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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演替的力量，做好湿地保护

周晋峰

摘要：基于应成都市郫都区生态环境局就云桥湿地申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示范基地”赴实地开展的调研，本文探讨了“对云桥湿地而言，做好水源地保护”这

一重要目标以及与保护目标产生偏差后人工干预的尺度，进而讨论了“外来入侵物种”

这一问题，例如水葫芦、福寿螺、加拿大一枝黄花、互花米草等。本文强调，对外来

入侵物种的治理，也应该看它们对我们的主要保护目标是否构成威胁，如果不构成威

胁，那么自然的伟大远超过我们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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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8 日，应成都市郫

都区生态环境局就云桥湿地申报“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基地”，

笔者一行赴实地调研并做湿地保护

主题交流。交流内容如下：

对云桥湿地而言，做好水源地保

护，这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如果对水

源地保护有比较大的偏差，我们需要

人为干预并进行调整，如果没有对水

源地保护的目标产生重大影响，我们

则不该为了追求种类多而进行过多

的人工干预。

人工干预的尺度是什么？就是

我们目标。我们保护是为了生存和发

展，生存和发展赋予这一块土地的职

责就是要保护好水源地。终极的目标

是保障水源，与之相关的物种演替的

速度、种类的多少，我们要尽量尊重

自然。

大家往往对外来入侵物种很敏

感，比如水葫芦、福寿螺等。要知道

地球自有生命以来，就存在着生命的

迁徙。其中有些物种的迁徙严重的影

响了本地物种的生存，形成入侵并对

我们要保护的主要目标形成干扰，这

种情况之下，人们需要去清理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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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我们的主要目标没有形成干

扰，我们认为可以让自然去调理。

比如福寿螺，我们发现在国内，

乌龟也开始吃它了，原来是不吃的，

这是自然演替的适应性变化。自然的

演替和全球的生物迁徙，自有生命以

来就存在。包括互花米草，很多人认

为是个要命的事儿，天津一地区为了

治理互花米草把河滩都挖了一米，草、

根都捞出来，让它长不成，但我们同

时也观测到那个海滩本来每年都有

近万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去觅

食，通过这种方式的治理，则只观测

倒五十几只了，这与人们捞泥滩防治

互花米草有一定关系，因为泥滩里没

吃的了，遗鸥也就不来了，相当于它

们的的栖息地受损了。

比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有人举报

说大连某植物园有加拿大一枝黄花，

那是外来入侵物种，必须要消灭掉。

而有科学家则说这都种了好多年了，

从来没对本地环境造成任何负面影

响和冲击，为什么要灭掉呢？可见，

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也应该看它

们对我们的主要保护目标是否构成

威胁，如果不构成威胁，那么自然的

伟大远超过我们人类。

笔者去广西北海调研湿地，有科

学家介绍那里的红树林工程，说原来

那个地方总不长红树林，于是科研人

员用很粗的塑料管，先在苗圃里种红

树林，然后移到海滩上，第一年种下

去有一半死了，存活率一半，第二年

继续补种一半，成活率又是一半，整

体成活有 75%，觉得是征服了自然、

改变了自然。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

可取，那个地方本身就不长红树林，

那么我们应该尊重本土的生态自然。

很多物种，包括我们吃的辣椒，

还有前面提到的互花米草，都是外来

引进的，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保护目

标，建议人们就别下大功夫治理，笔

者认为这应该是是否采取人为干预

措施以及干预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标

准。充分尊重自然的演替过程，我们

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比如我们倡议“让野草长”，人

工草皮是工业化的商品，而不是自然

生态的一部分，野草才是自然生态。

我们呼吁了多年，北京现在有些地区

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让野草去长，

尊重自然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好的改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