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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
猫分布的影响

庄鸿飞１，陈君帜２，史建忠２，王　 伟３，黄　 璐２，叶　 菁２，栾晓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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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清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与分布格局是加强空间管控、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

内的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等功能，结合韦恩（Ｖｅｎｎ）图在空间层面上量化分析

了公园范围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保护情景下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的分布格局。 研究

结果表明：（１）研究区内含有 ６ 类自然保护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７５．１３％，其中 ４０．６８％为交叉重叠区域。 （２）各类自然保护地

皆存在大面积的交叉重叠。 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７２．５３％，其中 ４５．８９％为

交叉重叠区域；其他类自然保护地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６０．８７％，其中 ６６．４８％为交叉重叠区域。 （３）猫点密度与自然保护地

的交叉重叠程度呈现逆向增长趋势，区域的重叠水平越高，猫点密度越低。 （４）自然保护地整体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高于重叠

区。 自然保护区是整体猫点密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非重叠区密度明显高于重叠区；森林公园非重叠区与水利风景区重

叠区呈现较高的猫点密度。 （５）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中，位于自然保护区的猫点密度远高于其他重叠区。 由

此可见，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体量大但空间关系复杂，不同区域间的保护效能既不平衡也不充分。
建议将研究区内自然保护区的非重叠区、位于自然保护区的世界遗产地区域、森林公园的非重叠区以及水利风景区的重叠区等

作为大熊猫的核心保护区，施行严格保护；将自然保护区的重叠区、世界遗产地的其他区域作为生态保育区，恢复受损退化的大

熊猫栖息地及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将其他区域作为一般控制区，在有效维护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前提下适度开展人为活

动。 同时，建议对空间重叠和邻近相接的区域开展科学评估，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唯一属性。 另一方面，我们期待健全自然保护

地管理体制，统筹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松体制之绑”。
关键词：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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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ｚｏｎｅ， ｗｈｅ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Ｗｅ ａｌｓ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自然保护地是目前高效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保护工作的根本保

障［１⁃４］。 合理的空间布局是各类自然保护地实行空间管控、实现保护目标的源头与基础［５⁃８］。 自 １９５６ 年广东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经 ６０ 余年发展，我国形成了类型众多、数量庞大、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网络，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我国已建立 １０ 余类、约 １２０００ 个自然保护地［９］，为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自然保护地在空间上的交叉重叠导致了管理机构重叠、管理目标模糊及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严重制

约着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７，９⁃１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与《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明确了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理清

各类自然保护地关系”，进而“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本方略。 目前我国已批建 １０
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因其保护对象的特殊性［１２⁃１５］，具有高度的国家代表性，广泛的国

民认同感，以及丰富的科学文化内涵，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是涉及自然保护地

最多的国家公园试点［１６］，充分认识试点范围内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的复杂性与严峻性，深刻理解自然保护地

分布格局与保护对象之间的响应机制，对于理清各类自然保护地关系，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截至目前鲜有对此系统化和量化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为研究区域，在空间层面上量化试点范围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

空间关系，进而探索公园范围内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分布格局对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的响应机制，
旨在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他各类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参考。

８４３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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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范围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四川片区范围一致。
自然保护地共六类，包括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 厘清

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空间关系，因此本文搜集整理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定

义与原主管部门（表 １）。

表 １　 六类自然保护地的定义与原主管部门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原主管部门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２０１７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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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多部门管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ＵＣＮ 世界遗产地展望 ２⁃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评估（２０１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具有文化、历史、科学或其他形式意义的地标或地区，
受国际条约的法律保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ＭＯＨＵＲＤ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２０１６ 年修订）：
森林景观优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物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可供人们游览、休息
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

国家林业局
ＳＦＡ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风景名胜区条例》（２００６ 年）：
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
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ＭＯＨＵＲＤ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１９９５ 年）：
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可建立国家级、省级、县级地
质遗迹保护段、地质遗迹保护点或地质公园

国土资源部
ＭＯＬＲ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２００４ 年）：
以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风景资源与环境条
件，可以开展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水利部
ＭＯＷＲ

　 　 ＭＯＨＵＲ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Ｆ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Ｌ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Ｗ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本研究的数据预处理、统计与制图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为基本操作平台。 根据《四川的大熊猫：四川省第四次

大熊猫调查报告》，本文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创建要素进行矢量化处理，获得四川省范围内的大熊猫分布位点 １３８７
个。 为便于进行空间分析，统一所有图层的坐标系统（ＣＧＣＳ２０００＿ＧＫ＿ＣＭ＿１０５Ｅ），用掩模提取出《试点方案》
中公园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图层，并参照 ＳＲＴＭ９０ ｍ 分辨率数字高程原始数据（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将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边界与相关自然保护地的矢量数据转换为 ９０ 米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的数据可视化功能，符号化显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所涉及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明
确国家公园与原有自然保护地的位置关系；基于栅格数据的空间分析，以栅格单元为单位统计国家公园内自

然保护地的重叠水平，结合 Ｖｅｎｎ 图（ｈｔｔｐ： ／ ／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ｐｓｂ．ｕｇｅｎｔ．ｂｅ ／ ｗｅｂｔｏｏｌｓ ／ Ｖｅｎｎ ／ ）将自然保护地的六维

关系平面化，分析、展示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保护地交叉分布的复杂程度，量化各类保护地的空间关系；通过

叠置分析与数据管理工具统计国家公园内不同重叠程度、不同类型区域对大熊猫分布位点的覆盖情况，揭示

大熊猫分布格局对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的响应情况。

９４３２　 ７ 期 　 　 　 庄鸿飞　 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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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结果

２．１　 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面积为 ２０１７７．０６ ｋｍ２，范围内有 ６ 类主要自然保护地类型，共计 ６１ 个，总面积

（未去除重叠部分）达 ２３３６５．８２ ｋｍ２。 从数量来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相对较多，分别为 ２７、１４ 个，世界

遗产地与水利风景区相对较少，皆为 ２ 个。 从面积来看，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地相对较多，分别为 １０９９３．８４
ｋｍ２、７０６７．０８ ｋｍ２，水利风景区和地质公园相对较少，分别为 １０７．６、６０９．８ ｋｍ２。 公园范围内包含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１０ 个、省级及以下自然保护区 １７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７ 个、省级森林公园 ５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５ 个、
省级风景名胜区 ９ 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３ 个、省级地质公园 １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１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 １
个。 各类自然保护地情况详见表 ２，空间分布情况见图 １。

表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国家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

省级及以下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０ ４９９３．０６ １７ ６０００．７８ ２７ １０９９３．８４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 — — ２ ７０６７．０８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７ １４４５．７６ ５ ２１．７１ １２ １４６７．４８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５ １１４６．８５ ９ １９７３．１７ １４ ３１２０．０２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３ ５６１．１９ １ ４８．６１ ４ ６０９．８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１ ２３．０９ １ ８４．５１ ２ １０７．６

２．２　 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的 ６ 类自然保护地总面积（去掉重叠区域，下同）为 １５１５８．２４ ｋｍ２，占研究区

域总面积的 ７５．１３％，其中重叠面积（重叠水平≥２）为 ６１６７．０９ ｋｍ２，重叠率达 ４０．６８％。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片区内按自然保护地的重叠水平划分为 ４ 类（表 ３）。 从重叠区域的空间分布来看，松潘县、大邑县和天全县

等是高度重叠（≥３ 类自然保护地覆盖的区域）的集中分布县（图 ２）。

表 ３　 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地的空间重叠水平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重叠水平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重叠水平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４ 种保护地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５３１．２４ ３．５０ １ 种保护地

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Ａ ８９９１．１６ ５９．３２

３ 种保护地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９４０．５７ ６．２０ 汇总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１５８．２４ １００

２ 种保护地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４６９５．２８ ３０．９８

根据韦恩图，不同自然保护地类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叠：
１）与自然保护区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世界遗产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
２）与世界遗产地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和水利风

景区；
３）与森林公园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
４）与风景名胜区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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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景区；
５）与地质公园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
６）与水利风景区存在空间重叠的保护地类型有：世界遗产地和风景名胜区。
各类重叠关系的面积可见附录 １，各类重叠区域在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占比情况可见图 ３ 和

附录 １。
从自然保护地类型来看，不同保护地类型间的重叠区域面积占各自总面积都比较大（表 ４），平均重叠率

达 ７５．５４％。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１０９９３．８４ ｋｍ２，重叠面积为 ５０４５．２５ ｋｍ２，重叠率为 ４５．８９％，重叠区面积占公

园范围内保护地总面积的 ３３．２８％；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总面积为 ９２２６．２５ ｋｍ２，重叠面积为 ６１６７．０９ ｋｍ２，重
叠率为 ６６．８４％，重叠区面积占公园范围内保护地总面积的 ４０．６８％。 另外，世界遗产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和地质公园等 ４ 类自然保护地皆与自然保护区存在大面积的交叉重叠，重叠部分成为这些自然保护地空间

重叠的主要区域（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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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地重叠现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表 ４　 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概况及与自然保护区内的重叠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重叠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 ｋｍ２

重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自然保护区内面积
Ａｒｅａ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ｋｍ２

重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０４５．２５ ４５．８９ １０９９３．８４ １００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４５１１．８ ６３．８４ ３６０２．６５ ５０．９８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３１７．８８ ８９．８１ ７０１．９９ ４７．８４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２７９０．５７ ８９．４４ １７２４．９８ ５５．２９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６０１．０５ ９８．５７ ５８４．２９ ９５．８２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７０．６７ ６５．６８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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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地重叠现状的韦恩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ｎ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３　 自然保护地与大熊猫空间分布关系

根据大熊猫分布位点密度（以下简称猫点密度）的统计数据（表 ５）和帕累托图（图 ４），可以得出：
１）保护地覆盖区域的猫点密度高于无保护地覆盖区域；
２）猫点密度随着保护地重叠水平的升高而降低；
３）重叠水平最高区域（重叠水平＝ ４ 的区域）的猫点密度低于无保护地覆盖区域。

表 ５　 不同重叠水平自然保护地的大熊猫分布位点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重叠水平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累积密度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４ 种保护地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３．２０ ４．４８ ５．２２ ６．２９ ５．９７

３ 种保护地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５．２１

２ 种保护地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 ５．４５ －

１ 种保护地 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Ａ ７．０２ － －

０ 种保护地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ＰＡ ５．０２ － － －

累积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 ≥２ ≥１ ≥０

从自然保护地类型来看（表 ６），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地猫点分布的区域密度最高，每 １００ ｋｍ２分别分布

有 ６．６４、５．８９ 只；水利风景区和世界遗产地的重叠区密度最高，每 １００ ｋｍ２分别分布有 ８．４９、５．８３ 只；自然保护

区和森林公园的非重叠区密度最高，每 １００ ｋｍ２分别分布有 ７．６８、７．３５ 只。 非保护区类保护地的猫点密度为

５．３８ 只每 １００ ｋｍ２，总体上重叠区与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没有明显差异。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两类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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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重叠水平自然保护地猫点密度的帕累托图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ｅｔｏ 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护地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明显高于重叠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三类自然保护地则相反，其重

叠区域的猫点密度明显高于非重叠区。

表 ６　 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与非重叠区域的大熊猫分布位点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重叠区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非重叠区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区域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４１ ７．６８ ６．６４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５．８３ ５．９９ ５．８９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４．１７ ７．３５ ４．５０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１６ ３．０４ ４．０４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２．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７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８．４９ ０．００ ５．５８

非自然保护区类保护地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２２ ５．６９ ５．３８

汇总 Ｔｏｔａｌ ５．２２ ７．０２ ６．２９

从各类保护地与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关系来看（表 ７），与自然保护区产生空间关系的各类保护地，其自然

保护区内的猫点密度皆高于保护区外重叠区密度。 世界遗产地在自然保护区内的猫点密度明显高于其他类

自然保护地，并略高于其非重叠区密度（表 ６）。 水利风景区未与保护区产生空间关系，但其重叠区域的猫点

密度高于其他各类自然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重叠与非重叠区域（表 ６、表 ７）。 地质公园 ９５．８２％的区域

与自然保护区重叠，其范围内的大熊猫全部分布在与自然保护区重叠的区域，并且猫点密度低于其他各类自

然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有猫点分布的重叠与非重叠区域（表 ６、表 ７）。

表 ７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外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区域的大熊猫分布位点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自然保护区内重叠区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自然保护区外重叠区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 （只 ／ １００ ｋｍ２）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６．０８ ４．８４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５．２７ ２．９２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２３ ４．０４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２．０５ ０．００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０ ８．４９

汇总 Ｔｏｔａｌ ５．４１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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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１）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有自然保护地 ６ 类之多，７５．１３％的区域被自然保护地所覆盖。 从空间关

系的复杂程度来看，区域内既有被 ４ 类自然保护地覆盖的区域，也有未被自然保护地覆盖的区域，自然保护地

的总体重叠率达 ４０．６８％（表 ３）。
（２）分类来看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研究区域内不存在同一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交叉重叠，但每类自然

保护地都大幅存在被其他类“侵占”的现象，平均重叠率达 ７５．５４％，其中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遗产地、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等 ４ 类自然保护地发生重叠的主要区域，也是被“侵占”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

型（表 ４）。
（３）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猫点密度与自然保护地的重叠程度呈现逆向增长趋势。 按重叠水平梯

度，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地整体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高于重叠区域；猫点密度随重叠水平的升高逐渐降低，甚
至出现了高度重叠的自然保护地区域低于非保护地区域（表 ５、图 ４）。

（４）按自然保护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整体猫点密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非重叠区密度明显高于

重叠区；森林公园非重叠区与水利风景区重叠区呈现较高的猫点密度；研究区域内自然保护区和非自然保护

区类保护地整体上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皆高于重叠区。
３．２　 讨论

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重叠、管理目标模糊及管理效能低下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边界和管理权分离［１７⁃１８］。
结合本文的表 １ 和图 ３，我们发现有重叠关系的这些区域皆存在 ２ 个及以上的行政主管部门，更多的是分属

于 ３ 个或 ４ 个行政主管部门。 “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让各类自然保护地在选址、规划和设立等阶段皆不能

统筹兼顾，可能是导致该区域自然保护地出现大面积空间重叠、复杂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在国家公园建设

之前，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域［１９］，起步最早、建设时间最长、保护强度最高，更是集中

了大熊猫栖息地的主要分布区域［１３，２０⁃２２］，对于大熊猫保护起着关键作用，但近乎半数的范围存在着其他自然

保护地类型，其中包括以资源利用为主的风景名胜区与地质公园［２３］，这种不健康的空间关系从管理层面严重

着制约自然保护区保护效能的发挥。 通过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与猫点密度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片区内交叉重叠的保护区域很有可能由于管理乱象、管理松散致使原生环境未得到有效保护［２４⁃２５］，
而对大熊猫的繁衍生息造成了一定阻力，形成“多管不如不管”的消极态势。

在国家公园建设之前，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最精粹、最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表
１），这些区域本身的生境质量就优于其他区域，考虑到生境质量决定了承载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源的丰富程

度［２６⁃２７］，因此本文结果中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拥有最高的猫点密度。 非重叠区域受空间关系的影响较小，
其猫点密度更能反映出自然保护地类型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森林公园非重叠区的猫点

密度仅略低于自然保护区，明显高于其他类自然保护地。 森林、竹子与大熊猫之间具有紧密的协同关

系［２８⁃３０］，森林植被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３１⁃３２］，可见森林公园作为森林资源及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载

体［３３］，是大熊猫适宜栖息的重要自然保护地类型，也成为该类型自然保护地呈现高猫点密度的重要原因。 另

外，水利风景区重叠区域的猫点密度极高，甚至高于自然保护区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表 ６）。 食物、水源及隐

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存的三个必需条件［３４］，缺苞箭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３５］，主要分布在与水源距离小于 １００
ｍ 的生境，以水体为基质类型的水利风景区，拥有良好的水资源，有利于缺苞箭竹的生长，因而十分有益于大

熊猫生存，同时被大范围（８２．６２％的重叠区域）划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当中。
本文涉及的 ２７ 个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为保护大熊猫而建立的 ６７ 个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３］，是大

熊猫历来栖息的集中区与保护的关键区。 通过对与自然保护区产生空间关系的各类保护地的猫点密度分析

５５３２　 ７ 期 　 　 　 庄鸿飞　 等：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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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我们发现重叠在自然保护区的猫点密度远高于其他重叠区，与此同时这些区域中无任何一处的猫点

密度高于自然保护区的非重叠区（表 ６）。 这一现象并非表明与自然保护区重叠为其他类自然保护地的大熊

猫保护带来了正面影响，恰恰揭示了自然保护区正在因“被蚕食”而致使其保护效能退化。 世界自然遗产地

被认为是全球最具保护价值的自然保护地［３６］，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履约自然保护地类型，从猫点密度来看，其
在保护强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中的大熊猫得到了良好保护，而被其他自然保护地覆盖区域总体的猫点密度相

对较低，并且低于未被自然保护地覆盖区域的猫点密度（表 ７），可以反映出以世界遗产地为代表的国际重要

保护地的保护成效极为依赖所在区域的管理机构。
３．３　 展望

在漫长的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分属不同主管部门、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这
势必导致空间重叠区域出现管理目标模糊、权责不清以及保护资源冗余等问题，既不利于保护，又将限制资源

的合理利用［３７⁃３８］。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升级正在如火如荼地试点、建设当中，鉴于案例研究结果，我们建

议应在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划入标准，对重叠区域以及面积较小

邻近相接的自然保护地区域开展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与管理目标等的科学评估，明确区域的唯一属性，在空间

整合优化中解决交叉重叠、“九龙治水”等历史遗留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自上而

下统筹谋划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规范自然保护地规划、设立、调整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为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松体制之绑”。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实现大熊猫种群稳定繁衍生息、探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划入面积占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的七成以上，加之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体量大且空

间关系复杂，园区内不同区域间保护效能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可见该区域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任务之艰

巨，同时也印证了在该区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四川成都揭牌，标志着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

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１０ ／ ２９ ／ ｃ＿１１２３６３０８９４．ｈｔｍ），综合本文研究结果，我们建议：（１）将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区的非重叠区、世界遗产地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区域、森林公园的非重叠

区以及水利风景区的重叠区等区域作为大熊猫的核心保护区，施行严格保护，禁止人为活动；（２）将自然保护

区的重叠区、世界遗产地的非重叠及非自然保护区覆盖的其他区域作为生态保育区，恢复受损的大熊猫栖息

地及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除开展必要的修复活动外，禁止人为活动，恢复良好时应归入核心保护区；（３）将
除上述区域之外的其他自然保护地覆盖区和无自然保护地覆盖区域作为一般控制区，在有效维护大熊猫种群

及其栖息地的前提下开展适度人为活动。 本文希望通过自然保护地与保护对象空间关系的案例分析，揭示自

然保护地空间关系现状并探讨其对保护产生的影响，以图在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局阶段实现破局，为日后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空间管控奠定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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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自然保护地重叠现状的面积统计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１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重叠水平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４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３６１．９９ ２．３９

４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６５．１１ １．０９

４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４．１４ ０．０３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２５０．２３ １．６５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１．４７ ０．０１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０．６８ ０．００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７５．１９ ０．５０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４０．０５ ０．９２

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３８．５５ ０．２５

３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０．２０ ０．００

３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４２６．６８ ２．８１

３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７．５２ ０．０５

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２８２３．１７ １８．６２

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７２８．２７ ４．８０

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１０２．９４ ０．６８

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３５３．４６ ２．３３

２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４２２．１８ ２．７９

２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０．１６ ０．００

２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５４ ０．０１

８５３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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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重叠水平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ｌｅｖｅｌ

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２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５０．８７ ０．３４

２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１２．７３ ０．０８

２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８４．００ １．２１

２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１２．２８ ０．０８

２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３．６８ ０．０２

１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５９３１．９９ ３９．１３

１ 世界遗产地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２５４５．７３ １６．７９

１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４５．６７ ０．９６

１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３２３．５６ ２．１３

１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７．６４ ０．０５

１ 水利风景区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３６．５７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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