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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湖北省武汉市沉湖湿地芦
苇摇曳，透过高倍望远镜，一只白羽
大鸟出现在视野中。“是卷羽鹈鹕！”
湿地保护志愿者杨睿兴奋地说。卷
羽鹈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已连续两年来沉湖湿地“报到”。

被誉为“水鸟天堂”的沉湖湿地，
是武汉众多湿地中的一个。武汉拥
有 165 条河流、166 个湖泊，湿地面积
达 16.2 万公顷，占全市面积的 18.9%。
11 月 5 日至 13 日，《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在武汉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珍爱湿地

守护未来 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
的致辞。习近平指出，中国湿地保护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构建了保护制度
体系，出台了《湿地保护法》。中国将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
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
制定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将
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把约 1100 万
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施全
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
程。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在深
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支持举办
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让我们共同努
力，谱写全球湿地保护新篇章。

大会看点

作为全球第一部政府间多
边 环 境 公 约 ，《湿 地 公 约》于
1971 年 2 月 2 日由来自 18 个国
家的代表在伊朗海滨城市拉姆
萨尔签署，全称为《关于特别是
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
地公约》。

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湿地
公约》的内涵已由关注水禽栖息
地和迁移水鸟的保护，延伸到注
重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功能
的发挥。缔约方发展到目前的
172 个。中国政府于 1992 年正
式加入《湿地公约》，成为公约第
67个缔约方。

通常每三年召开一次的缔
约方大会，是公约最高决策机
构，主要审议公约过去三年的执
行情况、公约发展战略，修订《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通过相关决
议。按照惯例，缔约方大会的参
会人员主要为各国政府代表团、
相关国际组织及民间团体代表、
专家学者等。

除了审议公约发展战略性
议题，发布公约战略框架等大会
成果，此次大会还有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审议全球湿地发
展战略等重大履约事项。

根据议程安排，大会定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13 日举办，
在湖北武汉设线上线下主会场、
在瑞士日内瓦设线上线下分会
场，探讨公约发展方向，审议重
要履约事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
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武汉线上
线下主会场主要活动包括大会
开幕式、部级高级别会议、中国
湿地成就展、中国系列边会、湿
地考察等。

与此同时，设在日内瓦的线
上线下分会场，将举办全体会
议、常委会会议、区域会议、各国
边会、国际湿地展、闭幕式等活
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30 周年。
为系统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武汉市还将东湖国家湿地
公园内一处废弃水厂进行生态
化改造，并策划特色展陈，展示
中国履约 30年成果。

——重要议程:
■此 次 大 会 期 间 将 对 第 二

批国际湿地城市进行授牌，其中
包 括 我 国 合 肥 、济 宁 、南 昌 、盘
锦、武汉、盐城等城市。

■大 会 将 积 极 争 取 中 外 各
方支持，推动在中国建立国际红
树林中心，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
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和科研平
台，重点开展国际培训研讨、科
研宣教及红树林保护项目。

■大 会 将 以 制 定 公 约 第 五
期战略规划为契机，推动审议通
过《2025 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战
略框架》，引领公约发展方向，并
对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全球湿地
保护作出规划，推动全球湿地保
护开启新的篇章。

中国湿地保护成效显著

▶目前，中国湿地总面积 8.5亿亩左右，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中国目前有 901 个国家湿地公园，600 多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 64 处，国家重要湿地

29处，省级重要湿地 1021处，13个国际湿地城市。

▶根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统计，中国湿地高等植物约 200科 692属 2315种。全世界雁鸭类有

168种，中国湿地就有 54种，约占 32%。全世界鹤类有 15种，中国就有 9种，占 60%。中国湿地还是世
界水禽的重要繁殖地、越冬地和候鸟迁徙的停歇地，如新疆巴音布鲁克湿地是天鹅的重要繁殖地，江苏盐城
沿海滩涂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越冬地，江西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越冬地，在此越冬的白鹤占全世界

总数的 95%以上。

▶我国陆续实施了三个五年期实施规划，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98亿元，实施了 4100多个工程项目，
带动地方共同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湿地保护成效明显，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守护“地球之肾”的重要性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和
“物种基因库”,具有重要的生态
服务功能 ,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固
碳减排、缓解和预防自然灾害等
方面作用显著。然而 ,受农业活
动、气候变化等影响 ,全球湿地缩
减和退化形势严峻 ,守护湿地亟
需各方携手同行。

根据《湿地公约》,广义上的湿
地不仅包括所有湖泊和河流、地
下蓄水层、沼泽、湿草甸、泥炭地、
绿洲、河口、三角洲和滩涂、红树
林和其他沿海地区、珊瑚礁等 ,还
包括鱼塘、稻田、水库和盐田等。
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调

查和研究 ,将《湿地公约》湿地分
类体系进行了整合与归并 ,划分
为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
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等 5
类 34型。

《湿地公约》秘书处 2021 年
12 月发布《全球湿地展望》特别
版报告指出 ,湿地在减排、适应气
候变化影响、扭转生物多样性损
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是最
为有效的碳汇陆地生态系统之
一。

例如 ,在以滨海湿地为代表的
“滨海蓝碳生态系统”中 ,红树林
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

林的 55 倍。仅占地球表面积 3%
的泥炭地 ,储存了全球 30%的陆地
碳。“蓝碳”即蓝色碳汇 ,是指利用
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 ,并将其固定、储存在
海洋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全球湿地展望》报告还强调 ,
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可助推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
提升湿地管理水平可带来健康、
食物和水资源安全等红利。据估
算 ,全球湿地每年提供的健康、福
祉和安全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
达 47.4万亿美元 ,可见守护湿地就
是守护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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