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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背景 

湿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地球上最富生物多

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

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洪水、补给地下水等诸

多独特的水调节功能，以及提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

维护区域生态平衡、调节气候、固碳、控制污染等生

态环境功能。遥感监测结果显示，2020 年中国湿地面

积约为 41.2 万平方公里，位居亚洲第一，《湿地公约》

划分的 42 类湿地在我国均有分布，且主要分布在西

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省或自治区。湿

地退化与丧失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

湿地保护与恢复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生态安全、水安全及“双碳”

目标实现，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子孙后代的生

存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展了大量湿地保护与修

复计划，2016 ~ 2020 年实施《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

规划》，对我国湿地开展全面保护。与此同时，“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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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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的出台，我国湿地保护已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阶段。 

在中国科学院部署下，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聚焦湿地保护与修复的国家重大需求，编制形成了

《中国湿地研究报告》。报告基于中国湿地基础研究、

调查监测和科学实践，围绕湿地演变、水文、生物多

样性、碳汇、修复、利用模式等主题进行分析，提出

了针对中国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研究和管

理的建议，支撑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决策，提升

公众保护意识。 

二、我国湿地保护状况 

（一）湿地对保障我国水安全的作用更加凸显。 

随着“基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和“基于自

然的气候变化减缓解决方案”理念的逐步深入以及湿

地保护成效的凸显，湿地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发挥



中国湿地研究报告 

 第 3 页 

着重要的涵养水源、调蓄洪水、净化水质等水文功能，

在维系流域（区域）水量平衡、减轻洪涝灾害和改善

水质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保障我国水安

全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全国沼泽湿地维持着约 555 亿

吨淡水，是淡水资源安全的生态保障；嫩江流域湿地

率为 14%，发挥着强大的洪水削减功能，对洪峰流量

的削减作用可达 23%；湿地具有重要的水质净化功能，

研究显示每公顷湿地平均每年可去除 1000 余公斤氮

和 130 余公斤磷，可有效改善区域水环境污染问题。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人工净化湿地数量近 1200 个，

相较于 2011 年新增约 750 个；随着《人工湿地水质净

化技术指南》（2021）的发布，人工湿地的规模和面积

也不断扩大，人工湿地建设不断向科学化、规范化发

展。湿地在保障国家水安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的开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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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典型湿地植物 1691 种，其

中珍稀濒危和重点保护植物 73 种；目前已开发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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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植物 370 种，其中经济植物 273 种，环境保护类

植物 90 种，种质资源植物 80 种。我国现有湿地水鸟

296 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鸟有 91 种。 

湿地恢复显著提升了植物、水生无脊椎动物群落

的多样性和水鸟数量。黄河三角洲 2008 年淡水输入湿

地引起的水文联通性增强，明显增加了植被盖度、植

被斑块面积和斑块之间的连接性，水生无脊椎动物组

成也在 10 年间由 25 科提高到 46 科。在水文连通工

程辅助下，三江平原 2014 年实施“退耕还湿”的“农

田”，于 2019 年形成了以当地典型湿地植物为优势种

的群落；同时，恢复湿地中的水生无脊椎动物由 2014

年的 34 种提高到 2021 年的 45 种。2012 年以来，我

国主要湿地区鸟类多样性和数量均有所增加，通过栖

息地恢复、食源增殖等恢复与保护措施，东方白鹳等

国家重点保护种群正在逐步恢复。2016 年以来，三江

国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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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最繁盛期水平。东洞庭湖湖滨

湿地越冬水鸟数量从 2012 年的 9.2 万只增长到 2021



中国湿地研究报告 

 第 5 页 

年的 37 万只；鄱阳湖湖滨湿地越冬水鸟数量从 2011

年的 59 万只增加到 2021 年的 79.4 万只，增长 34%；

辽河口滨海湿地 2022 年繁殖黑嘴鸥种群数量达 1.1 万

只，较 2011 年增加 4100 余只；天津滨海湿地 2021 年

监测到遗鸥种群数量达 1.6 万只，较 2012 年增加 4000

余只。 

（三）湿地碳汇功能显著提升。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对湿地保护和修复的重视，

退耕还湿、退渔还湿、湿地补水等保护修复工程的实

施，我国湿地碳汇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目前，我国

草本沼泽植被地上总固碳量约为 2220 万吨，沼泽湿地

土壤有机碳总储量为 99 亿吨，其中东北湿地区、青藏

高原湿地区和西北干旱半干旱湿地区土壤有机碳储量

分别为 33、53 和 13 亿吨。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如何

提升湿地固碳增汇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

热点问题。深入认识我国湿地生态系统碳收支对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统

碳汇功能，对我国湿地保护与恢复、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四）湿地合理利用模式不断创新。 

https://www.baidu.com/link?url=xKUOC3azw603jXoFKmvUtIaPUFS1kP0Wtxi1S1ynJTdb0wp7JNWBGtWkCLYc_q0ICI3p7gByKuTBGwFmbSrDLtvVcI4ykLS9JBKCnTRrAwa&wd=&eqid=aacf1c00005a929d0000000262e9ce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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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我国加快绿色发展

给湿地可持续利用带来机遇。近十年来，因地制宜发

展形成了很多经典的湿地资源合理利用成功案例和模

式，如松嫩平原盐碱湿地稻-苇-渔复合生态产业模式、

三江平原“退耕还湿”蜜源植物生态经济产业模式、

长江上游湿地农业生态工程模式，以及滨海红树林原

位生态养殖模式等。在“大食物观”理念指导下，湿

地农业利用方式在保护好湿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践

行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要食物的理念，湿地水生生

物在食物安全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湿地文化不断沉淀

升华和融合，湿地旅游、科普、宣教等一体化发展模

式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内涵。2013 年以来，国家

湿地公园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目前全国累计建设各

类湿地公园达 1600 余处，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

间，同时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了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五）湿地保护体系日趋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有力保护恢复措施，

使湿地损失速率不断下降，湿地人为胁迫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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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湿地生态恢复成效明显。截至 2021 年，全国已建

立 64 处国际重要湿地、29 处国家重要湿地、600 多处

湿地自然保护区、1600 多处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率达

到 50%以上。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是我国湿地保护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13 年至 2020 年，我国建设国

家湿地公园 605 处（试点），通过验收 576 处，现有的

899 处国家湿地公园有效保护了 240 万公顷湿地，中

国湿地总面积减少的趋势已得到明显遏制，2015 ~ 

2020 年间，湿地总面积呈现恢复态势，5 年间净增 903 

平方公里，尤其是红树林面积恢复成效明显，中国红

树林的总面积基本恢复到 1980 年水平。 

（六）湿地恢复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湿地恢复技术

体系。湿地恢复技术充分考虑了区域自然地理条件、

区域生态功能定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基于生态系

统完整性、环境承载力和近自然恢复的角度，由单一

要素恢复逐步向多要素-多维度-多尺度方向发展。近

年来，我国在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东北和黄淮

海地区典型湿地开展了生态需水核算与补水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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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目标生物生命周期差异性需求，形成了湿地生

境水文调控技术体系；在淡水沼泽湿地、内陆盐碱湿

地、滨海湿地等均形成了植物快速繁殖、生长优化与

群落维持技术体系。水鸟栖息地恢复技术已由单一依

靠湿地水文恢复或食源增殖，向栖息地多要素协同定

向恢复方向发展，并通过食物链优化形成生态网络体

系。相关技术在推进国家实施生态恢复工程中起到重

要支撑作用。例如，“十三五”期间，吉林西部实施河

湖连通工程，改善和恢复湿地面积 3700 平方公里；黑

龙江省实施“三江连通”工程，形成了退化湿地近自

然恢复技术体系，应用推广面积 1050 平方公里；四川

省若尔盖国际重要湿地实施了保护与恢复工程，形成

了泥炭地恢复技术体系，恢复与保护湿地 64 平方公

里；黄河三角洲国际重要湿地通过近自然恢复措施，

累计修复近 200 平方公里，已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

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大

越冬地、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我国采取多种措

施保护和修复红树林，先后实施了《全国沿海防护林

体系建设工程规划（2016-2025 年）》、“南红北柳”生

态工程和《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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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 年），红树林面积大幅增加。通过生态工

程与恢复技术并施，实现了恢复湿地的稳定性、多功

能性和多服务性的有效目标。 

三、我国湿地保护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我国湿地保护与恢复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安全以及“双碳”

战略对我国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提出如下建议。 

（一）实施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湿地保护战略行

动。 

未来需制定针对不同湿地类型的保护政策，实现

湿地总量平衡和功能稳定。立足我国生态保护现实需

求和发展阶段，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国家

重大战略区域的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加强区域协同与

湿地资源整合优化，在松辽流域、长江流域、青藏高

原等湿地资源主要分布区谋划建设以不同湿地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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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国家公园。结合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全国

湿地分类分区保护，加强针对东北山区和青藏高原泥

炭地、东北平原草本沼泽、滨海盐沼和红树林、长江

中下游湖滨湿地等主要湿地类型和重点分布区域的保

护和修复，推动实施基于自然的湿地生态修复方案。 

实施国家尺度湿地碳增汇计划，提升泥炭地、滨

海盐沼、红树林等湿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助力实现

“双碳”战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区域调

查评估，加强珍稀水禽等濒危动植物、旗舰物种和指

示物种的保护，形成稳定的保护空间格局。加强长江、

黄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湿地

“水文-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服务粮食安全、水

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湿地银行”等机

制与政策，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我国湿

地长效保护体系。强化公众参与，完善湿地科普与宣

教体系。 

（二）完善湿地科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 

建议未来从我国湿地类型和湿地分布区域的角度，

开展湿地的共性和差异性研究。把湿地生态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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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对稳定的共性生态要素作为研究主线，对湿地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关键生态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特

别关注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及其对湿地碳库功

能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贡献。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

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注重方法学创新，推动新技术

与研究手段的应用，进一步发展完善湿地科学体系。 

（三）建设湿地研究人才高地和湿地管理咨询智

库。 

未来应加强湿地领域国家级平台的建设，发挥湿

地决策咨询智库作用，科学支撑我国湿地保护修复重

大工程，合理布局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着力培养一批

国际顶尖的科技领军人才，注重青年人才培养，形成

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搭建和完善高水平国际合作研

究平台，充分发挥国际湿地研究联盟的引领作用，开

展湿地领域国际前沿联合攻关，实施全球环境基金等

国际合作项目，完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伙

伴实施机制，围绕国际前沿形成湿地保护跨国创新研

究团队。深度参与《湿地公约》履约事务，牵头制定

全球性湿地发展战略、政策，创新和展示我国湿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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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领域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模式，服务国际履约和“一

带一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