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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
态系统，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
肾”、“气候调节器”和“生物基因库”。

我国是世界上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据 2003 年完成的全国第一次
湿地资源调查，我国单块面积在 100 公
顷以上的湿地总面积 3848.55 万公顷。包
括 滨 海 、 河 流 、 湖 泊 、 沼 泽 等 自 然 湿
地，以及库塘等人工湿地。但我国自然
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77%，远低于世
界 8.6%的平均水平。

20 年前，我国政府以对社会、对人
类、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正式加
入了 《湿地公约》，这是我国湿地保护管
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20年来，我国认真
履行公约义务，严格执行公约各项决议，
建立了专门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健全湿
地保护管理体系，使我国湿地保护事业得
到健康蓬勃的发展，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
的生态大国形象。

20 年来，我国湿地保护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全国湿地保护面积大幅增
加，全国湿地保护体系基本形成。全国
许多重要的自然湿地得到抢救性保护，
重 要 区 域 的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得 到 有 效 恢
复，一些流域湿地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很多湿地防灾减灾、供水和净化水
质等功能得到维护。

我国湿地保护的巨大成绩，赢得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赞誉。2004 年，湿地国际
将首个“全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杰出成
就奖”授给中国。2012 年，《湿地公约》
秘书长安纳达·特尔格先生称：“中国向发
展中国家展示了一条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
的成功道路。”

构建履约管理体系
推动湿地保护立法

自加入 《湿地公约》 之后，我国从国
家到地方湿地保护与履约管理机构逐步
建 立 ， 为 湿 地 保 护 提 供 了 组 织 保 障 。
1992 年，国务院授权原林业部代表中国
政 府 履 行 《湿 地 公 约》。 2005 年 8 月 ，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也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
室”成立。200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了由国家林业局担任主任委员单位、
16 个部委局共同组成的“中国履行 《湿
地公约》 国家委员会”。此后，各地湿地
保护管理专门机构纷纷成立。

20 年来，湿地保护立法工作全面推

进。一系列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法律法规先后颁布实施，其中 《森林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环境
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
等法律法规及实施条例，为湿地保护和利
用发挥了作用。14 个省(区)也出台了省级
湿地保护条例。

为加强湿地保护和管理，国务院还颁
布了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跨世纪绿色
工 程 规 划》、《全 国 湿 地 保 护 工 程 规 划

（2002-2030）》，批准实施了 《全国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全国湿地保护工
程实施规划 （2005—2010） 》，印发了

《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等一
系列政策性文件，湿地保护纳入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保护优
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方针，明确了我国湿地保护的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

国 家 林 业 局 和 有 关 部 委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国 务 院 关 于 生 态 建 设 和 湿 地 保 护
的 精 神 ， 先 后 编 制 、 颁 发 和 实 施 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全
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总体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管理规
划》、《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等一系
列湿地保护具体规章办法，特别是 2000
年国家林业局等 17 个部 （委、局） 联合
颁布的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成
为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开展湿地保护工作
的行动指南。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
施，使我国湿地朝着依法保护管理的方
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完善湿地保护政策
工程带动湿地保护

“十一五”以来，我国采取多种措施，使
湿地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合理利用湿地
的模式逐步形成，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投
入 14 亿元，地方配套超过 17 亿元，完
成 了 205 个 湿 地 保 护 和 恢 复 示 范 工 程 ，
恢复湿地近 8 万公顷，有效促进和改善
了项目区生态脆弱和退化湿地的生态状
况。同时，全国水污染防治、水资源调
配与管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等重要规
划，均实施了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生
物措施防治面源污染等重点工程，直接
保护和维护了重要湿地的生态功能，为

以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保护恢复湿地起
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 十 一 五 ” 以 来 ， 我 国 坚 持 工 程 带
动、项目突破和规划区划相结合，通过建
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发展建设湿地公园、
建设湿地保护小区等多种方式，对自然湿
地进行了有效保护，湿地保护面积进一步
扩大。

至 2011 年，我国共建立湿地自然保
护区 55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 41处，湿地
公园 400多处，约 50％的自然湿地得到了
有效保护。主要江河源头及其中下游河流
和湖泊湿地、主要沼泽湿地得到抢救性保
护，局部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
复。湿地保护面积大幅增加，为国土生态
安全提供了保障。

建立长效机制
生态民生双赢

国家林业局认真履行国务院赋予的全
国湿地保护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和 《湿地
公约》 履约职责，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以
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为目标，以规划为
先导，以自然湿地保护为重点，以国家
重大项目为抓手，以立法和制度建设为
保障，以科学技术研究为支撑，以宣传
教育为手段，以履约和国际合作为动力
的湿地保护路子。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启动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保护成为生态建
设的崭新内容，成为生态惠民的重要领
域。通过合理调整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积
极探索湿地促进绿色增长的有效模式，引
导农牧民、渔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合理

利用各种湿地资源，逐步实现生态保护与
农民增收平衡发展。

20年来，在一系列湿地保护工程和国
际合作项目的带动下，湿地生态种植养
殖、湿地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为解决群众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城
乡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洪湖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增加湿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近 8000 公顷
和 鱼 类 10 多 种 ， 经 济 效 益 明 显 提 升 。
2010 年，全国湿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近
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50亿元。

我国湿地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效，局部地区湿地生态状况有了明显改
善，但是整体上全国湿地仍面临干旱缺
水、开垦围垦、泥沙淤积、水体污染和生
物资源过度利用等严重威胁，湿地面积减
少、功能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湿地仍然是最脆弱、最容易遭到侵占和破
坏的生态系统。

目前，我国还缺乏一部湿地保护专门
法规，国家林业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已
经完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条例
(草案)》 的起草工作，正与相关部门进行
协调沟通。

国家林业局局长、中国履行湿地公约
国家委员会主任赵树丛表示，湿地保护任
重道远，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把湿地
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生动
实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修
复为主的方针，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
目标，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完善湿
地保护制度，不断优化湿地保护空间布局，
努力扩大湿地面积，增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
性，把湿地保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压题照片为鄂陵湖边藏原羚）

湿 地 保 护 任 重 道 远
—我国加入《湿地公约》20 周年成就综述

本报记者 刘惠兰

虽已入冬，但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却是一幅动人的自然美
景。微波荡漾的清澈水面上，一群群从北
方飞来越冬的野鸭，或悠然游弋在芦苇间
觅食，或不时地腾空飞起盘旋，把成群的白
鹭、苍鹭等惊起。正在实施的互花米草治
理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区项目，将这片湿地
变成了鸟的乐园。

以前，这里一年四季难觅鸟踪。2010
年以来，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财政部、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补助项目
的支持下，开展了互花米草治理和鸟类栖

息地优化区项目，以遏制互花米草给崇明
东滩湿地生态系统带来的严重影响。

互花米草为产自南美的入侵植物，由
于其快速扩张和蔓延，使得鸟的食物本地
海三棱藨草群落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
挤占和威胁。2010 年、2011 年，财政部、国
家林业局连续两年从中央湿地保护补助资
金中共安排资金 800 万元用于崇明东滩互
花米草治理中试示范项目的实施。上海崇
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国家林
业局和上海市林业局的要求，借鉴前期主
要研究成果，依托上海复旦大学等院校的

技术支撑，采取“围、割、淹、晒、种、调”等综
合集成技术方案，对互花米草入侵区域的退
化湿地实施物理治理和修复，遏制互花米草
生长直至消除。对退化湿地进行水鸟适宜
栖息地改造，不断恢复鸟类种群数量，不断
维护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

目前，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正在实施的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已基本完
成。通过初步评估，项目达到了预期的目
标和成效。

保护区形成了 3000 亩生境相对封闭、
水位可调控管理的水鸟栖息地优化区域。

另外，在优化区域内建成了长达万余米、相
互连通的骨干水系，营造了总面积近 18 万
平方米的生境岛屿，为迁徙过境的鸻鹬类
和 越 冬 的 雁 鸭 类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栖 息 环
境。成功控制了项目实施区域内的互花
米草生长和扩张。通过水位调控和带水
刈割，灭除率达 95%以上。优化区内自然
生境明显改善，鸟类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据调查，优化区内水鸟已达 38 种，成为部
分夏候鸟繁殖的筑巢场地，还吸引到大量
越冬雁鸭类在此栖息，水鸟栖息地的效果
已经初步显现。

鸟 类 栖 息 的 家 园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自然保护区见闻

本报记者 刘惠兰

1971 年 2 月 2 日，18 个国家的全权代

表在伊朗海滨城市拉姆萨尔镇签署了《湿

地公约》（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

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成为全球第

一个政府间多边环境公约。该公约的宗

旨是通过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共同保护

和合理利用湿地，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我国政府于1992年2月20日正式向湿

地公约保存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UNESCO）递交了加入书，同年

7月31日加入书正式生效，成为《湿地公约》

第67个缔约方。

目前，《湿地公约》秘书处设在位于

瑞士日内瓦格兰德镇的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IUCN）总部内。为纪念《湿地公

约》诞 生 ，1996 年 10 月 公 约 第 19 届 常

委会决定将每年 2 月 2 日定为“世界湿

地日”。

经过40年的发展历程，《湿地公约》内

涵也由关注水禽栖息地和迁移水鸟的保

护，延伸到注重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功

能的发挥。缔约方由最初的 7 个，发展到

目前的 163 个，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 2062

处，面积达 197 万

平方公里。 背 景

《湿地公约》的诞生和发展

走进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黑颈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记者就看到成群的黑颈鹤在水边悠闲
漫步，不时用嘴巴梳理羽毛，或招朋引伴，或追逐嬉戏，与
水面金波、青葱远山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据大山包黑
颈鹤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这里是黑颈鹤的主
要越冬栖息地，每年到此越冬或中转的黑颈鹤数量达
1200只至 1500只，越冬期长达 186天至 220天。

历史上由于当地居民缺乏生态保护意识，长期不合
理的开发利用，大山包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湿地面积
萎缩，湿地功能退化，对黑颈鹤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一
度越冬数量只有 200只。

为了尽快遏制生态恶化，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将
实现黑颈鹤有效保护列为主要目标，全面推进湿地生态
恢复。

首先，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2008 年提请云南省
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条例》，保证了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此后，
全面禁止毁林开荒、开垦湿地、采挖泥炭等破坏湿地
的行为。组织开展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湿（林）、蓄水
恢复沼泽湿地、移民搬迁、改造核心区通信电力设施
等工作。先后实施退耕还湿种草 1020 公顷，恢复湿地
230 公顷，实施人工种草恢复植被 760 公顷。同时，保
护区管理局对黑颈鹤、湿地、森林、草场实行严格巡护
管理，避免各种损坏湿地资源和影响黑颈鹤栖息的违法
行为。

通过各项有力举措，高原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大
山包湿地重新成为黑颈鹤的越冬乐园，是我国已知的
黑颈鹤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保护区之一，2004 年被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黑颈鹤多了，景色美了，当地旅游经济也活起来了。
大山包湿地旅游资源丰富，除了草甸湿地、高原湖泊、险
峻峡谷等自然风光，还有极富特色的民俗民风，到大山包
观光、考察、摄影的游客逐年增加。湿地生态旅游的发
展为当地村民培植新的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
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云南大山包——

为黑颈鹤建造越冬乐园
本报记者 徐 胥

位于青海省中南部的国际重要湿地扎陵湖-鄂陵湖
是黄河源头众水汇合之地，也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重要湿地保护区之一。因为分布有这两大湿地，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中华水塔”。

青海三江源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和地方
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维护“中华水塔”碧水长流，更好
发挥扎陵湖-鄂陵湖湿地在防洪蓄水、维持水量平衡
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03 年，青海省人民
政府批准建立了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 年经国
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湿地面积、
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率等指标均有所增加，保护工作
已有起色。

保护区投资 75 亿元实施了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
设工程，内容包括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鼠害防治、
生态移民、湿地保护等多项生态保护工程。其中湿地
保护工程总投资 4060 万元，实施面积达 58 万亩，在
以 扎 陵 湖 和 鄂 陵 湖 为 重 点 的 典 型 湿 地 范 围 内,实 施
了植被恢复和封草育泽加大管护等有效措施。通过
工程实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为活动对湿地资源
的 影 响 ，植 被 盖 度 增 加 ，湿 地 生 态 功 能 得 到 逐 年 修
复。多年监测表明，三江源地区湿地及沼泽面积增
加 近 142 平 方 公 里 。 2003 年 扎 陵 湖 、鄂 陵 湖 水域面
积为历史最低点，分别为 493 平方公里和 578 平方公
里，2011 年它们的水域面积则分别达到 560 平方公里
和 677 平方公里。

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进一步加大对扎陵
湖-鄂陵湖湿地的监测工作。分别在扎陵湖、鄂陵湖及
周边区域设置湿地监测区 2 处，鸟类监测区 6 处，野生动
物监测样带 2 条，野生植物监测样地 20 处，监测区域面
积达 100平方公里。保护区工作人员克服高寒缺氧等恶
劣自然条件，对监测区域内的湿地水位痕迹、鸟类及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植被生长等各相关因子进行了监测，自
2009 年以来，先后在该区域开展了 30 次历时 120 多天
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工作，行程近 30000 公里，监测
区域面积达 3000 平方公里。监测结果显示，扎陵湖-鄂
陵湖湿地在面积增加、入湖径流量、补给来源稳定性、水
量、水鸟种群稳定及各类植物生产量等监测指标上均达
等级“优”。

三江源湿地保护见成效
本报记者 徐 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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