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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在调节气候 、调蓄水量 、净化水体 、保持水土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文化休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本文分析了中国湿地的现状 、分布与存在问题 ，并根据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将中国湿地划分成 ３个一级

区 ，７个二级区 ，为制定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维护湿地生态安全 、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与生产布局提供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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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ecosystem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water conservation ，envi唱
ronmental cleanup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a possesses approximately １０％ of the world摧s total wetlands ．How唱
ever ，with increasing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 th ，wetlands have been over唱exploited in China ，which results in
sharp decrease in quantity as well as quality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ir ecological functions ．Wetland resources quantity ，

distribution and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e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of wetland ，China摧s
wetlands are delineated into three Ⅰ type regions and seven Ⅱ type regions ，which are the east唱north region ，Huanghuai唱
hai regio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region ，south China region ，Yungui Plateau region ，west唱
north region and Qingzang region ．This work will benefit the eco唱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safe protection
of wetland ecosystem ，wetl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allocation of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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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资源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

生存环境之一 。湿地仅占全球表面积的 ６％ ，却为世界 ２０％ 的生物提供了生存条件 。湿地生态系统每年提

供的服务功能价值相当于 ４畅９万亿美元 ，占全部生态系统的 １４畅７％ ，占全球自然资源总价值的 ４５％
［６］

。我

国是湿地大国 ，湿地面积占世界的 １０％ 左右 。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的湿地问题 ，湿地的

生态保护显得越趋紧迫［１ ～ ４］
。本文从中国湿地的数量 、分布和特点出发 ，分析了湿地目前存在的问题 ，根据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特点 ，初步将全国划分为 ７个大的湿地功能区 ，按照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次

给出每一分区的次序 ，为制定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维护湿地生态安全 、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与布局

工农业生产和进行湿地管理提供依据 。

1 　中国的湿地资源现状
根据枟湿地公约枠的分类体系和我国湿地的现状 ，中国湿地的类型包括沼泽湿地 、湖泊湿地 、河流湿地 、

河口湿地 、海岸滩涂 、浅海水域等自然湿地 ，水库 、池塘 、稻田等人工湿地 。根据 ２００３年全国湿地资源调查 ，

我国现有湿地面积 ３８４８ 万 hm２
，居亚洲第一位 ，世界第四位 。 天然湿地和库塘湿地面积分别为

３６２０万 hm２
、２２８万 hm２

，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９４％ 和 ６％ 。在天然湿地中 ，沼泽湿地 、湖泊湿地 、河流湿地 、

沿海湿地面积分别为 １３７０万 hm２
、８３５万 hm２

、８２０万 hm２
、５９４万 hm２

（表 １） 。从寒温带到热带 、从沿海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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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 ，而且还表现为一个地区内有多种湿地类型和一种湿地类型分布于多

个地区的特点 ，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组合类型 。

表 1 　中国天然湿地类型及分布 倡

Tab ．１ 　 Nature wetland typ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China
湿地类型

Wetland types
面积／万 hm２ 7

Area
分布区域

Distribution
沼泽湿地 １３７０ ┅主要分布于东北的三江平原 、大小兴安岭 、若尔盖高原及海滨 、湖滨 、河流沿岸等 。 山区多木本沼泽 ，

平原为草本沼泽 。

湖泊湿地 ８３５ 敂主要分布于长江及淮河中下游地区的淡水湖群 、黄河及海河下游和大运河沿岸的大小湖泊 、蒙新高原

地区湖泊 、云贵高原地区湖泊 、青藏高原地区湖泊 、东北平原地区与山区湖泊 。

河流湿地 ８２０ 敂中国流域面积在 １００ ⅱkm２ 以上的河流有 ５００００ 多条 ，流域面积在 １０００km２ 以上的河流约 １５００ 条 。 绝

大多数河流分布在东部气候湿润多雨的季风区 ，西北内陆气候干旱少雨 ，河流较少 ，并有大面积的无

流区 。 河流湿地包括永久性河流的河床 、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 、洪泛平原 。

浅海滩涂湿地 ５９４ 敂主要分布于沿海的 １１ 适个省区和港澳台地区 。 海域沿岸约有 １５００ 多条大中河流入海 ，形成浅海滩涂

生态系统 、河口湾生态系统 、海岸湿地生态系统 、红树林生态系统 、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岛生态系统等 ６

大类 、３０ 多个类型 。

　 　 倡 数据来源为国家林业局 ２００３ 年枟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简报枠 。

中国湿地特点是类型多 、绝对数量大 、分布广 、区域差异显著 、生物多样性丰富 。东部地区河流湿地多 ，

东北部地区沼泽湿地多 ，而西部干旱地区湿地明显偏少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青藏高原湖泊湿地多 ，青藏高原

和西北部干旱地区又多为咸水湖和盐湖 ；海南岛到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分布着独特的红树林和亚热带 、热

带地区人工湿地 。中国的湿地生境类型众多 ，不仅物种数量多 ，而且有很多是中国所特有 ，具有重大的科研

价值和经济价值 。

然而 ，过度的开发利用和耕作管理不当使得中国湿地资源数量减少 ，质量退化 ，生态环境功能和生物多

图 1 　 20世纪长江中游湖泊湿地面积变化
Fig畅１ 　 Area change of lake wetland in middle

reaehes of Yangtze River

样性降低 。主要表现一是超强度开发 ，湿地面积减少 。目前开垦

农田和城市发展是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人口密集

的沿海沿湖地区 ，湿地不断受到蚕食 ，围湖造田使湿地面积以每

年 ２万 hm２ 的速度减少 。中国湿地最集中的三江平原 ，１９４９年

仅有耕地 ７８畅６万 hm２
，解放后耕地面积不断增大 ，从 １９６５年到

１９８３年 ，耕地增加超过 ２００ 万 hm２
，到 １９９５ 年耕地面积已到

３６６畅８万 hm２
，相当于 １９４９年的 ４畅６倍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

积 ，如按大于 ０畅５km２ 湖泊计算 ，８０年代与 ５０年代相比 ，湖泊面

积缩小了 ４３畅５％ （图 １） 。沿海滩涂湿地是湿地中开垦与面积减

少最大的地区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８０年代共开发 ２００万 hm２
，

相当于沿海滩涂总面积的 ５０％ 。 因水产养殖 、围海造田 ，使大

面积红树林被砍伐 ，１９５７年全国红树林面积为 ４ 万 hm２
，到 １９８６年降为 １畅８万 hm２

，减少超过 ５０％ 。二是

湿地减退 ，质量下降 。从全国与重点地区湿地退化的历史与现状看 ，湿地退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湿地围垦

与开发 、生物资源利用 、湿地环境污染 、湿地水资源利用与水利工程建设 、泥沙淤积与海岸侵蚀及破坏以及

城市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等 。因为影响湿地退化的因素不同 ，其发生的主要区域与方式也不相同 ，其发展趋

势也有明显差异（表 ２） 。除湿地开荒明确受到政府限制并有相应的退田还湖等措施外 ，其余各种影响因素

仍对湿地退化发生作用 ，近期湿地退化的趋势难以很快扭转 。据统计 ，全国湿地高等植物约有 １７２ 科 ，４９５

属 ，１６４２种（含变种） ，分别占全国植物科 、属 、种数的 ４８畅７％ 、１５畅５％ 和 ５畅５％ ；森林沼泽湿地的土壤微生物

类群数量高达 ７畅２６ × １０
７ 个／g（干土） ，其中细菌 、放线菌和真菌分别占 ９９畅６２％ 、０畅０３２％ 和 ０畅３４％ ；森林沼

泽湿地的土壤动物约有 ６８类 ，分属 ５门 、１０纲 、２目和 ３７科［１］
。由于人为干预 ，生物的适生环境遭到破坏 ，

生物种群的组成 、结构和数量发生改变 ，严重的造成生物数量的减少或灭绝 、生物种群的简化和重组 、优势

种群的变化和逆向演替 ，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或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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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湿地退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1］

Tab ．２ 　 Impact factors of wetland degeneration and its trend
影响因素

Impact factors
主要发生区域与原因

Main locations and reasons
主要影响方式

Main impact styles
发展趋势

T rend
湿 地 围 垦 与

资 源 开 发

人口密集的沿海 、沿湖地区的围湖造

田 、围海造地与水产养殖

湿地面积减少 ，湿地功能下降 ２０ 佑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以农田开垦为主 ，８０ ～ ９０

年代以水产养殖为主 ，将来影响会逐渐减少

生物资源利用 湖泊 、水库渔业资源的毁灭性利用 ，

沿海酷渔滥捕 ，沿海红树林的破坏

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 ，湿地功能

下降 ，生境破坏

生物资源生产力已经明显降低 ，但其需求未

呈现减少趋势

湿地环境污染 所有湿地均受到其周边地区的农业

污染 、工业污染与生活消费污染的影

响 ，以经济发达地区为重

湿地水质下降 ，有毒有害污染物

增加 ，湿地水质净化功能丧失 ，

湿地生物多样性降低

目前影响已经很大 ，而且呈现加剧趋势 ，影响

面扩大 ，影响程度加深

湿地水资源利

用和工程建设

西北和华北地区水资源利用 ，大江大

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

湿地水源减少甚至枯竭 ，生境破

坏 ，功能下降

影响长期存在 ，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呈现加重

趋势

泥 沙 淤 积 全国各地湖泊 、水库 、河道 ，以中部和

东部地区为重

湿地面积减少 ，湿地水资源调蓄

功能降低

呈现加重趋势

海岸侵蚀与破坏 沿海地区 ，特别是东南地区 沿海滩涂湿地减少 未呈现减少趋势

城 市 建 设 与
旅 游 业 发 展

长江中下游平原 、珠江三角洲地区与
东南沿海地区

湿地破坏化与岛屿化 ，改变湿地
生境与水禽栖息地

目前城市建设的影响很大 ，湿地旅游的影响
不大 ，但呈现上升趋势

2 　湿地生态的功能分区
湿地生态系统在改善和美化环境 、提供人类食物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服务功益［５］

。湿地

具有调节气候 、调蓄水量 、净化水体 、保持水土 、物质生产 、保护生物多样性 、动植物栖息地 、教育休闲旅游等功

能 ，被誉为“地球之肾” ，其服务价值在各类生态系统中居于首位 ［７］
（表 ３）。湿地物种丰富 ，是生物的栖息地 。在

我国湿地生活的鸟类占全国鸟类总数的 １／３左右 。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鸟类约有一半在湿地生活 。湿地还是

许多名贵鱼类 、贝类的产区 ，以及重要造纸原料芦苇及其他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生长区 ，如辽河三角洲和新疆博

斯腾湖地区就是世界著名的芦苇产地 。湿地往往是人们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例如冬季洞庭湖栖息着 ２万多只

各种水禽 ，其中不少是国际级或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对象 ，它们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

表 3 　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7］

Tab畅３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of wetland
功 　 能

Functions
描 　 述

Descriptions
调节气候 湿地的热容量大 ，导热性差 ，气温变幅小 ；湿地集水面积大 ，增加了大气湿度 ，调节降水 ；湿地植物繁茂 ，放氧量

大 ，可向大气层释放大量的 O２ ǐ。

调蓄水量 湿地含有大量持水性良好的泥炭土 、植物及质地黏重的不透水层使其具有巨大的蓄水能力 。 它能在短时间内

蓄积洪水 ，然后用较长的时间将水排出 。

净化水体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沉淀 、吸附 、离子交换 、络合反应 、硝化 、反硝化 、营养元素的生物转化和微生物分解过程处理

污水 。 健康湿地生态系统对 BOD５ ;、TSS 和 TN 的平均去除率可达 ７７ 滗畅１％ 、８２  畅５％ 和 ８５ _畅９％ 。

保持水土 湿地可以稳定地下水位 ，并可源源不断地补给地下水 。 湿地地势低平 ，其中的植物和有机残体又有阻滞水流 ，

从而降低流速 ，减少流水携沙能力 ，使泥沙沉积 ，或者减弱流水侵蚀作用 。

物质生产 湿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高 ，能量积累快 。 每年每 m２ 沣湿地平均生产 ９g 蛋白质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 ３ t畅５ 倍 ，有

的湿地植物生产量比小麦的平均生产量高 ８ 倍 。

保护生物多样性 湿地物种十分丰富 。

生物栖息地 湿地生态环境复杂 ，适于各类生物的生存 、繁衍 。

教育 、旅游 、

休 闲 等
湿地独特的环境条件和景观 ，为人类提供理想的旅游休闲场所 。 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由于其多样性和对人

类生存发展的价值而备受人们重视 。 目前湿地生态学是生态学中的研究热点之一 ，相关学科的科研投入逐年

增长 ，许多地区成为环境教育和野外科研实践的基地 。

　 　湿地生态功能分区是制定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维护湿地生态安全 、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与布

局工农业生产 、进行湿地管理的重要依据 。按照湿地生态功能的一致性 、自然地理的特征差异性 、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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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的可操作性 、地域单元的完整性的原则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将中国湿地生态功能初步划分

为 ３个一级区 、７个二级区（图 ２） ：Ⅰ为近海及海岸区 ；Ⅱ为东部区 ，其中 Ⅱ １为东北区 ，Ⅱ ２为黄淮海区 ，Ⅱ ３

为长江中下游区 ，Ⅱ ４为云贵区 ，Ⅱ ５为华南区 ；Ⅲ为西部区 ，其中 Ⅲ １为西北区 ，Ⅲ ２为青藏区 。

图 2 　中国湿地生态功能分区示意图
Fig畅２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al zoning in China

海岸带和浅海区是

生态功能一级区 ，横贯我

国东部海岸线 ，海洋生物

多样性丰富 ，湿地生态功

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

东部区包括 ５个二级区 。

其中东北区的湿地类型

以沼泽和河流湿地为主 ，

气候湿润温和 ，生物多样

性丰富 ，湿地生态功能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栖

息地 、调蓄水量 、水土保

持和物质生产 ；黄淮海区

的湿地类型以库塘 、河流

湿地为主 ，温暖半湿润气

候 ，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

湿地生态功能为调蓄水

量 、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物质生产 ；长江

中下游区的湿地类型以

湖泊和河流湿地为主 ，气

候温湿 ，水资源丰富 ，生物多样性复杂多样 ，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湿地生态功能为调蓄水量 、净化水体 、生物

多样性保护 、生物栖息地 、物质生产和水土保持 ；华南区的湿地类型以河流为主 ，高温多雨 ，水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丰富 ，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湿地生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栖息地 、净化水体 、物质生产 ；云贵区

的湿地类型以湖泊为主 ，生物类型复杂多样 ，湿地生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栖息地和水土保持等 。

西部区以高原湖泊和沼泽湿地为主 ，干旱少雨 ，生态脆弱 ，湿地生态功能为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栖

息地 。

3 　结 　论

湿地是自然界生态功能最高的生态系统 ，作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湿地的问题

越来越突出 ，保护湿地 ，恢复湿地 ，进行湿地功能的调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湿地生态功能区划是进行

湿地保护 、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和进行湿地管理的重要依据 ，进行全国湿地生态功能区划是一项紧迫和必须

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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