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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近 10 年

来，全国湿地保护面积增加了 525.94万公顷，湿

地保护率由 30.49％提高到 43.51％。

但调查结果还显示，全国湿地保护的空缺

依然较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湿地候鸟迁

飞路线、重要江河源头、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等

范围内的重要湿地，还未全部纳入保护体系之

中。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湿地保护率仅为

51.52％，国家重要湿地保护率仅为 66.52％。

专家普遍表示，要建立健全湿地生态补偿机

制。雷光春说，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是很重要的公

平发展机制。要建立一种可以评估、可以检验生

态效果的机制，以促进社会对湿地保护的支持和

认可，让周边老百姓在湿地保护中受益，这样才

能把湿地保护带到合理正常的轨道上来。

张永利指出，从管理角度看，国家还未出台

湿地保护条例，湿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科技支撑十分薄弱，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有待

提高。

“湿地保护面对最大的瓶颈是法律不健全，

现在湿地在国土资源里被界定为未利用地，这

个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认为围垦是理所当

然的。”雷光春说，要尽快制定出台湿地保护条

例，明确湿地保护职责权限、管理程序和行为准

则，对破坏湿地行为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保卫湿地
需完善法律健全机制

近 10年间，我国湿地面积减少了 339.63万公顷，
湿地资源面临的威胁不断增长

坚守8亿亩红线
别让湿地变“失地”

过度捕捞、污染、基建占用……被称为“地

球之肾”的湿地，空间正被不断挤压。根据 13日

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虽然近

年来我国湿地保护面积有所增加，但威胁湿地

的因素更值得我们警惕。

“虽然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数量较

多的国家之一。但从总体看，面积在减少、功能

在退化。”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研究

员崔丽娟指出，近年来中国湿地保护力度逐渐

加强，退化速度有所减缓，但湿地生态状况依然

不容乐观。

“‘地球之肾’面临消失的说法不是危言耸

听。”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

指出，湿地消失有两种表现，一是围垦之后湿地

直接消失，二是湿地污染。湿地最大的功能是

净化水质、降解污染，但污染一旦超过生态承载

力，湿地就变成水下荒漠，对生态系统是毁灭性

的打击。

由于污染、围垦等原因，湿地生态系统功

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减退。仅从湿地鸟类资

源变化情况看，两次调查记录到的鸟类种类

呈现减少趋势，超过一半的鸟类种群数量明

显减少。

除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占用

和改变湿地用途是湿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我国

湿地资源面临的威胁呈增长态势。”国家林业局

副局长张永利表示，威胁湿地生态状况的主要

因子，已从十年前的污染、围垦和非法狩猎三大

因子，转变为现在的污染、围垦、基建占用、过度

捕捞和采集、外来物种入侵五大因子。

湿地之殇
“地球之肾”面临消失并非危言耸听

调查显示，近 10年间，我国受基建占用威胁

的湿地面积增长了近 10 倍。照此速度，今天的

湿地很可能成为未来的荒原。

“围垦和基建占用是导致湿地面积大幅度

减少的两个最关键因素，而且受影响的湿地范

围占有较大比重。”张永利指出，围垦主要发生

在沿海地区、大江大河的两侧以及湖泊的周边

地区，基建占用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沿海地区累计丧失和

被严重破坏的滨海湿地近 220万公顷，约占滨海

湿地面积的 50％。

“由于为经济增长而释放的短视利益驱动，

湿地不断受到侵占和破坏。黄海、东海、渤海每

年滨海湿地退化速度相当快，一些传统上的海

边盐田湿地几乎都消失了。”雷光春说。

崔丽娟指出，当前各地都认识到了应该保

护湿地，但真正怎么保护还需要商榷。特别要

警惕名义上是在恢复和保护湿地，而实际上是

在侵占和破坏湿地的现象，如，过度开发搞旅游

甚至房地产。

去年 5 月施行的《湿地保护管理规定》明

确，国家对湿地实行保护优先、科学恢复、合理

利用、持续发展的方针。国家林业局在刚刚出

台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中划定了

湿地保护红线：到 2020 年，中国湿地面积不少

于 8 亿亩。

“应该根据各个湿地不同的生态承载力进

行分类，有的湿地要不惜代价地进行绝对保护，

有的可以适当允许人类活动，但不论如何都应

该有个生态容量的控制。”崔丽娟表示。

名义上的“保护”更应警惕

经过一年多苦苦寻找，青海玉树藏族自治

州摄影爱好者噶松仁青去年在玉树州杂多县结

扎乡沙青沟成功拍摄到了三组雪豹照片。这些

照片发布后，引起网民对雪豹的关注。

7次目击雪豹踪迹

在中国，雪豹属于一级保护动物。在过去

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环境改变和人类的捕杀，

已经濒临绝迹，许多年难见踪影。再加上雪豹

天生敏锐，拍摄照片极为难得。

自 2009 年起，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带领野外

科学团队，多次奔赴三江源地区确认雪豹关键

栖息地，使用红外相机记录其活动规律，并开展

相关宣传教育工作。

“2012 年 8 月，我们在通天河沿岸保护区和

索加－曲麻河保护区野外调查中，目击 7次雪豹

活动踪迹，其中两只母雪豹各带两只幼仔，极为

难得。”吕植说，“雪豹频现，是近些年三江源生

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的明显例证。”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三江源地区发现有中

国植物特有属 25 个，占全国特有属的 12.2%，特

有物种 50 种左右。三江源地区湖泊、湿地面积

增大，监测区域内的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以及

藏野驴、藏原羚等种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青海省测绘局总工程师黄伟星说，如今在

三江源地区，各类野生动物随处可见。

生物多样性渐恢复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有“黄河源

头第一县”之称。记者在鄂陵湖畔看到，除了黑

色的牦牛、洁白的羊群，还有成群的藏原羚、藏

野驴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吃草。当车辆在公路

上隆隆经过时，它们转身跳跃飞奔而去，划出一

道优美曲线。

青海省测绘局副局长唐千里告诉记者，据

粗略普查，目前玛多县境内的藏原羚数量已达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5 万只；藏野驴 3

万多头，增加了 2000 多头；岩羊 7000 多只，增加

了 4800 多只，其它野生动物和各种野生鸟类的

数量也有明显增加。

“经过 8 年努力，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逐

渐恢复，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不仅是政府投

入巨资进行生态修复产生的效果，也与当地群

众保护行为密不可分。”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

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李晓

南说。

为保护藏羚羊等野

生动物资源，由政府部

门、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牧

民参与的“协议保护”模

式，2006 年被引入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索加－曲

麻河保护分区。目前这

一模式正向其他保护分

区扩展。

调查显示，索加－曲

麻河保护分区藏羚羊数

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不

足 2 万只，已恢复到目前

的 7万多只。

青海省勘测局高级工程师成海宁说，在黄

河源、可可西里等人类活动相对较少或条件相

对艰苦的地区，各种野生动物占据着水草丰美

的高寒草甸和沼泽区，其种群大、数量多，自然

恢复和增长也比较明显，未发现野生动物被猎

杀痕迹。

目前，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新疆巴州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开展

多层次、更深入的协作与联合保护，努力在青藏

高原为野生动物筑造一个“生态乐园”。

（据新华社 何伟）

三江源成野生动物乐园

据中新社报道，近日，四川越西县申果庄省级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工

作人员在清理红外线相机时，发现相机首次拍到大熊猫在雪地行走觅

食的照片，其中两张是大熊猫的正面图片，大熊猫的姿态憨实可爱，这

是保护区成立 10多年来，第一次拍摄到自然状态下野生大熊猫的正面

画面。

四川一保护区

拍到野生大熊猫

姿态憨实可爱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 13日报道，在英国剑桥郡南部的水滩村，由

于当地市政委员会取消灭鼠服务，私人承包商又索价过高，导致巨大变

异老鼠滋生，最大的长达约 46 厘米。这些老鼠已开始入侵住宅，迫使

当地居民自己动手灭鼠，以免它们传播疾病或咬伤人。

当地 52岁居民索尼娅·金发现数百只大老鼠在房屋周围游荡。她

说：“夏季时，我们每天花许多时间灭鼠，有时候晚上也要捕杀老鼠。可

现在它们又回来了，可能传播疾病，或者咬伤孩子。”6个孩子的母亲米

歇尔·戴维斯也抱怨老鼠肆虐，担心若不及时灭鼠，它们可能会进入房

屋中。

超级变异老鼠

入侵剑桥郡

最大体长近半米

狗和猫可以通过摇尾巴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如今人类也可以了。

日本一位发明家日前研发出一种名为"Tailly"的人造尾巴，人类佩戴上

这种尾巴后，也可以通过尾巴的摇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据报道，这种人造尾巴上装有可监测佩戴者脉搏的传感器，一旦佩

戴者心跳加快，尾巴摇摆的幅度和速度就会增加。而当佩戴者冷静下

来时，尾巴的摆动速度就会慢下来。

该人造尾巴的发明者说，人造尾巴可以帮助人们表达自己的真

实感受，很适合用于聚会或者在与朋友外出游玩时使用，也能让小朋

友开心。他说，情侣间也可以使用这种尾巴，可以让两人的关系“更

上一层楼”。

日本男子发明

“人造尾巴”

可随人心情摆动

据美国宇航局消息，国际空间站机械臂于 1 月 12 日在印度洋上

空“抓住”美国私营企业轨道科学公司的“天鹅座”货运飞船，两者成

功对接。

据中新网报道，美国宇航员霍普金斯操纵机械臂抓住了“天鹅座”

飞船。在对接期间，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替换他操纵机械臂。

“天鹅座”飞船携带总重约 1.26 吨的食品、备用零部件和科学实验

设备，其中包括 23种由美国和加拿大学生提供的科学实验器材。

这是“天鹅座”货运飞船第二次前往国际空间站。其第一次展示性

质飞行是在 2013年 9月底，当时将 600公斤物资运抵空间站，主要是宇

航员需要的食品和服装。

“天鹅座”货运飞船

与国际空间站

对接成功

1月 14日，一位游客在哈尔滨市中央大街的一处冰雕前驻足。

据新华社报道，华灯初上，夜色斑斓，哈尔滨市的“旅游名片”——

中央大街在流光溢彩的冰灯装点下，更显妩媚动人。第 30届中国哈尔

滨国际冰雪节于 1 月 5 日启幕，哈尔滨市打造了 13 个广场、10 条街路、

17 个点位组成的 204 处城区冰雪景观，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光彩炫目的

冰雪“不夜城”。

流光溢彩

哈尔滨成

冰雪“不夜城”

湿地是候鸟旅程中的驿站，是它们觅食

的唯一场所。湿地的破坏，将直接导致候鸟

的死亡。

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珍稀鸟类，它是仅次

于朱鹮的第二种最濒危的水禽，国际自然资源

物种保护联盟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将其列入

濒危物种红皮书中；在中国则被列入极度濒危

鸟种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2年全球同步调

查数量估计 2693 只，主要越冬地在台湾、香港、

福建、广东、海南、日本、越南等河道入海口的滩

涂湿地。

近年来，黑脸琵鹭在各栖息地路湿地迅速

萎缩，海岸滩涂湿地的围垦以及污染、过度捕捞

水产品导致其数量骤减。2011年仅记录到 1848

只，同比下跌 21%。虽然到 2012 年黑脸琵鹭的

数目急升，但令人揪心的是，它们南下越冬时，

已难觅落脚地。

我国滨海湿地汇聚了全国水鸟种类总数的

80%以上。2008 年，全国鸟类环志（指搜集鸟类

迁徙路线、繁殖、分类数据的研究方法）工作初

步调查的数据证实，从我国过境迁徙的候鸟种

类和数量约占世界 20%至 25%左右。

然而近几年，途径我国东部滨海湿地的候

鸟们，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过度的经济

开发导致天然湿地面积减少，水质污染严重，湿

地生态环境退化，进而导致大量候鸟种群减

少。从目前情况看，这种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

趋势。

“所有依赖湿地系统的鸟类数量都在下降，

而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开发。”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著名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玛教授在谈

到中国湿地与候鸟的关系时这么说道。

滨海湿地汇聚全国水鸟种类80%以上

据新华社报道，1 月 13 日发布的第二次全

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 10年间，我国湿地

保护面积增加了 525.94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由

30.49％提高到 43.51％。但同时，调查结果还显

示，近 10 年来，我国湿地面积同口径下减少了

339.63 万公顷，超过两个北京市的面积，其中自

然湿地面积减少了 337.62 万公顷，减少率为

9.33％。

据了解，全国湿地总面积为 5360.26 万公

顷，湿地率为 5.58％。近 10年来，新增国际重要

湿地 25块，新建湿地自然保护区 279个，新建湿

地公园 468个。

数字说话
525.94万公顷vs339.63万公顷

湿地指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沼泽地等带有静

止或流动水体的成片浅水区，还包括在低潮时

水深不超过 6米的水域。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

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湿

地生态系统中生存着大量动植物，很多湿地被

列为自然保护区。我国是世界上湿地和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湿 地 、森 林 、海 洋 是 地 球 的 三 大 生 态 系

统。森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海洋被称为“地

球之心”，而湿地则被称为“地球之肾”，有着

净化水质、降解污染的作用。湿地的类型多

种多样，通常分为自然和人工两大类。自然

湿地包括沼泽地、泥炭地、湖泊、河流、海滩和

盐沼等，人工湿地主要有水稻田、水库、池塘

等。我国的淡水资源主要分布在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库塘湿地中，湿地保存

了全国 96％的可利用淡水资源，湿地是淡水

安全的生态保障。

保存了全国96％可利用淡水资源

1月2日，天鹅在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栖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