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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江西鹰潭信江国家湿地公园，一片

片浅滩湿地引得水鸟驻足栖息。“湿地公园沿

信江及其支流而建，开阔的水域、大片的滩涂，

为迁徙候鸟提供了停歇和觅食场所。”鹰潭市

林业资源监测和服务中心主任朱志平说。

科学定义湿地，强调
整体性保护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

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先

后出台《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湿

地保护管理规定》《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28 个 省 份 出 台 省 级 湿 地 保 护 法 规 或 规 章 。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共建有 64 处国际重要湿

地、29 处国家重要湿地、899 处国家湿地公

园，初步建立湿地保护体系。但与此同时，随

着经济快速发展，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日益凸

显。“湿地遭受非法侵占、围垦、污染等现象时

有发生，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湿地管理司司长吴志民表示。

“我国对湿地的认识、研究起步较晚，过

去湿地在土地利用分类中一直被登记在林

地、草地甚至未利用地等地类中。在土地法、

水法等条文中，湿地往往作为某一要素或某

一类型，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予以

规定。”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

授张明祥说，针对湿地保护立法，有利于从湿

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建立完

整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为强化湿地保

护和修复提供法治保障。

对湿地的定义，一直没有统一定论。湿地

保护法在参考国际湿地公约、我国现行有关规

定，结合多方建议的基础上，对湿地进行了科

学界定：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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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水田以

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

“湿地保护法在最大限度保护湿地生态

系统的同时，充分考虑了湿地合理利用和可

持续保护的现实需要，保护农业、养殖业等行

业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生态环境立法的协调

发展原则。”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副所长武海涛说。

理顺湿地协同保护
机制，加强泥炭沼泽、红
树林湿地保护

强化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必须理顺管理

机 制 。 湿 地 保

护法明确，“国务院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湿地

资源的监督管理”“国务院自然

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承担湿地保护、修复、管理有关工作”。

“这些规定一方面充分尊重现有的与湿

地保护相关的行政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明确

了林草部门牵头、其他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及信息共享机制，这为湿

地协同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政法大学

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表示。

为更好保护管理湿地，湿地保护法将湿

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实行分级管理

及名录制度。

“按照湿地生态区位以及维护生态功能、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实行分级管理，重要

湿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厘清了各级、各类湿

地间的关系，并明确了名录制度这一基本管

理手段，有利于对重要湿地的保护管理。”武

海涛说。

湿地保护法的一大亮点在于，对泥炭沼

泽和红树林湿地进行了专门条款的规定。

根据 2018 年《全球湿地展望》，全球大部

分土壤碳库都位于湿地中，泥炭沼泽是强大

的碳汇，是所有生态系统中最大的长期碳存

储地。泥炭沼泽占地球陆地地表面积的 3%，

但其碳储量可达全世界森林的 2 倍。“泥炭沼

泽有机碳储量大、密度高，单位面积碳储量在

各类陆地生态系统中最高，在调节区域环境、

缓 解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作

用。”吴志民表示。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海

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高的湿地生态

系统，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

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保护好红树林湿地，对

海岸防护将起到重要作用，还可有效缓解温

室效应等。”武海涛表示。

推动责任有效落实，
才能充分保护好“地球之肾”

芦苇随风起伏，鸟儿掠过天空，山东邹城

太平国家湿地公园，早已不见昔日煤炭开采

遗留的黑色“伤疤”，取而代之的是鸟语

花香、水波粼粼。

“ 邹 城 在 原 来 的 太 平 采 煤 区 上

持 续 开 展 生 态 修 复 。 如 今 ，湿 地 公

园 总 面 积 超 过 1000 公 顷 ，生 物 资 源

丰 富 。”邹 城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高

级 工 程 师 黄 鑫 说 ，邹 城 充 分 挖 掘 湿 地

生 态 价 值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旅 游 观 光 、农 、

渔等生态产业。

为充分发挥湿地多种功能，湿地保护法

避免“一刀切”管理，进一步明确湿地保护与

合理利用的关系。

“湿地保护法严格控制占用湿地，防范湿

地不合理利用。湿地利用必须统筹考虑湿地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考虑湿地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因素，正

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武海涛表示。

如何落实好湿地保护法？张明祥表示，

湿地保护法在实施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落实

湿地保护管理的协同机制，并注意在法律适

用过程中与相关立法的有效衔接。

“湿地保护法加大处罚力度，破坏国家

重要湿地的，每平方米最高处罚 1 万元，一

亩 地 最 高 处 罚 660 多 万 元 ，有 助 于 从 根 本

上 打 消 违 法 者 占 用 湿 地 的 念 头 ，彰 显 依 法

保护湿地的坚决态度。要切实加强执法监

管，让法律落到实处。”张明祥说，同时，湿

地 保 护 法 是 一 部 新 出 台 的 法 律 ，社 会 公 众

的认识和了解需要一个过程，要做好宣传，

提 高 社 会 认 知 ，避 免 有 人 因 为 不 熟 悉 法 律

而违法犯罪。

“湿地保护法的颁布解决了湿地保护制

度供给的问题。法律生效后，要得到严格执

行，责任得到有效落实，才能充分保护好‘地

球之肾’。”武海涛说。

吴志民表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全方

位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培训，增强全社会湿地

保 护 意 识 ，提 高 各 级 湿 地 工 作 者 的 履 职 能

力，适时出台配套法规和制度政策，指导地

方制修订省级湿地保护条例，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多措并举保护修复湿地。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我国首次专门针对湿地保护立法

法治守护湿地之美
本报记者 寇江泽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湿地保护法近日经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将自
今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
是我国首次专门针对湿
地保护进行立法。

为什么专门立法
保护湿地？湿地保护
法有哪些亮点？如何
推动落实？

本报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2021 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昆仑 2021”专项行动，依

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破坏森林

和野生植物资源等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犯罪，全年共侦办危害

生态环境刑事案件 2.3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1 万余名。

据介绍，公安机关对各类生态环境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对

202 起大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发起 17 次集群专项打击，对破

坏生态安全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

为更好有效服务保障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公安机关对打击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作出专

门部署，完善跨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破获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犯

罪案件 4700余起，破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犯罪案件近 5000起。

“昆仑2021”行动破获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犯罪案件4700余起

又到候鸟越冬季。在云南昆明，

海埂大坝、翠湖等处，都可以看到漫天

飞舞的红嘴鸥。成群结队、时飞时停

的候鸟到底有多少？比往年多了还是

少了？又是怎么“数”出来的？

候鸟调查是鸟类生态学研究和保

护管理的基础。统计显示，近年来，在

昆 明 越 冬 的 红 嘴 鸥 数 量 在 4 万 只 左

右。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这

就涉及调查候鸟数量的方法问题。根

据候鸟栖息环境和集群状态的不同，

候鸟数量调查可分为完全计数和抽样

调查，像红嘴鸥这类分布较集中、容易

观察的越冬水鸟，通常采用的是完全

计数中的同步调查法。

但是，“容易观察”不等同于“容易计数”，红嘴鸥可不

会乖乖等在原地，让我们数完了再飞走。上万只外形相

似的红嘴鸥在越冬地嬉戏游荡，中午在翠湖，下午又飞到

了滇池，如果不能采取同步调查，就容易出现重计或者漏

计。因此，在正式计数前，调查人员往往要先通过预调

查，摸清红嘴鸥的集中栖息地，再在这些区域划分数十个

计数点，然后选取固定时间段计数。数量少的区域，可以

一只只数；多的地方则要以“群”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小网

格估算数量，估算多次后取平均值，最大程度避免重复计

数或者漏计。所有计数点的数量汇总后，就能总体统计

出昆明红嘴鸥的数量。

水 鸟 我 们 容 易 看 到 ，藏 身 林 间 的 候 鸟 又 该 怎 么

“数”？其实，数候鸟不一定完全靠眼睛，还可以靠耳朵。

一片树林里有多少种候鸟，除了看到的，还可以通过记录

不同鸟类的鸣叫来计数。通过抽样调查法，在候鸟的越

冬地和繁殖地，选择合适样线或者样点，在日出后或日落

前鸟类活动最活跃的数小时，可以记录鸟类的种类和某

些鸟类的数量，从而推测调查区域候鸟种群的整体情况。

而对于候鸟迁徙较为集中通过的聚集地或停歇地，

则可采用直数或者环志的方法取样调查。目前，云南有

23 个夜间鸟类迁徙聚集点，其中有 4 个环志站进行着夜

间迁徙候鸟调查监测。此外，随着科技发展，雷达、无人

机、卫星跟踪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候鸟调查研究，不仅

可以弥补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还让我们可以依照鸟类

习性和环境选择更精确适宜的方法。

为何要数候鸟？这是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的重要依

据。一来鸟类数量与其濒危状态评估相关，如黑颈鹤从

1996 年近 6000 只增长到 2020 年近 1.6 万只，濒危等级就

由“易危”降为“近危”，保护策略也会相应调整。二来鸟

类拥有强大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低风

险的生活环境，通过统计候鸟种类、数量可以反映某一区

域环境质量变化。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报

记者杨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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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候鸟栖息环
境和集群状态的不同，
候鸟数量调查可分为
完全计数和抽样调
查。随着新技术广泛
应用于候鸟调查研究，
调查变得更加精确

■把自然讲给你听R

背靠险陡的悬崖，面临湍急的黄河，在陕

西省韩城市黄河禹门口上游约 1500 米处，坐

落着黄河水利委员会龙门水文站。作为国家

重要水文站，龙门水文站承担着黄河干流的

水位、流量、含沙量、泥沙颗粒分析、冰情、水

质等测报任务，为防御水旱灾害、水库调度运

用、水资源配置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水文站副站长杨文博介绍，测报员外出

作业需先乘坐吊箱行至 20 多米的半空中，接

着将仪器放置水流中开展测报。当前，黄河

进入凌汛期，水文站正全力做好测报工作，为

防凌应急提供支撑。

如今，雷达水位计、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缆道自动测流系统等设备的运用，大幅提升

了测报精准性。

下图：水 文 站 工 作 人 员 在 破 冰 测 量 水

深。 朱洪雁摄（人民视觉）

右图：水 文 站 工 作 人 员 在 高 空 维 修 设

备。 金明辉摄（人民视觉）

龙门水文站——

峭壁间 守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办公厅

印发《2022 年度永定河水量调度计划》，全面启动 2022 年度永

定河生态补水工作，水利部门继续以永定河 865 公里河道全

线通水为补水目标。

据计划，水利部门将利用官厅水库以上的册田水库、友谊

水库、洋河水库、引黄工程等作为补水水源，维持桑干河、洋河

河道内生态基流；在官厅水库以下，利用官厅水库、小红门再

生水和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水等作为补水水源，维持永定河山

峡段全年生态基流、平原段维持一定生态水面。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由于持续干旱、上游来水减少、沿

河用水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永定河下游平原河道 1996 年后完

全断流，河床沙化，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018 年 12 月，水利

部组织京津冀晋四省市及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

订《永定河生态用水保障合作协议》，永定河生态修复工作进

入新阶段。2021 年，通过统筹多种水源集中统一调度，永定

河 865 公里河道实现了自 1996 年以来首次全线通水。

2022年度永定河生态补水全面启动

■美丽中国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