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曲黄河绵延万里，从山东东营入海。

泥沙在此冲刷沉积，造就了神奇壮美的黄河

三角洲，孕育出大片湿地。这是我国暖温带

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为保护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建立。近年

来，东营市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累

计投资 13.6 亿元，实施 17 个湿地修复项目，

探索出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湿地

修复模式。

实施生态补水，提升区域
水土环境

黄 河 三 角 洲 保 护 区 ，木 栈 道 两 侧 苇 荡

曳曳。

多年前，由于黄河来水量持续减少，流路

固化、河床下切，黄河与湿地、滩涂的水文连

通性降低，淡水补给减少；加上海水倒灌，土

壤盐碱化严重，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受到

严重影响。

打通水系，成为修复黄河三角洲湿地生

态的关键。近年来，东营市委托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院编制《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水资源配置与水系连通规划（2018—

2030 年）》，构建科学合理的“取、蓄、输、用、

排”水系格局，形成“河、陆、滩、海”入海循环

主干道，从而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区域水土

环境。根据规划，东营市先后实施十几项以

水系连通为主的生态修复工程，疏通了 241
公里湿地水系，打通了黄河与湿地间的“毛

细血管”。

水系连通后，东营市持续加大保护区生

态补水力度，相继实施黄河生态调水、刁口河

丰水期调水等，近 3 年为黄河三角洲保护区

生态补水 4.69 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湿地的

土壤盐碱化，湿地生态功能明显改善。

“为确保黄河水引得出、送得到，2022 年

保护区新建 6 个引黄闸口，实现保护区湿地

全年不间断按需补水。 2022 年汛前黄河调

水调沙大流量过程进入山东以来，黄河三角

洲保护区 12 个取水口全部开启，实施生态补

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修复

工程专班副组长王立冬介绍。

根据动植物生长环境，黄河三角洲保护

区将湿地划分为 49 个区域，每个区域实现按

需补水、分区补水、科学补水。在黄河水滋养

下，如今这里水丰草茂、生机盎然。

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恢复
湿地植物生境

穿过芦苇荡，在浅滩深处可见一簇簇火

红的盐地碱蓬连绵成片。极目远眺，湿地仿

佛铺上了一块巨型“红地毯”，蔚为壮观。

从夏至秋、由绿至红，这片“红地毯”成为

黄河三角洲保护区的自然奇观。盐地碱蓬是

耐盐先锋植物，可以固着地表盐分，对盐碱土

壤有积极改良作用。但在多年前，盐地碱蓬

的 生 存 空 间 ，却 一 度 被 入 侵 物 种 互 花 米 草

挤占。

“上世纪 80 年代，互花米草进入黄河三

角洲附近的潮间带，2010 年开始在保护区内

迅猛扩张，严重影响了滩涂潮汐水文过程，导

致盐地碱蓬严重退化，如果不及时控制，局部

区域的‘红地毯’景观可能会消失。”东营市海

洋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进河介绍。

“互花米草还严重威胁其他本土动植

物的生存和生态系统健康。”王进河说。

2016 年以来，东营市从技术上攻关，

联合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等科研

单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结合

野外实地勘测调查，通过野外治理实验和

室内模拟分析，摸清了黄河三角洲互花米

草分布格局、入侵机制，形成了围淹 +刈

割、刈割+翻耕、施用除草剂 3 种治理方式，

并陆续实施治理工程。

根据国家开展的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部

署，东营市结合省、市互花米草治理工作方

案，先后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实验项目、自然

保护区湿地修复工程等，有效遏制了互花

米 草 的 泛 滥 ，潮 间 带 生 物 种 群 得 到 有 效

恢复。

湿地修复项目同步启动。东营市开展

微地形改造，恢复原生态本底环境，通过补

充盐地碱蓬、海草床等本土植被种源等方

式，提高本土植被覆盖度，加快滨海生态系

统自我修复进程。截至目前，保护区累计

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7.25 万亩，累计恢复盐

地 碱 蓬 、海 草 床 5.2 万 亩 ，湿 地 面 积 增 加

188 平方公里，增长了 12.3%。

采用信息技术，有效呵护
栖息鸟类

一对鸟儿扇动翅膀掠过水面，姿态轻

快优美。“快瞧，东方白鹳！”黄河三角洲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高级工程师赵亚杰

手指屏幕，“这对东方白鹳 2022 年已经成

功繁殖了 3 只幼鸟。”

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大屏幕

上，鸟儿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为了实

时 掌 握 每 片 湿 地 鸟 类 活 动 的 情 况 ，2022
年，东营市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遥感、

雷达等信息技术手段，借助“天空地海”一

体化监测网络，在保护区搭建了鸟类动态

实时监测系统。

“我们在道路出入口、鸟类分布区、道

路节点等关键位置布置 24 小时监控系统，

鸟儿进入监控区域，就能被自动识别、记

录，不仅能鉴别种类，还能实现计数。监控

还能帮助我们实时掌握‘风吹草动’，确保

鸟类栖息不受人为活动干扰。”赵亚杰介

绍，目前，保护区共安装视频监控 50 余处，

累计卫星跟踪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35 只。

黄 河 三 角 洲 保 护 区 内 ，鸟 巢 随 处 可

见。为了给鸟儿一个安稳的“家”，东营市

重点实施黑嘴鸥、东方白鹳、鹤类等物种栖

息地保护，在保护区架起人工巢、建起繁

殖岛。

近年来，保护区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

增加，由建区之初的 187 种增至现在的 371
种。如今，黄河三角洲保护区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两条候鸟迁徙路线

上的重要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也是东

方白鹳全球重要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

大繁殖地、白鹤全球第二大越冬地。

“当前，东营市正加快创建黄河口国家

公园，规划面积 3523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

面积 1371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152 平方公

里，努力为大江大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治理

探索更多路径。”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于红波说，“未来，这片湿地将更加富有

生机，碧波荡漾，群鸟翔集，美如画卷。”

保护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自然恢复，，山东东营探索黄河口湿山东东营探索黄河口湿地修复新模式地修复新模式

黄河口 河海交汇处，湿地气象新
本报记者 李 蕊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大美湿地④大美湿地④R

深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一块巨型“红地毯”映入眼帘，其态

如锦、其焰似火，鸥鸟在上空盘旋，风

景如画。

每到秋冬季节，便能看到这美丽

的“红地毯”。它由一株株只有 20 厘

米左右高的盐地碱蓬“编织”而成。盐

地碱蓬属一年生草本积盐植物，是典

型的盐碱地指示植物，在我国从南到

北的盐碱海滩、湖边及荒漠都有分布，

在入海口的淤泥质潮滩上更是分布密

集并形成大面积的“红地毯”景观。

不要小觑这一株草，它的能量可

不 小 。 它 是 改 良 盐 碱 地 的“ 先 锋 卫

士”，被科研人员和老百姓称为“吃盐

能手”。一些寸草不生的重度盐碱地，

被盐地碱蓬“吃”过三四年后，逐渐改

良为正常农田。此外，它还能增加土

壤养分含量、改善土壤肥度，降低土壤

中重金属镉含量，让盐碱地变“健康”。

盐地碱蓬浑身是宝，还是鸟儿的

乐园。在“红地毯”中央，成群水鸟时

而悠闲觅食，时而展翅起舞。幸运时，

你还能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黑嘴鸥，它把家安在了有盐地碱蓬生长的潮滩上，与幼

鸟在这里休憩。

前些年，受环境污染、围垦养殖等影响，曾经随处可

见、蔚为壮观的“红地毯”景观变得稀罕了，盐地碱蓬等滨

海湿地典型植被逐渐消失，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面临萎缩退化的巨大压力。2018 年，生态环境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渤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行动计划》，部署推动渤海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组

织实施渤海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包括对滨海湿地、岸线岸

滩进行综合整治修复。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等多家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撑下，东营市迈开恢复黄河三

角洲滨海湿地的步伐，种植盐地碱蓬是其中一项重要工

作，我正是一名参与者。

要铺下这漂亮的“红地毯”不易。在软烂的淤泥滩，

每抬放一次脚，我们都会深陷泥泞。冬天，面对刺骨的海

风、冰冷的海水，我们不得不穿上厚重的连体水裤下海作

业，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身体不听使唤”——黏黏

的海泥裹到大腿根，牢牢地“吸”住水裤，得三四个人凑成

一堆，互相帮扶拖拽着前行；夏天，锋利的蛤蜊皮常会割

破脚，每向前一小步，都得加倍小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截至 2020 年底，东营市已种

植盐地碱蓬 1600 公顷。2021 年以来，我国仍在加大盐地

碱蓬修复力度，我们团队的修复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如今，我们团队种下的盐地碱蓬已经结籽了。站在

浅滩上，望着这一簇簇、一片片蓬勃生长的草儿，我豁然

开朗：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为滨海湿地种下了

一片生机，为盐碱地种下了新的希望！

（作者为山东省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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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盐地碱蓬是改良
盐碱地的“先锋卫士”，
能增加土壤养分含量、
改善土壤肥度、降低土
壤中重金属镉含量，让
盐碱地变“健康”

核心阅读

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众多珍
稀鸟类的中转站、越冬地和繁殖地。为进一步提升湿地修复
和保护水平，当地实施生态补水、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等措施，
努力为大江大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治理探索更多路径。

图①：黄河三角洲。 程建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客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参观。

史家民摄（影像中国）

图③：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群。 杨 斌摄（新华社发）

图④：黄河入海口河海交汇景象。 黄高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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