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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牶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峙县东部的秦戏山牞是海河水系的干流之一。滹沱河流域内的湿地植被可分为牬大类，即

木本湿地植被、水域植被、低草湿地植被和高草湿地植被。本文对牨牱个主要群落类型的分布、生境和群落特征进行了论

述，并分析了群落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对滹沱河流域植被保护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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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具有独特

的环境功能、生态经济价值和资源作用，是自然环境保护的主

要对象。牨牴牴牪年中国加入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

际重要湿地公约》牞并将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列为《中国牪牨世

纪议程》的优先项目。滹沱河是海河水系的主要干流，流域内

的湿地较为丰富牞为湿生植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牞

亦为动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丰足的食料和适宜的栖息环境。然

而关于滹沱河流域（山西境内）湿地植被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文是作者对山西省湿地植被研究的部分结果。

牨 研究区域和工作方法

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的秦戏山牞经代县、五台山北

麓在原平、定襄与忻州交界处牞受阻于金山牞折向东流，至盂县

出境牞穿太行山脉入河北省境。它在山西境内的长度为牪牭牰

犽犿牞流域面积牨牬牪牳牬犽犿
牪
牞主要支流有阳武河牞云中河牞牧马河

和清水河等。水量较大牞而含沙量小牞水力蕴藏量为牨牳牣牨牱万

犽犠牞开发利用价值较大。区域经济以农业为主牞农作物以玉

米、高粱、水稻、马铃薯为主。

本流域年平均气温牳牣牥℃—牴牣牥℃牞最热月牱月平均

牪牪牣牭℃—牪牫牣牭℃牞最冷月牨月平均－牨牥牣牥℃ —－牴牣牥牥℃牞极

端最高气温 牫牳牣牥℃—牬牥牣牬℃牞 极端最低气温 －牪牳牣牭℃ —

－牪牱牣牥℃牞热指数牳牭℃—牴牭℃牞≥牨牥℃积温牫牨牥牥℃—牪牬牥牥

℃，年日照时数牪牰牥牥—牪牳牥牥犺牞年降水量牬牥牥—牬牭牥犿犿牞牱—牳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牭牫％左右。土壤主要为冲积土、草甸土、

盐渍土和沼泽土等。

牨牴牴牱年牱月上旬牞我们对滹沱河流域湿地植被进行了调

查牞从滹沱河源头牞顺流而下牞在繁峙、代县、原平市、定襄县的

湿地主要分布区：河漫滩、水库、沼泽、湖泊、盐渍地等，采样方

法用典型取样，共取样方牫牴个牞采集标本牪牬牫号，牫牬牰份。实地

测量了湿地植被群落的立地水深、生境条件、狆犎值、表层水

温、样方内外的植物种类、株高、盖度、生物量、生活型、物候期、

生活力等。

牪 种类组成和分布

据样方统计，组成滹沱河湿地植被的植物种类共牨牭牬种，

隶属牪牴科牭牪属。其中禾本科、莎草科和菊科属种数量较多，约

占属种总数的牫牳％和牬牰％。按植物的生活型分牞在上述种类

中牞有湿生和挺水植物牴牳种牞占牰牫牣牭牬％；飘浮植物牫种占

牨牣牴牬％；浮叶植物牪种，占牨牣牫％；沉水植物牨牭种，占牴牣牱牬％；



６０ 上官铁梁等牶滹沱河流域湿地植被类型及保护利用对策 牪牥牥牨年牪月

中生和旱中生植物牫牰种，占牪牫牣牱牴％。湿地植物的分布与水深

变化、透明度及底质状况、潜水位的高低、土壤理化性质等密

切相关。一般在有浅水或潜水位比较高的湿地，湿地植物生长

较高牞物种多样性也较丰富，群落覆盖度较大；反之在污染水

域或潜水位比较低、沙质或盐渍化等湿地，湿生群落的物种多

样性降低，群落覆盖度小，生活力弱。在地下水位低、砂砾质的

河漫滩或季节性断流湿地条件下，常见中生或旱中生植物侵入。

牫 主要植被类型概述

牫牣牨 木本湿地植被

牫牣牨牣牨 河柳 牗犆狅犿牣犛犪犾犻狓狊狆狆牣牘 分布于滹沱河沿岸潜育化湿

地牞在洪水期常常被淹，枯水期地下水位牪牥—牬牥犮犿。建群种河

柳有人工种植的有自然形成的牞盖度牰牥％ —牱牥％。群落下层

以耐盐的多年生根茎禾草为主牞其中赖草占绝对优势牞株高

牨牭—牫牥犮犿，盖度牫牥％—牬牥％。伴生种有苦荬菜（犐狓犲狉犻狊犱犲狀

狋犻犮狌犾犪狋犪）、苔草（犆犪狉犲狓犱狌狉犻狌狊犮狌犾犪，犆牣犮狅狉犻狅狆犺狅狉犪）、蒲公英

（犜犪狉犪狓犪犮狌犿 犿狅狀犵犾犻犮狌犿）、毛莲菜（犘犻犮狉犻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犪）、苍耳

（犡犪狀狋犺犻狌犿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犿）和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等。该群

落具有护堤保土作用。

牫牣牨牣牪 沙棘群落牗犆狅犿牣犎犻狆狆狅狆犺犪犲狉犺犪犿狀狅犻犱犲狊牘 分布于代

县阳明堡小寨村南滹沱河一级阶地牞潜水位大于牬牥犮犿，建群

种沙棘适应能力强牞在河漫滩分布较广牞盖度牴牥％，平均树高

牫牣牬犿牞最高可达牰牣牳犿牞一般冠幅牬牣牥犿×牬牣牨犿牞最大冠幅为

牬牣牰犿×牬牣牰犿。草本层有赖草、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犪狉犵狔犻）、大车

前（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犿犪犼狅狉）、旋覆花牗犐狀狌犾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牞犐牣狊犪犾犻犮犻狀犪牘、

茜草（犚狌犫犻犪犮狅狉犱犻犳狅犾犻犪、犚牣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大蓟（犆犲狆犺犪犾犪狀狅狆犾狊

狊犲狋狅狊狌犿）等。沙棘具有极其重要的改土护堤和保持水土作用牞

同时也是优良的放牧地。沙棘果实可食。

牫牣牨牣牫 柽柳牗犆狅犿牣犜犪犿犪狉犻狓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牘分布于河岸地下水位

较高的盐渍化生境，群落总盖度牰牥％ —牳牥％，其中灌木层盖

度为牫牥％ —牬牥％牞草本层盖度为牰牥％ —牱牥％。伴生种有

犎犲犾犲狅犮犺犪狀狌狊狆犪犾狌狊狋狉犻犾、鹅绒委陵菜牗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犪狀狊犲狉犻狀犪牘、柳

树牗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犪犱犪狀犪牘、酸模叶蓼、狼巴草牗犅犻犫犲狀狊狋狉犻狆犪狉狋犻狋犪牘

等。

牫．牪 水域植被

牫牣牪牣牨 泽泻群落牗犆狅犿牣犃犾犻狊犿犪狅狉犻犲狋犪犾犲犮狊狌犿牘多分布在水库

库周浅水区和低洼积水地，田间水渠或水沟也有生长，水深不

超过牭牥犮犿，底质淤泥。泽泻为群落的优势种，株高牬牥—牭牥犮犿，

盖度牰牥％。伴生种主要有慈菇（犛犪犵犻狋狋犪狉犻犪狋狉犻犳狅犾犻犪）、浮叶眼

子菜（犘狅狋犪犿狅犵犲狋狅狀狀犪狋犪狀狊）、菹草（犘狅狋犪犿狅犵犲狋狅狀犮狉犻狊狆狌狊）、北

水苦荬（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犪狀犪犵犪犾犾犻狊—犪狇狌犪狋犻犮犪）、水蓼等牞它们的株高

在牨牥—牴牥犮犿之间，盖度小于牪牥％ —牰牥％。

牫牣牪牣牪 草群落牗犆狅犿牣犛犮狉犻狆狌狊狊狆狆牣牘 主要分布在代县枣林

镇和繁峙下如越、孤山水库等地牞多出现在沿河岸的积水处牞

水深不超过牪牥犮犿牞狆犎值牱牣牥—牱牣牭。建群种 草 （犛犮狉犻狆狌狊

狊狆狆牣）株高牭牥—牰牥犮犿，盖度牱牥％ —牳牥％。伴生种有慈菇、萤阑

（犛犮犻狉狆狌狊犼狌狀犮狅犻犱犲狊）、杉叶藻 （犎犻狆狆狌狉犻狊狏狌犾犵犪狉犻狊）、香蒲

（犜狔狆犺犪狅狉犲狀狋犪犾犻狊）、水莎草和斑叶蓼 （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

犳狅犾犻狌犿）等，它们的盖度平均仅牨牭％，偶见种有狼把草（犅犻犱犲狀狊

狋狉犻狆犪狉狋犻狋犪）、野大豆、芦苇和泽泻（犃犾犻狊犿犪狅狉犻犲狋犪犾犲犮狊狌犿）等，

盖度均小于牭％。

牫牣牪牣牫 金戴戴群落牗犆狅犿牣犎犪犾犲狉狆狉犲狊狋犲狉狉狌狋犺狉犻犮犪牘分布于代县

枣林镇和阳明堡小寨村滹沱河南岸牞海拔牳牭牥犿牞狆犎值牰牣牭—

牱牣牥。积水深牭牥犮犿。群落外貌不整齐牞金戴戴生长旺盛牞株高

牳—牨牥犮犿牞盖度牱牥％ —牳牥％牞在群落中占优势；伴生种有小香

草蒲（犜狔狆犺犪犿犻狀犻犿犪）、野艾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犾狏犪狀犱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

苔草、芦苇、车前、蒲公英、海乳草（犌犾犪狌狓犿犪狉犻狋犻犿犪）、碱蓬

（犛狌犪犲犱犪犵犾犪狌犮犪）等牞在群落中分布稀疏牞盖度在牭％ —牨牥％

之间牞或小于牭％。

牫．牪．牬 慈菇牗犆狅犿牣犛犪犵犻狋狋犪狉犻犪狋狉犻犳狅犾犻犪牘 分布于滹沱河沿岸

常年有积水的地段和水库周围或湿地排水渠或河岸缓流段牞

水深牨牥—牰牥犮犿牞狆犎值牰牣牭—牱牣牭。群落外貌鲜绿色牞建群种慈

菇为挺水植物牞有光泽牞植株高牬牥—牰牥犮犿，盖度达牳牥％牞伴生

种有芦苇、水葱牗犛犮犻狉狆狌狊狋犪犫犲狉狀犪犲犿狅狋犪狀ì牘、泽泻、水蓼、香蒲、

稗草、泽泻、水芹以及多种眼子菜（犘狅狋犪犿狅犵犲狋狅狀狊狆狆牣）等。

牫牣牪牣牭 酸模叶蓼群落 （犆狅犿牣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犾犪狆犪狋犺犻犳狅犾犻狌犿） 分

布于原平至五台滹沱河沿河两侧，海拔牴牥牥—牨牥牥牥犿的积水

中，水深牰犮犿，狆犎值牱牣牥；河流浅水缓流或河岸边湿地。群落

总盖度为牴牥％。主要是水蓼，株高牪牭—牬牭犮犿，盖度牱牥％ —

牴牥％，多生长在积水中或地势较低处。伴生种有慈菇、水葱，株

高牪牥—牪牭犮犿，盖度牭％。有时还有野艾蒿、苍耳、北水苦荬等。

牫．牫 低草湿地植被

牫牣牫牣牨 草苔 （犆狅犿牣犆犪狉犲狓狊狆狆牣）主要分布在孤山水库周边地

下水位较低的地段牞地下水位为牨牥—牨牭犮犿牞土壤为草甸土牞水

分来源由水库的补给，土壤狆犎牱牣牭—牳牣牪。 群落优势种有寸苔

草，高度牰—牨牥犮犿，盖度为牰牥％；伴生有海乳草（犌犾犪狌狓犿犪狉

犻狋犻犿犪）、火绒草、鹅绒委陵菜、长叶碱毛茛、蒲公英，还可见到小

车前、盐生车前、碱茅等。

牫牣牫牣牪鹅绒委陵菜群落牗犆狅犿牣犘狅狋犲狀狋犻犾犾犪犪狀狊犲狉犻狀犪牘 主要分布

在繁峙县横涧乡孤山水库库周牞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牞土壤

狆犎值牱牣牥。鹅绒委陵菜生长在群落的下层牞平均高度牭犮犿，盖

度达牱牥％，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伴生种有 蓄、葫芦巴

（犜狉犻犵狅狀犲犾犾犪犳狅犲狀狌犿犨犵狉犪犲犮狌犿）、獐牙菜（犛狑犲狉狋犻犪犱犻犿犪犮狌犾犪

狋犪）、水蓼等。

牫．牫．牫水莎草群落牗犆狅犿牣犑狌狀犮犲犾犾狌狊狊犲狉狅狋犻狀狌狊牘 分布在定襄县

城关镇城北滹沱河河漫滩、原平境内的河漫滩等，河水狆犎值

牰牣牭，海拔牳牥牥犿牞原平市楼板乡观上水库也有分布。群落外貌

鲜艳，整齐，浅绿色。层次分化不明显，观上水库群落的建群种

以水莎草（犑狌狀犮犲犾犾狌狊狊犲狉狅狋犻狀狌狊）为主牞盖度牭牥％牞株高度牨牥

犮犿；伴生种有稗草，盖度小于牭％牞高度牨牭犮犿。滹沱河河漫滩

由于潜水位高，土壤较湿，一些地段常年积水，更适合于水莎

草的生长，植株高度牫牭犮犿以上牞盖度达牭牥％ —牱牭％，主要伴

生种有问荆、 草、萤阑、苔草、大车前、苍耳等。

牫．牫．牬 碱蓬群落（犆狅犿牣犛狌犪犲犱犪犵犾犪狌犮犪）分布于滹沱河河流沿

岸的盐渍化湿地滩地。群落内生长植物种类十分单调，总盖度

达牰牥％ —牳牥％。碱蓬群落全部生长在无积水的湿地环境中，碱

蓬作为该群落建群种，株高牪牭—牭牥犮犿，盖度牭牥％ —牴牥％，占

绝对优势。伴生种有蒲公英、草地风毛菊、芦苇、沙蓬群落

（犛犪犾狊狅犾犪狊狆狆牣）等。

牫．牬 高草湿地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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牫．牬．牨 稗草草群落（犆狅犿牣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狊狆狆牣）分布于滹沱河沿

岸、水库周围、低洼地段或水田渠边等，一般生长在地下水位较

高牞或有永久性或季节性浅水层，是较为广布的群落之一 。本

群落外貌整齐，优势层稗草高牭牥—牨牨牥犮犿，盖度牳牥％ —

牴牥％ 。 伴 生 种 有 车 前 （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 反 枝 苋

（犃犿犪狉犪狀狋犺狌狊狉犲狋狉狅犳犾犲狓狌狊）、水蓼（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犺狔犱狉狅狉犻狆犲狉）、

风花菜（犚狅狉犻狆狆犪犵犾狅犫狅狊犪）、大车前、旋覆花、 蓄（犘狅犾狔犵狅狀狌犿

犪狏犻犮狌犾犪狉犲）、灰绿藜（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犵犾犪狌犮狌犿）等。

牫．牬．牪 芦苇牗犆狅犿牣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牘 分布于代县枣林镇

二十里铺的河滩和阳明堡乡小寨村的河漫滩等地。优势种芦

苇株高牭牥—牳牥犮犿牞盖度牬牥％。由于芦苇的生长给下层野大豆

牗犌犾狔犮犻狀犲狊狅犼犪牘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故野大豆生长旺盛，

盖度达牭牥％。其它伴生种有毛叶荩草 牗犃狉狋犺狉犪狓狅狀犾犲狀犮犲狅犾犪

狋狌狊牘、水莎草（犑狌狀犮犲犾犾狌狊狊犲狉狅狋犻狀狌狊）、旋覆花等。芦苇是优良的

纤维植物，可作造纸原料；野大豆是我国的保护植物，是大豆遗

传育种的重要种质资源，优良牧草，其菌根具固氮肥田作用等。

牫牣牬牣牫 假苇拂子茅群落 （犆狅犿牣犆犪犾犪犿犪犵狉狅狊狋犻狊狊犲狌犱狅狆犺狉犪犵

犿犻狋犲狊）分布于代县枣林镇二十里铺滹沱河的河漫滩，海拔牳牱牥

犿。假苇拂子茅多生长于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干旱的河床岸

边亦有分布，株大繁茂。牱月假苇拂子茅的生殖生长期，群落外

貌整齐。群落总盖度牴牭％。假苇拂子茅群落可分为牪亚层。第

一亚层有假苇拂子茅，株高牨牨牥—牨牫牥犮犿，盖度牱牥％ —牳牥％，

占绝对优势；小香蒲（犜狔狆犺犪犿犻狀犻犿犪）株高牴牥犮犿，盖度牨牭％；

稗草株高牱牥犮犿，盖度牨牥％。第二亚层有狼把草、旋覆花、当药、

野艾蒿、甜苣等，它们的盖度都小于牭％。局部地方还有莎草、

大车前、苍耳、 蓄、灰绿藜等。

牫．牬．牬 小香蒲群落牗犆狅犿牣犜狔狆犺犪 犿犻狀犻犿犪牘 滹沱河沿岸的河

岸潜育化草甸土上牞地下水位牨牭—牪牭犮犿和牭—牨牥犮犿的浅积

水处牞狆犎值牰牣牭—牱牣牥的生境中均有分布。群落外貌较为整

齐牞小香蒲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牞株高牨牥牥—牨牱牥犮犿牞盖度一般

为牳牥％牞最高可达牴牭％牞常形成单优势群落。群落中的伴生种

主要有野大豆、 草、金戴戴、鹅绒委陵菜、问荆（犈狇狌犻狊犲狋狌犿

犪狉狏犲狀狊犲、犈牣狉犲犿狅狊犻狊狊犻犿狌犿）、蒲公英、海乳草、苍耳和蒿类等。

牫．牬．牭 蒿群落牗犆狅犿牣犃狉狋犲犿犪狊犻犪狊狆狆牣牘 广泛分布在滹沱河两

岸的一级阶地和近河漫滩的砂土或冲积物地段，本流域季节性

支流的河漫滩和河岸更为常见。建群种以蒿属的耐湿种类为

主 牞 常 见 的 有 牛 尾 蒿 （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狊狌犫犱犻犵犻狋犪狋犪）、 盐 蒿

（犃牣犺犪犾狅犱犲狀犱狉狉狅犿）、黄花蒿（犃牣犪狀狀狌犪）、青蒿（犃牣犮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野艾蒿等。生长茂密牞群落的盖度一般在牱牥％以上牞优势种的高

度可达牨犿牞伴生种有问荆、苔草、赖草、菊叶香黎（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狌犿

犳狅犲狋犻犱狌犿）；偶见芦苇、稗草、狗尾草等。

牬 群落的分布与生态环境

滹沱河流域湿地植被的分布与生态环境极为相关，其中地

貌类型和水分条件为主导因素。沼泽植被广泛分布在河流的

低河漫滩，以及湖泊和水库的浅水区，在阶地上不同的低洼地

也有零星分布，生境特征为积水浅，水位稳定，低质富含有机

质。群落的建群种为挺水植物、浮叶根生植物等，如泽泻、慈

菇、芦苇、 草、眼子菜等。沼泽化草甸主要分布在高河漫滩，

地下水位一般为牨牥—牨牭犮犿，土壤含水量高，湿度大，土壤有机

质较为丰富，有些地段轻度盐渍化，代表群落有寸苔草群落、鹅

绒委陵菜群落、小香蒲群落、碱蓬群落和稗草群落等。这些群

落一般被当地居民用作放牧地和割草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群落的面积变化较大。在过度放牧的情况下，可导致植被退化

和土壤盐渍化。河流两岸的一二级阶地上，分布着以禾本科、

菊科等为主的植物群落，如假苇拂子茅群落、蒿群落和沙棘群

落等，它们更易受人类活动的扰动，上世纪牰牥年代有牱牭牰牥

犺犿
牪 的河岸滩涂湿地植被牞牨牴牴牱年我们调查时已有牴牥％的滩

涂开发为农田，现存植被支离破碎，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野大豆的分布面积呈现显著的退缩趋势。

滹沱河流域湿地植被的总体分布式样有两类，一类是河流

两侧的队列式分布。从河流中心向两岸，因积水状况和水分动

态的差异，植物群落呈梯度变化，依次为水莎草群落、 草群

落、芦苇群落、寸草苔群落、小香蒲群落和假苇拂子茅群落等。

第二类是湖沼、洼地的圈层式分布。随积水深度不同，表现为

由内向外的群落替代现象，中心部位为浮水植物群落如眼子菜

群落等，向外依次为泽泻群落、慈菇群落、芦苇群落，边缘为稗

草群落、蒿群落等。

牭 植被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策

牭．牨 加强河岸植被资源的保护

河岸植被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流生态

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在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护

河防洪方面具有重要功能。更重要的是作为群落交错区的河

岸，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在群落内栖息着各种珍贵鸟类和河

岸兽类，河岸群落是它们繁育和育肥的良好场所。同时河岸植

被又是易受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扰动的生态脆弱带。因此，除

了创造条件，合理的利用河岸资源外，还要采取措施，加以保

护。应对河岸用地进行科学分类、统筹规划，组织多学科专家

进行河岸土地可用性评价和论证。

牭．牪 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可持续利用

河岸植被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重性特征，要更加重

视其生态效益，把河流的工程治理与河岸植被建设、保护有机

地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河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针对滹沱河

流域湿地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生态特点，因地制宜建立生态农

业和自然保护区。

牭．牫 提高民众素质，树立生态意识

受广种薄收传统的支配，不合理的开荒时有发生，致使流

域内的挂坡地、秃岭田比比皆是。因此，要注重对民众的生态

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地遵循生态

规律从事生产、生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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