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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景观再野化发展及其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张晓禄，范建红∗，蔡云楠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２０２１ 年我国正式设立了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标志着以建立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再野化

理论强调荒野景观生态系统自我维持的自然恢复过程，对于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介绍了荒野保护的思想

缘起，梳理了从征服荒野到保护荒野的思想转变过程，其次提出了再野化的内涵及方法，认为再野化已经从 “３Ｃ” （核心区

Ｃｏｒｅ、生态廊道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和食肉动物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模式扩展到包含更新世再野化、营养级再野化、生态再野化和被动再野化等多种

适应不同地区的再野化方法。 随后分别对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的规划文本进行人工解译分析，并利用 ＮＶｉｖｏ 文本分析工具

对我国五个国家公园的规划文本进行整体分析，提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体现了再野化“３Ｃ”模式，但与其他的再野化方式关

联甚少。 结合最新的再野化方式及准则，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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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超过 ７７％的陆地（不包括南极洲）和 ８７％的海洋因人类活动而改变［１］。 人类在不断侵占动物和植物栖息

地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荒野地的急剧减少、生物多样性的逐渐降低及地球生命力的不断下降。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以保护地球为主导的自然保护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中荒野地作为未被人类活动影

响的土地类型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面对荒野保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再野化（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理论，即通过减少

人类干扰，提升特定区域中的荒野程度，以提升生态系统韧性和维持生物多样性，使生态系统达到能够自我维

持的状态［２］。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运用该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野化实践，希望通过再野化方法有效保护

荒野景观并遏制住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在 ２０５０ 年之前实现保护地球 ５０％面积的愿景。
我国是世界荒野景观面积极大的国家，探究世界荒野景观的发展历程，对于完善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有着

积极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荒野景观的保护历程及再野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 ＮＶｉｖｏ 软件分析了我国首批国

家公园的规划文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再野化思想，结合国外前沿的再野化实践进一步提出适合我国的再野

化方法，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和世界再野化目标的实现贡献中国经验。

１　 荒野景观的保护历程及再野化模式

１．１　 荒野景观的保护历程

１．１．１　 新大陆的发现：征服荒野

“荒野”最早起源于西方社会，《圣经》中曾多次提到荒野，将其称为环境险恶的野外，并多次作为不合规

教徒的流放之地［３］。 在以殖民扩张为主导的全球贸易运动中，殖民者们相继发现了美洲和澳洲等新大陆，同
时也开启了对荒野景观的征服之路［４］。 在探索新大陆的过程中，殖民国家的野蛮行为不仅对原住民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也对当地处于原始状态的荒野景观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以美国“淘金热”为
主导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吸引了各国的投机客前往开发西部，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荒野遭到人为的破坏，使得许

多地区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对荒野景观的破坏［５］。
１．１．２　 荒野观念的转变：从征服到保护荒野

对荒野的大规模开发破坏激发了环保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 其中环保主义先驱 Ｔｈｏｒｅａｕ 在《瓦尔

登湖》中提出了“在荒野中保存世界”的自然观，为美国荒野保护运动的兴起和国家公园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

础［６］。 １９１６ 年，美国总统 Ｗｉｌｓｏｎ 签署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法》，成立了专门负责保护国家公园、历史遗迹等自

然和文化遗产的国家公园管理局［６］。 １９２４ 年，“荒野”一词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政府规章中。 随后，美国林业局

以行政命令划定了新墨西哥州的吉拉荒野区，使之成为第一个由政府认定的荒野保护区［３］。 １９３５ 年，由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等 ８ 人组成的美国荒野协会正式成立，开启了有组织的荒野保护运动。 １９６４ 年，总统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签署通

过了《荒野法》，确立了国家层面的荒野保护政策，建立了“国家荒野保护体系”，从此美国的荒野保护有了更

坚实的法律保障［７］，并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和其他国家的荒野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４］。
１．１．３　 全球荒野基金会：从北美走向全球的荒野保护运动

《荒野法》的普及促进了荒野保护运动从北美走向全球，如 １９７４ 年创立的全球荒野基金会 （ＷＩ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通过定期举办世界荒野大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ＷＷＣ），为普及荒野概念、共享荒野信

息、分享荒野管理的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个持续性的国际交流平台［８］，并在划定荒野保护区范围、制定荒野景

观的政策、提供荒野保护的信息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
此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也对全球荒野保护运动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ＩＵＣＮ 在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保护地管理分类指南》中将荒野保护地加入到了自然保护地

的行列中［９］，这标志着荒野保护地作为一种独立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得到了国际认可。 ＩＵＣＮ 于 ２０１６ 年底发布

了第 ２５ 本“自然保护地最佳实践系列指南”，主题为 《荒野保护地： ＩＵＣＮ⁃１ｂ 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指南》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ＵＣ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ｂ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详细阐述了荒野管理

原则、管理议题和管理工具等内容［８］，根据 ＩＵＣＮ 在 ２０１６ 年的统计，目前全球共有 ７１ 个国家和地区认定了荒

２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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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保护区［１０］，说明荒野保护已成为全球性议题。 世界不同机构对荒野景观的定义及措施等如下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世界不同机构对荒野景观的定义和行动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ｎ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时间
Ｔｉｍｅ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荒野景观的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措施和行动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美国《荒野法》
Ｔｈｅ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Ａｃｔ

１９６４ 年 美国 未开发的联邦土地区域，保留着原始特征
和影响力，没有永久性的改良整修，没有
人类定居，为保存其自然状态而被保护、
管理

划定的区域内不得有商业企业和永久道路，
不得有临时道路，不得使用机动车辆，机动
设备或摩托艇，无飞机着陆，无其他形式的
机械运输，且任何此类区域内无任何结构或
装置等

世界荒野基金会
ＷＩ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年 全球 地球上仅存的最完整、最不受干扰的野性
自然区域———这些最后的、真正的野性区
域，人类不对其进行控制并且没有开发出
道路、管线或其他工业基础设施

组织自然需要一半运动在未来 ３０ 年内保护
地球一半的生态系统；通过生存革命运动提
倡并带领人们保护地球一半的陆地和海
洋等

再野化欧洲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１１ 年 欧洲 荒野是自然过程占主导的区域，它由本地
生境和物种组成，具有足够大的面积使得
自然过程具有有效的生态功能。 它尚未
被改变或被轻微改变，没有外来的或开发
的人类活动、聚居点、基础设施或视觉障
碍物

与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投资再野化，发展当
地的再野化旅游；通过欧洲野生动物库支持
十个国家 ２３ 个不同试点地区中食草动物的
自然放牧；通过再野化为众多野生动物物种
的自发回归创造有利条件等

ＩＵＣＮ⁃１ｂ ２０１６ 年 全球 通常面积较大、未经改变或有轻微改变的
区域，保存着自然特征和影响力，没有永
久或显著的人类定居，其保护与管理以保
存自然状态为目的

大规模开发完整的荒野保护区，增强荒野保
护区域之间的连通性；管理荒野和荒野内的
文化场所；优先考虑依赖荒野的活动开展最
低限度的人类娱乐；使用最少的工具、法规
或强制力实现荒野保护的目标

　 　 ＩＵＣ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１．４　 我国荒野保护研究：滞后于国际实践

我国幅员辽阔，陆地荒野面积排名全球第六，属于“巨型荒野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荒野景观［１］。 这为

我国的荒野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此前，学者对荒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荒野景观带来的美学和精神层面的

价值，包括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视角下的荒野与生态文明［１１—１３］、环境史视角下各国的荒野观念发展历

程［１４—１６］、环境文学视角下的荒野意向与古代山水诗歌作品［１７—１８］、环境美学视角下荒野景观的美学价值等研

究［１９—２０］。 随着国外荒野保护运动不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国外荒野

保护的热点问题，主要涉及荒野的定义和评价［２１—２４］、荒野保护的法律和政策［２５—２６］、荒野识别和荒野制图等方

面［２７—３１］。 前两者主要是对欧美的荒野景观再野化的发展思想和实施路径进行论述，并探讨提升国内公众对

于荒野的认知以及构建中国荒野保护体系的可行方法，后者荒野识别和制图方面也已存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

研究实践，采用了与国外类似的利用 ＧＩＳ 对荒野地进行识别和制图的方法，使得我国也有了国土尺度的荒野

地图，揭示了我国荒野地的空间分布情况，为我国荒野保护政策的制定以及自然保护地的划定提供了参考。
整体而言，我国荒野保护的研究在荒野哲学和美学价值、定义和评价、法律和政策以及荒野识别和制图方

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基础，但很多研究还只是对于国外研究的简单论述和经验总结，
并没有形成荒野保护实质性的保护机制，还需加强在荒野地历史变迁、荒野地价值与效益分 析、荒野地威胁

因素分析等关键课题方面的研究［８］。
１．２　 荒野景观再野化的发展模式

１．２．１　 再野化的起源

随着荒野保护运动的不断壮大以及世界各国的持续关注，仅仅对未被人类影响的区域进行保护已经满足

不了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这就需要扩大荒野保护区的面积，对有再野化潜力的地区进行自主恢复或者人

工干预恢复，使该区域的景观恢复到未被人类影响前的状态。 再野化作为一种新的保护方法，逐渐受到了学

界和机构的关注。 １９８０ 年代后期，保护生物学家 Ｓｏｕｌｅ 和环保活动家 Ｆｏｒｅｍａｎ 提出了再野化的概念，并于

１９９１ 年成功地将再野化理论运用于荒野地项目（Ｔｈｅ Ｗｉｌｄ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ＷＰ），其核心是通过引入关键物种以

３　 ３ 期 　 　 　 张晓禄　 等：荒野景观再野化发展及其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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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没有人类活动的北美核心荒野区域，并通过走廊将它们连接起来。 这种强调核心区（Ｃｏｒｅ）、生态廊道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和食肉动物（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的再野化方法被概括为“３Ｃ”模式。 该模式的重点是保护荒野区内的大型

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等关键物种，认为处于较高营养级别的物种通常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呈高度正相关，
也可以对其他种群的丰富度产生积极影响［３２］，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正是通过对狼的再引入恢复了当地生态系

统的再平衡［３３—３４］。
１．２．２　 再野化的模式

北美的“３Ｃ”模式为再野化赋予了最初的内涵，随着全球荒野保护运动的兴起，许多学者也在探讨如何结

合地域特征维持或扩大本国的荒野地面积，从而演变出了其他的生态恢复方式，包括分类单元替换法（Ｔａｘｏ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即用替代幸存物种（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如非洲狮子、美洲豹和非洲大象）替代已经灭绝

的更新世物种（Ｅｘｔｉｎｃｔ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５］；维持（增加）生物多样性法，即通过恢复物种和生态过程以减少

当前和过去人类干预的影响［２］；重新引入物种法，即强调重新引入已经灭绝的物种或具有高度生态重要性的

类似物种，以恢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自我管理能力［３６］。 此外，还有学者将废弃的农业用地通过自然过

程恢复到非耕地状态［３７］以及将圈养动物放归野外使其自然生长的行为也纳入到再野化的范畴［３８］。 从这些

广泛的再野化理论中可以区分出四种模式：更新世再野化（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恢复更新世大型动物灭绝期

间失去的生态功能）、营养级再野化（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恢复自上而下的营养级相互作用）、生态再野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允许自然过程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被动再野化（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指生产性土地的遗弃

和人为干扰的消除［３９］）。 此外，自然扰动常以随机的方式（如野火、洪水等）和频率发生在不同的位置，从而

引发生态系统的重新配置和增加生态系统的复杂性［４０—４１］。 因此，营养级复杂性（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随机扰

动（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和扩散（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被确定为自然生态系统动力学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其中恢复

自然生态过程和评估再野化效果是再野化行动中的关键内容［３３］。
２０２１ 年，３３ 位学者联合撰写了《再野化指导准则》（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一文，通过对 ５９ 位再野化专

家的调查及再野化实践的研讨，为再野化制定了统一的定义和 １０ 项指导原则（表 ２）。 这些原则阐明了再野化的主

要内容，并提高了其作为实现全球保护目标工具的有效性，有望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指导［４２］。

表 ２　 再野化的 １０ 项指导原则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１０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ｗｉｌｄｉｎｇ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核心内容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重点 Ｋｅｙｐｏｉｎｔ

１ 再野化利用野生动物恢复各个营养级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一个自我维持的生
态系统

注重生态系统各个营养级的作用，尤其是关
键物种

２ 恢复核心区域之间的连通性可促进更广泛地区的流动和移民，并提高对气候变
化影响的恢复能力

强调对核心区域的保护并增强其连通性

３ 恢复自我维持和有弹性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恢复本地物种之间丰富度、分布范
围和相互作用

挑选合适的替代物种来代替本地已经灭绝
的物种

４
认识到生态系统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包括外部变化和自生过程的变化，应
促进这些过程自由支配所需的空间和连通性，允许更广泛的演替、干扰和生物
相互作用

考虑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

５ 再野化项目具有中长期时间尺度，不可避免地跨越全球气候变化的预测尺度和
量级，在规划中要考虑气候变化

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

６ 当地居民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再野化的实施非常关键，任何项目都应在规划过程
中采用透明的参与式方法与地方协商

加强与当地的交流合作

７ 传统生态知识的掌握者和其他当地专家可以通过知识交流和相互学习来产生
最大化的创新和最佳的管理指导收益

通过科学、传统生态知识和其他当地知识提
供信息，从而有助于再野化的实施

８ 再野化是自适应的，取决于监测和反馈。 监测对于提供短期和中期结果的证据
以及考虑长期再野化的目标至关重要

加强再野化过程中的监测和反馈

９ 再野化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活动，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活动，尽可能
以最少的干预和非致命手段恢复本地物种

强调以生态为中心，尽可能减少干预

１０ 再野化推动生态基线转向恢复功能充分的营养生态系统，这种范式转变有助于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推动人与自然相处范式的转变

４ 　 国　 家　 公　 园　 　 　 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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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再野化的远景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８》，近几十年间全球各类动物的种群规模平均

下降了 ６０％［４３］。 虽然目前全球的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在逐年上升［４４］，但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仍

将长期大于建设自然保护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因此还需要增加当前自然保护区的规模。 从科学的角

度出发，全球到底需要多少自然保护地才可以维持生物多样性，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研究。 Ｅｕｇｅｎｅ
和 Ｏｄｕｍ 早在 １９７２ 年就提出“对于世界各地的规划者来说，努力将总环境的 ５０％作为自然保护区是明智

的” ［４５］。 ２００４ 年，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在内的多个组织通过一系列研究得出结论，
每个生物区中至少一半的面积必须得到保护。 ２００９ 年，著名环境保护学家 Ｈａｒｖｅｙ 在第九届世界荒野大会上

首次提出“自然需要一半（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Ｈａｌｆ，ＮＮＨ）”的倡议，强调在全球范围内至少要将 ５０％的陆地和海洋

作为某种形式的保护地保存起来，且这些保护区要保证一定程度的连通性［４６］。
近十年来，有许多学者讨论如何用科学和官方的手段及时保护地球 ５０％的面积。 ２０１６ 年 Ｗｉｌｓｏｎ 出版了

《半个地球》（Ｈａｌｆ Ｅａｒｔｈ），该书为“自然需要一半”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２０１７ 年，“自然需要一半”运动成立

指导委员会并制定了全球运动的规划，并在 ２０１８ 年建立了官方网站，引发了更广泛的国际参与。 在同年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非政府组织建议保护地球至少 ３０％的面积并提出保护地球 ５０％面积的愿景。 ２０２１ 年，
世界荒野基金会发起了“生存革命”（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国际运动，提倡利用每个人的力量来保护地球

一半面积的陆地和海洋，该运动吸引了全球近 １ 亿人参与，也推动了保护和恢复一半地球的全球自然协议的

签署，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导的全球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　 再野化理论下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

２．１　 我国首批国家公园的设立

早在 １８７２ 年，美国政府就设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 此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建立

国家公园。 参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中的相关定义，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

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截至 ２０２２ 年，全世界已建立 ６００４
个符合国家公园类型的保护地［４７］。

我国在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开始了探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

道路；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印发，对国家公园的总体要求和建设过程等做出了系统的

规划；２０１９ 年 ６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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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分类体系和功能定位，并给出了加强自然保护地规划、法规、
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我国宣布正式设立

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五个国家公园，标志着国家公园被首次正式纳入了我国自

然保护地体系；２０２３ 年 ８ 月，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举行，批准印发了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对
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
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４８］。

对五个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文本进行人工解译分析，发现由于它们在地理位置、环境气候条件、植被类型

以及生物群落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其规划的目标和建设路径也有所不同（表 ３）。
２．２　 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再野化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再野化的理念，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利用质性分析软

件 Ｎｖｉｖｏ １２ Ｐｌｕｓ 对国家公园进行分析研究。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用语言而非数量表示的文本转换为用数量

表示的规范研究方法，可以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描述，从而揭示政策的变迁及特征［４９］。 选

择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文件（表 ３）进行研究，这些总体规划是指导各个国家公园建设的统领性

文件，其中包括了建设国家公园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功能分区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从宏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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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落实的各项内容。 因此，以这些规划文件为样本进行质性分析，对研究我国国家公园规划的建设重点

以及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深入探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所蕴含的再野化理论。

表 ３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的基本信息和规划目标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规划目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武夷山国家公园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福建、江西 １２７９．８２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恢复，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增
强，生态茶园模式稳步推广；自然和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具有武
夷山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全面建成，以茶产业、生态旅游为代
表的绿色产业与保护发展转型升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海南 ４２６９

全面建设保护管理体系、监测监管平台、科研支撑平台和教育
体验平台；实现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实
现社区绿色和谐发展。 为海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生态产
品和生态安全保障，将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标志，世界热带雨林保护的典范。

大熊猫国家公园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四川、陕西、甘肃 ２２０００

以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加强大熊猫国家公
园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推动形成生态保护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吉林、黑龙江 １４１００

东北虎、东北豹保护体系更加完善，成为全球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保护样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健全完善，碳库碳汇碳
足迹系统管理机制建立并完善；虎豹公园成为东北虎、东北豹
跨境保护合作典范。

三江源国家公园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青海、西藏 １９０７００

坚持突出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
原大尺度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 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相
协调，打造成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以及共
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

将五个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去除附录）作为源文件导入到 Ｎｖｉｖｏ 中对其进行词频分析，了解我国在国家

公园规划过程中所侧重的关键点。 为展示关键词的完整性，将词语最小长度设置为 ３，并选择同义词分组运

行查询。 对关键词进行筛选，去除表示数字、地点、形容词、物种名词等的无关词语，降低无意义词语对分析结

果的影响。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显示了五个国家公园单独分析和整体分析的结果，整体分析的词频数排名见表

４，可以看出其中“栖息地”“自然资源”“多样性”“保护区” “一体化”等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频数均达到了

６０ 次以上，尤其是“栖息地”复现了 １７５ 次，这表明我国将保护国家公园内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放在了首要的

位置，再次解译高频关键词所在的文本，发现国家公园均依据不同片区的生态差异划分出了不同功能分区，对
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原真性强保护价值高以及生态敏感度较高的关键区域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并强

调通过疏通或建设生态廊道的方式加强栖息地之间的联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
化生态全要素保护和一体化管理。 这种强调对核心栖息地进行保护以及通过生态廊道连接各个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恢复方式与“３Ｃ”模式再野化强调核心区、生态廊道和食肉动物的某些理念不谋而合。 国家公园建设

过程中所践行的生态文明思想也与荒野保护所提倡的自然保护理念相契合。
为了进一步对规划文件中的不同主题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利用 ＮＶｉｖｏ 的自动编码功能对规划文件进行逐

句的主题识别，从而将其编入不同的编码主题下。 根据图 ３ 所示的自动编码结果，规划文本可归纳为“生态”
“保护”“建设”“自然”“管理”“监测”“资源”“体系”“系统”“设施”“动物”“文化”“发展”“社区”“教育”“机
制”“研究”这十七个主题，其中“生态”“保护”和“建设”这三个主题的内容占比最多，均达到了 ６％以上（表
５）。 这与前文中词频分析的结果是相近的，也说明了我国在对不同地区的国家公园做规划工作时，首先考虑

到了对当地生态资源的保护以及多种平台的建设。 其余编码主题下的语段在规划文本中也占有相当一部分

篇幅，里面明确提出各园区要提升保护巡护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设天地空一体化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监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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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家公园规划文本词语云

Ｆｉｇ．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图 ２　 国家公园规划文本词语云汇总

Ｆｉｇ．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台，依托新型技术手段对园区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传

输。 同时完善园区科普教育模式，设计自然主题教育活

动，宣扬国家公园荒野文化。 建立与周边社区的共管共

治机制，充分吸收社区居民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国家公园

政策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保障社区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
国家公园的建立就是将分散的自然保护地通过建

立生态廊道等方式整合起来进行统一的管理和保护，通
过前文的分析，国家公园的规划文件中反复提到“栖息

地”“自然资源”“多样性” “保护区”等关键词，可见国

家公园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式将关键

物种的栖息地保护起来，提升园区内的生物多样性。 这

种理念与北美“３Ｃ”模式的再野化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都是强调对核心区域和关键物种进行保护以实现再野

化。 而国外国家公园除了采用“３Ｃ”模式的再野化外，
也有不少采用其他再野化方法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实

践。 如巴西里约热内卢市蒂茹卡国家公园、厄瓜多尔加拉巴戈斯国家公园和马斯克林群岛等地运用分类单元

替换（ｔａｘｏ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的方法引入与已经灭绝的原物种类似的物种以促进生态互动［５０—５２］；荷兰的奥斯特瓦

德斯帕森国家公园将圈养的牛、马等食草动物引入园区，在最小干预的政策下让其自由放牧，使得其种群的数

量迅速增加［５３］；德国莱比锡奥瓦尔德城市森林通过恢复自然洪水使生态系统恢复活力［５４］。 反观我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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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在生态保护方面虽然也在积极尝试再野化的方法，但是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摸索多样化的路径。 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我国国家公园覆盖面积广、气候类型多样、地形地貌丰富的特点，以“两山

理论”为支撑，探索再野化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多样化保

护模式的构建。

表 ４　 国家公园规划文本词频数前五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ｏｐ ｆ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排序
Ｓｏｒｔ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次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加权百分比 ／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保护措施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１ 栖息地 １７５ ０．２９
在园区内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生境破碎化程度高的区域选址修建生物通
道，为野生动物迁移活动提供条件，增强栖息地之间的联通性，严格保护野
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２ 自然资源 １２２ ０．２０ 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成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强化资源环境
监测，实现对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有效管控。

３ 多样性 ９０ ０．１５ 搭建生物多样性研究、生态监测等基础科学实验平台；设立保护级别高的
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禁止人为破坏。

４ 保护区 ７１ ０．１２

依据不同片区的生态系统功能、资源特征差异、保护修复目标和生态搬迁
工程等因素将园区划分为不同的管控和功能分区，对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
地、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林公园保育区等关键区域，采取最严
格的管控措施，限制人类活动，维护大面积原始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５ 一体化 ６５ ０．１１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生态全要素保护和一体
化管理，构建区域一体化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建设。

图 ３　 自动编码结果图

Ｆｉｇ．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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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国家公园规划文本编码主题占比及主要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编码主题
Ｃｏｄ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大熊猫
国家公园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武夷山
国家公园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三江源
国家公园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主要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生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８．８９％ １６．８６％ １５．７９％ １４．３５％ １９．５％ 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产品

价值

保护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５４％ １０．２５％ １０．５５％ ９．８５％ １０．０５％ 保护管理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

修复

建设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９４％ ７．０６％ ９．１９％ ６．８９％ ６．３８％ 国家公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入口社区

建设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 ８．０５％ ７．２１％ ８．９２％ ７．６９％ ５．５８％ 自然和谐共生、自然资源管理、自然资源

保护

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２１％ ７．１２％ ５．５８％ ８．２６％ ８．１％ 保护管理体系、管理体制机制、智慧管理

模块

监测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６．８４％ ６．９２％ ５．３５％ １０．６８％ ８．０４％ 监测监管平台、监测指标体系、科研监测

体系

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３３％ ６．９４％ ３．８８％ ４．４６％ ３．９２％ 自然资源管理、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

资产

体系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５３％ ３．７１％ ４．２％ ３．４％ ４．４４％ 保护管理体系、生态产业体系、自然保护地

体系

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 ５．０９％ ４．６６％ ５．３％ ５．２９％ ６．０７％ 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系统

服务

设施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３．８５％ ４．９１％ ４．６７％ ３．８９％ ３．４１％ 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科研监测设施

动物
Ａｎｉｍａｌｓ ４．０２％ ２．５１％ ３．７９％ ６．１９％ ４．８５％ 野生动物、动物保护监测、动物通道

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１％ ６．９９％ ２．８９％ ２．６４％ ２．２７％ 国家公园文化、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

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６８％ ３．９７％ ３．３％ ３．３４％ ３．９％ 绿色发展、交通发展需求、产业发展模式

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８４％ ２．８３％ ７．８９％ ２．３９％ ２．３５％ 入口社区建设、国家公园社区、社区自然

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２％ ２．７４％ ４．３４％ ３．５％ ３．１１％ 教育体验平台、教育基地、自然教育活动

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９５％ ２．８４％ ３．１６％ ３．８８％ ４．６１％ 社会监督机制、协作机制、管理机制

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９１％ ２．４７％ １．２５％ ３．２７％ ３．４％ 专项研究成果、科学研究、保护研究基地

３　 讨论

再野化的理论与实践被不断丰富以扩大世界荒野景观的范围和实现保护地球一半面积的愿景，再野化发

展对于国家公园内生物多样性的提升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区的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

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快了国家公园建设

的步伐，２０２１ 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篇章。 通过 Ｎｖｉｖｏ 对五个国

家公园的规划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现行的国家公园规划中很好的体现了再野化的“３Ｃ”理念，即强调对核心

９　 ３ 期 　 　 　 张晓禄　 等：荒野景观再野化发展及其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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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进行保护并通过建设生态廊道的方式连接各个自然保护区，此外，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所践行的生态

文明思想也与荒野保护所提倡的自然保护理念相切合。 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我国国家公园所采用的方

法还比较单一，与其他的再野化方式关联甚少，没有将多样的再野化方法运用到实践当中，反映出我国的再野

化实践有待深入，在国家公园建设中探索再野化的路径将大有可为。 本文结合国外多样的再野化发展模式及

指导准则，聚焦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的提升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效恢复，对未来国家公园的行动计划和措施

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期望对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１）建立我国荒野保护与再野化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中还没有荒野地这一类型，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荒野观念的普及和再野化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应参考国外 ＩＵＣＮ⁃１ｂ 荒野保护地的认定和

分类标准，建立适合国内自然保护地现状的荒野保护地体系。 荒野保护地体系不应脱离现有的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建设，应该建立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框

架之上。 在国家公园或其他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可将不同保护级别的功能区认定为不同层级的荒野保护地，
并依托于现有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管理。

（２）加强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措施。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导致的极

端天气现象越发频繁，而现有的国家公园规划文件中还没有面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的适应和应对措施。 国家公

园是一项长期的建设项目，不可避免地跨越全球气候变化的预测期，包括气候变暖导致的冰盖崩塌、季风异常

对季风区降水的影响等。 因此国家公园应构建总体的气候变化应对体系以提升气候韧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充当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缓冲工具［５５］。
（３）减少对大自然随机扰动的干扰。 在人类主导的景观中，例如小范围的火灾、洪水等自然现象通常会

被人类所抑制，或许人类的出发点是为了通过干预减少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但这种行为可能会

导致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的事件出现。 在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内严格限制人类活动，减少或不干预一切自然

行为，给予大自然充分的自由度，这将有助于生态系统从持续和受控的人为干扰中释放出来，增加自然变异的

概率和随机性来源，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４）挑选合适的替代物种。 高营养级的物种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营养链中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够决定植物种群的分布和密度。 但由于高营养级物种数量有限，且受人类和环境的影

响较大，甚至某些地区的高营养级物种在人类工业革命的浪潮下逐渐走向灭绝。 因此在国家公园的再野化过

程中，挑选具有类似生态和营养功能的替代物种以恢复早前的生态过程，且在引入替代物种后对其进行适当

的管理和监测，确保新生态过程的轨迹和目标能够融入当前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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