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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tland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etland ecosystem and the 
function value of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nge 
city, and sums up the wetl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reasonabl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resourc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wetland eco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nge 
cities,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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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生态系统是我国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我国湿地生态系统现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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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价值，总结了湿地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根

据我国现状提出了湿地建设的若干建议，以促进湿地资源的健康合理的保护与建设，充分发挥湿地生态

系统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推动城市格局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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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不损害未来一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前一代人的需求[1]，是经济、社会、资

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海绵城市，顾名思义，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

利用[2]。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道路硬化面积不断加大，因此造成的城市内涝现象，水环境污

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海绵城市的建设成为我国城市优化升级进程中的重要措施，在海绵城市的建

设与发展中也必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够让海绵城市合理的建设与良好有序的发展。 
湿地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与休闲提供多种资源。

它既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同时又是推动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因此湿地在海绵城

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2. 湿地的定义与现状 

2.1. 湿地定义 

关于湿地的定义，本文引用《湿地公约》中的解释，即“不论其为天然或者人工、长久或暂时性沼

泽湿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区

域；同时，还包括邻接湿地的河湖沿岸、沿海海域及为与湿地范围内的岛屿或低潮时不超过 6 米的海水

水体[3]”。湿地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基础[4]。 

2.2. 湿地现状 

我国湿地资源丰富，湿地总面积是世界湿地总面积的 10%。根据林业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湿

地面积 5360.26 万公顷，湿地率 5.58% (图 1)。其中，调查范围内香港、澳门和台湾湿地面积 1820 平方

千米；自然湿地面积 4667.47 万公顷，占 87.37%；人工湿地面积 674.59 万公顷，占 12.63% (图 2)。自然

湿地中，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 57,959 平方千米，占 12.42%；河流湿地面积 1055.21 万公顷，占 22.61%；

湖泊湿地面积 859.38 万公顷，占 18.41%；沼泽湿地面积 2173.29 万公顷，占 46.56% (图 3)。近十年来我

国湿地面积减少了 339.63 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 337.62 万公顷，减少率为 9.33%。地保护面

积增加了 525.94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由 30.49%提高到 43.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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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 
图 1. 我国国际重要湿地分布图 
 

 
Figure 2. Percentage of wetland types in China 
图 2. 我国湿地种类占比 

 

 
Figure 3. The percentage of various kinds of natural wet-
lands in China 
图 3. 我国天然湿地中各种类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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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 

3.1. 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 

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6]。在减缓各种生态危机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国土安全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由于湿地具有广泛的食物

链和丰富的事物多样性，因此为许多动植物体统了独特的生境，也成为了许多濒危野生动植物最后的栖

息地和繁殖地，保护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其所具有的景观和文化价值也为世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湿地具有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

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3.2. 有利于海绵城市的建设，促进城市化建设升级改造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供水与补充地下水功能，因此在海绵城市供水系统中能够起到良好的

基础作用。由于湿地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储水蓄水功能，因此在海绵城市建设中起到减少城市内涝，洪

水控制等功能，同时湿地植物又具有污染降解，吸收多余营养物质，以及防止盐水入侵和防风护堤等作

用。因此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4. 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 

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是海绵城市生态结构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支撑海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湿地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起到的功能主要

有水资源功能、抵御自然灾害功能、降解污染物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和经济文化功能等方面。 

4.1. 水资源功能 

(1) 供水功能：由于湿地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因此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能够起到供水

的功能，一方面作为居民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的直接利用的水源。另一方面能够作为集水区内地

势较低的另一块湿地的水源。 
(2) 地下水补充功能：湿地作为水陆交界的过渡生态系统，同时具有着补充地下水的功能，水通过湿

地流入到蓄水系统，使蓄水层的水得到补充，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可以起到生活、工业补充水源的作

用。 

4.2. 抵御自然灾害功能 

(1) 内涝洪水控制功能：湿地能够将过量的水分储存起来，并缓慢的释放。从而让水更好的再时间和

空间上再分配。过量的水分会被储存在土壤，沼泽，湖泊以及植物体内，这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有着重要

的意义与价值。湿地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能够起到过量雨水或者河流洪水的蓄积作用。从而避免因为雨

水过量而造成的城市内涝现象。在海绵城市可持续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2) 防止盐水入侵功能：在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下层基质是可以渗透的。而湿地作为咸水层的上层，

由于其生物物种复杂，植物多样，且根系发达因此维持着滨海地区的淡水层。避免咸水层的入侵而破坏

当地的生态环境。其在海绵城市的尤其位于滨海地区海绵城市建设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淡水资源与城

市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良好的屏障。 
(3) 防风护堤功能：由于湿地生态系统植物根系发达，所以对海岸以及河岸土壤起到加固的作用；高

大的植株能够对海浪与水流起到阻挡作用，减小其冲击力，减弱对河岸和海岸的侵蚀作用，同时能够沉

降水流中悬浮物，从而提高滩地高度，起到防风护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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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气候调节功能 

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具有调节气体的功能。湿地对氮气、硫气、甲甲烷和二氧化碳循环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的控制海平面变化，防止海岸线退后、提升抵抗风暴潮的能力，调节区域温度幅

度[7]。降低“温室效应”带给人类的危害。 

4.4. 降解吸收功能 

由于湿地生态系统物种多样，生态复杂，植物与微生物繁多。因为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吸收与降解。

一方面，湿地植物能够通过其强大的表面积使水中污染物沉降，植物根系能够对某些重金属活有机污染

物产生聚集作用。植物与微生物也能够对污染物进行吸收与转化，从而达到污染物的降解作用。另一方

面，湿地植物能够接受吸收来自周围地区的过量的营养物质，避免水体富营养化和水体污染，符合海绵

城市建设的要求。同时人工湿地在处理污水更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的处理方法，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要求。 

4.5. 生态保护功能 

湿地具有生态保护的功能，一方面湿地生态系统是以一个巨大的生物基因库，有着丰富的生态多样

性和物种多样性。中国的湿地共有 500 多种淡水鱼类及 300 多种鸟类(其中包括 40 多种国家一类保护的

珍稀鸟类)，约有 200 种的迁徙水禽在湿地中转停歇和栖息繁殖，因此湿地是野生动物和鱼类良好的栖息

地。湿地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和代谢能力，其中淡水沼泽的净初级生产力与热带雨林不相上下[8]。 

4.6. 经济文化功能 

湿地除了在海绵城市环境建设上有着巨大的功能外，在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上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功

能与价值。湿地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资源功能，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

食物。湿地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为水利与水运提供的便利的条件与大量的能源物质。湿地具有着巨大

的旅游资源，湿地旅游业能够为海绵城市发展带来经济效益，推动海绵城市可是续发展。与此同时，湿

地也具有文化教育的功能，通过科研基地、教育基地的建立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湿地，认识湿地在海绵

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功能。 

5. 湿地保护与开发中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近些年来国家对于湿地越来越重视，开展各种保护与开发，但在

此过程中仍面临着问题。总结后主要有湿地侵蚀、过度捕捞、陆源污染物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 

5.1. 湿地侵蚀 

湿地侵蚀是我国湿地面积变化与生态系统退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农业

上我们大量的填湖造田，围海养殖，城市建设上过度的湿地围垦，填海造陆等现象，都破坏了原有的

湿地生态系统，降低了湿地物种丰富度，同时也使湿地失去了原有对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作

用于价值。 

5.2. 过度捕捞 

对于湿地资源的开发应当遵循湿地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开发强度不应超过物种的更新恢复速度我国

部分地区湿地仍然存在着过度捕捞的现象，从而造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破坏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使湿地无法更好的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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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陆源污染物 

陆源污染物是我国湿地生态系统污染的主要来源，我仅以滨海湿地污染为例。据《2014 年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中显示，2014 年，监测了 415 个日排污水量大于 100 立方米的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

约为 63.11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 21.1 万吨，石油类为 1199 吨，氨氮为 1.48 万吨，总磷为 3126
吨[9]，部分直排海污染源排放汞、六价铬、铅和镉等重金属。大量污染物如重金属、抗生素、石油、化

肥农药等造成的污染持续加重。严重危害我国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与可持续度。 

5.4. 外来物种入侵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区域间物种交流越发容易。同时也造成了外来物种入侵，并且给原有的

湿地生态系统带来影响。我国外来物种入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盲目的引进，如上个世纪水葫芦

作为猪饲料引进但管理不善进入到水体，给我过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另一种是无意携带，

如假高粱等植物。一方面水生入侵物种大量繁殖，堵塞河道，破坏水生生态系统，威胁本地生物多样

性；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死亡后沉入水底，构成对水质的二次污染；覆盖水面，影响生活用水。

而陆生湿地入侵物种不仅通过生态位竞争使作物减产，还可能成为多种致病微生物和害虫的寄主。破

坏湿地生态系统。 

6. 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针对湿地建设的建议 

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途径是保护、修复与低影响开发；“低影响开发”即 LID 
(low impact development)，在开发过程中采用“滞、渗、蓄、净、用、排”等手段对雨水进行控制和利用

[10]。而湿地在低影响开发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湿地合理开发与保护对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合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对湿地合理保护与开发提出以下 11 点建议。 
(1) 以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作为湿地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弘扬“保

护湿地，生态为民”的理念。发挥湿地在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中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湿地保护

成果，认识湿地保护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2) 加强湿地立法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为了充分发挥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

用，需要我们从湿地入手，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方针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符合国情的湿地管理法律法

规和符合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湿地管理条例，以促进湿地保护和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

化，并与国际湿地保护与管理相适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调查评价和区划制度等。同时，加强海岸

带生态建设与保护规划工作，让湿地健康的发展，更好的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 
(3) 加强资金投入，加快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于湿地生态系统资金投入，加强

受损湿地的修复与保护。另一方面一方面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拓宽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资金渠道，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着力改善和提高流域水源涵养功能[12]。 
(4) 加强综合治理湿地水体污染力度。修复受损的自然湿地，改造不合理的人工湿地。水体污染是我

国湿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湿地保护与海绵城市建设中重要的问题[13]。解决湿地水体污染问题，为湿

地提供清洁的水源，营造健康的湿地，是让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与

保障。同时对受损的自然湿地进行生态修复，对不合理的人工湿地进行改造。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系统处

理污水、蓄水、渗水、净水的功能，充分发挥其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 
(5) 充分合理应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人工湿地是模拟自然湿地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一种由人工

建造和监督控制的类似沼泽的地面，利用生态系统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通过过滤、

吸附、沉淀、离子交换、植物吸收和微生物分解来实现对污水的高效净化[13]。而且人工湿地系统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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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次污染物少等特点。运行成本要远低于活性污泥法处理系统，运行成本能够降低约 70% [14]。因

此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当充分合理的应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 
(6) 加强湿地检测与修复，强化湿地环境监控网络。为了保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发展，需要我们有

关部门加强对于滨海湿地的检测与修复。定期检测，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解决修复。做到“早发现，早

处理，早修复”。同时充分发挥新技术的应用，通过湿地监控网络，遥感等技术，加强对湿地的动态监

测，以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让湿地生态系统能够更好为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7) 加强自然保护区建立，合理开发建设新湿地。为了保证自然湿地与湿地生物能够健康良好的发展，

建立完善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是在现实情况下对湿地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的方法。与此同时，

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开发新湿地，如公园、住宅等地，缓解湿地分布不平衡，充分

发挥湿地作用，同时可以建立以沼泽湿地类型为主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厂，增加湿地面积，推动海绵城

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8) 加强对外来物种的控制。湿地系统具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容易遭受外来物种入侵，破坏湿

地原有生态系统，大量繁殖，危害本土物种数量及多样性，同时大量繁殖的后的腐败物也会对水体造成

污染[15]。例如我国曾发生的水葫芦泛滥。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需要我们加强对外来物种的控制与管理。 
(9) 加强构建湿地特色旅游资源，发展湿地水域生态农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依法合

规，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合理利用开发具有生态湿地特色的旅游资源等项目[14]。为了控制湿地生态功能的

退化并提高其综合生产能力，应控制湿地开发规模，走内涵式农业发展道路。 
(10) 加强湿地科普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发挥湿地的文化价值。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民众对湿地概

念以及滨海湿地在海绵城市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不了解。因此会对湿地建设与保护工作产

生误解。我们在开展湿地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科普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湿地的文化价值，让民

众能够走进湿地、了解湿地，从而提高民众湿地保护意识，在生活保护湿地，形成有利于湿地保护的大

环境和良好氛围，更好的发挥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1) 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区域湿地保护合作机制。湿地生态系统不是局部的生态系统，

而是区域性的生态系统，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展湿地保护高层对话，加强政策协调沟通。共同

探讨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保护措施。区域联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7. 结论 

湿地是海绵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组成，为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

坚实保障。在对湿地保护中需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只有充分

利用与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水资源功能、生态保护等功能，才能更好的实现避免城市内涝现象的发生，

保障区域生态环境与物种健康良好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镇化格局

优化升级，最终实现海绵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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