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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 为汉石桥湿地保护
提供智力服务

刘蕊现为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
学部城市规划教研室副教授， 研究方
向为园林规划设计。 2019年 ， 北京市
规资委开始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 北
京城市学院申报了其中三个片区项目，
喜欢思考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刘蕊报
了名， 开启了与湿地保护的缘分。

责任规划师是由政府选聘的独立
第三方人员 ， 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 、
建设、 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
做好政策的上传下达、 规划咨询， 并
征集公众意见， 开展宣传解读， 用专
业能力助力政府做好城市规划建设 ，
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宜居生活的期待 ，
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很
大， 达到1900公顷，与普通的湿地公园
不同， 它不是以公园的活动服务为主，
而是要保证沼泽湿地处于比较恒定的
生态环境系统中， 保持鸟类和其他物
种不变的自然生态习惯， 避免大量的
人为干预， 平衡好供居民活动的开放
区域和保护区域的关系。” 刘蕊介绍。

目前， 参与汉石桥湿地保护的责
任规划师团队有8人， 来自北京城市学
院不同专业， 总负责人为副校长温宗
勇教授。 大家倾力合作， 保持着每周
去一趟汉石桥湿地的频率， 为属地区
域做好规划咨询服务。

汉石桥湿地需要持续观察自然生
态的健康状况， 刘蕊就带领团队每周
“巡诊”， 连寒暑假都不休息。 针对这
片区域的水资源保障、 水体质量、 鸟
类生活环境提升等问题， 他们进行了
较为专业化的研究， 为妥善处理污水
处理厂扩容和湿地周边水环境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提供咨询意见。

汉石桥西南面的牌楼村有几片鱼
塘， 近期计划纳入10公顷的湿地恢复
工程。 鱼塘原来只是一个水坑， 边上
光秃秃的， 这个工程需要责任规划师
根据地形特点建议增加植物种量， 以
构建生态微环境， 让鱼塘逐步过渡到
湿地状态。

当湿地出现树木倒伏状况时 ， 除
了因安全原因进行修整清理以外， 责
任规划师会建议不用特别处理倒伏的
树木， 让其自然地呆在原地， 展现植
物生命从生长到衰落的演变过程。

同时， 团队通过学校数字采集实
验室配备的无人机等科技手段， 利用
大数据开展资源调查和空间调查， 进
行湿地自然保护地 “体检”， 建立了由
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湿
地体检指标体系。 有了这些指标， 就
能更好地倾听自然的声音， 推动湿地
空间的有效利用， 促进北京生物多样
性发展。

2022年 ， 他们参与制定的 《北京
市汉石桥湿地市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
划 （2021-2030）》 通过专家评审 ， 为
湿地制定了未来建设目标。

从陌生到熟悉， 对汉石桥常
见鸟类如数家珍

鸟类环志工作是湿地保护项目的
重要一环。 环志指的是为候鸟戴上金
属或塑料环形标志 ， 上面刻有国名 、
单位 、 编码等标记 ， 然后放归野外 ，
用做研究候鸟迁徙规律、 生活习性等

方面的依据。
“ 小鹀栗纹的羽衣非常可爱， 腹

部雪白一样的颜色。 我们做环志时特
别舍不得抓它， 就怕它一扑腾掉一身
毛” “普通翠鸟是汉石桥湿地的鸟类
明星， 有点胖墩墩” “苍鹰怕热， 到
了夏天就往内蒙古飞， 等到秋天再飞
回来” ……说起环志趣事， 刘蕊的眼
睛发亮， 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环志一般在春天和秋天进行 ， 鸟
类观测则贯穿全年， 参与者不仅有汉
石桥湿地管理中心和顺义区湿地保护
协会的工作人员 、 责任规划师团队 ，
还有社会报名的爱鸟志愿者 。 给鸟套
脚环的工作由经过环志认证的老师
负责， 他们小心翼翼操作， 以鸟类的
安全为先， 套好后马上放飞， 尽量避
免惊吓到鸟类 。 “如果不开展环志 ，
我们就无法了解鸟类的生存环境， 进
行有效保护 ， 所以这项工作非常重
要。”

虽然汉石桥湿地整体风貌变化不
大， 但刘蕊欣喜地发现前来栖息的鸟
类种群和数量越来越多。 汉石桥早在
2005年开始建设管理中心 ， 那时候鸟
类只是过客， 扎根筑巢的极少 。 2019
年以后， 大量池鹭开始在汉石桥核心
岛筑巢， 说明它们已经习惯了在这里
繁殖， 这是很重要的鸟类生活环境改
善点。 此后责任规划师团队每年冬天
前来观测时， 都会发现池鹭的筑巢量
越来越大。

2023年夏季 ， 他们用长焦相机观
察到一大片鸬鹚停在树梢上， 这种鸟
类在北京地界， 尤其是近郊区很少成
批出现， 这说明汉石桥的生态稳定没
有干扰， 鸟类第一年来了感觉很安全，
第二年就敢再来， 会持续把这里当做
它们栖息逗留的环境空间。

常年的湿地观测工作难免遇到意

外。 在2022年冬天的一次活动中 ， 大
家前往核心岛观测鸟类筑巢情况， 完
成打点任务后要通过湖面上岸， 因为
冰面没有冻瓷实， 团队成员杨易辰老
师一脚踩空， 踏破冰面踩入水中 ， 所
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 尽管湖水不深 ，
他也湿透了裤腿， 北风一吹倍感寒冷。
当天他们发现了鸟类新的筑巢点， 所
以小意外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 大家
都非常兴奋， 觉得一天下来收获多多，
没有白白受冻， 回到学校后他才换下
湿衣。

汉石桥湿地鸟类众多， 多到什么
程度？ 责任规划师团队在2023年3月的
观测中数出40种1013只鸟 ， 他们配合
汉石桥湿地管理中心生态环境科把全
年13次观测做成曲线图， 鸟类的迁徙
和栖息规律在图中一目了然。

对于每个月的鸟类观测活动 ， 责
任规划师团队师生几乎全过程参与，通
过翻阅资料和向专家请教等方式，刘蕊
对汉石桥的鸟类从陌生到熟悉，如今已
对几十种常见鸟类如数家珍 。 “我在
2019年第一次去汉石桥湿地时看到的
场景，和现在变化不大，这说明湿地保
护实现了预期目标，一直保持着让生物
熟悉的生态环境。” 刘蕊欣慰地说。

通过湿地调研， 让科研反哺
于教学

和刘蕊兴趣相投， 责任规划师团
队成员都特别喜欢自然环境内容， 他
们结合研究方向在湿地工作基础上展
开研究， 通过了解鸟类、 水质、 植物
等生存空间， 深入探索保护区域的科
学划定范围， 提出一些支持自然和生
物保护的建议， 也在无形中拓展了专
业范畴， 让科研反哺于教学。

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副主
任、 植物学专家张建甫在做湿地恢复

规划项目时， 会带着学生对湿地周边
被划入保护区的环境进行调研， 观察
鸟类爱吃的植物品种， 如果数量不足，
就向汉石桥管理方提出适当增加相应
植物品种的建议。 她还会和学校做水
环境研究的老师合作， 共同观测湿地
植物对水域的净化作用， 促进芦苇等
湿地植物适时修建， 让植株长得更好。

“有了调研的经历 ， 现在我上课
再讲述相关理论， 学生会有恍然大悟
的感觉， 觉得知识点不再停留在纸面
上， 而是离自己很近， 对专业参与生
态保护、 推动城市规划发展的功能有
了更深入认识。” 张建甫感慨。

在张建甫的指导下 ， 她的几个学
生组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 研究主题就是湿地保护， 把调研
经历结合理论知识形成创新课题 ， 最
后入选国家级训练项目。

参与了三年责任规划师工作后 ，
城乡规划专业的杨易辰发现自己对专
业的理解更加深刻。 “责任规划需要依
托于湿地承载的鸟类环境或空间去做
方案，因地制宜，重心不在于提升湿地
的人居环境上，也不需要做多好看的经
济指标， 而是要更好地展现生态多样
性，成为城市或者城市近郊的‘绿心’，
为环境承载提供更好的生态状态。 ”

在多年合作中， 北京城市学院责
任规划师团队与汉石桥湿地管理方建
立了信任而紧密的合作关系， 他们的
工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连续两
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责任规划师团队。
在北京市妇联评选的2023年三季度巾
帼志愿服务光荣榜上， 刘蕊也作为唯
一的高校女性志愿者荣登榜单。

微光成炬， 筑梦前行 ， 他们的共
同意愿就是让北京这座大城的生态变
得更美好。

(本版部分照片为采访对象提供)

““斑斑嘴嘴鸭鸭、、 小小鸊鸊鷉鷉在在水水里里游游嬉嬉”” ““结结对对的的豆豆雁雁在在空空中中飞飞翔翔”” ““成成群群的的苍苍鹭鹭
在在浅浅滩滩上上蹲蹲守守”” …………北北京京城城市市学学院院城城市市建建设设学学部部教教师师刘刘蕊蕊的的研研究究方方向向并并不不是是动动
物物专专业业，， 却却对对北北京京常常见见鸟鸟类类如如数数家家珍珍，， 原原因因就就在在于于她她担担任任了了北北京京顺顺义义区区汉汉石石桥桥
湿湿地地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区区管管理理中中心心责责任任规规划划师师。。 从从22001199年年以以来来，， 她她带带领领团团队队持持续续为为汉汉石石
桥桥湿湿地地保保护护工工作作贡贡献献着着专专业业智智慧慧…………

这这片片巨巨型型湿湿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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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北北京京城城市市学学院院汉汉石石桥桥湿湿地地项项目目责责任任规规划划师师团团队队

来来了了一一群群特特殊殊的的守守护护者者

刘蕊 (左一) 和张建甫 （右一）、 杨易辰在办公室交流湿地规划项目 刘蕊小心翼翼为鸟类做环志

责任规划师使用无人机对池鹭生态环境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