒危植物为5分，湿地内有国家重点保护一 、二类植物为 4分、湿地内有国 

家重点保护三类植物为 3分，湿地内有区域性珍稀濒危植物为2分；A3 2鸟类为 5分．湿地内有全球性珍稀 

濒危鸟类为 5分，湿地内有国家重点保护一类鸟类为 4分，湿地内有国家重点保护二粪鸟类为 3分，湿地内 

有区域性珍稀濒危鸟类为 2分。B生态系统多样性为 B1+B2+B3，共50分。Bl物种地区分行为B1 1+ 

B1．2，共 20分。B1 1维管植物为 l0分，5O％以上的维管植物属仅有极少产地的地方性物种为 lO分，5O％ 

以上的维管植物属广布但局部少见或分布区边缘物种为 7分 ，50％以上的维管植物属广布种为 4分；Bl 2 

鸟类为 l0分．5O％以上的鸟类属仅有极少产地的地方性物种为 lO分，5O％以上的鸟类属广布但局部少见或 

分布区边缘物种为7分，50％以上的鸟类属广布种为4分 B2生境类型为 B2．1+B2 2，共 2O分。B2 1生 

境稀有性为 8分 ．世界范目内唯一或极重要的湿地为 8分 ，国家或生物地理 区范围内唯一或极重要的湿地为 

6分，地区范围内稀有或重要的湿地为 4分．常见类型的湿地为2分；B2 2生境多样性为 I2分，湿地生态系 

统的组成成分与结构极复杂，有多种类型存在为 l2分，组成成分与结构较复杂，类型较多为 9分，组成成分 

与结构较简单，类型较少为 6分，组成成分与结构简单，类型单一为3分。B3人类威胁为B3．1+B3 2，共 10 

分。B3 1直接威胁为5分，保护区内很少有人类的侵扰活动，对当地的水体、土地 、矿藏、生物或景观等资源 

只有少量的开发利用 ，对资源的有效保护不构成威胁为5分，保护区内有人类侵扰活动存在．对当地的水体、 

土地、矿藏、生物或景观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较大，资源的有效保护受到一定威胁为3分，保护区内人类侵 

扰活动较严重，对当地的水体、土地、矿藏、生物或景观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明显过度，资源的有效保护受到较 

大威胁为 1分；B3 2间接威胁为5分，保护区与未开发生境毗邻，或有通道与其相连，或被其环绕为5分，保 

护区周边地区尚有未开发的生境为 3分，保护区被已开发的区域环绕为1分。 

根据某一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调查结果，对照以上赋值标准逐项打分，将所得分数累加即得到该湿地生 

物多样性评价总分(R)，计算方法为： 
3 3 

R=∑Ai+∑ (1) 
i=1 I= I 

根据 R值的高低，将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划分为5级．R=86一i00．生物多样性很好；R=71～85，生物 

多样 较好：R=51～70，生物多样性一般 ；R=36～50，生物多样性较差；R≤35．生物多样性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生 态 农 业 学 报 第 l(1卷 

3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评价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海洋类保护区，其核心区七里海湿地地处北纬 39 16 ～39。2(】． 

东经 I17。29 ～l17。39 ．海拔2～2 4m，地势低平。地貌类型主要为海河冲积平原和湖沼湿地 t壤类刑主 

要为沼泽土 、盐化湿潮土和滨海盐土 七里海湿地地 区有维管植物 l96种 ，鸟类 130种，分 别占天津地 区物 

种总数 的 13 3％和55 3％。湿地中野大豆(Glsvine ussurignsisRege1)为国家重点保护三类植物，白鹳 

(Ciconia cicnia)等 7种鸟类为国家重点保护一类鸟类。A1物种多度 AI 1+AI 2=5+7．5=I2．5分．aS． 

物种相对丰度 A2．1+A2．2=5+7．5=12 5分，A3物种稀有性 A3 l十A3 2=3—4=7分 ．A物种多样性 

A1+A2+A3二12 5+12．5+7=32分；保护区大多数植物种类属于世界广布种，在记录的留鸟和夏候吗中 

占北界占35 14％，广布种 占54．04％，在冬候鸟中古北界占62．5％，，‘。布种占37．5％，Bl物种地区分布 

m ．1+ 2=4+4=8分。保护区主要生境为沼泽芦苇生态系统，在华北地区属较常见生境类型．保护区处 

于由海洋向陆地，由暖温带向温带，由湿润地区向干旱地区，由沿海渔业、盐业区向内陆农业区的过渡地带． 

既有天然的洼、塘、淘、淀，又有人工河道和水库，其典型植被类型占天津市总数的 31．3％，生态系统的组成 

与结构较复杂，生境类型较多，B2生境类型B2．1+R2．2=2+9=11分。保护区受人为影响较大，对湿地内 

的水体、生物等资源的开发强度较大，每年冬季芦苇全部收割甚至烧荒，滥捕野生鱼虾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此外部分水域的高密度养鱼已造成永体富营养化，生物多样 性资源的有效保护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 B里 

海湿地周围均为村镇建成区，附近没有未开发区域，B3人类威胁 B3．1+B3．2=3+1=4分，B生态系统多样 

性 Bl+B2+B3=8+】l+4=23分 。 

保护医生物多样性评价总分为： 
3 3 

R=∑ +∑BJ=32+23=55分 (2) 
l= L = 1 

对照前述的划分标准，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处于一般水平。 

4 小结 与讨论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不同，选取的指标和评价方法也有差异 本文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的建 正．是 

评价某一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为优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因此，该体系所采取的指标着重体现 r可操作 H： 

的原则，与常规生态学指标的选取有所不同 如生态学上的物种多样性多涉及到种群数 目，常应用于较短时 

问尺度中生物群落研究，而本文提出的各级亚指标是基于物种数目的调查方法 ，资料可来源于当地动、植物 

名录，反映了较长时间内一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可视作所有生物不可降低的复杂性，不仔在 一 

个单一的客观指数测度生物多样性，只存在与特定 目的相关的测定方法 ：生态系统多样性测度的难度较 

大．主要是由于生态系统的边界不确定，本身的结构又比较复杂。故有的研究者从种问关系或营养结构角度 

构造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在实际工作中常采用间接指标进行评价。本文选用的生境类型和人类威胁指 

标亦属此类。将鸟类多样性纳A指标体系至少有 3方面好处，许多地区已经进行过鸟类普查，编写 厂名录； 

湿地是鸟类特别是水禽的重要栖息地，鸟类多样性可较好地反映湿地多样性状况：鸟类处于湿地生态系统能 

量金字塔的顶级，其多样性状况更易受到生境状况(B2)和人类干扰(B3)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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