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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水岸带生态系统概述



水岸带是指陆地与水域交界处的生态过渡区域，包括河流、

湖泊、水库、海洋等水域与相邻陆地的交互作用区域。

水岸带定义

水岸带的范围因水域类型和地形地貌而异，一般可划分为近

岸带、滨岸带和水陆交错带三个亚区。近岸带指紧邻水域的

陆地部分，滨岸带指水陆交界处的沙滩、岩石等区域，水陆

交错带则指水域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区域。

范围界定

定义与范围



水岸带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垂直结构上，水岸带可分为水底、水下、水面、滨岸植被、滨

岸土壤等多个层次；水平结构上，水岸带则表现为不同生境类型的镶嵌分布。

结构特点

水岸带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水域、陆地、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其中，水域提供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陆地

提供土壤和植被基础，生物群落包括水生生物、湿生生物、陆生生物等，非生物环境则包括气候、地形、土壤等

自然因素。

组成要素

结构与组成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

水岸带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水域

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的重要通道，对于维持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具有重要意义。

水岸带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生

物多样性，是众多珍稀濒危物

种的栖息地。同时，水岸带还

能为生物提供迁徙通道和避难

所，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

重要作用。

水岸带植被能够吸收、过滤和

转化污染物，提高水质净化能

力。同时，水岸带的土壤和植

被还能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

失，保障水资源安全。

水岸带生态系统能够调节局地

气候，增加空气湿度和降低温

度波动。此外，水岸带还能减

轻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的

影响，维护生态安全。

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质净化与水源涵养 气候调节与生态安全

生态功能重要性



02 水岸带生态系统功能



物质循环
水岸带作为陆地和水域的交界处，是各种营养物质、有机物和无机物的重要交换

场所。通过水流的冲刷和沉积作用，以及植物和微生物的吸收和转化，实现了物

质的循环和再利用。

能量流动

水岸带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主要依赖于食物链和食物网。水生植物通过光合作

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成为初级生产者。随后，这些能量通过草食动物、肉

食动物等各级消费者进行传递和转化，形成复杂的能量流动网络。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



水岸带植被能够吸收和转化水体

中的营养物质和有害物质，如氮、

磷、重金属等，减轻水体的富营

养化和污染程度。

吸收与转化污染物

水岸带的土壤和植被具有过滤作

用，能够截留和降解水体中的悬

浮物、有机物和病原体等，提高

水体的透明度和自净能力。

过滤与净化水质

净化水体环境



提供生境
水岸带为多种水生和陆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繁殖场所，包括鱼类、鸟类、昆

虫、植物等。这些生物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维持食物链
水岸带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通过食物链相互依存，形成了复杂的食物网。这种食

物链的维持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

维持生物多样性



水岸带的植被能够调节地表温度、湿

度和风速等微气候条件，改善局部气

候环境。

水岸带的植被能够减缓水流速度、增

加地表粗糙度，从而降低洪水的峰值

流量和减少洪水的冲刷力，起到防洪

减灾的作用。

气候调节与防洪减灾

防洪减灾

调节微气候



03
水岸带生态系统受损原

因



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
极端气候事件如洪水、干旱等，会对水岸带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导致植被破坏、土壤侵蚀、生

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

地质构造和地貌变化
地质构造运动和地貌变化，如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会对水岸带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造成威

胁。

自然因素



1

2

3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建设活动破坏了水岸带的自

然植被，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退化。

城市化进程

工业废水和农业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会对水岸

带生态系统造成污染，影响水质和生物多样性。

工业污染和农业活动

过度开采水资源、修建水库等水利工程，会改变

水岸带生态系统的水文条件，进而影响生态系统

的健康。

水资源过度开发

人为因素



复合因素

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如城市化、污染）的叠加效应，会加剧水岸带生

态系统的受损程度。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叠加

水岸带生态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如物种之间的竞争和捕食关系、土

壤和植被的相互作用等，也会对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产生影响。

生态系统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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