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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莫莫格湿地中，举目可见天空碧蓝如

洗，四顾则是白鹤起舞、百鸟翔集，苇海摇曳间生

机盎然。天畔的晚霞，渐渐由绚丽归于平淡，恬

静悠闲。

游客们很难想象，这片湿地所在的吉林省白

城市，多年来曾有“八百里瀚海”之称。从历史上

蛮荒富饶的沼泽，到后来遭受人类活动干扰退

化，再到通过人工保护重现湿地的绿意盎然，莫

莫格湿地的变化恰是我国许多沼泽湿地的缩影。

我国湿地面积位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湿

地公约》划分的 42 类湿地在我国均有分布。刚

刚过去的 8 月 15 日，我国迎来首个全国生态日。

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称

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同时，湿地也是全球范围

内退化、丧失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要保护湿地

这一“地球之肾”，我们该做些什么？

今年 7月，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牵头，汇聚全国

12 家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多年研究的《中国沼

泽志》（第二版）正式出版。它总结凝练了近年来

国内外沼泽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摸清了我国

主要沼泽的“家底”，为后续湿地的保护恢复、综

合利用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湿地与我们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揭开沼
泽神秘面纱

人类对湿地的科学研究较晚——直至 18 世

纪，欧洲才有国家开始进行泥炭沼泽的考察与研

究；1885 年，俄国教授开始在大学里讲授沼泽学

课程。而我国沼泽研究起步则更晚。1958 年，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东北地理所前身）

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研究沼泽的机构之一。建所

至今，东北地理所致力于沼泽研究，并于 1999年

出版了《中国沼泽志》。

如今，距离上一次的调查已经过去 30多年。

时移世易，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

沼泽分布和结构功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我国，沼泽是湿地的主要类型和核心形

态，是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最重

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东北地理所所长、中国生态

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姜明说。

历经数年艰苦的考察，科研人员对面积 4公

顷以上的沼泽进行了详细调查，这几乎囊括了我

国所有的沼泽。翻开这部厚厚的著作，每一片沼

泽的范围与面积、地质地貌、气候、水资源与水环

境、沼泽土壤、沼泽植被、沼泽动物、受威胁和保

护管理状况等均一目了然。

“新版的《中国沼泽志》揭开了沼泽的神秘面

纱。从结果中，我们既看到了令人欣喜的一面，

也发现不少令人担心的问题。”姜明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了大量湿地保护

与修复计划，“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恢复和提升湿地生态系统

功能在我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目前，

我国湿地退化和消失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生物

多样性有所提升。在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

方白鹳种群数量进入快速恢复期，繁殖数量由

2000 年的 8 只，增加到 2021 年的 192 只，恢复到

20世纪 70年代最繁盛期的水平；植物方面，红树

林面积恢复成效明显，总面积基本恢复到 1980

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也观测到了令人忧心的

变化：我国三江平原的沼泽湿地累积丧失率高达

80%；若尔盖高原泥炭沼泽由于放牧排水，同 20

世纪 80年代数据比较，81%的泥炭沼泽有机碳含

量在减少；与 1999年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华北

一片沼泽湿地面积大幅减少 99%……

沼泽湿地的大面积丧失，带来的是水文调蓄

功能、碳汇功能的下降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后果。

仅以植物为例，部分沼泽植物如盐桦、东方水

韭等已处于灭绝、极危的状态。“其中有些沼泽植

物尚未被人类认识，还没来得及为人类作出贡献，

就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在《中国沼泽志》（第二

版）的序言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这样写道。

空天地“联合作战”，支撑湿
地保护决策

沼泽湿地如此重要，但摸清其“家底”却并不

容易。

我国科研人员采用遥感卫星、无人机、地面

调查队这一“空、天、地”相结合的办法，为全国

655片沼泽绘制了一份详细的电子档案。

作为“地面部队”的一员，东北地理所高级工

程师刘波负责对沼泽进行详细的科学考察，调查

沼泽植被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

提起沼泽，人们会联想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

时的艰辛，也有可能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令

人感叹亘古原野的苍茫。“有些沼泽上面是草，中

间是水，下面是泥，有些地块明明可以安全站人，

一两步外却能没过人的头顶。”刘波告诉记者。

有着同样体会的，还有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

院的张昆博士。负责四川片区的张昆，踏上了红

军曾经踏足的沼泽——若尔盖。“我们的任务是

取得水、植物、泥炭的样本。在这一过程中，我自

己就曾陷进去过。”张昆回忆道，当沼泽缓缓吞噬

着双脚、小腿时，无力感与恐惧迅速塞满心中。

这时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得以脱身。

深入沼泽后，取样工作才刚刚开始。科研人员

需要向下打钻，完整地采集沼泽土壤样本带回实验

室。“由于带不了大型设备，我们在四川阿坝红原的

日干乔沼泽就曾用人力获得9.9米长的泥炭柱芯，

相当于三层楼高。等到返回安全点时，大家累得连

抬腿上车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张昆说。

为节省人力、物力，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刘宝江

研究利用探地雷达设备探测泥炭资源。“探地雷达

向地下发射电磁波，当遇到泥炭和背景土壤的分

界面时，由于泥炭和背景土壤的电磁特性不同，就

会反射回来一部分电磁波，然后再利用我们研发

的专用软件对反射回来的雷达波进行数据分析，

进而提取到泥炭厚度和埋藏深度等信息。”他告诉

记者，这种办法在保证探测精度的同时，可以大面

积、快速地获得泥炭的分布和泥炭储量。

有了实地调查取回的样品数据，太空中的

“眼睛”——遥感卫星开始展现威力。东北地理

所研究员毛德华利用这些土壤样品，结合湿地分

布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学习的算法，实现了湿地

土壤有机碳密度的空间预测，并对湿地土壤碳储

量进行了准确核算。这一结果极具价值——它

能够为履行《湿地公约》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

供科学依据，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拥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后，我们还能

够监测湿地的植物长势、水文条件，相当于为保

护区提供了一个预警系统。”毛德华说。

与 30 多年前的调查相比，此次科研工作者

们的装备更加精良，结果也更为精确。“此外，我

们还拓展了沼泽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对沼泽湿地

水文情势、泥炭特性、植物资源等都有了更深入

的认知。”姜明说。

“垂危”湿地成候鸟乐园，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湿地生态环境脆弱人尽皆知，那么，湿地能

否在人为干预下，恢复生态功能？毛德华通过影

像数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从全国尺度来看，近十几年来，我国湿地的

面积开

始 增 加 ，

这 与 国 家 持

续 开 展 湿 地 保 护

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毛德

华告诉记者，“湿地损失的速率在减缓，总面积在

增加，红树林等指标性物种的种群在持续扩大。”

走进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蒙蒙细雨中，只见黑脸琵鹭在绿意盎然的湿地上

空飞舞，中华凤头燕鸥追着“心上鸟”喂鱼，黑翅

长脚鹬在浅水区“遛娃”。

“这一片原来是我的养殖场。”湿地管护员林

发金所指之处，如今水草丰茂。随着湿地退养行

动的开展，林发金响应号召，成为福州市长乐区

潭头镇克凤村第一个退养户。20 多年来，福州

市叫停不合理项目、划定管控红线，并密集推出

一系列保护与治理举措，实现了生态“失地”重回

湿地的蝶变，让曾经日渐退化、一度“垂危”的湿

地，重新成为候鸟的乐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许多湿地都重

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

的大布苏湖沼泽，与此前调查结果相比，面积扩

大了约 1.9倍；莫莫格、向海等湿地成为候鸟们迁

飞路线上的幸福家园。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展合理的

湿地农业利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

布局，将对提升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供给的多样

性和产量发挥积极作用。”东北地理所、中国科学

院松嫩平原西部盐碱湿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文波

龙博士说。

湿地合理利用是《湿地公约》的核心理念，也

是湿地保护工作的延续和可持续支撑。

驱车向吉林省白城市东南方向驶去，芦苇茂

密、鸥鸟翔集的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的出现让

人眼前一亮。不同于周遭裸露的白色盐碱地，绿

色是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的主色调。

中国科学院松嫩平原西部盐碱湿地生态研

究站就建在这里。文波龙攻读博士时师从湿地

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2002 年，刘

兴土带队来到牛心套保调研，发现当地生态脆

弱、湿地退化严重，周边社区经济发展滞后，为了

恢复湿地生态系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刘兴土

率领团队开始扎根于此，努力为松嫩平原西部探

索一个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科研人员针对性地研

发了苏打盐碱芦苇湿地恢复及高产培育技术，揭

示了芦苇生长的需水关键过程，建立了退化苏打

盐碱芦苇湿地水文调控措施、碱斑地芦苇快速恢

复技术体系。

为进一步实现湿地恢复工程的可持续，以及

发挥湿地的产品供给功能，刘兴土和团队首创苏

打盐碱化湿地苇—蟹（鱼）—稻复合生态模式。

经过几代科研人的持续努力，盐碱湿地的恢复与

合理利用技术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在牛心套保湿地，芦苇、籽莲、稻穗、群鱼、

河蟹与水鸟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画面。文波龙告

诉记者，通过湿地的合理利用，湿地保护能力得到增

强，湿地水文特征稳定维持，水体、土壤的盐碱程度下

降，植被盖度和生物量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加，在经

济、社会效益之外，生态效益也明显提升。

精准施策，助推湿地保护工
作更上层楼

在全球范围内，湿地保护都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课题。我国是全球沼泽

湿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且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千差万

别，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

样，沼泽资源分布广泛且具有显

著的区域差异。

“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湿地的保护

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

域、不同类型湿地，针对性施策，开出保护湿

地的‘中国药方’。”姜明说。

找到了“病理”，才能对症下药。

对于沼泽而言，人类活动是最大的干扰因素

之一，最典型的当属泥炭沼泽。泥炭又名草炭或

泥煤，是沼泽植物千百年来不完全分解、堆积而

形成的特殊有机物，可以被视为煤的原始形态。

泥炭沼泽是最为典型和重要的湿地类型，其单位

面积碳储量最大，碳密度是全球平均土壤碳密度

的 3—6 倍，是全球减缓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的最重要的碳汇之一。

目前，我国仍存在泥炭非法盗采现象，盗

采行为不仅造成泥炭质量下降和资源浪费，还

会遗留许多矿坑，给后续的土地整理复垦留下

隐患。而盗采的原因，竟然仅仅是作为种植作

物的基质。

“泥炭沼泽中有一种典型的植被泥炭藓，泥

炭藓在碳汇、过滤淡水及调蓄洪水等方面极具价

值，且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污染监测和园艺产

业。”刘波说，“然而，泥炭藓生长速度慢，每年每

平方米积累的干物质只有 20克左右，仅能增加 1

毫米泥炭地厚度，因此易于破坏、难以恢复。”

针对泥炭沼泽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泥炭沼泽湿地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泥炭沼泽

湿地保护专项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泥炭沼泽

湿地；符合重要湿地标准的泥炭沼泽湿地，应当

列入重要湿地名录；禁止在泥炭沼泽湿地开采泥

炭或者擅自开采地下水；禁止将泥炭沼泽湿地蓄

水向外排放，因防灾减灾需要的除外。

今年初，四川省阿坝州公安局公布了打击盗

挖泥炭的典型案例，已有 3案 13人因非法采挖泥

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召开湿地保护公益诉讼专题研讨会，并

发布了一批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就

包括四川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若尔盖高寒泥炭

沼泽湿地案。

根据调查结果，科研人员还提出了保护泥炭

资源的对策，包括科学界定泥炭保护开发界限、

加强泥炭替代产品研发、加强泥炭基础研究等。

除了人类活动干扰因素外，气候也被视为干

扰湿地的重要因素。“极端干旱或者短时间强降

水，都会对湿地造成较大压力。”东北地理所副研

究员薛振山告诉记者。水量丰沛与否，对植物的

生长与固碳能力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

都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

生态系统的保护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大计。在姜明看来，围绕着湿地，我们仍然有

许多认知空白亟待填补。

记者注意到，在新版《中国沼泽志》中，科研

人员将全国划分为 5 个沼泽分布区和 17 个沼泽

区，并没有按照传统以行政单位来划分。“湿地是

一个整体，为有效整体保护松嫩平原典型湿地生

态系统，迫切需要打破原有保护地属地格局，建

立跨流域、综合性的国家公园。”姜明说。

此外，随着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对专业人

才的渴求也更加迫切。姜明告诉记者，相对来

说，湿地的学科建设目前依然较为薄弱，起步晚、

学科成熟度不高。直到去年，西南林业大学湿地

学院才开始招收第一批湿地保护专业的本科生。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建设国家级平台，吸引

更多人才投身湿地科学研究，凝练科研方向，汇

聚科研力量，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为保护工

作更上层楼打下坚实的基础。”姜明说。

保护保护““地球之肾地球之肾””
他们开出他们开出““中国药方中国药方””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杨 仑
策 划：赵英淑 滕继濮 林莉君

▲中华攀雀在河北省唐
山市丰南区沿海湿地育雏。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区渌洋湖湿地公园的水
上森林乘船游览。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群鸟在闽江河口湿地海面上翱翔群鸟在闽江河口湿地海面上翱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魏培全摄摄

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岳海涛团队在若尔盖开展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岳海涛团队在若尔盖开展
泥炭沼泽调查泥炭沼泽调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