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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林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盐城工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志洲、陈浩、成海、陈亚芹、李洪山、王刚、殷鹏、李春荣、王常玲、王冬

冬、王潇、李洪磊、张利英、杨丽婷、李佩贞、邓丽娜、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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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滩涂湿地鸟类栖息地构建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江苏沿海滩涂湿地鸟类栖息地构建地环境选择、地形塑造、水位调控、成效评估

与适应性管理等配套技术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沿海滩涂湿地水系通畅的地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1339.X 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

HY/T 080-2005 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HJ 710.4-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DB11/T 1300-2015 湿地恢复与建设技术规程

DB34/T 2831-2017 湿地植被修复技术规程

DB13/T2330-2016 滨海盐土盐地碱蓬种植技术规程

T/CAOE 20.X-2020 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建标 195-2018 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 196-2018 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2023 年自然资办函〔2023〕2401 号《互花米草治理区域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3.1

滩涂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将滩涂界定为平均高潮线以下低潮线以上的海域，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沿海滩涂

界定为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滩涂是水产养殖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是海岸

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2

湿地

按《国际湿地公约》定义，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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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水域。潮

湿或浅积水地带发育成水生生物群和水成土壤的地理综合体。是陆地、流水、静水、河口、和海洋系统

中各种沼生、湿生区域的总称。包括各种咸水淡水沼泽地、湿草甸、湖泊、河流以及泛洪平原、河口三

角洲、泥炭地、湖海滩涂、河边洼地或漫滩、湿草原等。

3.3

鸻鹬类

鸻鹬类是鸻形目鸟类简称，在内陆浅水或海岸带湿地水陆交汇的岸边涉水生活，为典型的湿地鸟类。

以其种类多、数量大而成为令人瞩目的鸟类类群。鸻鹬类迁徙过程中聚集在大型河口、海岸、海湾和内

陆湿地等中途停歇地，许多形态相似、具有相同或相似需求的物种在相对有限的栖息地聚集形成密集的

多物种群落。

3.4

栖息地

适宜某个物种个体或者群体（一般指某种生物）生存、休养生息的地方。能够作为栖息地的地方一

定具有完整的生态链，可以是海洋，也可以是陆地。比如沼泽地有丰富的虫鱼可以让很多鸟类在此繁衍

生息，就可以说沼泽地是很多鸟类的栖息地。由于某些生物只吃某一种食物，而这种食物对生存环境又

有特殊要求，比如气候、光照、湿度、温度都有严格要求，导致这类生物只能在这种食物生长的地方生

存，这种情况下，适合这类生物的栖息地就会非常有限。一旦这些条件苛刻的栖息地消失，这一类物种

也会随之消失。

鸟类对栖息地的选择以植被类型为基础，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影响鸟类栖息地选择的环境因素亦不

相同；在不同的季节和生活史阶段，鸟类对栖息地类型的选择取决于季节性变化的植被因素和鸟类在不

同生活史阶段对栖息地的不同需求；而鸟类的繁殖栖息地选择取决于小尺度上的植被结构。

鸟类栖息地构建包括栖息地地形塑造和生境营造两个部分。

3.5

栖息地地形

指鸟类栖息地土方工程后的地貌，本规程中鸟类栖息地分为凹凸两种形状，凹形，或称为碟形，栖

息地四周高圩与水渠相隔，四周高圩向中心逐步降高程，下降坡度在 15°～30°。凸形，或称为脊形，栖

息地与水渠没有间隔，由栖息地中心向水渠方向逐步降高程，下降坡度在 10°～20°。

3.6

群落演替与置换

群落演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落被另一个群落代替的过程。群落发生演替的主要标志:群落

在物种组成上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在一定区域内一个群落逐步被另一个群落替代。群落置换是通过人工

干预的方式快速在某个生境实现群落类型改变的过程。

https://baike.so.com/doc/4327785-45323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23229-3602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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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地碱蓬群落置换芦苇、或互花米草群落过程是通过物理、化学防治生态控制的方式清除芦苇、互

花米草后进行种植盐地碱蓬，并持续开展维护及群落纯化。常用的有人工清除、药剂防除、闷水灭杀等

方法。

3.7

盐地碱蓬

盐地碱蓬(Suaeda salsa (L.) Pall.)是一种自然广布于海滨、湖边、荒漠等处的盐碱荒地上的藜科碱蓬

属一年生草本，生态环境的差异可以使得植株形态有多样性表现。盐地碱蓬群落是众多珍稀鸟类嗜好的

栖息场所，如嫩芽和种子为丹顶鹤提供了最好的素食。黑嘴鸥借用碱蓬干枝在碱蓬滩上筑皿状巢繁殖。

天鹅、白鹭、鸳鸯、苍鹭、鸿雁、蛎鹬、杜鹃、伯劳、海鸥、戴胜等鸟类均喜好在碱蓬滩栖息。

3.8 湿地植物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

3.8.1 保护优先原则

对珍稀物种分布区、湿地植物特别丰富的区域、多种水鸟觅食区、栽植难度大的区域等，应尽可能

保护原有湿地植被。

3.8.2 生态适应性原则

优先选择乡土植物，或适应当地环境、且不会造成生物入侵的物种，作为湿地植被修复的主要植物

种类。

3.8.3 抗逆性原则

选择具有抗污性、抗病性、抗寒性等抗逆性植物。

3.8.4 生物安全原则

注重生物多样性稳定，慎用外来物种，确需引入的，要做好监测和监管工作。

3.8.5 可利用性原则

优先选择具有净化水体、完善食物链、美化景观等生态功能的植物，兼顾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等

功能。

4 沿海滩涂湿地鸟类栖息地建设

4.1 位置选择

选择地域开阔、水源通畅充足、外来干扰较少的湿地环境，优选在拟建设区域外围沟渠高圩有

利于屏蔽外来干扰的植物群落生境，如有防护林带、芦苇丛等。

4.2 地形塑造

建设区域每 100～300 亩划为一个管理单元，地域单边长（宽）均确保在 100 m 以上，根据外围沟

渠走向和进出水量选择建设凹形、或者凸形栖息地。外围沟渠宽畅、进出水快且水量大、换水频繁的地

域建议凸形（脊形）栖息地建设，外围有进出水沟、换水难、蓄水效率低的地域建议凹形（碟形）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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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凹形（碟形）栖息地四周高圩高程与栖息地中心低位高程差至少在 150 cm 以上，建设完成后

栖息地具有三种生境区域，长期浅层蓄水区，主要是增繁浮游生物、底栖生物，为鸟类持续提供食料源，

占到栖息地总面积的 40 %～50 %；周期性裸露区，主要是滞留水位上涨后的生物饵料，是鸟类取食、

戏水的主要场所，占到栖息地总面积的 30 %～40 %；植被覆盖区，主要用于水位高程时鸟类暂时居留

场地和繁殖地，占到栖息地总面积的 10 %～20 %。凸形（脊形）栖息地中外围沟渠可以直接作为栖息

地的组成部分，长期浅层蓄水区面积可以适当缩小到栖息地总面积的 30 %～40 %、植被覆盖区面积扩

大栖息地总面积的 20-30%。

4.3 水层管理

采用供水沟渠涵闸闸和溢水坝联动的方法控制浅层蓄水区水面积大小以及水层深度，涵闸的设

置和建设标准参照《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95-2018）》和《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标

准（建标 196-2018）》，凹形栖息地的溢水坝设置在栖息地沟渠进出水口处，凸形栖息地的溢水坝设

置在外围沟渠进出水口处，溢水坝高度与浅层蓄水区深度一致。要求在外围水位下降（或者海水退潮）

时浅层蓄水区面积保证在需求范围。 凹形栖息地建议 10 d 内至少补水和水交换一次，凸形栖息地建议

5 d内至少补水和水交换一次。

4.4 后续维护

主要内容有栖息地鸟类饵料源增殖、栖息地植物群落构建和水层调控。定期根据鸟类群体数量在栖

息地水体中增放适生鱼、虾、蟹及贝类幼体、释放适生底栖生物，如沙蚕，提高鸟类食料量。在栖息地

清除芦苇、互花米草等高杆硬杆、不利于滩涂鸟类栖息觅食的植物，恢复土著植物盐地碱蓬群落，营造

鸟类嗜好的觅食、栖息生境。水层调控包括水位调节和水体流动，溢水坝高度控制浅层蓄水区深度，增

高溢水坝高度可以加深蓄水区深度。水体高效流动利于栖息地内外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提高栖息地生产

力。可以在沟渠进出水口（与外围水体连接处）设置动力源，如翻水泵加快水体流动和加大外源进水量。

5 鸟类栖息地高程位植物群落恢复技术

5.1 鸟类栖息地高程位植物群落恢复目的

在栖息地清除芦苇、互花米草等高杆硬杆、不利于滩涂鸟类栖息觅食的植物，在长期浅层蓄水区、

周期性裸露区根除芦苇、互花米草植物，在水位高程时鸟类暂时居留场地和繁殖地恢复土著植物盐地碱

蓬群落，营造鸟类嗜好觅食、栖息生境。

5.2 清除芦苇、互花米草等高杆硬杆植物

综合方法实施，物理防治，包括淹水、刈割、翻耕、碎根及覆盖遮荫；化学防治：通过配置除草剂

用于芦苇、互花米草治理；其他有生物防治、生物替代等方法根除芦苇、互花米草。

根据植物群落演替的规律，在鸟类栖息地高程位由竞争力强的本地植物取代外来入侵植物，实现滩

涂鸟类栖息生态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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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盐地碱蓬植物群落恢复及纯化

在栖息地地形塑造过程中，通过综合方法实施清除芦苇、互花米草等后，对栖息地高程地耕翻、晒

土、平整等，在春季 3～4 M 地温 10 ℃以上时可以开始撒种，亩用种 3～4 kg（发芽率 70 %以上）,在

春季中等量级降雨前进行撒种尤佳。如土壤墒情不够、土壤板结，建议引水增墒，促进出苗。盐地碱蓬

种采用当年采收的本地种源，80 %以上幼苗 1～2 片真叶时进入生长期管理。盐地碱蓬群落中可能混生

有芦苇、水蒲、碱茅等杂草，对禾本科杂草、芦苇等可以在幼嫩苗期用采用生态控草或者环境友好型灭

草技术。

5.4 次年管理

根据上一年度盐地碱蓬群体表现，在当年春季进行土面平高填低、碱蓬疏密补稀以及田园杂草清洁

等措施，维持盐地碱蓬群落的稳定。

6 成效评估与适应性管理

6.1 生态修复监测

6.1.1 根据鸟类栖息地的主体功能类型规划监测区域，实施分区分类监测；综合修复区域面积、生物

与生境条件等因素布设监测站位，宜设定固定监测站位开展持续跟踪监测。

6.1.2 根据生态修复目标设置生态监测的内容和指标。监测内容和指标可参考《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

南》等相关标准设定。

6.1.3 宜开展鸟类栖息地构建实施前、构建实施过程和实施后的全过程监测。

6.1.4 除现场监测定量数据外，可综合采用观察、资料收集、调访等方式获取其他数据信息。可定期

采集湿地植被、鸟类和生境状况的影像资料，直观反映栖息地修复成效。

6.2 修复成效评估

6.2.1 根据设定的生态修复的目标，通过对比表征目标的相关指标在评估时的状态值和目标值开展生

态修复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估；可参考附录 A 评估生态修复目标实现程度。

6.2.2 通过将评估指标的状态值与栖息地修复前的水平对比，开展生态系统状况的改善和功能提升成

效的评估。在修复工程完成后 3～5 年内，重点开展湿地植被、动物群落、生境条件以及生境功能的修

复成效，栖息地构建完成 5 年后，宜增加其他湿地生态功能提升效果的评估。

6.3 适应性管理

6.3.1 根据栖息地生态修复成效的阶段性评估结果，结合观察、资料收集、调研等方式获取其他数据

信息和影像资料，分析栖息地生态修复成效的总体情况。

6.3.2 如栖息地修复成效不理想，分析栖息地生态修复的方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对相应

的技术方法和工程措施进行优化调整，继续开展栖息地生态修复工程直至实现预期目标。

6.3.3 项目实施过程关注工程对周边的生境的影响，如出现不利影响，应及时进行技术措施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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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鸟类栖息地生态现状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 调查要素 调查方式

盐沼植被

盐沼：面积、分布、植被带宽度 遥感解译和现场核查

样方植物：种类、数量 现场调查

样格植物：密度、盖度、平均高度、生物量 现场调查

生物群落

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密度、生物量 现场调查

鸟类：种类和数量 现场调查

环境因素

底质：粒度、全盐含量、pH 值、总有机碳、氧化还

原电位、总氮、总磷
现场调查

水体：温度、盐度、浑浊度、溶解氧、pH 值、总有机碳、铵盐、硝酸

盐、亚硝酸盐、活性磷酸盐
现场调查

地形：高程 现场调查

威胁因素

自然因素：自然灾害、海平面变化、海岸侵蚀、外来

物种入侵等

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社

会调查等

人为因素：水产养殖活动、渔业捕捞、海岸带工程、

排污状况、周边资源利用情况、旅游开发活动等

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社

会调查等

附 录 B

（资料性）

生态修复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方法

1. 根据生态修复目标和工程实际情况，将评估指标划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数值增

大时，生态系统往改善的方向发展，负向指标则相反。

2. 以生态修复目标值为参照，计算各个评估指标的目标实现程度。通过对比评估指标的监测值与

目标值，计算评估指标对应修复目标的实现程度，按照公式(1)计算：

%100
i

ij
ij C

I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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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S
——生态修复后第 j年，第 i 个评估指标修复目标的实现程度；

ijI
——生态修复后第 j年的第 i 个评估指标的监测值；

iC ——生态修复第 i 个评估指标的目标值。

3. 生态功能的评估指标宜根据对应监测指标的监测结果计算修复区域或参照区的监测值。

4. 评估指标的目标值根据修复方案设计的目标值、参照区的监测值或构建的参照生态系统的状态

值确定。

5. 根据生态修复评估指标的类型及其 ijS 值，按下表判定生态修复目标的实现程度等级。

生态修复目标的实现程度等级

评估指标类型
生态修复目标实现程度等级

实现 基本实现 未实现

正向指标 > 90% 70%～90% <70%

负向指标 <110% 110%～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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