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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指出了滨海湿地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简述了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滨海湿地现状及监测评价方法# 对我国滨
海湿地管理与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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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的定义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滨海湿地是一种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

态系统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统"生态价值非常巨
大+#,

# 湿地由于其内部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复杂
性和多样性"国内外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的研究学
者对湿地有不同的界定和解释+",

# -湿地公约.全
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
地公约. %8H4VF4O7H4 H4 BFO<34INHEc4OFJ43O7H43<

cLMHJO34KF9NMFK73<<P3NB3OFJEHQ</3U7O3O&"其对湿
地定义为')不管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
沼泽地!泥炭地!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
咸水!咸水"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L的海水水
域*# 第" 条的第# 款又补充规定"湿地的边界
)可包括与湿地毗邻的河岸和海岸地区"以及位于
湿地内的岛屿或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L的海洋
水体*#

美国-净水法案.%8<F34 B3OFJ=KO&提出'湿地
是地表水和地面积水浸淹的频度和持续时间很充
分"能够供养那些适应于潮湿土壤的植被的区域"

通常包括灌丛沼泽!草本沼泽!苔藓泥炭沼泽以及

其他类似的区域# 加拿大!英国等国对湿地也有不
同的定义#

湿地概念被引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WW" 年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之后湿地概念才更多地为人
所知# "$#.年% 月# 日我国修订施行的-海洋环
境保护法.中"定义)滨海湿地"是指低潮时水深浅
于& L的水域及其沿岸浸湿地带"包括水深不超过
& L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洪泛地带&和沿海低
地等*#

滨海湿地是陆源污染物的最终承泻区"生活污
水!工农业废水排放及养殖业发展"使得滨海湿地
极易遭受污染# 近+$ 年来"人类开发建设强度剧
增"加之对湿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滨海湿地
生态环境遭受到了极大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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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滨海湿地现状及监测评价方法
"R#!美国滨海湿地现状及监测评价方法

美国东部仅在#WW*("$$.年期间消失的滨海
湿地就达到了%&R# 万@L

"

"相当于平均每年净损
失+RW万@L

"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的
报告称" "$$.("$$W 年"美国沿海地区共约
#.R&万@L

"滨海湿地消失# 因此监测!管理和恢
复湿地已成为美国滨海湿地保护的重要任务#

美国对滨海湿地开展研究起步较早"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滨海湿地监测与评价系统# 自#W*& 年美
国湿地保护法案颁发之后"美国环保署!交通部!国
防部!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先后开展了湿地
评估技术%BFO<34I 9V3<23O7H4 GFK@47A2F" B9G&!

湿地快速评价方法%BFO<34I 3̀M7I =NNFNNLF4O\JH5

KFI2JF" B =̀\&和生物完整性指标法%c4IFiHE,75

HO7Kc4OFCJ7OP" c,c&等湿地监测评价技术研究++,

#

"$#%年"南佛罗里达沿海海洋研究所建立综合生
态系统概念模型%c4OFCJ3OFI 8H4KFMO23<9KH<HC7K3<

XHIF<" c89X&

+&,

"用于河口三角洲!沙洲!群岛类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评估#

c89X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模型"将人为活动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参与生
态环境整体评价"采用遥感手段!实地调查!例行监
测等综合手段获取指标参数%见表#&"进而对滨海
湿地服务功能进行评估"c89X涉及指标众多%二
级指标还细分若干三级指标&"评价结果具有很高
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综合性# 但该模型参与评价指
标涉及多个专业领域"调查评价过程需极大的人力
和资金支持"此外"模型中可选指标的变动对评估
结果也存在一定影响#

表#!c89X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驱动 海洋酸化

海平面上升
热带暴风强度变化!持续时间及发生频率

区域降水和蒸发变化模式
水和空气温度上升
淡水流入变化

状态 物理!化学!生物指标状态
鱼类和贝类等指示性生物状态
水域和陆域栖息地生境状态

礁石群落生境状态
挺水植物状态

近海底栖生物状态
其他环境质量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压力 商业及娱乐活动

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
海洋溢油!病源发生!疾病传染

海洋废弃物
水域和陆域污染物排放

外来物种入侵
影响 审美与遗产影响

娱乐活动影响
科学与教育影响
文化精神体验影响
食物供给影响

生物医药技术资源影响
自然灾害调节影响

污染!垃圾和废物降解等影响
大气循环及气候调节影响

响应 国家!地方出台的保护性行动计划!规范!政策!法
规等

"R"!欧洲滨海湿地现状及监测评价方法
"$$.年统计资料显示"欧盟国家滨海湿地面

积约为+R# 万ZL

"

# 近年来"欧盟国家滨海湿地面
临严重的环境退化问题"滨海湿地功能大为削弱#

丹麦!荷兰!德国!芬兰!英国!西班牙!希腊!意大
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葡萄牙以及瑞典的部分
地区湿地减少了+$]以上"有些地区甚至减少
了*$]#

为构建能够定量化表征湿地退化程度的评估
模型"#WW$年欧洲多国启动了)欧洲湿地生态系统
功能评估* %T24KO7H43<=43<PN7NHE92JHMF34 BFO5

<34IN" T=9B9&项目"经过二次修正并结合欧洲湿
地功能性分析技术操作规范%\JHKFI2JFNEHJO@F

>MFJ3O7H43<7S3O7H4 HEGFK@47A2FNEHJO@FT24KO7H43<=5

43<PN7N HE92JHMF34 BFO<34I 9KHNPNOFLN" \̀ >5

G>B9G&"从科学基础上建立起了欧洲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特征的评估方法+-,

# T=9B9主要用于河
缘湿地这一包含诸多亚类的湿地类型"通过识别!

评估和测量河源湿地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结合动态
模型和人为干扰影响评估"从水文功能!生化功能!

生态功能%个主要功能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综合
评估# T=9B9目前广泛应用于欧洲湿地生态系
统的评估"但该模型评价主体为河源湿地及其包含
的诸多亚类湿地类型"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评
估适用性存在一定欠缺#

"R%!澳大利亚滨海湿地现状及保护管理方法
澳洲大陆原有湿地面积约". 万ZL

"

"现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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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已远远大于+$]"特别是新南威尔士滨海平
原和西澳大利亚州斯万滨海岸平原"均有超过
-$]的湿地已消失#

"$世纪W$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法规"特别是#WW- 年颁布的-国家湿地政
策."该政策是澳大利亚湿地保护的重要文件# 政
策正式明确了湿地的价值"促进了湿地的保护和恢
复"并将合理开发利用湿地纳入政府有关日常工作
中# -国家湿地政策.提出了六大湿地战略"以完
善相关的法律和项目"激励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
努力"参与湿地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工作# 此六
大湿地战略为'%#& 管理联邦土地与水体的湿地$

%"& 执行联邦政策与法律"并启动联邦湿地项目$

%%& 吸引澳大利亚民众参与湿地管理$%.& 与各
州!特别行政区及地方政府合作$%+& 保证湿地政
策与管理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 % & & 开展国际
合作#

%!我国滨海湿地研究与管理进展
%R#!我国滨海湿地现状及管理

截至"$$$ 年底我国已丧失滨海滩涂面积约
##W万@L

"

"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 万@L

"

"两者
累计约占当前滨海湿地的+$]

+*,

# 人工湿地日渐
增多"天然湿地逐渐被人工湿地所代替+W,

# 然而
沿海地区因土地开发压力大"需求紧迫"对滨海湿
地的围垦仍在发生#

#W-W年开始"国家海洋局组织开展了全国范
围内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同时对海岸带包
括气候!生物!土壤!地质!水文!土地及经济发展等
在内各方面状况和资源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
查"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利用对策#

#WW+("$$%年和"$$W("$#% 年"国家林业局
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湿地资源调查# 结果显
示"我国自然湿地面积. &&-R.- 万@L

"

"占全国湿
地总面积的*-R$*]"受各级保护区保护的湿地面
积" %".R%"万@L

"

"两次调查期间"自然湿地面积
减少了%%-R&" 万@L

"

"受保护湿地面积增加了
+"+RW.万@L

"

# 调查结果反映出我国湿地保护依
然面临着面积减少!功能减退!受威胁压力持续增
大"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及长效保护机制"社会湿地
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

江苏湿地资源丰富"沿海滩涂辽阔"是全国湿
地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其中近海与海岸湿地

WWR""万@L

"

# 东部近海与海岸湿地为亚洲最大
规模同类湿地"是东亚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其盐城
珍禽湿地!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年
列入-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盐城滨海湿
地列入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年+ 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复"江苏省发改
委联合省林业局联合发布-江苏省湿地保护规划
%"$#+("$%$年&.%以下简称-规划.&

+#$,

"-规划.

把湿地的重要性提高到与森林资源一样的高度"同
时滨海湿地被列入"$#+("$"$年自然湿地抢救性
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重点加强区域"规定典型的潮
间带必须保留"绝对不能围垦# -规划.重点明确
了)滨海湿地区*保护的目标和任务"要求连云港
市!盐城市和南通市三市沿海县%市!区&重点加强
现有湿地保护及退化湿地修复"合理利用滨海湿地
资源#

%R"!我国学者对滨海湿地研究工作进展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对滨海湿地开展了一系

列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生态景观!生态健康!生
态修复与重建等几个方面#

湿地生态景观研究多结合遥感% ;̀&!地理信
息系统%1c;&等新技术# 王宪礼!李晓文!肖笃宁
等+## '#%,分别基于黄河三角洲!辽河三角洲!环渤海
三角洲景观格局进行了湿地景观生态学相关研究$

牛振国和宫鹏等+#. '#+,分别收集了#WW$ 和"$$$ 年
前后的美国陆地卫星资料"制作的相应时期的中国
湿地分布遥感图表明"#$ 年间中国湿地面积丧失
了#.]"其中滨海湿地面积由#. %%+ ZL

"减少到
#" $#+ ZL

"

"减少了#&]"湿地减少主要是人为因
素所致#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是在生态系统健康理
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崔保山等+#&,提出了建
立湿地生态系统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了三角洲湿地生态特征$蒋卫国等+#-,在此基础上
以生态系统健康及压力'状态'响应%\; &̀模型
作为研究方法"建立一套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指
标体系"并对辽河三角洲湿地进行了生态系统健康
评估# 韩美等+#*,以寿光沿海湿地为例"运用二级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进行了
综合评估#

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是目前湿地研究
的一大热点# 我国滨海湿地的恢复研究主要集中
在南方生物海岸湿地的恢复和重建上"包括红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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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两大部分# 彭逸生等+#W,对红树
林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红树林海岸
的恢复研究与人工造林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珊
瑚礁生态系统修复重建的主要对象是造礁石珊瑚"

现有的一些研究已从理论上提出了保护或移植关
键种改善群落空间格局而缩短向顶极群落生态演
替时间的恢复战略+"$ '"#,

#

%R%!环保部门对滨海湿地研究进展
"#世纪以来"我国环保部门组建了全国近岸

海域环境监测网"近年来着重开展滨海湿地生态环
境监测与评价工作# "$#% 年来"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盐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选择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开展典型滨海
湿地退化评价方法研究及应用示范#

研究综合应用遥感技术与地面生态调查手段"

结合我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工作实际"基于压力'

状态'响应%\; &̀框架模型"遵循代表性原则!普
适性原则!适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等对国内外湿
地生态评价常用指标进行筛选"并侧重可以通过遥
感技术获取的指标"尽可能实现滨海湿地的实时动
态监测与评价# 测度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
标类型主要包括'生物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固有
种与外来种的比例!优势种分布尺度等$物理指标"

包括水分循环!土壤有机质保持度!水及能流的生
物圈控制等$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农业!林业!渔业
的投资和效益等$遥感指标"包括斑块破碎度!:[5

Yc!景观格局比例! 8̂8c!98动态度!聚合度等#

研究最终筛选了* 个指标作为滨海湿地环境质量
评价因子"并通过层次分析法%=43<PO7K/7FJ3JK@P

\JHKFNN" =/\&确定了各指标权重"见表"

+"",

#

表"!基于\;`模型的滨海湿地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及权重

总目标层
权重

分目标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最终
权重

滨海湿地
环境质量

压力$R"&

状态$R%%

响应$R.#

建设用地比例 $R-+ $R#W+ $

景观破碎度 $R"+ $R$&+ $

海水水质类别 $R#* $R$+- &

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R"% $R$-. -

自然植被覆盖率 $R.+ $R#.- #

植被指数 $R#+ $R$.* #

自然岸线比例 $R%% $R#%- +

自然湿地面积比例$R&- $R"-+ #

!!利用卫星遥感!地面调查!资料搜集等方式获

取"$$"和"$#%年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指标
数据"计算评价滨海湿地退化状况# 评价结果显
示"相比于"$$" 年""$#% 年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
护区压力类指标"人类干扰强度有所增加"景观区
域破碎化$状态类指标自然植被覆盖率略有降低"

底栖生物多样性略有升高$响应类指标自然湿地面
积有所萎缩# 总体评价结果显示"区域滨海湿地陆
域生境人类干扰程度仍有所增加"建议地方主管部
门予以关注+"",

#

.!结语
滨海湿地作为湿地的一种重要类型"不仅承载

着水源涵养!海岸带保护!环境质量调节的作用"而
且还是野生动物栖息和繁殖的区域"具有极高的经
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人类对海岸湿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全
球范围滨海湿地的环境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美国!

欧盟!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
律!规范等行政管理措施"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也
研究提出了科学有效的滨海湿地监测评价技术方
法# 这些法律法规及滨海湿地相关研究成果为遏
制滨海湿地退化"保护环境状况"修复相关生态功
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环保部门对滨海湿地监测与评价开展了相关
工作及研究"其提出的评价方法体系在保证了较高
科学性的基础上"有效针对我国滨海湿地监测!评
价及保护能力现状"选用规范!统一!易得的指数"

极大地提升了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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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精密度:3测试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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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R$ .R+% . %.+ *#R* #R** ## %#" .W# .R%.

. % "*- -.R& "R"- . %-& W&RW "R"# ## &+# "++ "R#W

+ % %#. #.-R- .R.& . %%* *&R* "R$$ ## &W$ %$* "R&%

&

% #-+

$

*%R+ "R&% . %.# .&R- #R$* ## .*. %W% %R."

重复性限) %%. ""# W+"

再现性限R %." ""#%"%+& # #-&

#

$为歧离值"括号内数据为标注方差!为负而取值错误得到的错误计算结果#

%!结语
相比较"号实验室的精密度较差"其次为+ 号

和&号实验室# 监测分析方法验证数据必须经异
常值检验"剔除离群值"标注异常数据"再正确计算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R# 一些元素的精密度测
试数据统计中的问题不是-/D#&*("$#$.规定的
离群值剔除方法有局限性"而是数据统计者没有理
解相关规定-1,(G&%-WR"("$$..# 希望以上经
验能对监测分析方法验证实验中异常值的剔除和
标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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