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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概览和中国的国际重要湿地

文/陶思明

摘要：我国对湿地的认识和记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湿地是水体与土地过度地带，有水就有

湿地，广泛分布于我们身边，典型者如沼泽、湖滨等。湿地因水而灵动，既涵养水资源，也

占有土地资源，既生物种类繁多，也有突出的生态功能，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不

可或缺的一大类生态底色。近些年对湿地的保护逐渐成为了主旋律，2022 年 11 月在武汉举

办《湿地公约》第 14 届缔约方大会将“国际重要湿地”确立为湿地全球保护网络机制，要

求进入名录的湿地所在国都要尽心竭力保护好。本文从湿地阐述到了湿地保护，并在最后列

举了我国的“国际重要湿地”，希望我国的国际重要湿地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且能够为国

际湿地保护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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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水体与土地过度地带，有水就有湿地，广泛分布于我们身边，典型者

如沼泽、湖滨、河流岸滩、河口尾闾、海岸涨潮带等。由于水的流动性及水覆盖

土地范围随季节不断变化，人们一般会将具有湿地特征的某一类动态水体如湖泊、

河流，整体上都看作湿地而并不能做更详细区分。稻田和水利水电工程形成的水

库、运河等，也具备湿地功能，相对于自然湿地称作人工湿地。我国《湿地保护

法》对湿地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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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务院关于 2020 年度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全国国有湿地面积 21.83 万平方公里

（分项为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沼

泽地）；另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全国有河流水面 8.81 万平方公里，湖泊水面

8.47 万平方公里，水库水面 3.37 万平方公里，坑塘水面 6.42 万平方公里，这

些都是我国湿地的“硬核”。

我国对湿地的认识和记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将水草聚集之地称为沮泽、

沮洳等，而“湿地”词语的出现少说也有千年之久了，如《离骚草木疏》（宋朝，

吴仁杰）对湿地植物菖蒲生境的描述中就有“湿地”用语，曰“昌蒲种类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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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湿地者曰泥昌、夏昌，生溪水中者曰水昌，生石上者为石昌蒲”。湿地因水

而灵动，既涵养水资源，也占有土地资源，既生物种类繁多，也有突出的生态功

能，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大类生态底色。《湿地保护修

复制度方案》（国务院办公厅，2016.11.30）概括表述为：“湿地在涵养水源、净

化水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是重要

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子孙

后代的生存福祉。”

湿地以自然模式有退化也有新生，人类社会对其有开发利用也有封禁保护，

1950 年代以来把黑龙江昔日的“北大荒”变为今日的“大粮仓”，就是对自然湿

地的高强度开发利用。但近些年对湿地的保护则是主旋律，确立了 8亿亩湿地面

积不减少的国家目标，建立 600 多处湿地类自然保护区、1600 多处湿地公园和

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小区，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流

湿地系统是最主要的受益者。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必将开创湿地保护新篇章，同年 11 月在武汉举办《湿地公约》第 14 届

缔约方大会，也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可以想见湿地保护形势会越来越好。

“国际重要湿地”是《湿地公约》确立的全球保护网络机制，它要求各缔约

国将其生态学上、植物学上、湖沼学上和水文学上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区域，通

过指定、批准程序纳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管理，规定“任何湿地的生态特征

由于技术发展、污染和其他人类干扰而已经改变、正在改变或将可能改变，各缔

约国应尽早相互通报。”这实际上是对各国湿地生态宝库的国际认定和保护责任

的国际化，进入名录的湿地所在国都要尽心竭力保护好。

据《湿地公约》组织网站，目前全球 172 个缔约方共指定“国际重要湿地”

2439 处，面积 254.69 万平方公里，其中我国 64 处，面积 7.32 万平方公里。我

国的一些国际重要湿地同时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如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世界自然遗产（第一期）中的江苏盐城湿地、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些

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成员，如内蒙古呼伦湖、大兴安岭汗

马、黑龙江兴凯湖、江苏盐城湿地珍禽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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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64 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为方便认知，以其依托的自然保护区等列出）

天津（1）：北大港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内蒙古（4）：呼伦湖、大兴安岭汗马、鄂尔多斯遗鸥、毕拉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辽宁（2）：大连斑海豹、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吉林（3）：向海、哈尼、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10）：宝清七星河、三江、友好、扎龙、东方红湿地、南瓮河、洪

河、珍宝岛湿地、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东沿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上海（2）：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2）：盐城湿地珍禽、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1）：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安徽（1）：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1）：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2）：鄱阳湖候鸟、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东（2）：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河南（1）：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湖北（4）：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九湖、网湖、沉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3）：东洞庭湖、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

区

广东（4）：湛江红树林、南澎列岛、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丰

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2）：山口红树林、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南（1）：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2）：长沙贡玛、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4）：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帕海湿地、拉市海高原湿地、

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

西藏（4）：麦地卡湿地、色林错湿地、玛旁雍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

日南木错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4）：尕海-则岔、张掖黑河湿地、盐池湾、黄河首曲湿地国家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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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青海（3）：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凌湖湿地、鄂凌湖湿地（三江源国

家公园内）

香港（1）：米埔（自然保护区）-后海湾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