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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岭谷生态区生态保护修复的思路、模式及配套措
施研究
———基于重庆市“两江四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杨庆媛１，２，３，毕国华１，２，３，∗

１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２ 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３ 西南大学绿色低碳发展研究所，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 基于重庆市“两江四山”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探索平行岭谷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科学思路以及“山岭”“谷地”“江
河”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模式与措施。 研究发现：平行岭谷区特殊的地形地貌条件决定了生态系统各要素具有纵向差异大、
层次性强的特点，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宜按照“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肌体”的脉络进行布局，并依据海拔高程

自上而下，在“山岭”“谷地”“江河”分区分层采用差异化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模式：“山岭”区域采用“保育恢复”模式，以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森林抚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谷地”区域采用“综合整治”模式，以土地综合整治与土壤污染修复为主，“江
河”区域采用“防治结合”模式，以两江沿线地质灾害防治、水环境保护和岛屿生态系统治理为主；未来应从拓展重庆地票生态

功能、实施自然资源确权制度、全面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激励引导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

新和机制创新，形成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思路；模式；平行岭谷区；重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ｔｏｐｅ ｏｆ 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ｗｏ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１，２，３，ＢＩ Ｇｕｏｈｕａ１，２，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 ｔｗｏ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ａｎｄ “ ｒｉｖｅｒｓ” ．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ｓ ｂｏｄｉ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ｏｐ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ｉｍ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ｉｃｋｅ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ｒｉ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ｌａｋ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长期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伴随着高强度的国土空间开发、粗放的资源利用和人地资源

错配，滋生出水环境污染、土地退化、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人居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直接

制约着人地关系协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１］。 为解决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

开展了生态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覆盖山

水林田湖草各个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效［２］。 但这些生态工程往往只针对区域某个单一生态要素存在的

生态问题，未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各生态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易造成局地效果较好但整体效应较

差的局面，难以实现生态功能有效恢复和提升［３］。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开辟了统筹自然资源管理和统一实施生态保

护修复的新局面［４⁃５］。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原则，推进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正逐渐成为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重要抓手［６⁃９］。

中国地域广袤，如何针对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及其生态环境本底设计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是科学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关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国家先后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京津冀水源涵养区、东北森

林带、南方丘陵山地带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启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以期为解决区域生态

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和改善环境质量积累经验。 重庆市位于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不仅是

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更是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战略重心之一。 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重庆社会经

济虽发展迅速，但却长期处于“双欠”阶段，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格局特征，生态环境脆弱，
开展受损生态系统治理修复迫在眉睫。 本文以重庆市“两江四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为

例，从试点区的生态环境本底和生态环境问题出发，探索平行岭谷生态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的科学思路以及“山岭”“谷地”“江河”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模式及措施，以期为科学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方位推进国土空间的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先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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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的生态背景

２０１８ 年底，重庆市获批第三批国家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试点区为重庆市“两江四

山”地区，即重庆主城区地域范围内，长江、嘉陵江交汇形成的平行岭谷区域，覆盖国土面积约 ４３５０ｋｍ２，东西

以明月山、缙云山为界，南北以巴南、渝北行政区域为界。 由于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同时受两江切

割，该区域发育形成了典型的低山⁃丘陵谷地⁃江河地貌单元，涉及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四条平行

山岭及其所夹的 ３ 个丘陵谷地（图 １），山岭⁃谷地⁃江河生态系统特征明显。 该区域处于长江水域生态涵养带

和嘉陵江水域生态涵养带的交汇区，是影响长江母亲河、三峡库区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也是重庆市境内影响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

图 １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区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ｗｏ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两江四山”地区历史上曾是重庆市重工业聚集区和主要的建材供应基地与使用地，矿山开发集中、强度

高，工程活动频繁。 现在该区域为重庆市都市核心区，人类活动集中、人地矛盾突出。 截止 ２０１８ 年，试点区内

城市建成区占比为 １５％，常住人口约 ８６５ 万人，ＧＤＰ 总量约 ９２６４ 亿元，以重庆市 ５％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市

２５％的人口和 ４３％的 ＧＤＰ。 长期的人地交互作用以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使得试点区成为重庆市境内生

态系统受损最严重、开展治理修复最迫切的区域。 虽然近年来重庆市政府陆续实施了包括矿山治理、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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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森林防护、土壤修复、流域湖库整治等在内的一批生态修复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生态成效，但由于生态建

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存在激烈的空间竞争关系，使得该区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局性环境风险凸显。
“两江四山”地区山地、江河、森林、田地、湖泊、湿地等约占试点区面积的 ８２．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

区域，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受益面更广、人民获得感更强、生态价值和综合效益更

为突出。

２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思路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构成要素之间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互为依托，具有“１＋１＞２”的系统功能，不
可分割管理，亦不可过度人为干预，解决生态系统问题必须运用综合管理手段［１０⁃１１］。 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论

在国际生态保护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它是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景观生态学理论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的重要方法论［１２⁃１４］。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继承和升华了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论的核心思

想，更为新时代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方法指引。 山水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唇齿相依、休戚相关，具有整体性、
系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性［１５⁃１６］。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在于秉持系统思维，综合运用系统工程

手段、生态技术手段、自然修复手段等，重塑人与自然之间健康耦合、协调共进的关系，最终实现优化国土空间

格局、构筑区域生态安全基底、修复生态系统功能的目标。 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需要以生态问题和生态功

能为导向，立足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诊断各生态要素存在的关键问题并识别其内在联系，全面权衡、系统谋划、
分层推进，依据自然地理单元分布、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修复对象本身的特质、生态受损程度等定制适宜的生

态保护修复模式［１７⁃１８］。
试点区是典型的平行岭谷生态区，“四山”“三谷”“两江”构成了区域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态环境的本底。

受地理条件影响，人类活动基本围绕这三类区域展开，由此形成了区域小尺度的人地关系地域分异，具体表现

为三类区域的资源类型、人类活动方式及强度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差异。 试点区的生态保护修复

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依据山地⁃江河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山为骨、水为脉，林田湖草为肌

体”的脉络进行总体布局，即：按照海拔高程自上而下，结合山岭、谷地、江河各自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关键生态

环境问题，以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近自然生态化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在

“四山”“三谷”“两江”布设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机制，从
而实现源头保护、过程防控、末端治理的全要素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图 ２）。

３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模式

３．１　 “山岭”生态保护修复———“恢复保育＋景观建设”模式

“山岭”区域主要涉及“山”“林”两个生态要素，因海拔较高，构成整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源

头。 这里曾是重庆市煤炭和碎石的主要供应基地，但矿山关停后未开展有效的恢复治理，遗留了诸如地形地

貌景观破坏、地表位移、土地压占、含水层破坏等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削弱了山体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同时，由
于存在违规私自扩建住房、“小产权”房屋、私搭乱建破坏环境及违规占用林地等问题，“四山”范围内局部森

林覆盖率大幅下降、水土流失加剧、面源污染突出，严重破坏了森林植被生态。 目前，该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仅

为 ３２．９％，远低于重庆市 ４６．５％的平均水平，且 １０％以上为林相较差的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等，植被生

态系统性不强，水源涵养功能较弱，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高。
因此，“山岭”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应重点针对“山”“林”生态要素问题，采取“恢复＋保育”的模式，着力

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森林抚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针对山体地质环境问题，实施区域内集中连片的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对因矿山开采造成的山体缺口和矿山伤疤补绿修复，推进矿区土地复垦。 同时在

重点沉陷区建立监测示范区，监测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水土污染和对矿区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矿

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状况，总结采煤沉陷区的地质环境规律，指导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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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总体布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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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破坏问题，重点布局实施国土绿化提升工程，采取结构调整、建设用地挖潜和科技手段等进行植树造林和

森林抚育，如将区域内 ２５°以上的非基本农田退耕还林还草，并固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并减少面源污染；结
合公益林建设和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等工程，对疏林地实施人工促进封山育林，对未成林地实施补植管

护，对宜林地和无立木林地实施人工造林。 此外，还要同步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建设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预警、检疫御灾、防灾减灾体系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体系，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维护森林生物多

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山”“林”生态要素具有独特的生态景观价值，生态保护修复过程可因地制宜与山地景

观建设相结合，打造独特的山地人文景观。 浙江台州宋窑遗址公园、重庆南山城市山地公园等已是成功先例。
３．２　 “谷地”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整治”模式

“谷地”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水土资源丰富，包含了“林”“田”“湖” “草”多要素。 这里是重庆市“两江四

山”区域农业耕作的集中区和工矿企业的集中区。 由于过去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平衡发展，这里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散乱无序、耕地分布零碎，特别是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人走地留”“农业比较效益

下降”“要素市场化水平滞后”等，致使耕地撂荒现象严重。 加之无配套的产业规划，农业生产依然是传统的

散户种植模式占主导地位，农田利用效率不高。 同时，由于沿江工业老厂区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超标现象突

出，导致土壤污染严重，受污染的土壤、污染物受雨水冲刷流至周边低洼地带，又会进一步威胁“水” “湖”
“草”的生态安全。 以重钢老厂区及民丰化工老厂区为典型，这两处历史遗留工业老厂区位于长江及嘉陵江

沿岸，污染场地和弃渣仍未得到有效整治，污染物长期堆砌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或随雨水冲刷直接排入长江

及嘉陵江，污染长江水质，威胁三峡库区水安全。
因此，“谷地”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应采取“综合整治”模式，重点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与土壤污染修复等内

容，维护好“林”“田”“湖”“草”生态安全。 一方面，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

求，突出农村产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损毁土地修复、水土保持工程、园地、水域和低效废弃建设用地整

治，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农机作业水平、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如在“两江四山”地区西南部的九龙坡区，可
将“提升城周边基本农田利用效益”作为目标，围绕着打造“城郊共享农田”的主题，对区内连片梯田实施综合

整治；东北部的渝北区，可将“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对接城市、服务城市”作为目标，围绕着打造“集
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巴渝文化体验、科普教育和特色商业的主城区的后花园、休憩园”的主题，对区域内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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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实施综合整治。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业老厂区污染场地调查、环境风险定量评估，完成污染地块土

壤治理修复。
３．３　 “江河”生态保护修复———“防治结合”模式

“江河”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主要涉及“水”要素，包括水体及其流经的岸线。 重庆长江、嘉陵江两大河流交

汇过境，水系发达、水网密集。 主城区依江而建，城市以水而兴，两江沿岸居住着大量民众。 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加大，人类工程活动对长江和嘉陵江的改造建设越来越多，造成沿江库岸地质环境剧

烈变化，导致河岸地质灾害隐患严重，影响两江四岸沿线公路和两江航道的安全运行，属于重点防治区域。 同

时，由于部分次级河流沿线存在市政排水管网不完善的问题，导致部分工业和生活污水收集不完全，直排入河

道，威胁长江水质，水污染防治压力大。 “两江四山”范围内，长江江面主要有广阳岛、中坝岛、桃花岛三个大

型江心岛，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屏障功能。 岛内因原住民生产生活和前期开发建设影响，功能性植物

少，岛周湿地生境单一，防洪护岸工程处理欠佳，生态系统脆弱。
因此，“江河”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应紧紧围绕“水”这一线条，着重推进两江沿线地质灾害治理、水环境

保护和岛屿生态系统治理。 首先，应逐渐完善城镇二、三级管网建设，加快污水处理厂改造升级，提升污水收

集率和达标率，治理沿江“小、散、乱”工业的排污现象，从源头上维护水环境安全。 其次，针对库岸地质灾害

隐患严重问题，应采取人工加固、布设生态防护网、建设人工护坡等方式消除两江沿线地质灾害安全隐患。 最

后，针对江心岛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须重点开展岛内土地修复和绿化提升，加大生态绿化护岸、岛周湿地和

水土的保护力度，同时在两江四岸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生态水岸、分类整治护岸、预控滨江绿带、强化污

水垃圾治理，栽植特有乡土植物种类，建立和稳定植物生态群落，营造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建立稳定的湿地生

态系统。

４　 重庆市“两江四山”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配套措施

“两江四山”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

上下游以及陆地海洋等多个层次［３］。 实践证明，过去单一生态要素的分割式管理方式不能适应自然生态系

统的发展规律，旧管理体制下的部门职责交叉、碎片化管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制度、政策等不但难以解

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性问题，反而对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系统治理形成制约。 因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必须在制度、机制等层面推陈出新，因地制宜，形成生态保护修复的合力，建立生态保护修复长效

机制。
４．１　 强化制度创新，打通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制度通道

４．１．１　 拓展重庆地票生态功能

地票制度是重庆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在促进耕地保护、统筹城乡土

地利用、助推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地票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

空间置换和耕地占卜平衡［１９］，但对于高海拔和生态脆弱地带，地块复垦为耕地显然不能适应生态优先和绿色

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推进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 为更好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有必要在现行地票制

度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地票功能。 比如，在原有复垦为耕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地票管理的基础上，将复垦为

林地、草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也纳入地票管理范畴，同时针对位于地质灾害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保护区、
２５°以上坡耕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地带的复垦点，根据具体区域的适宜性复垦为林地或草地。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创新地票收益管理制度，如针对工矿废弃地等集体建设用地产生的地票收益，建立生态保护修复专

门资金管理制度，用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建设以及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实现地票的生态补偿功能。
目前，重庆市已研究出台《关于拓展地票生态功能、促进生态修复的意见》，并确定奉节县等 ７ 个试点县进行

探索与完善，相关实践经验可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的生态保护及生态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４．１．２　 围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活化城乡自然资本

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是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缺位、多头管理、权责不明、规划重叠等问题的科学路

４４９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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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２０］。 “两江四山”地区地貌格局起伏多变，山水林田湖草交织分布，自然资源类目繁多，且层次性强、破碎

度高、边界模糊，自然资源确权工作较其他区域更为复杂、工程量更大。 为此，要加快研究适宜本区域的自然

资源分类标准和确权登记指导细则，结合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功能格局与生态保护修复分区布局，划清自然资

源确权“四个边界”，做好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确权登

记。 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放活“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资源

经营权，促进投资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探索生态资源变资本、资本变产品、发展成产业的路径，协同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的开发与保护。
４．１．３　 全面试行资源有偿使用与损害赔偿制度

目前，试点区乃至重庆市其他区县普遍存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资源产品的使用价格较

低，不能科学反映自然资源本身价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为此，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价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并通过适当提高税费等手段强化资源有偿使用。
如增加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使用税，减免环保型循环经济企业的资源税；重点推进水资源有偿使用，提高

污水处理的收费标准以确保两江沿线水环境有效防治；合理提高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准备金征收标准以加大矿

山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确保治理备用金的征收标准不低于矿山生态修复的治理成本。 此外，针对“企业污染、
群众受害、政府买单”困局，可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两项试点，开展

全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认定工作，对损坏生态系统环境、造成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行为实施严厉问责和

惩处，力争在全市构建起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
４．２　 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

４．２．１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区域生态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２１］，一般而言，生态补偿机制越完善，生态功能发挥

越充分［２２］。 目前重庆市的生态补偿仍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且补偿范围较窄，补偿标准单一，实际效果欠佳。
为此，一方面要在用好用活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借助资源环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平台，更好发

挥市场作用，探索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 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适宜本地区的生态补偿相关标

准体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受损程度、生态恢复难度和资本筹措能力，探索岭、谷、河不同区域补偿

标准的差异化和不同生态问题补偿标准的差异化。 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统计监测指标

体系以及“绿色 ＧＤＰ”核算体系，推动生态补偿有据可循。 此外，还要巩固好目前正在推进的退耕还林、生态

移民等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的成果，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补助政策。 比如可适当延长退耕还林补助年

限，增加造林管护费用；合理界定生态公益林和公益性草地的范围，更好地进行针对性补偿等。
４．２．２　 建立健全激励引导机制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覆盖面广、牵涉领域多、利益主体繁杂，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方协调、有序管理。
为此，一方面要充分整合环保、国土、农业、林业、水利等各项政策，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激励机制，结合重庆市实

际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区县政府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同时，通过“谁投资、谁受益”“以补代投、
以补促建”等方式，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另一方面要创新协调管控机制，如定期开展修复工程实

施沟通协调会，及时传达中央及市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精神，跟踪修复工程实施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协调各部门

认真研究、及时解决；做好与已实行的其他制度相衔接，如“河长制”，确保治理工程的实施；实行重大事项联

席会制度，及时处理工程实施推进过程中遇重大事项，加强跟踪、督促、检查，精心组织、有效协调，确保工程重

大事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文基于重庆市“两江四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从区域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出

５４９８　 ２３ 期 　 　 　 杨庆媛　 等：平行岭谷生态区生态保护修复的思路、模式及配套措施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发，对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思路及实施模式进行了探析，并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创

新、机制创新等配套措施进行了一定探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１）“两江四山”地区地形起伏多变，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在山水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之间具有层次性，其生态保护修复宜按照“山为骨、水为脉，
林田湖草为肌体”的脉络进行总体布局。 （２）“两江四山”地区按拔高程自上而下在“山岭”“谷地”“江河”表
现出差异化的生态环境问题，须定制差异化的生态保护修复模式，其中“山岭”为“恢复保育＋景观建设”模式，
“谷地”区域为“综合整治”模式，“江河”区域为“防治结合”模式。 （３）结合重庆市地方改革试点实践经验，重
庆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可以从拓展地票生态功能、实施自然资源确权制度、全面试行资源有偿使用

和损害赔偿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激励引导机制等，探索形成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
５．２　 讨论

遵循系统原理、秉承系统思维、采取系统手段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根本和核心。 通过对重庆

市“两江四山”地区生态系统问题及其修复模式的探析可以发现，平行岭谷地区的“山岭”“谷地”“江河”虽表

现出差异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其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陆域生态系统，不可分割，因此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的布局在不同地带应具有交叉性和重叠性。 同时不难发现，当前“两江四山”地区大部分的生态问题都

缘于“人”的影响。 人类不仅是生态问题的缔造者，也是被影响者，同时又是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主体，是设

计者、执行者与参与者。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关键要统筹“人”，将“人”的要素贯穿到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的全过程中，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才更加“鲜活”。
当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尚处试点期，未来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如“两江四山”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受地形地貌影响具有明显的“山地⁃滨江”特征，重庆其他区域、西南丘陵山区等生态功能

区该如何设计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及路径？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如何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效结合，在修复

的同时挖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资源价值，促进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景观保护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
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统筹？ 山水田林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模块化设计与施工优化技术该当如何？
怎样建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与技术体系，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监

测与调控？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不局限于解决当下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形成一个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格局，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与自然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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