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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宪国，男，创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
得者，吉林省第二批优秀省管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湿地生态与环境中心
主任，中国科学院湿地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主任
，吉林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多年来主要从事自然地理、湿地科学的研究
工作。组织开展了典型类型湿地水陆相互作用过程、资源环境效应的研究，通过对湿地水陆相互作用
的物质平衡关系、物质通量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的研究，揭示了典型类型湿地功能及其变化，建立了不
同类型湿地优化管理模式，阐明了人类活动影响下三江平原湿地的演替特征。主持了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全球环境基金（UNDP/GEF）项目“通过湿地生物多样性电子图的制作，开展对生物多样性有益
的土地利用规划示范”、科技部支持项目“中国湖泊水质、水量和生物资源调查”专项“东北地区湖
泊生物资源调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典型湿地水陆相互作用”、“资源环境效应
及调控”、科技部中央级科研院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国家野外试验站监测规范与数据标准化
”专题--“湿地国家野外试验站监测规范”等40多项项目。主持的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
奖一项，黑龙江省环保局一等奖一项。发表SCI及国内核心期刊文章90余篇，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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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形成过程与演化第八章 中国湿地退化及驱动因素第一节 中国湿地退化现状第二节 全球环境变化对
中国湿地的影响第三节 生产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第四节 其他干扰方式对中国湿地的影响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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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估模型研究第三篇 中国湿地分区分论第十章 东北地区湿地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经济概况第二节 
湿地类型与分布第三节 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第四节 湿地资源及其利用与保护第十一章 华北地区混地第
一节 自然环境与经济概况第二节 湿地类型与分布第三节 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第四节 湿地资源及其利用
与保护⋯⋯第四篇 中国湿地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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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湿地恢复的可行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环境的可行性和技术的可操作性。通常情况下，湿地恢
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现存的环境条件及空间范围所决定。现时的环境状况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
期发展的结果，其内部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可以在湿地恢复过程中
人为创造一些条件，但只能在退化湿地基础上加以引导，而不是强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恢复具有
自然性和持续性。比如，在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自然恢复速度比较快，而在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条
件下，自然恢复速度比较慢。不同的环境状况花费的时间也就不同，甚至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恢复很
难进行。另一方面，一些湿地恢复的愿望是好的，设计也很合理，但操作非常困难，恢复实际上是不
可行的。因此，全面评价可行性是湿地恢复成功的保障。　　2.稀缺性和优先性原则　　计划一个湿
地恢复项目必须从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出发，应该具有针对性。为充分保护区域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及湿
地功能，在制定恢复计划时应全面了解区域或计划区湿地的广泛信息，了解该区域湿地的保护价值，
了解它是否是高价值的保护区，是否是湿地的典型代表类型，是否是候鸟飞行固定路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等等。尽管任何一个恢复项目的目的都是恢复湿地的动态平衡而阻止陆地化过程，但轻重缓急在恢
复前必须明确。例如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它们的栖息地恢复就显得非常重要，即所谓的稀缺
性和优先性。因为小规模的物种、种群或稀有群落比一般的系统更脆弱更易丧失。但恢复这种类型的
湿地难度也就很大，常常会事与愿违。　　3.美学原则　　湿地具有多种功能和价值，不但表现在生
态环境功能和湿地产品的用途上，而且具有美学、旅游和科研价值。因此在许多湿地恢复研究中，特
别注重对美学的追求，如国内外许多国家对湿地公园的恢复都体现了美学设计与组合的观点。美学原
则主要包括最大绿色原则和健康原则，体现在湿地的清洁性、独特性、愉悦性、可观赏性等许多方面
。美学是湿地价值的重要体现。　　4.主导性与综合性原则　　对湿地的恢复应考虑到湿地的各个要
素，包括水文、生物、土壤等要素。其中水文要素应优先考虑，因为水是湿地存在的关键，没有水就
没有湿地。在沼泽湿地进行水源补给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水质、水量、水温、水中悬浮物等状况，及
时实现对水质的监测分析，以免对沼泽湿地产生二次污染。在考虑水的同时，兼顾生物、土壤等要素
，只有将湿地要素综合起来考虑，才可避免恢复湿地再次出现退化现象。例如要恢复的湿地中存在一
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物种，它们的栖息地恢复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作为人类水源地的湿地，其水质恢
复就应该优先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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