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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泸沽湖概况

（一）地理位置

泸沽湖古称鲁窟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纳西族摩梭

语“泸”为山沟，“沽”为里，意即山沟里的湖。泸沽湖位于四

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由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县共辖，湖

东为盐源县泸沽湖镇，湖西为宁蒗县永宁乡，湖面海拔2685m。

泸沽湖东距盐源县城118km，南距宁蒗县城72km，地理坐标

为东经100° 51′ ~100° 55′，北纬27° 41′ ~27° 45′，是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湿地保

护区。

（二）河流水系

泸沽湖流域集水面积为247.6km2，其中湖面面积58.8km2。

泸沽湖属长江流域雅砻江水系，湖水经东侧草海海门村处进入海

门河，后依次汇入前所河、永宁河（盖祖河）、卧龙河、理塘河，

最终汇入雅砻江。

泸沽湖最大水深93.5m，平均水深为40.3m，水深超过50m

的湖区约占全湖面积的50%，湖水总容量达19.53亿 m3。

草海是泸沽湖的出水口，对出湖水体起到天然调节的作用，

是泸沽湖生态系统的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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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候特点

泸沽湖流域地处西南季风气候区域，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

具有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的特点。光照充足，冬暖夏凉，由于湖水

的调节功能，年温差较小。同时由于湖周边群山环抱，受深水湖泊

的影响，形成较明显的立体气候特点，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

湖区内干湿分明，6月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5月为旱

季，1月至2月有少量雨雪，旱季降水仅占全年降水量的约11%。

湖水温度10.0℃～ 21.4℃，是一个永不冻结的湖泊。

（四）地形地貌

泸沽湖属断陷溶蚀湖泊，近南北向展布，山脉略呈环状延

展，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湖周围为构造侵蚀、剥蚀和溶蚀地

貌，以高中山构造侵蚀地形为主，海拔2657 ～ 3800多米，最高

点为狗钻洞西侧山峰，海拔3865m，与湖面相对高差1000余米。

（五）开发现状

泸沽湖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它犹如一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

大凉山的万山丛中，以美妙绝伦的湖光山色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具有极好的开发前景。区内既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又有丰富的人

文景观，最为可贵的是摩梭人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大家庭和男不

娶女不嫁的阿夏婚姻。其独特质朴的原始自然美，具有极高的欣

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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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四川泸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风景区总面积315.8km2，共分三大区，即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三级保护区，风景区规划日游客容量20000人次；日极限游

客容量30000人次，年游客容量560万人次。

泸沽湖周边是一个多民族的贫困地区，地处高寒山区，农业

结构单一，主要为旱田和坡地，种植玉米、豆类、荞子、洋芋

等。泸沽湖周边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以旅游为主，随

着泸沽湖4A景区的成功申请，在两省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以旅

游业为主导的新型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二、生态环境现状

（一）水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水质状况

泸沽湖流域水质总体较好，国控湖心点位自2020年以来，稳

定达到国家Ⅰ类考核目标；长岛湾和赵家湾两个省控点位也均为

Ⅰ类。但部分支沟入湖处水质不能常年满足Ⅰ类水要求。

泸沽湖周边四川境内有舍垮湾子河、新河、山南阿萨河、布

尔角河沟、母古落河、小草海龙塘沟、达祖河等7条主要入湖河流

和1条出湖河流（海门河）。根据《盐源县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通

报》，2022年度泸沽湖四川境内7条主要入湖河流地表水水质总

体达到 II类水质，1个出水口水质稳定达到Ⅲ类以上。

2. 水环境问题及成因

泸沽湖周边污染源主要来自旅游人员和周边居民生活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及水土流失等。

近年来泸沽湖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泸沽湖机场的通航，

更加速了当地旅游开发的进程和规模。人流物流的剧增，深刻地

影响当地的消费水平和发展格局，同时旅游污染也大大增加，近

年来达到污染负荷的50%以上。

泸沽湖周边沿环湖路有大量的耕地和分散居民，农业化肥农

药等面源污染和分散居民排污没完全实现雨污分流，导致部分入

湖河流水质不能满足泸沽湖水环境功能要求。

部分河流、沟渠生活垃圾、杂草没及时清理，也是影响水体

整洁程度、感官、水环境质量的因素。

受地质、地形、土壤、气候等影响，泸沽湖周边林区植被覆

盖度不太高，居民放牧对林下植被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区域水土

流失状况不容乐观。暴雨洪水将土壤中的泥沙、有机质等带入河

流湖泊，也对水环境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水生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水生态现状

（1）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

根据成都理工大学2019年9月编制的《四川泸沽湖湿地自然

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盐源县泸沽湖有浮

游藻类5门51种（包括变种），有浮游动物45种。总体上看，浮

游藻类中以绿藻门种类最多，有19种，占种类总数的37.3%。

（2）水生植被

泸沽湖内水生植物资源可分为挺水植物群落、沉水植物群落

和浮水植物群落三个植物群落类型。

水生植物种类中以沉水植物最为丰富，共17种，以波叶海菜

花群落、狸尾藻群落、红绒草群落、竹叶眼子菜等群落为代表，

广泛分布在水深0.3m到0.7m湖床上，生长状态良好，群落盖度

大，对维持泸沽湖良好水环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浮水植物群落主要是鸭子草群落，物种有16种，主要是：细

果野菱、青萍、鸭子草。

挺水植物群落有芦苇群落、水葱群落、菱草群落、香蒲草群

落，挺水植物共有14种，主要是：芦苇、菖蒲、茭白、水葱、野

慈姑、两楼翘柒等。

（3）鱼类

根据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院2019年9月编制的《泸沽

湖湿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盐源县泸沽湖内共

有鱼类19种，隶属于3目10科12属。其中，鲤形目最多，有11

种， 占总种数的68.75%；鲈形目其次， 有3种， 占18.75%；鲑

形目、鳉形目各1种，占6.25%。其中4种是盐源县泸沽湖的原生

种：厚唇裂腹鱼、宁蒗裂腹鱼、盐源县泸沽湖裂腹鱼、泥鳅，前3

种为盐源县泸沽湖特有物种。

（4）外来水生动植物

结合有关泸沽湖水生动植物的相关已有记载资料，泸沽湖有

鲤鱼、青鳉、鲫鱼、芦苇等外来水生动植物。

其中，鱼类为上世纪80年代当地为了发展渔业引进的外来物

种，大大改变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芦苇是很早以前当地为了净化水质，在草海人工引进栽种

的。由于芦苇繁殖力强，加上草海湿地基质变化，以及没及时清

理枯萎的芦苇秆；造成芦苇在草海大量扩张，改变了草海的生物

多样性，腐烂的植株也对水体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2.水生态问题及成因

（1）滨水生态系统人为干扰严重

据调查，泸沽湖周边土地后备资源缺乏，农用地和农村生活

用地占到了湖滨带土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再加之旅游业将新增

产业用地，不利于湖滨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湖泊水质保护，其美

学和观赏价值也将大大降低。

（2）草海湿地退化

目前泸沽湖水质相对较差的区域为草海湿地及草海沿湖岸线

区域，草海区域内源污染对水质影响较大，草海自生态红线划定

以后，禁止当地居民进入草海打草饲喂牲口，导致水生植物堆积

腐烂，水质逐渐恶化。

另外，部分引入物种生长速度过快，未及时收割和打捞死亡

的水草，导致草海内源污染增加，水体流动性降低；同时近年来

草海湿地年平均蒸发量增加，导致部分区域退化形成死水区。

由于环境用水依然不足，水域面积减少，沼泽化严重，栖息

地遭到破坏，滨水旅游活动增加等，对草海湿地的生态系统的稳

定和良性发展造成了冲击。

（3）原生生态系统脆弱，水源涵养能力较低

泸沽湖流域林地总面积占比较大，但森林生态系统脆弱，现

存最大面积的植被类型是松科次生林，且林分结构单一，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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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周植被以幼林为主，导致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不

强，且易受病虫危害。其次荒山荒坡、坡耕地、经济林、流石滩

等中强度侵蚀区在流域内有不同程度分布。另外，林区放牧也对

山区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泸沽湖流域地处高海拔地

区，一旦林分结构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恢复极其缓慢。

（4）生态工程维护管理有待加强

泸沽湖流域现已建成部分湖滨生态工程，个别生态沟、渠、

塘面积过小，水力停留时间不足，加之缺乏稳定运维资金，已建

的部分沟、渠、塘未及时清淤，对污染物的截留净化作用和水资

源的调蓄作用相对有限。

三、泸沽湖生态环境变化趋势

（一）水环境变化趋势

根据2010年以来泸沽湖例行水质监测数据分析，泸沽湖 TP

和 TN含量年均值在地表水 I类标准限值以下，但线性变化呈逐年

上升趋势，部分时段超过地表水 I类标准限值。

泸沽湖 CODMn 和 BOD5 含量年均值在地表水 I类标准限值以

下，但线性变化逐年呈现波动性上升的明显趋势。

泸沽湖叶绿素 a含量年均值和营养状态指数逐年下降的趋势

虽比较显著，但在2020年以来部分时段止降反升。

综上所述，2010年以来泸沽湖水质主要指标满足地表水 I类

标准要求，但主要污染因子在近年来有加重趋势，不少指标仍是

近年高值。作为西南地区水质最优良的湖泊，泸沽湖稳定保持Ⅰ

类水质的压力较大。

（二）水生态变化趋势

近年来南部湖区水生植物群落演替加速，水生植物群落类

型向单一、 耐污种类演变， 具体表现为耐污种类如穗状狐尾

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和 浮 叶 眼 子 菜 （Potamogeton 

natans） 大 面 积 生 长， 逐 渐 代 替 了 以 波 叶 海 菜 花（Ottelia 

acuminata var. crispa）为主导的水生动植物区系。

草海湿地内部生态结构发生改变，水域面积减少，沼泽化严

重，栖息地遭到破坏，旅游开发强度增加；自建民宿未做到100%

截污，滨水旅游活动以及对水生生物资源过量的掠夺和榨取，对

草海湿地的生态系统造成冲击。

滨水生态系统人为干扰严重，部分滨湖带被破坏。由于旅游

业的恢复发展，泸沽湖环湖停车场部分地面为土石或泥土地面，

雨季时雨污大多直接冲刷入湖，对泸沽湖水生态环境有一定负面

影响。

综上分析，在旅游开发建设中不进行合理规划，不及时进行

水生态修复建设，泸沽湖水生态将有恶性变化趋势。

四、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要求“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近年来，随着泸沽湖景区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大量涌入，

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们与区域自然

环境之间原本的平衡关系随之改变，致使区域水质达标率形势

严峻。

泸沽湖湖周存在面源污染，滨水生态系统易受人为扰动，自

我修复能力减弱。结合泸沽湖生态环境现状和发展要求，为解决

改善泸沽湖水生态环境问题，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期实现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强化水生态空间管控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风景名胜区边界、河湖划界成果等，划

定“三区”“两线”，“三区”是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

区、绿色发展区，“两线”指的是湖滨生态红线、湖泊生态黄线。

云南省已先行启动“三区”“两线”划定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生态

效益。

（二）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

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统筹推动环湖截污体系完善，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建设灌区农业面源生态拦截工程、生态沟

渠、生态塘等，进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封山育林建设。

（三）进行滨湖岸线保护与修复

结合湖滨生态红线内居民搬迁进行湖滨湿地建设，进行沿湖

裸露区植被恢复重建，建设沿湖生态屏障。

（四）进行生态补水及河道治理工程建设

在泸沽湖周边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新建扩建水库工程，调节丰

枯期入湖流量；建设水系连通工程为湖周用水紧张地区进行生态

补水。

（五）加强水生态环境管理管护

目前泸沽湖水质相对较差的区域为草海湿地及草海沿湖岸线

区域，草海区域内源污染对水质影响较大，草海自生态红线划定

以后，禁止当地居民进入草海打草饲喂牲口，导致水生植物堆积

腐烂，水质逐渐恶化。其次，部分引入物种生长速度过快未及时

收割和打捞死亡的水草，导致草海内源污染增加，水体流动性降

低。因此，需针对这类污染明显区域进行生态清淤、适当梳理水

生植物、及时清理枯萎的水生植物，控制内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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