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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范围划定与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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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松嫩平原自然保护地集自然性、典型性、珍稀性和多样性于一体ꎬ同时也是我国珍稀候鸟繁殖、停歇的重要栖息地ꎮ 明确

了松嫩平原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面临的若干问题ꎬ在空间位置上ꎬ将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从北向南划分为 ５ 个保护片区ꎬ分
别为扎乌片区、明水片区、图牧吉片区、莫莫格片区、向科片区ꎮ 面向湿地类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ꎬ阐明了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

园的核心价值ꎮ 通过拟建国家公园源流的梳理ꎬ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措施与空间布局

建议ꎬ以期为湿地类型国家公园的确定提供思路ꎮ
关键词:松嫩鹤乡ꎻ国家公园ꎻ问题与现状ꎻ空间布局ꎻ松嫩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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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１]ꎬ指出国家公园是中

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ꎮ 它保护范围大ꎬ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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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完整ꎬ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ꎬ国民认同度高ꎮ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

律ꎬ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借鉴国际经验ꎬ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和自然公园 ３ 类ꎮ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ꎬ也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ꎮ 国家

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ꎬ边界清晰ꎬ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ꎬ实
现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２]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我国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武
夷山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主要保护大熊猫、东北虎、东
北豹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ꎬ以及以这些旗舰物种为伞护种的重要生态系统ꎻ三江源国家公园高寒生态系统典

型独特、脆弱敏感、类型多样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则主要保护热带、亚热带重要森林生态

系统ꎬ而针对珍稀水禽及湿地类型的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独特自然景观的区域急需纳入国家公园体系ꎮ
为有效实现松嫩平原典型湿地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水禽及其栖息地的完整保护ꎬ迫切需要理顺原有自然

保护地的属地分割管理问题ꎬ建立以自然保护区为骨架、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的湿地类型国家公园ꎮ ２０２２ 年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重点建设三江源、青海湖、若尔盖、黄河口、辽河口、松嫩鹤乡

等湿地类型国家公园” [３]ꎮ 按照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原则和标准ꎬ４９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已纳入国务院已批复的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ꎬ含已设立的 ５ 个国家公园[２]ꎬ松嫩鹤乡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ꎮ 据此ꎬ松嫩鹤

乡国家公园拟建的意义就在于保护松嫩平原湿地类型和湿地生物多样性ꎮ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ꎬ将是国家

一个重要的以湿地类型及丹顶鹤为代表的珍稀鸟类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ꎮ

１　 松嫩平原基本情况介绍

本文中松嫩平原的界线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ꎬ南至吉林省长岭县南部的松辽分水岭ꎬ西侧以

大兴安岭东部低山丘陵区与山前倾斜平原分界线为界ꎬ东侧边界至小兴安岭—长白山山前高平原东缘ꎬ地理

坐标为 １１９°４６′—１２９°２３′Ｅꎬ４２°４６′—５１°４１′Ｎꎬ位于中国东北部ꎬ地跨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一

区ꎮ 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嫩江、松花江、讷谟尔河和乌裕尔河ꎬ地理位置形成了粮仓一词“仓”字形分布ꎻ大兴

安岭、小兴安岭、嫩江、松花江和乌裕尔河ꎬ地理位置亦形成了昆仑一词的“仑”字形分布ꎬ而乌裕尔河正是

“仓”或“仑”字形的核心位置ꎬ形成了松嫩平原的大片湿地[４—５]ꎮ
总体而言ꎬ松嫩平原具有保存完整的原始湿地生态系统ꎬ湿地类型多样ꎬ形成了独特的湿地景观ꎻ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且多样ꎬ其中芦苇沼泽等植被群系以及鹤科等珍稀水禽在该地理区域具有代表性ꎮ 松嫩平原自

然保护地片区概况、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地表水资源状况与分析见文献[５]ꎮ

２　 松嫩平原自然保护地管理面临的问题

２.１　 水资源短缺

松嫩平原乌裕尔河源于黑龙江省北安市小兴安岭西麓山区ꎬ是嫩江左岸较大的无尾河ꎮ 乌裕尔河流域上

游山区形成的径流是供给中下游平原区和扎龙湿地的重要水源ꎮ 对乌裕尔河上游流域地表径流产生水文效

应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ꎬ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引起流域内工农业生产用水量增

加ꎬ截留与分流水源十分严重ꎻ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灌溉农业ꎬ造成毁林、毁草、开荒等土地利用活动以及修筑各

种水利设施ꎬ通过改变下垫面特征影响流域的水量平衡ꎮ 乌裕尔河上游流域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匀ꎬ主要集中

在 ７、８ 月ꎻ径流年际变化大ꎬ１９５６—２００６ 年ꎬ乌裕尔河上游径流量总体呈减少趋势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

期至 ８０ 年代初ꎬ径流量呈显著减少趋势[６]ꎮ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 年ꎬ乌裕尔河流域径流量有减少趋势ꎬ但无显著

突变[７]ꎮ
２.２　 湿地丧失ꎬ生境破碎化

人类不合理活动及气候变化等因素ꎬ导致松嫩平原湿地面积丧失ꎬ湿地景观破碎化ꎬ水质污染及水资源补

２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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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足ꎬ生物多样性下降ꎮ 松嫩平原湿地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３１０ 万 ｈｍ２减少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０.１ 万 ｈｍ２ꎬ湿地

面积减少了 ３８.６８％ꎮ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向海沼泽地减少面积占总面积减少量的 ６９.３２％[８]ꎮ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ꎬ
松嫩平原土地利用类型总体上呈现以耕地为主ꎬ沼泽地和草地等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为辅的格局[９]ꎮ 而湿地

是水禽赖以生存的重要繁殖地、栖息地、越冬地和迁徙途经的“中转站”ꎮ 湿地保护地被人为分隔、过度开发

造成生境破碎化ꎬ迁飞水禽实际可利用范围被严重压缩ꎬ保护地的区域限制和水禽迁飞自由性之间的矛盾凸

显ꎮ 为此ꎬ提供大面积、多样化的生境成为水禽保护的新重点ꎮ
２.３　 管理体制机制不顺

松嫩平原分布有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吉林莫莫格等自然保护区和吉林牛心套保、吉林大安嫩江湾等国

家湿地公园ꎮ 湿地管理部门分别归属 ３ 个省区ꎬ湿地管理涉及林草、水利、国土、环保、渔政等多个部门ꎬ各自

针对湿地某一要素或行为行使职能ꎬ但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ꎬ不能满足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需求ꎮ 管理模式

采用横向部门管理和纵向属地管理ꎬ同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业务归口管理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领导ꎬ但不同

行政部门缺乏明确的职责ꎬ综合管理部门与保护区主管部门之间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权属不明、信息交

流不畅等问题ꎬ极大制约保护工作开展ꎮ 春季湿地水鸟迁徙ꎬ自南向北分别经过吉林向海、吉林莫莫格、内蒙

古图牧吉、黑龙江扎龙、黑龙江明水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省级自然保护区或湿地公园ꎮ 水鸟的迁徙

路线及其停歇觅食地不受行政边界影响ꎬ但目前不同行政区的分割管理ꎬ对水鸟迁徙廊道及繁殖环境有很大

的影响ꎮ
２.４　 保护区划定存在主观性

由于松嫩平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建立较早ꎬ当时缺少自然本底调查资料和科学的功能评估方法ꎬ自然保护

区范围划分和功能区确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自然保护区内村屯的建设发展与保护湿地的原始性、自然性的矛盾日益突出ꎮ 其

中扎龙自然保护区内共有 １０ 个自然村屯和几处季节性生产点ꎬ村民主要从事打渔和收割苇草的生产活

动[１０]ꎬ影响了鹤科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ꎮ

３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核心价值确定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是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之一ꎬ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候鸟迁飞区ꎬ迁飞区涉及 ２２
个国家ꎬ很多候鸟迁徙要穿越数个国家ꎻ迁飞区内的候鸟种类繁多ꎬ包括一些濒危候鸟等[１１]ꎮ 吉林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乌裕尔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ꎬ每年春秋迁徙季节ꎬ都有大量候鸟过境ꎬ觅食、栖
息或繁殖ꎮ 因此ꎬ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对于维护全球鸟类生物多样性以及候鸟主要迁徙通道安全都有重要

意义ꎮ 松嫩鹤乡国家公园的创建ꎬ将形成湿地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水禽保护的新体制和新模式ꎮ
３.１　 松嫩平原湿地类型多样性保护

松嫩平原是我国典型的沼泽湿地分布区ꎬ湿地原始生态特征及自然景观独特ꎬ天然湿地类型主要有沼泽

湿地、河流和湖泊[１２]ꎮ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吉林向海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作为全国首批ꎬ列入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ꎮ 通过跨区域的

国家公园建设ꎬ可有效地保护区域内湿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代表性和多样性ꎮ 目前已经开展了调整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的研究ꎬ该保护区边界和各功能区的调整遏制了人类生产活动的扩

张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适合鸟类生存的环境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１３]ꎮ 松嫩

鹤乡国家公园的建设ꎬ可填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保护对象ꎬ打造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名片ꎮ
３.２　 松嫩平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松嫩平原湿地是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线的重要停歇地ꎬ其中 １２ 个自然保护区有

国家Ⅰ级、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鸟类及其他鸟类 ６２ 科ꎮ 全世界有鹤类 １５ 种ꎬ中国有 ９ 种ꎬ松嫩平原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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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顶鹤(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白鹤(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 ｌｅｕｃｏｇｅｒａｎｕｓ)、白头鹤(Ｇｒ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ａ)、白枕鹤(Ａｎｔｉｇｏｎｅ ｖｉｐｉｏ)、灰
鹤(Ｇｒｕｓ ｇｒｕｓ)、蓑羽鹤(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ｇｏ)和偶见沙丘鹤(Ｇｒｕｓ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７ 种[１４] 和鹳类 ２ 种ꎬ即东方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ｂｏｙｃｉａｎａ)和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ａ)ꎮ 全球白鹤数量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只ꎬ东方白鹳数量 １０００—２４９９ 只ꎬ丹顶

鹤数量 ２８００—３３００ 只[１５]ꎮ 松嫩平原记录的白鹤种群数量为全球该种群数量的 １００％ꎬ每年迁徙丹顶鹤数量

为全球丹顶鹤数量的 １７.２４％[１６]ꎮ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ꎬ将有利于保护松嫩平原珍稀鸟类及其湿地生境

类型ꎮ

４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措施

４.１　 建立明确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统一垂直管理体系ꎬ建立由国家直接管理的行政、财政制度:松嫩平原国家公园管

理局ꎬ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ꎬ并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分别设置区域管理分

局ꎮ 根据公园试点推进ꎬ逐步替代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ꎬ统筹、整合形成分区、分级的国家公园保护

管理体制ꎮ
及时掌握国内外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前沿的发展水平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ꎮ 在实施管理

的过程中要注意收集信息与信息研究ꎬ科学决策ꎬ适时调整发展规划ꎬ确保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ꎮ
４.２　 恢复水禽栖息地ꎬ营造广阔生态廊道

通过生态恢复措施ꎬ逐步将原有保护地边缘景观恢复到近自然状态ꎬ加强保护地内部和保护地间的自然

联系ꎬ提升区域生态系统功能ꎬ促进整个松嫩平原区域各自然要素的生态交流ꎬ尤其是提高湿地生态系统的物

种联系ꎮ 目前ꎬ真正适宜的水禽栖息地占比并不大ꎮ
推进丹顶鹤、东方白鹳、大鸨(Ｏｔｉｓ ｔａｒｄ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７] 生态廊道的规划与建设ꎬ科学助力

并提升其在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中的重要“驿站”作用ꎮ
４.３　 开展系统湿地资源本底调查

对沼泽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坑塘等自然生态空间ꎬ进行系统湿地资源本底调查ꎬ通过收集资料、实
地调查ꎬ获取拟建区自然地理环境、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湿地水鸟、昆虫、水资源、生态旅游及社会经济状况等

资源数据ꎮ 按照国家公园保护体系ꎬ对划入区域的水鸟栖息地保护功能、固碳功能[４] 进行评估ꎬ确定不同保

护功能区资源特征ꎮ
生态监测项目在具体选址和建设过程中ꎬ需严格管理并充分论证ꎬ尽可能减少对重点保护对象的干扰ꎮ

４.４　 开展社区参与ꎬ发展替代生计

由于生态区位重要ꎬ但居民生活水平较低ꎬ建议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ꎬ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对湿地保护与

恢复补助力度ꎬ开展针对湿地类型的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探讨ꎮ 吸收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管理ꎬ
从事自然教育、生态体验以及辅助保护和监测等工作ꎮ 权衡多种湿地生态系统服务ꎬ推动当地居民的生产生

活方式转型ꎬ扶持发展生态旅游、稻￣苇￣鱼￣蟹立体生态养殖模式等替代生计ꎬ规划湿地生态社区和特色小镇ꎮ
在保护自然的同时ꎬ为当地民众创造工作和发展的机会ꎬ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ꎮ

国家和地方在政策和资金上适当给予周边乡村倾斜与扶植ꎬ促进湿地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

提高ꎬ确保湿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ꎮ
４.５　 鼓励引入先进管理措施

充分利用丰富的生物资源实物、标本、影像、照片等ꎬ加强对广大群众进行科普宣传教育ꎬ提高全社会对湿

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ꎬ提高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ꎬ提高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自觉性ꎮ 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

宣传工具ꎬ做到“报刊上有版面ꎬ广播里有声音ꎬ电视里有画面ꎬ网络里有信息”ꎬ逐步实现湿地保护宣传教育

管理工作现代化ꎮ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ꎬ积极开展科学管理学术交流活动ꎬ总结和积累国内外的先

进科学管理经验ꎬ接轨国际管理体系ꎬ使科学管理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ꎬ逐步实现办公现代化、信息系统

４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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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科学化ꎮ
总而言之ꎬ松嫩平原湿地保护管理面临生境破碎化等若干问题ꎬ积极开展退化湿地恢复ꎬ扩大湿地面积ꎮ

建设跨区域的国家公园ꎬ可大大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的系统性保护与一体化管理ꎮ 国家公园建设意义重大ꎬ建
议建立明确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引入先进的管理措施等途径ꎬ基于湿地本底调查ꎬ改善松嫩平原湿地生态系

统整体环境ꎬ为水禽营造更加通透和广阔的生态廊道ꎬ提供多样的、可选择的栖息环境ꎮ

５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建议

按照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

导意见»的要求ꎬ坚持以湿地生态系统、珍稀水禽种群和栖息地保护为核心ꎬ以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统一分级

管理体制机制为突破ꎬ增强湿地和珍稀水禽栖息地联通性、完整性ꎬ确保珍稀水禽种群迁徙停歇繁殖ꎬ促进资

源的科学永续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示范引领作用ꎮ
以松嫩平原范围内的嫩江流域为基本单元建设国家公园ꎬ国家公园总体格局为“一园五区”ꎬ从北至南分

别为:扎乌片区、明水片区、图牧吉片区、莫莫格片区、向科片区ꎬ这 ５ 个片区湿地面积约为 ３０ 万 ｈｍ２以上ꎬ涵
盖松嫩平原典型湿地类型及珍稀水禽栖息地ꎮ 在此基础上ꎬ可整合周边自然保护地ꎬ如嫩江中、上游的黑龙江

讷谟尔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ꎬ黑龙江省嫩江市科洛河市级内陆湿地自然保护区[１８] 和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

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ꎮ
综上所述ꎬ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建议整合 １５ 个自然保护区(图 １)ꎬ将能够实现松嫩平原典型湿地类型

分布区由松嫩平原腹地沿嫩江、洮儿河两侧翼的全线生态保育ꎬ形成珍稀水禽等野生动物栖息和迁徙的多节

点生态廊道ꎬ以期为国家公园设立及范围划定提供科学基础ꎮ 并且该区域主要位于我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

中等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２０]ꎬ仍需因地制宜、科学施策ꎮ

图 １　 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布局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ｎｇｎｅｎ Ｐｌａｉｎ Ｃｒａｎ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根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ꎬ把握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完整性和原真性ꎬ并满足珍稀水禽种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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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需求ꎬ力求河流、湖泊、泡沼的完整连续体ꎬ确保湿地生态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面积不减少ꎬ实现栖息地

有效连通ꎮ 在现有 １５ 个自然保护区格局框架下ꎬ减少和控制各种人为干扰因素ꎬ综合考虑沟渠水库等水利工

程、道路交通设施和其他民用设施ꎬ进一步规划生态廊道以实现拟建松嫩鹤乡国家公园的保护地空间连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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