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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拥用着丰富

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矿产资源，具有巨大的

资源潜力和环境调节功能 % 因而，人类对湿地进行着各种形式

的开发利用 % 由于对湿地保护认识不够，不当的人为活动使湿

地生态环境遭到干扰和破坏，湿地面积逐渐减少，生产和生态功

能迅速降低，遭受威胁的种类和程度急剧增加 % 随着人口的增

长、经济的发展，人类工程活动的加剧，威胁会继续加大 % 保护

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开

展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湿地主要类型及其分布

东北地区是我国湿地类型最多、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

之一 % 按照湿地的成因，可分为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总面积约

!-7-% 72 F !-( DE,，约占东北地区陆地总面积的 0% /G % 其中天

然湿地主要包括浅海水域、河口水域、湖泊、沼泽、江河水域，面

积约 1!2% (, F !-( DE,；人工湿地以水库、塘坝、稻田为主，面积

约 &(!% ,1 F !-( DE, 4表 ! 5 %

!% ! 天然湿地

东 北 地 区 地 表 水 系 发 育 ，河 流 密 布 ，湖 泊 星 罗 棋 布 %
独特的地质地貌、水文、生态环境，生就了各种类型湿地 %

东北地区分布有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 处 4包括列入

《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1 处 H ! I 5，省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 !/ 处，有资料且面积大于 !--- DE, 的市县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 ,& 处 4图 ! 5 %
!% !% ! 河流湿地

东北地区地表水系发育，河流密布，流域面积在 ! F !-( DE,

以上的河流近 ,- 余条，河流总长度近 ! 万余 JE 4不含界河 5 %

摘 要：中国东北地区湿地分布面积约 !-7-% 72 F !-( DE,K 约占东北地区陆地总面积的 0% /G % 在分析湿地的类型、分布规律

及其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湿地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指出水是湿地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因子，保护湿地生态环

境，首要是加强水资源环境的保护 % 提出了完善法规，保护湿地资源；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加强综合研究；科学管理湿地，严把

开发利用审批关；合理配置水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建立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示范区；实行退牧还泽还草，退耕还沼还泽

等保护对策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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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湿地地处前郭、乾安、大安、通榆、镇赉、肇州、大庆、泰

康之间，由乌裕尔河、钠漠尔河、雅鲁河、洮儿河、霍林河等河流

洪泛区沼泽、水域形成，湿地总面积近 !"#$ ! % &’# ()! &*’$ 著名

的扎龙、向海和莫莫格三大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就座落在其

中 $ 嫩江中下游湿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不但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和很高的生物生产力，同时具有削减洪峰、减轻洪

水灾害的作用，对周围环境、江河水量、水质和区域小气候起着

重要的调节作用 $
通辽附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尔沁湿地，由汇入西辽河流

域的新开河和无数小型湖泊、池塘形成，湿地总面积近 !’ % &’#

()! +, -$
&$ &$ ! 沼泽湿地

我国最大的淡水湿地分布区三江平原是由黑龙江、松花江

和乌苏里江冲积而形成的低平原，包括完达山以北的三江低平

原和完达山以南的兴凯湖低平原两部分，总面积 &’$ *. 万 /)!$
主要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库塘湿地及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湿地

# 种类型，湿地总面积约 &"&$ * % &’# ()!，占三江平原总面积的

&#$ ’ 0 +.-$ 其中以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湿地为主的湿地面积约 *1$ "
% &’# ()! +&’ -，占湿地总面积的 ""0 $ 国际重要湿地洪河、三江

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就座落在这里 $
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沼泽分布广而集中 $ 其中大兴安岭

北段沼泽率约为 . 0 ，小兴安岭沼泽率约为 , 0 +, -$ 沼泽类型复

杂，泥炭沼泽发育，以森森沼泽化、草甸沼泽化为主 $
&$ &$ 1 湖泊湿地

面积在 &’’ ()! 以上的湖泊近 !’’ 余个，面积总和达 &’’$ 1
2 % &’# ()! 以上， 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 &0 $ 主要类型有

图 & 东北地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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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江平原沼泽面积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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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湿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草丛沼泽、藓类沼泽及以泥炭为

基本特征的泥炭沼泽等 %
重要湖泊湿地有：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湖 :又名达赉湖，面

积!;% <! = >?< 31! @A B C及湖滩和达里诺尔湖 :面积 !% < = >?< 31! @D B C
及湖滩；黑龙江省东部的兴凯湖及湖滩，横跨黑成江省与俄罗

斯，面积为 <;% E = >?< 31!，国内面积为 >!% E = >?< 31! @>> B%
>% >% < 近海与海岸湿地

东北地区海岸线长 !F!? G1@>! B，连绵的海岸线和纵横的河

流入海口形成了广袤的近海与海岸湿地，包括浅海水域、河口水

域、海岸性咸水 H 淡水湖和盐水湖等 % 鸭绿江口滩涂宽阔，面积

约 I% ?? = >?< 31!% 辽河三角洲湿地由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

河等于入海口构成的滩涂沼泽组成 % 其中有世界第二大苇田

——— 盘锦苇田，总面积约 E% ?? = >?< 31! @>> B % 滨海地区的芦苇沼

泽，分布在山海关至鸭绿江口的淤泥质海岸带，集中分布在河流

入海的冲积三角洲地区 %
>% !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以稻田为主，包括水库、池塘等，分布极为广泛 %
其中稻田面积约 !A> = >?< 31! @> B J 水库、池塘面积约 F?% ! = >?<

31!J 稻田主要分布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下辽河平原 %

! 湿地面临的问题

湿地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同时受到自然与人为两种不同性质

驱动力的影响 % 人类的经济活动作为外在驱动力，强烈的地质

作用作为内在驱动力，在内、外驱动力效应的叠加下，加快了湿

地环境演变的进程，并使之逐渐偏离原来的自然演化轨迹 % 其

响应主要表现为湿地面积减小、水质改变、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
目前，对湿地的威胁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
!% > 资源过度利用

!% >% > 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湿地为人类提供粮食、肉类、药材、芦苇、木材等资源，对人

类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 但由于人口剧增，人类

对资源的需求和索取增加，湿地被过度开发利用和干扰 % 工业

化过程的处置失当，对湿地的干扰和破坏相当严重 % 过度放牧

使湿地植被破坏，不仅直接导致湿地动植物资源减少，更为严重

的是破坏了湿地生态环境，最终导致牧草产量和载畜能力下降，

使湿地生态进一步失衡，威胁着其他水生物种的安全 %
!% >% !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区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湿地水循环有着重要影响，对湿

地的发生、形成、衰退和消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湿地是工农

业和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地，随着地下水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

加，过度的不合理用水已使湿地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受到威胁，

湿地供水能力受到影响 % 据资料显示，松嫩平原地下水位以 ?% >!A
1 H ’ 的速率在下降!；洪河保护区地下水埋深 !??! 年与 >FFF 年

同期比较平均下降了 >% ! 1 左右 @ >; B % 水位下降加剧了湿地水量

与地下水的交换，使湿地水体大量补给地下水，以达到新的水量

平衡，致使湿地面积衰减 %
!% ! 湿地开垦和围垦

近几十年来，人类加速了向湿地索取资源，非理性地大面积

开垦湿地，改变湿地用途，进行城市开发占用湿地，直接造成了

水土流失、淤塞湖泊河道，天然湿地面积削减、功能下降，林草锐

减，生态条件极度恶化，环境的多样性遭到破坏，鸟兽踪稀，依赖

于湿地生存的生物种类大幅度减少，加大了江湖调蓄的压力，增

加了洪涝灾害的风险，还使水生生物丧失了栖息空间 % 以三江

平原为例，!? 世纪 <? 年代末，耕地面积为 IE% D = >?< 31!，占三

江平原总面积的 I% !K ，平原地区以沼泽和沼泽化草甸为主，面

积达 A;<% A = >?< 31!，占全区总面积的 <F% ?EK % !? 世纪 A? 年代

中期开始大面积开荒，至 >FE! 年，三江平原耕地面积已达 ;II% E;
= >?< 31!，占三江平原总面积的 ;<% IK ；沼泽湿地面积为 !!I% AI
= >?< 31!，占总面积的 !?% FK @>< B，沼泽湿地迅速减小 % 到 !???

年，三江平原耕地面积达A!<% ? = >?< 31!，沼泽湿地的面积仅剩

E;% A = >?< 31!，占总面积的 I% IK ，三江平原的面貌发生了明显

变化 @ >? B :图 ! C %

海岸湿地大面积围垦和截弯取直，不仅使沿海地区失去了

大面积的水产动物天然栖息地、产卵场、索饵场，引起物种种群

和数量的减少，而且对垦区附近广大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造成

长期的影响 %
!% ;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对湿地的威胁正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农药化肥的过

量施用而迅速增大 % 目前许多天然湿地已成为工农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的承泄区 %
据统 计 " ，! ? ? ! 年 松 辽 流 域 废 污 水 排 放 总 量 D ! % E I

= >?E 6，其中松花江流域为 ;!% IA = >?E 6，辽河流域为 ;?% >!
= >?E 6% 这些废污水的排入，致使松花江、辽河流域的江河水质

受到较严重污染 % 地表水主要污染物有氨氮、硝酸盐氮、石油

类、挥发酚、氰化物、砷、汞和生化需氧量 % 全年期评价总河长为

><EDF% < G1，而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类水质河长

><;E% ;G1，仅占总评价河长的 >? K ；%类水质河长 A?>I% D G1，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东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综合评价”!??; 年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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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评价河长的 !" # ；属于!类以上水质河长 $"%!& ’ ()，占

总评价河长的 ’* # & 河流水质受到了严重污染，也是湿地面临

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湿地污染不仅使水质恶化，也对湿地的生物

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 &
+& " 泥沙淤积

土地利用不当导致土壤侵蚀使河流和湿地大量淤积 & 面积

减少，蓄水滞洪功能减弱 & 长期以来，一些江河上游水源涵养区

的森林资源遭到过度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影响了江河流域

的生态平衡，河流中的泥沙含量过大，造成河床，湖底淤积，湿地

面积不断缩小，功能衰退 &
+& ’ 气候干旱化

气候干旱化是大量湿地逐渐消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

气候干旱，河流上游用水量增加，下游水量和对湿地的补给减

少，致使许多湿地干涸 &
松嫩 平 原 嫩 江 下 游 地 区 的 莫 莫 格 湿 地 ，由 于 % , , ,

- +..% 年连续 ! 年的干旱，湿地地表已经干涸，大片的芦苇、苔

草湿地退化为碱蓬地甚至盐碱地 & 三江平原从 %,’’ - %,,, 年

的降水在 "’ 年中以平均每年 +& . - +& ’ )) 的速度减少，致使许

多湿地干涸，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而且其中许多退化过程是

不可逆的 &

! 湿地的保护

!& % 湿地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人口和经济的压力下，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类生产、生活

对湿地资源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普

遍破坏 & 如再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湿地资源将严重威胁

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存环境 & 同时湿地丰富的生物资源，

构成了巨大的“物种库”和“基因库”，许多有价值的生物资源存

在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 我国湿地基础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如不

加以保护，有许多生物在我们研究认识它们之前可能已被灭绝

了，这无疑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 为使有限的资源达到永续利用，

保护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刻不容缓 &
湿地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生态系统，已成为众多濒

危野生动植物的最后栖息地和繁殖地 & 人类生存、国民经济发

展、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均依赖于湿地资源 &
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到国家生态安

全、资源安全 & 要发挥湿地的多功能效益，就必须采取强有力措

施，切实加强湿地的保护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制止目前普遍存在

的掠夺性开发湿地资源的行为，使湿地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存 &
!& + 湿地保护的对策与措施

为了协调处理好湿地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关系，应根据

国情和湿地的特点，在保护好湿地及其资源的前提下，有限度地

合理开发利用，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 & 在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具体问题 &
具体建议如下：

（%）完善法规，保护湿地资源 所谓“合理开发利用”，其含

义是指在不改变湿地生态环境前提下的综合开发利用 & 为了保

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 & 建立起完善、科学、规范的湿地保护与管理体系，使我

国的天然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使退化湿地得到

恢复治理，最大限度地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和效益，保

证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加强综合研究 应用 !/ 等新理论

新技术查清湿地的类型及其分布规律；加强湿地形成条件，湿地

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承载力及湿地生态演替规律，人类活动对

湿地的扰动效应，湿地对环境变化的响应等湿地基础科学研究；

开展湿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构建湿地生态系统指标体系、退

化湿地生态系统整治与恢复等方面的研究 &
（!）科学管理湿地，严把开发利用审批关 湿地资源的开发

利用，只能在湿地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下进行，才能使湿地

资源逐年持续增长，保持生物多样性 & 并且源源不断地为我们

提供大量的所需物资和各种产品，发挥其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

功能，从而实现生态平衡，使资源持续利用向良性循环发展 & 因

此，要在进行湿地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合理的开发方案，由

专家、学者和有实践经验的湿地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论证和环

境影响评估，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
（"）合理配置水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 水是湿地生态环

境系统中的重要因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首先要加强水资源环

境的保护 & 水在湿地生态环境系统中是联系生命物质和非生命

物质的组成要素，是物质传输和能量流动的纽带，没有水，湿地

将不复存在，而与其相联的生物也将受到威胁 & 因此，要根据水

资源时空分布特点、水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综合规划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控制水质污染造成的湿地生态环境恶化；要合理配置水

资源，处理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的关系，在满足生活及工农

业用水的前提下，制定湿地补水计划；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

运营的水资源调蓄战略，合理开发水资源0 有效利用水资源0 全

面节约水资源，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恢复湿地涵养水源、调

节河川径流、控制土壤侵蚀；保证充足的水量和水质来维持湿地

的存在，实现湿地资源永续利用 &
（’）建立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示范区 东北地区湿地类型

多种多样，情况复杂 & 可根据不同类型和资源特点以及当地的

传统习惯，查清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湿地现状，全面评价其功能

和效益；以保存湿地的生态类型多样性和抢救湿地野生动植物

种多样性为重点 1 %’ 2，试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示范区或示范点 & 采用自然和人工恢复的方式恢复湿地生境，

全面启动退牧还泽还草、退耕还沼还泽、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

复、富营养化综合治理示范工程 & 通过典型试验，总结出既有代

表性又具显著成效的经验加以推广，以点带面来指导工作，为我

国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创出一条新路 &

’ 结语

东北地区湿地可分为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总面积约 %.*.& *,
3 %." 4)+& 各类湿地所面临的问题，其主导因素为人为因素和

自然因素 & 针对湿地所面临的问题，人类只有在充分遵循自然

地 质 与 资 源地 质 与 资 源 +.." 年+".



规律保护湿地的前提下，才能使其持续地为人类提供财富 ! 水

是湿地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因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首要

是加强水资源环境的保护 ! 完善法规是保护湿地资源的保障；

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加强综合研究是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基

础；科学管理湿地，严把开发利用审批关是保护湿地资源的关

键；合理配置水资源是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保证；建设湿地保

护和合理利用示范区，退牧还泽还草，退耕还沼还泽是恢复湿

地生态环境重要途径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张允平研究员、李景春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张哲副研究员的热情帮助，谨表真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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