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学主题一 】揭秘桂林会仙湿地

【学习资料】

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AAA级景区， 位于广西桂林市中

部偏西， 处于桂东北游江、 柳江分水岭地带， 肚典型岩溶峰林平原地貌， 湿地公

园总面积586.75公顷， 其中湿地面积493.59公顷， 湿地半84.12%， 湿地内岛

屿星罗棋布， 山水相得益彰， 集 “ 山、 水、 田、 园、 林、 沼、 运
”

等景观要 ．于

于一体， 以其岩溶湿 地之典型、 山水景观之秀丽、 历史文化之深蕴而著称，

共划分为保护保育区、 恢复重建区、 科普宣教区、 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等

五大功能区。 桂林会仙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岩溶湿地， 被誉为 “ 漓江之肾
＂

， 是

漓江流域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态湿地， 具有保持水源、 净化水质、 蓄洪抗早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

研学课程一 ：探究会仙湿地的前世

【研学目标】

1.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了解会仙湿地的由来与发展变革。

2. 通过收纨资料和实地考察， 了解湿地的功能， 分析湿地产生的原因以及形成
过让 o

【研学任务】

1. 通过对学习资料的研读， 结合实地考察， 初步了解桂林会仙湿地形成的历史
背呆与地理环境。

(1)历史背景：

在宋朝以前， 会仙湿地的范围包括玑临桂区四塘镇大湾村、 会仙镇吐洞、

益、 新民、 山尾、 文全、 马面村及雁山区屈山镇竹园村等大郗分地区， 面积约65

平方公里。 上世纪50年代， 会仙湿地范围内尚有20余个湖塘， 面积约25平方公

里。 至近代半个世纪以来， 随着周边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全球气候变暖 ， 人类活动

使得湿地遭受严重砍坏 ， 仅留下较大的湖塘如吐洞湖、 冯家湖以及分水塘等， 湿

地面积不足6公里．

(2)地理环境：

会仙湿地位于广西杜林市临杜区会仙镇境内， 主要分布千睦洞村委。 会仙岩

溶湿地位于全球社典型热帝峰林地貌的中心地,;-' 是杜林山水三大自然景观之

一。 温地规杖宏大、 生物种类多样性丰富、 生态区位重要、 功能价值齐全， 被称

为
“

杜林之肾
＂

。

2. 通过资料的搜梊， 分为两组分别搜媒会仙湿地的自然环境状况和社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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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丙注充沛，山清水秀，素有 “ 三冬

少仓，四季常花 ” 之美誉。 朵 “ 山、 水、 田、 团、 林、 沼、 运 ” 等景观要素于一
休，以其岩溶湿地之典型、 山水景观之秀丽、 历史文化之深墓而著称，不仅在广
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乃至全J.K峰林岩溶平原风貌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会仙湿地也是病江流坟放大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态湿地， 岛屿星罗棋布， 山
水相得益彰， 是广西热带、 亚热带岩溶峰林地貌中最大、 放有研究价值的典型
湿地， 具有保持水源、 净化水质、 蓄洪抗斗、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环境

．

节功能和生态效益。

会仙湿地公因的历史人文悠久，文化也动人，辖区有太平天国冀王石达开及
其将领冯云山在攻打桂林城时曾做驻军用的军营、 祁片和水军橾练场的石门戏，
水往高处流，传说十分动人。 在距湿地范因不远处的山尾村，史有保存完好 “ 小
诸葛

“

白崇祜故居；还有美国陈纳捻将军指挥的援华抗日飞虎队遗址；林彪指挥
作战的雷达台． 此外，还有民间传说的八仙过为成仙后到杜林定居的八仙洲；道
教肚地八仙官以及八仙饮用的 “ 灵泉 ” ；乾庄桥等等。 会仙湿地有著名的运河文
化、 水稻农作文化和石桥文化。

3. 在研学过程中， 实地考察会仙湿地的地形、 地质地貌、

1 ． 地形地貌：会仙湿地处于杜林背斜储水构造盆地， 区内断裂发育， 形成复杂的岩
溶空间系统， 为湿地提供了良好的导（i价）水、 储水空间：该区坟地层由南北两端
向湿地核心区倾斜， 造就了四周为高山、 丘陵， 中间低平的地形格局， 形成地表、
地下岩溶水汇集、 积蓄的有利条件。
2.水文水系：会仙岩溶湿地位于漓江与柳江的分水岭地带， 以睦洞湖为主体， 水

．

系统类型复杂， 主头的水文系纨包括地表河流、 沟渠（运河）、 湖泊（池榜）、 沼
泽和水片 ， 以及地下湖泊、 地下河法等；会仙岩溶湿地主要地表河流分别属于桂江
水系的良丰江、 柳江水系的相思江（会仙河）．
3． 地质条件：结合·介料和实地考察， 会仙湿地笫四系0的地层概况广泛分布于峰丛
洼地， 以溶蚀堆积和湖泊沼泽沉积分布聂广。 红黄土和湖泊沼泽相沉积物颖粒细
腻， 结构紧密， 透水性差， 是良好的保水储水介质， 会仙岩溶湿地中央接受周边地
表水和岩溶地下水以不同形式的岩溶泉存在， 因排泄不畅而形成的众多湖泊、 池塘
和沼泽地．
4． 土壤：会仙温地及周边区土J哀是由典型的湿地土壤与岩溶土壤组成 ， 主要土壤
型有红壤或红黄坟、 红色石灰岩土、 水稻土等， 如图所示。 其中， 石灰岩土广泛分
布于湿地周边的岩溶石山地区， 红壤或红黄壤主要分布于湿地周边及湿地内丘陵、
缓坡等地形较高处。 湿地的基底为石灰岩风化残积的黏土层 ， 厚度1-4术， 对岩
溶进行堵洞、 防止渗漏及其防止水流流失具有重要作用 ， 同时也是形成会仙湿地湖
泊湿地的中澳地质土农基础。



4． 在研学过程中， 学生走访询问当地的居民有关湿地形成的社会人文条件。

通过访问当地居民和查阅相关资料， 湿地形成的社会人文条件有：

1. 历史沿革：

会仙岩溶湿地分布之广大、 岩溶湿地之典型、 山水景观之秀美、 历史文化之深

厚。 其中， 较大的影响有白崇祜、 李宗仁等。 唐朝长寿元年期间（公元692年）， 古

人利用会仙岩溶地下水浅埋的有利条件， 开凿出长15km的古桂柳运河， 同期修建陡门

24座、 架桥11座。 运河串联了东侧漓江与西侧洛清江， 并通过与兴安灵渠的进一步衔

接， 实现北方中原地区与广西、 贵州地区的水运联通。
2. 国家政策的支持：

2012年， 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并同意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列入试点建

设， 建设期限为9年， 即2012年
～

2020年。 在桂林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及建

设国际旅并胜地的综合背景下，会仙湿地提出致力于创建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

“国际岩溶湿地生态旅并目的地
”

的旅并发展目标。 这些将有效促进桂林旅旃资源的

深入挖掘、 整合， 推动当地旅并产品、 旅旃管理及旅片业态的转型升级， 为会仙湿地

生态旅并开发带来新的契机。

3. 湿地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丰富：

湿地景观资源有复合型湿地景观、 湖泊景观、 古桂柳运河景观、 生物景观、 天象

景观等， 重要湿地文化资源有著名的运河文化、 水稻农作文化、 石桥文化、 古井文

化、 饮食文化等。 这些景观和文化形成了会仙湿地和谐统一的人文情怀， 从而使得湿

地资源更具有社会价值、 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 美学价值以及科研价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