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2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浅析湿地生态保护现状及修复对策 
 

钱雨薇  甄娜  张刚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DOI:10.32629/btr.v3i8.3338 

 

[摘  要]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而城市湿地则是城市的守护神。湿地生态系统也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类对湿地生态的保护措施不到位,导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了自

然环境,所以,相关人员必须要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来改善湿地生态,恢复自然环境。鉴于此,文章就湿地

生态保护现状及修复对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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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湿地保护的重要性 

1.1湿地保护带来的经济效益。湿地

保护可以给区域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

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

湿地保护可以给区域带来多品种动植物

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湿地会

盛产很多鱼、虾等副产品,而且湿地生态

系统中很多动植物都有药用功效,可以

给当地区域药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

作用；其次,湿地可以给人们提供充足的

水资源,一个区域的发展需要许多水资

源,湿地的存在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工

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保证区域经济的发

展； 后就是湿地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多

矿物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湿地

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天然碱、石膏等多

种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湿地中还隐藏

着很多油田,地下石油的存在可以充分

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 

1.2湿地保护带来的社会效益。除了

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湿地的存

在还会为区域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湿

地可以作为人们集聚、娱乐、教育的场

所,湿地拥有很多的野生动植物,独特的

湿地景色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旅游去处,

而且湿地的生态环境也适合人类居住,

为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居住场所；同时,

部分湿地还保存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

人们学习和探究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

此外,湿地生态系统中拥有的许多动植

物资源,具有极强的科研研究价值,这里

面存在许多古老生物品种,为生物的研

究发展提供充足的科研素材。 

1.3湿地保护带来的生态效益。在生

态效益方面,湿地主要体现在物质循环、

生物多样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等方面：跟

其他生态系统一样,湿地拥有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这些动植物具有种类繁多等

特点,具体包括了水生植物、水生动物、

两栖动物、陆地动物等；同时湿地还是

很多水禽良好栖息场所,为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而且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也为基因多样性的研究带来

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湿地在水平衡

调节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作用,它可以有

效的控制洪水,对地下水进行补充,保证

水源的充足性； 后,湿地生态系统可以

对周围的气候进行调节,因为湿地系统

特有的地理环境,湿地的土壤层对于二

氧化碳具有一定的固定作用,可以有效

地进行环境气候调节；此外,湿地系统在

污染净化方面也具有很好的作用,它可

以有效净化水资源,给人们提供干净的

水源。 

2 我国湿地生态现状分析 

2.1城市化对湿地的影响。随着社会

的发展城市化急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对湿地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城市化过程

中,城市水面率逐步降低,不透水面积逐

步扩大,导致城市湿地系统逐步消失。湿

地面积逐步减少。同时人口增加,大量的

生产生活用水未经处理排入湿地,超出

其自净能力,是湿地水体、土壤受到严重

污染。据统计,长江每年接受的废水、污

水量,是20世纪70年代的3倍。我国沿海

地区累计已丧失滨海滩除湿地约119万

公顷,有因经济建设占用湿地约100万公

顷,也就是说,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

50%被毁掉了。 

2.2生态环境变化对湿地的影响。环

境的污染、温室气体无休止的排放以及

等等一些其他因素,导致生态环境变化

严重,气候暖干化,冰川消减,风蚀、冻蚀,

雪线上升,鼠害、虫害,地温升高,冻土退

化,降水减少,草场破坏,水土流失,沙漠

化等,都对湿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我国

西部地区干化趋势明显,湿地生态退化

不可回避。 

2.3湿地保护、社区扶贫经费投入不

足,旅游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资者和管理

者在实现资金回笼的同时,应投入一定

比例的资金对湿地资源进行维护,必要

时应对受损湿地进行建设性恢复。但是,

由于受经济利益的趋势,开发者往往重

开发轻保护,很少或几乎不拿出资金进

行资源的保护与建设,这给湿地生态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对策 

3.1加强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

国开发湿地生态旅游中的很多问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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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缺乏明确的法规、条例有关。政府应

制定适宜的湿地保护、利用和管理条例,

并加强监督和检查。首先,法律是 有

力 强制的措施,湿地治理也应做到有

法可依,为了防止我国湿地生态环境继

续恶化,湿地立法刻不容缓,通过有关

法律程序,如民事、刑事等等来进行湿

地保护,加快湿地保护方面立法步伐。

其次,制定有关行政部门的湿地保护政

策,在湿地生态管理中要建立和完善科

学的湿地监控和功能评价体系,对已有

的湿地进行长年的追踪测定和调控,并

且强制执行湿地保护政策,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3.2湿地污染要防治、治理统筹兼

顾。湿地管理要贯彻执行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湿地污染主

要来自工农业的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中

的污水和废弃物的排放,要严格加强对

城市排污场所的管理。严禁在湿地附近

进行大型农业生产、建设重污染工业园,

已建的工业基地要强行迁走。对已经污

染的湿地,通过一些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对退化或者消失的城市湿地进行修复或

者重建,逐步恢复湿地受干扰前的结构、

功能及相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

终达到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

状态。严格做到治理和防治统筹兼顾。 

3.3加强对现有湿地的保护,对已破

坏湿地进行建设性恢复。实践证明,建立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现有湿地资源的 有

效的途径。但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数量仍

然太少,面积也太小,现有的湿地自然保

护区不能有效的保护湿地资源。我们应

在对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加强管理的同

时,增加湿地保护区的数量,加大经费投

入,加强对湿地及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

和监测工作,为湿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可

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对已破坏湿地进

行建设和恢复的方法主要有休牧、休渔、

建设生态工程等。生态工程是恢复已破

坏湿地的一个根本性办法,它是指通过

人为的培育替代生境来代替以污染了的

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工程时,应注意替代

生境与原生境的功能相等性。 

3.4加强对湿地开发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及监督,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

首先,目前我国虽然已建立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但在生态影响评

价的管理方面仍很薄弱,特别是对于已

经明确需要采取生态恢复和补救措施的,

也因缺乏法律保障而难以执行。目前我

国应当围绕国家生态建设工作重点,建

立生态影响评估制度,不断完善湿地保

护管理制度,保护好现已为数不多的天

然湿地。其次,提高公众意识。广泛地开

展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宣传教育,重

点是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湿地保

护管理人员、湿地开发利用者、当地社

区人员及青少年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湿地

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意识教育。 

4 结语 

总之,湿地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

有效的保护及修复才能发挥出其 大

的价值和优势。所以,要加强湿地系统

的科学有效性保护和修复工作,加大对

湿地生态和资源保护与修复工作的关

注力度,改善湿地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存

在的管理机制、平台问题等影响,为湿

地生态和资源的创新和保护工作提供

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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