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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研究
———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苏　 珊１，姚爱静２，赵庆磊１，田盈盈１，周丁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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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的资源保护分区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区域针对性，增强保护效果。 本文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为例，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要素指标，构建了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

系。 研究将林小班作为分区单元，首先根据园区的生态本底特征将其划分为 ７ 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并以此作为国家公园开展资

源调查和管理工作的基本区划单位；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区域具体的资源问题和保护需求将国家公园进一步细分为 １７ 种自然

资源保护区域，形成了包含两个层次的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并基于各个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该分区

方案避免了国家公园现存的各类用地空间布局交叉或错位所导致的难以协调问题，有利于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

案的落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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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与构成要素，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

处于关键地位。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关键时期为契机，首次明确提出“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 ［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将北京、黑龙江、吉林、浙江等地区作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并要求试点区探索统筹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

的保护管理模式［３⁃５］。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办、国办正式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按照自然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

的建立是对既有自然保护地体制的一次改革创新，与既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一般自然保护地相比，国
家公园体制的关键在于对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强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此外，国家公园还有着

比既有自然保护地更加严格的保护要求［５］。 因此，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原有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制中普遍存在的多头管理问题，是对碎片化的“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的一次全新尝试［６］，对
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分区是国家公园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等方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科学、合理的分区制度有助于增强

保护措施的适宜性和区域针对性，使生态本底和各类自然资源得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促进国家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７⁃９］。 当前，国内外学者就分区做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单一自然资

源要素进行区域划分，如：为了有针对性的保护和管理特定自然资源与环境而制定的水资源、土壤资源、地表

植被资源等各类单一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框架［１０⁃１６］。 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从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保护地规划相

结合的角度出发，就如何在资源保护过程中实现保护园区内资源的合理利用而开展功能分区研究［１７⁃２３］。 当

前，针对国家公园这一新型保护地形式所进行的分区研究大多属于第二种类型，例如，虞虎、付梦娣等专家学

者开展的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研究［８，１８］，而基于国家公园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特点、社会人口条件等多要素特

征，且能够有效实现资源保护与管理相协调的国家公园资源保护分区研究还非常匮乏［１９］。 为此，本研究以北

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要素指标构建自

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研究国家公园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特征、人类活动范围，结合各区域具体的资源

问题和资源保护需求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分区，以期实现对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

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模式。

１　 研究区概况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延庆和昌平交界处的居庸关和八达岭之间，总面积 ５９．９１Ｋｍ２，东至八

达岭镇边界（不包含现状黄土梁音乐谷演艺核心区），南至延庆区区界，北以程家窑村北边界—吉润高尔夫球

场以西—阳光马术俱乐部东南侧山脚一线为界，西为八达岭镇帮水峪村东侧山场及营城子南端山场长城 ５００
米保护范围线（见图 １）。 该区地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地带性植被是以栎类为主的落叶阔叶林，植被类型

多样，是北京地区退化森林保护与恢复的典型代表地区之一。 在试点区 ５９．９１Ｋｍ２的范围内，有山体、森林、长
城、村庄等形态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自然 ／人文资源，孕育有野生植物 ５４３ 种，昆虫 ２８４ 种，陆生脊椎动物

１６１ 种，大型真菌 １０８ 种。 该区不仅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天然暴马丁香林和近千亩红叶树（黄栌），还有黄

檗、紫椴、刺五加等珍贵的植物和斑羚、燕隼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国家 Ｉ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１ 种，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１９ 种。 但这些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在实际的资源

保护工作中，易导致资源保护方向和保护重点不明确的问题。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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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分区思路

因地制宜是有效指导资源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进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分区域开展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保护工作，有助于根据国家公园各区域实际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特征确定区域保

护重点和措施，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精准化保护，保证国家公园的大部分生境和自然资源得以保持健康

状态，同时，分区还可以为国家公园后续开展自然资源监测、评价、保护成效对比等工作奠定基础。
从明确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对象，识别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确定自然资源保护需求，制定自然资源保护

措施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分区思路：
（１）研究以林小班为分区单元。 首先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要素指标

构建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综合分析国家公园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特

征以及人类活动干扰对自然资源保护产生的负面影响。
（２）根据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本底特征将其划分为若干单元，将划分结果确定为自然资

源保护第一层分区，并将其作为在国家公园开展资源调查统计和保护管理活动及资源开发经营的基本区划单

位，以避免国家公园空间管控破碎等问题。
（３）在上述第一层分区的基础上，依据资源保护目标和自然基底保护、物种资源保护以及游客观赏体验、

社区发展等不同区域实际的资源保护需求，以各区域资源特征和人类活动干扰特征为指导，根据不同区域具

体的资源保护问题对自然资源保护单元做进一步划分，明确各个资源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对象，以保证国家公

园管理部门在后期能够因地制宜地制定资源保护措施。
２．２　 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

作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工作的一项重要构成内容，分区要素的选取至关重要［１８］。 科学的分区

指标能够识别国家公园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的问题和特征，并基于资源问题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构建北京

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时，本研究综合考虑园区的生态本底特征、资源保护对象特

征以及人类活动干扰因素，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方面选取

指标，构建了涵盖地质地貌、水土条件、动植物物种资源特征以及游客观赏体验、社区发展等人类活动的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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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评价指标体系［２０⁃２３］（见表 １）。
（１）生态本底：生态本底是构建自然资源保护框架的基石。 气候（温度和降水）和地貌作为自然地理环境

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２０］，被确定为主要的生态本底分区指标。 由于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占地面积

较小，降水、气温以及光照等气候特征在试点区内没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选取分区指标时，仅选取了对

自然资源发育具有基础性控制作用的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地貌特征。

表 １　 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系统层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因素层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ａｙｅｒ

单位
Ｕｎｉｔ

等级 Ｌｅｖｅｌ

１ ２ ３ ４ ５

生态本底 地质地貌 高程 ｍ ﹤ ６００ ６００—７５０ ７５０—９００ ９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坡度 ° ﹤ ６ ６—８ ８—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坡向 — 平地

东北
（０—９０）

西北
（２７０—３６）

东南
（９０—１８０）

西南
（１８０—２７０）

资源特征 水资源特征 集水能力 — ﹤ ４ ４—８ ８—１１ １１—１５ ＞１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土壤特征 土壤厚度 ｃｍ ﹤ ２５ ２５—３２ ３２—４２ ４２—５０ ＞５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土壤硬度 — 坚硬 — — — 疏松

资源丰度 森林覆盖度 ﹪ ﹤ ２４ ２４—５６ ５６—７６ ７６—９０ ＞９０

植被郁闭度 — ０ ０—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６０ ＞６０

林分结构
（按林龄划分） —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重点保护动物
分布密度

— 岔道、南园 帮水峪 东沟
八达岭长城
地带、石佛寺

石峡、三堡

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密度

— 岔道、南园 帮水峪 石佛寺、东沟
八达岭长城
地带

石峡、三堡

景观品相
植被色彩
丰富度

— 低 — — — 高

群落结构
复杂度

— 简单 — — — 复杂

人类干扰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游客观赏体验

人文景观分布
密度

— 南园 东沟、石峡 三堡、石佛寺 岔道 八达岭长城地带

自然景观分布
密度

— 岔道、南园、
东沟

三堡 石峡 石佛寺
八达 岭 长 城 地
带、东沟

社区发展
距居民点
的距离

ｋｍ ﹤ 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

（２）资源特征：资源是国家公园内部的直接保护对象，其特征是指导资源保护分区工作的重要依据，基于

此，文章选取了水土资源、物种资源丰度以及景观品相各指标对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资源特征进

行描述。 集水能力可用来判断各区域水资源条件的优劣，本研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提供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工具集提取水

文特征要素，进行河网分类和试点区小流域划分，得到试点区的小流域划分图，确定各区域的集水能力大小。
土壤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选取了能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土壤硬度和厚度指标，
土壤硬度可用于判断养分在土壤中移动能力的好坏以及是否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而厚度指标则可以间接

表征土壤肥力。 物种资源丰度特征主要包括森林覆盖度、植被郁闭度、林分结构以及重点保护动植物物种的

生境空间分布特征；景观品相则包括植被色彩丰富度和群落结构复杂度两个指标。 众所周知，植被既是反映

自然地理环境的“镜子”，也是生物栖息环境的构成主体，有必要了解森林植被的长势、丰度和视觉特征，为制

定森林景观经营方案奠定基础［２４⁃２５］。 此外，林分结构不同的森林具有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林分结构在

影响野生动植物资源类型、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的运转，因此，需要在分区过程中

对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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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类干扰：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景观资源丰富，村庄居民点用地集中，受游客和社区发展等

人类活动干扰程度大。 景点地带受游客观赏活动的影响，易带入危险性病虫害；此外，春季和秋冬季节天气干

燥，景区人口流量大导致试点区存在较大的森林火灾隐患，因此，本研究选择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等空间分布

指标和距居民点的距离来表示生态系统受人类干扰所导致的生态压力［２６⁃２７］。
在完整性、综合性、区域共轭性原则的指导下，文章基于前文选取的分区指标，以林小班为分区单元进行

自然资源保护分区。 首先，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平台对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本底特征进行

分析，对国家公园进行第一层次的自然资源保护分区；在第一层自然资源保护分区结果的基础上，将水土资

源、物种资源特征指标以及游客观赏体验、社区发展等人类活动干扰指标分别落到图上并进行空间叠加，进而

根据要素重叠情况对自然资源保护单元做进一步划分。
２．３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包括：（１）３０ｍ×３０ｍ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 遥感影像数

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数据共享平台———地理空间数据云。 （２）行政村空间分布点数据。 以北京长城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提取行政村信息，经过精度验证和成果修订

而获得。 （３）重点保护动物、重点保护植物空间分布点数据，以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资源调查报告

中的栅格数据为基础，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矢量化操作而得到。 （４）现状景点资源的空间分布点数据，以延庆区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提供的栅格数据为基础，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矢量化操作而得到。 （５）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土壤属性数据、植被属性数据，由北京市林业勘察设计院提供。

３　 试点区自然资源保护分区结果

３．１　 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

生态本底特征是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划定第一层自然资源保护区的依据。 研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空

间分析平台对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本底特征进行分析，按照综合性、完整性、区域共轭性原

则，将国家公园试点区划分为 ７ 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并根据其各自的地理位置进行命名（如图 ２ 色彩层所

示）：场部自然资源保护区、长城北部自然资源保护区、帮水峪自然资源保护区、长城南部自然资源保护区、八
达岭自然资源保护区、石峡自然资源保护区以及三堡自然资源保护区。 场部自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０．
５５ｋｍ２，占试点区面积的 ０．９２％，该区地势低平，地质条件较好；长城北部自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１１．３０ ｋｍ２，占
试点区面积的 １８．８６％，该地区整体坡度较低，属于缓坡地带，该地区地形条件适中，适合植物生长；帮水峪自

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４．７５ ｋｍ２，占试点区面积的 ７．９３％；长城南部自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９．５２ ｋｍ２，占试点区

面积的 １５．８９％，坡度适中，排水良好，生态本底条件优良，非常有利于植物生长；八达岭自然资源保护区面积

为 １０．３６ ｋｍ２，占试点区面积的 １７．２９％，该区域地势较陡，后期应根据该地区的地形地势改善该地区的水土条

件，为合理配置地表植被奠定基础；石峡自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１２．６３ ｋｍ２，占试点区面积的 ２１．０８％；三堡自

然资源保护区面积为 １０．８０ ｋｍ２，占试点区面积的 １８．０３％；石峡及三堡保护区坡地分布集中，特殊的地形条件

使该区拥有较好的集水能力。
在上述 ７ 个资源保护区的基础上，研究选取水土资源、物种资源特征、人类活动干扰等多个因素指标对区

域的自然基底条件、资源特征及人类活动干扰强度进行了分析，将国家公园进一步细分为包括自然基底、物种

资源和景观资源不同重点保护对象的 １７ 种自然资源保护区（见图 ２），以便后期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资

源保护活动。 其中，自然基底类保护区拥有相对较差的地质和水土资源条件，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如场部物种

资源保护区，该地区土壤条件较好，但水资源较为缺乏，是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应着力解决该地区的植

被抚育用水问题。 物种资源类保护区是重点保护动植物资源的分布地带，但存在分布密度较小和空间分布不

清等问题，应在该类资源保护地区做进一步的科学调查并安装资源动态监测设施。 景观资源类保护区存在两

种突出的问题：一是自然景观质量不佳，主要表现为森林景观丰度不足、植被色彩丰富度较差、品相不佳，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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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岔道等村庄聚集的长城北部自然资源保护区，八达岭隧道、青龙桥隧道等道路沿线地区，这些区域应加强

观赏性植被的抚育；二是地质地貌、水资源景观等自然或人文景观因人类活动干扰而遭受破坏，丧失了原有风

貌，应加强修缮维护，如三堡、石峡景观资源保护区。 在保证该类型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

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的休闲游憩活动。

图 ２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

Ｆｉｇ．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

３．２　 资源保护措施

结合上述分区结果，本研究根据不同区域具体的资源问题和保护需求，提出了以下保护措施：
（１）自然基底类保护区

良好的地质和水土条件是自然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基础，也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生长繁衍的栖息地。 自然

基底遭到破坏的保护区，必须加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如：实施生态治理工程项目，加强对保护区原有生

境或被破坏生境的保护，禁止修建有污染性和破坏性的设施等。 其中，三堡和石峡自然基底保护区保存有大

面积人工林生态系统和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建设的核心区域，应严格采取封禁

保育措施，此外，还可根据国家公园的自然地理特征修建集水设施，以达到为森林动物和森林防火提供水源的

目的。
（２）物种资源类保护区

物种资源类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集中分布地带，包括大鵟、燕隼、刺五加、胡桃楸等重点保护动植

物物种，但空间分布状况不清影响了对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后期应在该类型区建立生物物种监测点并逐

步完善重点保护动植物资源数据库，开展持续的、长期的动植物资源调查和监测工作，并将结果应用到动植物

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行动之中。
（３）景观资源类保护区

景观资源类保护区存在两种突出问题：一是自然景观质量不佳，主要表现为森林景观丰度不足，植被色彩

丰富度较差；二是地质地貌、水资源景观等自然或人文景观遭受破坏，丧失了原有风貌。 针对第一种问题区，
如八达岭景观资源保护区和长城南部景观资源保护区，可在区域内抚育彩叶树种，打造观赏性较强、自然景观

特色突出的生物景观，或通过人工措施促进林分发育，调整林分结构，提高森林生态景观水平。 针对第二类问

题区，应根据景观受损的原因制定专项保护规划，加强对景观资源的保护，对于已经遭受破坏的地景和水景资

源，如：三堡、石佛寺景观资源保护区等地，可以恢复原貌的应尽可能使其恢复到自然景观未受破坏之前的状

态，对于无法恢复原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建议对其进行长期不间断的科学维护和妥当修缮，以尽量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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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状。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是进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合理的资源保护空间格局划

分有助于识别区域的资源问题，并基于此确定保护目标和保护措施，以实现自然资源的精准化保护。 因此，研
究从“生态本底”、“资源特征”以及“人类干扰”三个方面选取指标，对国家公园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特

征进行分析，作为识别资源保护对象的基础。 进而根据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本底特征将其划

分为 ７ 个自然资源保护区，作为开展资源保护管理活动及资源开发经营的基本区划单元；再依据国家公园的

资源保护目标和不同区域实际的资源保护需求，以各区域自然基底条件、资源特征和人类活动干扰特征为指

导，根据具体的资源保护问题对自然资源保护单元做进一步划分，将国家公园分为 １７ 种资源保护区。 最后，
基于各区的资源问题和保护需求明确各区域的保护重点，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方案。
４．２　 讨论

（１）现有国家公园分区大多是从生态系统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的功能分区，较少考虑

国家公园现实的资源保护问题和保护需求。 为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分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明确国家公

园自然资源保护对象，识别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确定自然资源保护需求，制定自然资源保护措施的思路，对北

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进行了资源保护分区研究，并形成了包括两个层次的系统性资源保护分区方案。
该分区方案解决了国家公园各类用地交叉重叠、管理不到位、资源保护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２）目前，本研究所制定的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分区方案仅提出了资源保护措施方向，并未制定具体

的资源保护措施和工程类型，后期，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可以在综合考虑资源保护目标及区域发展方向的基础

上，结合各个资源保护区域现存的资源保护问题制定资源保护专项规划，以系统指导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保

护工作。 此外，资源保护分区以及如何在各个资源保护区实施差异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同样是北京长城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资源保护分区规划和管理中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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