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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景观

是一片神奇的新天地

当夏季来临，从卫星上俯瞰东经 120 度左右的北半球
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国家壮丽的海岸景观：一侧
阡陌、城市铺陈错落；一侧湛蓝如碧，海岛星罗棋布。
从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滨海湿地串联了大洋、大陆、
大江、大河，基岩海岸、软质海岸、河口海岸、生物海
岸、离岸海岛间有分布。这里岸线曲折、地貌迥异；人
口密集，生物多样性丰富。

以滨海湿地为代表，可以勾勒出漫长海岸带上的美
丽生境。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滨海湿地。
作为兼具陆生和海生两大生境的生态系统，滨海湿地是
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在我心中，滨海
湿地景观是一片神奇而又极富浪漫魅力的新天地，时时
处处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
没晚潮”，苏轼描写过的海南澄迈红树林四季常绿，鹭鸟
依然翩跹如故。春季来到福建的罗源湾，山清水秀，百
鸟翔集。到了夏至，北回归线横穿的广东南澳岛虽阳光
直射头顶，但受海陆风的影响，全无内陆闷热的感觉。
秋季到来，在山东黄河口广袤的滩涂上，青青碱蓬滩由
绿变红，如同人间仙境。冬季的海边也不寂寞。在渤海
沿岸的辽宁大连长兴岛，海冰上活跃着唯一能在我国海
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可爱的“胖宝宝”
西太平洋斑海豹……

我国沿海的软质海岸主要包括淤泥质海岸和沙质海
岸。滨海湿地中的沙质海岸，“砂”的粒径大小一般在
0.063 毫米至 2 毫米之间。海岸带上的大连、秦皇岛、烟
台、青岛、厦门、北海、三亚等地，坡缓水清，沙白海
蓝，是深受青睐的海洋旅游热门地。

自然遗产地

带火了淤泥质海岸

自 2019 年以来，随着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一期） 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对淤泥质海岸的
关注热情日渐高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东台条子泥
湿地公园作为盐城黄海湿地的一部分，成为我国第一处
滨海湿地类自然遗产地。

受 长 江 和 黄 河 携 带 泥 沙 及 海 洋 潮 流 的 影 响 ，“ 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一期） ”区域发育有太平洋西岸规
模最大的南黄海辐射沙脊群、广阔的潮间带滩涂和盐沼
湿地。20 多年前的夏季，我来到这里开始调查生物多样
性。跨越农田、海堤公路，再进入潮上带、潮间带区域。
纸质地图和地方向导都告诉我：海堤之外就是海。但我
极目远眺，只有绿油油、密匝匝的芦苇或互花米草。

“海”在哪里呢？
向 导 指 着 远 方 的 天 际 线 ：“ 那 一 长 条 黄 色 卷 边 才

是海。”
我下意识地问：“有多远？”

“很远，我们走不到的。”
黄海区潮汐多为规则的半日潮，即一天内有两次涨

落潮过程。科考时在海滩上取样，需要充分利用落潮时 4
个小时左右的窗口期，以确保安全。我穿着海边渔民标
配的背带皮裤，进入芦苇滩、盐地碱蓬滩、互花米草滩，
最后来到没有植被生长的滩涂。眼中所见，脚下所踩，
是浅水覆盖、波痕清晰的暗褐色泥质光滩，完全没有汹

涌澎湃的大海的样子。这片淤泥质海岸滩涂的区域坡度
仅为 0.1‰，涨潮时潮水会在灌满潮沟的同时，沿光滩平
铺而来，极不易被察觉。滩涂上潮沟发育，“潮汐树”在
落潮时成为美丽的自然景观，但在涨潮时就成为行进的
隐患。

在草滩的外缘，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穴。洞中最为

可爱的精灵，莫过于善于跳跃和爬行的弹涂鱼以及挥舞
着大钳子的招潮蟹了。继续向海的方向行走，滩涂不再
泥泞。逢赶海的日子，你会见到拖拉机在海滩上稳稳地
行进。看似柔软、细腻，刚刚被大量海水淹没的海滩，
为什么可以行驶拖拉机呢？从地貌学上来说，这种海滩
被称为“铁板砂”，是一种特殊的海底沉积动力地貌，由

粒径较少的砂、粉砂、黏土组成，厚度一般在 10 米以内。
在波浪、潮流、风暴潮等水动力的综合作用下，沉积物
中的砂、粉砂和黏土得以填充、压实，就形成密度大、
压缩性低、强度高、承载力大的表面硬壳层。

看似荒芜的光滩下面，藏有很多底内动物，当一群
人在泥滩上随意跳动，待脚下的铁板砂液化后，就可以
看到很多文蛤、青蛤、红明樱蛤、四角蛤蜊等双壳类出
露。为避免被捕食、太阳暴晒，它们就隐藏于沉积物下，
而人们的跳动扰动了沉积物的结构，体积大的这些底内
动物就被筛选出露。现如今，这已成为当地一项广受欢
迎的体验项目。跳动一段时间后，人们就很容易地捡拾
出一袋号称“天下第一鲜”的肥美文蛤。滨海湿地中另
外生活着的泥螺、扁玉螺、大竹蛏、沙蟹、豆形拳蟹、
天津厚蟹、长吻沙蚕、双齿围沙蚕、石磺、比目鱼、脊
尾白虾、日本毛虾等，也为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而丰富
多样的食物。

滨海湿地中

还有红树林和岛屿

顾名思义，“生物海岸”是指主要由生物构建的海
岸，如珊瑚礁和牡蛎礁等动物残骸，以及红树林等植物
群落构成的海岸。该类生态系统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
丰富，生态服务功能突出。东寨港红树林是我国红树种
类最多、连片面积最大的沿海滩涂森林，绵延海岸线总
长 28 公里。同时，东寨港琼北地震遗址是一处因地震导
致陆地陷落成海的重要水下文物遗迹，是海口市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000 年时，我第一次来到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惊奇地发现：这片海上森林与“红”无半点关系，
也才理解了为何苏轼笔下要将红树林称为“青林”。红树
科木材内含有单宁。一旦接触到空气，这种物质就会氧
化变成红色或红褐色，原来红树科乃至红树林之名竟由
此得出。

离岸海岛的周边海域也属于滨海湿地的范畴。一说
到“岛屿”，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椰林树影、水清沙幼。但
岛屿也在生物演化、人类迁徙以及科学研究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今年，在第 46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等 5 处提名地作
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被扩展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蛇岛面积虽仅有 0.73 平方公里，却生存着
近二万条黑眉蝮蛇。虽然物种单一，但它们已在这里生存
繁衍几千万年。为了应对食物匮乏，它们是全球唯一一种
既可以冬眠又可以夏眠的蛇。春秋两季是候鸟们的迁徙
季节，也是蝮蛇们的采食季节。蝮蛇们只需要在春秋季节
捕食几次迁徙鸟类即可存活。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研究

是学术科研的热点

作为迁徙候鸟重要的中停地、繁殖地、换羽地和越
冬地，黄 （渤） 海系列遗产地因其对候鸟及生物多样性
的特殊重要性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也带动了相
关学科的研究进展。

从地貌单元来看，滨海湿地处于对气候变化响应最
为敏感、生物多样性最脆弱、经济发展最快和人类活动
最强烈的地带。因此，针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
究一直是学术科研的热点区域之一，如海平面上升、海
洋防灾减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助力“碳中和”的蓝碳增汇研究等。

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最新研究表明，包括红树林、盐
沼、海草床在内的中国滨海湿地蓝碳生态系统总面积为
144万公顷，碳储量高达 118百万吨。

为对抗气候变化，保护和恢复中国滨海湿地，增强
其碳汇功能并减少碳排放的管理实践和技术，积极采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为海岸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可以说，在深度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在滨海湿地的研究与
实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遗产小道·海岸带

滨海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之
间的过渡区域，指受海陆交互作用下经常被
静止或流动的水体所浸淹的沿海低地，潮间
带滩地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浅水水域。

该类湿地涉及河口、浅海、淤泥质潮滩、
盐沼、红树林、珊瑚礁、三角洲低地、海岛
周边浅水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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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中，海洋被誉为“地球之心”，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湿
地被誉为“地球之肾”。

我国于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
《湿地公约》），目前已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和600多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在湿地管理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的滨海湿地——

海岸带上的美丽生境
左  平

中国海南会文红树林保护片区，涵盖
了热带滨海湿地的主要生态类型：浅海水
域 、河口水域、沙石海滩、潮下水生层、
珊瑚礁、淤泥海滩、红树林等。其中最
具特色的是发育良好，并且成带状套叠
分布的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各种湿

地类型呈带状套叠，依次向深海延伸，构
成延绵十多公里完整的复合型热带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
被称为热带海岸的 3 个代表性湿地类型，
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域，这在我国并
不多见。                   冯尔辉摄

左 平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河流、湖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过程
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著有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全
记录》。

“我们在闽江河口湿地拍摄时，这样的美
景都见惯了。”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主任郑航指着一幅摄影作品自豪
地说。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坐落于福州市长乐区，
位于闽江入海口。其位于华中亚热带森林、华
南雨林两个生物地理省和西北太平洋区、中国
南海区的交汇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地域
特色突出，是众多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重要
驿站，是迁徙水鸟重要驿站地、越冬地和燕鸥

类重要繁殖区。
日前，“大美中国·最美湿地——福建闽

江河口生态保护回顾展”在中国地质博物馆
开幕。

驻足在勺嘴鹬照片前，郑航介绍：“前几
天我在福建拍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可当我
拍到勺嘴鹬之后，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勺
嘴鹬的喙短，前端呈勺状，看起来像衔了一把
黑色的勺子。

郑航说，勺嘴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也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 中列为“极危”。
    据悉，本次展览由中国地质博物馆、自然
资源部摄影家协会、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联合主办。展览分为“生·
最美湿地”“境·生态境相”“绘·文明画卷”

“影·百鸟掠影”“品·珍鸟图鉴”5 个篇章，
通过历史珍贵影像、丰富的湿地生态摄影作品
等，展现了闽江河口湿地 20 余年来在生态保
护方面的探索与成就以及闽江河口湿地的自然
美景、生物多样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画卷。

光影交织的光影交织的
闽江闽江河口湿地河口湿地

吴沂吴沂萱萱

图 为 闽 江 入 海 口 广 阔 的 滩图 为 闽 江 入 海 口 广 阔 的 滩
涂涂、、被称为被称为““闽江口明珠闽江口明珠””的琅的琅
岐岛以及日益繁荣的城镇岐岛以及日益繁荣的城镇。。

                            高飞霞高飞霞摄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岳冉冉） 一件出土自我国江西省的晚白垩
世恐龙标本被认定为新物种“兽纹华夏胄龙”。这一成果于近日发
表在了国际期刊 《历史生物学》 上。

这一研究由云南大学和江西省博物馆合作完成。研究团队
介绍，1986 年，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甘竹镇龙溪村的村民在干
农活时，发现了一具恐龙化石，当地政府随即进行抢救性挖
掘。此后，标本被送到上海修复，后又转送至江西省博物馆
保存。

2023 年，江西省博物馆与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脊椎动物演
化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共同揭开了这具化石的身世之谜。

复原显示，“兽纹华夏胄龙”体长超 6 米，是我国发现的体形
较大的甲龙类化石，它们生活在距今 8400 万年至 7200 万年的晚白
垩世，以吃低矮的蕨类、种子、裸子植物的叶片为主。这种恐龙
身体粗壮，四肢有力，体表布满密密麻麻的甲片，还有甲龙科恐
龙标志性的尾锤。

“‘兽纹华夏胄龙’为了保护自己，会用甩尾的方式进行
攻击，它们的尾部末端长出了骨质尾锤，有柚子般大小，在强
有力的尾部肌肉驱动下，尾锤像铅球一样，能重创对手，可以
说，虽然是植食性恐龙，但‘兽纹华夏胄龙’会让同时期的掠
食者忌惮。”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脊椎动物演化研究中心博
士生朱子恒说。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兽纹华夏胄龙”属于甲龙科，具有许多
较为原始的特征，比如它们有类似于结节龙科的心形前段尾椎、
远端尾部存在 U 形后突、胫骨和距骨未愈合等，但这些特征在后
期的甲龙身上已不存在。

“‘兽纹华夏胄龙’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晚白垩世中国东
南地区甲龙类的物种多样性。”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徐
星说。

我国恐龙家族

添新成员“兽纹华夏胄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