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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退化、保护与恢复
———香山科学会议第 241 次学术讨论会

*

　　湿地是地球表层最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过渡性景观，是地

球表层系统最重要的“物种基因库”，又是人类重要的经济、

文化、科学和生活资源库。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将湿地与森

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全球性的湿地消失和退化危机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

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自1971 年《湿地  Ram  sar 公约》缔结以来，国际社会越来

越意识到加强湿地保护与生态恢复、促进湿地合理利用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成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共同关注

的焦点，是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交叉的国际

前沿性问题。

我国地域广阔，湿地分布广，类型多样。湿地作为地球

表层系统特点鲜明，机理复杂，对全球变化有重要的响应。

讨论中国湿地退化、保护与恢复前沿科学问题对于促进相关

学科的交叉渗透，深化我国该领域的发展，解决与湿地密切

相关的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4 年 11 月 16  ～18 日在北京召开了以“中国湿地退

化、保护与恢复”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 241 次学术讨

论会。

尹澄清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邓伟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吕宪国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和安树青

教授（南京大学）被聘请担任本次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设置了湿地过程与功能及其效应；湿地生态系统与

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中国湿地退化态势、驱动机制及其生

态危机和湿地保护与恢复的理论指导和工程技术方法等四

个中心议题。

会议旨在通过学术报告交流和自由讨论，充分了解湿地

在维系陆地表层物流平衡和生态平衡的功能，对国家水安

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作用，把握湿地科学的发展趋势；

从我国国情和发展需求出发，探讨我国湿地退化的基本态势

和机制以及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技术方法，讨论我国在该领

域未来的发展目标、科学内涵、面临的技术问题，以及新的科

学理念和研究思路。来自于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有

关开发实体的 43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1　湿地的重要性和科学前沿

邓伟研究员指出，湿地具有显著的水陆过渡带性质，是

陆地水文径流调节的重要空间，具有巨大的卸载陆地径流的

重要功能，强调了湿地格局攸关水安全与可能危机。他在题

为“湿地格局与水安全”的主题评述报告中从 5 个方面做了

阐述：①湿地是陆地水平衡的重要调节器，是重要的集水空

间，湿地水文过程是陆地水文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湿地

系统独特的水理性质、过渡性水文特征在维持陆地水平衡方

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③湿地退化/丧失导致流域

或区域水文循环“短路”，破坏了水平衡协调机制，极大地增

加河道压力，加剧了水、旱灾害的频发性和危害性；④湿地格

局与水安全存在共轭关系，水资源再生性维持基于足够的湿

地水空间；⑤基于流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安全，必须全面

加强流域湿地水空间管理，确保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基础。邓

伟指出，要建立水空间概念，利用湿地作为水资源调节空间，

针对流域湿地合理配置与管理方面的许多科学问题还应进

一步探索和研究。

安树青教授在“湿地退化与恢复的科学前沿”主题评述

报告中综合分析了 2004 年度第七届国际湿地生态学大会、

第 25 次湿地科学家协会会议和美国生态学会湿地主题的报

告与墙报内容，概述了 2000 —2004 年  Science 、 Nature 和
 TREE 发表的多篇湿地研究论文要点，指出以下当前国际研

究热点：①多因子协同作用下湿地退化机制及其复杂性；②

生物入侵导致湿地退化的过程与机制；③食物网及功能群在

湿地恢复中的重要性；④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⑤全球变

化与湿地变迁及其温室效应反馈；⑥湿地恢复与重建的理

论、技术与途径。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强调我国应优先

开展下述工作：①湿地退化机制，要考虑通过实验手段，区分

人为干扰的直接作用和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系统产生

的影响；②破碎化后湿地斑块的管理与恢复；③构造湿地的

物质循环和净污能力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④湿地恢复中

功能群和大型水生植物作用的界定；⑤湿地退化诊断与评

价；⑥针对不同湿地的修复技术及其技术原理等。并特别关

注下列问题：

�湿地存水功能与水空间多维性。尹澄清认为，湿地是

保存水的空间，是水的重要容器，湿地被侵占，水的来源没有

了，表现在功能上的湿地系统内部要素也就缺失了。水空间

是个流动的空间，生物的空间，水质的空间，具有多维性。湿

地的重要成分是“水”，湿地中，“湿”和“地”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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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湿地配置比例。李荣旗认为：与森林相比，湿地

在涵养水源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研究流域配置多大

比例的湿地可以保护水质和生物，建设多大湿地会对区域小

气候产生良好的调节。

�关注内部过程和调节功能。杨志峰认为，水空间研究

涉及生态学和经济学问题，既要关注湿地系统内部过程，也

要关注湿地在水量、水质调节作用的关系，考虑水空间的纵

向变化。王国祥强调，要加强湿地水文过程研究，通过机理

揭示、分析与其它相关过程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湿地和河流关系密切。杜国祯指出，湿地中水空间和

营养结构是影响湿地退化的重要因素。黄河首曲的泥炭湿

地因破坏而退化，对黄河水情产生了深刻的不良影响，一定

要研究湿地和河流的作用关系。

�湿地生态需水的重要性。崔保山、王芳等强调湿地生

态需水研究在湿地保护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生态水权问题值

得重视。维持湿地服务功能，首先要保证湿地处于健康状

态，而湿地健康与湿地生态需水的保证密不可分。

2　湿地过程与功能及其效应

吕宪国研究员在“湿地过程与功能及其效应”中心议题

评述报告中，概括了湿地过程、功能与效应研究的必要性，提

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建议。他强调，我国湿地类型多样，分布

广泛，过程复杂，功能多样。湿地不但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

质资源，同时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环境功能，主要表现在：①

湿地可以降低下游洪峰高度，缓和了径流过程，维持了基本

流速，保护了喜水性生物群落生存的环境，使其得以繁衍发

展，滞留沉积物；②湿地周期性水位波动，形成了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的特殊场所；③湿地既有陆地生态系统某些特征，也

具有水生生态系统的特征，为生物提供了多样生境。我国湿

地的多样类型为湿地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因湿

地不合理利用带来的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应加强湿地形成

的自然历史过程、湿地系统动力学、湿地分类、功能评价特征

指标选择、不同类型湿地结构与功能、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

恢复等方面研究。

高抒教授在“淤泥质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动力过程及可

持续利用”专题报告中，就淤泥质海岸湿地特征、生产力、人

类活动、米草等进行了讨论。强调要对大的盐沼湿地重点开

展工作。刘高焕研究员在专题报告中介绍了黄河三角洲体

发育过程及其新生湿地生态演替过程，探讨了“黄河三角洲

湿地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问题。指出，黄河三角洲湿地生

态演替演替方向都是进展演替，但人类活动的干扰使得这一

地区的植被演替方向变得复杂。

与会者在讨论中，一些重要观点成为讨论热点：

�地球生态系统。宋长青研究员认为，湿地是地球生态

系统中最复杂的系统，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典型。对湿地的

研究不仅要注重外在形态，更应重视影响外在形态的内在要

素研究，加强湿地生命过程研究。

�湿地系统健康状态识别。湿地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功

能，应调人类活动的价值取向。要加强退化湿地、半退化湿

地、未退化湿地的过程研究，辨识湿地系统的健康、亚健康状

态。李伟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目前我们对湿地过程研究比

较薄弱，尤其是湿地生物过程一般都作为“黑箱”处理。

�开展湿地价值评价。崔丽娟博士在发言中指出，应广

泛开展湿地价值评价，要注意开展湿地利用方向的价值评

价。

�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米草从江南沿海开始北上，目前

尚未进入辽河流域。米草生态作用？ 利弊如何？范航清、胡

远满、高抒等针对外来种米草的长期生态效应，引进凤眼莲

造成湖泊环境恶化问题，以及其他外来物种问题展开了热烈

讨论。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一要慎重，二不要排斥，三要进行

长期的生态效应研究，需要在深入研究之后考虑推广。但是

决不能将外来物种引到湿地保护区中。

3　湿地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

近20 多年来，黄河首区的湿地急剧萎缩，很多过去曾是

季节性积水的沼泽化草甸现已完全成为草甸群落，有些过去

曾是沼泽的湿地现已成为盐碱地或沙地。兰州大学杜国祯

教授在“首曲湿地的现状与危机”的中心议题评述报告中认

为，黄河首曲湿地萎缩、沙化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变化和人类

放牧干扰2 种解释。青藏高原气候总体上偏干和偏暖使地

表蒸散量增加。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首曲湿地遭到严重的

人为干扰，最为突出的是 1968 —1973 年期间沼泽排水变其

为放牧草场。湿地面积的大幅萎缩和土地的大面积裸露及

沙化势必将为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断流和洪灾带来新的隐患，

危及当地人民的生存，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他建议加强黄河

首曲湿地的历史动态、湿地水文变化与生态系统变化的关

系，全球气候变化和放牧压力对当地湿地萎缩的影响，以及

湿地萎缩和沙化过程、恢复途径等方面研究。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学雷研究员在

“长江中游湿地保护与利用”的专题报告中指出，湿地系统

的形成与发展，是区域水量平衡控制的一个自然过程。然而

剧烈的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使系统逐渐丧失了平衡调

节能力。近几十年来，长江中游流域湿地遭到严重的破坏，

大量湿地被用来发展工业和扩建城市，围垦造陆以扩大农业

用地，使得湿地数量和面积大大减少，进而造成水土污染、蓄

洪防洪防旱以及调节气候的能力降低，湿地生物多样性减

少，珍稀野生动植物涉临灭绝。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李恒鹏研究员在专题报

告中讨论了“海平面上升对长江三角洲及毗连地区滩涂湿

地生态的影响”，指出由于目前湿地开发与应用方式导致潮

滩湿地缺乏适应海平面上升的缓冲空间，致使未来海平面上

升威胁到潮滩湿地的生态安全。受海平面上升及盐水入侵

的影响，一些围垦区因盐渍化影响可能得不偿失。建议应基

于对湿地功能过程分析，建立全国及区域性湿地功能分类及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等级量化标准。

自由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以下应予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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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土湿地。李秀珍研究员认为，冻土湿地对人类活动

很敏感，可以冻土湿地对气候变化和人为扰动的生态—水文

响应作为切入点，以空间代替时间来进行研究。

�湿地在全球变化中的响应过程。李伟研究员认为，目

前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缺乏中间过程（响应过程）的研究，

实验生态学一定要加强。尹澄清指出，岸边带虽然很窄，但

是界面作用强烈，温室气体效应十分剧烈，岸边带 10   m 的距

离所产生的效应就相当于湖体几公里距离所产生的效应。

在湿地全球变化研究中，空间布点应疏密有致，也需要考虑

时间间隔。

如何区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胡远满研究员认为，

湿地破坏/退化的肇因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局部地区

应该是可以分开的。胡春香副研究员认为，解决单独响应问

题，需要考虑的因素有：水面大小，植被覆盖，样点选择、生物

过程等。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健康样点作为参照体系，进行

对比实验研究。大家认为，通过相互合作，来切实研究湿地

的植被—水文过程、生物学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并选取

适当的健康湿地作为参照和对比，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
3 ．1　中国湿地退化态势、驱动机制及其生态危机

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造就了大量的半天然湿地，这些半

天然湿地也同时抚育了我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尹澄清研究

员作了题为“中国半天然湿地的退化态势及对生态环境的

危机影响”的评述报告。指出历史上形成的池塘、苇园、沟

渠，景观水体、塌陷地等，正在恢复中的湿地，受人类干扰正

在退化中的天然湿地等，都属于半天然湿地。他按人类干预

程度对湿地种类做了划分，认为其独具特色，且具有自然湿

地的大部分功能：①具有很大水储存容量，能减少洪灾，还能

进行灌溉；②每个个体面积不大，分散在农田和村庄之中，具

有巨大的水—陆地接触边界，成为陆地与水体之间的缓冲

区；③有很大的持留水、营养物质、泥沙的容量，净化水质功

能较大；④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建议

在用现代技术进行湿地修复设计时，应该向自然学习，向古

代文明学习；湿地保护应该先于修复，重于修复；对半天然湿

地的保护应和天然湿地同等重视。

国家林业局张明祥研究员在专题报告中通报了 1995 —
2003 年 9 年间，国家林业局对全国湿地资源进行的调查，涉

及湿地的面积、分布、面临威胁、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讨论

了“中国湿地面临的威胁及应对措施”。

厦门大学王文卿教授以“中国红树林湿地的退化机制”

为题，在专题报告中讨论了中国的红树林湿地的过去和现

状，以及红树林退化的情况和解决途径。指出导致中国红树

林湿地退化的原因有：①红树林生境的特殊性。对自然环境

变异十分敏感和脆弱。②人们对红树林的生态服务功能认

识不清。中国的红树林因其矮小，其价值特别容易被低估。

③多头管理机制。④养殖业污染、人工海堤的建设等，导致

周边的生态环境恶化。

讨论的热点问题有：

退化和演化的差异宋长青提出，要注意区分退化和演化

的差异，二者都是湿地的过程。湿地退化是在什么层面上？

标准是什么？标志又是什么？有没有表征湿地系统的合理

指标？

�湿地生态学。蔡庆华强调，要将湿地作为生态系统来

研究，研究湿地的生态学问题。邓伟认为湿地退化后果严

重，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引起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的湿地退化。

�湿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蔡庆华认为，我国对湿地的

研究力量还很薄弱。湿地研究中存在有概念不清，如“湿

地”定义大家还没有共识；家底不清，如生物组成、生态系统

结构研究不够；理论不新，缺乏我国独特的理论体系；实例不

深，长期积累不够；过程耦合欠缺，信息流通不畅等问题。
3 ．2　中国湿地的修复/恢复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陆健健教授作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

与修复”评述报告，介绍了国内外多个湿地修复成功的案例，

认为我国城市化地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原则是：复绿、改土、

净水、建景，指出湿地的保护和恢复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生

态系统管理的问题，这也是湿地研究的热点。他认为，湿地

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的基础是现场调研，做好生态系统的健康

状况评价和演化趋势定位，而有效途径是积极的正面干预，

即修复与重建。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依据应该是：湿地主要

生态服务功能的识别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化评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年跃刚研究员在题为“城市湿地

景观恢复与构建的理论和实践”专题报告中，提出城市湿地

恢复与重建的三大目标：生态、景观和水质。需要解决有关

城市湿地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城市湿地承载力水平，以及健

康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与构建理论等科学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就湿地恢复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普遍认为，对于退化湿地，首先要停止人为破坏，然后

对一些靠自然恢复将耗时间太长的湿地考虑人工干预，进行

生态修复。

�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绝非易事。陆健健认为，人

类活动退出崇明岛，其自然湿地生态系统三年就能恢复。尹

澄清对其设想提出质疑：理由是生态系统非常复杂，有复杂

的水文、生物、物理、化学、微生物过程。虽然崇明岛海陆相

互作用强烈，物流作用强烈，但破坏后恢复的过程也不会那

么简单，需要进行长期的实验生态学定点研究。他介绍了在

太湖岸边湿地观察到的现象：水稻田撂荒后土壤氮磷含量 5

年就接近自然湿地，土壤结构变化则慢的多，植物多样性经

过 30 年也难以恢复如初。

�如何实施湿地生态系统修复？ 讨论中生物学家和其

他专家侧重点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同意生物及其环境因素要

同时考虑，生物和环境相互依存。李伟提出，湿地生态系统

修复首先应是植被结构，种子库的研究是其重要方面。许多

专家认为，必须从流域角度进行保护。

�湿地管理包括保护、恢复与重建等层面。在现阶段，

保护是最有效、并且费用较省的手段。湿地保护存在着两个

层次：①保护区的保护，重在保护原生态，目前是抢救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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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②大范围的湿地保护，强调流域尺度上的综合管理。

王文卿认为，原先的孤立研究湿地生态系统各组分很片面，

应将红树林、林外滩涂、浅水水域和受红树林保护的基围鱼

塘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和保护。杜国祯强

调，在湿地保护中，老百姓的参与和提高他们的湿地保护意

识很重要，要充分发挥老百姓的监督作用。要对湿地保护区

的湿地进化/演化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普遍认为，要加强对

各级湿地保护区的管理，湿地保护要纳入法律范畴。

保护湿地要形成良性循环。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李荣旗高工提出，在湿地的保护和管理中，自然保护

与经济发展必须要形成良性循环。如开展与社会发展有一

定关联度的生态旅游，寻找经济与自然的平衡点。对城市湿

地和城市周边湿地的保护要充分发挥湿地的城市衬托功能。

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张小红副研究员提出如何使湿地资

源资本化问题。她指出在美国观鸟可以每年创收 250 亿美

元，提供6 万人的就业机会。要充分挖掘湿地的社会经济价

值和美学、景观价值。
3 ．3　湿地研究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重大和紧迫问题

会议回到主题层面深入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自由讨论，梳

理科学问题，凝练科学思路。执行主席在学术性小结中，概

括了会议在加强湿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取得

共识。

与会者强烈意识到，我国湿地退化在加速，这对我国经

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性影响；如果继续下

去，后果不堪设想。与会者一致认为，湿地研究是国家战略

层面上的一项重大和紧迫问题。基于国家的生态安全、水安

全、生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湿地科学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会议梳理了湿地研究一些重要科学问题：

（1）湿地过程、功能及其效应。①湿地系统过程的内部

作用和外在环境影响；②湿地效应的区域表征与评估；③湿

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价值评估；④面向国家水安全战略的

区域湿地合理配置与利用的理论和方法。⑤湿地系统多学

科综合研究的理论体系建立。

（2）湿地退化动力学机制。①湿地退化的自然过程与

作用机理；②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湿地退化机制；③区分全球

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的影响作用；④湿地健

康诊断与退化的临界值和可测指标；⑤湿地退化的危机与风

险预警。

（3）湿地保护、恢复理论与技术。①湿地恢复的功能性

目标划分与指标体系建立；②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与联

网研究；③湿地保护区的管理和区域性湿地保护的关系；④

湿地保护的法规保证；⑤湿地保护与修复的理论和技术体

系；⑥怎样提高湿地保护的公众价值认知和公众参与。

与会者建议，要多学科联合，在我国重要典型湿地协作

研究，信息共享；在湿地保护方面，要多做宣传，带动公众参

与，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产业推动；要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

完善立法，强化管理。

（赵生才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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