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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光玉编著的《港口建设与湿地保护》对典型滨海湿地保护发展现状调研及港口规划建设环境因素影
响识别的基础上，分析港口规划建设对湿地植物、动物、海岸地貌及景观生态格局、复合生态系统的
影响，并结合国内外生态港口建设实例，提出能有效降低港口建设对滨海湿地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
保护措施，以期对港口建设与营运过程中的湿地保护进行探索，缓解港口建设与湿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为各级政府交通、海洋、环保等部门管理人员，交通环保专业领域科研人
员及高校师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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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绪论 1.1 湿地与湿地保护 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
渡性地带，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蓄洪防旱
、降解污染、调节气候、防止侵蚀、维持地球化学循环、提供重要物种栖息地等功能，被誉为“地球
之肾”。
 1.1.1 国际湿地保护历史及其现状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压力过大以及粮食安全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受到了过度开发，超过了湿地环境承载力极限，湿地面
积快速下降，质量急剧恶化，生态服务功能严重衰退。
湿地已成为各种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中受威胁最大的一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湿地功能认识的深入，湿地研究与保护逐渐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成为
国际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促进国际合作，加强湿地保护，确保全球生态安全，l8个国家代表团，5个观察员国家于1971年2月
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订了《湿地公约》。
《湿地公约》作为一项政府间协定，为保护和利用湿地及其资源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了行动框
架。
《湿地公约》明确了湿地的概念，即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
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并将每年的2月2日确定为“世界
湿地日”。
 虽然世界湿地保护与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湿地公约》签订也不过30余年，但是发展非常迅速。
目前，《公约》共吸纳了l53个签约国（缔约方），共指定了1634个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达到14560
万hm2，覆盖全球五大洲（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基本奠定了其全球性公约的地位，
成为迄今最大的全球性保护网络体系。
 1.1.2我国湿地保护概况 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资源约占世界总量的10％。
目前，我国现有自然湿地约为3620万hm2，包括库塘和水稻田在内的人工湿地约3228万hm2。
1992年1月3日，我国政府加入《湿地公约》，国务院决定由林业部负责组织和协调履行《湿地公约》
的具体事宜。
1998年，国务院确定国家林业局为湿地主管部门，发挥牵头作用和履行组织协调职能，负责组织协调
全国湿地保护和履行有关国际公约事宜，明确了农业、水利、建设、环保等部门在职能范围内，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的职责分工。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湿地保护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
加强湿地保护，取得了显著效果。
2000年，由国家林业局牵头，17部委共同编制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颁布实施，确定了“积极
保护、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2001年启动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将湿地保护列为重要建设内容，已累计投
资约16亿元用于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湿地保护。
2002年，首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圆满完成，将湿地纳入重大战略问题并组织了专题研究。
国务院2006年正式批准启动由国家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水利部、建设部等10部委共同编制
的《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4～2030），确定了到2030年使全国湿地自然保护区达到713个，国
际重要湿地达到80个，使90％以上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完成湿地恢复工程140.5万hm2，建成53个
国家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示范区，形成较为完整的湿地保护、管理、建设体系，实现使我国成为湿地
保护和管理先进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任务目标。
其中，《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5～2010）》明确提出了5年内投资90亿元，优先启动湿地保护、
恢复等4项重点工程，使我国50％的天然湿地，70％的国家重要湿地得到有效保护的建设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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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港口建设与湿地保护》指出如何协调港口建设与湿地保护的关系，合理利用海洋岸线资源，科学进
行港口邻近区域湿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缓解港口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采取有效措
施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修复，是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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