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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

李苗苗， 夏万才，王　 猛， 栾晓峰∗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建立自然保护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理想模式，对其进行监测是保

护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环。 为了把握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 ＣＮＫＩ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并筛选出自然

保护地监测文献 ６９８ 篇，基于文献计量法，对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趋势、监测指标、监测方法和所属行政区域四个方面进行了

分析。 结果发现，我国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发文量在历经 ３０ 多年的萌芽期与缓慢增长期后，当前正处于跳跃式增长期。 其中，
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发文量最高，占比达 ６７％； 在监测内容方面，关注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生
态安全，其中，涉及鸟类监测的文献数量最多，占比 ２０．７５％。 目前，人工实地调查方法仍然是主要的监测研究方法，但随着红外

相机、卫星遥感和自动监测系统的发展，其占比已降到 ６０％； 在所属行政区域方面，各区不平衡现象十分显著，发文量在 ６—
４８ 篇不等。 因此，今后科研监测应兼顾不同自然保护地类型，尽可能采用新的科技手段开展监测，并对两栖爬行类、鱼类、无脊

椎动物以及人类活动和生态安全方面给予更高的关注度，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监测管理建议。

关键词：自然保护地； 监测； 趋势； 指标； 方法； 计量分析

自然保护地指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

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基本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底，我国已经建立各级别

自然保护区 ２７５０ 个、森林公园 ３５０５ 个、湿地公园 ９１６ 个，以及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占国

土面积 １８％以上［２⁃３］。 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地减

缓了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及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４⁃５］。
监测作为量化生态变化、确定变化原因以及界定变化范围的重要手段［６］，可以帮助管理者全面地了解自

然保护地的资源现状和趋势，使其制定的管理决策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７⁃８］。 同时，利用监测信息可

以提高公众对生态系统和物种的理解与认知，并吸引各方机构参与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９］。 监

测作为保护地资源调查及管理成效评价的主要方法，一直以来都备受相关政府部门及研究学者的重视。 ２００５
年《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监测体系，组织自然

保护区开展资源、生态等方面的监测工作； 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定位观测站点的建设［１０］。 一系列标准的发

布为监测研究提供技术规范，如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ＬＹ ／ Ｔ １８１４—２００９） ［１１］； 重要湿地监测指标

体系（ＧＢ ／ Ｔ ２７６４８—２０１１） ［１２］； 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技术规程（ＤＢ５１ ／ Ｔ ２２８７—２０１６） ［１３］； 森林生态系统长

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ＧＢ ／ Ｔ ３５３７７—２０１７） ［１４］ 等。 研究学者们也很早就认识到自然保护地进行监测的重要

性，并认为自然保护地监测是亟待研究的课题［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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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后，我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进入了新的时

代［１７⁃１８］，同时也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监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必须准

确把握我国自然保护地监测现状、热点与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监测建议。 本文选择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地质公园 ５ 种主要自然保护地类型［１９］，采用文献计量法，对文献发表年份、
监测指标、监测方法和监测行政区域 ４ 个方面的参数进行了统计分析，阐述了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现状，监
测重点和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今后自然保护地监测管理建议。 通过本文分析，可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开展长期

的监测研究和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１．１　 文献数据来源

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首先，以“全文 ＝ ‘自然保

护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并含‘监测’”并且“摘要＝‘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

园 ／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并含‘监测’”在 ＣＮＫＩ 对所有期刊文献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止的所有中文文献，共计 １６４６ 篇。
通过题目和摘要的粗略筛选，排除完全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包括：政策法案、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

随后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利用同样的检索方式对文献进行补充，最后纳入基本符合研究主题的期刊文献

７６８ 篇。
１．２　 数据库的建立

通过文献管理软件 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８ 初步建立“自然保护地监测”文献数据库，之后对无法明确是否符合研究

要求的文献进行全文查阅，删去并未实际开展监测工作的文献，包括方法、体系、建议等文献； 删去并未以某

一自然保护地为监测研究的主要开展区域的文献； 删去信息冗杂，无具体的监测时间和方法可供参考的工作

总结类型的文献，最后共 ６９８ 篇监测文献被用于本文研究。
１．３　 统计方法

１．３．１　 信息提取

作者对监测文献中涉及到的监测信息进行提取，包括监测指标、监测方法、研究地所属行政区等。 在提取

监测指标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分析的客观性，以全文中与以下指标名称相匹配的关键词作为判断的依据（表
１）。 在过程中，如果包含该项指标，则在 Ｅｘｃｅｌ 表中标记为“１”，否则标记为“０”。

在提取监测方法时，考虑到不同的监测内容所涉及的监测方法各不相同，将监测方法主要总结为以下四

类：一是卫星遥感； 二是红外相机； 三是其他自动监测系统，包括：无线电项圈、监测站、碳通量测量系统等；
四是人工实地调查，包括样线样方调查、实物取样、定点观测、手持设备定点监测等。
１．３．２　 定性定量分析

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文献发表年份、监测指标、监测方法和研究地所属行政区域进行信息整理。 然后利

用 Ｅｘｃｅｌ 的数据透视功能对数据进行统计，并将数据导入图形可视化和数据分析软件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２０１９ 进行绘

图，以折线图直观地表示出一直以来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趋势； 以柱状图对监测指标热点、监测方法

进行分析； 以条形图直观表示研究地所属行政区域的分布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发文量年度变化趋势

近 ４０ 年来，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１）。 依据文献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将自然

保护地监测研究分为 ３ 个阶段。 萌芽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发文量极少且几乎无增长。 该时期尚处于自然保

护地的初步探索和建设阶段（表 ２），监测研究侧重于环境监测方面，总体受关注度很少。 缓慢增长期（２０００—

９５１２　 ６ 期 　 　 　 李苗苗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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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发文量明显增加且波动性缓慢增长。 更多的自然保护地及其组分有监测研究需求，结合前期自然

保护地建设出现的管理问题，监测研究引起行业学者的关注。 跳跃式增长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发文量呈跳跃

式迅速增长。 其中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达到峰值，分别为 ４７ 篇和 ８９ 篇，在 ２０１８ 年达到最大值 １１７ 篇。 在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日益发展，研究范围更广且更细化，研究技术更加先进科学，加
之前期监测数据的积累，更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到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中。

表 １　 自然保护地监测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监测类别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

监测指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监测内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生物多样性 鸟类 区系组成、种群数量、分布情况、行为特征、迁徙情况等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兽类

两栖爬行类

鱼类

无脊椎动物

植物 物种组成、种群结构、空间分布格局、树干液流生理活动、功能性状、物候信息等

植被 植被类型、覆盖度变化等

生态环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水文水质

水体水质（ｐＨ， ＢＯＤ５， ＤＯ， ＮＨ３ ⁃Ｎ， ＭｎＯ＋
４ ， ＴＰ 等）的变化； 地表径流量、水位变

化、水系变化等

气象 空气负离子浓度、大气颗粒物浓度； 气象因子变化（空气气温、湿度、大气压等）

地质与土壤
地质构造； 土壤温度、土壤 ＣＯ２ 呼吸释放强度、重金属含量； 土壤结构、坚实度、ｐＨ
值、有机质含量等

人类活动 土地利用 工矿用地、道路、桥梁、其他人工设施等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ｔｙ 游憩 生态容量； 旅游收入； 游客满意度等

社区 放牧、挖药、偷猎、非木材林产品采集、割漆、割竹、砍薪等； 社区人数、经济状况等

生态安全 疫源疫病 禽流感、蚊虫密度及蚊种组成、病原菌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自然灾害 地质灾害、火灾、风灾等

病虫害 害虫行为及危害症状

外来入侵种 入侵情况及危害状况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发文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各自然保护地的监测文献初始发表时间均较其始

建时间有 ５ 年以上的延迟（图 １，表 ２）。 自然保护区的

监测研究发文量在总发文量中占比最高，且总发文量的

变化及趋势主要受自然保护区文献数量的影响（图 １）。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自然保护区监测研究受到更高且持

续的关注度，有更多的科研力量投入。 森林公园和湿地

公园的监测研究发文量呈现波动式增长（图 １），其中，
社会关注度高的自然保护地的发文量也较多，如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和地

质公园的监测研究发文量较少且增长趋势不明显（图
１），所受关注度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２．２　 监测指标与方法分析

２．２．１　 监测指标

自然保护地监测文献中所涉及的监测研究，其监测

内容关注度依次为：生物多样性 ＞ 生态环境 ＞ 人类活动 ＞ 生态安全（图 ２）。 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方面，各指标

受到的关注度差异显著，鸟类和兽类发文量最多，超过 １３０ 篇，其次是植物和植被，而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无脊

０６１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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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物所受关注度较低，发文量低于 ２３ 篇。 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各监测指标所受关注度均较高并呈梯度变

化，由高到低依次为水文水质（１３８ 篇）＞气象（１１２ 篇）＞地质与土壤（６９ 篇）。 在人类活动方面，各监测指标所

受关注度较低且依次为土地利用（４１ 篇）＞游憩（２９ 篇）＞社区（２１ 篇）。 在生态安全方面，四项指标发文量均

低于 ２０ 篇，所受关注度低。 总体来看，鸟类监测所受关注度最高，占文献总量的 ２０．７５％； 水文水质、兽类、植
物、气象所受关注度紧随其后，均在 １５％以上； 植被，地质与土壤，土地利用，均在 ５％以上； 最后，包括游憩、
社区和两栖爬行类在内的其他 ９ 项指标所受关注度低，在 ５％以下。

表 ２　 自然保护地始建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类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ｙｐｅ

始建时间（年）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ｙｅａｒ）

类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ｔｙｐｅ

始建时间（年）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ｙｅａｒ）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９５６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５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１９８２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２０００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１９８２

图 ２　 自然保护地监测指标关注度

Ｆｉｇ．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ｉｄ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２．２．２　 监测方法

一直以来，人工实地调查都是监测项目采取的主要监测手段。 随着其他三项监测技术手段的发展，在最

近 １０ 年间，采取人工实地调查法的文献数量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图 ３）。 采取红外相机进行自然保护地监测

的研究在 ２０１０ 年后开始普及，并且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得到快速发展，监测文献占比达 １８％，其主要应用于鸟兽

１６１２　 ６ 期 　 　 　 李苗苗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类监测研究。 采取自动监测系统手段的监测文献数量呈现稳步上升，近 ４ 年年平均发文量达 １３ 篇，其主要应

用于植物生理活动和环境因子等方面的监测研究。 采取卫星遥感手段的监测文献数量虽然在逐渐上升，但占

比不高，近 ４ 年，监测文献占比仅 １０％左右。 由于遥感技术的局限性，其监测研究主要应用于大尺度的植被群

落和土地利用等。

图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自然保护地四种主要监测方法应用情况

Ｆｉｇ．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２．３　 监测行政区域分析

近四十年来，自然保护地监测文献中的研究地区涉及全国 ３１ 个一级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省资料缺乏），其中，文献数量≥３０ 篇，由高到低依次为：四川、浙江、湖南、云南、广东、北京、黑
龙江、陕西、甘肃； ２０—２９ 篇，由高到低为：贵州、福建、江苏、江西、新疆、湖北、广西和河南； １０—１９ 篇，由高到

低为：安徽、内蒙古、重庆、山东、吉林、上海、河北、宁夏、海南和青海； １０ 篇以下的为：辽宁、天津、西藏和山西

（图 ４）。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与国家政策和自然保护地发展密不可分

大量的文献和出版物是反映研究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基于 ６９８ 篇自然保护地监测文献，分析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情况。 自 １９５６ 年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成立至 １９９５ 年期间我国自然保护地数量相对较少，监测工作和成果较少，此时期为自然保护地监测的萌芽

期。 “九五”期间，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一方面是 １９９３ 年底《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

和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
１９９８ 年后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加速了我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不仅启动了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还新建了一大批自然保护地（特别是自然保护区），这使得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

积同步快速增长［２，２０］。 更多的自然保护地有监测研究需求，结合逐步显现的管理问题，监测研究引起行业学

者的关注，进入自然保护地监测的缓慢增长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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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各个省份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发文量统计

Ｆｉｇ．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日益发展，研究范围更广并更细化，研究技术更加

先进科学，加之前期监测数据的积累，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间呈现出发文量的跳跃式增长。 其中，２０１３ 年，十八大提

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２０１７ 年，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方向，规划线

路，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保护领域的重视，与 ２０１３ 年

和 ２０１７ 年后发文量的两次大幅跳跃相契合。 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并提出对各类自

然保护地要实行全过程统一管理［２１］，这将对监测研究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３．２　 自然保护区以外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科研监测力量投入不足

近 ４０ 年时间，自然保护区的监测文献总数占比达 ６７％，且增长趋势显著。 在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中，
自然保护区起步最早、数量最多、面积最大，保护价值高［２２］，其监测研究作为管理工作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

要一环，需要继续受到重视。 但是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在内的可供人们游览或者

进行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的区域，其管理工作同样需要引起更多专业学者和相关机构的重视，目前这些保护

地类型科研监测力量明显投入不足。
３．３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是当前自然保护地监测重点

涉及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发文量占比达 ７９％，其中鸟类和兽类多样性监测文章占比最大。 一方面是我国

兽类和鸟类多样性高且受威胁严重［２３⁃２４］，社会公众关注度高；另一方面，鸟类和兽类易于识别，加之红外相机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大型兽类和地栖鸟类的监测［２５］。 两栖爬行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所受关注度低，三者总发

文量不足植物发文量的二分之一，考虑是监测技术受限且物种个体活动隐蔽，不易辨识有关。 生态环境普遍

受到较高的关注度，其中水文水质占比最大，尤其对于湿地公园，水环境是用来判断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

直接证据。 森林公园主要对大气质量进行监测。 人类活动和生态安全所受关注度均较低，七项指标平均发文

量不足 ２０ 篇，需要引起行业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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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传统的人工监测技术正逐渐被高效便捷的新兴科技取代

虽然人工实地调查方法的监测文献数量一直很高，但其占比在逐渐下降，随着其他三类监测方法的发展，
行业学者选择更为高效且省时省力的方式。 红外相机作为新兴的自然保护地监测手段，主要应用于鸟兽等生

物多样性监测中；卫星遥感技术主要应用于大尺度的监测研究，其发文量虽然较少，但作为客观、实时且有效

提高监测效率的手段，将继续成为自然保护地监测的重要手段。 其他自动监测系统发文量稳步增长，其具备

的实时性、多样性、可靠性和快速分析能力等，将有效提升自然保护地监测效率［２６］。
３．５　 监测研究地存在区域间不平衡现象

研究地所属行政区的监测文献数量在 ６—４８ 篇之间不等。 一方面各省市自然保护地数量及生态系统类

型不一，生物多样差异较大，整体而言自然保护地数量多且生物多样性高的省市自然保护地监测成果相对较

多。 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地和其主要保护对象的社会关注度也是造成监测成果产出差异的重要原因。 发文量

较少的省份，自然保护地社会关注度较低且科研力量投入不足。 但是，发文量多的地区也存在区域内不平衡，
监测研究主要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少数几个自然保护地的现象，比如研究地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松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发文量总和占北京地区自然保护地监测文献总数的 ４３％。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

区的自然属性、功能属性不尽相同［２０］，监测的侧重点和频次本身差异较大，而且各类保护地建立时间不在一

个起点（表 ２），其监测工作基础有差异。 另外，其他各类保护地从管理要求方面也并未像自然保护区一般进

行严格管理［１７，２７］。 此外，在行政区域的分析中，不同地域的主要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以及自然保护地数量不一

也确实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 但毋庸置疑的是，以上保护地均属于自然保护地的范畴，均以自然保护作为

第一要义，保护着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１９］，其监测管理工作反映着我国自然保护工作的管理有

效性。 本文通过对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趋势、监测指标、监测方法和所属行政区的分析中，以提供我国自然保

护地监测研究的整体概况为主要目的，同时也比较清楚地反映了自然保护地监测方面存在的不足，可为今后

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研究提供方向，也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在自然保护地监测管理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

建议将单一自然保护地类型的监测现状分析以及同一地理区划的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对比等作为后续深入

研究的内容。

４　 建议

通过以上对一直以来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的系统分析，针对当前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对今后自然保护地

的监测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１） 在当前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与变革的背景下，需加大并兼顾对各类自然保护地

的管理水平以及科研监测力量投入；迫切需要构建新的针对于面积更大、物种更多、生态系统类型更复杂的国

家公园的监测体系。
（２） 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需要扩大监测对象。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需加强对两栖爬行

类、鱼类以及无脊椎动物的监测，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监测。 还应重视对自然保护地干扰较大的指标监测，如
人类活动和生态安全方面的监测。

（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监测技术日新月异，例如无人机遥感技术［２８⁃２９］、物联网技术［３０⁃３１］。 管理机构以

及行业学者应提高监测研究水平，将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于自然保护地监测研究中，更科学、系统地反应出自

然保护地的资源变化及受胁程度。
（４） 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鼓

励与支持当地自然保护地的监测管理工作，并对其实施有效监督，使管理和规划工作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鼓励自

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加强与科研院所和相关高校的监测合作，建立长期监测档案，并将监测结果有效应用于自然保

护地管理。 同时，作为信息共享的一种方式，鼓励将监测结果以文献的形式进行公开发表，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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