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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息息相关。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的过度干扰，湿地正面临着面积萎缩、功能减弱、多样性降低等诸多问题，湿地退化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

阻碍。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柱，湿地生态修复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 深入

剖析湿地属性，结合政策保障，有针对性的提出湿地保护与修复的治理措施，对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选择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的水命脉－白洋淀湿地为研究对象，在深入剖析其生态属性和已存在的生态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生态修复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提出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可行性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白洋淀本质是典型的湖泊湿地，同时兼

具沼泽湿地特征，由于人类活动的剧烈干扰，白洋淀有向沼泽湿地逆向演替的变化趋势。 湿地内存在面积萎缩、水资源量短缺、
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 本研究建议：为顺利建设雄安新区，首先，白洋淀湿地在算清“水账”、“污
账”和“生态账”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流域水资源调配，科学确定白洋淀湿地最佳水位，恢复淀区水量；其次，通过使用清洁生

产技术和限制高排污企业建设等措施，加强污染防治，恢复湿地水质；最后，依据生态承载力理论，划分白洋淀流域的生态功能

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等国家生态保护红线体系，为尽快恢复湿地结构与功能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雄安新区；白洋淀湿地；湿地退化；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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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湿地是由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介于陆地与水域之间的生态系统，与海洋、森林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

统［１⁃２］。 《拉姆萨尔国际湿地公约》规定：“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湿原、泥炭地

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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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

义从广义范畴明确了湿地生态系统的范围和基本生态特征，为自然资源管理者、政府部门、科研学者和非盈利

机构等组织和个人所广泛接受［３］。 依据《拉姆萨尔公约》定义，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将湿地分为“河流湿地、湖
泊湿地、近海与海岸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５ 大类 ４２ 个小类。 湿地分类体系的确定，对湿地的保护与管

理以及湿地内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４］。
湿地生态系统是生物最重要的栖息地和孕育最多物种多样性的系统之一，湿地演替的优劣与社会进步和

人类福祉息息相关［５］。 然而，由于异常的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湿地面积持续减少，间接导致依

赖湿地环境生存的动植物物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６］。 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调查统计，
自 ２０ 世纪以来，全球一半的湿地已经消失［７］。 湿地面积锐减也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生态威胁之一，２０１４
年全国湿地资源清查最新结果显示，全国湿地总面积为 ５３．６０ 万 ｋｍ２，占国土面积的 ５．６％，与第一次全国湿地

普查（２００３ 年）相比，湿地绝对面积减少 ３．４ 万 ｋｍ２，减少率为 ８．８％，其中自然湿地减少量占比达 ９９％以上［８］。
除了面积减少，我国湿地生态系统还面临着功能衰退、受威胁程度持续升高、保护空缺多等诸多问题，湿地面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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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锐减及生态功能退化已经成为制约区域生态可持续性的重大阻碍。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 ‘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类福祉、民族未来的大计，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绿水青山，也要

金山银山” ［９］。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为中国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我
国面临着宝贵的湿地保护与修复的历史机遇。 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作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目
标是尽快制定湿地生态补偿制度，不断扩大“退耕还湿”试点区域，建立最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 ２０１６ 年底，
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方案要求：“湿地保护将采取湿地面积总量控制，到 ２０２０ 年

湿地总面积不低于 ８ 亿亩，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不低于 ７ 亿亩，新增湿地面积 ３００ 万亩，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５０％
以上” ［１０］。 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了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同时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进行更深入全面的部署，明确提出要“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赋予了新时代湿地工作者新

的历史使命［１１］。 为应对生态文明建设即将面临的新挑战，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历史上首个生态修复一级学会“北
京生态修复学会”在北京成立；２０１６ 年底，以北京生态修复学会为核心，联合 ２０ 余家省部级一级学会，成立了

北京科协系统首个学会联合体—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联合体， 通过搭建生态修复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平台，
更好的服务于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尽管国家近年来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已经非常重视，但湿地具有复杂性和多类型的特点，由于不同类型

的湿地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差异显著使得其保护和修复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因此明确湿地的属性是选择湿地修

复与保护策略的前提条件［１２］。 结合湿地的基本属性提出湿地保护与修复的针对性措施，对区域的生态环境

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以位于雄安新区的白洋淀为研究对象，辨析白洋淀基本生态属

性，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白洋淀保护与修复策略。 建设雄安新区是国家发展的千年大计，而白洋淀是雄安新区

辖区内最重要的水体功能区，辨析白洋淀的生态属性、制定保护修复策略，对未来新区的规划与建设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　 雄安新区白洋淀属性辨析

１．１　 白洋淀的地理位置

白洋淀坐落于河北省中部，“京津石”腹地，区域面积约为 ３６６０ ｋｍ２，是华北平原最大的天然淡水水体，淀
内有大小淀泊 １４３ 个，被誉为“华北之肾”。 白洋淀具有灌溉蓄水、调洪滞沥、补充地下水、调节局部小气候、
提供生物栖息地等多种生态功能［１３⁃１４］。 白洋淀所在流域隶属于大清河水系，流域面积 ３．１２ 万 ｋｍ２。 白洋淀

湿地水源主要来自 ８ 条呈树状分布的入淀河流，白洋淀是维持京津冀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补给之地之一［１５］。
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白洋淀主要承担着华北地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华北平原农产品供应的功能，在
京津冀的整体生态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白洋淀行政区隶属于保定市和沧州市的雄县、容城、安新等

５ 个县市，是雄安新区辖区内最重要的水体功能区，对未来新区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雄安新区要打

造“生态环境优美、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需以保护和修复白洋淀核心生态服务功能为

前提，白洋淀研究区概况图如图 １ 所示。
１．２　 白洋淀湿地的历史演变

不同类型的湿地具有不同的生态结构和功能，退化湿地的生态修复首先需要辨析其基本属性，然后以特

定湿地类型修复的原则与标准来指导湿地修复。 因此明确白洋淀的生态属性是对白洋淀进行保护与修复的

重要前提。 但是当前白洋淀的基本属性尚不清楚，该水体是湖泊湿地还是沼泽湿地尚不明确，存在诸多争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界和决策者的疑惑。 表 １ 展示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的区别与联系［１６］，表 ２ 展示

了白洋淀景观类型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及主要结论。 张敏等［１７］ 研究人员利用遥感技术手段解译了 １９８４—
２０１４ 间白洋淀地区的 １１ 景高分遥感影像，定量阐述白洋淀湿地近 ３０ 年来的湿地景观类型的动态演变规律，

３　 ９ 期 　 　 　 刘俊国　 等：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属性辨析及生态修复保护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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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表 １　 湖泊湿地与沼泽湿地的区别与联系［１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ｗａｍｐ ｗｅｔｌａｎｄ

类型 Ｔｙｐｅ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相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相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联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湖泊湿地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由地面上形状不一、大小各异的充
满水体的自然洼地组成的湿地，包
括各种自然湖、池、淀、泡、荡等各
种水体名称。

水体是湖泊湿地形成
的必备条件。

湖泊发育过程中以自
然洼地为发育前提条
件，水位较高，湿生植
物具有一定分布。

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
的影响，湖泊湿地和沼泽
湿地可相互转化

沼泽湿地
Ｓｗａｍｐ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具备 ３ 个基本特征的生态综合体：
ａ）受淡水、咸水或盐水的影响，地
表经常过湿或有薄层积水；ｂ）有沼
生、湿生、水生或盐生的植物分布；
ｃ）有泥潭积累或土壤层中具有明
显的潜育层。

水体是沼泽湿地形成
的必备条件之一。

湿地植被和土壤是沼
泽湿地的必备条件，水
成土壤占比高， 水位
较低

其研究结果表明：３０ 年来，挺水植物一直是白洋淀湿地的主导植被类型，其面积占总面积比例达到 ３７％—
６１％，农田、沉水植物和纯水体的占比次之。 白军红等［１８］在分析白洋淀从 １９７９ 年到 ２００６ 年 ４ 个时期典型时

期的景观特征过程中，发现白洋淀地区的明水水体向香蒲沼泽、芦苇沼泽和菰莲菱沼泽等景观转化的趋势十

分明显，反向过程的转化则不明显，此研究结果间接说明白洋淀发生了明显的沼泽化过程。 庄长伟等［１３］的对

白洋淀从 １９７４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研究表明，白洋淀湿地芦苇沼泽面积远高于明水面，且水体和沼泽与农田景观

的相互转换剧烈，沼泽特征高于湖泊特征。 另王滨滨等［１９］研究发现芦苇地、水体和耕地是白洋淀主要景观类

型，其中芦苇地占比高达 ４３％—５３％，是白洋淀淀区的主导景观类型，而水域面积逐年减少，是淀区减少最多

的景观类型。 结合白洋淀历史成因及所处阶段的生态特征，本研究对白洋淀生态属性做出如下结论：（１）白
洋淀具有典型的湖泊湿地的生态结构特征，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湖泊湿地；（２）从历史成因角度

分析，白洋淀仍属于湖泊湿地；（３）最近几十年，由于保护不当和区域内水资源不合理的利用，导致区域内水

体面积减少，湿地内湿生草本（优势物种为芦苇）植物占比逐渐增大，因此湖泊湿地有向沼泽湿地方向进行生

态逆向演替的趋势；（４）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湖泊湿地最后会退化成沼泽湿地，进而有可能部分变成草地，从
而失去湿地的多项生态服务功能。 白洋淀的基本属性仍是湖泊湿地。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白洋淀有向沼泽

湿地演替的变化趋势，需引起注意。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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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白洋淀重要研究成果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论文题目
Ｔｉｔｌｅ

研究阶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重要结论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近 ３０ 年来白洋淀湿
地景观格局变化及
其驱动机制

１９８４—２０１４
挺水植物一直是白洋淀最主要的景观类型，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达
３７％—６１％，农田、沉水植物和纯水体次之；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呈
减少趋势，纯水体为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湿地面积总体下降。

［１７］

２０１３
白洋淀湖沼湿地系
统景观格局演变及
驱动力分析

１９７９—２００６
湿地面积呈现减少趋势，由 １９７９ 年的 ４０４．５ ｋｍ２缩减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３８．４ ｋｍ２。 其中，明水面向香蒲沼泽、芦苇沼泽和菰莲菱沼泽等景
观转化明显，说明白洋淀发生了明显的沼泽化过程。

［１８］

２０１１ 近 ３３ 年白洋淀景观
动态变化

１９７４—２００７
白洋淀湿地先减少后增加，然后又减少，其中，明水面面积从 ８１．３
ｋｍ２下降到 ４７．３ ｋｍ２，减少了 ４１．８％，沼泽面积从 １６８．１ ｋｍ２下降到

１３５．３ ｋｍ２，减少了 １９．５％。 明水面和沼泽与农田相互转换剧烈。

［１３］

２０１０ 白洋淀湿地景观斑
块时空变化研究

１９８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芦苇地、水体和耕地是白洋淀主要景观类型，其中芦苇地占比
４３％—５３％，是白洋淀淀区的主导景观类型，水域面积逐年减少，是
淀区减少最多的景观类型。

［１９］

２　 白洋淀生态退化问题剖析

在人类活动剧烈干扰和水文条件急剧变化的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白洋淀流域的生态环境日趋退化，产生

了诸如上游山区严重水土流失，中游平原地下水严重超采，下游水质恶化、湿地锐减等诸多生态问题［２０⁃２１］。
其中最严重的区域当属白洋淀湿地，湿地生态问题也是整个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集中体现。 其一，水资源短

缺问题突出，湿地面积萎缩严重。 白洋淀水位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高于海平面 １０ ｍ，下降到 １９８２ 年的干淀，
１９９９ 年后，水位长期徘徊在海平面 ７ 米左右，接近干淀水位，且白洋淀入淀水量小，入淀河流大部分已断流，
长期靠“引黄济淀”、“引岳济淀”等调水工程维持最低生态水位［２２］；近 ３０ 年来，白洋淀湿地面积呈现先增后

减又缓慢增加，总体下降的变化趋势，湿地面积由 ２０ 世纪前的平均 ２５０．０８ ｋｍ２下降到 ２１ 世纪后的平均 ２１５．
７３ ｋｍ２，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呈减少趋势，其中沼泽湿地面积减少明显［２３］，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
农业发展和降水量减少是导致湿地面积萎缩的主导驱动因子２３。 其二，水体污染问题突出，富营养化严重。
据河北省环保厅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公布的水质调查结果显示，白洋淀水质为劣 Ｖ 类，属重度污染，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河北

省水质月报调查结果显示，白洋淀总体水质为 Ｖ 类，中度污染，水质问题非常突出［２４］。 其三，生物多样性明显

降低，生态功能减弱。 白洋淀水文特征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严重影响了淀区内生物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其
中，浮游植物物种数从 １９５８ 年调查记录中记载的 ７ 门 １２２ 属下降到 １９９３ 年的 ７３ 属 １０４ 种，上世纪 ９０ 年代，
鸟类的种类及数量均处于历史低值，２００４ 年“引岳济淀”和 ２０１０ 年“引黄入淀”调水工程的实施使野生禽类物

种的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 白洋淀正面临着水短缺与湿地退化的双重压力，区域水安全与生态安全不容乐

观，在“以水定城”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布局下，水短缺和湿地退化将成为未来雄安新区建设所面临的两大

挑战。

３　 白洋淀生态修复与保护策略

白洋淀湖泊湿地的生态修复与保护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基本生态保障，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的生态新区必须以白洋淀湿地保护与修复为前提条件。 湖泊湿地的修复是指运用生态工程或生态技术

等手段改善退化的水生生态系统内的生态环境因子使其恢复到原有生态服务水平，使得湖泊水生系统具有合

格的生态耐受性，以达到减缓湖泊生态系统的退化速度和程度，维持或改善湖泊生态系统自身的动态平衡的

生态修复终极目标［１２， ２５］。 湿地生态修复需针对突出的生态问题采取行动，以保障生态安全，达到修复效果，

５　 ９ 期 　 　 　 刘俊国　 等：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属性辨析及生态修复保护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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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作为生

态修复的基本方针，也要坚持“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依据生态学原理综合治理受损

生态系统，以维护好山水林田湖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而达到为自然资本增值，全面增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
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的终极目的［２６］。 根据湖泊湿地的组分和生态特征，湖泊湿地的生态修复措施分为修复

湿地基底、水环境和土壤的生境恢复技术，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的湿地生物恢复技术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的生态功能恢复技术三大类别［２７］。
为保障白洋淀湿地生态修复工作的最佳效果，刘俊国和 Ａｎｄｒｅ Ｃｌｅｗｅｌｌ（２０１７）制定生态修复的 ９ 项标准化

步骤［２８］，分别为：（１）修复前详细撰写描述受损生态系统现状的报告；（２）确定参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

状况；（３）消除或者控制存在的胁迫因子；（４）改善修复区域内的环境状况；（５）引入生态系统需要的物种，比
如本地物种，有条件控制生态系统不需要的物种，比如入侵物种；（６）按照参照生态系统的生境条件，恢复受

损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结构；（７）确保修复后的区域能与毗邻区域重新连接；（８）修复工程应持续到生态功能

恢复正常并可自发恢复的状态为止；（９）建立永久性项目档案。 未来白洋淀湿地的生态修复策略应以生态修

复的基本原则与标准为理论依据，结合白洋淀湖泊型湿地的生态属性和已存在的突出生态问题，针对性的提

出白洋淀湿地修复与保护的具体措施，从而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
３．１　 白洋淀湿地修复需算清“水账”、“污账”和“生态账”

掌握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受损现状是湿地修复和保护的前提条件。 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前，首先，利益相

关方首先需明确白洋淀流域“来水量”和区域内山水林田湖草的“耗水量”，从而确定湿地的生态需水量，进而

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调节水资源分配；其次，全面开展流域污染物调查，理清白洋淀污染源、污染物组成、纳污量

和湿地环境承载力等基本环境指标，从而明确水环境修复的重点方向；最后，开展白洋淀生态系统调查与评

估，揭示该区域生态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演变过程，尽快开展生态系统层次的生态保护，以减轻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 从解决白洋淀水短缺、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降低三大突出问题入手，启动全流域生态修复和自然保护

行动，为新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３．２　 科学确定白洋淀湿地最佳水位，加强流域水资源调配，恢复淀区水量

白洋淀是具有多种生态功能的湿地系统，不同生态功能对水位的要求差异明显。 为满足调洪需求，白洋

淀的水位应控制在较低水平，以便预留出充足库容来调蓄洪水；为满足居民供水、农田灌溉和水产养殖等生产

需要，则应提高蓄水水位；不同湿地植物生长、居民生活、水上娱乐等对水位亦有不同要求。 除了水位的设置，
白洋淀水位浅，蓄水量不足的现状，使得每年需通过相应的调水工程措施保障入淀水量，以维持白洋淀湿地系

统的基本功能。 因此，定量评估白洋淀湿地不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此基础上确定湿地最佳水位，对增进湿

地生态服务功能至关重要，同时，大清河流域的水资源调配方案中，应将白洋淀作为重要用水户，结合“库⁃淀”
联合、水库调水等措施维持白洋淀水量，优先保障湿地的生态需水。
３．３　 加强污染防治、恢复湿地水质

尽管白洋淀污染防治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未达到可维持湿地基本服务功能的水质要求，该区域的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依然十分严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多种手段治理湿地水体环境。 具体措施应包括企业生产

活动采用低碳环保的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淀区及周边地区限制高排污企业的建设，从源头减少

入淀污染物；应用底泥疏浚、生态浮床、人工浮岛和生物膜等技术手段外移内源污染物［２９］；利用湿地植被净化

水质的功能，构建湿地植被污水处理系统等。
３．４　 科学划分白洋淀生态功能区与生态红线，恢复湿地结构与功能

生态系统作为物种栖息地的最高层级，是制定保护策略、实施保护规划、实现生态功能、减缓生物多样性

丧失速率的最理想的保护目标［３０］。 白洋淀区域应依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中
生态红线划分的原则、标准和步骤，科学划分白洋淀流域的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等基

本生态红线范围，为尽快恢复湿地结构与功能奠定基础。 首先，将白洋淀区域内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生态系统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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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脆弱敏感的地带纳入生态功能红线范围内，红线范围内应严格禁止生产开发等经济活动，以保证生态系

统正常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其次，对区域内的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提出限制要求，设置污染排放总量控

制红线和环境风险管理红线，以保障区域人居环境的质量；再次，根据生态承载力理论，确定区域能源、水资

源、土地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上限值，确保白洋淀区域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又不超越生态承载力的

阈值上限。

４　 结论

白洋淀是维持京津冀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近年来，白洋淀湿地内存在面积萎缩、水资源量极度短

缺、水环境污染严重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四大生态问题。 本文首先剖析了雄安新区的水命脉－白洋淀湿地的

基本属性和现存生态问题，然后结合生态修复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提出该区域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可行性策

咯。 本文研究认为，为服务新区建设，需要从白洋淀湿地水资源调配、引进清洁生产技术、限制高排污企业入

驻、划分生态红线等方面入手，多举措推进白洋淀湿地修复，目标是全面恢复湿地结构与功能，为雄安新区建

设提供生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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