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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滨海湿地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然而由于强烈的人为活

动，滨海湿地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丧失。滨海湿地退化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退化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的修复也已成为国际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生态

退化诊断、修复目标、修复措施、修复监测、修复成效评估等几个关键问题对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进行

了探讨。滨海湿地生态退化诊断主要采用参照系统对比法，即选取退化生态系统干扰前、邻近未受

干扰或干扰小、或参考多方面资料而构造的假设生态系统等作为参照进行对比；生态修复最终目标

不是简单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自我维持、自我调控或在较少人为

辅助下能健康运行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生态修复途径包括自然恢复、人工促进生态修复和生态重

建，只有在自然恢复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人工促进生态修复或生态重建；生态修复监测

参数包括结构参数和功能参数，监测覆盖施工前、施工期和施工后全过程；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成效

评估需同时考虑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及生态服务。目前，我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尚存在退化机制及

恢复机理认识不足；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技术储备不足，关键技术不能满足需求；修复的区域空间尺

度较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缺乏国家和区域生态修复规划；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后期管理、监测、

成效评估不足。为此建议：①注重滨海湿地恢复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②强调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完整性，推动整体规划、区域统筹、系统修复；③加强典型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
关键技术研发，如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提升技术，海草、盐沼植物等种苗人工繁殖和种植技

术，珊瑚有性繁殖技术和珊瑚礁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技术等；④注重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后期管理及
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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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交
错过渡地带，被认为是生产力最高、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为人类提供防止风暴和海岸侵

蚀、供给水产品、净化水体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

生态系统功能服务［１３］。然而，由于沿海地区人口

的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掠夺

性开发日益加剧，滨海湿地已成为全球受威胁最为

严重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４］。据统计，全球约有

５０％的盐沼、３５％的红树林和２９％的海草由于环境
压力和人类干扰而丧失或退化［５］。退化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的恢复也由此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湿地恢复与重建一直成为

国际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６］。我国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的修复也已日益得到广泛重视，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

规划》《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等法律、政策、

规划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沿

海各地纷纷开展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工作［７］，尤其是

２０１０年中央分成海域使用金返还生态修复项目和
２０１６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实施，我国滨海湿地
生态修复规模和数量均急剧增长。为此，迫切需要

总结国内外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经验，完善我国滨

海湿地生态修复方法体系，为沿海地区开展滨海湿

地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技术支撑，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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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成效。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

程，涉及了生态退化诊断、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

措施、生态修复监测、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等内容，本

文重点从以上几个关键问题对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进

行论述。

１　国内外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现状与趋势
１．１　国外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现状与趋势

国际上，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至今

已有较长的历史，尤其自２１世纪以后，滨海湿地生
态修复得到迅速发展，生态修复的对象、内容、尺度、

范围都不断延伸。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对象逐渐多元

化，已涵盖了盐沼［８］、红树林［９１０］、珊瑚礁［１１］、海草

床［１２１３］等所有滨海湿地生境类型。在空间尺度上，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主要以单个生境、群落或物种、
或局部小尺度的修复为主；二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以后，统筹规划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重要性开始

逐渐得到重视［１４］，国家、区域等不同尺度的滨海湿

地生态修复规划日益增多，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为主的区域性或大尺度的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大

量涌现［１５１６］。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内容由传统的

生态修复技术措施研究转向生态修复的系统化研

究，涵盖了生态退化诊断、生态修复目标确定、生态

修复技术措施、生态修复管理、生态修复监测、生态

修复成效评估等内容［１７１９］。

１．２　国内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现状与趋势
我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最多的是红

树林修复，而珊瑚礁、海草床、盐沼等类型的修复较

国际起步较晚。我国规模化的红树林生态修复实践

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红树林湿地修复仅
停留在植被恢复的水平上，重点关注育苗技术和宜

林地的选择；２１世纪后，红树林土壤环境［２０］、底栖

动物群落［２１］、微生物群落［２２］等特征的恢复开展了

一定的研究，生态系统的凋落物生产力、物质循环等

生态过程和功能也受到关注［２３］。我国珊瑚礁修复

技术的研究始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的珊瑚移植实
验，直至２００８年以后逐渐开展珊瑚繁殖与人工培育
的技术研究［２４２５］，涠洲岛、海南岛周边、徐闻等地已

开展了珊瑚礁生态修复实践。相比红树林，目前海

草床生态修复学科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集

中于对海草床资源分布、生态现状和退化原因的探

讨［２６］，以及海草植被修复技术的研究［２７］。总体而

言，我国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主要还集中于单个项

目或局部区域、湿地植被及珊瑚的人工修复技术等，

生态修复监测和效果评估也日益增多，综合、系统的

区域尺度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

关注。

２　滨海湿地生态退化诊断
２．１　退化干扰识别

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因素有很多，凡是干扰系

统内各组成成分及其生态学过程的因素都可能引起

系统退化［２８］。根据生态系统的干扰动因，干扰可分

为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其中人为干扰是当前生态

系统退化的主导因素。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因

素主要包括：围海造陆、围垦筑堤、疏浚等工程建设，

如港口、农业、围垦养殖；污染，包括陆源和海上污

染，如工业污水排放、养殖污染等；渔业资源过度利

用，如渔业捕捞；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性破坏；海岸

植被砍伐或破坏；采砂；外来物种入侵；全球气候变

化等等［８，２９］。这些干扰因素或单一或多种、或强或

弱、或间断或持续地干扰生态系统［２８］，生态系统退

化及其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扰的类型、强度、

持续时间和频度［３０］。

２．２　参照系统选取
退化生态系统是相对未退化或退化前的原生态

系统而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需要选取参照

系统作为生态修复的模版或目标，为生态退化诊断、

生态修复目标制定、生态修复过程监测、生态修复成

效评估等提供参照［９，３１］。参照系统有两种类型［３２］：

一种是与修复区现有生态特征类似的参照系统，即

作为退化生态系统的参照，用于反映生态系统的潜

在恢复能力及其速率；另一种是与修复区的理想目

标状态类似的参照系统，即作为目标生态系统的参

照，用于反映生态修复的过程及其成效。

理论上，历史的、干扰前或退化前的原生态系统

是最佳的目标参照系统，但由于普遍存在对退化前

或干扰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过程等的认识不

足，选取原生态系统作为参照的难度很大。为此，目

标参照系统的选取主要考虑［９，３２３４］：历史自然的残

留区域，或自然恢复区域；邻近未退化、或退化程度

较轻的区域；根据拟修复区或邻近区域的历史和现

有生态系统信息，整合构造的假设生态系统。目标

参照系统的选取应充分考虑与拟修复生态系统的相

似性，主要包括［３５］：气象和水文特征相似，如淡水输

入、潮汐等；主要的生物群落相似性，如海岸植被、海

洋植物、海洋动物等；土壤和沉积环境特征相似；功

能相似性；历史或潜在的人类活动和干扰相似等等。

选取参照系统所考虑的相似特征应具有针对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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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或不同生态修复目标不

尽相同。

２．３　退化程度诊断
退化生态系统是一种“病态”的生态系统，生态

退化诊断是生态修复途径及其措施制定的基础。退

化生态系统是个相对的概念，因此，退化诊断主要采

用参照系统类比法，即通过对比退化生态系统干扰

前后、或退化生态系统与目标参照系统的生态状况

诊断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

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诊断需要采取科学的、合

理的诊断途径［３６］。理论上，退化的生态系统在生态

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过程等方面均有所表现，因

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退化诊断途径可包括：生境途

径，如土壤、水质、水文；生物途径，如湿地植被、底栖

生物、滨海湿地鸟类；生态系统功能途径，如湿地植

被生产力、固碳量；生态系统服务途径，如海产品供

给量；景观生态途径，如关键景观类型面积、景观破

碎度。根据诊断途径及其筛选的诊断指标数量，诊

断方法可分为单途径单因子诊断法、单途径多因子

诊断法、多途径综合诊断法［３６］。与单途径单因子、

单途径多因子相比，多途径综合诊断相对复杂，但诊

断结果通常更接近实际情况，更能反映退化情况。

３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目标的确定
生态修复目标一直是恢复生态学领域倍受关注

的热点问题。早期许多学者在生态修复的定义中对

生态修复目标进行了大体的、笼统的描述。Ｊｏｒｄａｎ
等（１９９０）提出生态修复是对整个生态群落的重
建［３７］。１９９２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ＮＲＣ）
提出生态修复是将一个生态系统恢复至与干扰前最

接近的状态［３８］。Ｃａｉｒｎｓ（１９９５）认为，生态修复目的
是要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初始的结构和功能条件，即

使修复后的各要素及组成与可能与初始状态存在显

著差异，但至少应能被公众社会感觉到并确认恢复

至可用的程度［３９］。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或国际组织对生态

修复的目标进一步细化，生态修复目标逐渐明朗。

Ｈｏｂｂｓ（１９９６）指出，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目标包括
建立合理的组成（种类丰富度和多度）、结构（植被

和土壤的垂直结构）、格局（生态系统组分的水平分

布）、异质性（各组分由多个变量组成）和功能（如

水、能量、物质流动等基本生态过程）［４０］。２００４年，
国际生态恢复学会（ＳＥＲ）指出，生态修复是一个旨
在加速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功能过程）、完整性

（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和持续性（对干扰的抵抗和

恢复力）的有目的性行为，并提出修复生态系统达

到健康应具备的属性包括：与参照区具相似的物种

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原生物种的出现；生态区域内出

现使生态系统长期稳定必需的功能群体；具有一定

的环境承载能力，能够容纳人口增长；正常生态机能

的恢复；景观上能与周围地貌地形融合；消除生态系

统潜在的威胁；具有一定的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具

有可持续发展能力［４１］。ＲｕｉｚＪａｅｎ等（２００５）指出，
生态修复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恢复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能自我维持、或在较少

人工辅助下能健康运行的生态系统［４２］。２０１６年，
国际生态恢复学会（ＳＥＲ）在出版的《生态恢复实践
的国际标准》中指出，生态系统的全面恢复是指所

有关键的生态系统属性类别的现状或状况均接近参

照系统的水平，其重要的标准是生态系统显示出自

我组织的状态并处于实现全面恢复的轨迹上［３１］。

此外，许多研究和实践表明，成功生态修复项目离不

开社会的有力支持及广泛的公众参与［４３４４］，因此，

有学者提出生态修复项目的目标尽可能结合社会需

求，以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否则生态修复难以长期

维持［４４４５］。

尽管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修复目标进行

了论述，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目前普遍得到认可

的是以参照系统为模版来确定目标［３１］。滨海湿地

生态修复目标的确定方法可采用单个或多个参照系

统的类比法，生态修复目标内容则以关键的生态结

构、生态功能及生态服务为核心，兼顾社会需求。滨

海湿地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每个生态修复项目

或工程的目标不尽相同，应因地制宜确定生态修复

目标。

４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措施
４．１　生态修复模式

通常地，生态系统的修复遵循两个途径［４６］：当

生态系统受损不超过负荷且是可逆的情况下，压力

和干扰消除后，恢复可以在自然过程中发生；当生态

系统受损超负荷且发生不可逆变化时，仅依靠自然

难以或不可能使系统恢复至初始状态，需要借助人

为干扰措施，才能使其发生逆转。因此，根据生态系

统的退化程度及其生态系统恢复的途径，生态修复

可划分为自然恢复、人工促进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

３种模式。
４．１．１　自然恢复　在生态系统受损未超过负荷、轻
度退化的情况下，当退化因素消除后，退化生态系统

可以在自然过程中逐渐得到恢复。自然恢复是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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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生态修复模式，即去除、减缓、控制或者更改某

种关键或特定的干扰，使生态系统沿着自身正常的

生态过程或演替方向发展而逐渐恢复。生态系统的

自然恢复需取决于生态系统自身特性，如可恢复力、

适应性及弹性等［４７］。

４．１．２　人工促进生态修复　当生态系统受损超过
负荷并发生不可逆，局部或部分生态结构和功能出

现退化，即便生态系统退化因素消除，也无法实现自

然恢复。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系统受到较严重的干

扰，但生态系统的生境、生物群落结构、生态功能等

未遭到完全的毁灭性破坏，可以依靠生态系统的自

我恢复能力，借助生物、物理、化学等一定的人工干

扰措施，使生态系统退化发生逆转。

４．１．３　生态重建　生态系统受损程度超过负荷，生
态结构和功能完全退化或破坏，需采取人为干扰的

措施重建新生态系统的过程，包括重建某区域历史

上曾没有的生态系统的过程。

尽管恢复生态学强调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修

复，但恢复生态学更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注重自然生

态系统的保护。因此，只有在自然恢复不能实现的

条件下，才考虑人工辅助的生态修复措施［３１，４８］。

４．２　生态修复技术措施
生态修复的技术措施是在确定生态修复模式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提出更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生

态修复技术方案。拟修复生态系统所处的区域自然

和社会环境、受到的干扰类型、持续时间和强度、生

态退化的关键因子和限制条件等多方面的差异，不

同生态修复项目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从生态

系统的组成成分角度看，滨海湿地生态修复主要包

括非生物系统和生物系统的恢复。例如，Ｅｌｌｉｏｔｔ等
（２０１６）将生态修复项目分为两种类型［４９］：水动力的

功能（生态水文）和生境结构修复，从而让生态得以

发展；当物理条件足够充分用于持续的生态发展时，

生物物种的重新引入、补充或重新种植等。从滨海

湿地生态修复的对象来看，目前主要集中在红树林、

盐沼湿地、海草床和珊瑚礁等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以下将分别给予阐述。

４．２．１　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　长期以来，稳定和提
高红树林植被覆盖是红树林生态修复的主要目标之

一，也是红树林修复的重要内容。因此，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针对红树林修复的研究和实践较多地集

中于红树林的人工种植［５０］，主要涉及了红树林湿地

水动力和沉积环境修复、宜林地的选择、树种选择和

搭配、红树林育苗、红树林栽培等关键技术的研

究［５１］。此外，在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的驱动下，红

树林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逐渐凸显，互花米草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ａｔ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入侵、环境污染、病虫害、岸线
侵蚀等问题威胁着红树林的保护和健康，不同退化

类型湿地的退化机制及其修复仍是红树林生态修复

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４．２．２　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　目前，珊瑚礁生态修
复的主要手段包括珊瑚的繁殖技术、珊瑚移植、底质

改良以及人工礁技术等。无性繁殖技术门槛低，是

目前被广泛用于造礁珊瑚断枝的规模化培育，其中

最典型的是野外原位的珊瑚农场（ｃｏｒａｌｆａｒｍｉｎｇ或
ｃｏｒａｌ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这是过去数十年被广泛使用的珊
瑚礁的生态修复技术［５２５３］。底质改良是通过人工

礁体投放以及其它基底稳固技术，提供珊瑚幼虫附

着以及珊瑚移植的空间［５４５５］，某些特定的人工礁材

质（例如活性金属）还能在小范围内促进特定离子

（ＨＣＯ－３）的富集
［５６］，以促进珊瑚的生长。此外，近

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利用“杂交”技术培育新一代具

有较强对抗环境变化的珊瑚幼体［５７６０］，杂交或变异

后代的拥有更高的热耐受应激反应基因［５７５８］。通

过环境因子控制培育突变和杂交产生的珊瑚幼虫，

筛选更适应极端环境的珊瑚基因，进行可遗传性繁

育，可以提高了珊瑚抗白化的潜力［５９］。Ｏｐｐｅｎ等
（２０１５）将更热海区的珊瑚幼虫补充至相对低温的
海区，使两个区域的珊瑚精卵杂交，可以有效地提升

了新生珊瑚的耐受高温的能力［６０］。通过杂交、培育

基因突变体等手段改变珊瑚及其共生功能体（包括

共生虫黄藻、共生菌群等）的基因型，增加珊瑚对环

境胁迫的耐受能力等技术目前还处于实验室试验和

验证阶段，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４．２．３　海草床生态系统修复　海草床生态系统恢
复的主要措施有自然恢复法、移植法和播种法［６１］。

自然恢复海草床需要很长时间，虽然节约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成本，但是海草衰退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

恢复的速度［６１］，因此移植法和播种法仍是海草床生

态系统修复的主要方法。目前移植法是可行性比较

高的恢复方法，是指在适宜生长的海域直接移植海

草苗或者成熟的植株。播种法是利用种子来恢复和

重建海草床，这不但可以提高海草床的遗传多样性，

同时海草种子具有体积小易于运输，而且收集种子

对原海草床造成的危害较小，因此利用种子进行海

草床修复逐步发展成为海草床生态修复的的新途径

和重要手段。

４．２．４　盐沼湿地生态系统修复　国际上，许多国家
都经历过滨海盐沼湿地的开发、利用、开垦、破坏、直

至部分恢复阶段，盐沼湿地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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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很长的历史，已有不少大尺度的区域盐沼生态

修复项目，如美国的特拉华湾海岸、旧金山湾、切萨

皮克湾等。盐沼湿地修复措施重点关注了盐沼湿地

水文和沉积环境的修复［６２６３］、盐沼湿地植被恢

复［６４］。与国际相比，我国盐沼湿地生态修复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盐沼湿地生态系

统恢复与重建、湿地污染生物修复技术、湿地入侵物

种（尤其是互花米草）的去除和防控技术等。其中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选址是决定生态修复成败的关

键因素，尤其对于滨海湿地水文条件和植被的恢复

来说更为重要。因此，在制定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计

划时，需要对拟修复区域进行充分调查与研究，科学

选址，因地制宜采取生态修复技术措施。

５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监测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监测分为监测计划制定、监

测计划实施和数据与成果公开共享３个阶段。滨海
湿地生态修复监测对生态修复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但往往为生态修复实践中所忽略［６５］。生

态修复监测计划的制定是整个生态修复监测实施的

基础，监测计划制定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和内

容［３２］：分析生态修复项目的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

阶段具体目标；收集类似生态修复项目的监测信息；

分析和描述项目区的生境类型；识别这些生境类型

的结构和功能特征；收集历史数据；确定参照点；选

取参数；确定监测点；确定监测时间及频率；确定监

测方法。

５．１　监测参数
生态修复监测参数是指用于监测和评价反映生

态修复过程和成效相关的生态系统参数［６５］。早期

生态修复监测集中于生态结构的监测，而当前已从

结构的监测向过程和功能监测的重心转变。生态修

复监测需要满足生态修复演替过程、成效评估的需

求，故监测参数不能太少。通常，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的恢复需要经历以下一个或多个过程：物理条件的

重建、土壤和水环境的化学调节、生物调控（包括重

新引入缺乏的本土动植物）。因此，滨海湿地生态

修复监测至少需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３个方面的
参数［６６］。

５．２　监测点位
生态修复区和参照区均需要设置监测点。监测

点的数量因生态修复的类型、规模、监测参数等因素

而异，同时还要考虑项目的经费因素。由于生态修

复区周边很大范围的人类活动都可能对生态修复区

构成干扰，因此，生态修复监测的空间范围不能局限

于生态修复区内，还需覆盖生态修复区的周边区域。

５．３　监测时间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是一个动态过程，生态修复

监测的持续时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研究表

明，沿海海洋和河口生态系统的原生物组成完全恢

复至少需要１５～２５ａ，而恢复其多样性则需要更长
的时间［４８］，这意味着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必须进行长

期监测，才能判断修复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向、

生态修复成功与否。理论上，生态修复监测至少需

持续至生态系统变化最大结束，直至进入生态系统

稳定动态变化的时期；许多研究证明，大多数的水生

系统至少需５ａ才能达到稳定期［６７］。此外，生态修

复监测持续的时间与生态修复目标密切相关。

５．４　监测季节
海洋生物群落、越境湿地鸟类、水文格局等滨海

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

变。因此，具有季节变化的监测参数需考虑监测采

样的季节因素，尽可能在适宜季节采样。

５．５　监测频次
生态修复监测的频次随着生态修复时间的推进

而逐渐降低。一般地，生态修复实施后的２～３ａ需
每年进行监测，此后，每隔几年进行监测直至达到预

期的长期的生态修复成功标准［６８］。生态修复工程

刚结束的１～２ａ内的监测集中于结构特征、物理
化学特征及其他生境参数；生态修复工程结束后２
～４ａ的监测重心从初期的结构特征转为结构和功
能特征参数相结合；当生态修复项目目标完成时，或

是生态系统已向即定的轨迹实现结构和功能目标

时，监测频次可减少至每年１次或多年１次。

６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是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如

何判断生态修复是否成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２００４年，国际生态恢复学会（ＳＥＲ）提出了包括物种
多样性、环境承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９个方面的
生态修复评估标准［４１］；ＲｕｉｚＪａｅｎ等（２００５）［４２，６９］认
为，尽管ＳＥＲ列出的９项标准为评判生态修复是否
成功提供很好框架，但由于监测人力、物力有限，监

测所有的特征不切合实际，并提出可通过植被结构、

多样性和生态过程反映生态修复的过程和生态系统

的自我维持能力；Ｅｌｌｉｏｔｔ等（２００７）基于 ＳＥＲ的生态
修复目标和成效评估标准，提出了涵盖生态结构和

功能的１２个海岸生境恢复的目标和标准［４７］。Ｄｕａｎ
（２００８）提出湿地固碳潜力可以作为评价湿地生态
修复成效的一个指标，并认为由于湿地是比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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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系统，经过生态修复的湿地其固碳潜力需要

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正常水平［７０］。Ｔｏｎｇ等（２００７）
认为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相比，为人类带来的服

务、福利可能更为重要，尤其对城市湿地而言，他尝

试着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与它的服务和价值相联

系，并将结果应用于恢复规划的目标设定、结构设计

及其成功的界定［７１］。Ｊｏｎｅｓ等（２０１０）在洛约拉海滩
恢复成效进行评估时，除了景观、环境、生态层次外，

还考虑了社会（公众的接受度和评价）、经济（成本
收益）层次［７２］。Ｆｒｉｓｋ（２０１１）构建了 Ｅｃｏｐａｔｈｗｉｔｈ
Ｅｃｏｓｉｍ模型代表生态系统的所有主要组成成份，定
量评估了德拉华湾盐沼湿地恢复对系统生产力的影

响［７３］。黄海萍等（２０１５）从环境质量、生物群落和景
观格局３个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
评估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成效的指标体系，并对厦门

五缘湾的生态修复成效进行了评估［３４］。

目前，对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成效评估的焦点

逐步从生态结构向生态功能和生态服务转变。例

如，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湿地保护和恢复项目中，生态

系统服务货币化估算研究正逐渐引起重视［７４７６］，一

方面是为了对联邦政府在上个十年里投入数十亿美

元用于生态修复作出解释［７７］，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结

合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为分

析项目有效性和不同项目类型间的政策权衡提供信

息［７４］。但总体来说，当前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成效评

估主要集中于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而对于生态服

务定量的评估研究还较少［７８］。

７　讨论与展望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是协助一个已经退化、受损、

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３１，４１］，旨在建立一个能

自我维持或在较少人工辅助下能健康运行的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７，３１］。尽管恢复生态学强调对受损生态

系统进行修复，但恢复生态学更强调尊重自然规律，

注重对原生境的保护，注重生态系统的自然恢

复［７９］。当自然生态系统的丧失速度远远高于退化

生态系统的恢复，对现存生境或生态系统的保护是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生态修

复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退化程度较轻的生态

系统，优先考虑采取管理措施以消除退化压力的被

动恢复途径，促进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只有在自然

恢复不能实现的条件下，才采取人工辅助措施［４３］。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近些年来，我国沿海

各地纷纷开展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滨

海湿地生态修复已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我国滨

海湿地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但

与国际相比，我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工作起步较

晚，也相对薄弱，其主要体现在：滨海湿地生态退

化机制及其恢复机理认识不足；修复空间尺度较

小、时间尺度较短，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缺乏国

家和区域生态修复规划；缺乏成熟可推广应用的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许多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后期管理、跟踪监测和成效评

估不足等。为此建议：

（１）注重滨海湿地恢复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
究。恢复生态学是一门新学科，尤其是海洋和滨海

湿地恢复生态学理论的研究更为薄弱。因此，滨海

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退化机理、群落恢复生

态适宜性原理、生态系统恢复及生物群落演替过程

等相关理论将会是滨海湿地恢复生态学研究的重点

之一。

（２）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研
究与实践。在空间尺度上，建议加强国家和区域滨

海湿地生态修复规划，推进从小尺度的局部、某生

境、某物种或某生态类型的恢复转向大尺度的景观

或区域的生态修复的实践。同时，由于滨海湿地是

陆地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交错过渡地带，滨

海湿地同时受到陆地和海域的共同作用，滨海湿地

生态修复并非仅局限于海域范围，应将沿岸陆域和

海域作为一个综合单元进行整体考虑。

（３）强调滨海湿地生态修复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作，应涵盖生

态退化诊断、生态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措施实

施、生态修复后期管护、生态修复监测、成效评估等

内容，应重视参照系统在生态修复中的作用，同时在

恢复过程中加强退化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及其服

务的研究，以利于更科学指导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行

动，提高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成效。

（４）加强典型滨海湿地的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的
研发。重点解决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提升，

海草、盐沼植物等种苗人工繁殖和种植，珊瑚有性繁

殖和珊瑚礁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等关键技术，逐步提

升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能力。

（５）注重生态修复的管理措施及公众参与。生
态修复管理是任何生态修复项目所必需的，不仅能

消除、减缓或控制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压力，促

进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而且有助于维持恢复生态

系统处于较好的状态。此外，在恢复过程中需要不

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理解，需要当地政府、科

学工作者、民众等多方面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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