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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地处半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性气候地区的特大城市北京中心城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针对北
京市宜居城市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研究了北京中心城地区城市湿地的主要效能和城市湿地规划编
制的方法学和若干关键技术，以此为基础编制了北京中心城地区湿地系统规划。
在宏观的城市规划层面上提出了北京中心城区湿地的适宜面积、各类主导功能湿地的数量、面积、空
间布局、湿地生态需水量和水源保障方案等。
本书在对国内外多种生态需水计算方法的比较研究基础上，选择生态功能法作为基准方法，提出了利
用外包络线计算城市湿地生态需水的新方法。
首先计算满足各种湿地生态功能目标的需水量，在此基础上利用外包络线的方法分析确定了最终的湿
地系统生态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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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A.城市生态园林中鸟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植被的复杂性有关。
研究发现城市生态园林中不同植被类型鸟类组成及数量年间变化不明显，鸟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植
被的复杂性相关。
阔叶林的林木种类丰富，空间层次明显，树冠枝叶茂盛食物较丰富，阔叶林中鸟类物种多样性最高。
水边草地为鸟类饮水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地面昆虫种类较多，部分地区杂草茂密，也为鸟类提供食
物和栖息场所，因此该生境中鸟类物种多样性也较高。
针叶林虽林冠茂密，但层次简单；而灌丛虽隐蔽性较强，但组成单一，层次不明显，且人类活动干扰
较大，所以二者的鸟类物种多样性较低。
 B.鸟类群落结构的均匀性与林木配置以及所处的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
水边草地生境简单，种数较少，种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因而表现出最高的均匀性。
阔叶林生境最复杂，种类最多，但种间数量分配不均，因而表现为最低的均匀性。
 C.鸟类群落结构与林木配置及环境密切相关。
城市园林建设在增加绿化面积的同时，应考虑鸟类的高栖位和边缘效应。
高大的阔叶树木树冠茂密，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可为鸟类提供隐蔽且较安静的栖息环境，利于鸟类栖
息。
在林木配置上，其中部应以高树冠树种为主，边缘应以茂密灌丛为主。
在营造大面积具有连续性的多树种阔叶林同时，应注意植被中、下层的绿化，尽量为鸟类提供丰富的
食物和适宜的营巢环境，以提高鸟类群落的丰富度。
护城河、人工湖改造时，应尽可能保护堤岸上的次生植被，堤岸次生植被的存在对鸟类招引及鸟类群
落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3）国外对城市水禽栖息地的调查研究 Ashley H.Traut等对佛罗里达中部四个已开发的城市湖泊，调
查了水禽的分布与岸线开发以及滨岸区和陆地区栖息地特征的关系。
夏季和冬季共观察到34种水禽。
在所有湖泊已开发的陆地岸线上，在冬、夏两个季节，涉禽、沼泽鸟类和雁鸭类的丰富度都比设想的
要高。
潜鸟的丰富度在冬季沿已开发岸线比较高。
物种丰富度与岸线的开发程度无关，物种的均匀度随着季节变化，在夏季未开发的岸线和冬季已开发
岸线比较高。
高挺水植物、开阔的岸线、草坪和树冠是决定鸟类分布的主要的栖息地要素。
所有鸟类在两个以上的湖泊、在两个季节都显示了与高挺水植物负相关。
而涉禽、沼泽鸟类和雁鸭类与夏季开阔的水面正相关。
沼泽鸟类、雁鸭类和潜鸟在冬季与草坪和树冠正相关。
大部分的鸟类在夏季和冬季都能使用城市湖泊，有些鸟类能够使用开发岸线。
但是，在未开发岸线缺少鸟类可能与这些岸线高密度的挺水植物有关。
文章分析了以上调查结果，认为：①城市湖泊能够支持多种水禽，提供水禽的栖息地。
②许多鸟类宁愿忍受人类的干扰而在开发岸线寻找适宜的栖息地。
与其说鸟类选择了已开发的岸线，不如说鸟类是为了避开未开发岸线的高挺水植物香蒲。
③鸟类与高挺水植物负相关（表3—11），特定的鸟类与开敞的岸线、草坪和树冠正相关（表3—12）
。
④在夏季，开发的岸线物种均匀度较低。
事实上，开发岸线的使用主要有8种鸟类。
即特定的鸟类受乐于在开发的岸线栖息和取食，主要是鹭类，常见于城市湿地。
这些鸟类在未受干扰的地区比较少见，而如秧鸡、麻鸭等鸟类不能忍受开发和干扰，避免城市环境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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