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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湿地是介于陆地体系与水体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土地，是地球上独特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生存
、繁衍息息相关，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态资本之一，是全球价值
最高的生态系统，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湿地的高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原料；多样性为野生生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提供
了独特的生境；其特殊的水文和土壤条件对气候调节、调蓄洪水和污染清除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湿地在防止土壤侵蚀、地下水回灌、泥炭资源供应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
。
但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湿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自1900年，地球上已损失了近一半的湿地。
因此，保护湿地资源和湿地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加强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以充分发
挥湿地的功能，使其达到长期为人类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Lj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Resources
，IUCN）的主持下，1971年在伊朗的拉姆萨尔（Ramsar）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
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m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 Habitat
），简称《湿地公约》（Wetlands Convention）或《拉姆萨尔公约》（Ramsar Convention）。
截至2002年6月，已有131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公约，有1177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面积达1.02x108hm2。
我国自1992年7月31日正式宣布加入《湿地公约》，2000年发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目前已
有21处湿地进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目前我国湿地消失和
退化极度严重，湿地生态系统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破坏，盲目围垦和过度开发造成天然湿地面积削减、
功能下降，而湿地的缩减和破坏，又造成生态灾害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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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湿地的高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原料；多样性为野生生物尤其是濒危野生动植物提
供了独特的生境；其特殊的水文和土壤条件对气候调节、调蓄洪水和污染清除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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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 研究方法　　在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建立试验与示范基点，以试验研究为技术储备，以湿
地保育和可持续利用为主要目的，边试验、边示范利用。
项目实施过程采用典型调查与面上调查相结合、试验与示范相结合、生态与生理生化相结合、植物与
微生物和动物研究相结合、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等方法，促进黄河三角洲湿地生
物多样性得到保育，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体技术研究的方法如下：　　（1）植被群落结构技术示范　　采用样方与样线相结合、典型与随
机相结合的方法，样方大小设定为乔木20mx20m，灌木5mx5m，草本1mxlm，调查样方中物种的种类
、高度、多度、密度及盖度，每一个样方采用GPS定位。
通过计算样方中物种的重要值、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等指标分析群落结构，确定群落中的关键种
。
并通过研究群落结构确定种群源和廊道。
　　（2）植被恢复周期变化规律技术　　依据生态学、岛屿生物多样性和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定位
培育后对样方进行布局和定期跟踪调查，测定乔灌草的种类、数量、盖度、生长量、生物量等指标；
采用二元指示种分析（Twinspan）的方法，通过对样方的数量分类和DCA（趋势对应分析）排序，结
合物种丰富度，研究植被恢复周期变化规律。
　　（3）群落演替趋势空间结构动态分析　　采用样地或样带分别调查乔木植被、灌丛植被、草植
被的种类、数量和层次，分层进行统计。
运用线性Markov模型，综合预测天然次生群落演替趋势。
植物种变化态势研究，演替的Markov模型根据植被调查资料，经统计计算，得出群落各级植物的现时
组成状态。
把现有树种株数百分率作为零时刻森林群落状态，根据树木扩展树冠范围所覆盖的下一层中树种组成
比例，得到各层向上的转移概率，经迭代运算，得出各层平衡向量。
　　（4）土壤微生物研究在确定的试验区内，野外采集0～20cm以及20～40cm深度上的土样，通过测
定土壤湿度、pH值、全氮、全磷、全钾和腐植酸，研究土壤的理化性质；运用稀释平板法和最大可能
数法培养，采用Biolog微平板方法和PILFA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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