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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芦苇是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标志，是重要的碳汇基地和氮磷的天然净化

器，但芦苇就地腐烂会成为白洋淀水体的内生污染源。从白洋淀发展定位出发，提出构建“基

本苇田”保护红线、“三权”明晰的苇田管理制度、芦苇规模化能源化利用等保护和利用举措，实
现淀区芦苇生态、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提出开展白洋淀芦苇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规模化利用补

贴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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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苇在我国分布很广，东北的辽河三角洲、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和锡林郭

勒草原，新疆的博斯腾湖、伊犁河谷及塔城额敏河

谷，华北平原的白洋淀等地，都是芦苇分布相对集

中的地区。２０１７年４月，举世瞩目的河北雄安新

区正式设立，所辖的白洋淀作为华北地区面积最

大的湿地，其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发生了根

本变化。推进白洋淀芦苇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
创新生态建设和管理机制，实现淀区生态环境与

社会经济互利双赢，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相关研究综述

在芦苇生态功能方面，王为东等认为 白 洋 淀

芦苇型水陆交错带对营养物质具有强烈的截留作

用，可以达到净化白洋淀水体 的 效 果［１］。李 建 国

等认为白洋淀芦苇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水、促淤

防蚀、澄清水质、抑制藻类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

态功能［２］。在芦苇开发利用方面，朱 静 等 提 出 在

白洋淀开展芦苇成型燃料资源化利用可以降低农

户用能支出，同时增加收入，解决废弃芦苇污染水

质问题，改善环境和空气质量［３］。李 盛 结 等 认 为

人工湿地应在植物配置、生长环境和植物收割等

方面加强管理，采用气化方法对湿地植物进行能

源化利用是目前最好的利用方式［４］。何明雄等认

为人工湿地植物是一种较好的生物质资源，可通

过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沼气技术和燃料乙

醇技术加以利用［５］。综上所述，芦 苇 生 态 系 统 的

生态功能显著，而作为生物质资源，芦苇等湿地植

物的能源化利用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使用途径。

二、研究区域分析

（一）白洋淀淀区自然条件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东部，总面积３６６　ｋｍ２，分

属保定市的安新县、容城县、雄县、高阳县、白沟新

城和沧州市的任丘市管辖，其中保定市占总面积

的９３％。当水位８．８　ｍ（大沽高程）时，８５．６％的

水域分布于安新县境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淀区十年九涝，１９６３年入

淀水量最大达到７０．３亿ｍ３。由于气候持续干旱

及上游水库拦蓄，白洋淀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连续５年

发生 干 淀，造 成 淀 区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毁 灭 性 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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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河北省及保定市多次采取从上游水库引水

或跨流域调水等应急补淀措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至今，先后２２次向白 洋 淀 累 计 补 水１２亿 ｍ３，
缓解了白洋淀缺水状况。

多年以来，由 于 大 规 模 围 湖 造 田，白 洋 淀 水

面与４０年前相比减少了２６％，沼 泽 面 积 减 少 了

１９．５％；由于上游和 周 边 排 污，污 染 水 面 面 积 占

到总面 积 的１７％，生 物 多 样 性 显 著 下 降［６］。目

前，在淀区总面积中，明水 水 面 约 占７％，芦 苇 台

田面积占１７％，轻度、中度和 严 重 沼 泽 化 区 域 分

别 占 总 面 积 的１３％、３５％和２２％［７］。近２０年

来，白洋淀生 物 种 群 结 构 和 数 量 都 明 显 减 少，比

如，鱼类 由５４种 减 少 至３０种，浮 游 植 物 减 少 了

２８．６％。挺水 植 物 一 直 是 白 洋 淀 湿 地 的 主 要 类

型，其面积占比达到３７％～６１％［８］。白军红等发

现白洋淀明水水体向香蒲沼泽、芦苇沼泽和菰莲

菱沼泽等景观转化的趋势明显［９］。

　　（二）白洋淀淀区社会经济发展

白洋淀淀区共涉及１３个乡镇、９２个村庄，总

人口２１．５３万人，包括４０个四面环水村，人口９．１
万；５２个临水村，人口１２．４３万。其中，安新县淀区

人口占８３．１％，雄县淀区人口占６．０％，容城县淀

区人口占３．４％，任丘淀区人口占７．５％，见表１。
表１　白洋淀淀区村庄与人口

淀区村庄类型 县 乡镇
村庄

数量

人口／

万人

四面环水村
安新县

安新镇 ６
圈头乡 １１
安州镇 １
端村镇 ５
刘李庄镇 ３
赵北口镇 １３

８．６０

雄县 雄州镇 １　 ０．５０

邻水村

安新县

安新镇 ５
大王镇 ６
端村镇 １１
刘李庄镇 ５
同口镇 １０

９．３０

雄县 雄州镇 ３　 ０．７９
容城县 平王乡 ２　 ０．７３

任丘市

苟各庄镇 ３
鄚州镇 ４
七间房镇 ３

１．６１

　　白洋淀芦苇是北方水乡文化的集中体现，“春
天，芦苇出水，满淀青翠；夏天，绿苇摇曳，菱叶灿

灿，荷花吐艳；秋天，芦花纷飞”，成为水乡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抗战时期，白洋淀涌现出了抗日武

装“雁翎队”，也诞生了“荷花淀”艺术流派和“小兵

张嘎”等红色传奇和艺术瑰宝。历史上，白洋淀白

皮优质芦苇享誉全国，孕育了大量席、筐、篮、篓、
包、箔、灯、扇和屏等民间工艺品和工匠技艺，芦苇

种植、加工和工艺品制造等相关收入曾占当地居

民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依托苇海荷塘的自然风

光和资源，旅游观光业、水产捕捞和养殖业成为白

洋淀淀区主导产业，也发展了包括小麦、玉米、水

稻、蔬菜等种植业［１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淀区

开发了制鞋、羽绒、编织、家俱和文化用品等加工

制造业。近年来，芦苇及其加工制品市场急剧萎

缩，芦苇资源经济价值绝大部分丧失，苇田大面积

弃置现象普遍。当前，由于受市场和生态定位的

约束，制 鞋、羽 绒 等 加 工 制 造 业 也 在 萎 缩。２０１７
年，淀区居民旅游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４５％，加工

制造业收入占总收入的４０％，捕捞、养殖等种养殖

收入占总收入的１５％，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１．３
万元。展望未来，在湿地生态和自然风貌保护的前

提下，淀区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三）白洋淀芦苇分布与生态功能

芦苇是白洋淀分布面积最大、最典型 的 水 生

植被。在安新县，除了老河头镇和芦庄乡之外，安
新、安州、三台、大王、赵北口、端村、同口、刘李庄、
圈头、寨里等１０个乡镇都出产芦苇，其中以安新

镇、寨里乡、圈头乡、端村镇居 多。此 外，雄 县、容

城和任丘的近淀地带也分布连片的苇地。
白洋淀芦苇分为栽苇、黄瓤、柴 苇 三 大 类，主

要包括 白 皮 栽 苇、大 头 栽 苇、正 草、大 尖 苇、黄 瓤

苇、假皮黄瓤、白毛子、老婆草等１０余个品种。地

道白洋淀苇主要指白洋淀白皮栽苇，是目前白洋淀

区标志性优势芦苇，平均株高３　ｍ以上，具有喜水、
耐旱、质坚、致密、抗病等优良品质；其他面广量大

的品种有大头栽苇、正草苇和大尖苇，品质和产量

不及白皮栽苇。白洋淀芦苇的发芽期为４月上旬，
展叶期为５月初，生长期为４月上旬至７月下旬，
孕穗期为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抽穗期为８月上旬

到下旬，开花期为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种子成熟

期为１０月上旬，落叶期为１０月底以后。生长较好

的芦苇生物量可达２０～４０　ｔ／ｈｍ２，其中５０％以上是

地下生物量，湿地芦苇的茎秆生物量可达ｌ０ｔ／ｈｍ２

以上。收割多在每年的１０月和１１月，采 收 芦 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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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以上植株部分，近年年产量约１２．８万ｔ。
苇地是白洋淀野生动植物的主要栖 息 地，是

珍稀水禽的栖息、繁殖、迁徙、越冬集聚地，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北方湿地野生动植物群落。基于芦苇

根系和植株的保护，目前形成了淀、泊、沟、壕、台、
田纵横交错的北方水乡自然风貌。

白洋淀芦苇是重要的碳汇基地和氮 磷、重 金

属的天然净化器。芦 苇 湿 地 固 碳 能 力 达１．１１～
２．４１　ｋｇ／（ｍ２·ａ），是 全 国 陆 地 植 被 平 均 固 碳 能

力的２．３～４．９倍，达 到 全 球 植 被 平 均 固 碳 能 力

的２．７～５．９倍。芦 苇 的 地 下 部 分 碳 储 量 是 地

上部分的 近３倍，与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固 碳 能 力 大

体相当。白洋淀芦 苇 对 营 养 物 质 具 有 强 烈 的 截

留作用，可 以 达 到 净 化 白 洋 淀 水 体 的 效 果。芦

苇群落的根区土 壤 主 要 截 留 以 亚 表 层 潜 流 方 式

进入湿地的 营 养 元 素，对 亚 表 层 径 流 ＴＮ和 ＴＰ
的截留率分别为６４％和９２％。白洋淀底泥经过

芦苇吸附作 用，Ｃｕ、Ｃｄ、Ｚｎ浓 度 均 有 降 低，Ｃｄ浓

度降 低 幅 度 尤 为 明 显，降 低 百 分 比 最 高 超 过

３０％，Ｃｕ、Ｚｎ均在１０％以内。
另一方面，芦苇就地腐烂会成为白洋淀水体的

重要污染源。每年十月以后，如果芦苇的地上部分

不能被及时清除，就会在水体中逐渐累积、腐烂，并
将其吸附、吸收和固定的污染物重新释放出来，导
致水质的恶化。近年来，由于芦苇市场需求急剧萎

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淀区大面积芦苇被弃置不

用，腐烂的芦苇已成为白洋淀水质恶化的重要内生

污染源，引发淀区水质富营养化面积急剧扩大。
收割是促进芦苇更新复壮的重要手段。通过

应季及时收割，去除芦苇枯萎、死亡的地上部分，
有利 于 新 生 枝 条 的 萌 发，改 善 芦 苇 的 生 长 状 况。
如不及时收割，就会形成“连茬苇”，导致芦苇群落

的退化及芦苇品质的下降。因此，芦苇应该在保

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通过科学合理利用实现

芦苇资源及白洋淀水体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淀区生态、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做好白洋淀

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华北之肾’功能”。要实施白

洋淀 生 态 修 复，包 括 恢 复 淀 泊 水 面、实 现 水 质 达

标、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和创新生

态 环 境 管 理 等，淀 区 通 过 退 耕 还 淀 逐 步 恢 复 到

３６０　ｋｍ２；利 用 自 然 本 地 优 势，结 合 生 态 清 淤，对

现有苇田荷塘进行微地貌改造和调控，展现白洋

淀荷塘苇海自然景观，恢复退化区域的原生水生

植被。从产业发展来看，未来淀区将积极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主要布局高端高新产业，将以

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生物科技、科技金融、文化创

意等为特色，发展创意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

等新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淀区原

有的水产养殖、羽绒加工、塑料包装、制鞋等低端

产业将或淘汰或改造。因此，随着雄安新区的建

设，白洋淀面貌将发生极大变化，促进淀区协调、
有序、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三、白 洋 淀 芦 苇 生 态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策略

芦苇是白洋淀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淀区芦

苇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是健全、有效的

保护和利用运行机制和制度。要适应雄安新区建

设和未来发展的需求，依托高效的激励政策，促进

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建立“基本苇田”保护红线

比照基本农田制度，划定白洋淀“基本苇田”
保护红线。科学系统地研究白洋淀苇田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确定“基本苇田”保护的数量、范围、
标准，制 定 基 本 苇 田 保 护 法 规，建 立 保 护 标 志 设

施。建立健全“基本苇田”经营、修复、保护信息支

持系统和芦苇灾害监控体系，跟踪诊断芦苇生态

系统的状态，定期进行调查和评估，将“基本苇田”

保护作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和实施生态补偿的重

要依据。制定和实施“基本苇田”占补平衡制度，重
大项目建设经批准占用“基本苇田”的，必须补充同

等数量和质量的苇田。强化“基本苇田”保护考核

机制，落实各级政府保护“基本苇田”的主体责任，

将“基本苇田”保护情况作为雄安新区责任目标考

核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二）推进退化苇田改造与建设

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对退化苇田和苇草地进

行恢复改造和建设，实施芦苇台田化工程，对退化

苇田进行培土补台、清淤培台、防蚀固台、改良土

壤、清除杂草、移栽补种等，推进零星分散苇田的

整合归并、提质改造，将退化苇田和杂草化苇地，

改造成为标准化 的“基 本 苇 田”，根据恢复白洋淀

生态系统建设的需要，逐步扩大芦苇用地空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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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本苇田”质量提升工程，加大芦苇品种改良和

结构更新的力度，加快建立白洋淀芦苇种 质 基 因

库，运用现代生物技术，选育优势品种，将大面积的

柴苇改造成为更具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地道白洋淀

白苇。基于Ｎ／Ｐ等内源营养负荷控制模型，加大

白洋淀芦苇的平衡收割生态调控工程建设，确定淀

区芦苇的收割时间、强度、频率和方式，实现芦苇残

体移出白洋淀，确保白洋淀营养元素的平衡。

（三）建立“三权”明晰的苇田管理制度

比照耕地管理制度，推进苇田“三权”管理制

度创新，明确苇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和

流转的经营权，在依法保障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

包权的基础上，平等保护苇田经营主体的合法经

营权。制定并严格落实苇田流转的法规和实施细

则，切实保障苇田“苇”用，提高苇田适度规模化经

营水平。建立健全苇田修复、保护、建设在内的责

权利统一的管理制度，加速实现苇田管理规范化。
加紧研发和制造现代化和自动化程度高的自航式

机械割草船、水陆两用粉碎机和水陆自动链接运

输机械，推进苇田作业机械化。

（四）重点推进芦苇能源化利用

由于区域产业准入和环保政策限制，白 洋 淀

芦苇不可能恢复其造纸原料的历史地位，作为工

艺品原料其需求量也相对有限，且芦苇饲用价值

较低，不会作为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目前生物质能

发电企业普遍燃料紧缺，经过适当初加工的芦苇

是良好的生物质发电燃料，利用潜力很大。淀区

年产芦苇１２．８万ｔ，经收割、运送、晾晒、粉碎、打

包等工序，运至生物能电厂作为发电燃料，据初步

测算，每年将替代８．３万ｔ发电供热燃煤，可新增

发电量０．７亿ｋＷｈ，新 增 发 电 收 益４　２００万 元。
综合研究芦苇利用的现状和趋势，依托规范化的

现代企业制度，将白洋淀淀区苇农与芦苇能源化

利用企业一体化组织，建设芦苇生物质能源化利

用基地，实现白洋淀芦苇循环利用。

四、白 洋 淀 芦 苇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对 策

建议

（一）编 制 和 落 实 芦 苇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规划

结合白洋淀国家公园建设，编制白洋 淀 芦 苇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根据白洋淀芦苇的

生长状况、空间分布以及野生动物的栖息特征，对
淀区芦苇资源进行科学区划，明确分区功能，制定

差异化的保护及利用措施，充分发挥芦苇生态功

能，实现芦苇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二）分阶段逐步推进芦苇能源化利用

白洋淀芦苇的综合利用，既要建立在 白 洋 淀

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又要符合

国家和雄安新区发展改革的部署，从淀区芦苇管

理现状出发，可分以下三个阶段逐步推进经营和

管理机制创新。
第一阶段，“芦苇收购站”。利用价格 杠 杆 和

现有管理机制，调动苇农和企业积极性。在苇田

集中、交通方便的芦苇收储点，由企业和政府共同

建立芦苇收购站，苇农上交收割的芦苇得到现金

支付。充分考虑苇农实际收入、企业生产成本和

政府承受能力，确定芦苇收购价格，发挥苇农、企

业和政府三方在恢复保护和利用白洋淀芦苇工作

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芦苇合作社”。在“芦苇收购站”

基础上，结合苇田“三权”制度改革，建立芦苇生产

经营合作社，实施“互联网＋芦苇”模式，打造芦苇

割、运、收、储的智能网上平台，将分散农户组织起

来，签订入社协议，拟定合作社章程，建立合作社

组织机构，健全芦苇收储服务网络。合作社与能

源化利用企业签订芦苇收购协议，商定收购标准，
构建市场化、规范化、常态化机制。

第三阶段，“芦苇企业”。在“芦苇合作社”基

础上，推进苇田企业化经营，建设现代化生物质能

燃料基地。研发、制造和推广具有国际水平的芦

苇保护、收割、储运和初加工机械化设备，深化苇

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公司化、股份制的现代

企业制度，实现苇农股东化、职业化和专业化，构

建促进白洋淀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芦苇地域生

产综合体，打造全国湿地保护、芦苇利用以及经营

管理示范区。

（三）实施生态补偿和芦苇规模化利用

补贴

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离

不开芦苇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利用，更有赖于淀区

苇农的积极 参 与。目 前，芦 苇 的 收 购 价 格 为４８０
元／ｔ，而 芦 苇 的 管 理、收 割 及 运 输 的 劳 动 强 度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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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每亩芦苇收割运输成本约为３００元，影响了苇

农参与芦苇保护与利用的积极性。芦苇的保护与

利用兼有生态保护及农业生产的性质，应参照生

态林经营及农业补贴，对苇农实施补偿。同时，对
于积极参与芦苇保护与利用的企业应进行适当的

资金或政策支持，鼓励更多企业参与芦苇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

五、结论

白洋淀芦苇保护和合理利用意义重大。提升

白洋淀生态景观和生态质量水平，防治水体富营

养化，推 进 芦 苇 平 衡 收 割 和 合 理 利 用 势 在 必 行。
利用芦苇发电将大量替代燃煤，减少二氧化硫等

污染物排放；芦苇的大规模规范化收割、加工和能

源化利用将显著增加苇农收入、扩大就业；芦苇发

电将增加可用电量，促进周边生物质电力行业发

展，具有显著的产业经济效益。通过健全“基本苇

田”保护红线、“三权”明晰的苇田管理制度、芦苇

能源化利用等系统的运行机制，将有效促进白洋

淀淀区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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