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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湿地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摘　要：选取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江门小鸟天堂

国家湿地公园、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七个广东省具有代表性的以鸟类保护为主题的湿地进行实地

调研，对比分析其分区布局、鸟类生境设计与管理（包括植物、水体和干扰控制）、鸟类相关设施设计等内容，提炼总结值

得借鉴的经验，为湿地生态环境建设以及鸟类栖息地的保护与营建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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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n representative wetlands with the theme of bird protec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cluding Overseas Chines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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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d,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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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栖息地的保护与营建已成为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中广泛关注的问题。鸟类是重要的环境质量评

价因子，其多样性水平能够反映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水平。近年来，随着国家湿地保护修复政策日趋完

善、各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鸟类栖息地也稳步增

长，但栖息地生境与鸟类种群的适配度仍有待提升。

湿地作为水陆过渡地带，拥有多样化的生境类型和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各种鸟类提供了重要的觅食、

繁殖和栖息场所。

国外鸟类栖息地的研究涉及鸟类栖息地选择［1-3］、

鸟类栖息地利用［4］、栖息地破碎化［5］、城市化对

鸟类的影响等方面［6］。西方国家很早就意识到野

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也一直致力于鸟类栖息地的

营建与保护。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鸟类栖息地的

研究较晚，但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速，

鸟类保护和鸟类栖息地的建设逐渐引起重视，此领

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不断增多。康丹东等人［7-11］

总结了鸟类习性及环境敏感因子，从选址、分区规

划、水环境设计、种植设计、服务设施设计、招鸟

措施等方面探索了鸟类栖息地保护与湿地公园景观

相融合的规划设计方法；梁斯佳等人［12-16］进一步

深入调查研究区鸟类的种群和生态类群组成结构，

提炼出影响湿地公园内鸟类生境的关键因素，如栖

息地类型及性质、植被、水体和人为干扰等，提出

以鸟类（水鸟）栖息地保护或修复为基础的湿地公

园景观规划设计策略；刘旭等［17］调查琉璃河湿地

公园鸟类资源情况，筛选目标鸟类，匹配场地生境

现状，进行鸟类栖息地的营建。此类相关研究都为

湿地公园中鸟类栖息地的营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

导。广东省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且位于国际东亚

候鸟重要迁徒路线上，因此广东省湿地公园的建设

对保护鸟类以及湿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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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研湿地公园区位示意

1　广东省湿地资源及湿地公园建设概况

1.1　广东省湿地资源

1.1.1　湿地面积和类型
据国家林业局编写的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

（广东省地区）［18］结果显示，广东省湿地总面积

175.34 万 hm2。其中以近海及海岸湿地面积最大，

达 81.51 万 hm2，占湿地总面积的 46.49％，主要分

布在沿海城市的河流出海口西面；人工湿地面积有

59.53 万 hm2，占 33.95％，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

和沿海发达地区；河流湿地面积有 33.79 万 hm2，

占 19.27％，分布比较均匀；剩下的沼泽、湖泊湿

地面积较小，分别为 0.36 万 hm2 和 0.15 万 hm2，

占湿地总面积的 0.20％和 0.09％。

1.1.2　湿地鸟类资源
广东省处于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是越冬水鸟

的重要迁徙区域。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沿海地区

和雷州半岛东西两岸是湿地鸟类的主要分布区域。

湿地鸟类共有 11 目 23 科 155 种，种类上以鸻形目、

雁形目、鹳形目、鸥形目的鸟类最多。其中，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中华秋沙鸭、彩鹳、黑脸琵鹭、

海南鳽等 1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21 种，包

括栗树鸭、花脸鸭、角䴙䴘、紫水鸡、棕背田鸡、

半蹼鹬、小杓鹬、黑冠鳽、岩鹭等。

1.2　广东省湿地公园建设概况
广东省湿地公园作为鸟类重要的栖息场所，现

今已经进入了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广东

省陆续推出了《广东省湿地公园建设指引》《广东

省城市湿地公园建设指引》《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

廊道建设规划（2020—2025 年）》等政策指引文件，

充分反映了广东省在湿地公园建设方面取得的丰硕

成果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也将湿地公园的建设

发展推向了高潮。目前广东省以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为主体的湿地生态保护体系已经初步建

立，且在逐渐完善中。根据广东省林业局 2020 年

的统计结果，全省 49.24% 的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

设立国际重要湿地 4 处、国家重要湿地 2 处、省重

要湿地 12 处，建立湿地公园 214 处，其中国家湿

地公园 27 处。

当前数量众多的湿地公园反映了广东省在湿地

生态保护体系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瞩目成果，也为接

下来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但部分湿地公

园也存在认知定位偏差、追求人工景观没有体现湿

地特点、缺乏鸟类保护和湿地科普教育等问题。

2　湿地鸟类栖息地分析

2.1　调研概况
广东省现已建成的湿地公园数量众多，其中不

乏观鸟热点地区。结合广东省林业局 2018 年发布

的“广东省首批十佳观鸟胜地”名单和广东省国家

湿地公园现有成功案例，选择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中

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江门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七

个以鸟类保护和公众科普与休闲为主题的湿地公园

作为本土案例进行走访调查（图 1），调研的各公

园概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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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湿地公园概况

名称 湿地类型 功能定位
参观
方式

面积
/hm2 鸟类资源

内 部 交
通方式

噪声类型

华侨城国家
湿地公园

红 树 林 地、
沿海滩涂

湿地体验、生态
保护、科普教育

预约
参观

68.5
169 种， 其 中 水 鸟 64 种、

林鸟 105 种
步行

谈 话、 周 边
交 通、 锦 绣

中华表演

福田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红 树 林 地、
沿海滩涂

物种保护、科普
教育、科研监测

预约
参观

367.64
189 种， 其 中 陆 鸟 9 目 28
科 57 属 89 种， 水 鸟 9 目

16 科 51 属 100 种
步行

谈 话、 教 育
活动

福田红树林
生态公园

红 树 林 地、
沿海滩涂

生态修复、科普
教育、休闲游览

公众
开放

38
54 种，游禽较多，涉禽较少，

水鸟 43 种，占 79.6％
步行 嬉戏、谈话

中山翠亨国
家湿地公园

红 树 林 地、
沿 海 滩 涂、
河 流 水 面、
沼泽草地

生态保护、旅游、
科教休闲

预约
参观

625.6
12 目 36 科 95 种， 非 雀 形
目鸟类 17 科 51 种，雀形目

鸟类 19 科 44 种

步 行、
游 船、
观光车

谈 话、 广 播
音乐

小鸟天堂国
家湿地公园

河流水面
生态保护、科普
教育、游憩娱乐

门票
参观

75.5
14 目 34 科 96 种， 留 鸟 和
夏候鸟数量最多，以鹭鸟

为主

步 行、
游船

谈 话、 游 船
广播

肇庆星湖国
家湿地公园

湖泊水面
生态保护、休闲
旅游、科普教育

门票
参观

935 21 目 51 科 163 种
步 行、

游船

周 边 交 通、
谈 话、 园 内

广播

花都湖国家
湿地公园

水库水面
净化河道、生态
休闲体验、游憩

娱乐

公众
开放

240.6 12 目 31 科 72 种
步 行、
单 车、
观光车

嬉 戏、 舞 蹈
音乐、谈话、

园内广播

何颖，等：广东省湿地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根据相关鸟类栖息地影响因子的研究，植物、

水体、人为干扰是影响鸟类觅食、隐蔽、繁殖、夜

栖等活动的主要因素。湿地公园内的分区规划限制

了活动类型和范围，可以反映人为干扰控制的情况。

鸟类生境营造的要素主要是植物和水体，而园中的

观鸟设施可以加强生态教育的效果，引导大众爱鸟

护鸟。因此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针对七个湿地公园内

的分区规划、鸟类生境设计和管理、鸟类相关设施

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2.2　分区布局
作为鸟类栖息地的湿地公园，区别于生态至上

的自然保护区和以游憩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一般城市

公园。它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平衡人与鸟的需求，

因此可借鉴自然保护区的策略，采用保育区、缓冲

区及功能区的分区形式，抽象地反映湿地公园的生

态格局和功能分区。保育区的生态敏感度较高，通

常严格控制人为干预；功能区服务于游客，开展各

类活动强度高的游憩休闲项目；缓冲区是处于保育

区与功能区之间的过渡区域。不同的分区限制了开

发与人类活动的强度，有利于实现园内生态保护、

科教游览、科研监测等各种功能的平衡。

结合实地调研和各湿地公园的官方资料，对选

择的七个湿地公园进行分区模式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 2  湿地公园分区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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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湿地公园分区面积占比

华侨城国家
湿地公园

福田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福田红树林
生态公园

中山翠亨国家
湿地公园

小鸟天堂国家
湿地公园

肇庆星湖国家
湿地公园

花都湖国家
湿地公园

总面积 /hm2 68.5 367.64 38 625.6 75.5 935 240.6

保育区面积 /hm2 38.7 122.2 11.4 355.77 22 200 132.9

保育区占比 /% 56.50 33.30 30 56.87 29.14 21.39 55.20

功能区面积 /hm2 16 123.26 17.29 164.2 / / 89.5

功能区占比 /% 23.36 33.50 45.50 26 / / 37.20

表 3   生境统计

名称 开阔水面 滩涂 岛屿 芦苇地 红树林 基围 农田 草地 疏林 密林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 √ √ √ √ √ √ √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 √ √ √ √ √ √ √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 √ √ √ √ √ √ √

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 √ √ √ √ √ √ √ √ √ √

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 √ √ √ √ √ √ √

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 √ √ √ √ √ √ √

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 √ √ √ √ √ √ √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采用“并列式”的布局方法，依据现状生物多样性

的高低和环境的生态敏感性，将靠近自然环境的一

侧划为缓冲区和保育区，靠近城市环境的一侧为功

能区。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翠亨国家湿地公园、小

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采用“同

心圆”式的布局，保育区处于中心位置，外圈环绕

布置缓冲区、功能区，仅对游客开放功能区，降低

人为活动干扰。

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采用“嵌套式”的布局形

式，保育区处于外围，功能区渗透在缓冲区和保育

区之间，根据场地生态恢复情况实行分区分级保护。

对调研的七个湿地公园分区面积占比进行统

计，见表 2。湿地公园的保育区面积大多占总面积

30％以上，不少甚至超过了总面积的一半。控制保

育区和功能区比例有利于减少对场地湿地环境的破

坏，保持其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和稳定性。

2.3　鸟类生境设计与管理
各湿地公园的鸟类栖息地生境类型如表 3 所

示，丰富多样的生境会促进鸟类栖息地的异质性，

吸引不同的鸟类来栖息、停留。生境的类型、占比、

营造和管理方式等都将影响鸟类的栖息情况。

总体来看，七个湿地公园地理环境相似，鸟类

种群组成相近，生境选择情况也类似。总共有以下

十种生境类型：开阔水面、浅滩、岛屿、芦苇地、

红树林、基围、农田、草地、疏林、密林。其中，

红树林、基围和农田是部分公园特有的生境类型，

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红树林是水鸟和鱼虾

等水生动物的栖息地，并且具有抗风护堤、促淤造

陆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基围作为沿海滩涂的补

充，在冬季为越冬水鸟提供觅食场所，其保留的水

产养殖功能也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水田也能吸

引部分林鸟前来觅食栖息。表 4 根据调研内容选择

各湿地公园所共同包含的生境类型，总结其适生鸟

类和营造方式，更加具有普适性。

结合植物、水体、人为干扰等因素逐个分析对

比各湿地公园内区域小生境的设计管理方法，最后

总结适用于广东省湿地公园的鸟类生境营造要点。

2.3.1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
（1）植物

园区以鸟类觅食习性作为考量，在道路两侧密

植小叶榕、木棉、血桐、朱缨花等并设计多种群落

类型，提升林鸟栖息生境的多样性。沼泽、滩涂大

量补植木榄、秋茄等红树林植物，修复湿地环境并

使水鸟、鱼虾贝类受益。园内种植了本土抗盐碱、

抗风的树种如木麻黄、构树、女贞、天竺桂、凤凰

木、荔枝、夹竹桃、朱槿、秋枫、高山榕等以适应

本地气候。同时合理搭配乔灌木、控制树木间距，

引入浆果、坚果类植物、显花植物以及其他可为鸟



·  5  ·第４期

表 4   不同类型生境的营造方式

生境类型 适宜鸟类 营造方式

开阔水面
雁鸭类、鸬鹚、小䴙

䴘等游禽、翠鸟

自然缓坡堤岸，岸边种植挺水植物，作为鸭科鸟类筑巢的场所。水面设置木
桩、石块供翠鸟、鸬鹚等停栖。设置不同水深的过渡区域，水生植物覆盖率在
30%~70%，不可过高过密阻碍视线。适当投放鱼虾，弥补鸟类冬季食源的短缺

滩涂
鸻鹬类、鹭鸟、秧鸡

类等涉禽、鸥类
自然缓坡，控制植物高度、覆盖度，满足不同鸟类需求，保证一定面积的泥滩地，
保留原有植物种类

岛屿 全部水鸟、部分林鸟
一般面积不会过大，高出水面 10~50 cm，合理配置植物，形成水生 - 湿生 - 陆
生植物的自然过渡

芦苇地 水鸟
塑造曲折多变的水岸边缘，配植水葱、香蒲、野生莲、苦草、金鱼藻等芦苇群
落中的伴生种

草地

林鸟
丰富乔灌草种类，常绿与落叶树种相搭配，根据不同区域小生境打造多样化的
群落结构（乔－灌－草、乔－草、灌－草），并相互组合从而丰富群落类型，
多种植乡土植物、食源和蜜源植物，构建食物链以吸引鸟类

疏林

密林

何颖，等：广东省湿地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类提供种子食物的禾本科植物，吸引了大量林鸟。

（2）水体

华侨城湿地根据栖息涉禽的生境需求，在湿地

湖面、湖心岛周边布置了 7 处大小不同的滩涂，材

质为底泥、少量牡蛎等软体动物壳碎渣、碎石块等。

湖面设立木桩，作为普通鸬鹚，翠鸟等站立之用。

湖心岛是众多鸟类繁殖场所，在岛屿四周布置了一

些石块，是鹭鸟、鸭科、鸬鹚的停栖觅食场所，还

可方便游客从西侧木栈道及北侧观鸟屋观察鸟类。

通过截流污染源、雨污分流、清理淤泥等措施改善

水环境。设计两类生态浮岛，一种用于净化水质，

另一种主要为鸟类提供落脚点。

（3）干扰控制

控制公园游客量，保护强度和管理力度接近自

然保护区，开放的功能区即水体北侧游步道。因地

处城市中心，紧邻旅游景点，园区部分路段的植物

带密度非常高，目的在于有效阻隔外界干扰；沿湖

一侧环境良好的路段种植稍矮的灌木，保证鸟类安

全感的同时也提供游客观赏鸟类的空间。为降低湿

地净化负担，园内倡导“无痕湿地”理念，内部不

设垃圾桶。

2.3.2　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1）植物

选用本土优势种秋茄、桐花树、白骨壤等建设

了大面积滨海红树林林带和绿岛，抗风护岸，促淤

造陆，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现有的鱼塘基围种

植了地带性海滨植物，如桐花树、秋茄、银叶树、

海杧果、黄槿等红树、半红树乔木；苦郎树、卤蕨、

阔苞菊、九里香、文殊兰、芦苇、莎草、铺地黍、

狗牙根等灌草植物，适应本土湿润多雨的气候，亦

为鸟类喜栖树种，冬季基围中的鱼虾也可供越冬水

鸟捕食。乔灌草混合种植，日常管理清除入侵植物，

释放被侵占的资源及生态位。

（2）水体

各个基围通过在堤坝上设置功能性阀门来调控

基围水位，实现基围鱼塘生态系统与相邻生态系统

的交流、促进水体循环，并满足鸭科、鹭科等鸟类

的需求。疏通、挖深连接不同基围之间的水流通道，

疏浚基围水渠产生的塘泥用于垫高基围塘基使其高

于滨海滩涂，基围鱼塘营造了浅滩和开阔水面两种

生境，在潮水淹没沿海滩涂时，保护区的基围即成

为了大量滨海水鸟的栖息和觅食区。            

（3）干扰控制

保护区外围修建了数百米长的隔音墙，用以降

低外界车辆噪声和废弃排放对鸟类栖息地的影响；

内部边缘则通过海桑、秋茄等组成的乔灌林植物带

使保护区内各种生境与城市绿化带巧妙连接起来，

成为鸟类的生态廊道。

2.3.3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
（1）植物

生态公园功能区对植物进行较精细的管理维

护，定期修剪；保育区则避免过多干预，保持自然

群落状态，仅采取清理外来物种和红树复育等行动。

结合现有地形、位置和植被分布的实际情况，公园

规划了咸淡水湿地植物种植区、野花野草科普展示

区、生态浮岛展示区、蜜源植物区、红树林改造区

等不同的区域生境，并制定相应的生态目标，采取

了生态浮岛建设、华南乡土植物引种、原生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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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土壤改良等一系列生境管理措施。作为福田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米埔湿地的缓冲带，公园中水

鸟众多且大多栖息在红树林和泥滩苇丛中，蜜源植

物区种植的羊蹄甲、台湾相思、木棉、洋蒲桃、朱

缨花等则吸引了大量红耳鹎、白头鹎、暗绿绣眼鸟

等林鸟。           

（2）水体

设计红雨湖、蓝云湖一大一小两个人工湖，并

在湖面营造多个小岛、浅滩和人工生态浮床，周植

鸢尾、卤蕨、芦苇、香蒲、纸莎草、水葱等水生植

物，净化水体间接改善鸟类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能直

接供鹭科和鸭科鸟类栖息。水岸多采用自然草坡形

式，缓坡入水，岸线弯曲有致，增强水陆物质交换。

（3）干扰控制

恪守生态优先原则，园区仅游览区和恢复区对

游客开放，位于深圳湾腹地的生态控制区严格限制

人员进出。园内营造高低起伏的地形，一方面丰富

了竖向景观，另一方面作为缓冲屏障有效降低人类

活动对鸟类生存的影响。

2.3.4　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
（1）植物

为恢复和重建以本地物种为主的红树林群落，

公园在河口沼泽补种大量红树植物，清理分布在红

树林、沼泽湿地及陆地密林中的外来物种，包括空

心莲子草、蟛蜞菊、薇甘菊、马缨丹等。除此之外

较少人工干预，保护为主。为达到科普教育效果，

园区栈道内设置了展示牌，介绍湿地动植物的相关

知识，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大量乡土树种和

果树的应用极大丰富了暗绿绣眼鸟、红耳鹎、黑领

椋鸟、大山雀等林鸟的食物来源，另外还设有人工

鸟巢供鸟类筑巢繁殖。

（2）水体

园内草滩、泥滩生境是鸟类主要的栖息区域，

通过控制水位和植被密度，营造适于鸻鹬类、鹭鸟

生存的水环境。横门西水道通过禁排污废水、清除

淤泥、雨污分流来保障湿地水质，为动植物提供良

好的生存环境。公园部分硬质驳岸上利用藤本植物

进行生态美化，疏植乔木，水岸交界处适当地补植

红树林植物，堤防与景观功能兼顾。同时保留了岩

石自然堆砌而成的土石驳岸，并种植芦苇、香蒲、

水鬼蕉、美人蕉、睡莲等多种湿地植物。

（3）干扰控制

公园位于翠亨快线桥底，交通产生的噪音和尾

气污染对鸟类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在桥底设计了

植物林带阻隔部分干扰，且此区域只作停车场，不

设其他核心功能活动。园内划定湿地保育区，游客

禁入，保护横门西水道水域和大面积红树林。具有

岭南建筑风貌特色的宣教中心因靠近水域，为减少

对水鸟栖息环境的破坏，其四周种植了茂密的高大

乔木，整体建筑群掩映其中，亦具备一定的观赏性。

2.3.5　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1）植物

植物配置方面，园内大量使用榕树和蒲葵等本

土植物，并在不同区域确立了不同的主题树种。古

榕岛、竹岛、阁脚岛等核心区域以小叶榕、花眉竹、

撑篙竹、青皮竹等为主，有大量鹭科鸟类如白鹭、

夜鹭、池鹭、苍鹭栖居于此；入口区主要是小叶榕、

大王椰子、杧果、小叶榄仁等观赏性树种；缓冲区

主要有木麻黄、落羽杉、细叶榕、大王椰子、羊蹄

甲、梭鱼草、海芋、鸢尾等，因靠近水域，水生植

物明显增多。

（2）水体

园内主要水域都设置了水闸以控制水位，场地

内靠近滩涂的水域平均水深在 1.3m 左右，供涉禽

觅食、游禽筑巢，满足大部分水鸟的生境需求。水

面宽阔，在原始的榕岛周围又设置了多个大小不一

的鸟岛，也保证一定面积的浅滩地供鸟类避风栖息。

各小岛不仅是鹭鸟的繁殖隐蔽地，还有着加强水动

力的作用。水岸种植芦苇也可供鸻鹬鸟类栖息繁殖。

水面设置木桩，维护岸线的同时也是翠鸟等滨水鸟

的停栖点。

（3）干扰控制

水上路线行船产生的噪声极大，为了不惊扰林

鸟，沿河植被的种植并不采用常见的由低到高的过

渡，水岸边缘即密植小叶榕、池杉等乔木以保证中

部鸟类安静的生活空间。核心区设置更宽的水道对

外界干扰进行隔绝，狭长林带位于场地西侧，平均

宽度为 30 m。

2.3.6　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
（1）植物

鸟岛上的植被乔木层主要包括黄槿、红花羊蹄

甲、水翁、榕树，灌木层则以马缨丹、扭肚藤、山

指甲为优势种类，草本层以喜阳性草本为主，如海

芋、土牛膝、鬼针草等。岛上鸟类以夜鹭、白鹭、

苍鹭、普通鸬鹚为主。

鸟岛以外的植被乔木层主要包括潺槁木姜子、

黄槿、落羽杉、池杉、对叶榕、阴香、蒲桃、构树，

灌木层以红背桂、龙船花、梅叶冬青、黑面神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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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草本层以海芋、华南毛蕨、蟛蜞菊为主。常

见鸟类有暗绿绣眼鸟、白头鸭、小白腰雨燕等林鸟。

（2）水体

鸟岛周围的湖底打入了松木桩，上部码植生

袋护桩进行绿化种植，岛上具备多种类和密度的

植被群落，为鹭科鸟类提供觅食停歇场所。作为

星湖湖堤的土石堤坝可以调洪蓄水，它结合涵闸

控制着星湖水位。目前公园水质通过污染源控制、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得到了一定改善，湖面常有

多只小舟进行水面清洁，为雁鸭及鸬鹚等鸟类创

造更适宜的水环境。

（3）干扰控制

鸟岛划定为核心保育区，游船线路避开鸟岛，

除工作人员外其他人不得上岛，降低干扰。公园饲

养站、小卖部、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四周都利用多

层植物景观进行美化和遮挡，将硬质景观融入于鸟

类自然的栖息环境中，合理控制干扰限度。

2.3.7　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
（1）植物

园内种植落羽杉、美人蕉、芦苇、梭鱼草、水

竹芋、睡莲、鸢尾、菖蒲等水生植物创造丰富的水

景，净化水质，也为水中的鱼虾贝蟹提供生存繁衍

环境，进一步为鸟类提供食物，也可作隐蔽和营巢

场所使用。园内多小叶榕、秋枫、木棉、台湾相思

等乡土植物，构建乔木—灌木—地被—水生植物的

多层次植物景观空间，营造多种湿地生境。

（2）水体

疏浚清淤，提高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水质。营

造开阔水面、浅滩和生态岛多种水域生境类型，小

岛常有成群鹭鸟出现。建设了水闸、橡胶坝为公园

补水，打通与新街河的箱涵管道，加强水动力，将

防洪排涝、生态保护、休闲游赏功能集为一体。公

园内大部分驳岸采用自然驳岸，缓坡入水，水岸交

界处种植美人蕉、再力花、水鬼蕉等进行固化处理，

保证陆地与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

（3）干扰控制

划定湿地保育区，并在上游湿地等需要进行生

态恢复的区域禁止车辆行驶，减少人为活动的影响。

园内青石岭道路两侧种植本地植物木棉、台湾相思、

小叶榕、潺槁木姜子等形成郁闭度高的空间，降低

游客干扰并提供林鸟喜栖的生境，靠近城市环境的

公园边缘区域也通过植物带来隔离。

2.4　鸟类相关设施
调研湿地公园里面的鸟类相关设施主要包括科

教展厅、观鸟屋、观鸟亭、观鸟塔、观鸟平台、望

远镜、展示牌等，如表 5 所示。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以生态保护为主，服务设

施主要由多个观鸟屋、边防岗亭和湿地西边的生态

教育基地组成。园中观鸟屋采用木百叶窗这样的自

然材质来采光和通风，与环境相协调，对鸟类友好，

作为历史遗迹的边防岗亭也保留下来成为游客休憩

观鸟的场所。户外观鸟区设有镂空的稻草观鸟墙，

使游客在隐蔽的情况下观察鸟类，并可于记录板上

记录鸟种及行为、数量等信息。湿地公园的生态展

厅展示有湿地治理的过程和公园的演变历史，还设

置了湿地动植物模型。园区内多处鸟类聚集地都放

置了望远镜，便于游客更清晰地观察鸟类，同时设

置监测系统监测鸟类动态，也应用于科普教育。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在红树林内修建有栈道浮桥

供游客深入湿地探索，分布在保护区内的两个观鸟

屋设有展板展示各鸟类的名称、特征、习性。保护

区内还设有自然教育中心，经常组织开展识鸟观鸟、

探索红树林湿地的科教活动。红树林观赏园靠近红

树林区，主要功能是环境教育中植物知识的普及，

区域内有秋茄、木榄等许多红树植物。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内的游客访问中心兼宣教

中心，采用自然生态的形式，在建筑顶部覆土并进

行绿化种植，如大花紫薇、阴香、小叶榕等，上有

红耳鹎栖息。形似碉堡的观鸟屋墙体采用卵石砌筑，

多三角梅遮挡，周围杂植乔灌木掩映，降低对鸟类

的影响。名为“双贝亭”的观鸟亭顶部使用茅草，

和环境融为一体，充满野趣。

翠亨国家湿地公园宣教中心利用仿真模型、

3D 投影、互动装置、触屏导览系统，以场景营造、

实物标本结合多媒体技术手段分别展示湿地植物群

落、动物群落及湿地生态系统知识，极大提高游人

的参与兴趣。隐蔽在灌丛中的音箱播放鸟类鸣叫，

吸引鸟类的同时也提升了声景质量。

2.5　案例小结

2.5.1　分区布局
调研的湿地公园都根据湿地环境的生态敏感性

进行分区，将场地中靠近自然环境、条件优越的区

域划为保育区进行严格保护和管理，保证湿地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功能；靠近城市环境、干扰强

度大的区域作为游客的主要游憩活动区域，同时大

的功能区集中封闭布置，小的功能区则使其点状分

散布置，保育区与功能区之间设置缓冲区，尽可能

控制游客活动的区域范围，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环

何颖，等：广东省湿地鸟类栖息地营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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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破坏。根据前述分区面积占比的统计，公园保

育区面积建议控制在总面积的 30％以上，以保持

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和稳定性。

2.5.2　鸟类生境设计与管理
整理上述湿地公园生境设计与管理的方法，主

要有以下经验可供参考。

（1）植物

增加乡土植物、果树和蜜源植物的应用以吸引

鸟类和昆虫，净水植物以改善水质，并定期进行植

被管理维护（灌溉、除草、剪草、施肥、栽种等）；

丰富乔灌草群落配置结构，控制植物高度和密度，

保证鸟类安全感的同时提供良好的视野范围，利于

获取食物和隐蔽；控制芦苇地的面积，发挥净水作

用之外避免其面积过大影响鸟类栖息；清理有害入

侵物种，恢复自然群落。

（2）水体 

通过限制污染源排放、雨污分流、底泥清淤疏

浚等措施来改善水质；保持水岸岸线的曲折蜿蜒；

营造开阔水面、浅滩、岛屿等多种水域生境类型，

形成不同水位的过渡梯度，水位按鸟类迁徙时间进

行适当调控，满足不同鸟类需求；水面设置木桩供

水鸟站立停歇；浅滩和浅水区种植水生植物，恢复

湿地生态系统的同时为鸟类提供觅食栖居场所；清

理的河底淤泥可以就地堆埋形成人工小岛，丰富鸟

表 5   鸟类相关设施统计

名称 观鸟台 / 亭 / 廊 望远镜 宣教中心 观鸟塔 / 楼 / 屋

华侨城国家
湿地公园

福田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

/ /

福田红树林
生态公园

/

中山翠亨国
家湿地公园

/

江门
小鸟天堂

/ /

肇庆星湖国家
湿地公园

/ /

花都湖国家
湿地公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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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植被，供鸟类栖息。

（3）干扰控制

合理利用植物林带、起伏的地形、大面积水体

来阻隔外界负面影响，管理方面可以通过限制园内

的交通方式、游线内容、游客活动的区域范围和时

间来避免对鸟类造成过多的干扰。

2.5.3　鸟类相关设施
通过对上述优秀案例的鸟类相关设施分析，总

结出以下设计经验。

（1）科普宣教设施结合多媒体手段，展示方

式有鸟类实时监测、鸟类仿真模型介绍、人机互动

装置等。

（2）设置人工鸟巢、栖架、投喂点等引鸟设施，

改善鸟类的生存空间和食物条件，同时也增加公众

与鸟类互动的机会，起到环境教育的作用。

（3）观鸟设施控制高度，结合地形和植物进

行隐蔽设计，建筑材料和颜色多与周边环境融合，

尽量降低对鸟类的干扰，内部配备望远镜和鸟类图

鉴，方便公众学习鉴别。

（4）设置贯穿全园的科普解说系统，丰富游

览体验。

3 　结　语

选择了七个以鸟类保护为主题的广东省湿地公

园作为本土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分别从分区布局、

鸟类生境设计、鸟类相关设施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

分析对比，提取出值得借鉴的鸟类栖息地营建经验。

分区布局可以采用保育区、缓冲区、功能区三区结

构，保育区面积建议控制在总面积的 30% 以上，

以保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和稳定性；鸟类生境设

计总结了植物种类选择、群落配置、水质改善、水

位控制、人为干扰控制的经验；鸟类相关设施方面

总结了科教设施、引鸟设施、观鸟设施设计的经验。

对鸟类栖息地的保护与营建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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