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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杜海涛）记者从海关

总署获悉：2020 年全国海关立案侦办走私废物犯罪案

件 217 起；查证废矿渣等涉案废物 163.1 万吨。

2020 年，海关总署向生态环境部通报立案侦办的

涉嫌走私废物企业 89 家，有效实现联合惩戒执法效

果 。 全 国 海 关 缉 私 部 门 共 立 案 侦 办 走 私 犯 罪 案 件

4061 起。

2020年

海关查证160余万吨“洋垃圾”

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盐沼等海岸生态系

统能够捕获和储存大量碳并将其永久埋藏在

海洋沉积物里，因而成为地球上最密集的碳汇

之一。这些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如何挖掘？

增加海草床面积、海草覆
盖度，恢复物种多样性

沿海居民对海草并不陌生，它主要分布于

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沿岸海区的浅海水域。

在适宜的环境中，海草大面积连片生长，

形成海草床。海草床在全球分布面积不大，仅

占海洋面积的 0.1%，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净

化水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估算，全球

海草床年固碳量约占海洋总固碳量的 18%。

“海草床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通

过减缓水流促进颗粒碳沉降，固碳量巨大、固

碳效率高、碳存储周期长。”自然资源部北海局

教授级高工宋文鹏介绍，但同时，海草床也是

一种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对生长条件要求

高，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维护

海草床的固碳效益和生态功能，我国正在抓紧

推进针对海草床的保护修复工程。

2020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海草床生

态系统的调查与评估，以掌握海草床分布、生

态状况，评估其受损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有海草床面积 9000 多公顷，分布范围较广泛

且海草类型多样。同时，科研人员也在努力通

过生境恢复法、移植法和种子法等修复方法增

加海草床面积、提高海草的覆盖度以及恢复栖

息于海草床物种的多样性。

2020 年，自然资源部还组织河北省在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中开展滨海湿地修复，其中，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实施了曹妃甸—龙岛西北

侧海草床保护与修复工程（一期），针对目前我

国已知面积最大的海草床曹妃甸—龙岛海草

床，人工移栽海草植株 450 万株，人工底播海草

种子 800 万粒，形成人工修复区 144.9 公顷、补

植保育区 155.1 公顷。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红
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

在我国浙江、福建、广西等省份的沿海地

区，生长着大片红树林。据介绍，红树林生态

系统的碳密度显著高于同纬度其他生态系统。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介

绍，红树林大多分布在沉积型的海岸河口。上

游河流和海洋潮汐共同作用，给这些地方带来

了大量外源性碳。这些外源性碳被红树林捕

获而积累在红树林沉积物中。“因周期性的淹

水，红树林沉积物长期处于厌氧状态，根系和

凋落物因缺氧而分解速度慢，给碳埋藏创造了

理想条件。曾有研究发现，有些地区的红树林

泥炭甚至可达十几米之深。”王文卿说。

“海水养殖污染、病虫害、围填海等会造成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退化。只有加强红树林保

护和修复，才能提升红树林的碳固持能力。”王

文卿介绍，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的保护力度日

益加强，目前全国已成立了超过 50 个以红树林

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地。2000 年以来，我国成功

遏制了红树林面积急剧下降的势头，通过严格

的保护和大规模的人工造林，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指导沿海有关地方政

府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累计营造和

修复红树林 360 多公顷。2020 年 8 月，自然资

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

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 年）》，明确

到 2025 年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18800 公顷。

开展滨海盐沼的生态保
护修复

滨海盐沼湿地也叫潮汐沼泽，是位于陆地

和开放海水或半咸水之间，伴随有周期性潮汐

淹没的潮间带上部生态系统。这里的地表水

呈碱性，土壤中盐分含量较高，分布着芦苇、碱

蓬、柽柳等植物。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白军红告诉记者，滨海盐沼是我国滨海湿地中

典型的海洋碳汇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碳捕获

和封存潜力。

据了解，由于滩涂围垦活动，以及全球气

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等，盐沼

湿地的分布面临陆海两个方向的挤压，造成较

大面积的盐沼受损、退化。另一方面，外来入

侵物种互花米草会挤占原有盐沼植被的生存

空间，造成本地植被退化严重，改变了盐沼生

态系统原有结构和功能。

“十三五”期间，自然资源部通过组织实施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等，对退化的盐沼生态系统开展修复，恢复其

生态功能。同时，开展互花米草的治理方法研

究，形成了综合生态治理方案，并已通过试点

证实其具有良好效果。

白军红建议，要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建

设，促进对现有滨海盐沼湿地的保护；进行水

文—生物连通的系统修复，提升盐沼生态系统

的生态服务功能；建立陆地缓冲区，有效截留

污染物，并为盐沼向内陆迁移提供空间。

图①：盐沼湿地景象。

自然资源部北海监测中心供图

图②：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

护区。 赵 敏摄（影像中国）

提
升
海
草
床
、红
树
林
、盐
沼
碳
汇
能
力
—
—

海
洋
固
碳
在
行
动

本
报
记
者

刘
诗
瑶

核心阅读

海洋碳汇是指利用海洋
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
海 洋 中的 过 程、活动和 机
制。其中，海草床、红树林和
盐沼等海岸带生态系统能够
捕获和储存大量的碳并将其
永久埋藏在海洋沉积物里。

我国正采取多种修复保
护措施，挖掘海洋碳汇潜力。

■美丽中国
降碳减排在行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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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刘毅）中国气象局近

日在北京召开“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启动

暨碳中和科学问题研讨会”，启动运行温室气体及碳中

和监测评估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

小曳等专家介绍，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组建的这一

中心，将基于气象部门的温室气体监测网，结合地球系

统模式和中国气象局在数值同化和再分析方面的优

势，开展有关碳中和有效性及潜力的评估工作，为我国

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中国气象局

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启动

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全国

水利工作会议获悉：“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落实水利

建设投资 3.58 万亿元，比“十二五”期间增长 57%，大江

大河治理和西江大藤峡、淮河出山店等一批控制性枢

纽建设步伐加快，三峡工程持续发挥巨大综合效益，南

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367.42 亿立方米，重

点流域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据介绍，2020 年，我国各级水利部门治理中小河

流 1.7 万余公里，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3200 多座；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进展顺利，新增或恢复、改善灌溉面

积 3000 多万亩，新增年节水能力 18 亿立方米。同时，

水利部门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6 万平方公里，并首次

实现人为水土流失遥感监管全覆盖；推进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补水河道有水河长 1958 公里，形

成水面面积 554 平方公里，京津冀浅层地下水水位有

所回升；大力推进国家节水行动，国家用水定额体系基

本建成，节水评价制度深入实施。

“十三五”期间

水利建设投资3.5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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