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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自然保护区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福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类型及其分布, 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的必要性. 针对保护区建设的现状, 提

出了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建立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群网关系; 开展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与研

究工作;  保护区群网建设与森林涵养水源的重大意义和保护区域水的生态安全和生态效益;

!保护区群网建设与发展循环经济; ∀主导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统一落实经费筹措; ∃加
强部门、人员协调; %配合生态省建设工作 从而促进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和生

态工程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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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national, especially Fujian provincial data, this paper deals with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regarding nature reserv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re highly scat

tered and managed by different administrat ive units, causing various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handi

caps. To effect ively manage them, it is key to establish nature reserve network within a region, such as a

province or an autonomous region. The authors firstly discusse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nature reserves, main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level nature reserves in Fujian as well as in China, an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up nature reserve network. Then major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esented: to

combine nature reserves in a certain region like Fujian province into a closely related network; to carry

out fur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network;  to achieve reasonable relat ions between water conservation

and use within nature reserves; ! to develop a circling economy related to nature reserve developments ;

∀to advance the conservation and suitable ut ilization of dominant resources depending on nature reserves;

#to implement an unified financial policy and plan; ∃to harmoniz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managerial

institutions, and %to embed nature reserve related work into the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Fujian into an eco

logical province ( the Eco province Pro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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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止 2003年底, 全国 (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

保护区1 999个. 至 2006年, 已批准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 265个, 福建也有 11个. 但随着保护

区在数量和规模上快速发展, 经费投入不足, 管护能力有限, 技术支撑滞后, 在建设与发展中还存在不

少不容忽视的问题, 特别是保护区分散建设, 布局不够合理, 保护区网络尚未完善. 因此, 如何利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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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态学的理论, 在保护区与保护区之间建立廊道, 通过保护区群网把区域的保护区联系起来, 更好地

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起着保护作用, 已成为当务之急. 福建省已在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建立了多个保护

区. 为此, 试图以福建为例来探讨保护区群网建设的意义.

1 & 概况

1 1 &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

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 认识到保护

好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 保护好生物多样性,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保护自然资

源、生态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和最有效措施是建立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建设已成为衡量一

个国家进步和文明的标准之一, 是维护生态安全, 促进生态文明,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的重要保障.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自

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有特殊意义的自

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 依法划出一定面积, 给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 1]
.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 作为保护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从无到有, 蓬勃发展. 1956

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 ) ) 广东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经过 50多年的努力, 中国的自然保

护区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很快, 在全国初步建成

一个类型较齐全、分布较合理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分森林、湿地、荒漠、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草原、海洋、自然遗迹、古生物遗迹等 9大类型, 前 5种属林业部门主管, 数量最多, 后 4

种类型中, 草原归属农业部, 海洋属于国家海洋局, 而自然遗迹、古生物遗迹的行政管理权则属于地矿

部门. 四大行政管理部门之外, 又由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综合协调
[ 2~ 4]

.

根据 ∋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 ( 2003) ( 统计, 截止 2003年底, 全国 (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 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1 999个, 保护区总面积 143 98万 km
2

(陆地面积

137 95万 km
2
, 海域面积 6 03万 km

2
) , 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4 37%

[ 5]
. 目前, 中

国70%的陆地生态系统种类、80%的野生动物种类和 60%的高等植物种类, 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稀濒危动植物绝大多数种类都在自然保护区里得到较好的保护. 同时, 这些自然保护区还起到了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稳定地区小气候等重要作用. 中国自然保护区作为宣传教育的基地, 通过对

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自然保护科普知识的宣传, 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公民的自然保

护意识.

1 2 &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

& & 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6 年 2月 23日宣

布, 经国务院批准, 我国新建了 22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6]
. 至此, 我国 (不含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已达 265 个, 总面积 91 85万 km
2
.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都拥有各自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表 1) , 其中, 数量达到

10个以上的有内蒙古、四川、云南、黑龙

江、甘肃、广西、福建、湖南、辽宁等9省

(自治区) .

表 1&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分布 (不含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Table 1 &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leve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not included)

地区 数量 个 地区 数量 个 地区 数量 个 地区 数量 个

内蒙古 21 辽宁 11 新疆 8 山东 5

四川 20 河南 10 贵州 7 山西 5

云南 16 广东 9 湖北 7 江苏 3

黑龙江 15 吉林 9 陕西 7 天津 3

甘肃 13 西藏 9 安徽 6 重庆 3

广西 12 浙江 9 宁夏 6 上海 2

福建 11 海南 8 江西 5 北京 1

湖南 11 河北 8 青海 5

& & 说明: 表中数据为 2006年本文收集整理.

& & 从总体上看, 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 大部分保护区集中在中西部, 特别是西部

少人或无人地区. 据统计, 西部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到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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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4 5% , 而其中西藏羌塘、青海可可西里、三江源和新疆阿尔金山 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54万 km
2
, 占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60%以上. 东部地区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东中部地区不少重要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已迫在眉睫. 同

时,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以森林生态类型、珍稀濒危动物类型和荒漠化类型偏多, 海洋类、湿地类、地

质遗迹类等偏少. 有必要加强部门合作, 在科学考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合理布局不同区域、地区、

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2 & 福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和分散建设的困难

福建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 是比较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山多海阔、水系纵横交错, 森林覆

盖率达 60 5%, 居全国首位. 从 1979年福建省建立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开

始, 到2000年陆续建成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00年之后, 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

图 1& 福建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示意图
Figure 1& A sketch map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level nature reserves in Fujian Province

发展时期,至 2006年, 又新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个.

这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18 40万 hm
2
, 涵

盖了森林 ( 7个)、湿地 ( 1个)、野生动物 ( 1个)、

野生植物 ( 1个)、古生物遗迹 ( 1个) 等 5个类型,

分属林业、海洋和环保部门管理 (图 1, 表 2) .

总体看, 随着生态省建设的开展, 福建省自然

保护区建设力度逐步加大, 发展势头良好. 但是,

在数量和规模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由于经费投入

不足, 管护能力不强, 技术支撑滞后, 福建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还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

问题, 特别是保护区分散建设, 布局不够合理, 全

省自然保护区网络尚待建设.

3 & 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的几点思考

针对目前福建省国家级保护区建设与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 就自然保护区群网的建设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以实现保护区的和谐发展.

3 1 & 建立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群网关系
随着保护区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 应该把自

然保护的重点转移到景观尺度, 把对孤立的自然保护区的传统管理, 转变为对景观动态斑块的管

理
[ 7~ 11]

. 福建省内有我国所特有的中亚热带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群, 这一区群的各个保护区之间, 既有

共有的保护对象, 也有各具特色的重点对象和这些保护对象所依托的典型生境, 特别是有许多高价值种

质资源及其特殊的生境, 这是该区域自然保护区的最大特色
[ 12]

.

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仅考虑单个保护区是不可取的, 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采用节点 ) 网络 ) 斑块 )

廊道模式来考虑与设计自然保护区群网. 节点相当于自然保护区, 但是节点不可能维持和保护所有的生

物多样性. 所以, 必须建设保护区网来连接各种节点, 允许物种、基因、能量、物质在走廊中流动. 生

境走廊作为适应于生物移动的通道, 把不同地方的保护区构成了大范围的保护区群网.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群网, 首先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迁徙与传布; 其次可以解决目前许多 ∗岛

屿+ 式的孤立保护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将有效地提高自然保护区内的顶级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

干扰能力, 扩大保护对象的活动空间和生境范围, 大大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的保护效果; 再者可

以把一些孤立的天然林景观斑块通过廊道连接起来, 进而为恢复大片的稳定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创造条

件, 从而很好地保护省内重要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保护闽江流域的水系和水资源, 极大地改善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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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在全省开展自然保护区群网的研究与建立在保护区研究、规划、建设和可持续适应性管理

上, 将是一个新的突破, 具有重大理论研究价值及长远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实践意义, 它的建成必

将对绿色海峡西岸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 2 & 福建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 2006)
Table 2& List of national level nature reserves in Fujian province

保护区名称 类型 面积 hm2 主要保护对象 所属行政区 建立时间 年 主管部门

武夷山 森林生态 56 528 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
动植物

武夷山市、建阳市、
光泽县、邵武市

1979 林业
&

梅花山 森林生态 22 169 华南虎、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
统

上杭县、新罗区、连
城县

1985 林业
&

深泸湾 古生物遗迹 2 700 海底古森林遗迹 晋江市 1992 海洋

龙栖山 森林生态 12 600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将乐县 1998 林业

厦门 野生动物 33 088 中华白海豚、白鹭、文昌鱼 厦门市 2000 环保

虎伯寮 森林生态 2 650 南亚热带雨林 南靖县 2001 林业

天宝岩 森林生态 11 015 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永安市 2003 林业

漳江口 湿地生态 2 360 红树林、湿地鸟类 云霄县 2003 林业

梁野山 野生植物 14 365 南方红豆杉及常绿阔叶林 武平县 2003 林业

戴云山 森林生态 13 472 森林及珍稀动植物 德化县 2005 林业

闽江源 森林生态 13 022 森林生态系统 建宁县 2006 林业

3 2 & 开展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与研究工作

随着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理念的提出, 具体的建设与研究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对自然保护区

群网的建设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

( 1) 已有的国家、省级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2) 在自然保护区群网规划的基础上, 开展保护区之间生态廊道的建设, 并在管理制度上加以创

新.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廊道的设置与建设及相关经济、社会、技术问题的解决; − 廊道涉及到的生

态公益林的保护和人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 . 划入廊道区域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改变和森林生

态系统的建设;

( 3) 根据保护生物学研究在重要节点增设新的自然保护区;

( 4) 保护区群网生态功能动态监测站网的建设.

此外, 在自然保护区群网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急需开展以下重点研究工作:

( 1) 构建保护区群网监测、监护体系, 对具有典型性、原生性、稀有性的森林生态系统, 珍稀、濒

危、特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生物资源进行生物学、生态学研究;

( 2) 景观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与对策研究;

( 3)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保育和重建研究;

( 4) 维持生态系统水平的稳定性 (特别是正常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 对于重要物种保

护的意义和作用的研究;

( 5) 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特定生境制图与适宜性分析;

( 6) GIS支持下的栖息地斑块连接性评估和栖息地选址;

( 7) 保护区群网的构建在水源涵养、水系生态安全中的作用;

( 8) 保护区群网的构建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的研究.

3 3 & 保护区群网建设与区域水的生态效益

水是生命的源泉、农业的命脉、生态与环境的支柱.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 才会水源充足, 才会保证

水文生态健康, 单纯强调节水而忽视养水, 就会损害水文生态健康.

3 3 1 & 通过保护区蓄水达到 ∗三水+ 的矛盾统一

∗三水+ 即天上水 (大气降水)、地面水 (江、河、湖、海、冰川、雪水) 和地下水 (包括地下泉和

70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第 1卷



土壤水) 始终在运动转化之中
[ 13]

. 应该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 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循环原

则来开展经济活动, 而不能随意提口号、定政策. 例如: 忽视地面水与地下水的转化, 一味地引用地面

水灌溉, 就会引起地下水上升, 在滨海与干旱地区就会招致土壤盐渍化; 在一些河段过量堵截引水, 造

成其下游干枯少水, 破坏了区域水循环过程, 引起不良后果, 甚至生态灾害.

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中, 要以自然辩证法观点为指导, 通过保护森林, 利用森林蓄水, 永续不断

地保障整个流域的工农业用水, 确保水源的生态安全.

3 3 2 & 保护水源, 永续利用, 达到养水与用水的辩证统一

水是生物圈的血液, 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 2000年以色列的 Uri Shamir 等提出了 ∗ 蓝色

水+ (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绿色水+ (一般也称 ∗虚拟水+, 围绕农产品运动的水)、∗金色水+ (货币和

资金意义的水) 和 ∗灰色水+ (管理水) 的新概念
[ 14]

. 需要保护更多的蓝色水 (天上水、地表水和地下

水资源) , 保护、涵养更多的绿色水 (森林、农作物等生物水) , 建立绿色水库 (特别是自然保护区水源

涵养水) , 改善生态与环境, 同时产生更多的金色水 (生产更多货币与资金意义的淡水资源) . 重视保护

水源和生态效益, 以及森林水源的生态补偿问题.

3 4 & 保护区群网建设与发展循环经济
所谓循环经济, 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保护型经济, 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

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

∗资源 ) 产品 ) 再生资源+ 的反馈式流程, 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所有的物质和能量要能

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 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

度
[ 15]

. 简单来说, 循环经济是一种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即自然 ) 社会 ) 经济复合生态系统

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大的区域来看, 自然保护区如一颗颗绿色明珠, 镶嵌在大地上, 在区域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等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 保护区的存在确保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因此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是区域循环经

济的基础.

3 5 & 主导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自然保护区是 ∗以保护为根本、以科技为支撑、以改革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如何
设计、建设和管理好自然保护区, 促进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 是当前自然保护区

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一个焦点, 特别是对于肩负着生态系统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双重任务, 以

自然资源管理为主的综合功能自然保护区, 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目前, 国际上对于综合功能自然保

护区如何开展保护区管理研究与实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 即必须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双

赢之路. 自然保护区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保护的前提下, 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这样才能符合

保护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才能体现自然保护区的职能.

福建省各自然保护区蕴藏着极丰富的生物种质资源, 是中国乃至世界少见的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

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找出几个保护区共有的功能性资源如药用植物资源, 在全省规划设计与建立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为主的种质资源种子库, 分析药用植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开展药用植物的开发利用, 高

质量药用植物的保护、选育、适宜地规模化种植及高附加值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 都将会创造巨大的社

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服务于福建省社会、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

3 6 & 统一落实经费筹措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是制约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然保护区建设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的基础性工作. 但长期以来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经费主要依靠各级行政主管部门从部门经费中解决,

大多自然保护区缺乏应有的投入.

自然保护区群网的建设, 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加大财力支持, 尽快把相关资金列入财政专项预算予

以保障, 特别是省科技厅、发改委应加大投入.

同时,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建设, 努力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3 7 & 加强部门、人员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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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由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现实的情况并非都

按照 ∋条例( 来管理自然保护区, 较为普遍的管理体制是业务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 行政由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管理, 实行业务与行政分离的管理体制. 这种管理体制存在着职责不清、权利不明的弊病. 此

外, 保护区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互不了解. 这种 ∗各自为政+ 的管理不利于自然保护区的质量升级. 这

些都表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针对上述实际情况, 基于 ∗自然保护区群网+ 的建设平台, 有必要通过协调, 理顺多头管理的现

况, 建立健全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 如以环保部门对自然保护区实行统一综合监管, 林业、国土资源、

文化等相关行业部门协同管理, 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主观能动作用, 强化协作意识. 同时, 依托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和有关部门, 如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林业厅自然保护中心等相关单

位的技术力量, 将自然保护区群网建设与优良药用植物生态学、生物学研究及种质资源库开发的规划设

计和建立多学科相结合, 为实现福建省森林生态保护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保护区森林涵养水

的规律、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和生物资源的高附加值开发加工提供科技支撑, 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

目标.

3 8 & 配合生态省建设工作

2002年10月, ∋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在北京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和省政府组织的专家论

证, 福建成为继海南、吉林、黑龙江之后的第四个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 在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闽委发 [ 2004] 15号文件 ∋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中, 提出了: ∗加强动植物
物种、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 重点保护亚热带天然常绿阔叶林、滨海天然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

建立类型齐全、布局合理、等级完善、功能齐全的自然保护区 (小区、点) 和物种拯救基地网络, 有效

拯救、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和优良地方畜禽品种+. 总体纲要计划至 2010年, 划定和建设国家级和

省级自然保护区 60个, 全省自然保护区、小区面积达 122万 hm
2
, 对 34种珍贵濒危物种实施拯救.

此外, 2004年 11月中共福建省委颁发的闽委发 [ 2004] 12号文件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 (试

行) ( 提出了未来福建省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若干重要战略目标, 其中包括: 加强生态与环境

的保护和建设, 构建可持续的生态支撑体系, 建设绿色海峡西岸,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主要的实施措

施就是继续推进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建设, 加强动植物资源保护, 充分发挥福建省动植物物种资源

十分丰富的特点, 开发利用其中的药用物种资源, 服务于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与环境的保护.

可以看出, 研究、规划、建立和管理可持续的自然保护区群网与研究、开发和利用其中某个功能性

资源, 如珍贵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 建立和管理可持续的自然保护区群网可以

更科学合理地保护其中的生物资源, 而研究开发利用其中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药用植物资源既可以促进

当地乃至整个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反过来又可以为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资金保证. 从

而实现保护区的和谐发展, 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4 & 结语

本文根据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的现状, 提出自然保护区群网研究、规划和建设的几点思

路. 建立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群网可以更科学合理地保护其中的生物资源, 其管理模式与对策能够通过可

持续的景观管理达到整合保护与发展的目标,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而研究开发利用具有重大经济

价值的药用植物资源, 既可以促进当地乃至整个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又可以对保护区的建

设和管理提供资金保证, 实现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环境和管理的生态整合. 保护区群网建设是以福建生

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为指导, 涉及经济、社会、技术各个层面, 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关心、支持自然

保护区事业, 促进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修复、生态工程协调发展. 从而达到天蓝、地绿、水碧、气新、人

富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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