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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科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纪念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建所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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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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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湿地研究源远流长。现代湿地

科学发源于湖沼学，中国湿地科学历经60 a的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定义和分支、

研究对象和内容、应用领域概述了湿地科学的学科体系，从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湿

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湿地监测等方面评述了中国湿地科学研究的主要进

展，并据此提出了未来优先研究领域。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赋予湿地科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中国湿地科学研究得到了大力发展，并已经跻身于国际湿地科研队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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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湿地科学的学科体系

1.1 湿地科学的定义

湿地是负地形或岸边带及其所承载的水体、

土壤与生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地理综合体。由于

湿地类型的多样性、分布的广泛性、面积的差异性、

淹水条件的易变性以及湿地边界的不确定性[1]，导

致湿地的生态功能特殊性及其生态过程的复杂

性，湿地研究的多学科性、边缘交叉性，为湿地研

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有利于形成多学科、多

层次的湿地科学体系[2]。近年来，中国湿地研究经

历了由面上考察到长期定位研究、由资源调查到

结构、功能和过程研究、由沼泽研究扩展到湿地各

种类型研究等过程[3]。

湿地科学是一门研究湿地的形成演化、发育

规律、类型、分布、生态过程、结构与功能和保护与

合理利用的科学。湿地科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① 位于水陆交错带的湿地具有许多区别于其它陆

地生态系统的属性；② 尽管类型多样，但湿地也具

有共有的规律性；③ 湿地研究需要跨学科研究方

法，只有准确理解了湿地诸多方面的特性和共性，

才能更有效地制定湿地保护和恢复的政策法规、

管理方法与工程技术[4]。尽管湿地具有丰富的类

型、结构、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但是都具有共同的

水文动态属性，因此，任何成功的湿地保护和恢复

措施都需要构建正确的饱和或淹水时机、时长、深

度等水文属性[5]。有些湿地一年甚至几年中只有

数周被淹没，而栖息于该湿地的物种已经适应了

这种水文周期，剧烈的水文变化往往导致湿地植

被的演替甚至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演化[6]。

在学科属性上，湿地科学是一门融合了地球

科学、生物学、生态学、化学、物理学、信息科学与

系统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和管理学等的理论与

技术，并发展出以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复杂性

思维和自然-社会-技术多学科交叉方法为研究特

色的新兴应用基础型交叉学科。作为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还可以继续划

分为湿地地理学、湿地生态学、湿地环境学、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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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等湿地基础学科，湿地工程学、湿地保护

学、湿地修复学等湿地应用学科，以及湿地管理

学、湿地经济学、湿地美学等湿地社会学科。随着

湿地科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分支学科还可以

进一步细分为沼泽学、湖泊湿地学、河流湿地学、

红树林学、滨海湿地学、泥炭地学等，进而通过不

同级别的分支学科实现湿地科学的系统化和专业

化的统一。

1.2 湿地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湿地科学的研究尺度包括生物种群、生物群

落、生态系统、景观和区域等不同层次。湿地科学

的研究对象包括陆地(森林、草原、农田等)和水体

系统(河流、湖泊、海洋)的水陆过渡带和生态交错

区。湿地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①湿地生态系统

的形成、发育和演替研究；②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

与功能研究；③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④湿地生态

系统的生态过程研究，主要包括生物过程(有机物

的生产)、化学过程(营养物质循环)和物理过程

(能量流动)3个主要过程；⑤湿地生态系统评价，

包括湿地生态系统功能评价、生态效益评价和湿

地环境影响评价等；⑥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⑦

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与重建研究；⑧建立湿

地生态系统模型等。

1.3 湿地科学的应用领域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重视

湿地科学应用研究工作，重点集中在以下3方面。

1.3.1 气候变化

湿地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虽然湿地总面积

有限，但是在全球陆地有机碳储量和碳排放格局

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减少碳排放和水消耗是湿地

应对气候变化管理的核心目标。减排需要重点解

决湿地退化驱动力识别、最小固碳水量、最优水位

控制、最佳植物配置、最小净增温潜势等关键技

术。为了攻克上述技术瓶颈，湿地科学理论的升

华和突破将会为技术集成和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并成功应用于气候变化敏感地区的脆弱湿地，进

一步提高中国湿地适应性管理水平。

1.3.2 湿地保护修复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

策平台发布的全球土地退化评估报告指出，在过去

300 a，全球有87%的湿地丧失，自1900年以来，全

球有54%的湿地丧失[7]。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

表明，2003～2013年期间，中国天然湿地面积减少

率仍然高达9.33%，而湿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由于

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湿地保护和修复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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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系统内外

互动的复杂性，有效的湿地保护修复原理和实践必

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否则往往事倍而功

半，甚至会造成整个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的失败[5]。

1.3.3 人工湿地构建

人工湿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细化为水质

净化型、水文调蓄型、生物多样性支撑型、景观型、

产品供给型和多功能复合型等类型，其在城乡都

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针对不同功用的人工湿地

的技术改良和一些通性问题，如高效低成本的基

质、堵塞、臭味、病虫、越冬、占地面积、植物配置、

微生物驯化及与其它技术的融合等，都需要进一

步的基础理论支撑[8]。

2 中国湿地科学发展现状与展望

2.1 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湿地特殊的生态环境特征决定了湿地元素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与陆地生态系统及水生生态系统

都有差别[9]。对于湿地生态系统中关键限制性元

素的认知，是理解并联系微观—宏观各个尺度上

元素循环与生态系统中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乃至

景观格局的核心问题。

湿地因其富含有机质、滞水、厌氧等条件，是

典型的沉积环境[10]，有利于金属元素的沉积与富

集。湿地中氮、硫和磷的循环过程则更为复杂，尤

其是对于具有价态的变价元素而言，湿地中的还

原环境或氧化、还原环境交替，易导致变价元素形

态和过程的多样性，从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相

关功能。例如，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在湿地中

扮演着“维生素”的角色，并激发了重要的环境效

应[11]，不仅双边和多边作用于碳、氮、磷和硫等生

源要素[12,13]，还通过铁膜影响镉、铅、砷、锑等重金

属和类金属元素的化学行为和生物有效性[14,15]；硫

在湿地渍水土壤中价态多以S2-形式存在，并且易

于与金属阳离子形成较为稳定的化合物而促进了

金属元素的沉积。在河口地区，由于陆地与海洋、

咸水与淡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河口地区元素的

集散过程[16]、地化循环与其它湿地生态系统差异

显著[17]。由于湿地生态系统中有机质含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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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元素有机赋存态占元素总量的比例较高，加

之湿地中土壤微生物种类繁多，二者相互作用导

致湿地土壤中元素的有机态循环过程更值得关

注，尤其是某些重金属的有机态化合物往往毒性

较高。例如，湿地生态系统往往是周围环境汞的

汇，但是，同时又是甲基汞的源[18,19]。此外，较高的

微生物活性，导致土壤中源于有机生命体的化合

物较多，低分子量有机物较多。在湿地经历较为

频繁的冻融过程之后，其释放的氮、磷等营养元素

更多[20,21]。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改变湿地关键

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主要营力，在局地乃至

区域尺度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气候

变化，对于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改变更为直

接和迅速[22,23]。气候变化对沼泽关键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北半球高纬度地

区[24]，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更快、更剧烈的气候

变暖和降雨格局变化，将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改

变该地区湿地的发育、发展与分布格局，并通过复

杂的反馈过程作用于湿地碳循环过程[25,26]。

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陆地碳库的重要组分，

在调控地球气候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群落尺度的控制实验和单一

或少数元素及生态系统功能指标变量的区域模

拟，缺乏大尺度上元素地球化学循环改变与生态

系统及景观格局演变耦合作用机制的认知，因此，

其结果远不足以为多重胁迫下湿地生态系统适应

性调控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27]，尚需有机联系湿

地生态系统分子—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

态系统各个尺度上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与

局部—区域—全球等宏观尺度上的生态过程、格

局与功能[28]。

2.2 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

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研究以湿地生态系统

恢复、管理和服务为导向，重点集中在湿地生态水

文过程与模型、生态需水、生态水文调控与生态补

水、流域湿地水资源综合管理、气候变化对湿地生

态水文的影响等方面[29,30]。

湿地生态水文过程是湿地生态水文学研究的

核心内容，主要研究湿地水文的物理过程、化学过

程和水文过程的生态效应，旨在揭示湿地水文、水

质特性和湿地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在三江平

原开展了湿地蒸散发、水量平衡和水动力模拟等

研究，促进了中国湿地生态水文研究的发展[31,32]。

中国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湿地水文过程的生态效应

研究，尤其在黄河三角洲和松嫩平原开展了湿地

水文情势与盐分变化交互作用对湿地植物生长和

演替的影响研究，确定了水位、盐度和碱度生态阈

值[33~35]。

湿地生态水文模型是在认识环境变化和湿地

生态水文过程与机理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技术，

建立模拟和预测湿地水文和植被等系统的主要构

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及变化状况的模型，是

揭示湿地生态-水文过程相互作用关系、湿地生态

需水量精细计算、变化环境下湿地生态水文响应机

理和演变趋势等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36]。湿

地生态格局及其与水文过程相互作用机制模拟研

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主要围绕湿地水文

与水动力[37]、湿地水文与生态演变[38]、湿地生态需

水[39]、湿地水文功能[40]、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影响[41,42]

和湿地恢复重建与水文调控[43]等主题，应用湿地

生态水文模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对推动中

国湿地生态水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湿地生态水文对气候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和

脆弱性而备受关注。气候变化通过改变全球水文

循环的现状而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布，

导致大气降水的形式和数量发生变化；同时，气候

变化对气温、辐射、风速、CO2浓度和洪水、干旱水

文极值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等造成直接影响，从

而改变湿地水文循环过程和水文情势，进而对湿

地生态水文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44,45]。在气候变

化导致湿地干旱缺水、面积萎缩和功能退化的现

实背景下，关于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影响的

研究成为当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关

注的热点和重点[46]。近年来，气温升高、蒸发量增

大和降水量减少导致黄河源区湖泊和若尔盖高原

湿地水位下降、河流径流量减少和沼泽水文和生

态功能退化[47]。一方面，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长

江口崇明岛盐沼植物生理特征发生改变、生态脆

弱性问题凸显和湿地面积的不断减少[48]；另一方

面，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水入侵改变了湿地原有

的水-盐交互作用，引起湿地土壤和植物等发生变

化。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潮位变化引起江苏省滨海

潮滩表土积盐和植被退化，甚至引起了整个湿地

生态系统发生逆向演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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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湿地生态水文与水资源研究要重点

开展湿地生态水文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基于

湿地生态需水与水文服务的流域水资源综合管控、

湿地生态水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适应策略、湿

地“水文-生态-社会”系统综合管理等方面研究。

2.3 湿地生物多样性

高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湿地的重要特征，

也是湿地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之一。中

国湿地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开展了以湿地植物和

水鸟栖息地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和恢复技术研究，

近年来湿地无脊椎动物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

植物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湿地植物多样

性研究的核心内容。湿地植物分布具有带状格局

特征[50]，水深和土壤养分等环境梯度是植物组成

及其丰富度的主控因子[51]，还可以采用生境分布

模型方法，通过构建优势种分布对水深变化的响

应模型，确定植物优势种分布的关键水深生态参

数[52]。在人类活动干扰下，湿地泥沙淤积会发生

变化，泥沙淤积造成植物根区缺氧，并对植物的分

生组织等造成机械压力，同时，泥沙淤积能带来丰

富的营养，引起湿地植物分布格局的改变[53]。互

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已经对中国温州以南

的红树林造成严重威胁。在漳江口，互花米草已

经广泛侵入河口，并已经扩散到红树林的下潮汐

边缘；它没有入侵拥有封闭树冠的红树林地区，但

是，已经入侵了被人类活动干扰了树冠的红树林

区[54]。湿地种子库作为繁殖体的储备库，在植被演

替更新和受损湿地恢复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55]。

水深及其波动是利用土壤种子库进行湿地恢复的

关键限制性环境因子之一，长期淹水环境会造成

香蒲(Typha orientalis)等非目标物种的大量生长，

进而影响湿地植物多样性恢复的效果。湿地被开

垦后，土壤种子库的物种丰富度和种子密度随着

开垦年限的增加迅速下降，开垦超过15 a后，绝大

多数的沼泽地中的物种已经消失，湿地自然恢复

难度加大 [56,57]。作为泥炭地的优势植物，泥炭藓

(Sphagnum spp.)存在逾600 a的超长期的持久孢子

库，可能是泥炭藓面对多变环境、通过有性更新维

持泥炭地苔藓地被格局的重要适应机制[58]。

近年来，水鸟栖息地监测和预测研究取得长

足进步，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的框架下，探索

影像光谱纹理原始信息的繁殖栖息地巢址选择关

键因子提取方法 [59]；莫莫格迁徙白鹤(Grus leuco-

geranus)中途停歇地水深和食物源空间密度信息

反演[60]；盐城越冬丹顶鹤(Grus japonensis)、扎龙繁

殖丹顶鹤多空间尺度下栖息地选择特征提取及栖

息地选择模型[61,62]；洞庭湖地区越冬的 3种食草雁

类种群数量变化与退水时间和薹草(Carex spp.)生

长状况直接相关[63]。同时，水鸟栖息地的适宜性

分布及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调控受到重视，如

果采取有效的适应性对策，能有效缓解气候变化

对栖息地影响的适宜性程度[64]。无脊椎动物也是

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湿地环境变化

响应敏感。对中国浅海、河流和湖泊中的无脊椎

动物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

物研究为主；对沼泽中的无脊椎动物开展的研究相

对较少，且以土壤动物研究为主，对典型水生无脊

椎动物研究比较罕见。水生螺类是湿地水生无脊

椎动物的重要类群，是天然沼泽被开发为农田[65]、

洪泛湿地水文连通阻隔影响和不同河段洪泛湿地

系统结构差异[66]的良好指示物种。

2.4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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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处于陆地与水生态系

统之间的过渡带，是长期水陆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具有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的复杂生态系

统，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水圈、土壤圈、生物圈

的交叉和水文要素、生物要素和土壤要素的耦合，

还表现为不同于森林、草原等陆地生态系统和海

洋、河流生态系统的特殊生态过程，从而形成了

“地球之肾”、“生物超市”、“碳库”、“水库”等生态

系统，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湿地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

国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主要领域。湿地快速评价法

涉及到功能指标(生物指标、结构指标)的使用[67,68]

和湿地垦殖前、后生态系统服务的显著变化 [69]；

Costanza R等[70]使用不同年份单位价值量评估了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尽管这些价值系数

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其弥补了区域数据的缺乏。

生态系统并非出于“均衡”状态，时间和空间上的

异质性才是其普遍特征[3]。

因为能为人们带来超额利润，所以湿地具有

价值。由于湿地资源的稀有性，人们愿意为保存

湿地而支付一定的费用。湿地评价研究可以提高

全社会对湿地保护重要意义的认识，湿地评价也

是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需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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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综合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更是

湿地系统恢复与重建的需要。采用市场价格法、

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替代花费法和类推法，

评估了扎龙湿地服务价值(涵养水源价值、固碳

价值、侵蚀控制价值、废物处理价值、生物栖息地

价值)；采用市场价格法，评估了扎龙湿地的直接

实物产品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TCM法)和类推

法，评估了扎龙湿地直接服务价值(存在价值、遗

产价值、备选半备选价值)，结果表明，扎龙湿地

直接使用价值占总价值的 10.07%，其环境价值占

58.38%，其非使用类价值占 31.55%，扎龙湿地的

总经济价值将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 [71]。

维持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是未来实现湿地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客观准确深入地研究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量化其经济价值，可以促进自然资本开

发的合理决策，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5 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

中国湿地修复工作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当

时为了保护和恢复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越冬栖

息地，1980年，中国政府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

族自治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蓄水工

程，使该保护区的湿地面积和湿地功能得到显著

恢复。1996年，湿地公约第六届缔约方大会提出

缔约国开展湿地恢复，之后，许多国家也都相继开

展了大规模的湿地恢复工作。中国政府于2000年

正式发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并在 2004

年通过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4-2030

年)，由此标志着中国大规模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

的正式开始。在湿地管理部门不断努力和多个国

际组织帮助下，以泥炭地保护为前提，在若尔盖高

原退化泥炭地实施了筑坝保水恢复工程[72]；在黄河

下游三角洲湿地，实施了调水、调沙和水盐调控等

恢复措施[42]；在滇池、太湖、巢湖等水质恶化的湖

泊湿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面源污染物治理[73,74]；在

扎龙湿地和科尔沁湿地等缺水湿地[75,76]，实施了大

规模生态补水工程，使这些湿地的面积、水鸟生境

和湿地的多种功能得到显著恢复。

围绕湿地水污染修复问题，中国设立了《水体

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针对中国江河、

湖泊和其它类型湿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恢复工作，

例如，经过恢复后，松花江、辽河等污染水体的水

质和生物多样性等都得到了显著提高[77]。当前，

湿地植物恢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物种的

筛选技术、有性或无性繁殖技术研发以及大面积

推广应用等方面。如何在适宜的时间、选择适宜

的品种和采用适合的恢复技术，已经成为湿地植

物恢复的热点[78,79]。利用沉水、浮水和耐盐植物，

构建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结合不同基质和水流方

式，揭示人工湿地的净化效果、关键过程和影响因

素[80,81]，为水体污染控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从当前中国退化湿地恢复内容和发展态势可

以看出，中国退化湿地恢复已经从过去的注重单

一要素恢复，走向了湿地多要素协同恢复，恢复目

标也从过去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方向发展，恢

复技术手段也朝着更经济、更实用、更易于推广的

方向发展。

2.6 湿地的调查与监测

湿地调查与监测是全面了解和掌握湿地资源

及其变化的主要手段，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

都对湿地开展了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中

国开展了针对全国范围内的浅水湖泊、沼泽和泥

炭资源的调查，调查区包括三江平原、若尔盖高

原、青藏高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神农架、横断

山、沿海地区以及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20

世纪80年代初期，卫星影像最早被应用于湖泊、芦

苇(Phragmites austrais)沼泽和海岸湿地调查规划

中[82,83]。1999年，中国第一幅1∶400万沼泽图由中

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编绘、制印和出版、发行。

在1995～2003年和2009～2013年，中国先后两次

对全国范围内的湿地资源进行了调查，基本掌握

了全国湿地资源的分布、类型、成因和发生、发展

规律。2013年，根据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的项

目内容，又针对沼泽类型、植物、水和泥炭资源，进

行了系统调查。

在湿地监测研究中，监测的方法和手段是关

键。20世纪初，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湿地监测基

本采取定点、定时的人工实地采样方法，湿地监测

内容相对简单，基本限于对湿地的分类、分布和数

量的调查，因而其相关研究是零星的和非系统

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自动化仪器逐渐被应用于

湿地监测中，主要体现在湿地面积监测、水质监测

和气象监测等方面。航空遥感技术的出现，基本

解决湿地分布偏远、环境高湿低温等特点这一难

题。在20世纪60年代，湿地监测进入了卫星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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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阶段。与航空遥感监测相比，卫星遥感对湿

地监测具有宏观性、实时性、连续性、经济性和数

据综合性等诸多优点。雷达遥感技术和高光谱遥

感技术将会在湿地监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成

为对湿地实现全天候监测的主要技术手段[84]。

湿地监测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体系，湿地监测

从零星的野外监测点，到非系统的湿地监测站，再

发展到大型的湿地监测台站，目前已经逐渐发展

为网络化的监测台站和众多研究网络。湿地监测

的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的湿地类型、湿地面积等

较为单一的监测到目前的湿地景观变化、湿地植

物以及湿地土壤流失、湿地沙化监测等较为系统

的监测。湿地监测的手段不断改进。从最初单纯

的湿地野外综合考察到现代遥感技术与GIS技术

支持下的湿地动态监测，监测研究不断趋于定量

化、准确化和网络化。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

辨率将是卫星遥感监测总体发展趋势，其中，在湿

地遥感分类技术上，从传统的目视解译方法逐步

发展到有统计学分类(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人

工智能分类(神经网络、专家系统和蚁群算法分

类)、支持向量机分类、决策树分类和面向对象分

类方法等。监测指标也从常见作物长势指标(如

LAI、NDVI、TCI、VCI和NPP等)扩展为湿地植物

长势指标、气候指标和物候指标等[85]。在过去的

20 a中，中国湿地遥感监测研究和应用从深度到

广度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3 未来优先研究重点

3.1 进一步完善湿地科学理论框架

湿地研究也成为国际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

域，出现了《Wetlands》、《Wetlands Ecology and

Management》和《湿地科学》等专业学术期刊。湿

地科学研究要综合地理学、水文学、生态学、土壤

学、生物学、环境学和地球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目前，湿地生态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和综合

研究阶段，各个分支学科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2 关注并牵头设置国际湿地研究计划，促进湿

地科学发展

自 1971年《湿地公约》签署以来，湿地保护和

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目前《湿地公约》已成为

国际上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之一，缔约方达 170

个，全球有 2 309 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已经先后召开了10

次国际湿地大会。国际上许多科学计划与湿地研

究相关。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对湿地

与水的综合报告，为合理利用湿地的理念提供了有

利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提出了众多湿地科学问题。

这些国际研究计划为湿地研究提供了理想场所、契

机和平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湿地保护，湿地科学

研究也得到跨越式发展，急需开展湿地的全球尺度

对比研究，提出并牵头相关国际湿地研究计划，以

早日实现引领国际湿地科学研究的目标。

3.3 服务国家和地方需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

展学科理论

湿地对营养物、重金属等物质具有很强的吸

附、降解和转化作用，因此，其在水质净化方面的

应用潜力巨大。创新人工湿地构建理论、方法和

应用实践研究将极大地丰富湿地科学研究理论。

湿地具有重要的水文调蓄功能，开展湿地关键水

文过程、湿地生态需水和农业用水科学调配、盐碱

化湿地综合治理与资源利用等研究，将为区域商

品粮基地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关的理论

与关键技术。

4 结 论

从 1960年 4月，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现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和东

北师范大学在长春召开首次沼泽研究协作会议，

到第一部《沼泽学概论》、第一幅《中国沼泽图》、第

一部《中国沼泽志》、第一部《中国湿地植被》、第一

部《中国湿地与湿地研究》、第一个“中国湿地植物

标本馆”和第一个“中国沼泽湿地数据库”等湿地

研究系列成果问世，标志着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探索到创建的艰苦历程。21

世纪被誉为湿地保护与恢复的世纪，中国开启了

一系列涉及湿地的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例如，国家

“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等，为湿地保护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近年来，湿地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受到

科学界、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管理部门的

关注和重视。在国际湿地科学研究热持续升温的

大背景下，中国湿地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湿地科

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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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s one of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s on the earth, the wetlands are key components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s globally. Researches on the wetland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a long history. The modern

wetland science is originated from limnology. Wetland science has undergone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

na. At present, it has formed a complete disciplinary system preliminarily.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wetland science from the discipline definition and branches,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and ap-

plication fields; reviewed the main progresses of the researches on wetland science in China from 6 aspects

(wetland biogeochemical cycles, wetland ecological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wetland biodiversity, wet-

land ecosystem services, wetl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nd wetland monitoring), and put

forward future research priorities. The new era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given unprece-

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science, and the researches on wetland sci-

ence in China have been moving toward a new stage since then.

Keywords:Keywords: disciplinary system; top issues; development trend; priority field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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