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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布局及技术策略

罗　 明１，∗，于恩逸２，３，周　 妍１，应凌霄１，王　 军１，吴　 钢２，３

１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２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对我国新时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开展山水林田

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２０１６ 以来，财
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在全国 ２４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安排 ２５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对现有

试点工程布局和技术策略进行全面剖析，能够为全面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依据。 在介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概念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揭示试点工程布局特征，总结生态保护修复技术策略，同时探讨试点目前已经取得的效益、工程实

施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研究表明，２５ 个试点大多分布于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骨架区域，并且基本都属于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升区域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总结 ２５ 个试点实施措施可以发现，工程技术策略主

要包含了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矿山生态修复、土地综合

整治等内容。 试点工程的实施，开始取得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效益，但也存在工程宏观布局不尽完善、生态系统理念没能贯

彻、自然恢复策略有待实施、监测评价管理缺乏科学、区域全面发展尚需提升等问题。 未来应从完善国家宏观生态战略格局保

障体系、加强区域生态系统状况和恢复力调查评价、优化工程项目实施规模和时序、研究和实践自然恢复标准与技术、开展长期

跟踪监测与进行适应性管理等方面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技术和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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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家启动和持续开展了包括三北防护林建设、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国家土地整治工程等一系列生态建设重大工程，生态保

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１⁃２］。 但受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的影响，我国陆地生

态环境依然面临一定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城镇和农业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局部自然生态空间挤占严重，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石漠化和土地污染等土地退化问题仍然存在，气候变化和地质灾害等不确定性风险依然较大，
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３⁃４］。 研究表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规避以往

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存在的相关部门各自为战的机制，充分考虑到国土空间的系统性、空间各组分的关联

性［５］，用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模式来指导生态保护修复，以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６⁃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尤其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给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修复指明了道路［７］。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
的命脉在树。 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

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提出“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的要求，２０１６ 年，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

原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明确提出坚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方针，以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指导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试点工作，对山上下、地上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真正改变治山、治
水、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局面。 到目前为止，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经开展了三批试点，涉及全国

２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同时，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目标，
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指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

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２０１９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要

求“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３９６８　 ２３ 期 　 　 　 罗明　 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布局及技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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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对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研究或停留在理念层面［８⁃１０］，或是利用个别试点工

程的进展情况进行探索式地研究其实施路径和效益［１１⁃１３］，还没有在全国尺度上对试点工程布局进行总结，也
没有通过工程实施对技术策略进行梳理，使得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践缺乏指导依据。 本文明

确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概念和介绍生态保护修复主要任务，揭示试点工程格局特征及其与我国生

态安全战略的适应性，梳理和总结工程技术策略，同时探讨试点目前已经取得的效益、工程实施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建议。 这对加强工程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确保试点工程顺利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重要意

义，也能为未来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指导。

１　 工程概念和主要任务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等专项规

划，以保障国家生态屏障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健康安全为目标，在景观尺度上，统筹考虑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
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优化国土空间布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关系，对退化、受损和毁坏的生态系统进行

恢复的活动。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需要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保障优化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体系为目标，以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为重点，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变化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

地下、岸上岸下、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１０，１４］。
在国家尺度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保障优化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体系为主要任务

（表 １）。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两屏三带”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主体，在这一战略格局的基础

表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保障“两屏三带”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任务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Ｂｅｌ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任务 Ｔａｓｋ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

长江、黄河、澜沧江等的发源地，全球大江大
河、冰川、雪山及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
区之一，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有“中
华水塔”之称，对全球气候变化有巨大的调节
作用

防止林草地退化、沙化，保护高原湖泊湿地和大
江大河源头，保护特有珍稀生物资源，提升区域
水源涵养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发挥涵养

大江大河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１５⁃１６］

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

黄土高原是黄河中游最主要区域，水土流失和
土地沙化敏感程度高；秦巴山地是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的分水岭，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物
多样性维持功能；川滇地区高原绵延、山川纵
横，是我国长江及西南诸河最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生物多样性极高

保护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控制水土流失，
提升土壤品质，改善河湖水质，提高水源涵养、土
壤保持及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发挥保障长江、
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作用［１７⁃２０］

东北森林带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ｅｌｔ

东北绿色林海，森林覆盖率高，拥有全球温带
较完整的山地垂直生态系统，大量珍稀物种资
源的生物基因库，是我国东北的重要生态屏障

加强对天然林和湿地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合理调度水资源，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及生
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发挥东北平原生态安全屏障

的作用［２１⁃２３］

北方防沙带
Ｎｏｒｔｈ 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ｌｔ

从东向西涵盖了内蒙古高原、祁连山⁃河西走
廊地区和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等荒漠带，土壤沙
化、部分地区盐渍化敏感性较高

重点加强防护林建设，保护祁连山水源涵养能
力；保护沙漠绿洲，控制草地贫瘠化、沙漠化和盐
渍化，对暂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实行封禁
保护；合理调配水资源，控制高原湖泊湿地萎缩、
咸化；强化防风固沙能力，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
环境， 发 挥 “ 三 北 ” 地 区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的

作用［２４⁃２７］

南方丘陵山地带
Ｓｏｕｔｈ ｈｉｌｌｙ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ｂｅｌｔ

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湘江、赣江、北
江、西江等的重要源头区，有丰富的亚热带动
植物资源，是我国东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加强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及重建力度，提高森林植
被水源涵养及洪水调蓄能力，控制水土流失和水
土环境污染，发挥华南和西南地区生态安全屏障

的作用［２８⁃３０］

４９６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促进生态空间和生态功能的维持和恢复［３１⁃３２］。 首先是维护自然生态系

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减少人为扰动［２４，３３］。 坚持保护优先，在禁止建设区及限制建设区、各类保护地核心区等

禁止开发区域，严格控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大封育力度，维护原有地形地貌和生物多样性，
不得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其生境，保护并提升现有自然生态系统功能。 其次是修复治理退化生态系

统［３４⁃３５］。 在生态受损区域，采用人工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措施，开展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

建设工程，以及地质灾害防治、防洪防护等安全工程，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同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兼顾区域内农村和城镇的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粮食安全，保障生产

生活环境，促进绿色发展。 一是保护农业生态系统。 维护农田原有生境，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强化农地景观

和绿隔功能［３６⁃３７］；切实保护耕地，严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不能大搞人造景观，避免农田景观城市

化［３８⁃３９］。 二是提升乡村生态功能。 依据村庄规划，统筹生态保护修复和村庄整治，将耕地、林地、草地整治与

农村建设用地布局优化相结合，打造规模多种生态系统要素的复合格局，建设美丽乡村［４０］。 三是联通城乡生

态网络［４１］。 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对区域内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系统修复，打通城市内部的水系、绿
地和城市外围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扩大城市周边的生态空间［４２］。 四是保护城市内部生态

空间［４３］。 与“海绵城市”等生态市政建设相结合，在城市建设规模范围内，保护现有生态廊道［４４］，不得规避法

律法规及相关要求新建人造景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２　 试点布局特征

我国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启动。 ２０１６ 年批准的第一批 ５ 个试点为河

北京津冀水源涵养区、江西赣南、陕西黄土高原、甘肃祁连山、青海祁连山。 ２０１７ 年批准的第二批 ６ 个试点为

吉林长白山、福建闽江流域、山东泰山、广西左右江流域、四川华蓥山、云南抚仙湖。 ２０１８ 年批准的第三批 １４
个试点为河北雄安新区、山西汾河中上游、内蒙古乌梁素海流域、黑龙江小兴安岭⁃三江平原、浙江钱塘江源头

区域、河南南太行地区、湖北长江三峡地区、湖南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广东粤北南岭山区、重庆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贵州乌蒙山区、西藏拉萨河流域、宁夏贺兰山东麓、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中央财政已

下达第一批 ５ 个工程试点基础性奖补资金共计 １００ 亿元（每个工程 ２０ 亿元），第二批 ６ 个工程试点基础性奖

补资金共计 １２０ 亿元（每个工程 ２０ 亿元），第三批 １４ 个工程试点基础性奖补资金共计 １４０ 亿元（每个工程 １０
亿元）。 综上，目前我国共计实施 ２５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涉及 ２４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约 １１１ 万 ｋｍ２的国土面积（图 １），投入中央支持建设资金共计 ３６０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试点工程在全国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格局，大都位于“两屏三带”和大江大河等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

局骨架的核心区域（图 １），同时基本都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图 ２），工程分布和我国生态安全战略

的格局一致性较高，工程的实施将会对重要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具体地，以试点工程

在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骨架中的区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共同承担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体

系的主要任务。 一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保护修复，包含青海祁连山和西藏拉萨河流域的 ２ 个试点工程；二
是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的保护修复，包含陕西黄土高原和云南抚仙湖的 ２ 个试点工程；三是东北森林带的

生态保护修复，包含吉林长白山和黑龙江小兴安岭⁃三江平原的 ２ 个试点工程；四是北方防沙带的生态保护修

复，包含河北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甘肃祁连山、内蒙古乌梁素海流域等 ３ 个试点工程；五是南方丘陵山地带的

生态保护修复，包含福建闽江流域、江西赣南、广东粤北南岭山区、广西左右江流域等 ４ 个试点工程；六是我国

主要大江大河的生态保护修复，包含湖北长江三峡地区、湖南湘江流域和洞庭湖、重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四
川华蓥山、贵州乌蒙山区等 ５ 个长江流域的试点工程，山西汾河中上游、山东泰山、河南南太行地区、宁夏贺兰

山东麓等 ４ 个黄河流域的试点工程，以及河北雄安新区（海河流域）、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新疆额尔齐斯河

流域等相应流域的试点工程（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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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与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中试点工程编号：１ 河北京津冀水源涵养区，２ 河北雄安新区，３ 山西汾河中上游，４ 内蒙古乌梁素海流域，５ 吉林长白山，６ 黑龙江小兴安

岭⁃三江平原，７ 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８ 福建闽江流域，９ 江西赣南，１０ 山东泰山，１１ 河南南太行地区，１２ 湖北长江三峡地区，１３ 湖南湘江流

域和洞庭湖，１４ 广东粤北南岭山地，１５ 广西左右江，１６ 重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１７ 四川华蓥山，１８ 贵州乌蒙山区，１９ 云南抚仙湖，２０ 西藏拉

萨河流域，２１ 陕西黄土高原，２２ 甘肃祁连山，２３ 青海祁连山，２４ 宁夏贺兰山东麓，２５ 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

３　 主要技术策略

基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主要任务，试点工程在生态空间保护修复、农村和城镇空间整治修复

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技术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基本内容［１１，４５⁃４７］（表 ２）。

一是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实施面积约 １９００ ｋｍ２（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２５ 个试点工程统计值，下
同）。 该技术策略针对的是集中连片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较大、功能退化等问题，往往是河流、湖泊、湿地、
草场、林地等比较丰富的地区，采取国土整治、植被恢复、河湖水系连通、岸线修复、自然栖息地恢复等措施，实
施湖泊水体、库塘湿地、退化草原、退化林地的综合修复治理，逐步恢复相应的生态系统功能。

二是生物多样性及其森林草原等关键物种栖息地保护，目前工程建设达 ５８００ ｋｍ２。 这一技术策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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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图中试点工程编号：１ 河北京津冀水源涵养区，２ 河北雄安新区，３ 山西汾河中上游，４ 内蒙古乌梁素海流域，５ 吉林长白山，６ 黑龙江小兴安

岭⁃三江平原，７ 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８ 福建闽江流域，９ 江西赣南，１０ 山东泰山，１１ 河南南太行地区，１２ 湖北长江三峡地区，１３ 湖南湘江流

域和洞庭湖，１４ 广东粤北南岭山地，１５ 广西左右江，１６ 重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１７ 四川华蓥山，１８ 贵州乌蒙山区，１９ 云南抚仙湖，２０ 西藏拉

萨河流域，２１ 陕西黄土高原，２２ 甘肃祁连山，２３ 青海祁连山，２４ 宁夏贺兰山东麓，２５ 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

的是关键物种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修建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岛，对生物栖息地进行特

殊保护，营造良好的生物栖息环境，在生物多样性特定保护区对珍稀濒危动植物进行封育保护，同时结合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带动生态空间整体保护修复，建立与森林、草原、湿地与水体等生态系统共荣共

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促进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三是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目前涉及流域面积共计 ３４．４３ ｋｍ２。 该策略针对的是流域防洪能力差、水量减

少、水系不连通、水质不达标、水生态功能下降等问题，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强化源头控制、系统保护、综
合治理，以流域为单元，从上游到下游，从山上到山下，采取水源地保护、水量调度、生态补水、河湖水系连通、
污染源控制等措施，结合河道清淤与防洪工程建设，统筹推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重要水源地和江河湖

泊生态功能。

７９６８　 ２３ 期 　 　 　 罗明　 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布局及技术策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四是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目前共有 ３０．５７ ｋｍ２的工程建设区域采取了相应措施。 这一策略针对的

是土壤污染、水土流失，以及沙化、石漠化、盐碱化等土地退化问题，综合运用土地整治、土壤改良、植被恢复、
生物修复、退耕还林还草、保护性耕种、封山育林等措施，加强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土地安全永续利用。 对污染土地重点做好源头控制，轻度污染以预防为主，中度

污染以控制为主，重度污染以修复治理为主。

表 ２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主要技术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主要策略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具体措施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湖泊和库塘水体修复、污泥清理、湿地保护恢复；封禁和改造提升草地；退耕还林还
草、防护林建设、低质低效林地改造、天然林保护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野生动植物保护、物种栖息地保护和恢复、鱼类种质资源恢复；入侵物种防治；自然
保护区建设等

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水源地水质保护、新增水源涵养区、提升生态补水量；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和达标排
放、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废水废物循环利用；河道综合治理、城市水系治理、入河
口湿地恢复；水质水量监测点建设等

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ｌａｎｄ

受污染耕地治理和修复利用、农田废旧地膜回收、作物结构调整；盐碱化、沙化、石漠
化土地修复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

矿山生态修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ｓ

矿山地表塌陷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废弃渣土处理、矿山粉尘防治、磷石膏综合利
用；土地复垦、矿区绿化和生态系统恢复等

土地综合整治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农用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节水灌溉措施、
测土配方施肥措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生态移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等

五是矿山生态修复，目前涵盖面积约为 ９．２０ ｋｍ２。 矿山修复针对的是矿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土地

损毁和环境破坏等问题，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按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因地制宜地

开展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等一系列恢复措施，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和

生产矿山的生态保护修复，恢复提升矿区生态功能，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绿色发展。
六是土地综合整治，目前已经实施完成整治面积 ７．９０ ｋｍ２。 土地综合整治针对的是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

量差、生态基质破碎和廊道不连通、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碎片化无序化等问题，依据村庄规划，统筹低效闲置

建设用地整理、农用地整理、工矿废弃地复垦及未利用地开发，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促进耕地绿色生

产、生态产品供给、生活居住的协调发展，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４　 讨论和建议

４．１　 试点工程取得一定效益

技术措施的实施，能取得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 吴运连和谢国华［１２］调查了江西省赣南开展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区域发现，其所存在的水土流失和污染问题通过采取土地综合整治、矿山

生态修复、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等措施明显好转，森林质量有较明显提高、流域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沟坡丘

壑土地得到有效整治，具有显著的多方面效益；曹智等［４８］调查了河北省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开展的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区域指出，其所存在的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通过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和污染与

退化土地修复治理，取得了生态优美、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多重效益；王子健和鲍硕超［４９］ 调查了吉林省长白

山开展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区域认为，其所存在的矿山破坏及采场边坡威胁的问题通过实施矿

山生态修复，使得地质环境问题得到了解决，有效抑制了地质灾害，保护了土地资源，使原有废弃土地资源恢

复了使用功能，具有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同时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有利于社会平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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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合理完善工程宏观布局

试点工程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首先是试点工程的布局有待完善。 根据已经启动的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在全国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尚有一些重要的生态安全战略区和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还没有开展相应的试点，如横断山地、秦巴山地、塔里木河流域等等（图 １，图 ２）。 未来布局和开展工

程试点应当从国家宏观生态战略的层面出发进行合理选址［９］，而不是仅仅根据局地的生态保护修复需求；同
时，实践中还需考虑其他重点生态功能区，尤其是重要的生态脆弱区［５０］，以及进行海陆统筹将海岸带海岛区

域纳入工程布局。
４．３　 充分贯彻生态系统理念

试点工程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促进生态保护修复，需要充分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和协同性，否则生态工程也会造成一些边治理边破坏的后果。 例如，Ｚｈａｎｇ 等［５１］ 对黑河流域生态补水工程的

研究表明，工程的实施显著解决了流域下游植被退化的问题，但却直接导致了流域中游地下水的破坏。 同样，
目前正在开展的试点工程中，各区域和子项目的相互联系往往被人忽略，项目拼凑和盲目实施的现象时有出

现，规避潜在的负面效应迫在眉睫。 下一步应当在充分调查分析区域生态系统状况的基础上，合理安排项目

规模和时序；同时升级改造原有分散项目，新增一些体现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宏观项目。
４．４　 积极实施自然恢复策略

试点工程的技术策略应当遵循生态系统恢复力规律。 然而对于目前开展的试点，前期准备仓促，没能对

工程区域生态系统本底状况、恢复潜力和目标进行深入调查和有效评价，导致保护修复区划不合理和重点不

突出，生态治理或补偿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直接造成工程量的浪费和资金的缺乏。 工程应当从前期规划准

备开始，在实施的全过程中加强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分析研究，借鉴国内外生态修复先进经验和技术［５２⁃５３］，
尤其是基于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保护性技术，积极贯彻“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根据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和恢

复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和“自然恢复”、“辅助恢复”或“修复重建”措施［５４］。
４．５　 科学开展监测评价管理

试点工程必须要有科学监测和评价作为保障。 实际来看，已有试点过度关注施工进度和资金使用率等简

单的整体工程指标，忽略了体现试点本质目的的生态系统及其恢复状况的评价，这进一步导致工程实施和管

理的科学性不足。 实施和管理中应当查清区域生态权属和受损状况，构建生态系统恢复的评估体系；同时，对
工程实行长期连续监测，利用全国“三调”和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结果，结合遥感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对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过程及其效益进行全程评估和及时反馈，实现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５５］。
４．６　 有效提升区域协调发展

最后，试点工程应当充分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显然不能没有

“人”这一要素［５６⁃５７］，但是有些试点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对工矿企业、农业、渔业等产业盲

目取缔，制造“无人区”，这明显违背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应当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在“三线”管控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与我国扶贫重点县的脱

贫攻坚任务结合起来，有效提升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５８⁃５９］。

５　 结论

作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和系统性开展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的地位十分突出，而试点工程布局及技术策略的梳理总结是未来全面落实这一举措的关键途径。
２５ 个试点工程分布格局表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同我国生态安全格局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相协

调的，能起到重要的生态支撑作用；试点工程实施中采取的技术策略主要包括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物多

样性保护、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矿山生态修复和土地综合整治等内容。 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取得一定的综合效益，然而存在工程宏观布局不尽完善、生态系统理念没能贯彻、自

９９６８　 ２３ 期 　 　 　 罗明　 等：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布局及技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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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恢复策略有待实施、监测评价管理缺乏科学、区域全面发展尚需提升等问题，这些也是生态保护修复领域重

点关注的问题，建议后续工作中尽快组织专家作进一步研究，以指导未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

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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