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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北方沿海有入海河口湿地、三角洲湿地、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海湾湿地、砂质海岸湿地、沉积岛

屿滩涂湿地和滨海泻湖湿地等类型的滨海湿地约１８２．３３×１０４ｈｍ２。由于受到海岸侵蚀、海面上升、风暴潮、入海河

流断流和输沙量减少、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和围垦、城市和港口建设、污染、海岸带油气资源开发、在入海河流上中

游建设水库拦蓄径流和泥沙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北方的滨海湿地发生了严重的退化。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

化表现在物理、化学和生物３个方面。其中物理方面表现为自然湿地面积减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湿地景观格局破

碎化等，化学方面表现为湿地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水体富营养化、潮下带近海湿地赤潮灾害增强、湿地底质和渔获物

污染、湿地土壤含盐量变化等，生物方面表现为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自然湿地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潮间带滩涂

湿地和潮下带近海湿地渔获量减小、自然湿地植被退化演替等。

关键词：滨海湿地；中国北方沿海；退化；物理方面；化学方面；生物方面

　　湿地是地球上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的生态

系统，是自然界中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

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

肾”，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促淤造

陆、降解污染物等方面有重 要 作 用 （Ｗｈｅｅｌｅｒ，

１９９５）。作为全球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碳蓄库之一，

湿地在全球碳循环中有重要作用，保持湿地的固碳

作用，对于应对未来全球变化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主要通过排水和围

垦湿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来实现对湿地的利用，这

引起自然湿地面积减小、湿地水质和底质污染、湿地

生物多样性水平和初级生产力下降、湿地植被退化

等湿地退化问题（崔宝山等，１９９９）。由于湿地退化

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湿地退化研究已经成为湿地科

学研究的热点。近几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的迅猛发

展，人口大量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的

湿地也正面临着严重、快速的退化过程（张永泽等，

２００１）；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

５０年来人类对滨海湿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

中国的滨海湿地发生了严重的退化，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已经丧失的滨海滩涂面积约１１９×１０４

ｈｍ２，城乡工矿建设占用海岸湿地约１００×１０４ｈｍ２，

２者累计约占中国海岸湿地的５０％（谷东起等，

２００３）。本文主要总结长江口以北的中国北方滨海

湿地退化研究的进展。

１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资源概况

１．１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分布

中国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海岸带及

邻近陆上区域分布的滨海湿地面积约２１９．０×１０４

ｈｍ２。其中长江口以北黄海、渤海沿岸的中国北方

滨海湿地分布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上海

等６个省、市，面积约１８２．３３×１０４ｈｍ２，约占全国滨

海湿地总面积的８３．２４％（陈克林，２００６）。上述６

个沿海省、市广义的海岸带范围内面积较大、生态作

用显著的滨海湿地有辽宁省的鸭绿江口湿地、庄河

市滩涂湿地、大连湾湿地、辽河三角洲湿地，河北省

的北戴河滨海湿地、滦河河口湿地、南堡沼泽湿地、

南大港沼泽湿地，天津市滨海湿地，山东省的黄河三

角洲和莱州湾湿地、荣成滩涂湿地、黄垒河和乳山河

河口湿地、大沽河河口和胶州湾湿地、日照砂质海滩

湿地，江苏省的苏北盐城滨海滩涂湿地，上海市的崇



明岛东滩湿地、长兴岛—横沙岛湿地等（表１）（陈克

林，２００６；何桐等，２００９；李鹏辉等，２００８；姜玲玲等，

２００８；王宪礼等，１９９８）。

表１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类型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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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湿地名称 类型 面积（×１０４ｈｍ２） 经纬度位置

辽宁 鸭绿江口湿地 入海河口湿地 １０．８３ ３９°４０′３０″～３９°４０′５０″Ｎ，１２０°２１′～１２３°３１′Ｅ

庄河市湿地 滨海泻湖湿地 ２．２１ ３９°２０′Ｎ，１２２°３０′Ｅ

大连湾湿地 海湾湿地 ３９．１２ ３８°４３′～３８°５７′Ｎ，１２１°０２′～１２１°１５′Ｅ

辽河三角洲湿地 三角洲湿地 ４２．４２ ４０°４０′～４１°２５′Ｎ，１２１°３５′～１２２°５５′Ｅ

北戴河滨海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０．７０ ３９°４９′Ｎ，１１９°３０′Ｅ

河北 滦河河口湿地 入海河口湿地 ０．８０ ３９°２２′Ｎ，１１９°１５′Ｅ

南堡沼泽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３．２４ ３９°０６′Ｎ，１１８°１８′Ｅ

南大港沼泽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１．０２ ３８°３０′Ｎ，１１７°３０′Ｅ

天津 滨海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５．８１ ３８°３４′～４０°１５′Ｎ，１１６°４３′～１１８°１９′Ｅ

黄河三角洲和莱州湾湿地 三角洲湿地、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４５．００ ３６°２５′～３８°１５′Ｎ，１１７°５０′～１１９°３７′Ｅ

荣成滩涂湿地 滨海泻湖湿地 ０．３５ ３７°２５′Ｎ，１２２°３０′Ｅ

山东 黄垒河和乳山河河口湿地 入海河口湿地 １．００ ３６°４８′Ｎ，１２１°３０′Ｅ

大沽河河口和胶州湾湿地 入海河口湿地和海湾湿地 ０．５０ ３６°１０′Ｎ，１２０°１０′Ｅ

日照砂质海滩湿地 砂质海岸湿地 ２．２３ ３５°０４′Ｎ，１１９°２０′Ｅ

江苏 苏北盐城滨海滩涂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湿地 ２４．３０ ３２°３２′～３４°２５′Ｎ，１１９°５５′～１２１°５０′Ｅ

上海 崇明岛东滩湿地 沉积岛屿滩涂湿地 １．６０ ３１°３０′Ｎ，１２１°４５′Ｅ

长兴岛—横沙岛湿地 沉积岛屿滩涂湿地 １．２０ ３１°２３′Ｎ，１２１°４８′Ｅ

合计 １８２．３３

１．２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类型

根据成因、地貌与沉积物类型等中国北方滨海

湿地包括入海河口湿地、三角洲湿地、粉砂淤泥质海

岸湿地、海湾湿地、砂质海岸湿地、沉积岛屿滩涂湿

地和滨海泻湖湿地等７类，各地湿地的面积及位置

如下（表１）（陈克林，２００６；何桐等，２００９；李鹏辉等，

２００８；姜玲玲等，２００８；王宪礼等，１９９８）。

２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的原因

湿地退化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变化，人类对湿地

自然资源过度利用或不合理利用等造成的湿地生态

系统结构破坏、功能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生

产力下降以及湿地生产潜力衰退、湿地资源逐渐丧

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任海等，２００７；王丽

学等，２００３；张晓龙等，２００４）。从动态角度看，湿地

退化是湿地生态系统的一种逆向演替过程，是系统

在物质、能量的匹配上存在着某一环节不协调，或者

由于某种不利量变过程已达到使系统发生蜕变的临

界点。在此情形下，原有的生态系统会逐渐演变为

另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低水平状态的系统，即退化的

湿地生态系统 （张晓龙等，２００４；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主要由海岸侵蚀、海

面上升、风暴潮、入海河流断流和输沙量减少、气候

变化、围垦、城市和港口建设、污染、海岸带油气资源

开发、在入海河流上中游建设水库拦蓄径流和泥沙

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谷东起等，２００３；张

绪良等，２００４ｂ）。其中人为因素在中国北方滨海湿

地退化过程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３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的表现

３．１　湿地退化的物理方面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表现在物理、化学和

生物３个方面。湿地退化的物理方面表现为湿地面

积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等方面，如自然湿地面积减

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等（张

绪良等，２００４ｂ）。

由于农业围垦和油田开发，辽河三角洲湿地面

积从１９８４年的３６．６×１０４ｈｍ２下降到１９９７年的

３１．５×１０４ｈｍ２，减少了１４％，其中自然湿地减少了

１０．３％。许多自然湿地转化为虾蟹池、水田等人工

湿地，“八五”期间油田开发占用了辽河三角洲３．１９

×１０４ｈｍ２自然湿地（王西琴等，２００６）。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随着自然湿地转化为水田和虾蟹池等人工湿地，

辽河三角洲湿地表现出明显的景观格局破碎化过程

（李加林等，２００６）。全球变暖导致的绝对海面上升

是导致未来辽河三角洲面积减小的一个重要因素，

栾维新等（２００４）的研究表明，未来海面上升１３ｃｍ

和６９ｃｍ时，在平均大潮高潮位、历史最高潮位和百

年一遇高潮位背景下，辽河三角洲河流、滩涂和苇地

２６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等类型的滨海湿地被海水淹没的总面积分别为

７．４０×１０４ｈｍ２和８．０２×１０４ｈｍ２、１３．５６×１０４ｈｍ２和

１５．２５×１０４ｈｍ２、１４．１１×１０４ｈｍ２和１５．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

由于围海发展渔业和养殖业和人类活动干扰强

度的加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大连市的大连湾滨海湿地

面积减小了，其中海岸湿地减少了７０８１ｈｍ２，减少

了１０．９８％，沼泽湿地减少了１８３０ｈｍ２，减少了

１１．６６％，而人工湿地盐田及养殖池面积增加了

５４７２ｈｍ２，增加了８．６０％。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湿地

景观总体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降低、景观破碎

度增大等湿地退化过程（姜玲玲等，２００８）。

由于受气候暖干化使黄河天然来水、来沙量减

少和河口淤涨速度变缓、风暴潮侵袭、海岸侵蚀等因

素影响，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１０年间黄河三角洲滨海湿

地的面积减少了２．５９×１０４ｈｍ２（张晓龙等，２００７）。

受黄河来水和来沙量减少、围垦、油田开发、海水养

殖、城镇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

响，近２０年来，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景观格局破

碎化程度明显提高，自然湿地景观面积也减小了（刘

键等，２００８；王瑞玲等，２００８）。

１９５４～２００２年山东荣成朝阳港泻湖湿地的景

观格局破碎化程度也显著提高了，其主要原因是围

垦泻湖建设农田、盐田和养殖池（谷东起等，２００５）。

受气候变化、入海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减少、风

暴潮和海岸侵蚀、围垦、养殖池和盐田建设、水资源

超量开采、道路与港口建设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

响，１９８７～２００２年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也发生了明

显的自然湿地面积减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湿地景

观格局破碎化程度加重等湿地退化过程（谷东起等，

２００６；张绪良等，２００９ａ）。

近５０年来，胶州湾滨海湿地也因围垦、养殖池

塘和盐田建设、入海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减少等导

致自然湿地面积减小和景观格局破碎化（张绪良等，

２００４ａ）。近几十年来日照砂质海滩湿地也受滨海采

沙和海面上升等引起的海岸侵蚀影响面积明显减小

（庄振业等，２０００）。

由于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围垦利用和开挖鱼塘等

因素，１９７５～２００６年苏北盐城滨海湿地出现了自然

湿地面积减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等湿地退化过程

（翟可等，２００６；刘春悦等，２００９）。受围垦等因素的

影响，近几十年来杭州湾滨海湿地面积已经大幅度

减小（吴明，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对杭

州湾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研究。

由于过度围垦、渔业开发等因素上海市崇明东

滩湿地也出现了自然湿地面积减小、湿地质量下降

等湿地退化现象（杨永兴等，２００４）。

中国

３．２　湿地退化的化学方面

滨海湿地退化的化学方面表现为湿地温室气体

排放增加、水体富营养化、潮下带近海湿地赤潮灾害

增强、湿地底质和渔获物污染、湿地土壤含盐量变化

等方面（张绪良等，２００４ｂ）。与湿地退化的物理方

面相比，对中国北方滨海湿地退化的化学方面研究

还不够深入。

气候变暖导致的绝对海面上升使辽河三角洲湿

地相对高程下降，同时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和在河口

建防潮闸使双台子河等河流入海径流量和含沙量显

著减少，这导致滩涂侵蚀后退、海水沿河道入侵、滩

涂土壤含盐量增加和盐地碱蓬（犛狌犪犲犱犪狊犪犾狊犪）湿地

面积逐年萎缩（杨翠芬等，２００４）。辽河三角洲化肥

和农药的大量施用以及油田开发造成地表水质较

差，河流基本属于超ｖ类水体，严重危及动、植物的

生存。如曙光一区的苇田，由于油田的生产活动影

响水质，芦苇产量由原来的６．５ｔ／ｈｍ２下降到５ｔ／

ｈｍ２左右（王西琴等，２００６；蒋卫国等，２００５ａ）。

由于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旅游业的

发展以及农药、化肥的面源污染等大连湾滨海湿地

也正面临着环境污染问题。湖泊普遍受到氮、磷等

营养物质的污染，水体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河流水污染主要为有机污染。近年来，近海海域主

要受营养盐污染和有机污染，污染损害事件频繁发

生，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呈恶化趋势。湿地环境污染

不仅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致使水质变坏，而

且环境污染对湿地的威胁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

增大（姜玲玲等，２００８）。

芦苇（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等湿地植物具有

吸收ＣＯ２等温室气体以调节气候，截留和降解污染

物等功能，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退化、自然湿地面积

减小后，其气候调节、水质净化功能会降低（刘键等，

２００８）。随着东营市城市建设、农业开发、海水养殖、

工矿企业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黄河三角洲不同类

型湿地的污染状况都长期难以有效地改善，致使近

岸水域的环境质量连年来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中，严

重影响着三角洲湿地生物多性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

展（张晓龙等，２００７）。

来源于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农田地表径

流、灌溉余水和养殖废水的Ｎ、Ｐ元素通过河流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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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到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这使得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间莱州湾南岸潮下带近海湿地海水中无机氮、无机

磷的含量不断升高，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和赤潮灾害

加剧（张绪良等，２００８）。自然湿地面积减小这一湿

地退化过程使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的固碳和固氮功

能下降，按照湿地光合作用过程每形成１ｇ有机质吸

收１．６３ｇＣＯ２计算，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２年莱州湾南岸滨海

湿地光合作用固定的ＣＯ２总量分别为５４．６１×１０
４ｔ

和１２．３４×１０４ｔ。按照自然湿地、人工湿地的平均氮

吸收能力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ａ计算，１９８７和２００２年莱州

湾南岸滨海湿地吸收的总氮量分别为０．６１×１０４ｔ

和０．１５×１０４ｔ（张绪良等，２００９ｃ）。

胶州湾湾口狭窄（宽仅３ｋｍ）使湾内外水体交

换受阻，沿岸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工业、海运业、养殖

业及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将工业和生活污水、船舶

含油废水、养殖废水、船舶事故溢油和倾倒在滩涂的

工业、生活固体垃圾等大量污染物质排入胶州湾。

逐年增大的污染物排量使胶州湾潮间带湿地底质和

潮下带湿地水质不断恶化，胶州湾潮下带湿地海水

中无机氮、无机磷含量，胶州湾东部、北部潮间带湿

地底质中铅和锌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张绪良等，

２００４ａ）。

由于人口剧增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每年自沪、

杭、甬３市通过钱塘江向海排放的污水达３０×１０８ｔ，

污水直接影响了杭州湾滨海湿地的水质，引起潮下

带近海湿地水体的富营养化和赤潮灾害。大量使用

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产品造成了稻田等人工

湿地的严重污染（吴明，２００４ａ）。

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被围垦后用于农业用地和

水产养殖，农田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及养殖废水导

致严重的湿地污染，这是崇明岛东滩湿地退化的重

要原因（杨永兴等，２００４）。

３．３　湿地退化的生物方面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在生物方面主要表现

为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自然湿地净初级生产

力降低、潮间带滩涂湿地和潮下带近海湿地渔获量

减小、自然湿地植被退化演替等方面。

辽河三角洲湿地退化的生物方面主要表现为湿

地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自然湿地净初级生产力降

低２个方面。辽河三角洲滨海湿地是东亚水禽迁徙

路线上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也是野生丹顶鹤

（犌狉狌狊犼犪狆狅狀犲狀狊犻狊）繁殖的最南限和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黑嘴鸥（犔犪狉狌狊狊犪狌狀犱犲狉狊犻）繁殖地。在这里栖息繁

殖的２３６种鸟类、１１４种水禽，２３种国家一、二级保

护水禽因为自然湿地景观斑块面积减小和景观格局

破碎化等生境破坏过程受到严重的威胁。如到

２００５年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适宜丹顶鹤营

巢的芦苇沼泽湿地由保护区建立初期的９５００ｈｍ２减

少到１５００ｈｍ２，按照每对丹顶鹤需要湿地３００ｈｍ２

计算，保护区核心区的丹顶鹤承载力已经从３２对锐

减至５对，野外观测表明，整个辽河三角洲湿地的繁

殖丹顶鹤已经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０多对减少至２００５年

的１０对左右。而栖息在辽河口的国家保护动物斑

海豹从１９８２年的１００余头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不足

３０头（王西琴等，２００６；李晓文等，２００２）。根据辽河

三角洲湿地景观变化研究的结论，辽河三角洲滨海

湿地中沼泽湿地由１９８６年的８８３４９ｈｍ２下降至

２０００年的８２１４４ｈｍ２，按其平均净初级生产力为

１４．１５ｔ／ｈｍ２·ａ计算，１５年间因自然湿地面积减

小，仅芦苇沼泽湿地总净初级生产量就下降了８．７８

×１０４ｔ，降幅为７．０２％（蒋卫国等，２００５ｂ；刘红玉等，

２００１）。

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也因湿

地退化而明显下降。由于黄河三角洲各入海河口水

质受到严重的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广利河、神

仙沟等河流河口区鱼、虾、贝类已经基本绝迹；黄河

三角洲外围的滩涂、浅海水质因受到石油类的污染

生物多样性也降低；因河口、滩涂生物多样性降低和

沼泽湿地面积减小、景观格局破碎化，黄河三角洲滨

海湿地的水禽食物来源减少、栖息与繁殖的生境受

到破坏，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鸟类多样性水平也

明显下降（贾文泽等，２００３）。受围垦、油田开发、海

水养殖、城镇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因素的影响，黄

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中的苇田面积由１９８１年的

６９２２３．９ｈｍ２下降至１９９８年的２４３８２ｈｍ２，按照平

均净初级生产力７．９ｔ／ｈｍ２计算，苇田总计初级生

产量下降了３５．４３×１０４ｔ，降幅为６４．７８％（刘红玉

等，２００１；张绪良等，２００９ｂ）。

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和净初

级生产力也随着自然湿地面积的减小和湿地植被的

退化演化而降低。由于围垦湿地建设养殖池塘和盐

田等原因，１９８７～２００２年莱州湾南岸生长自然湿地

植被的潮上带自然湿地面积由２０１８１．１２ｈｍ２下降

至４６１９．１４ｈｍ２，按照潮上带各种自然湿地平均净

初级生产力１６．６０ｔ／ｈｍ２计算，１５年间湿地的总净

初级生产量由３３．５０×１０４ｔ下降到７．５７×１０４ｔ（包

括新建成的人工湿地总净初级生产量），降幅为

７７．４０％。自然湿地景观面积减小和景观格局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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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水禽等的生境受到破坏，生物多样化水平降

低。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时，原来在自然湿地分布较多

的一 些 珍 稀 濒 危 湿 地 植 物，如 芡 实 （犈狌狉狔犪犾犲

犳犲狉狅狓）、珊瑚菜（犌犾犲犺狀犻犪犾犻狋狋狅狉犪犾犻狊）、天麻（犆犪狀狀犪犫犻狊

狊犪狋犻狏犪）、小果白刺（犖犻狋狉犪狉犻犪狊犻犫犻狉犻犮犪）等已经非常罕

见。这也破坏了大天鹅（犆狔犵狀犪狊犮狔犵狀犪狊）、白鹳

（犆犻犮狅狀犻犪犮犻犮狅狀犻犪）、白鹤（犌狉狌狊犾犲狌犮狅犵犲狉犪狀狌狊）、丹顶

鹤、灰鹤（犌．犵狉狌狊）和大鸨（犗狋犻狊狋犪狉犱犪）等珍稀濒危

水禽的栖息地和觅食地（张绪良等，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ｃ）。

胶州湾潮上带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潮下带近

海湿地和滩涂面积减小、水质恶化等湿地退化过程

也导致渔获种类和鱼获量下降，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捕捞

业在潮下带近海湿地的鱼获种类有１０９种，１９９０年

以后下降至５８种，鱼获种类减少了４６．３％，网获量

仅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１０％左右。由于潮间带湿

地面积减小、污染加剧等原因，胶州湾东部沧口潮间

带湿地的腔肠动物、多毛类、软体动物、甲壳类、腕足

类、脊皮动物、原索动物等动物种数由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年的１４１种下降到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的１７种；胶州湾

的大沽河河口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和面积减少导致

水禽食物减少和生境恶化，在此越冬和逗留的水禽

种群种类减少、个体数量下降（张绪良等，２００４ａ）。

钱塘江向海排放的污水引起的杭州湾滨海湿地

水质恶化，对湿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潮下带近海湿地水体富营养化和赤潮灾害给渔业生

产尤其是沿岸养殖业也带来了重大损失（吴明，

２００４ａ）。

江苏盐城滨海湿地是中国沿海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重要地区之一，物种数量约占中国海岸带总数

的１／４。作为中国北方重要滨海湿地之一，区域内

有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２个自然保护区，是丹顶鹤、黑嘴鸥、麋鹿

（犈犾犪狆犺狌狉狌狊犱犪狏犻犱犻犪狀狌狊）、獐（犎狔犱狉狅狆狅狋犲狊犻狀犲狉犿犻狊）

等濒危物种保护的关键地区。在此越冬的丹顶鹤数

量占世界种群的一半以上。每年春、秋两季大约有

近３００万只候鸟经停此地，２０多万只水禽在此越

冬。但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出于保滩护岸目的引种的互

花米草（犛狆犪狉狋犻狀犪犪犾狋犲狉狀犻犳犾狅狉犪）以先锋植物群落的

形式取代碱蓬（犛狌犪犲犱犪犵犾犪狌犮犪）群落在盐城滨海滩

涂上定居并迅速扩散，形成全国面积最大的互花米

草分布地区，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尤

其是水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春悦等，２００９）。

过度放牧则是造成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植被退

化的重要因素。此外，该湿地具有丰富的浮游生物、

底栖生物和中华绒鳌蟹（犈狉犻狅犮犺犲犻狉狊犻狀犲狀狊犻狊）、黄泥

螺（犅狌犾犾犪犮狋犪犲狓犪狉犪狋犪）等水产资源。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每年冬春之交鳗苗汛期有１０多个省、市的成千

条渔船在长江口捕鳗苗严重干扰了雁鸭类的越冬。

由于缺乏统一管理鱼类、贝类、蟹类资源也因高强度

采捕而退化。芦苇是崇明岛东滩湿地的优势种植

物，每年秋季大规模采收芦苇造成了湿地底栖生物

和鸟类的破坏（杨永兴等，２００４）。

４　结论

分布在黄海、渤海沿岸辽宁、河北、天津、山东、

江苏、上海６省、市沿海的中国北方滨海湿地总面积

约１８２．３３×１０４ｈｍ２，约占全国滨海湿地总面积的

８３．２４％。根据成因、地貌与沉积物类型等中国北方

滨海湿地包括入海河口湿地、三角洲湿地、粉砂淤泥

质海岸湿地、海湾湿地、砂质海岸湿地、沉积岛屿滩

涂湿地和滨海泻湖湿地等类型。

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５０

年来人类对滨海湿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中

国的滨海湿地发生了严重的退化，目前中国已经丧

失滨海湿地约２１９×１０４ｈｍ２，约占中国海岸湿地的

５０％。导致中国北方滨海湿地严重退化的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主要有海岸侵蚀、海面上升、风暴潮、入

海河流断流和输沙量减少、气候变化、围垦、城市和

港口建设、污染、海岸带油气资源开发、在入海河流

上中游建设水库拦蓄径流等。

中国北方滨海湿地的退化表现在物理、化学和

生物３个方面。其中滨海湿地退化的物理方面表现

为自然湿地面积减小、人工湿地面积增大、湿地景观

格局破碎化等，滨海湿地退化的化学方面表现为湿

地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水体富营养化、潮下带近海湿

地赤潮灾害增强、湿地底质和渔获物污染、湿地土壤

含盐量变化等，滨海湿地退化的生物方面主要表现

为湿地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自然湿地净初级生产

力降低、潮间带滩涂湿地和潮下带近海湿地渔获量

减小、自然湿地植被退化演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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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ｔｃ．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ｔｈ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ｔｉｄｅｏｆｓｕｂｔｉｄ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ａｔｃｈｅｓ，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ｅｔｃ．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ｅｔ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ｕｂｔｉｄａｌｗｅｔｌａｎｄ，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犓犲狔 狑狅狉犱狊：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评选揭晓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管

理委员会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终评会议（基金

管理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孙枢、任纪舜、邱中

建等２３位委员及代表出席，孟宪来副主任主持会议。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产生了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他们是（以姓氏拼音为序）：

冯志强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化建新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

金凤鸣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

李天斌　成都理工大学

孟祥连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

彭云彪　核工业二Ｏ八大队

邱桂强　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

施俊法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隋旺华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田　军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王登红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明安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肖文交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招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郑建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是地质界青年最高奖，至止，已

有６７人获得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前四届获奖者

分别得到温家宝、曾培炎、李克强等接见、颁奖。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程序是候选人推

→ → → →荐 资格审查 专家初评 公示 委员会终评。

会议还讨论了募集资金、扩大基金规模的实施方案，讨

论了修改奖励条例的基本思路。

（禹启仁、章雨旭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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