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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编制背景

1992年我国加入《湿地公约》后，国务院组织编制《中国湿

地保护行动计划》并于 2000 年 9 月颁布实施，我国湿地保护工

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轨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扩大

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湿地保护和

恢复”，开展湿地保护工作部署是履行湿地保护国际义务的战略需

要，也是响应国家湿地保护战略的重要举措。湿地资源是柳州市

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全市人民正常生活、生产的重要保证，保护

好湿地资源对于保证柳州市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柳州

市高度重视湿地资源的保护与恢复工作，已完成《柳州市水功能

区划》《广西柳州市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2016—2030年）》

等一系列湿地相关指导性文件的印发，随着《柳州市湿地保护总

体规划（2017—2030年）》（以下简称《柳州市湿地总规》）的

编制完成，柳州市湿地保护工作正式走上高速推进的道路。

《柳州市湿地总规》作为柳州市湿地保护事业发展的行动纲

领，指明了柳州市湿地保护、修复、可持续利用等工作方向，为

落实具体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以下简称《湿地保护法》）的正式施行和《全国湿地保护规划》

（2022—2030年）的印发，《柳州市湿地总规》中的规划目标与

规划任务与当下的湿地保护工作要求已存在偏差，无法继续指导

柳州市的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

为贯彻落实《湿地保护法》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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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本级国土空间规划和上一

级湿地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湿地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组织实施”，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第五条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并将湿地保护经费和湿地生态补偿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等有关规定，为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和落实国家和自治区

对湿地保护的要求，加强柳州市湿地资源的保护，2024年6月，

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以下简称“柳州市林园局”）组织开展《柳州市

湿地保护规划（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

作。

《规划》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充分衔接《柳

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柳州市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2022—2035年）》等相关规划，经深入

实地调查研究，多次征求柳州市各有关部门及各县（区）人民政

府意见，立足柳州市湿地资源及其保护现状进行编制。《规划》

落实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的要

求，明确了柳州市的湿地保护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当前及未来近

10年柳州市湿地保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范围为柳州市行政辖区，国土总面积 18596.79平方千米。

规划期限为 2024 年到 2035 年，基期年为 2023 年，近期目标年

为 2030年，远期目标年为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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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制原则

一、依法依规，严格管理

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

的要求，实行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底线，严格湿

地用途监管，有效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和功能。

二、系统保护，科学修复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湿地保护体

系，结合柳州市湿地保护实际，从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及

其内在规律出发，多措并举、科学开展湿地保护修复，优化生态服

务功能，精准提升湿地生态质量。

三、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依据柳州市湿地资源分布、功能特点，实施湿地保护修复、

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大工程，以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江河湖库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以及建设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为重

点，并根据生态承载力和环境保护要求分期分步推进实施。

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将湿地保护纳入林长制工作绩效考评，明确市县（区）政府

承担湿地保护管理主体责任，各部门各司其职，加强区域湿地政

策制定，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研究创新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湿地保护。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公开湿地保护相关

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五、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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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确处理好湿

地保护与资源利用、当前与长远利益关系，科学制定适合柳州市

的湿地资源利用规则。引导和促进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充分发挥

湿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贯彻实施《湿地保护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

条例》和落实《广西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以全面

保护湿地、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

以推进柳州市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建立健全湿地保护管

理体系，强化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实施退化湿地科学系统修复，

开展湿地可持续利用，切实增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湿地

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柳州市西部陆海新通道关

键节点城市建设和建成生态宜居的山水名城提供重要保障。

第四节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3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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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4年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年修改）

《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2014年）

二、国际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

三、文件与部门规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

发〔2015〕12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确定全口径湿地范围意见的函（自然

资办函〔2022〕196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意见》（2021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印发《广西湿地保护规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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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的通知（桂林发〔2024〕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名录

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林发〔2023〕18号）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2023年）

《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

四、相关标准与规范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林湿发〔2008〕265号）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LY/T1755-2008）

《湿地公园设计标准》（CJJ/T308-2021）

《湿地分类》（GBT24708-2009）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

然资源部 2023年）

《小微湿地保护与管理规范》（GB/T 42481-2023）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五、相关规划

《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2—2030年）》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

2035年）》（2020年）

《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



7

—2035年）》

《广西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草原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柳州市湿地保护总体规划（2017—2035）》（2018年）

《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柳州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柳州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柳州市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2022—2035

年）》

《柳州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柳州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1—2035）》

第五节 编制过程

一、组织编制阶段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和自治区湿地保护工作部署，柳州市林园

局于 2024年 3月成立柳州市湿地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组，6月聘请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落实开展

《柳州市湿地保护规划（2024—2035年）》编制工作。通过函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

农村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部门，收集整理有关部门“十三五”

以来湿地保护管理的工作成效以及到 2030 年湿地保护修复相关

工作目标、计划等相关材料。8月 23日，柳州市湿地保护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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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联席会办公室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技术支撑单位就

《规划》编制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各成员单位对湿地保护修复工

作展开交流发言，会后根据各成员单位的意见建议对《规划》内

容进行补充，并完成《规划》初稿。9 月 24 日—26 日，柳州市

林园局组织开展湿地资源调研，摸清各县（区）的湿地资源现状

和保护空缺情况，实地考察湿地保护重点项目布局情况。

二、意见征求与专家评审阶段

2024年 10月，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规划》征求意见

稿，柳州市林园局于 11月上旬广泛征求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市

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等部门意见，共收到修改意见 15条。根据反馈意见及专

家咨询，技术支撑单位对《规划》进行补充修改，形成《规划》

送审稿。11月 26日，柳州市林园局邀请区内专家对《规划》进

行专家评审，各相关部门和各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参会，经过

质询和讨论，会议建议对《规划》的背景、主要任务、重点项目

等内容进行修改优化。根据专家意见，柳州市林园局组织技术支

撑单位对《规划》进行修改，2025年 3月，柳州市湿地保护修复

工作联席会办公室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技术支撑单位

向各成员单位汇报专家评审会后《规划》修改情况，并讨论确定

自治区级湿地公园选址方案，会后根据讨论结果对《规划》重点

项目内容进行完善，最终形成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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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数据来源与统计口径说明

一、湿地资源

根据《湿地保护法》，湿地是指“具有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

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

过六米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

外”。2022年 9月 15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了《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确定全口径湿地范围意见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

1961号）。《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采用全口

径湿地数据，包括 13个湿地二级地类。

《规划》湿地数据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国土

三调”和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按照《湿地保护法》定

义以及“全口径湿地范围”统计。柳州市湿地主要有河流水面、

沟渠、水库水面、坑塘水面（不含养殖水面）、内陆滩涂、森林

沼泽等 6类。

表 1-1 柳州市湿地类型一览表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1
湿地

森林沼泽

2 内陆滩涂

3

水域

河流水面

4 水库水面

5 坑塘水面（不含养殖坑塘）

6 沟渠



10

二、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数据为 2023年自然资源部下发数据，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三、自然保护地

自然保护地数据为广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上报稿）。

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由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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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一、自然地理

柳州市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北面与湘、黔接壤。柳州市北、

东、西三面为高山山地分布，南面是张开的岩溶盆地。北部为云

贵高原东南部，西北部处九万大山山脉，东部和东南部为大苗山

架桥岭和大瑶山，中部和东南部为岩溶地貌、丘陵和河谷平原地

形，整体呈现“北部高，东北次高，中部低平”的地貌格局。

图 2-1柳州市地理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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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中山、低山、丘陵、台地与石山地貌并存，主要以山地

和丘陵为主，其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 70%以上。岩溶地貌发育，

分布广泛，喀斯特峰林、孤峰台地多见，是西南喀斯特地貌重要

组成部分。

二、气候与降水

柳州处于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带，夏长炎热，冬

短不寒，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光、热、降雨等气候资源丰富。

太阳辐射率总量多年平均为 102.52千卡/平方厘米，年有效辐射

量为 49.71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多年平均值为 1200—1635

小时。垂直温差大于纬度温差，年温差大，日温差小，中、南部

多年平均气温为 20.5℃，北部山区年平均气温则在 16.5℃之间，

1月通常为一年之中最冷月，历年平均 10.3℃，极端最低温度

-5.8℃，7月通常最热，历年平均 28.8℃，极端最高温度 39.4℃。

全年总积温＞492.4℃，高于 5℃的有 359—360天，有效积温＞

453.5℃，≥10℃有 290天，活动积温 6688.2℃，≥15℃有 236天，

有效积温 5879℃。气温特点：北部山区地区气温稍低，湿润、无

霜期短；南部地区气温较高，阳光充足，无霜期长。无霜期约 290

—330天，年平均降雨量为 1500—1600毫米左右，但全年降雨分

配不均，多雨季节在 5—8月。

三、水文

柳江流域属珠江水系西江流域，柳江为境内最大河流。柳州

市境内河流众多，径流丰富，主要河流有柳江、融江、贝江、洛

清江、古宜河、沙埔河等。其中，柳江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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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404亿立方米；古宜河、都柳江每

年径流量 25.02亿立方米；融江河平均径流量 180.37亿立方米；

鹿寨县洛清江等河流年径量为 25.33亿立方米。全 2023年柳州市

水利系统注册登记管理的水库有 312座，纳入蓄水统计的水库有

310座，总有效库容 3.5635亿立方米，年末蓄水总量为 1.0613亿

立方米；全市地下河流数量较多，集水面积较大，水资源相对比

较丰富。

四、湿地资源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国土“三调”）和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按照《湿地保护法》定义以及“全口径

湿地范围”统计，柳州市湿地总面积为 53395.69公顷，其中：河

流水面 33529.96 公顷；沟渠 7105.50 公顷；水库水面 5843.73 公

顷；坑塘水面（不含养殖水面）3906.85公顷；内陆滩涂 3009.45

公顷；森林沼泽 0.2 公顷。柳州市湿地分布广泛，但分布不均，

总体上以河流水面为主。北部山地区河流小、分布分散，水库少、

面积小；南部河流大、分布相对集中，水库较多、面积相对较大。

表 2-1 柳州市湿地类型与分布统计表 单位：公顷

统计单位 合计 森林沼泽 内陆滩涂 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沟渠

柳州市 53395.69 0.20 3009.45 33529.96 5843.73 3906.85 7105.50

城中区 925.72 0.00 0.00 899.81 0.00 25.34 0.57

鱼峰区 4769.21 0.00 385.91 3238.13 316.30 539.63 289.24

柳南区 1742.27 0.00 58.14 1012.53 369.33 163.41 138.86

柳北区 1737.48 0.00 1.57 1151.02 299.40 197.40 88.09

柳江区 2561.78 0.00 174.76 636.12 746.77 375.51 628.62

柳城县 7719.62 0.02 368.96 4288.57 1978.50 410.91 672.66

鹿寨县 9470.92 0.00 639.15 5169.62 1313.89 1098.00 1250.26

融安县 6617.9 0.00 335.59 4200.48 421.96 490.28 11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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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单位 合计 森林沼泽 内陆滩涂 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沟渠

融水苗族
自治县

11460.71 0.18 457.41 8258.96 390.76 498.59 1854.81

三江侗族
自治县

6390.08 0.00 587.96 4674.72 6.82 107.78 1012.80

五、湿地生物资源

柳州市已知湿地野生脊椎动物 5纲 22目 57科 254种，其中

辐鳍鱼纲 8目 24科 140种，两栖纲 2目 8科 25种，爬行纲 2目

8科 20种，鸟纲 9目 16科 68种，哺乳纲 1目 1科 1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种，包括海南鳽、黑头白鹮、中华秋沙鸭、

东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19 种，包括斑鳠、山瑞鳖、

白腰杓鹬等；广西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8 种，包括黑眶蟾蜍、黄

脚三趾鹑、蓝翡翠等；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以上物种共 18种，

其中无斑瘰螈、花龟等极危（CR）物种 6种，中华秋沙鸭、东方

白鹳等濒危（EN）物种 7种，棘胸蛙、舟山眼镜蛇等易危（VU）

物种 5种；列入 CITES附录物种共 13 种，其中平胸龟、欧亚水

獭等附录Ⅰ物种 3种，白琵鹭、花脸鸭等附录Ⅱ物种 10种。

柳州市共记录有湿地维管植物 81 科 200 属 342 种，其中，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 5种，分别为海菜花、野生稻、福建观

音座莲、水蕨、金荞麦；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2种，分别为

铁杉、隐棒花。

柳州市的湿地植被可划分为 4个植被型组，7个植被型，46

个群系。主要植被类型有灯心草群系、狗牙根群系、芦苇群系、

水蓼群系、黑藻群系、苦草群系、竹叶眼子菜群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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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湿地保护现状

一、湿地保护形式

（一）国家认定的湿地保护形式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管理司关于印发(2022 年

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规程〉〈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

地调查监测质量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资综函〔2022〕

28号）附件 1《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规程》的

附录 A，湿地保护形式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

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

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水源地保护区、其他（其他国家和地方认定的保护方式所保护的

湿地）”。

（二）广西认定的湿地保护形式

根据《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规程》附录 A

中湿地保护形式的分类，全区现有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

公园、湿地保护小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海洋公

园、地质公园、石漠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 10 类湿地保

护形式。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

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

152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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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7 号），经评估需将有必要严格保护的重要湿地、生

态敏感区等补充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认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湿地的

一种保护形式。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湿

地名录认定和管理办法》，认定我区公布的重要湿地是湿地的一

种保护形式。

综上，自治区认定的湿地保护形式有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森林公园、湿地保护小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海

洋公园、地质公园、石漠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

生态保护红线等 12 种。位于上述保护形式范围内的湿地统称为

“受到保护的湿地”。

（三）柳州市的湿地保护形式

市辖区内现有的湿地的保护形式主要有自然保护地 14 处，

包含自然保护区 5处、森林公园 4处、地质公园 2处、风景名胜

区 3处，以及饮用水源保护区 112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处、

生态保护红线等 7 种，各类保护形式总面积 386967.04 公顷，受

到保护的湿地面积共有 10473.03公顷。

表 2-2 柳州市湿地受保护情况一览表 单位：公顷

类型 名称 面积
受保护湿地

面积

自然保

护地

自然保护区

广西元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218.51 9.12
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627.14 36.84
广西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11144.96 167.86

广西泗涧山大鲵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5270.69 80.74
广西三锁县级自然保护区 4818.28 20.65

自然公园
广西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 943.04 1.69
广西红茶沟国家森林公园 1455.47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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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面积
受保护湿地

面积

广西洛清江自治区级森林公园 1018.14 8.38
广西君武自治区级森林公园 348.97 15.06

广西鹿寨香桥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5044.07 52.70
广西融安石门自治区级地质公园 2622.17 205.93

风景名胜区

广西元宝山—贝江风景名胜区 37193.66 1680.54
广西龙潭—都乐岩风景名胜区 1059.84 42.99
广西林溪—八江风景名胜区 2828.98 49.6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 59341.12 6120.31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柳江长臀鮠桂华鲮赤魟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801 -

生态保护红线 238231 3651.65
合计 386967.04 12154.28

通过空间去重叠 10473.03

二、湿地保护率

柳州市目前尚未建成以湿地公园和重要湿地为主的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地，有保护形式的湿地主要分布在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范围内，受到保护的湿地面积与湿地总

面积的比即为湿地保护率。据统计，柳州市的湿地保护率为 19.6%。

（一）城中区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城中区共有湿地面积 925.72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1.73%，

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坑塘水面和沟渠组成，其中河流水

面占比最大，为 97.2%。城中区受到保护的湿地面积有 1.11公顷，

主要位于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柳西水厂水源地内。湿地保护率

为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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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城中区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899.81 87.31

2 坑塘水面 25.34 1.11

3 沟渠 0.57

合计 925.72 88.42

图 2-2 城中区湿地资源分布图

（二）鱼峰区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鱼峰区共有湿地面积 4769.21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8.93%，

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坑塘水面、内陆滩涂、水库水面和

沟渠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67.9%。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496.83公顷，主要位于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广西龙潭─

都乐岩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白沙镇白沙水厂水源地、江口乡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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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源地、里雍镇龙江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柳东水厂水源地、雒

容盘古村岩面屯水源地、雒容镇大正村大正屯地下水型水源地以

及生态红线范围内。湿地保护率为 10.42%。

表 2-4 鱼峰区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385.91 53.15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3238.13 400.90

3 水库水面 316.30

4 坑塘水面 539.63 37.82

5 沟渠 289.24 4.96

合计 4769.21 496.83

图 2-3 鱼峰区湿地资源分布图

（三）柳南区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柳南区共有湿地面积 1742.27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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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和内陆

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58.12%。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934.15公顷，主要位于广西龙潭─都乐岩自治区级风景名

胜区、柳南水厂水源地、柳西水厂水源地、流山镇流山水厂水源

地、洛满镇洛满水厂水源地、太阳村镇饮用水水源地范围以及生

态红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53.62%。

表 2-5 柳南区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58.14 2.06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1012.53 665.75

3 水库水面 369.33 227.67

4 坑塘水面 163.41 26.76

5 沟渠 138.86 11.91

合计 1742.27 934.15

图 2-4 柳南区湿地资源分布图



21

（四）柳北区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柳北区共有湿地面积 1737.48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3.25%，

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和内陆

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66.25%。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634.96公顷，主要位于广西柳州君武自治区级森林公园、

柳州市柳江长臀鮠桂华鲮赤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城中

水厂水源地、融江石碑坪镇新维水源地范围以及生态红线内。湿

地保护率为 36.54%。

表 2-6 柳北区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1.57 1.57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1151.02 596.21

3 水库水面 299.40 14.02

4 坑塘水面 197.40 15.10

5 沟渠 88.09 8.06

合计 1737.48 6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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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柳北区湿地资源分布图

（五）柳江区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柳江区共有湿地面积 2561.78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4.8%，

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和内陆

滩涂组成，其中水库水面占比最大，为 29.15%。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418.79公顷，主要位于广西龙潭─都乐岩自治区级风景名

胜区、百朋镇百朋水厂水源地、成团镇北弓水厂水源地、穿山镇

思荣村思炉屯地下水型水源地、穿山镇雄良水厂水源地、穿山镇

竹山村竹山屯地下水型水源地、里高镇里高水厂水源地、龙平村

弓村屯水源地、三都镇水厂水源地、土博镇土博水厂水源地范围

以及生态红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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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柳江区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174.76 28.21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636.12 15.91

3 水库水面 746.77 357.84

4 坑塘水面 375.51 6.9

5 沟渠 628.62 9.93

合计 2561.78 418.79

图 2-6 柳江区湿地资源分布图

（六）柳城县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柳城县共有湿地面积 7719.62 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14.46%，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

渠、内陆滩涂和森林沼泽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55.55%。

受到保护的湿地面积有 1002.38 公顷，主要位于柳州市柳江长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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鮠桂华鲮赤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柳城县县城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冲脉镇冲脉社区水源地、冲脉镇杨柳村水源地、大埔

镇三塘片饮用水水源地、东泉镇七里坪饮用水水源地、古砦仫佬

族乡独山水库水源地、红马山水源地、六塘镇六塘社区水源地、

龙头镇龙头社区水源地、马山镇保寸饮用水水源地、沙埔镇上雷

村饮用水水源地、社冲乡仓贝片（堡门）饮用水水源地、太平镇

穿岩水源地、寨隆镇寨隆水厂蚕种场水源地范围以及生态红线内。

湿地保护率为 12.98%。

表 2-8 柳城县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森林沼泽 0.02

2 内陆滩涂 368.96 60.68

3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4288.57 743.06

4 水库水面 1978.50 174.36

5 坑塘水面 410.91 9.30

6 沟渠 672.66 14.98

合计 7719.62 1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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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柳城县湿地资源分布图

（七）鹿寨县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鹿寨县共有湿地面积 9470.92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17.4%，

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和内陆

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54.58%。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1387.61 公顷，主要位于广西柳州拉沟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广西柳州洛清江自治区级森林公园、广西鹿寨香桥岩溶国家

地质公园、古偿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鹿寨县县城洛清江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拉沟乡山溪水源地、鹿寨镇新村村黄皮地下水

型水源地、洛清河寨沙镇全坡村龙江村水库型水源地、洛清江黄

冕镇水源地、平山镇榨油村板陇地下水型水源地、平山镇中村村

地下水型水源地、三门江林场导江分场地下水水源地、四排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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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村地下水型水源地、四排镇石榴河支流水源地、寨沙镇拉

沟河流型水源地、中渡镇大兆村地下水型水源地范围以及生态红

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14.65%。

表 2-9 鹿寨县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639.15 105.04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5169.62 584.90

3 水库水面 1313.89 539.80

4 坑塘水面 1098.00 48.26

5 沟渠 1250.26 109.60

合计 9470.92 1387.61

图 2-8 鹿寨县湿地资源分布图

（八）融安县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融安县共有湿地面积 6617.9公顷，占全市湿地资源的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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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和内陆

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63.47%。受到保护的湿地

面积有 1608.55 公顷，主要位于广西柳州三锁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广西红茶沟国家森林公园、广西柳州石门自治区级地质公园、

融安县县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浪溪河板榄镇板榄社区山溪水源

地、浪溪河大将镇大将社区山溪水源地、浪溪河大坡乡福下村山

溪水源地、浪溪河雅瑶乡雅瑶村刘家沟水源地、桥板乡桥板村地

下水型水源地、融江大良镇石门水库型水源地、融江东起乡东起

村屯平沟水源地、沙子乡沙子村地下水型水源地、泗顶镇儒南村

地下水型水源地范围以及生态红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24.31%。

表 2-10 融安县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335.59 167.11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5200.48 1166.98

3 水库水面 421.96 124.15

4 坑塘水面 490.28 30.78

5 沟渠 1169.59 119.53

合计 6617.90 16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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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融安县湿地资源分布图

（九）融水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融水苗族自治县共有湿地面积 11460.71公顷，占全市湿地资

源的 21.46%，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

沟渠和内陆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72.06%。受到

保护的湿地面积有 2416.36 公顷，主要位于广西元宝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元宝山─贝江自

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广西柳州泗涧山大鲵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融江安陲乡江门村杨梅沟水源地、融江白云乡瑶口村瑶口沟水源

地、融江大浪镇桐里村古青山水源地、融江和睦镇红星村河流型

水源地、贝江安太乡林洞村培流沟水源地、贝江安太乡尧良村逢

务沟水源地、贝江滚贝侗族乡滚贝村平龙沟水源地、贝江滚贝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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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乡吉羊村必严沟水源地、贝江怀宝镇盘荣村大蔸沟水源地、贝

江三防镇新兴村兰马屯水源地、贝江三防镇新兴村田洞屯（白水

滩）水源地、贝江四荣乡九溪村大群沟水源地、贝江同练瑶族乡

同练村同乡河水源地、贝江同练瑶族乡同练村金荣湾水源地、贝

江汪洞乡腾合村腾合沟水源地、贝江香粉乡古都村木棒山沟水源

地、贝江香粉乡古都村水尾屯水源地、大年河洞头镇洞头村岑碑

屯水源地、大年河洞头镇高安村乌栽沟水源地、大年河拱洞乡拱

洞村腊免沟水源地、大年河红水乡黄奈村其图它沟水源地、大年

河良寨乡归平村井压沟水源地、杆洞河杆洞乡杆洞村乌社沟水源

地、杆洞河杆洞乡锦洞村河流型水源地、锦洞乡饮用水水源地范

围以及生态红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21.08%。

表 2-11 融水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457.41 55.44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8258.96 2018.35

3 水库水面 390.76 68.88

4 坑塘水面 498.59 27.26

5 沟渠 1854.81 246.44

合计 11460.71 24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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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融水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分布图

（十）三江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与受保护情况

三江侗族自治县共有湿地面积 6390.08 公顷，占全市湿地资

源的 11.97%，辖区内湿地资源由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

沟渠和内陆滩涂组成，其中河流水面占比最大，为 73.16%。受到

保护的湿地面积有 1484.99 公顷，主要位于广西林溪─八江自治

区级风景名胜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寻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八江镇归卯溪水源地、岜团饮用水水源地、程村乡子梅岭水源地、

丹洲镇陆家沟水源地、斗江镇四甲河水源地、富禄乡高安村归也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高基瑶族乡拿郎冲水源地、和平乡冬瓜山

水源地、老堡乡上泠沟水源地、良口乡归泠沟水源地、良口乡仁

塘中寨水源地、林溪镇周开沟水源地、同乐苗族乡好仔冲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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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江（古宜河）林溪镇平铺村河流型水源地、洋溪乡龙井冲水源

地范围以及生态红线内。湿地保护率为 23.24%。

表 2-12 三江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湿地面积 受保护湿地面积

1 湿地 内陆滩涂 587.96 76.60

2

陆地水域

河流水面 4674.72 1324.35

3 水库水面 6.82 0.50

4 坑塘水面 107.78 11.19

5 沟渠 1012.80 72.35

合计 6390.08 1484.99

图 2-11 三江侗族自治县湿地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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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衔接

第一节 与国家规划衔接情况

《规划》的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发展目标、总体布局、主

要任务、保障措施等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总体规划》《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湿地保护规划》

等有关涉及湿地保护的规划要求紧密衔接。广西属于全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布局中的南方丘陵山地带，主要

实施南方丘陵山地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中的湘桂岩溶地

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重点在柳江区、柳城县、融安县、融水

县实施九万大山石漠化综合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开展湿

地生态保护和退化湿地恢复，加大野生稻、元宝山冷杉等珍稀濒

危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及中华秋沙鸭等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第二节 与广西规划衔接情况

在编写过程中，《规划》与自治区相关规划也进行了衔接，

《广西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于 2024 年获自治区林

业局批复，根据全国湿地规划的指引，落实了各市区的任务，综

合多方面因素，将规划总体布局划分岩溶湿地区、丘陵山地湿地

区和沿海湿地区三个区域。其中柳州市位于规划的“岩溶湿地区”

和“丘陵山地湿地区”，相应的柳州市规划“北部山地湿地区”

和“南部岩溶湿地区”两个区域，制定相应的主攻方向和保护修

复内容，具体落实广西湿地规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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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充分衔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该规划于 2022 年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批

复，根据广西生态安全格局，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为依据，将广西构建为“一屏两核一带六区”的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格局。柳州市位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柳江中下

游人居环境提升和水土流失防治区”，推进融江流域水土保持和

水土流失治理、龙江中下游水土保持和土地整治、柳江下游河湖

生态修复、洛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海湿地综合治理等项目是改

善和提升重要山地与流域湿地生态质量的重点任务。

《规划》还与《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草原发展“十

四五”规划》《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广西水安

全保障“十四五”规划》《广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

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广西

壮族自治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试

行）》《珠江流域防洪规划》等进行了必要衔接。

第三节 与柳州市规划衔接情况

柳州市上版《柳州市湿地总规》于 2018年 10月由柳州市人

民政府印发（柳政规〔2018〕64号），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

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广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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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法规文件，在已完成《柳州市水功能区划》、《广西柳州

市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2016—2030年）》等专项规划的基础

上，对柳州市湿地保护工作进行统一布局规划。在过去的 6年中

《柳州市湿地总规》作为柳州市湿地保护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指导着湿地保护、修复、可持续利用等工作方向。但随着《湿地

保护法》的正式颁布，规划里的部分内容尤其是主要任务和规划

指标已不再适用，与现行的法律及规章、行标在保护管理、修复、

利用的方向上有根本的区别。在总结上版规划实施成效的基础上，

结合柳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现状及发展目标以及最新的湿地保护

工作方向和需求，编制本《规划》。

在《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柳州市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2022—2035 年）》中，柳州

市规划了“一屏两廊两区”生态安全格局及市“一屏，两廊，四

区，多点”的生态修复总体格局，根据全市生态状况在饮用水水

源地、生物多样性、流域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和修复要求，

兼顾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城市建

设需要，落实了具体的任务和项目，本《规划》充分衔接国土空

间规划和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在湿地区域的保护

和修复工程，构建柳州市“两区”湿地保护空间格局。

《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柳州市重点流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柳州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

规划》2于 2022年由柳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作为柳州市“十四五”

期间生态环境和水利部门工作的行动纲领，以上规划在水资源保

护、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污染治理等方面规划了具体的任务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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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规划》充分衔接上述规划，根据柳州市重点区域、重点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要点，将与湿地直接相关的重大工程纳入重

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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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目标与可达性分析

第一节 规划目标与指标设置

一、规划目标

通过实施本《规划》，全面维护柳州市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

生态特性和基本功能，使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特征和基本功能得

到恢复，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稳定、良性发展。到规划期末，柳州

市湿地保有量稳定，形成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在

内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湿地质量进一步提高，湿地科研监测能

力提升，湿地监测布局覆盖全市，管理机构更加健全，保护能力

进一步提升，湿地的生态特征和生态服务功能得以凸显，为柳州

市社会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优质的基础生态空间。

二、规划指标设置

在充分衔接《广西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指标任

务的基础上，结合柳州市的湿地保护现状与地区发展，《规划》

共设置 5 个指标，按指标属性划分，其中 1 个为约束性指标，4

个为预期性指标。规划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表 4-1 柳州市湿地保护规划（2024—2035年）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现状值
近期目标

2030年
远期目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1 湿地保护率 % 19.6 20.0 20.0 预期性

2
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或好

于 III类水体比例
% 100 100 100 约束性

3 新建湿地公园 处 0 2 0 预期性

4 认定重要湿地 处 0 2 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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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单位 现状值
近期目标

2030年
远期目标

2035年
指标属性

5 建设小微湿地 处 0 2 10 预期性

第二节 指标可达性分析

一、湿地保护率

（一）现状值

以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

据作为底数，依据《湿地保护法》中关于湿地的定义，对柳州市

的 6个湿地二级地类进行全口径统计，湿地总面积为 53395.69公

顷。将柳州市的 7种湿地保护形式与湿地数据进行空间叠加，经

过空间去重叠分析可知 2023 年柳州市受到保护的湿地面积有

10473.03公顷，湿地保护率 19.6%。其中柳江区、柳城县、鹿寨

县湿地资源丰富，湿地保护率在 15%以下，湿地保护发展潜力大。

（二）近期目标值

2024年 9月，自治区第三批重要湿地已完成公示，柳州市有

广西柳州龙怀水库、广西融安石门水库 2处湿地位列其中，待正

式发布，但龙怀水库已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石门水库位于

广西柳州石门自治区级地质公园范围内，湿地保护率基本没有增

加。根据《规划》“建立健全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内容，近期规划

（2030年）将完成广西柳州龙怀水库、鹿寨古偿河 2处自治区级

湿地公园申报，其中拟建的鹿寨古偿河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可使柳

州市受保护湿地面积增加 238公顷，湿地保护率可提高 0.45%。

（三）远期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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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划》中远期规划（2035年）目标，需完成广西鹿寨洛

清江、柳州龙江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创建培育，待条件成熟即可进

行自治区级湿地公园或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申报，申报成功后可增

加受到保护的湿地面积，届时柳州市湿地保护率可达到 20.0%以

上。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

柳州市近年来通过编制《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落实《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积极推动解

决水环境污染隐患问题，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2020年至 2023年，柳州市连续

4年在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一。

在《规划》期内，柳州市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100%的目标可以完成。

三、新建湿地公园

《规划》根据全市湿地保护现状，针对湿地保护空缺，规划

在桂中重要生态功能区及柳江流域培育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通

过实地调研和政府相关部门意见咨询，在 2030 年之前申报设立

广西柳州龙怀水库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广西鹿寨古偿河自治区级

湿地公园 2 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并在 2035 年之前积极培育

洛清江、龙江等资源禀赋丰富的湿地资源作为柳州市自治区级湿

地公园储备，规划期内新建 2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目标可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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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定重要湿地

2024年 9月，自治区第三批重要湿地已完成公示，柳州市有

广西柳州龙怀水库、广西融安石门水库 2处湿地位列其中，已完

成认定待正式发布，规划期内可以完成 2处自治区重要湿地的认

定发布。

五、建设小微湿地

小微湿地指周期性积水、面积在 8公顷以下的，具有一定生

态功能的小型湿地。小微湿地的合理利用和建设应严格用途管控，

以“生态优先，科学规划”为首要原则。结合“乡村绿化美化”等项

目建设，开展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示范，推广小微湿地修复示范

新案例。通过实地考察与研究，根据水质净化、水系连通、景观

营造、环境美化等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小微湿地修复，提高小微湿

地的生态功能，为周边城乡居民营造休闲游憩和健身康体的湿地

生态小空间，到 2030 年，建设柳江区成团镇金磊屯、融水苗族

自治县融水镇新国村等 2处小微湿地，开展保护修复示范，并储

备一批小微湿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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