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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not	only	provides	rich	resources	for	people,	but	also	has	huge	environmental	functions	and	benefits	to	ensure	biodiversity	
and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ly	eliminate	all	kinds	of	pollution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wetland	ecology,	each	region	builds	a	
monitoring	system,	introduc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defines	various	indicators.	It	can	provide	timely	and	accurate	scientific	basis	
for	wetl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tland.	Therefore,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paper,	we	will	mainly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ecologic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this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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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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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地不仅为人们提供丰富资源，同时还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确保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因此需要加强对湿
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有效杜绝各类污染问题。各地区针对湿地生态具体情况建设监测体系，引进先进技术，明确各项
指标。能够为湿地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提供及时准确的科学依据，促进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论文研究工作中，主要
分析湿地生态监测体系构建的意义，探究如何构建该体系，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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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久以来人们对湿地的认识相对局限，过于着重于追

求经济而忽略生态环境，这就导致经济虽然迅速发展，但生

态环境是趋于严重，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需要转变人们的传统认识，提高对湿地保护的重视程度，开

展生态监测工作，合理设置监测站，对湿地类型、结构、功

能等开展监测工作，了解湿地具体情况，获得更为详细数据

信息，为湿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等提供重要的决策依

据，发挥湿地优势，改良环境，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1]。

2 湿地生态监测体系构建的意义

2.1 改良环境
湿地能够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有效隔绝有毒物

质，同时为各种群提供生存环境，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在

新时期，一些湿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被破坏，构建生态

监测体系，对现有的情况做好监测和分析工作，采取恰当措

施，及时修复，从而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优势，改良现有环

境。例如红树林湿地的土壤具有吸收和固定有毒物质镉和汞

的作用。湿地中的多种微生物能够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吸收

重金属物质，也能释放出营养物质供给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

物，从而达到净化环境的作用。因此在湿地生态系统支持

下，有效杜绝一些威胁因素，发挥生态系统自愈功能，改良 

环境。

2.2 保护生物多样性
湿地环境能够为各类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

吸引各类动物、昆虫、微生物等，也为多种植物提供了生存

空间。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生态

系统。通过构建生态监测体系，加强监督管理，有效杜绝各

种破坏行为，发挥湿地优势，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也能保

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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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湿地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3.1 天然湿地面积减少
生态环境愈发恶劣使得湿地出现了缺水退化旱化的情

况，也为人们的各项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人们盲目围垦

造田，侵占滥用湿地面积。相关监管工作落实不到位，难以

及时发现各类行为，从而对湿地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也存

在过度开发利用的情况，使得一些沼泽芦苇湿地功能退化严

重，面积大量减少。

3.2 污染严重
近些年中国工业发展十分迅猛，促进经济发展，但与

此同时，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水废气废物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

危害。一些地区监管不严，产生了各类废水废气并未经过严

肃处理，没有达到相关标准排入到湿地中。其中包含的重金

属离子，有毒物质，有机物等等对水资源土壤等造成破坏，

使得水体富营养化，土壤质量明显下降，一些有毒物质进入

食物链循环，对动植物产生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中，化肥农

药残留排入到湿地的河道水渠中，也会产生极大影响。导致

一些原生水生植物枯死，水生动物被大量的寄生虫所代替，

使得湿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污染威胁，功能不断退化，种

群数量减少 [2]。

4 湿地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

4.1 监测内容
做好实地勘测工作，合理设置监测站点。设置监测站

点时需要注意这些站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并考虑到各项基

础工作整合现有的设备人才队伍，依托国家重要湿地，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等优先布设监测站。构建重点数据生态监

测站，要选择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实际类型。例如生物

多样性丰富，资源配置合理，结构比较完善，或者受到破坏

威胁的事例来构建，开展监测工作，收集各类信息，为重点

湿地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丰富的资料。增加多处湿地生态监

测站的设置，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加强各站点的联系，实

现系统的升级，获得更为全面的数据信息，构建完善网络能

够覆盖全省所有类型的湿地，获取的数据也更加科学合理。

构建湿地生态监测体系，要明确该范围内的监测内容。

一般工作内容包括湿地类型，生态环境，数量结构，人类活

动对湿地影响等各个方面。通过开展动态监测工作，能够获

得更为全面的数据信息。通过开展湿地资源监测，掌握湿地

的类型，分布，水资源动态变化情况。开展生态环境监测，

了解湿地内生物种类以及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展

环境污染物监测工作，了解各种污染物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

响。开展对周边环境的监测工作，了解人类活动对湿地结构

功能等的影响。还需要开展对湿地保护和管理情况的监测工

作，了解各类措施的落实情况。

4.2 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是表示生态系统特征及干扰因素的可度量变

量，在监测指标的支持下，能够确保监测工作的有效性。各

地区在建设监测指标时需要遵循多项原则，能够合理应用，

完善湿地监测体系的建设。首先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做好实

际调查工作，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属性、生态演变规律等

等。获得全面的数据信息，筛选恰当指标，能够反映出湿地

生态系统及生态演变过程和规律。其次要遵循可操作性原

则。设置的指标监测站点能够胜任，通过后期培训也能够完

成。第三要遵循标准化原则，符合出台的相关政策，确保监

测方法、分析方法等更加标准规范，获得统一的监测数据，

为各项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4.3 技术支持
为了构建更完善的湿地生态建设体系，满足现阶段工

作的需求，还需要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首先要完善基础设

施的建设，选择恰当监测站点。例如，可以使用 GPS 与遥

感技术等的结合应用，开展动态监测工作。遥感影像能够自

动识别，了解湿地生态系统中面积变化、物种入侵、动植物

分布情况等多种信息数据，通过长期的跟踪监测，掌握变化

情况。其次，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开展宏观生态监

测和微观生态监测。宏观生态监测指的是对全省范围内各类

型湿地的具体情况开展监测工作，掌握全省范围内的湿地分

布和面积的动态变化。最常用的监测方法是区域生态调查与

生态统计法，在各项测绘技术的支持下，获得更为全面的数

据信息，从而构建地理信息系统。而在微观生态监测工作中，

是针对某一特定类型湿地开展监测 [3]。可以以宏观生态监测

为指导，构建监测网络。可以引进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多项技术，搭建智慧监测系统。智慧监测系统能够将各种设

备连接在一起，形成统一体系。各监测站点的图像数据互相

连通，构建监测物联网实现数据的共享。在该系统可获得实

时的数据信息，及时更新湿地生态系统的具体情况，也能为

相关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解决信息不足等诸多问题。建立互

联共享的智慧汇集新机制，各部门之间可实现数据的共享，

开展协同管理。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可以推动交通、农业、

林业、水利、气象等数据的共享工作，统一数据，为湿地生

态系统的运行提供一定的支持。

湿地生态监测体系构建流程见图 1。

图 1 湿地生态监测体系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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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制度支持
为了确保生态监测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建立完善的

管理制度，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明确各项规定，对监测工

作形成一定的规范和约束，有效落实各项计划，从而提高湿

地生态监测工作的效率。首先该制度需要合理实施岗位，确

定监测人员的职责。并规范他们的工作内容和行为 [4]。监测

人员在开展工作前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掌握各项设备的使

用，具备采样等基本功能。其次，监测站点负责人需要做好

检查工作，掌握监测工作各项要点，定期检查数据质量，确

保监测结果更加真实准确。同时不定期对相关技术设备开展

质量审核和评估工作，了解监测设备等的使用情况。最后，

加强对数据管理工作，借助于信息技术整合，全省失业生态

监测信息和数据成果，将监测数据应用于考核考评，生态状

况评估及保护管理决策参考中，定期发布相关报告。

4.5 人才保障
构建湿地生态监测体系，还离不开人才的支持，相关

单位不仅要注重人才的引进，不断丰富团队，还需要做好对

现有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在职进修等多种方式引导工

作人员进行学习，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掌握更多湿地

生态相关的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定期组织专家

对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工作，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各项监测设

备等的使用 [5]。培训结束后开展考核工作，了解工作人员的

具体水平，并督促他们加强自身学习。通过多种形式提高整

个团队的综合素质，满足监测工作的需求。

4.6 资金保障
湿地生态监测工作依靠国家补助资金、相关课题以及

有限合作项目，资金来源不一，而且资金受限，严重制约了

生态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建立资金保障

体系，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对湿地生态监测的稳定持续投入。

地方政府也需要改善现状，拓展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社会

资金，为生态监测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完善湿地生态

监测体系的建设。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湿地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需要注重视

力，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的问题，构建湿地生态监

测体系，明确监测指标和监测内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构

建完善系统。根据工作情况，细化规章制度，提供人才支持

和资金保障。在多种措施的支持下，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

的建设，从而掌握实体生态质量状况，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等，

获得全面数据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改善湿地环

境，加强环境保护，确保湿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经济

和生态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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