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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面积

我国内地的56处国际重要湿
地分布在21个省（区、市），范围面
积 662.38 万 公 顷 ，湿 地 面 积 为
320.18 万公顷，湿地面积占国际
重要湿地范围面积的 48.34%。其
中，自然湿地面积为 300.10 万公
顷，占湿地面积的93.72%；人工湿
地面积为20.08万公顷，占湿地面
积的6.28%。

按照分类统计，56 处国际重
要湿地中，内陆湿地41处，范围面
积 596.86 万公顷，占 90.90%；近
海与海岸湿地为 15 处，范围面积
65.52万公顷，占9.10%。

水源补给状况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位于江河源头区域的湿地有11
处，位于河口区域的湿地有10处，
采取人工补水措施的湿地有5处。

2014 年-2017 年，大部分国
际重要湿地所在区域降雨量保
持稳定，降水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的有内蒙古鄂尔多斯、黑龙江兴
凯湖、内蒙古达赉湖等国际重要
湿地所在区域，降水量呈明显上
升趋势的有黑龙江洪河、湖北洪
湖、湖北网湖等国际重要湿地所
在区域。其中，内蒙古鄂尔多斯、
内蒙古达赉湖湿地区域采取了
人工补水措施，水域保持稳定；
三江源区域的青海鄂陵湖、青海
扎陵湖，东北林区的内蒙古汗
马、黑龙江南瓮河、黑龙江东方
红、黑龙江珍宝岛等湿地均位于
江河源头，汇流河流水量稳定；
湖南西洞庭湖、湖南南洞庭湖、
湖南东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湖
北网湖、安徽升金湖、黑龙江三
江等湿地位于内陆水域，汇水区
水量保持稳定，但枯水季存留水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辽宁双台河
口、山东黄河三角洲、上海崇明
东滩、江苏盐城、广西山口红树
林、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海南东
寨港等湿地位于近海河口水域，
除山东黄河三角洲湿地需要从
黄河补充淡水外，其他湿地的河

流汇水和海水顶托保持稳定。

水质状况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51处获取了地表水水质数据，
其中水质为Ⅰ类水 1 处，Ⅱ类水
11处，Ⅲ类水18处，Ⅳ类水13处，
Ⅴ类水 4 处。4 处海域中，Ⅰ类海
水、Ⅱ类海水各2处。调查显示：Ⅲ
类水比重最大，并分别向优、劣方
面依次递减，呈现正态分布特征。

2014 年-2017 年，56 处国际
重要湿地的水质状况基本保持稳
定。黑龙江南瓮河水质最佳，为Ⅰ
类水，湖北大九湖、云南纳帕海、海
南东寨港等湿地水质有好转趋势；
内蒙古达赉湖、黑龙江七星河、湖
北沉湖、湖北网湖水质为Ⅴ类水，
内蒙古达赉湖水循环能力较差，黑
龙江七星河部分水质指标超标严
重，其他水质指标优良，貉藻生长
面积在逐年增加；湖南洞庭湖区、
辽宁双台河口等汇水区水质偏差；
湖北网湖、黑龙江扎龙、吉林莫莫
格、安徽升金湖等汇水区域水质明
显差于输入河道水质，表明这些区
域受面源污染影响明显。

水体富营养化状况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49 处获取了水体富营养化数
据，其中贫营养的有12处，中营养
的有27处，富营养的有10处。

湿地植物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湿地植物约有 187 科 811 属
2114种，分别占全国湿地植物科、
属 、种 数 的 78.24% 、64.62% 和
50.09%。其中苔藓植物 42 种，隶
属于31属，21科；蕨类植物65种，
隶属于 39 属，28 科；裸子植物 7
种，隶属于 4 属，2 科；被子植物
2000种，隶属于737属，136科。

湿地植被覆盖率较高的有内
蒙古汗马、黑龙江七星河、黑龙江
友好、黑龙江东方红、黑龙江南瓮
河、黑龙江三江、吉林哈尼、甘肃
尕海等国际重要湿地，湿地植被
覆盖率均达到95%左右。

湿地鸟类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中，记录有湿地鸟类 12 目 34 科
240 种，占我国湿地鸟类种数的
73.39%。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
鸟类 15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
类37种。

外来物种入侵状况

互花米草是入侵近海与海岸
类型国际重要湿地的主要外来物
种。上海崇明东滩为互花米草入侵
治理提供了样板，通过围堤、刈割、
晒地、定植、调水等措施，有效改善
了互花米草入侵引起的一系列生
态环境问题，使互花米草入侵得到
有效控制，目前互花米草在崇明东
滩保护区只有零星分布。

入侵内陆国际重要湿地的外
来物种种类较多，但面积小。主要
入侵物种是凤眼莲，其他零星入
侵的有垂序商陆、豚草、大薸、一
年蓬等，但尚未造成显著影响。

各国际重要湿地入侵的外来
野生动物种类主要有克氏原螯
虾、福寿螺、食蚊鱼、大口黑鲈等，
这些入侵物种在长江中下游有较
为广泛的分布。

湿地利用状况

我国内地56处国际重要湿地
土地（水域）利用方式整体处于稳
定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土地利
用变化情况。

因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退渔
还湿、退耕还湿等工程，一些湿地
类型发生改变，更多地表现为湿地
面积增加。少量国际重要湿地出现
了一些违法建设趋势，但被及时制
止整改，没有造成湿地资源的严重
破坏，目前均已整改恢复。还有一
些涉及占用湿地的现象，如基础设
施建设、铁路建设、公路建设以及
光伏项目建设等。

湿地面临五大威胁

我国国际重要湿地面临的主
要威胁有五大类，即人类生产生
活的影响、基础设施和旅游活动

的影响、环境污染的影响、外来物
种入侵、气候变化的影响。

受到人类生产生活影响的国
际重要湿地有 22 处，主要为社区
农业生产、牧业生产、渔业生产等
生产活动的负面影响。

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发
影响的国际重要湿地有 11 处，主
要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开
发干扰了湿地生态环境；受旅游
开发影响的国际重要湿地有8处，
旅游开发对湿地生态环境及湿地
栖息的鸟类造成了负面影响。

受环境污染影响的国际重要
湿地有 15 处，污染来源主要为周
边村镇的工业污水排放、农业面
源污染等。

受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有 6
处近海与海岸类型的国际重要湿
地，有互花米草入侵；内陆国际重
要湿地虽然没有大面积的入侵物
种，但入侵物种在流通水系的沟
渠中发现率较高，种类也比较多，
对内陆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系统
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一
些国际重要湿地内的部分濒危物
种种群数量减少甚至消失。

亟待加强的重点工作

为更好地保护我国国际重要
湿地，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亟待强化国际重要湿地监管、
加强国际重要湿地科研监测、加
大国际重要湿地宣传教育。

首先，需强化国际重要湿地
监管，提升保护管理水平，严格控
制湿地资源利用方式和程度，确
保国际重要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其次，需切实加强科研监测
体系建设，提升实时监测能力，建
立开展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年
度监测机制，为国际重要湿地保
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再次，需加强国际重要湿地宣
传教育，丰富湿地宣教的内容和形
式，提高社会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
和参与湿地保护的积极性，巩固国
际重要湿地保护管理成效。

中国绿色时报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
研究指出，世界上超过半数的碳汇归功于不足140年
的“年轻”森林而非热带雨林。这表明，中国等国的植
树造林活动对固碳具有重要作用。

森林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碳汇，可以捕获和储存
大气中的大量二氧化碳。此前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热带雨林在吸收温室气体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建模方
法，计算出2001年到2010年间原始森林的碳吸收量，
并将其与新造林进行比较。新造林所在区域此前可能经
受了农业生产或伐木等人类活动，或遭遇山火等自然灾
害。结果发现，新造林吸收的二氧化碳超过了原始森林。

研究显示，新造林之所以能吸收大量二氧化碳，
除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所带来的“肥料效应”外，树
龄较短才是碳吸收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一“树龄
效应”贡献了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总量约25%。

这种与树龄有关的碳吸收增加主要发生在中、高
纬度地区的森林而不是热带雨林。其中，美国东部多
个州的大片森林，加拿大、俄罗斯和欧洲的北方森林
以及中国的大规模植树造林项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伯明翰森林研究所研究人员汤姆·皮尤说，搞清
碳吸收发生在何处以及为何会发生非常重要，这可以
帮助人们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森林管理策略。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研
究显示，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全球从2000年到
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原
因是中国在植树造林和集约农业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据新华社

近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8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
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按照“有序推进、整体
提升、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思路，先试点示范、
后面上推广、再整体提升，推动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
管理规范化、运维市场化、监督社会化，引导农民群众
养成良好如厕和卫生习惯，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农村厕所脏乱差现象严重，成了建设美丽乡村、宜
居乡村的难点。春节期间，很多返乡过年或到农村旅游、
走亲访友的人，吐槽最多的往往就是农村的厕所。

此次《意见》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明确了“路线
图”与“时间表”，如要求到2020年，东部地区、中西部城
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完成农村户用
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
用，管护长效机制初步建立。《意见》提出了重点任务，要
求对农村户用厕所、公共厕所、旅游厕所等全面摸清底
数，要求科学编制改厕方案、合理选择改厕标准和模式
等等。《意见》将农村“厕所革命”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
到了，这让人看到此次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将有望
真正改变农村厕所脏乱差现象，让农村变得更宜居、更
美丽，增加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戴先任

记者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由中
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美国古生物学者组成的
研究团队，在1亿年前的缅甸琥珀化石中，发现5枚与
现代甲虫“撞脸”的远古昆虫标本。

这5枚远古标本的形态与现代甲虫“子孙”几乎完
全一致，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归入现代昆虫分类。此类
进化停滞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它们的发现，也
为解开昆虫演化之谜，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甲虫又称鞘翅目昆虫，包括常见的瓢虫、象鼻虫、金龟
子等，是动物界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类群。此次研究涉及
的拳甲科昆虫，是其中一个小类群。其体型较小，全球广
布，现生拳甲成虫常见于腐木、腐败的植物或落叶层中。

此次发现的5枚标本全部来自距今1亿年前后的白
垩纪缅甸琥珀中。这5枚标本分为两种，一种体长约1.05
至1.15 毫米，与现代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一种
拳甲最为相似。另一种体长仅0.71毫米，与现代分布于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南半球森林中的现生类型极
其相似。

“之所以出现这些‘活化石’，很可能因为远古森
林长期保持湿润的环境，这让生存在其中的拳甲也陷
入长期演化停滞的局面。”领导此项研究的南京古生
物所副研究员蔡晨阳说。

据新华社

甘孜日报讯 2月12日至14日，由省林业和草原
局草原处、野保站、森防站、保护地总站、国家公园办、
规划院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来我州开展自然保护地
专题调研工作。

工作组一行与州政府、州林业、国土、住建、水务、
农牧、环保局以及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康定市政府等部门召开了甘孜州自然保护地优化调
整和整合调研座谈会，广泛听取州政府和各相关部门
的意见建议，深入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海螺沟国家森林公园、海螺沟地
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了解相关
利益群体关于该区域优化调整和整合的意见建议。

工作组还在前次收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基础
数据的基础上，同州林业局一起对相关数据进行补充
完善，收集分析存在的问题，整理梳理意见建议，运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手段，对道孚县孜龙河坝县
级自然保护区边界范围和道孚县现有城市建设交叉
重叠情况进行了典型分析。

经过全面调研调查、梳理问题、征求意见，工作组
在深入了解我州各类自然保护地基本情况和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对我州各类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和整合
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指导意见，并对进一步开展自然保
护地优化调整工作作出了科学指导，提出了明确要
求，为我州在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充
分协调保护与开发关系、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州林业局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

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1公

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

的价值高达1.4万美元，是

热带雨林的7倍，是农田生

态系统的160倍。

我国高度重视湿地生态

系统的安全。《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把“湿地面积不

低于8亿亩”列为2020年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

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扩

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湿

地保护和恢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要求，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

复制度方案的通知》关于

“健全湿地监测评价体系”

的要求，2018年局湿地管

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对我

国境内的国际重要湿地的

生态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于

日前发布了《中国国际重要

湿地生态状况白皮书》，为

我国国际重要湿地保护管

理和履行《湿地公约》等工

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加入国际湿

地公约指定的国际重要湿

地有57处，范围面积694

万公顷，其中内地56处、香

港1处。这次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状况调查范围为内地

的56处国际重要湿地，范

围面积662.38万公顷，湿

地面积320.18万公顷。

这次调查，通过现地调

查验证和资料查阅收集的方

法，调查了国际重要湿地的

面积、水源补给、水质、富营

养化、湿地植物及植被、湿地

鸟类、外来入侵物种、湿地利

用、主要威胁等9方面指标。

结果显示，我国国际重要湿

地总体生态状况良好。

推进“厕所革命”
让农村变得更美丽

省林草局调研
我州自然保护地情况

研究表明中国等国
植树造林的固碳贡献大

1亿年前琥珀化石
“撞脸”现代甲虫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皮书》发布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
总体生态状况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