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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拥有一些全球最独特的天然湿地，面积超过2400万公顷。
这些湿地支撑着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为当地居民提供大米、蛋白质、药
物、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但是，许多障碍一度使这些具有全球意义的湿地生物多样性无法得到合理利
用，如发展规划中缺少湿地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以及湿地管理跨部门合作机制的空白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项目
”（中国湿地项目）正是对这些挑战的及时应对，旨在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到国家、省和地
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中去。
　　虽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经将“主流化”确认为实现公约各个目标的主要途径，但是许
多从事湿地保护的工作者仍然对此概念理解不足。
针对这一问题，2007年12月1～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湿地
国际中国办事处与中国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召开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实践与交流”国际
研讨会，会议主要目的是搭建沟通平台，让中国从事湿地保护的工作者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以及从事湿
地管理和相关领域（如水资源管理）主流化工作的国际组织在这一平台上充分交流。
　　本书是此次会议的正式文字记录，包括13个部分，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湿地公
约》和世界自然基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等各个角度出发，详细阐述
了湿地保护主流化的方式、方法、机制和实践。
本书旨在进一步夯实和提高相关知识，实现全球环境基金“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到生产景观”的战略
目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2008～2011年战略计划》提出的“将环境保护主流化到可持续发展中”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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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家林业局GEF湿地项目办公室组织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有关专家对“湿地生物多样
性保护主流化的实践与交流”国际研讨会的会议论文进行整理汇编而成。
全书共分为13部分，前7部分为中文，后6部分为英文。
本书讲述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理论基础、主要方法和手段，并分别从国际层面、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地方层面介绍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案例，阐述了关于湿地基础研究及保护的
建议。
本书旨在通过对不同尺度、不同类型湿地保护主流化的实践和案例的分析，分享湿地保护主流化的国
内外经验，探讨湿地保护主流化所面临的挑战，为推动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的湿地保护主流
化提供方向、思路和方法。
    本书可供从事湿地保护工作的管理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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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湿地的研究不得不追溯至16世纪中期湖沼学和沼泽学的发展起源。
而“湿地”（wetland）一词则晚至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于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第一次湿地清查和编目
的工作指南中。
由于湿地一词的出现和使用大大晚于其属下沼泽、湖泊、河流等概念，加之湿地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没
有明显边界，不同学科、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湿地的研究重点不同，出现了众多的湿地定义。
世界各国先后出现了100余种不同版本的湿地定义，大体可分为狭义、广义两大类。
　　狭义的定义认为湿地是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以有湿生或水生植物生长为特征的区域，如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于1956年发布的《39号通告》将湿地定义为“湿地表面暂时或永久有浅层
积水，以挺水植物为其特征，包括各种类型的沼泽、湿草地、浅水湖泊，但是不包括河流、水库和深
水湖。
”加拿大湿地保护机构于1979年把湿地定义为：“水位在大部分时间接近或超过土壤表面，并长有水
生植物的地区”。
1991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科学大辞典》将湿地明确定义为“陆地和水域的交汇处，即
地表有暂时或永久的浅层积水，以水生植物为优势种，包括沼泽、海涂、湖滩、湿草地及浅水湖泊（
不包括河流、水库和深水湖）”。
　　而广义定义则以《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为标准定义（文本框1.1）。
　　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
萨尔签署，自1975年正式生效以来，《湿地公约》缔约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中国政府1992年正
式签订了该公约。
一旦一个国家政府签订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就认可了《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
在此基础上参与湿地公约一系列的决议和履约指南的讨论和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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