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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35%的天然湿地已经
消失

湿地，按照我国的湿地保护法，是
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
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
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但水
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
外。简单来说，它几乎涵盖了陆地上所有
相对固定的、天然或人工的水体，还包括
了水深低于6米的海域。这意味着，穿城
而过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群、池塘，乃
至水库、沼泽等都是湿地。

湿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是很多动物特别是鸟类的重要栖息
场所，更对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具有重
要作用。

它是“淡水之源”，我国湿地维持
着约2.7万亿吨淡水，占全国可利用淡
水资源总量的96％。它是高效的“淡
水净化器”，对所流入的污染物可通过
其复杂的界面，产生过滤、沉积、分解
和吸附作用。它又被称为“水资源调节
器”，不仅能有效储蓄水分，还通过蒸
腾作用形成自然循环，并发挥着重要的
抗旱防涝作用。

它是重要的“碳库”。研究显示，
尽管湿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5%～8%，但却储存有约525Gt的碳，
约占全球陆地碳库的35%。因此，湿
地的消长会影响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
变化，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势与
速度。

它还是“生物基因库”，在生命科
学研究、生物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例如中国高产杂交水稻的培育成
功，就是由海南岛南红农场的水沟边偶
然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与籼稻杂
交而成。

此外，它还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承
载着自然景观，传承着人类文明。

正是因为这些无可替代的作用，
1971年 2月2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
表在拉姆萨尔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
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
下简称 《湿地公约》），并在1996年
《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
决定从1997年起，将每年的2月 2日
定为世界湿地日，用于提高公众的湿地
保护意识。

然而，遗憾的是，远方的威胁并不
能阻挡人类对眼前利益的追求。在过去
的50年里，世界上超过35%的天然湿
地已经消失。因此，今年将湿地日主题
定为“湿地修复”，用于号召“你的选
择、你的宣传、你的行动，将推动湿地
修复趋势。”

■ 湿地修复工程仅是开始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与周
边环境发生响应，并随时发生演变和变
化的生态系统。因此，湿地的修复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就能达成的。

它有一系列的原则，如可行性原
则、优先性和稀缺性原则、流域管理原
则、自我维持设计和自然恢复原则等。

例如，尽管任何一个修复项目的目
的都是恢复湿地的动态平衡，并阻止其
退化过程，但湿地修复的优先性并不一
样，在实施湿地修复前必须明确修复工
作的轻重缓急。稀缺性就是指在修复过
程中，要优先考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种、种群或稀有群落。

流域管理原则是指，湿地修复设计
要考虑整个湿地区域，甚至整个流域，
而非仅仅退化区域，要系统规划设计湿
地修复工程项目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
容。

湿地修复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尽可能
的情况下选用最简单的方法，因为越复
杂的方法，越容易在某个环节出现偏
差。而采用破坏性最小、最为生态的方

法最容易实现修复目标。因此，在实施
更多的人为干预之前应考虑采用自然恢
复方法，如果一些自然过程不能采用，
应更多地考虑采用生物工程，而不是传
统的工程措施。

而且，湿地修复措施完成后，仅
仅是一个成功的湿地修复项目的开
始。之后还需要对修复湿地进行长期
管理，以便使其发挥预期的生态功
能，并使人为影响达到最小化。长期
管理通常需要维护现有的各种设施和
设备，如水利设施、监测设施等，对
生物群落和植被类型的长期管理，解
决入侵物种或沉积物过量的问题，解
决一些非预期的事件。

同时，湿地修复不但包括土壤、水
体、动植物和微生物等生态要素的修
复，也包含生态系统的修复。因此，需
要对湿地修复进行综合性评价，以确定
被损害的湿地是否修复到或接近于它退
化前的自然状态。

■ 中国湿地保护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

自 1992 年加入 《湿地公约》 以
来，我国湿地保护经历了摸清家底、抢
救性保护、全面保护3个阶段。截至目
前，中国湿地面积达到5635万公顷，
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国湿地保护已经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并形成湿地保护的“中国模式”。

2022 年是中国加入 《湿地公约》
30周年。30年来，我国逐步建立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体系、法律法规体系、调
查监测体系，实施了3个五年期的《全
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指定了64处国
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29处，省
级重要湿地 1027 处，13 座城市获得

“国际湿地城市”称号。我国是全球唯
一完成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国家，

完成了4100多个湿地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建成国家湿地公园900余处。

近年来，红树林保护和修复成为生
态保护修复的一大亮点和缩影。根据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2020年度全国国
土变更调查结果，我国现有红树林地面
积2.71万公顷（不含港、澳、台），成
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
国家之一，目前已建立51处红树林自
然保护地和6处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

202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
次针对湿地保护进行立法，标志着中国
湿地保护进入法治新时代。法律正式确
立了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制度,按照生态
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程度，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
和一般湿地。

2022 年 10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国湿地保
护规划 （2022—2030 年）》。立足我
国湿地资源现状，规划明确了我国湿地
保护的总体要求、空间布局和重点任
务，提出到2025年，全国湿地保有量
总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到55%，优
先在30个重点区域实施湿地保护修复
项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按照新制定的《国家公
园空间布局方案》，将近1/5的湿地纳
入国家公园体系，并将重点建设一批湿
地类型的国家公园。将继续完善湿地分
级分类管理，加大重要湿地的保护和监
督管理力度，探索推行湿地休养生息的
体制机制，强化江河源头、上中游湿地
和泥炭地整体保护，减轻人为干扰，加
强江河下游及河口湿地保护，改善湿地
生态状况。以国家湿地公园为平台，进
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机
制，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湿地保护，推动湿地保护事业高质
量发展。

迎接第27个世界湿地日：

湿地修复 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王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
书。白皮书全文介绍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理
念、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绿色
发展经验。白皮书用一章的内容
阐释了我国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
成。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副部
长刘国洪就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作
用，推动形成绿色空间格局；统
筹土地开发和保护，推动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等介绍了有关情况。

刘国洪介绍，近年来，自然资
源部着力推进“多规合一”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建设，通过科学编制
和严格实施“五级三类”国土空间
规划，促进形成绿色空间格局。
重点是做到三个方面的统筹，不
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严格
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更
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
平安全。

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守
住资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支撑高
质量发展。立足粮食安全，优先
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明确2021年至2035年继续
保持18.65亿亩耕地保护任务不
变；立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
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其中陆
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整个陆域
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 30%；立
足遏制城镇无序蔓延，对超大城
市、人口净减少城市和人均建设
用地超过国家标准的城市，严格

按照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的 1.1
倍、其他城市按照1.3倍，控制
城镇开发边界。

二是统筹保护与开发，优化
国土空间发展格局。贯彻主体功
能区战略，根据自然地理格局、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农产品
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
化地区战略布局，统筹水利、交
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空间布局，
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
集约型的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
鼓励城乡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
地，推动城市内涵集约发展，促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三是统筹保护与修复，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统筹布局建设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部
署全国陆地、河湖、海洋等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科学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山水
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综合治理，让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与
自然关系更加和谐。

刘国洪介绍，我国将统筹土
地开发和保护，继续完善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政策体系，从

“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
构、提升效率”四个方面，不断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
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努力用最
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
济社会效益。

我国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发布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自然
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首次
发布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
潜力评价结果。结果表明，我国海
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巨大，预
测潜力达2.58万亿吨，可为我国

“双碳”目标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是指通过

工程技术手段将捕集的二氧化碳
注入地面以下的深部咸水层、枯
竭油气藏等地质体中，通过构造
地层封存等方式实现二氧化碳与
大气长期隔绝的过程，按照封存
位置不同分为陆域封存和海域封
存，是降低温室气体含量、缓解
温室效应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
地质调查局立足支撑服务国家需
求，将开展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
力评价、寻找有利的封存目标
区、推动示范工程实施作为地质
调查支撑服务“双碳”目标实现
的基础性工作。

据悉，我国海域地壳稳定性
好、沉积盆地分布广、地层厚度
大、构造地层圈闭多，二氧化碳
地质封存潜力巨大，但尚未开展
基于实测调查数据的系统性评
价。中国地质调查局充分利用20
余年的海洋地质调查实测地质和
地球物理数据，以及公开发表的
商业性油气勘探开发等资料，创
新提出了符合我国海域地质条件
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方
法与适宜性评价方法，首次系统
开展我国海域主要沉积盆地二
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和适宜性
评价，基本掌握了我国海域二
氧化碳地质封存的资源家底，
明确了高适宜二氧化碳地质封
存的盆地和区带，优选了重点
目标，形成了我国海域二氧化
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的一批重
要成果，将为我国“双碳”目
标实现贡献地质力量。

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结果首次发布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达2.58万亿吨

2 月 2 日，我们迎来了
第 27 个世界湿地日。今年
的 主 题 为 ： 湿 地 修 复

（Wetland Restoration），旨
在提高公众对湿地为人类和
地球所作贡献的认识，促进
采取行动来修复湿地。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
肾”，与森林、海洋并称为
全球三大生态系统类型，它
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蓄
洪防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
物多样性方面有着其他生态
系统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
用，维护着我国生态、粮食
和水资源安全，是极其珍贵
的自然资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
我们共同了解关于湿地的一
些知识。

农历癸卯兔年到来之际，一起了解
下有关兔子的有趣知识。

兔子属于哺乳纲下的兔形目，兔形
目动物现有约 90 种，其中许多已被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归为受威胁物种，或者
进化独特且全球濒危物种，例如栖息在

墨西哥南部的火山兔。兔形目动物的
“重量级”差异很大，比如欧洲野兔可
重达5公斤，而有的侏儒兔仅重300克。

兔形目中，穴兔属仅1种，家兔均
由穴兔驯化而来。

中国古动物馆有一块被称为“安徽

模鼠兔”的上颌骨化石标本和复原像。
这件约 6200 万年前的头骨化石，由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古生物学家李传夔发现并命名，是迄今
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兔形目动物化石。

馆中还有一块小巧的兔头骨化石标
本，来自于 5000 多万年前的远古道森
兔。其在骨骼形态上介于模鼠兔和现代
兔形目之间，但因具有一对下门齿等典
型兔形目特征，而获得“世界第一兔”
的称号。

关于兔子还有一些有趣的知识。兔
耳长长，可旋转270度，主要功能是监
听更远处的声音和散热。不过，兔耳非
常脆弱，遍布神经和血管，所以正确的
抓兔子方法不是抓耳朵，而是提住其后
颈肉，用手托住屁股。

兔子拥有超强视野，能在不转头情
况下看到身后、上方以及侧面动向，但
正前方会有一个视野盲区。

兔子最喜欢的食物不是胡萝卜，而
是辅助消化的高纤维植物。

家兔特别擅长挖穴，前后爪并用能
挖出成体系的地下通道。

兔子通常是种安静的小动物，但受
惊吓或被捕食者抓住时也会大声尖叫。

除了作为宠物或提供皮毛、肉类
外，兔子还是常用的实验动物。

兔的血清量较多，可生产抗体，制
备各类免疫血清。兔颈部神经、血管和
胸腔构造特殊，病变与人类病变相似，
适合做心血管实验和相关疾病的动物模
型。由于兔子妊娠期短，可被诱发排
卵，也常用于生殖研究。此外，兔子对
多种细菌、病毒和寄生虫非常敏感，在
传染性疾病研究中贡献颇多。18 世纪
狂犬疫苗的研发成功，就是以兔和马作
为实验动物。因此，要特别感谢兔子为
人类健康作出的“无私奉献”。

（彭茜）

兔年说兔

十四届北京市政协今年新设环境资源界，这个新诞生界别的小组
会上，委员们履职热情饱满，建言献策也高度聚焦环境资源这个“主
业”。新界别，新委员，新期待，新征程，拥有诸多“新”的环境资源界委
员们展开热烈讨论。图为环境资源界小组讨论会上汪碧刚委员发言。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新界别新委员·建言环境资源新发展

云南昆明云南昆明：：湿地水杉别样红湿地水杉别样红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