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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地 生 态 旅 游 研 究 进 展!

王立龙! 陆! 林
!!

（安徽师范大学重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芜湖 "#$%%%）

摘! 要! 湿地富有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环境教育功能及社区参

与功能，湿地生态旅游体现了旅游经济与湿地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目前已引起国内外政

府和学者的普遍关注&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对湿地生态旅游的研

究意义、进程、内容、方法和结果等进行了综述，并对湿地生态旅游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推动

湿地生态旅游研究的发展，为湿地及相关旅游区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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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湿地占据地球表面 *S的面积，被誉为“地球之

肾”，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以及人

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它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

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 "］& 由于湿地在美学、教育、

文化、宗教、民俗、音乐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因此其

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如美国的大沼

泽、秘鲁的喀喀湖、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等湿地旅游已

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活动［) ’ #］，湿地观鸟游、湿地植

物观赏、河口瀑布观赏和湿地教育游等生态旅游在

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非常普及& 目前，国内许多湿地也

被开辟为旅游目的地，如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

建有标本馆和观鹤楼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杭州西溪

国家湿地公园自 "%%+ 年 + 月 $ 日开园到 "%%* 年年

初，接待的游客和访客多达 +% 多万人次［+］& 良好的

湿地生态旅游产品可使游客在湿地旅游活动中接受

环境教育和文化熏陶，能更好地提高广大游客的湿

地保护意识，有助于推动湿地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湿地生态旅游研究的发展受湿地和生态旅游这

" 个学科研究进程的影响& 自 $(-) 年生态旅游概念

首次被提出至今［*］，湿地一直出现在生态旅游研究

中& TB@4?<7G7F67F 等［,］曾提出发展生态旅游应首先

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因为湿地最富生物多样性和文

化多样性，具有最好的环境教育功能和社区参与功

能& 湿地生态旅游追求旅游经济与湿地保护的协调

发展，逐渐引起许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湿地周边

社区的关注，但湿地生态旅游研究滞后于业界的期

望值，表现为生态旅游研究热，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冷

的现象& 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近几年新出现的研究

领域，湿地生态旅游的自身研究内容很不完善，还处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年 * 月! 第 "% 卷! 第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B48;?; U7F@8=6 7I /GG64;> QA7679E，UF8& "%%(，45（*）：$+$,’$+"#



于初步发展阶段，且湿地生态旅游研究是生态学和

旅游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集中体现，存在问题较多，目

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为此，本文对国内外

相关研究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总结，从研究进程、内容

和方法等方面论述了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进展，并

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推动湿地生态旅游研

究的发展，为湿地及相关旅游区的资源开发、环境保

护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 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历史

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可追溯到旅游发展的整个历

史，在湿地定义没正式确定之前，湿地包含的很多资

源同时也是旅游资源，所以朴素而简单的湿地生态

旅游思想较早地出现于旅游研究进程中! 湿地生态

旅游研究的萌芽期为 "#$" 年拉姆萨尔公约（%&’(
)&*）中 湿 地 概 念 的 形 成 至 "#+, 年 -./&001)(2&)(
34*&56［+］提出生态旅游（ .31714*5)’）概念的这段时

间，期间，自然旅游（6&74*. 714*5)’）、野外旅游（850(
9.*6.)) 714*5)’）、绿色旅游（:*..6 714*5)’）和可持续

旅游（)4)7&56&/0. 714*5)’）等相关概念及研究成果相

继出现［#］，但这些研究都没把湿地作为一种特殊的

旅游资源专门提出!
"#+,—;<<< 年间，伴随着生态旅游的发展，湿

地生态 旅 游 作 为 生 态 旅 游 的 一 种 形 式 已 逐 步 形

成［#］! 但这期间的湿地生态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

游对湿地生态环境影响的描述方面，且仅停留在定

性研究阶段!
;<<< 年以来，随着湿地国际成员国的逐步增

加，以及全球范围内湿地保护和信息交流活动的日

益频繁，湿地生态旅游也逐步发展! ;<<; 年，湿地作

为一种旅游资源被提出［"］，同时因其生态系统的脆

弱性而首推采取生态旅游模式，生态旅游的相关理

论和方法被应用到湿地生态旅游研究中，随之出现

了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分类、湿地生态旅游影响和湿

地生态旅游规划等一系列研究［"<］! 迄今为止，这个

阶段的研究只能称为湿地生态旅游的初步发展期!
由于湿地生态旅游研究体系尚未形成，不同研究者

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很多理论和方法仍处于商榷

阶段!

#" 国外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进展

国外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始于湿地与旅游的关

系! "#+$ 年，=&316［""］对加勒比海的湿地旅游价值进

行了研究，初步探讨了湿地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的特

殊价值! >0&77［";］对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开展的湿地生

态旅游进行了研究，认为开展湿地生态旅游需要科

学的湿地信息管理和完善的规章制度等! "### 年，

-&’?/.00 等［",］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景观生态

学与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对美国达拉

斯市弗尔公园泻湖等湿地公园的旅游和管理规划进

行了系统研究! 此后，关于湿地与旅游的关系、湿地

旅游与减少贫困、湿地旅游环境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有所加强，但总体来说均没有突破性进展，涉及到的

研究内容和方法还有待完善!
#$ !" 湿地与旅游的关系

@45’ 等［A］认为湿地和旅游一直相关，一方面，

旅游需要湿地，游客喜欢游泳、日光浴、划船、跳水、

潜水、垂钓、观看鸟类及其他野生生物，而海滨区、湖

泊、河流和红树林等一些湿地可为游客提供这样的

场所；另一方面，湿地需要旅游，旅游收入能为湿地

资源保护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B.7C6.*［"A］

研究表明，游客对湿地自然状况的期望值和旅游引

起的环境问题会促使政府对湿地进行保护和管理!
D’&*916［"E］和 D50F54) 等［"G］认为生态旅游作为湿地

的新用途应与湿地的本原用途结合起来! 国外研究

者认为在湿地开展生态旅游，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实现对湿地生态环境的积极保护，还可

以对旅游者进行生动的环境教育，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
#$ #" 湿地生态旅游与减少贫困

;<<G 年第 "< 个“世界湿地日”主题为“ 湿地与

减贫”，旨在突出湿地在消除贫困、提高和改善人类

生活方面的巨大作用，国外学者已在此方面开展了

相关研究! %4)).00［"$］对希腊、立陶宛、罗马尼亚 , 个

欧洲国家的湿地旅游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湿地旅

游业要充分考虑居民参与，必须以提高居民收入作

为生态旅游的重要内容! H*&I105)［"+］对希腊国家公园

>*.)?.) 湖湿地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感知力的研究

表明，旅游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居民的感受及其利益，

要解决好一些冲突和矛盾! @45’ 等［A］对乌干达的湿

地观鸟游进行了研究，发现旅游改变了当地居民对

湿地资源过量利用的方式（如过度狩猎和燃烧等），

使当地居民意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并提高了他

们的收入! =5I&6:&:& 等［"#］对乌干达 J&/4:&/1 国际

重要湿地的旅游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湿地利益攸关

者对湿地保护的态度与受教育程度具相关性，发展

旅游 业 必 须 考 虑 当 地 居 民 的 利 益! -K*5)71?14014
等［$］从当地利益攸关者及居民的感知角度对希腊 A

+"E" 应L 用L 生L 态L 学L 报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卷



个国际重要湿地进行了研究，指出发展湿地生态旅

游务必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环境教育和执行有效的保

护对策! "#$ 等［%&］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五人湾度假

村和布泽恩湿地旅游的研究发现，建设生态可持续

性工业链、让游客满意以及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

平对湿地生态旅游管理同等重要! 目前，虽然对于湿

地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及其对居民经济、社会和生

活方面影响的研究较多，但还仅停留在宏观指导层

面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具体的管理模式、手段和方

法!
!" #$ 湿地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

国外学者对发展湿地生态旅游与环境影响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尺度和广度比较大的宏观研究!
’())［*］对全球变化与湿地旅游关系的研究表明，滨

海湿地旅游业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内陆湿

地旅游业则会受到水位下降的影响! +,#$ 等［-］通过

研究地中海沿岸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指出，旅游使湿

地环境遭到破坏，会引起生境减少、污染、大量消耗

水、噪声或视觉污染等，目前在湿地保护与可持续性

旅游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是充满挑战性的! 不良的湿

地旅游规划将造成湿地退化，目前主要用环境、土壤

和生物多样性等特征作为湿地退化的参考指标［%.］!
/()01#2［%%］对安提瓜西印度群岛因发展旅游而导致

的湿地退化和海岸侵蚀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地的旅

游业使湿地环境遭到严重破环，反过来，这种破坏又

制约了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海洋与海岸带旅游开发导致红树林生态和河口湾生

态破坏严重，这在澳大利亚、夏威夷、斐济和瓦努阿

图等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

#$ 国内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进展

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我国自然湿地约 *3%& 4
.&- 5$%，包括库塘和水稻田在内的人工湿地约 *%%6
4 .&- 5$% ! .77% 年，中国加入拉姆萨尔公约，为了与

国际接轨才逐渐使用湿地的概念［%］，%&&& 年我国加

入“湿地国际”（189)(20: #298;2(9#<2()）非政府组织，

推动了我国湿地保护与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目前，我

国有国家湿地公园 *6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 个，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已达 *3 处，中国湿地生

态旅游节到 %&&7 年已成功举办 - 次，九寨沟、武陵

源、三江并流等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湿地生态旅游

的典型目的地!“以游养保”逐步被我国的湿地自然

保护区所采用! 但国内很多湿地旅游风景区的生态

环境令人担忧，如由于工业和生活污染，云南滇池已

失去了昔日美丽景观，蓝藻频繁爆发，虽然国家已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质却没有根本好转，大大影

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了云南的旅游形

象! 湿地专题研究在国内起步晚、基础差、综合性和

系统性不强［%=］，而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则主要集中在

对湿地旅游资源的界定、湿地生态旅游价值评价以

及规划等方面! 与理论研究相比，前瞻性、总结性的

实证研究更少，且理论研究成果多为个案研究，缺乏

可操作性，很多研究仍集中在概念的讨论上!
#" %$ 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界定

湿地蕴含着丰富秀丽的自然风光，具有自然观

光、旅游、娱乐等功能，许多重要的风景区都分布在

湿地区域［%3 > %?］! 目前，学术界对湿地旅游的关注更

多体现在湿地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产品设计、

价值评价等方面［%6 > *&］，而忽视了湿地旅游资源特征

的界定、分类方法的探讨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导致

湿地旅游开发存在盲目性和破坏性! 在旅游研究与

实践中把湿地资源与湿地旅游资源等同起来，把湿

地旅游资源与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等同起来，并按湿

地的分类方式对湿地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这是相当

错误的，势必影响湿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 *%］!
迄今，国内学者对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已

进行了初步研究! 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多样，目前以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与评价》标准中的旅游资源分类最为业界所接受，

而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划分方式主

要包括按旅游资源特性［*%］和按旅游功能［**］两种划

分方式! 陈金华等［*%］将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湿

地自然旅游资源和湿地人文旅游资源两种类型，每

种类型又分为若干类别! 刘慧媛［**］将湿地旅游资源

的功能划分为综合性休闲娱乐（ 香港湿地公园、杭

州西溪湿地公园等）、观光（ 杭州西湖、微山湖红荷

湿地、碧塔海等）、文化（ 西洞庭湖文化旅游节等）、

体育（垂钓、狩猎、赛龙舟、漂流、沙滩排球等）、求知

科考（国际重要湿地、各级自然保护区等）、康体疗

养（五大连池风景区的矿泉等）和度假（ 夏威夷海

岸、青岛海滨、浙江千岛湖度假区等）? 种功能! 这两

种分类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基本上

涵盖了所有的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类型!
#" !$ 湿地生态旅游的规划及开发模式

通过对国内一些重要湿地（ 洞庭湖［%7］、向海湿

地［*-］、黑龙江省湿地［*=］、三江平原湿地［*3］、扎龙湿

地［*?］、鄱阳湖西部湿地［*6］和盐城海滨湿地［*7］等）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进行的评价和规划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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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规划的前期工作是对区域社

会经济和旅游资源进行全面和详细调查! 调查内容

包括已开发和待开发的旅游区域内构成湿地环境的

各种自然要素、人文社会要素、湿地保护组织、保护

过程与手段，还包括湿地地区居民的生产活动、经济

利益、就业机会及环保意识，同时应建立区域湿地生

态旅游资源数据库，及时保存调查资料和数据!
陈金华等［"#］认为作为旅游资源的湿地具有景

观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生态脆弱性、分布广泛性及

开发多功能性等特征，可持续发展应作为湿地旅游

开发的核心思想，而不能把客源或经济收益作为开

发利用的首要目标，应强调这三大效益的协调统一!
汪万森等［$%］对河南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进行大量

考察后，将该湿地的经营管理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

区和试验区，并提出在试验区开展科普旅游规划! 丁

季华等［&］将湿地旅游目的地分为 " 个功能分区，即

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 唐卫东等［$&］认为湿地景

观设计的具体目标应根据湿地总体情况划分成几个

区域，并分别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复，最终以深水

沉水植物区、浅水景观湿地区、滨江湿生植物区、天

然湿地保护区和生态护岸堤岸区构成湿地景观的整

体效果! 宫兆宁等［$#］对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育进行了规划，划分出了湿地生态旅游区，并

提出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主题的生态旅游活动! 国

内研究者均从案例湿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调研

规划，对案例地湿地的旅游开发提出了很多有效的

生态保护建议，但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个案研究层

面，系统的同类湿地生态旅游规划及开发模式还没

有出现，基本的规划原则和方法还没有确定!
!" !# 湿地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

目前，国内湿地的退化和水质污染现象十分严

重，表现为湿地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景

观结构破碎化、湿地面积减少和生境退化等［$"］! 在

一些重点湿地旅游区，由于不限制客流量，湿地生态

环境遭到了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而湿地生态环境

的破坏反过来又影响旅游业发展，如滇池、洱海、太

湖等风景名胜区由于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已严重影

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国内湿地生态旅游的环境

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对湿地边缘环境的影响、

湿地旅游环境承载力、湿地生态旅游环境指标体系

构建等方面，针对案例地的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

重复研究较多、研究手段单一，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

待提高! 国内湿地生态旅游刚刚兴起，成功的湿地生

态旅游产品不多，应多借鉴国外湿地生态旅游发展

的过程和管理思路，加强湿地生态旅游理论和实证

研究，以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为保障，实现湿地生态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在湿地生态旅游对湿地生态因子影响的研究

中，王金亮等［$(］分析了云南碧塔海湿地旅游活动的

时空分布特点及其对湿地土壤物理性质和植物的影

响，结果表明，愈靠近旅游线路、旅游活动时间愈长，

旅游活动对土壤性质和植物的影响愈大! 罗姗等［$)］

分析了云南香格里拉县纳帕海湿地无序旅游活动对

湿地土壤环境造成的破坏后发现，湿地土壤退化严

重导致植被覆盖率和植被类型多样性降低，湿地生

态环境处于恶性循环当中! 陈卫等［$*］对北京湿地生

物多样性进行的研究表明，旅游开发的无序化对北

京湿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陆林［$+］对国内

外海岛旅游研究进行了评述，指出旅游开发对海岛

区域水体、海岸线、地表水文特征和土壤植被等自然

环境都产生巨大影响!
在湿地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和承载力的研究中，

陈久和等［’%］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

容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边缘湿地生态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宋春玲等［’&］对宁夏银

川市阅海湿地公园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研究，

提出发展湿地旅游业应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在开

发过程中必须进行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计算!
在湿地生态旅游对环境的综合影响方面，刘娜

等［’#］对若尔盖湿地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及其对策

进行了研究，指出多年粗放的旅游开发方式对原本

脆弱的若尔盖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

坏，影响了若尔盖湿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从价

值观、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开发模式以及管理机制 $
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在湿地生态旅游的生态补偿

研究方面，章锦河等［’"］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

与计算方法，并以九寨沟湿地旅游为例，构建了基于

旅游生态足迹效率的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标准

的测度模型!

$# 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湿地生态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其现状和特点的描述方面，关于湿地生态旅游

研究的系统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没有文献报道，主要

利用景观生态学、旅游学、湿地生态系统等学科的研

究方法，自身还未形成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
$" %# 试验研究方法

$" %" % 定性描述法, 通过描述湿地旅游生态系统或

%#’&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 卷



旅游景观的大尺度变化来反映旅游开发对湿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这种方法主要以对湿地的直观观察为

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湿地生态旅游的前期研究主

要采用这种方法! 刘芳芳等［"#］对三江平原七星河湿

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进行的定性评价表明，该湿

地自然风光优美、动植物资源丰富、科研价值较高、

旅游环境优越、“三大效益”和谐统一!
!" #" $% 对比试验法$ 通过对比旅游开发前后同一

旅游线路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或旅游开发不同线路

的环境因子受影响程度，以反映旅游开发的环境影

响，这种方法是目前湿地生态旅游量化影响研究的

主要方法，其效果明显，但湿地旅游开发前的环境本

底值较难获得! 王金亮等［#%］在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

的基础上，研究了马帮践踏、人为采摘、马啃食、垃

圾、马粪和外来物种入侵对碧塔海湿地环境造成的

影响!
!" #" & 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 当涉及到湿地生态

旅游的社会心理容量、生态旅游管理和居民参与等

研究时，需要采取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该方法的

指标体系构建比较复杂，变量较多，随着湿地生态旅

游研究社会化的不断深入，该法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指标体系也越来越完善! &’()*+,-［./］通过问卷调查结

合统计分析对希腊国家公园 0’1-21- 湖当地居民对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的感知力进行了研究! 李睿等［""］

运用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空间容量等 " 个因素，通过

统计分析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

量进行了量化研究!
!" $% 空间分析方法

景观生态学、数学模型和 34 等技术已在湿地研

究领域得以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部分学者将

这些研究手段和方法应用于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在

宏观尺度上可反映湿地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的景观

变化过程! 5(++［3］从宏观尺度分析了全球变化与湿

地旅游的关系，杨帆等［"6］对 74 和 894 技术在湿地

景观生态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总结，认为湿地景观

生态研究工作者应进一步深入挖掘遥感数据信息、

提高遥感数据利用率，并增强 74 和 894 技术与景

观生态学学科之间的衔接! 目前，34 等空间分析手

段与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湿地生态旅游研究，在湿地

资源调查、动态变化监测、湿地资源制图及湿地景观

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该方法在湿地生

物多样性、湿地环境效益、湿地边界确定以及湿地资

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及应用仍需加强!
!" &% 旅游生态评价方法

为及时发现人类活动压力下生态旅游资源的不

利变化，调整生态旅游资源的实施策略，需要定时对

生态旅游的生态后果进行评价［"/］! 各种类型的层次

分析法及其与其他相关方法的结合被大量应用于湿

地生态旅游评价中，如层次熵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

法、层次分析法和熵技术法的结合等方法［3:，": ; %<］在

湿地生态旅游规划评价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权威

的湿地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尚未出现，部分

学者仅从个别湿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等角度尝试构

建了湿地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3#］!
!" !% 湿地生态旅游管理方法

生态旅游开发对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影响程度可

最终归根于其管理水平的高低［"/］! &’()*+,-［./］、=,>
)(?@(@( 等［.:］和 5*+-), 等［%.］对湿地生态旅游管理

进行分析后指出，湿地生态旅游管理需充分考虑社

区参与、环境长期规划和管理指标体系构建等! 李睿

等［""］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进行了量化研究，并首次采用人鸟间的合理距离确

定湿地生态容量，为国内湿地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

利用提供了科学的管理依据! 张春丽等［36］以扎龙湿

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管理为例，提出了基于

“可持续性”和“ 利益主体均衡化”A 个目标的湿地

管理双向责任模式!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湿地资源

信息数据的管理和湿地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的构建起

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湿地生态旅游区的动态管

理技术与应急动作机制尚不完善，需在以后的研究

中得以加强!

’% 研究展望

湿地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与目前专题研究相

对滞后的局面迫切需要学术界予以重视! 一定的积

累是必要的，但通过分析，当前一些相对重要的研究

方向则更需关注!
’" #% 湿地生态旅游系统的研究

旅游生态系统是将旅游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经

济等要素，复合到旅游目的地生态系统之中而形成

的复合生态系统［.<］! 可以认为，湿地旅游生态系统

是将旅游活动各要素以及与旅游相关的社会和经济

等要素，复合到湿地生态系统之中而形成的复合生

态系统! 目前虽然学术界还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从

研究趋势来看，从生态系统角度研究湿地生态旅游

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只有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湿地的旅游效益，才能实

现湿地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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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
!" #$ 湿地环境承载力研究

旅游环境承载力（ 简称旅游承载力）指在某一

旅游地环境的现在状态和结构组合无害于（如环境

美学价值的减损、环境污染等过程）当代人（包括旅

游者和当地居民）及未来人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

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人数［"# $ "%］! 宋春玲等［&’］

和杨帆等［&(］分别对宁夏阅海湿地公园和杭州西溪

湿地等湿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初步研究，但

研究手段和方法还处于初始阶段，缺乏权威的指标

体系!
!" %$ 湿地生态旅游与文化的研究

国外与湿地相关的词汇有 )*+,-、./*01*23、+456
/+、1*7/、81993、.1*42、:9*,0、+/,/+594+ 和 ;/01*23, 等，而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涉及到的与湿地相关的、具

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词汇则多达 %< 个［"=］! 世界

上许多著名的湿地旅游风景区因具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而令人流连忘返，如爱琴海岸、尼罗河畔、杭州西

湖和洞庭湖等!《 诗经》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和“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就是描绘古人在湿地生活的生动写照，世

界上歌咏湿地生活的历史文化作品浩如烟海，如何

挖掘整合湿地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是湿地生态旅

游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虽然 #>># 年第 " 个世

界湿地日的主题是“ 湿地：水、生命和文化”（?/06
1*23,：?*0/+，148/，*23 :@10@+/），#>>& 年第 A 个世界

湿地日主题 是“ 湿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文 化 多 样 性”

（:@10@+*1 *23 B4919C4:*1 345/+,404/, 98 ;/01*23,），但目

前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亟待

有关学者开展相关研究!
湿地生态旅游环境影响机理、湿地生态旅游研

究体系、湿地旅游地生态环境演化、湿地生态旅游资

源和旅游产品的信息整合等都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

的领域! 湿地生态旅游作为较新的研究领域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需要相关学者去关注并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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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 Q).14:*0492, 98 C19B*1 :14)*0/ :-*2C/ 89+ 09@+4,)
*23 +/:+/*0492 42 ;/01*23 *+/*,! 40%’/.%) 45/+3*，
’AA<，’(：%(’$%<A

［=］D E@4) R，G/27/2, R! ?/01*23,，S95/+0I R/3@:0492 *23
T@,0*42*B1/ U9@+4,) E/5/19.)/20， V..9+0@2404/, *23
J92,0+*420,［WL X VK］! （#>>&6>&6’"）［#>><6>#6><］!
-00.：X X 14B+*+I! ;@+! 21 X 841/ X ;@+.@B, X KY?SYLRE Z
>>%&<’"<ZH&>#Z>>’! .38

［&］D H2 J6[（ 安传艳），K4*2C K6\（ 梁留科）! S+90/:0492
*23 /].1940*0492 98 ;/01*23 /:9609@+4,) +/,9@+:/,：H :*,/
,0@3I 92 [/119; R45/+ ?/01*23 42 G/2*2 S+9542:/! 6*7
&*/$)5 "8 ("%0 /+1 9/.*$ 4"+&*$-/.%"+（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42 J-42/,/）

［"］ K423B/+C \，G*;742, EW! W:909@+4,)：H P@43/ 89+
S1*22/+, *23 ^*2*C/+,! _9+0- L/2242C/92，‘/+)920：
U-/ W:909@+4,) T9:4/0I，’AA%

［(］D J-+4,09.9@19@ VP，U,*:-*1434, W! J92,/+5*0492 .914:4/,
89+ .+90/:0/3 *+/*,（;/01*23）42 P+//:/：H ,@+5/I 98 K96
:*1 R/,43/20’,! 9/.*$，:%$，/+1 ("%0 ;"00#.%"+：<")#&，
#>>=，’：==&$=&(

［<］D J/B*119,6K*,:@+*42 G! U-/ 8@0@+/ 98 /:909@+4,)! 2*=%)"
>"#$+/0，’A<(，&：’%$’=

［A］D a-92C K6T（钟林生），a-*9 T6E（ 赵士洞），M4*2C L6
G（ 向宝惠）! S+42:4.1/ *23 ^/0-93 *B9@0 W:909@+4,)
S1*2242C! L/4b42C：J-/)4,0+I Q23@,0+I S+/,,，#>>%（ 42
J-42/,/）

［’>］D F42 M6K（ 晋秀龙），K@ K（ 陆 D 林）! R/54/; 92 +/6
,/*+:- )/0-93, 98 09@+4,) /:919CI! :)./ ,)"0"3%)/ (%+%7
)/（生态学报），#>><，#)（&）：#%=%$#%&"（ 42 J-46
2/,/）

［’’］D L*:92 SR! Y,/ 98 ;/01*23, 89+ 09@+4,) 42 0-/ Q2,@1*+
J*++4BB/*2! :++/0& "8 !"#$%&’ 6*&*/$)5，’A<(，&’：’>=
$’’(

［’#］D S1*00 RG! J404/, 92 0-/ L/*:-，^*2*C/)/20 Q,,@/, 98
E/5/19./3 J9*,0*1 L*++4/+,! J-4:*C9：J9))400// 92 P/6
9C+*.-4:*1 T0@34/,，’A<(

［’%］D J*).B/11 JT，VC3/2 ^G! J92,0+@:0/3 ?/01*23, 42 0-/
T@,0*42*B1/ K*23,:*./! _/; [9+7：F9-2 ?41/I c T92,，
’AAA

［’=］D P/0d2/+ ^! Q25/,04C*042C .@B14: 3/:4,492, *B9@0 .+90/:6
042C ;/01*23,! >"#$+/0 "8 ,+-%$"+’*+./0 2/+/3*’*+.，
#>>#，*’：#%($#="

［’&］D T)*+392 RJ! G/+40*C/ 5*1@/, *23 8@2:0492, 98 ;/01*23,
42 ,9@0-/+2 ^/]4:9! ?/+1&)/@* /+1 A$B/+ ;0/++%+3，

#>>"，+’：#A"$%’#
［’"］D T4154@, ^F，V2/7* ^，‘/+-*C/2 aH! ?/01*23,：K48/6

142/ 89+ ./9.1/ *0 0-/ /3C/! ;5C&%)& /+1 45*’%&.$C "8 .5*
,/$.5，#>>>，#!："=&$"&#

［’(］ R@,,/11 H! H20-+9.919CI *23 /:909@+4,) 42 W@+9./*2
;/01*23,! !"#$%&. (.#1%*&，#>>(，+：##&$#==

##&’ 应D 用D 生D 态D 学D 报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卷



［!"］# $%&’()*+ ,- .(/&) 01(0)1’+ 01%/102*(3+ (4 0)&33*35 &36
7&3&517132 *++81+ *3 9%1+01+ .&’1+ :&2*(3&) 9&%’，

;%11/1- !"#$%&’ "( )%*+$"%,-%.&’ /&%&0-,-%.，<==!，

!"：<<>?<@!
［!A］# B*’&35&5& C，9*//D* E9，F(/&%6* C，-. &’- 91%/1*G16

H1314*2+ (4 )*22(%&) I12)&36+ *3 J5&36&：K 4(/8+ (3 2D1
:&H85&H( I12)&36- 1-.’&%23 )4"’"05 &%2 /&%&0-,-%.，
<==>，"#：L<A?LML

［<=］ .*7 N，E/&)11% E- O/()(5*/&))P +8+2&*3&H)1 2(8%*+7
7&3&517132- )%*+$"%,-%.&’ /"2-’’+%0 6 7"(.8&$-，
<==L，$%：!@M!?!@M"

［<!］# B%((’+ Q9，R&%6%(0 ,S，N()1 NK，-. &’- K%1 I1 08%T
G1P(%+ (4 I12)&36 D(7(5131*2P？K 7(61) (4 615%&6&2*(3
2( *70%(G1 I12)&36 7*2*5&2*(3 01%4(%7&3/1- )4"’"0+4&’
)%0+%--$+%0，<==L，$&：MM!?M@=

［<<］# B&)6I*3 U- $(8%*+7 61G1)(07132，I12)&36 615%&6&2*(3
&36 H1&/D 1%(+*(3 *3 K32*58&，I1+2 V36*1+- 9"#$+3, :-;
"0$&<=+-3，<===，$：!AM?<!"

［<M］ S&)) NE- $(8%*+7 *3 2D1 9&/*4*/ Q*7：,1G1)(07132，
V70&/2+ &36 E&%’12+- C(82D E1)H(8%31： .(3517&3
ND1+D*31，!AA@

［<@］# C2&21 F(%1+2%P K67*3*+2%&2*(3 (4 ND*3&（ 国家林业局）-
K Q1G*1I (4 2D1 F*%+2 :&2*(3&) R12)&36 Q1+(8%/1+ V3T
G132(%P Q1+8)2［ OB W X.］- （ <==@T=>T=Y）［ <=="T=>T
=A］- D220：W W III- 4(%1+2%P- 5(G- /3 W 6*+2%*H82*(3 W <==@ W
=> W =A W )PPIZ<==@T<==@T=>T=ATMYL<- D27)

［<L］# [8 ;T[（ 余国营）- \*1I+ (4 +(71 H&+*/ 0%(H)17+ (3
I12)&36 %1+1&%/D1+- >$"0$-33 +% :-"0$&<=5（ 地理科学

进展），<==!，$%（<）：!>>?!"M（ *3 ND*31+1）

［<Y］# .8 NT[（卢昌义），[1 [（叶# 勇）- O/()(5P &36 O3T
5*311% &H(82 R12)&36：K N&+1 (4 E&35%(G1- ]*&713：

]*&713 J3*G1%+*2P 9%1++，<==Y（ *3 ND*31+1）

［<>］# .8 UTU（ 陆健健）- $D1 483/2*(3 (4 I12)&36 *3 ND*3&-
)%*+$"%,-%. ?-$&’2（ 环 境 导 报），!AAY（!）：@! ?@<

（ *3 ND*31+1）

［<"］# ^D8&35 ,TN（ 庄大昌），,(35 ETS（ 董明辉）- C286P
(3 2D1 1_0)(*2&2*(3 7(61) (4 2D1 1/(2(8%*+7 %1+(8%/1+ *3
,(352*35 )&’1 &%1& I12)&36- ?#,&% :-"0$&<=5（人文地

理），<==<，"’（!）：>M?>L（ *3 ND*31+1）

［<A］# .*8 ST[（ 刘红玉），.‘ ]T;（ 吕宪国），^D&35 CTa
（张世奎）- 9%(5%1++ (3 2D1 +286P (4 0%(/1++ (4 I12)&36
)&36+/&01 /D&351+ &36 /878)&2*G1 13G*%(37132&)
1441/2+- >$"0$-33 +% :-"0$&<=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

<==M，$$（!）：Y=?>=（ *3 ND*31+1）

［M=］# ^D8&35 NTS（庄晨辉），.* ET.（李闽丽），^D&35 ST
;（ 张 惠 光），-. &’- X3 2D1 1G&)8&2*(3 (4 1/()(5*/&)
2(8%*+7 %1+(8%/1 (4 /(&+2&) I12)&36+- !"#$%&’ "( 7#@.$"<;
+4&’ A-3"#$4-3 &%2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

报），<==>，$（!）："!?">（ *3 ND*31+1）

［M!］ R&35 STS（ 王 厚 红）- C286P (3 2D1 G&)81 (4 1/(T

2(8%*+7 (4 K3D8* I12)&36- !"#$%&’ "( B=&"=# B"’’-0-
（巢湖学院学报），<==Y，(（M）：>!?>@（ *3 ND*31+1）

［M<］# ND13 UTS（ 陈金华），.*8 ST[（ 刘慧媛）- ,*+/8++*(3
(3 /)&++*4*/&2*(3 &36 &00)*/&2*(3 (4 I12)&36 2(8%*+2 %1T
+(8%/1+- 1-.’&%2 74+-%4- 6 /&%&0-,-%.（ 湿地科学与

管理），<==>，)（<）：@"?L!（ *3 ND*31+1）

［MM］# .*8 ST[（刘慧媛）- ,*+/8++*(3 (3 2(8%*+7 %1+(8%/1+ (4
I12)&36- !"#$%&’ "( B="%0C+%0 9-4=%"’"05 &%2 D#3+%-33
E%+*-$3+.5（:&28%&) C/*13/1）（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L（ *3 ND*31+1）

［M@］# .*8 ]TS（ 刘晓辉），.*8 STb（ 刘惠清）- .&36+/&01
/D&351 (4 2D1 ]*&35D&* I12)&36 &36 *2+ /&8+1- 1-.’&%2
74+-%4-（湿地科学），<==L，)（M）：<!Y?<<!（ *3 ND*T
31+1）

［ML］# ^D&35 U（ 张# 杰）- C2%&215P (4 I12)&36 1/(2(8%*+7 61T
G1)(07132 *3 S1*)(35c*&35 9%(G*3/1- 1-.’&%2 74+-%4- 6
/&%&0-,-%.（湿地科学与管理），<==>，)（!）：@"?L!

（ *3 ND*31+1）

［MY］# ^D&35 NT.（ 张春丽），$(35 .TU（ 佟连军），.*8 UTB
（刘继斌）- K /(70&%*+(3 (3 2D1 61G1)(07132 0(2132*&)
(4 I12)&36 %1+1%G1 1/(2(8%*+7 *3 C&3c*&35 9)&*3- 1-.’&%2
74+-%4-（湿地科学），<=="，!（<）：MML?M@!（ *3 ND*T
31+1）

［M>］# ^D&35 NT.（ 张春丽），.*8 UTB（ 刘继斌），$(35 .TU
（佟连军）- K22132*(3T5122*35 01%+01/2*G1+ (4 I12)&36 1/T
(2(8%*+7 1_0)(*2&2*(3：K /&+1 (4 ^D&)(35 R12)&36- 1-.;
’&%2 74+-%4-（湿地科学），<==>，#（<）：!!>?!<M（ *3
ND*31+1）

［M"］# R&35 U（王# 健），,*35 RTU（丁武军），.*8 [T （̂刘

运珍）- X3 %1)&2*(3 H12I113 0%1+1%G&2*(3 (4 I12)&36 *3
2D1 I1+21%3 9(P&35 .&’1 &36 61G1)(07132 (4 1/(T
2(8%*+7- !"#$%&’ "( )&3. B=+%& !+&"."%0 E%+*-$3+.5（ 华

东交通大学学报），<==@，$"（M）：<L ?<"（ *3 ND*T
31+1）

［MA］# ]8 FTF（ 徐菲菲），[&35 ,T[（ 杨达源），S8&35 ^TF
（黄震方），-. &’- OG&)8&2*35 1/(2(8%*+7 *3 I12)&36 &%1T
&+ H&+16 (3 132%(0P 21/D3()(5P &36 KS9：K /&+1 +286P
(3 %16 /%(I316 /%&31 I12)&36 3&28%1 %1+1%G1 *3
[&3/D135，U*&35+8- )4"%",+4 :-"0$&<=5（经济地理），

<==L，$#（L）：>=>?>!!（ *3 ND*31+1）

［@=］# R&35 RTC（汪万森），̂ D8( RTS（卓卫华），$*&3 UT9
（ 田金萍），-. &’- $D1 R12)&36 (4 [1))(I Q*G1% :&2*(3&)
:&28%1 Q1+1%G1 *3 S13&3 9%(G*3/1- B1*c*35：ND*3& O3T
G*%(37132&) C/*13/1 9%1++，<==!（ *3 ND*31+1）

［@!］# $&35 RT,（唐卫东），.* 9T9（ 李萍萍），U*&35 U（ 蒋

洁）- Q1+1&%/D (3 1/()(5*/&) /(3+2%8/2*(3 (4 8%H&3 I12T
)&36 *3 7*66)1 &36 )(I1% %1&/D1+ (4 [&352d1 Q*G1%- A-;
3-&$4= "( F0$+4#’.#$&’ /"2-$%+G&.+"%（ 农 业 现 代 化 研

究），<==Y，$’（!）：!>?<!（ *3 ND*31+1）

［@<］# ;(35 ^T:（宫兆宁），;(35 ST.（宫辉力），̂ D&( 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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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 吉）! "#$ %&’(’)*&+( %,’(-.*’/ ’0 1$*2*/) 3$.4
(+/5：6 7+8$ 9.-5: */ 1$*2*/) 3*(5 ;-&< =+<$! 1$*4
2*/)：7#*/+ %/,*>’/?$/.+( 9&*$/&$ @>$88，ABBC（ */ 7#*4
/$8$）

［DE］F G+/ H4I（ 韩秋影），G-+/) J4@（ 黄小平），9#* @
（ 施F 平），!" #$! ;$)$/$>+.$ .>$/5，>$+8’/8 +/5 K>’.$&.
8.>+.$): +L’-. &’+8. M$.(+/5 */ 8’-.# ’0 7#*/+! %&’(!)!
*+’!(+! ,-$$!"’(（科学通报），ABBN，!"（9-KK(! ）：OBA
POBC（ */ 7#*/$8$）

［DD］F =Q J4R（吕宪国），=*- G4I（刘红玉）! @>’.$&.*’/ +/5
S+/+)$?$/. ’0 3$.(+/5 %&’8:8.$?! 1$*2*/)：7#$?*&+(
T/5-8.>: @>$88，ABBD（ */ 7#*/$8$）

［DU］F V*/ J47（金相灿），T/+?’>* IG，@+>< V;，!" #$! S+/4
+)$?$/. +/5 %&’(’)*&+( W$8.’>+.*’/ "$&#/*X-$ 0’> 3+.$>
%/,*>’/?$/. ’0 =+<$ +/5 3$.(+/5! 1$*2*/)：7#*/+ S$4
.$’>’(’)*&+( @>$88，ABBC（ */ 7#*/$8$）

［DN］F 3+/) V4=（王金亮），3+/) @（王F 平），=- Y（鲁F
芬），!" #$! T?K+&. ’0 .’->*8. +&.*,*.*$8 ’/ .#$ $/,*>’/4
?$/. */ 1*.+#+* =+<$ M$.(+/5 $&’.’->*8? 8&$/*& 8K’.!
./01/!)) ’( 2!01/#3&4（ 地 理 科 学 进 展），ABBD，#$

（U）：OBOPOBZ（ */ 7#*/$8$）

［DC］F =-’ 9（罗F 姗），[#+/) \（张F 昆），@$/) "（ 彭F
涛），!" #$! T?K+&. ’0 .’->*8. +&.*,*.*$8 ’/ .#$ $/,*>’/4
?$/. */ ]+K+#+* 3$.(+/5 8&$/*& 8K’.! 50-/(#$ 06 7(&-’
71/’+-$"-/#$ *+’!(+!)（安徽农业科学），ABBZ，$%（N）：

AE^OPAE^E（ */ 7#*/$8$）

［DZ］F 7#$/ 3（陈F 卫），G- ;（ 胡F 东），Y- 14H（ 付必

谦）! W$8$+>&# ’/ 1*’5*,$>8*.: ’0 3$.(+/5 */ 1$*2*/)!
1$*2*/)：9&*$/&$ @>$88，ABBC（ */ 7#*/$8$）

［D^］F =- =（陆F 林）! W$8$+>&# K>’)>$88 +/5 >$0($&.*’/ ’0 *84
(+/5 .’->*8?! *+’!("’# 2!01/#3&’+# *’(’+#（地理科学），

ABBC，#&（D）：UC^PUZN（ */ 7#*/$8$）

［UB］F 7#$/ V4G（陈久和），J- 74;（徐彩娣）! 9.-5: ’/ .#$
.’->*8? $/,*>’/?$/.+( &+K+&*.: ’0 M$.(+/5 ’/ .#$ $5)$ ’0
.#$ &*.:：_8*/) J*‘* ]+.*’/+( 3$.(+/5 @+>< */ G+/)a#’-
+8 +/ $‘+?K($! ,-$$!"’( 06 *+’!(+! #(8 9!+&(0$014（ 科

技通报），ABBN，##（U）：CODPCOZ（ */ 7#*/$8$）

［UO］F 9’/) 74=（ 宋春玲），H-+/ J4G（ 全晓虎）! "’->*8?
&+>>:*/) &+K+&*.: ’0 M$.(+/5：6 &+8$ 8.-5: ’0 I*/&#-+/
I-$#+* =+<$ 3$.(+/5 @+><! :!"$#(8 *+’!(+! ; <#(#1!=
>!("（湿地科学与管理），ABBZ，’（A）：ABPAE（ */
7#*/$8$）

［UA］F =*- ]（刘F 娜），"+/) I（ 唐 F 勇），Y+/) I（ 方 F
艳）! %/,*>’/?$/.+( *?K+&.8 +/5 &’-/.$>?$+8->$8 ’0
.’->*8? 5$,$(’K?$/. */ W-’$>)+* 3$.(+/5! :#"!/ ?!=
)0-/+!) ./0"!+"’0(（水资源保护），ABBC，#$（U）：ZAP
ZN（ */ 7#*/$8$）

［UE］F [#+/) V4G（章锦河），[#+/) V（ 张F 捷），=*+/) I4=
（梁玥 琳），!" #$! 6/ +/+(:8*8 ’0 .’->*8.*& $&’(’)*&+(
0’’.K>*/. +/5 $&’4&’?K$/8+.*’/ ’0 V*-a#+*)’- */ ABBA!

50-/(#$ 06 @#"-/#$ ?!)0-/+!)（ 自然资源学报），ABBU，

#(（U）：CEUPCDD（ */ 7#*/$8$）

［UD］F =*- Y4Y（刘芳芳），I- G4J（于洪贤）! %,+(-+.*’/ ’/
.#$ .’->*8? >$8’->&$8 ’0 .#$ H*‘*/) W*,$> ]+.->$ W$4
8$>,$! A!’$0(1B’#(1 71/’+-$"-/#$ *+’!(+!)（ 黑龙江农业

科学），ABBZ（O）：NEPNN（ */ 7#*/$8$）

［UU］F =* W（李F 睿），W’/) =（戎F 良）! %&’.’->*8? &+>>:4
*/) &+K+&*.: ’0 G+/)a#’- J*‘* ]+.*’/+( 3$.(+/5 @+>< */
7#*/+! %&’(!)! 50-/(#$ 06 733$’!8 C+0$014（ 应用生态

学报），ABBC，")（OB）：AEBOPAEBC（ */ 7#*/$8$）

［UN］F =*/ S4=（林孟龙），7+’ I（曹F 宇），3+/) J（王F
鑫）! =*?*.+.*’/8 ’0 (+/58&+K$ K+..$>/ +/+(:8*8 L+8$5 ’/
(+/58&+K$ */5*&$8：6 &+8$ 8.-5: ’0 =*a$2*+/ 3$.(+/5 */
I*(+/ ’0 "+*M+/ @>’,*/&$! 7#*/+! %&’(!)! 50-/(#$ 06 73=
3$’!8 C+0$014（应用生态学报），ABBZ，"*（O）：OE^P
ODE（ */ 7#*/$8$）

［UC］F I+/) Y（杨F 帆），[#+’ ;4[（赵冬至），S+ J4Y（马

小峰），!" #$! "#$ +KK(*&+.*’/ ’0 W9 +/5 RT9 .$&#/*X-$8
*/ M$.(+/5 (+/58&+K$ $&’(’)*&+( 8.-5:! ?!>0"! *!()’(1
9!+&(0$014 #(8 733$’+#"’0(（遥感技术与应用），ABBC，

##（E）：DCOPDCZ（ */ 7#*/$8$）

［UZ］F 6/ 94H（安树青）! %&’(’)*&+( %/)*/$$>*/) ’0 3$.(+/5!
1$*2*/)：7#$?*&+( T/5-8.>: @>$88，ABBD（ */ 7#*/$8$）

［U^］F 3- I（ 吴 F 月），Y+/ \（ 范 F 坤），=* =4"（ 李陇

堂）! 6/ $,+(-+.*’/ ’0 .’->*8? >$8’->&$8 */ S*/)&-*
=+<$ 3$.(+/5 @+><! :!"$#(8 *+’!(+! ; <#(#1!>!("

（湿地科学与管理），ABBZ，’（A）：AZ PEA（ */ 7#*4
/$8$）

［NB］F =*- H49（ 刘青松）! 3$.(+/5 +/5 3$.(+/5 @>’.$&.*’/!
1$*2*/)：7#*/+ %/,*>’/?$/.+( 9&*$/&$ @>$88，ABBE（ */
7#*/$8$）

［NO］F 3’(8<* @，S->>+:4G-58’/ S! 6/ */,$8.*)+.*’/ ’0 K$>4
?+/$/. +/5 .>+/8*$/. &#+/)$8 */ 0(’’5 5*8.>*L-.*’/ +/5
’-.0(’M8 */ .#$ b<+,+/)’ ;$(.+，1’.8M+/+! .&4)’+) #(8
%&!>’)"/4 06 "&! C#/"&，ABBZ，$$：OUCPOND

［NA］F 7-* Y4V（ 崔凤军）! 9.-5: ’/ .#$ .’->*8. $/,*>’/?$/.+(
L$+>*/) &+K+&*.:! C+0(0>’+ 2!01/#3&4（ 经 济 地 理），

O^^U，"!（O）：OBUPOB^（ */ 7#*/$8$）

［NE］F 9++>*/$/ V\! ">+5*.*’/8 ’0 8-8.+*/+L*(*.: */ .’->*8? 8.-54
*$8! 7((#$) 06 90-/’)> ?!)!#/+&，ABBN，$$：OOAOPOODB

［ND］F [#+’ J4S（赵学敏）! 3$.(+/58：G’?$(+/5 0’> G+>?’4
/*’-8 7’$‘*8.$/&$ ’0 S+/ +/5 ]+.->$! 1$*2*/)：7#*/+
Y’>$8.>: @>$88，ABBU（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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