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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水生生态系统是地球的生物引擎，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
水坝会改变地形和地貌，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无法逆转的影响。
世界许多大型水坝都无一例外地对其流域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简称三峡工程）也不例外，它的兴建对库区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必将带来
深远影响。
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特大型水利工程，竣工后将形成一座库长约660km，水域面积为1084km2，平均
水面宽1500m，最宽水面2600m，平均水深70m，最大水深170m；总库容393亿m3，年平均径流量4510
亿m3，库岸线长达2200km的峡谷型水库。
三峡水库属特大型年调节水库，根据“蓄清排浊”的运行方案，三峡水库运行后，将在库区两岸形成
一个最高水位175m、最低水位145m、水位垂直落差达30m、面积为440km且周期性变化的水陆交错地
带——消落带。
消落带的出现，可能会产生包括环境污染加重、近岸水体水质富营养化、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加大、
植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被破坏、诱发地质灾害、爆发流行性病情等在内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对三
峡库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消落带分为狭义的消落带和广义的消落带，前者指水位周期性变化的水陆交错地带，后者还包括
河岸部分。
本书研究的消落带是指广义的消落带，它具有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变化周期性和人类活动的频
繁性的特点。
消落带对水陆生态系统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河流的水体质量影响较为突出。
人类活动对河流的影响，如农业面源污染、土地利用变化等主要是通过消落带这一生态界面发挥作用
的。
消落带是河流生态修复的瓶颈和节点，很多河流修复的失败，都与没有采取必要的消落带恢复和保护
措施有关。
国际上对河流的生态修复的重心已经从河流水体转移到河岸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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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三峡库区消落带的类型、分布、面积等基本情况详细调查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三峡库
区水环境状况及其对消落带土壤环境的影响，消落带土壤对水环境的影响和消落带水、陆生态系统复
合特征及功能潜势等问题，探讨了消落带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提出了消落带生态系统调控的主要方
法。
　　本书可供资源、环境、农业、土壤、生态、水土保持等专业领域的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
人员、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阅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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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峡大坝对库区植物种群动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植物种群大小和灭绝速率的
影响。
每一个物种对栖息地破碎化都有其独特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种自身的生物学特性。
繁殖能力强、适应干扰的本地种或外来种能以更快的速度占据破碎化生境中的空地并迅速繁衍；而一
些抗干扰能力弱的本地物种因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生境而逐渐退化，能快速占据破碎化生境的物种通常
是短生草本植物或灌木，它们的入侵不仅会增加生境的破碎化程度，而且可能导致群落优势种群乃至
整个景观的基质发生变化。
通过影响嵌块局部小气候或充当引入病原体的媒介，嵌块周边的植被调节嵌块内植物的死亡率，从而
实现对植物种群大小的影响。
嵌块大小、基质特性及它们之间的连通程度也是影响植物种群大小和灭绝速率的重要因素。
嵌块面积小、基质质量差或离散性高则种群的灭绝速率较高（覃凤飞等，2003）。
　　②对植物种群的扩散和迁入的影响。
植物种群对破碎化过程的反应中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阈值，并将该阈值定义为空间格局中若干小规模变
化引起的剧烈的生态学反应。
该阈值取决于物种特有的区域敏感性和扩散能力。
在临界阈值之上，相互隔离的种群间可保持功能上的联系；在临界阈值之下，由于嵌块间繁殖体的移
动减少而导致嵌块内物种丰富度下降。
许多生长在营养贫瘠的栖息地的物种具有非常低的扩散能力，轻微的栖息地破碎化就会达到临界阈值
以下，使其扩散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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