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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湿地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进展与展望 

作者: 杨永兴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湿地过程与环境开放实验室，长春 130021)  

湿地科学是当前国际众多学科学者共同热切关注的重点学科和前沿领域。根据大量最新国际湿地科学研究文献资料中的信息，提出了

湿地的科学定义和湿地科学的概念。归纳出国际湿地科学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即湿地科学历史久远，过去发展缓慢而现代发展迅

速；目前已成为21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学科和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增多，领域扩大；综合性增强，分化性加大；世界湿地科学发展不

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湿地研究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总结了国际湿地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主要在湿

地保护与管理，形成、发育与演化，古环境重建，生态过程与动态，生物多样性保护，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效应和全球环境变化，湿

地退化机制、退化湿地恢复与重建和人工湿地构建，生态系统健康，泥炭地与泥炭开发利用、湿地生态工程模式与管理技术和新技

术、新手段与新方法应用方面取得突出进展。揭示了现代国际湿地科学研究的一些新动向和发展趋势，旨在推进中国湿地科学的迅速

发展。  

1 湿地与湿地科学的概念、特征及研究意义概述湿地（Wetlands）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生存环境和

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它

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因而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中，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由于湿地学是一门自身科学体系尚待完善的学科，湿地科学定义还众说纷纭，

目前已统计到的定义近60种［1,14,18］。湿地科学定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从生态学角度，湿地是介于陆地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

渡地带，并兼有两类系统的某些特征［3］；其地表为浅水覆盖或者其水位在地表附近变化［10］；从资源学的角度，凡是具有生态价

值的水域（只要其上覆水体水深不超过6 m）都可视为湿地，不管它是天然的或是人工的，永久的还是暂时的［10］；从动力地貌学的

角度，湿地是区别于其它地貌系统（如河流地貌系统、海湾、湖泊等水体）的具有不断起伏水位的、水流缓慢的潜水地貌系统［1

1］；从系统论的观点，湿地是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系统。一方面，湿地是一个较独立的生态系统，它有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化规

律。另一方面，湿地又不完全独立，它在许多方面依赖于相邻的地面景观,与它们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也影响邻近系统的活动［1

1］。 按照国际湿地公约（Ramsar公约）中的定义：“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水域地带，

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咸水，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 m的海水水域”［2］。它不是湿地学的科学定义，其原因在于它未揭示

出湿地的科学概念与内涵的实质，内涵与外延还不明确。实质上这是个湿地管理定义。它比较具体，具有明显的边界，具有法律的约

束力，在湿地管理工作中易于操作。另外，凡签署加入国际湿地公约的缔约国都已经接受这一定义，在国际上具有通用性。 我们认为

湿地定义应该分为两类，即科学定义与管理定义。笔者认为湿地的科学定义应为：“湿地是一类既不同于水体，又不同于陆地的特殊

过渡类型生态系统，为水生、陆生生态系统界面相互延伸扩展的重叠空间区域。该系统的生产者是由湿生、沼生、浅水生植物组成。 

消费者是由湿生、沼生、浅水生动物组成。分解者是介于水体与陆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类群组成的。该系统与周围相邻的系统有密

切关系，与它们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湿地应该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湿地地表长期或季节处在过湿或积水状态；地表生长有湿生、

沼生、浅水生植物（包括部分喜湿的盐生植物），且具有较高的生产力。生活湿生、沼生、浅水生动物和适应该特殊环境的微生物

群；发育水成或半水成土壤，并具有明显的潜育化过程”。 湿地科学是地理科学、环境科学、水文科学、生态科学和资源科学等多学

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湿地科学是研究湿地形成、发育、演化、生态过程、功能及其机制和保护与利用的科学。学科属性应划为地

球科学，是其一个主要部分。湿地科学还可以继续划分为理论湿地学和应用湿地学等不同级别的分支学科。 湿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自

然地带。据初步统计，全球湿地总面积为8.56×10??8hm2，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4%。我国湿地面积达6 594×10??4hm2，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位，几乎囊括了国际湿地公约的所有湿地类型，并拥有世界上独特的青藏高原湿地。由于湿地兼有水陆两类生态系统的

某些特征，因而具有多种生态功能和经济与社会价值，湿地已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宝库与生存环境。为此，湿地科学

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成为当今世界所关注的重点学科与研究领域。 2 国际湿地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2.1 湿地科学历史久

远，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现代发展迅速湿地科学起源于湖沼学和沼泽学。公元46年，德国日尔曼人开采泥炭,初步认识沼泽湿地。16世

纪中期，欧洲泥炭开采盛行，对沼泽湿地认识进一步加深。湿地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最早的著作可以认为是J.莱兰德（Lelan

d）的旅行游记(1535~1543年)，他认为沼泽是从森林演变而来的。1652年G.Boate在他所著书中最早阐述了沼泽的分类。我国对湿地的



认识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12］，曾在《礼记·王制篇》、《禹贡》、《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地理古籍中有湿地的记载，并

赋予不同的名称，反映其特征的差异［12］。国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湿地最早的国家［2］。17世纪末以前是湿地科学

的孕育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为湿地科学创立期，欧洲最早对沼泽物质来源、形成因素、沼泽类型、沼泽演变与分布规律及开发利

用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创立了湿地科学基本理论的雏形。代表作为爱丁堡大学J.Walker教授编写的《地质学讲义》。19世纪，

J.A.Dalus论述了湖泊沼泽化过程及沼泽植物带状分布规律。1810年，R.Rennie在其所著《泥炭沼泽的自然历史和起源概论》提出沼泽

形成及演变过程的假说［13］。 20世纪初，湿地学进入发展期，学术著作开始出现湿地一词。受益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大量湿

地研究成果问世，对湿地的认识开始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并开始走向系统与综合研究，从而确定湿地科学较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论，基本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沼泽学家韦伯（C.A.Weber）等学者共同建立了沼泽统一发育过程学说理论，为湿地科学的主要理

论之一。此后一大批湿地著作相继问世，丰富了湿地科学理论。1982年开始为湿地科学的蓬勃发展期，其标志是在印度召开的第一届

国际湿地会议，迄今为止已召开了六届会议。特别是2000年在加拿大举办的魁北克2000-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Quebec 2000-Millenni

um Wetland Event）在世界湿地科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各国政府与组织和科研机构都对湿地研究予以高度重视。短短十

余年内，国际上就出版了数十部湿地科学著作［3~11］和大量论文，中国也出版了《中国沼泽志》［14］、《中国湖泊志》［15］和

《中国湿地植被》［16］等湿地著作。在上述著作中，由W.J.Mitsch and J.G.Gosselink合作撰写的《Wetlands》［3］（湿地）和由

Robert H.Kaddle撰写的《Treatment Wetlands》［4］（处理的湿地）代表了当代国际湿地理论综合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湿地》

已经再版二次。为目前世界上理论体系完整，数据翔实，内容丰富的湿地理论专著。《处理的湿地》一书除对主要湿地理论进行阐述

外，它更侧重湿地生态工程设计与净化污水等湿地功能实用技术论述，为湿地功能与应用技术最权威的湿地著作。这些著作基本建立

了湿地科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框架。 2.2 湿地科学成为21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学科和研究领域资源、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成为21世

纪科学研究的重点。湿地破坏与退化带来的环境功能丧失和生态问题触目惊心，客观上为湿地科学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截止到200

2年2月，加入国际湿地公约的缔约国家数量已经达到的130个，国际履约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湿地保护与研究。湿地科学研究已成为国际

学术界与各国政府乃至公众关注的热点与焦点［1~7］。湿地研究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很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

展，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正在逐步完善［3~7］，湿地科学已成为21世纪的重点学科和研究领域。 2.3 湿地科学研究内容增多，领域扩

大近年来，湿地研究内容增多，领域扩大，几乎涵盖湿地科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的主要方面，填补了一些空白。主要研究湿地定义概

念，湿地分类、形成、发育、演化，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结构与功能，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区古环境演变，人工湿地构建的

理论与技术，退化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湿地温室气体与全球环境变化，湿地健康与湿地评价，湿地开发、保护与管理，湿地教育、

法规与政策及湿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1，2］。 2.4 湿地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增强，分化性加大湿地科学有同时向综合与分化

两极方向发展的趋势。由于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功能，湿地研究趋向于综合研究, 多开展生态、环境、水文和资源科学的协同

研究，尤其在解决区域性的湿地理论和实践问题，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综合研究的加强并没有阻碍分化

研究的深入，湿地科学的分化性研究方面也进展迅速，学科越分越细，如研究方向与内容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 2.5 世界湿地科学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研究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发达国家湿地研究继续居国际湿

地研究的领先地位，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瑞典等国家居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每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

多，水平也高。世界上湿地科学专业学术期刊Wetlands在美国出版，重要的湿地学术机构与国际性组织也多设在发达国家。反映了发

达国家湿地研究受重视的程度、资金投入强度和湿地研究水平。发展中国家湿地研究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在某些方面，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研究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近年来参加国际湿地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人数和论文明显增多。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派代

表参加“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并进行了学术交流［2］。填补了世界上某些湿地区域研究的空白。发展中国家湿地研究水平和科学

家知名度呈上升趋势，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湿地学者还首次被遴选为“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专题学术会议的主席，实现了湿地

学术交流历史上的重大突破。 3 国际湿地科学研究主要前沿领域的进展和展望 3.1 湿地保护与管理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对湿地

开发加剧，湿地破坏引发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现在加强湿地保护已成为国际湿地学界的共识。国际湿地学术界、有关国际组

织和各国政府都开始重视湿地保护与管理［1~8,18］。魁北克2000-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中，涉及到湿地保护与管理的专题学术讨论会

就达18个，论文数百篇。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湿地保护的战略、方针、政策与技术方法等方面提出新的见解与观点。提供了很多湿地保

护示范区建设的方法与技术。提出了世界上重要湿地保护的计划与方案［2］，如对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湿地、亚马逊流域湿地、五大湖

区湿地、尼罗河湿地、西伯利亚湿地、墨西哥湾等区域国际上重要湿地都提出新的保护方案［2］。很多国家颁布了湿地保护的法律与

法规，增建了湿地保护区，有效地促进了湿地保护工作。中国国家林业局制定《中国湿地保护和恢复建设工程总体规划》（2001-201

0 年）。湿地保护已经不再局限于建立湿地保护区和与水禽有关的湿地管理的狭隘认识，而是从景观和生态系统范围的保护与管理，

进行跨地区与全球范围的相互合作。 3.2 湿地形成、发育与演化湿地形成、发育与演化是湿地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3~5，8,9，13,1

4,16］。当前研究更注重于形成、发育、演化过程与规律，详细的形成、发育与演化模式、演化韵律及其演化机制［3~5,8,9，13~2

1］。研究不仅注重从时间系列上，而且也注重空间系列研究。受区域环境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形成、发育与演化规律各异，各国学

者在揭示演化规律上做出很大努力。特别着重探讨湿地形成、发育与演化的高分辨率与高精度研究人类活动干扰下的湿地形成、发育

与演化过程［18~24］。湿地演化泥炭地剖面孢粉和泥炭植物残体采样间距已达到1 cm,高精度的泥炭植物残体、人工植被孢粉分析和

藻类鉴定广泛地用于湿地形成、发育和演化过程研究［16~20］。研究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湿地演化过程发生了逆转，在日本发现这

一实例，中国很多湿地发育与演化模式并非与传统的统一发育理论一致［23~25］，很多实例论证了世界湿地发育具有多模式［2,23~2

5］，湿地发育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研究趋向于综合分析制约湿地发育的因素。 3.3 湿地区古环境重建湿地区古环境演变研究

侧重高分辨率、高准确度和高精度研究。研究侧重提高采样与分析、鉴定与测试精度［18~24］,如泥炭沉积物采样层位已经缩小到1 c



m。运用多种方法提取信息，恢复区域古环境,如孢粉、藻类、化学元素、植物残体、O16、O18。运用多种测年方法相结合建立牢固的

年代框架，如运用AMSC14、C14、Pb210、Cs137等［2，19~21］。根据湿地演化过程中提供的多种信息，详细重建了湿地区全新世的古

环境详细过程与环境变化的韵律。近来尤其特别强调人类活动对古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响应及其与湿地演化和古环境变化关系研究［3~

8,18~22］。 3.4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与动态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研究是揭示湿地功能机理的关键。当前，湿地过程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 化学过程侧重研究各类湿地C、N、S、P等大量元素［26~37］、微量元素和Hg等重金素［38］循环，沉积物、

枯落物的积累和降解及微生物在养分循环中的作用。侧重研究营养元素循环与生态功能的关系，重金属元素的富集、迁移和转化，湿

地净化水质的过程与机理，杀虫剂与除草剂在湿地中的迁移与降解。增强了生态系统循环过程机制的理解［26~34］。构建湿地处理污

水研究取得显著进展［4］，污水处理设计与技术方法越来越完善。② 生物过程研究更加注意长期定位和模拟实验研究，如法国进行

长达55年的监测研究，研究自然与人类活动对盐沼植被干扰及其响应［2］。美国对海岸盐沼进行30余年的监测研究，主要进行湿地植

物生长、分解、积累过程与种群动态研究［29］。随着人类活动对湿地影响的加剧，人类活动与湿地动态变化关系研究成为新热点

［3，4,19,37~40］。同时开展了物种迁移与基因流动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③ 物理过程仍是侧重湿地生态系统能量流动

过程，将系统热力学、信息论及控制论等新兴理论应用于湿地能量流动研究［3~5,37］。研究方法上还有待改进，如湿地生态过程初

级生产力研究，方法未能标准化，地下部分测定误差太大，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及研究成果的比较［5,37］。非破坏性测定技术虽然还

有一定缺欠，但为准确测定提供了美好的前景［3~5,37］。通过上述过程对湿地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响应研究，揭示湿地生态系统

的功能过程。 3.5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比较薄弱。过去主要侧重湿地动、植物研究。现在有加强湿地浮游生物、

无脊椎动物和一些微生物研究的趋势。在物种多样性研究方面，现在更注重开展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趋

势。遗传多样性研究仍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难点与重点。各国相继开展湿地生物和环境的分类编目，确定有关动、植物中濒危动、植

物的等级。查明湿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应的保护对策。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的异地保护和就地保护技术与方法方

面的研究成为热点中关键问题［2~5,7］。 3.6 湿地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效应和全球环境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是近年人类密切关注的全

球性环境问题之一。由于温室气体与全球环境变化关系密切，为公认的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湿地被认为是世界最重

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所以湿地温室气体研究发展很快，由以往简单的湿地温室气体排放规律研究向排放机制研究发展，从仅对少量

类型湿地进行研究向多类型湿地研究，从短期监测向长期监测发展，从孤立的排放研究向排放与环境因子关系研究发展，从描述性研

究向模型研究发展，从限于CO2和CH4气体研究向N2O、NO、NO2、CO等其它温室气体研究发展。主要侧重与不同类型湿地温室气体源、

汇过程、通量与模型，不同水平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效应［41，42］，全球环境变化对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3.7 湿地退

化机制、退化湿地恢复与重建和人工湿地构建湿地退化机制、退化湿地恢复与重建和人工湿地构建研究是湿地研究的又一个热点。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瑞典均深入开展此类研究［6,8，9,17，18,43~45］。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工湿地构

建［1，2,8，9,18］和佛罗里达大沼泽地退化湿地恢复与重建研究［8,43］。目前特别注意湿地退化机制、退化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

和人工湿地构建理论研究，也加强退化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方法、技术和方案的示范推广等方面的探讨［43~45］。主要利用恢复生态

学理论在考虑湿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功能的基础上，按照恢复生态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侧重湿地生境恢复技术，提高湿地基底恢

复，湿地水文状况恢复和湿地土壤恢复。还进行湿地净化功能与环境容量研究，湿地营养负荷、循环过程、转化规律、迁移途径及其

与水体富营养化的关系研究。研究退化湿地恢复与重建的生物学与生态学基础，湿地演替规律，不同干扰下湿地退化过程和机制，湿

地退化的指示性标识，退化临界指标，退化景观诊断依据和评价指标体系［46］。还侧重湿地退化过程动态监测模拟与预报研究。研

究的重点与难点是退化湿地的生态恢复关键技术［43~45,48,49］。 3.8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是指湿地能够提供特殊

生态功能的能力和维持自身有机组织的能力，它可以在不良的环境扰动中自行恢复。作为新领域的探索，虽然刚开始起步，但是进展

很快。主要侧重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湿地生态系统诊断指标，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时间与空间尺度

［50~55］，湿地生态系统设计和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数量评价等领域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化学与生物指标，现在又引进物理指标。

除湿地的自然属性外，又将社会经济指标也纳入湿地健康研究范畴之内［51］。使湿地健康诊断指标更趋于完善。美国环境保护局（E

PA）提出的一些指标在管理实践上效果良好［51］。研究将提高湿地健康的预警能力。以往研究还多侧重河流、湖泊与水库湿地，对

沼泽湿地的研究近期才逐渐增多。 3.9 湿地评价湿地评价主要包括湿地功能评价、湿地价值评价和湿地环境影响评价。目前致力于探

讨评价标准和指标以及定级［50~54］。美国在湿地水文地貌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提出湿地功能评价方法和快速湿地功能评价方法［50~5

4］。快速实地评价方法被认为是地景规划的有效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所采用。欧洲通过建立湿地系统共有的关键过程以

及它们与功能的联系，测定湿地系统对外界干扰的恢复能力以及对这些干扰的反应，利用动力模型和定期的观测确定湿地功能分析阈

值［10］。现在倾向于通过实验获得数据和指标，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美国已经设立了以地景级别的标志来评价全国生态健康状态

的长期趋势实验场，为湿地提供定量因子描述，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湿地评价水平［52］。定量评价是决策者决策的有力依据，定量评

价方法一直为研究的热点。现在多采用市场经济法对实物进行直接评估，用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及条件价值法评价

非实物价值。对湿地功能价值则采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和替代花费等进行评估。 3.10 泥炭地与泥炭开发利用泥

炭与泥炭地利用研究仍继续保持旺盛发展趋势，一大批新开发的新型泥炭产品和性能更好的泥炭生产机械设备不断问世，如泥炭处理

废水产品等，不断满足市场需要，提高了工作效率［2,56，57］。泥炭地利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特别加强了采后泥炭地和人类活

动过程对泥炭性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1~6，56,57］。不断应用新型仪器进行泥炭特殊性质研究，如利用近红外光谱仪进行泥炭能

量测量取得可喜的进展［2］。泥炭萃取设备也取得新突破。新型的泥炭开采与产品生产设备性能更加优越。新型农业、园林和花卉业

的泥炭复合肥料效果比以往同类产品更好，用于环保、工业、农业和医疗卫生的新型泥炭产品的质量也明显提高［55~56］。 3.11 湿

地生态工程模式与管理技术主要研究人工湿地建设的基础理论、工程工艺及管理等内容，侧重研究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与管理技



术为主的环境治理生态工程与技术，不断地发现处理污水效果更好的水生植物和处理新技术与新方法，并在生产实践上获得很高的效

益［4,9］。如美国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湿地除磷生态工程，有效地除去地表水中过高含量的磷，使湿地重新为居民生活和生产提供清

洁水源［8，56，57］。近年来，运用景观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加强湿地生态工程模式与配套管理技术研究，取得显著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4,8，9,58，59］，如中国三江平原湿地首创的“稻-苇-鱼”、在珠江三角洲建设的“桑基鱼塘”等湿地农业

生态工程就是湿地生态工程模式与技术研究最突出研究成果之一［3，60］。 3.12 新技术、新手段与新方法应用新技术、新手段与新

方法的应用是湿地科学研究发展的动力源泉。3S（GIS、GPS、RS）技术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湿地资源调查、湿地编目、湿地功能评

价、湿地监测和湿地保护研究［61］，在湿地景观动态和退化湿地监测方面应用，取得深入的研究成果。一大批新型高精度和高准确

度的湿地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研制和普及应用，实现同步全天候地自动环境监测，推进了湿地生态过程研究。如湿地多功能水质自动观

测仪（YSI）、湿地水文实验室（Hydrolab）和湿地自动水样采样器等仪器设备已形成功能各异、用途多样的系列化产品，湿地自动气

候观测站使湿地环境长期连续监测成为可能。AMS碳同位素测年、210Pb、137Cs和氧同位素技术的应用，构建了湿地发育与演化的牢靠

的时间框架,提高了古环境重建的精度［19～22］，捕捉到了突发事件的发生年代。同位素示踪技术在湿地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了长

期不能获得的某些生态过程的机理。数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应用湿地过程研究，建立了很多有科学价值的数学模型，深化了机理研

究。网络技术加快了信息交流，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实现不同区域同步对比。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不

断地引入湿地学，使湿地学方法论不断完善，克服了湿地研究在深入、综合、定量和预测等方面的障碍。 本文是笔者于1999~2000年

在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湿地中心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和湿地专业博士后工作、参加“魁北克2000-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并作为主席

组织与主持第六届国际湿地大会——湿地演化与发育学术会议期间，收集大量国际上最新湿地研究文献基础上完成的，得到杜克大学

环境学院湿地中心主任Curtis Richardson教授、“魁北克2000-世纪湿地大事件”活动的主席Clatton Rubec先生和第十一届国际泥炭

大会主席Gerry Hood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关键词： 湿地；特点；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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