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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云南星云湖南岸生态整治规划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lanning of the South Bank of Xingyun Lake in Yunnan

张琪，钟晖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昆明650224)

摘要 阐述了高原湖泊星云湖的自然条件、污染根源和景观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本项目星云湖南岸(一期)生

态整治规划，尝试在整个流域范围内运用GIS分析生态湿地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重现滨水空间等。改善星云湖的

水质。提高星云湖及周边的生态旅游价值。规划采用顶端控制和底端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恢复星云湖流域的生态功

能，解决星云湖流域现有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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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plateau lake-Xingyun Lake，pollution gource and landscape

features．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lannting of south bank of Xingyun Lake，it tried tO use GIS analysis，construct

eco-wetland，control agricultur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reproduce waterfront space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and eco-

tourism value．The planning took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top control with bottom treatment to rehabilitate the eeo-fune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Xingyu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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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湖地处东经l呓45’20'’，10汐48’20'’，

北纬40 17’20”．40 23’03”之间，属中亚热

带半干燥高原气候。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城

北1 km处，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属珠江流

域南盘江水系的源头湖泊，为滇中高原陷落性浅

水湖，是抚仙湖的上游湖泊，通过2．2 h的隔河与

抚仙湖相联。大小入湖河流14条，多年平均流入

抚仙湖水量约2 400万-—13，a。星云湖流域概况见表

l。

1999年星云湖水质为Ⅳ类，预期规划实施后

星云湖水质将达到Ⅱ类，提高星云湖及周边的生

态观光价值，改善人居环境，打造“滇中旅游经

表1 星云湖流域概况

1 项目背景

1．1概况

本项目一期规划星云湖南岸10．5 km，宽

100—300 m，总体规划面积：210 hm2。周围交通便

利，有大片农田环绕，环境优美，场地及周边的景

观资源优良。湖泊湿地是湖泊的一部分，两者并

不相同。绝大部分湖泊具有中间深周边浅的特点，

而湖泊湿地是发育在湖泊的边缘，也就是指枯水期

才娣小于2 m船盼，并且总面观砥于8皤m。
1．2星云湖生态综合整治技术路线

星云湖生态综合整治技术路线见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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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云湖生态综合整治技术路线

2现状赞源分析

2．1 SWOT分析

2 1 1场地优势交通、气候和生态区位优势；

青铜文化、古滇王国等文化优势；一---Lb环抱环境

优美，滨水景观良好。

21 2场地劣势星云湖水质属于Ⅳ类．并发

生了严重的蓝藻水华，湖水透明度降低到小于

1 m。生态景观建设与当地经济结构的矛盾突

出，城镇点源污染与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将

星云湖流域范围内的各类点源、非点源污染物

的排放量统计汇总．见表2。

裹2墨云期点蠢非点舞污染捧敏■汇总

表2可以看出，流域农村生活、农业面源污

染、工业点源和城镇生活是主要废水排放源．其

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排放总量的56．94％、

21 75％和21 08％。

2 1 3场地机遇云南昆明旅游经济圈辐射范围

的区位经济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机遇；国内外研究与保护

机构对生态旅游的关注等。

2 1 4场地威胁周边居民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星云湖农业面源污染与城镇点源对星云

湖的影响；缺乏生态旅游管理的法律、法规等。

22场地要蠢分析

本文运用cIs等技术．将复杂的地形地貌以

图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分别通过三维地形、坡

度、坡向和高程等宏观理性分析见图24。

田2场地墟度和膏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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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3场地生态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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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场地洪水安全格局分析

洪水安全格局分别分析了20年、50年的洪水安全格局。

3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

12月26日颁布)；

《星云湖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一五”

规划(2006年一2010年)；

4规划目标

运用景观生态学、景观资源学、恢复生态学

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改善

星云湖南岸的空间布局。恢复星云湖南岸生态功

能，解决星云湖流域现有的突出问题。

解决农业面源和城镇点源污染，创建绿色生

态农业产业结构；

使用雨洪控制技术，消减洪峰流量。确保防

洪安全；

延续场地文化内涵，丰富场地生物多样性，

营造适合生物栖息的生态环境；

重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性湖滨生态湿

地景观。

5规划设计主题和构思

5．1规划设计主题

“风韵水乡、诗境田园”充分发挥场地的

环境和水资源优势．以优美的田园风光、湿地

科普教育、广阔的湖面和滨水景观建设为依托，

做足“生态文章”，做活“水文章”，改善星云

湖水质和提高周边的生态旅游价值，为星云湖生

态旅游区注入新的活力'规划成果见人口鸟瞰图，

见图5。

图5入口鸟一图

5 2规划理念

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共荣。文化融人景观

凸显地方特色，滨水湿地景观效果见图6。

图6滨水湿地墨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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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规划空间布局

规划提出“两带、6大生态功能区”的设计

构思。

两带：滨水湿地景观观光带和内河截污湿地

游览带。

6大生态功能分区：人口接待区、陆地缓冲

林带区、生态农业展示区、湖滨湿地修复区、生

态湿地科普教育区和公共服务区。

54规划构思

日本的琵琶湖和我国的滇池治理的经验和教

训表明，对湖泊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最主要的

是控制湖泊营养化问题，关键是减少营养盐的输

入和恢复或重建湖泊水生生态系统的植被，才能

实现湖泊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

规划采用顶端控制和底端治理相结合的策

略．顶端控制就是控制进入湖的污染物的来源

值源和面源污染)；底端治理就是对湖泊本身的

综合治理，包括对湖区典型区域的底泥疏浚和水

生植物的恢复。

6景观生态整治专项规划

61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星云湖水体净化是此项

目要重点解决的问胚．通过人工湿地和生态农业

植物群落，完善湖滨湿地建设，打造湖滨生态环

境．恢复其生态功能。生态修复的重点地段是新

老大街河的入水口处，结合场地内河截污湿地带

的建设。通过生态恢复建设，把污水截流在截污

内河湿地中进行生物和植物修复，达到净化人湖

污水的生态效益“一。

6 2生态湿地专项规划

进行农业生态整治规划，改传统农业为生态

观光农业，如：荷花、慈姑、水稻等。规划设置

20—30m的内河截污河道．来阻截和净化农业面

源污染和周边居民点源污染，结合内河湿地公

园，进行人湖前的生态净化处理。

结合场地总体规划布局，以此为生态农业观

光带、自然湿地、内河截污河道、绿化缓冲带、

滨河道路、滨河湿地、湖泊。在内河截污河道和

人湖段建立潜流型人工湿地(简称SFS)，通过湿

地植物来控制面源污染⋯。

6 3水系统专项规划

利用现状场地内的农田和河道、池塘等水

体，通过内河截污河道的建设，达到大小水域、

动静结合、生态湿地和竖向设计等策略。构建循

环水系统，增加人们的亲水面，创造开阔、舒适

的景观环境。

6 4城市未来发展趋势专项规划

江JI『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将围绕星云湖发

展，因此提前规划不可建设用地的湿地公园，来

控制城市的发展对星云湖的再次污染见图7。

一圈7未来城市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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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白洋淀湿地进行了生

态评价，湿地综合评价指数是0．58，总体生态环

境质量一般，且有向较差发展的趋势。结果表

明：通过确定单项指标权重得到湿地最主要的功

能是生态服务功能(o．㈣；其次是生态保护功能
(0．26)；最次是资源功能(0．1)。单项指标中最重

要的是缓洪滞沥功能(o．31)，其次是调节气候

(o．14)，最次为土地资源功能(0．004)。其次是科

教研功能(0．08)。权重经过归一划分，其中重要

指标3个，次重要指标11个，一般指标两个。从

1956年至今，白洋淀湿地对几次大洪水进行了很

好的调节，缓洪滞沥作为首要功能将继续发挥生

态服务作用。由于气候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的作

用下，最近几十年白洋淀频繁发生干淀，降低了

其生物多样性，自然性，湿地面积，稀有性，代

表性，增加了白洋淀的脆弱性。也对资源功能产

生了严重影响。例如鱼类减产，水质恶化等。在

高强度人类活动的今天，为维护白洋淀湿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生态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确保

其生态系统的安全，必须要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实

施方案和具体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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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语

本项目运用景观生态学、景观资源学和恢复

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充分利用现有的自

然条件和场地特征，通过景观生态规划来改善星

云湖南岸的空间布局，恢复星云湖南岸生态功

能，解决星云湖流域现有的突出问题。预期规划

实施后将重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性湖滨生态

湿地景观，同时星云湖水质将达到Ⅱ类，提高星

云湖及周边的生态观光价值，改善人居环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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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滇中旅游经济圈”的生态旅游品牌。为高原

湖泊的生态整治提供新的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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