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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湿地，很多人脑海里都会

浮现出青青绿草地、小溪穿流过的

场景。湿地一定是绿色的吗？其实

不一定，湿地还可以是红色、黄色、

蓝色、白色甚至彩色的。

举例来说，位于渤海湾东北部

辽河三角洲中心的盘锦红海滩湿

地，就以“红”为特色。这里生长着

盐地碱蓬。每年 4 月，它们钻出地

面，在阳光和潮水的“洗礼”中不断

吸取土地与海水中的盐分，颜色开

始慢慢由嫩绿变为深绿，再到浅红、

殷红，直至 9—10 月全盛期时，呈现

出一片火红的色泽，让这片湿地仿

佛一颗镶嵌在辽东湾的红宝石。

一般来说，湿地颜色主要受植

物颜色影响，但也不能完全根据湿

地名字来判断。湿地作为地球三大

生态系统之一，几乎涵盖陆地上所

有相对固定的天然或人工水体，还

包括水深低于 6 米的海域。以红树

林湿地为例，红树林湿地是我国南

方沿海地区常见的一种湿地类型，

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主

要由红树科植物组成。虽然叫红树林，但却是一片翠

绿。红树科植物的树皮富含一种叫单宁的化学物质，

在空气中氧化后会呈红色。古代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

们在砍伐这些红树科植物时发现，不仅裸露的木材显

现出红色，就连砍刀的刀口也变成了红色。后来，人们

开始提取这些红树科植物的树皮制作红色染料，这些

绿色植物也因此被称为红树林。

我国湿地资源总量大，分布辽阔，区域差异明显，

生物多样性丰富，湿地类型齐全，几乎包括了《湿地公

约》分类体系中的所有湿地类型，如近海与海岸湿地、

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与沼泽化湿地、库塘等，并拥

有世界独特的高原湿地类型——青藏高原湿地。红绿

相间的北大港湿地、蓝白分明的普达措属都湖、泥炭色

的大兴安岭、红黄绿交融的冬格措纳湖……湿地仿佛

一个调色盘，大自然用它的丹青妙笔，绘就了一幅幅斑

斓的湿地长卷，造就了我国多姿多彩的湿地景观和丰

富多样的生物物种。

近年来，我国湿地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湿地面积

达到 5635 万公顷，构建了较完备的湿地保护制度体

系，开展了大量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保护湿地，需要全

社会凝聚共识、共同参与。

让我们一起积极投身湿地保护行列，守住湿地生

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

区研究中心秘书长，本报记者刘温馨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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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我国湿地资源总
量大，分布辽阔，区域
差异明显，生物多样
性 丰 富 ，湿 地 类 型
齐全

傍晚，渤海辽东湾顶部的辽河三角洲上，

冰冻的河道渐渐消融，滩涂披上夕阳的金辉，

映出候鸟停歇的倒影。

在辽河、大凌河等十几条河流不断冲刷

下，这里形成大面积滩涂和沼泽。河海交汇，

滋养着芦苇、盐地碱蓬等湿地植物，为鸟类提

供了栖息、觅食的场所。

近年来，辽宁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辽河口湿地内已建有双台河口国际重

要湿地和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7.05 万

公顷湿地被纳入国家公园创建区。

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
落实最严保护要求

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内，湿地深处，几

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摄像头。“这片区域原来

就 是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一 直 实 行 封 闭 管

理。去年我们在原有摄像头的基础上又加装

了几处高点摄像头，便于更好地保护湿地生

态。”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湿地管理

科科长刘野说。

辽河口湿地位于渤海辽东湾的顶部、辽

河三角洲中心区域，保存有典型完整的温带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河口湿地景观，

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和西太平

洋斑海豹重要繁殖地。

作为中国最北的河口湿地，辽河口湿地

还具有独特的冻融特色，季节性冰凌、凌汛、

冻融等现象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湿地生态系

统物质循环和交换特征，发挥着调节径流、净

化水质、防浪固土等生态功能。

“辽河口湿地区域内已有辽宁辽河口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辽宁辽河国家湿地公园、辽

宁辽河口红海滩国家级海洋公园等 8 处自然

保护地。这次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整合了这

8 处自然保护地，以河口湿地和近海生态系

统整体保护、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将

典型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鸟类栖息地、西太平

洋斑海豹产仔地、水生生物产卵场和索饵场

划入国家公园。”辽宁省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

理处处长王喜武介绍，“整合自然保护地后，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保护主体更加清晰，更

有利于实现统一保护。”

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面积 17.05 万公

顷 ，其 中 海 域 面 积 12.36 万 公 顷 ，陆 域 面 积

4.69 万公顷，涉及盘锦、锦州 2 市 4 县。其中，

原有 8 处自然保护地 84.3%的面积都划入了

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

实施退养还湿工程，恢复
生态功能

“盐地碱蓬是湿地的先锋植物，能适应盐碱

环境，这儿的滩涂经过它的改良，才能生长出芦

苇、菖蒲，引来百鸟栖息。”盘锦市自然资源局海

域科科长孙磊说，“我们从 2010 年开始就研究

盐地碱蓬的人工补植技术了，有效遏制了盐地

碱蓬的退化，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河水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让河口滩涂

逐年增长，岸滩的淤进演变过程正是辽河三

角洲乃至辽河平原形成过程的缩影。孙磊介

绍，河口淡水和海水盐地周期性交替，支撑着

辽河口区域湿地生态系统淡水和海水地带性

生物区系的形成发展。以盐地碱蓬群落、芦

苇群落为代表的湿地植被在这里广泛分布，

是我国北方平原河流植物群落次生演替的典

型代表。这里保存了“浅海水域—裸滩—盐

地碱蓬群落—盐地碱蓬芦苇群落—芦苇群

落”的自然景观格局，形成了由海向陆红绿分

明的带状植物分布。

辽宁坚持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和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并行，筑牢辽河口生态本底，巩固拓

展治理成果。近年来，辽河口湿地人类活动

减少，开发建设受到严格监管，湿地植被逐年

恢复，湿地、滩涂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辽河口区域围海养殖的历史，曾一度造成

滨海湿地生态环境破坏。盘锦市在 2015 年全

面启动“退养还湿”工程，经过持续 5年工作，于

2020 年实现了滨海湿地所有养殖设施拆除，

598 户养殖户全部退出，恢复湿地 8.59 万亩、自

然岸线 17.6 公里。2018 年，盘锦取消了辽河口

生态经济区，成立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

坚持保护优先，将湿地全面纳入到保护中来。

为了摸清养殖池坝高、闸口、土方量等数

据，孙磊反反复复跑了多次。“把养殖池推平

也是个技术活，必须让新恢复的湿地与其他

湿地连成一体，真正解决湿地碎片化的问题，

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孙磊说，“通过潮沟

疏通、植被恢复和底栖生物增殖等措施，现

在，湿地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提升，基本功能不

断恢复。”

共建共享，让生物多样性
保护深入人心

位于辽河入海口附近的辽宁鹤类种源繁

育基地内，50 岁的盘锦市林湿局鹤类繁育保

护站技术人员赵仕伟正在为种鹤添加饲料。

“除了日常的鱼虾、蟹类、贝类、花生米之外，

这段时间我们还会在饲料中添加一些维生

素，为种鹤进入繁育期做准备。”赵仕伟说。

30 余年来，经过赵仕伟和同事们救助、繁育野

化放飞的丹顶鹤已有 200 余只。

“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不仅是黑嘴鸥

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还是野生丹顶鹤自然

繁殖地的最南限和越冬地的最北限、西太平

洋斑海豹在我国的唯一产仔地。”王喜武说。

辽河口湿地生境复杂多样，芦苇沼泽、碱

蓬沼泽内水生植物和各种鱼类、虾、蟹等动物

和微生物组成了复杂的食物链，为鸟类、鱼类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潮汐带来了大量的

鱼、虾、蟹等动物，让潮间带大面积的光滩成

为鸟类的觅食地。辽河口记录有鸟类超 300
种，每年迁徙途中在此区域停歇的候鸟达数

百万只。

去年，在辽河口上岸的西太平洋斑海豹

日峰值达 253 只。辽河口湿地的黑嘴鸥种群

繁殖成功率从过去的不到 30%提升到现在的

60%至 70%，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1200 余只发展至 1.2 万余只。

“每年 4 月至 6 月底是黑嘴鸥的繁殖季，

除了保护其自然的栖息繁殖环境，我们还会

建立人工繁殖岛提高其繁殖成功率。”盘锦市

林业与湿地管理保护局副局长侯军介绍，“目

前，盘锦市建有 2 处宣教场馆、2 所国际湿地

学校，面向公众开办了 90 余期‘湿地讲堂’。”

“通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我们要让辽

河口湿地绿苇红滩、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景

色成为向世界展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的

‘金名片’。”王喜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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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作为我国最北的河口湿
地，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保
存有典型完整的温带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和河口湿地景观，
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关
键区域和西太平洋斑海豹重
要繁殖地。通过落实最严格
保护要求，辽河口 17.05 万公
顷 湿 地 被 纳 入 国 家 公 园 创
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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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辽河口保护区，丹顶鹤在红海滩上觅食。

刘宪国摄（影像中国）

图②：辽河口湿地，红色的盐地碱蓬与绿色植被交织形

成美丽的景色。 宗树兴摄（人民视觉）

图③：辽宁盘锦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内的稻田

及红海滩风光。 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摄

图④：辽河口湿地。 孙小伟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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