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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以当涂县为例

刘  晓

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超硬材料研究所　安徽马鞍山　243000

【摘　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指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

受损、退化、服务功能下降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过程和活动。本文从当涂县生态系统现状入

手，识别诊断了其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而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思路及修复工程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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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这

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出发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战略之一，闪耀着系统观念的智慧之光。当涂县隶属于

马鞍山市，地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长江重点生态区的中下游区

域，是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皖江湿地洪水调蓄区及安徽

省“四廊”之一的长江干流及沿江湿地生态廊道的最东首

县域之一，也是皖苏交界长江水道咽喉部位。在当涂县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作对保障长三角水

生态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当涂县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现状

1.1　山

当涂县域内的“山”主要呈“轴状”位于北部及中北

部，整体呈北北东-北东走向，犹如当涂县生态系统的“骨

骼”。地貌主要是丘陵及低山，海拔50～250m，其中主要

有大青山、十里长山2座低山，属小起伏侵蚀剥蚀低山，大

青山最高峰海拔371.9m。

位于太白镇-大青山一带的低丘区域，该区域由龙

山、后观音山、后和睦山等多座山体组成，海拔标高20

～105m，高差85m。山体自然形态呈浑圆状，坡度28～46°

，出露地层主要有第四系全新统粉质粘土及砂岩、页岩等

岩石碎块，三叠系中统黄马青组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

岩、细砂岩、粉砂岩等。目前现状山体均有很大部分被开

挖剥离，原始地貌被改造形成台阶、陡坡等人工地貌。受

采矿影响，生态环境存在一定问题，包括视觉污染、土地

压占损毁、地质灾害及水土污染等。

位于太白镇北部一带的花山，以及县北十里长山周边的

白竹山、寺山等地，分布着多个建筑石料露天开采区及治

理区，现状多个露天矿山已经关闭，大部分已经开展治理

或准备治理。受采矿影响，露天采场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同时还存在废弃采场和堆场挖损土地资源以及露天采场可

能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等问题。

1.2　水

当涂县域内的“水”整体呈“网状”分布县域境内，姑

溪河东西连通长江和石臼湖，南北联动青山河、运粮河、

黄池河（水阳江）等，中部圩区的河湖水道之间沟塘渠库

密布。姑溪河现状主要功能不但为城镇饮水源地、农业用

水、泄洪排涝等，同时也作为生态连通廊道支撑起整个县

域水生态网络，犹如当涂县生态系统的“血管”。

地表水现状总体水质状况为良好，监测断面均全部达

标，没有出现劣Ⅴ类水。但水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

地表水流经城镇区、经济开发区后，由于污水收集系统建

设进展相对滞缓，受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影响，扁担

河、襄城河等中下游水质相对较差，石臼湖水质状况为

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矿区水土流失情况较为

严重，农村水系河道淤积严重，河流之间的水力联系被割

断，生活污水及农业面源污染等大多直接排入水体，影响

农村水生态环境。

1.3　林

当涂县域内的“林”主要赋存于“山”、“水”之中，

与之紧密联系，一损俱损、休戚与共。县域现状森林覆盖

率19.62%，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07%，2020年度当涂县

被评为“安徽省森林城市”称号。可以说，该县的“林”

犹如当涂县生态系统的“肺”，既保障了城乡绿色发展的

呼吸动力，又给予了生态环境压力的生态屏障。

但是，当涂县森林资源现状在安徽省森林长江中下游资

源总量份额较低，其中还存在着林分结构、树种组成、林

龄结构、林种组合等林相结构不尽合理，树种相对单一，

不利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林地单位面积蓄积量不高，

低产低效林大量存在，林分质量有待提高；森林群落发育

阶段较低，生物多样性不够丰富，森林水源涵养等生态服

务功能有待进一步提高。流域内次生植被及人工植被比重

大，植被根系不发达，水土保持能力不及原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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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田

当涂“一山四水五分田”，“田”占到县域一半，属典

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是全国粮棉生产大县。域内的“

田”主要呈“面状”位于广大平原及岗地，在当涂县的经

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城乡生

态振兴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田”犹如当涂县生态

系统的“心脏”。

当涂县地貌类型属沿江丘陵平原，平原丘陵呈带状分

布，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无霜期长，河网密布，沟渠纵横，适宜农业发展。区内

水稻土占土壤面积的77.65%。分布遍及全区，是区内面

积最大的耕种土壤，成土母质主要是江、湖积物和下蜀

系黄土，适宜耕作。但是，当涂县部分乡镇的旱地所占

比重比较大，意味着产出率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还可

以进一步提高。

1.5　湖

当涂县域内“湖”主要是石臼湖，位于当涂县西部，

与长江水道一东一西构成当涂县水网络的两翼。当涂石臼

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

性丰富，是众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同时，石臼

湖在涵养水源、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上具有重要作用。可以

说，当涂石臼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具有水土保持、

水源涵养、调节区域气候、美化环境、水体自净、维护生

物多样性的功能和作用，生态意义重大，犹如当涂县生态

系统的“肝脏”。

石臼湖湿地以黄池湖和青山河连接发源于黄山北麓的青

弋江。以运粮河汇聚发源于天目山北麓的水阳江。青弋江

和水阳江是石臼湖湿地仅次于长江的重要水源地。

石臼湖湿地水质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变化较大，丰水期

水质相对较好，但枯水期水质基本维持在国家Ⅲ类标准[1]

。2018-2019年总体水质状态优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中III类的水质标准。2020年，石臼

湖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

长期以来，由于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区的认识偏差，

以及石臼湖周边地区居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等，石臼湖大面

积的水域被多种形式承包后开展高密度的围网养殖，导致

保护区管理机构对石臼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难

以开展，石臼湖湿地生态系统生态功能被大大消减，生物

多样性丧失严重。受水体污染、湿地植被破坏以及周边人

类活动的影响，石臼湖及周边湿地的鸟类和水生动物的生

存环境正面临一定威胁。

1.6　综合分析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关系复杂

且有序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相互影响，单个要素的变化

都会在其他要素中反映出来[2]。本区“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系统总体来说比较良好，现状条件下没有出现极为严

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与当涂县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大力发展“生态强县”战略息息相关。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是维持生态平衡与稳定的重

要因素。与此同时，当涂县姑溪河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态系统还存在有不足，包括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和生

态风险突出、部分河流湖泊水质不稳定、森林生态涵养功

能退化、生态系统人工化破碎化、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体系薄弱、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等重点

问题，当前现状与“白菜心”高标准定位仍有较大差距，

与城乡生态振兴发展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对标江苏“杭

嘉湖”还要进一步提升和努力。

2　当涂县生态问题识别与诊断

2.1　以“水”为主的主要问题—姑溪河水生态网络防

护功能下降，与“白菜心”高标准定位仍有较大差距

一是水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水生态网络防护能力需

要进一步提升；二是水资源承载力不匹配，水资源均衡性

和供需矛盾突出；三是水生态网络系统平衡脆弱，涵养功

能退化。四是防洪减灾体系存在短板。

2.2　以“山”“林”为主的主要问题—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风险突出，治理任务任重道远

一是矿山开发遗留问题较多；二是地质灾害隐患存在；

三是矿山损毁占用土地严重，部分土壤需分类管控。

2.3　以“田”为主的主要问题—农业农田污染问题依

旧存在，城乡生态振兴势在必行

一是农业生产生态化水平仍然不高；二是面源污染问题

存在。

2.4　以“湖”为主的主要问题—生态承载力有待恢

复，生物多样性出现衰退，水生态安全保障亟需提升

一是石臼湖完成围网整治、退养还湿时间短，生态承载

力尚未完全恢复，区域生态系统仍非常脆弱；二是水生生

物多样性减少。

2.5　诊断结果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

机链条。当涂县山水林田湖各生态要素均不同程度存在问

题，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亟待进行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工作。

3　当涂县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思路

3.1　指导思想

以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

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

策、系统治疗”，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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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荒则荒，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2　修复思路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主线，以当涂县

姑溪河水系及其支流为主脉、以系统打造姑溪河流域水系

生态屏障为目标，深入分析各生态功能区存在的矿山开发

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流域水环境风险防控薄弱、

土壤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压力大等一

系列关键问题，从空间上、功能上串联生态功能分区—生

态屏障—生态主轴，划分治理分区，系统分析“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各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关系，布局实施保护修复工程，进一步提升实施范围内生

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长江中下游重要生态屏障。

3.3　修复目标

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有效

实施，使当涂县的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姑溪河水系生

态修复效果显著，矿山环境整治成效明显，城乡人居环境

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和利用，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湖库生态系统持续保持健

康，基本实现“山优、水好、林茂、田良、人和”的生态

保护修复目标。

4　生态修复分区与工程布局

4.1　生态修复分区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项目工程属于综合性、系统

性治理工程，涉及多学科、多部门、多渠道、多层面。

本文围绕修复目标，以分区修复生态问题短板为导向，

以姑溪河流域水生态网络为脚本进行分区，以大青山区

域为主轴，为当涂县划分出“一网一轴三区”生态修复

布局。其中，“一网”为姑溪河流域水生态网络；“一

轴”为大青山生态修复轴；“三区”分别为西部沿江城

镇生态提升修复区、中部圩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区、石

臼湖生态修复区。

4.2　工程布局

按照“一块区域、一个问题、一种技术、一项工程”的

思路，形成生态保护修复关键技术整体解决方案[3]。

4.2.1　姑溪河流域水生态网络

于姑溪河主河道布局防洪及水系整治提升工程，其主

要目的是重点解决姑溪河下游防洪抗旱能力的不足，并进

一步提升城市河流水质安全；于各乡镇河道水系，布局堤

防加固水环境整治工程、水系水环境整治工程，主要目的

是重点解决圩区一带的岸坡整治及沟渠水系的水环境整

治，加强农村地区的截污控污能力，实现重点区域生态环

境改善。

4.2.2　大青山生态修复轴

以大青山为核心区域，于太白镇、护河镇一带布局废

弃宕口整治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滑坡治理

工程，主要目的是解决大青山核心区域的矿山生态破坏

和地质灾害隐患问题，消除视觉污染，达到恢复生态环

境的目的。

4.2.3　西部沿江城镇生态提升修复区

以长江岸线一带为核心区域，以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

抓手，于江心乡一带布局乡村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主要目的是通过岸坡修复整治和清淤活水，使水生态环境

得到提升。

4.2.4　中部圩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区

于大陇镇、护河镇及姑孰镇一带布局农田生态修复工

程和环境整治工程，主要目的是促进农村农田的水环境质

量，加强农村地区的截污控污能力，提升农村饮用水源安

全，实现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改善。

4.2.5　石臼湖生态修复区

于石臼湖西部布局湿地和植被恢复工程，主要目的是

通过梳理识别关键河流、坑塘位置，恢复连接系统，建立

河流-石臼湖-池塘的复合型湿地，并开展植被恢复，减缓

生物多样性退化。于石臼湖南部片区布局水禽栖息地恢复

工程，主要目的以建设生态缓冲隔离带来保护水禽栖息场

所，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

5　结语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已成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重要抓手和现实路径之一。各地积极推动山水工程实施,开

展了诸多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经验和做法，但不

同程度存在监管不足的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修复工程的实施，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要逐步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全过程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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