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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边界重叠关系及整合对策分析

靳川平，刘晓曼∗，王雪峰，孙阳阳，付　 卓，王　 超，候　 静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我国自然保护地类型多样，级别成体系，但由于我国自然保护地一直存在多头管理、权限不清等原因，导致边界混乱、重叠

严重。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和重叠情况进行梳理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基础，能为我国新

型自然保护地的科学选址和优化整合提供有效依据。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生态、生活、生产均十分重要的区域，其生态保护具

有重要的屏障作用。 收集了长江经济带 １１ 省份建设开展较成熟的 ６ 类自然保护地矢量边界 ２３８３ 个，通过构建重叠关系模型，
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间的边界重叠关系，并针对重叠情况提出系统化对策，结果表明：（１）保护地之间具有重叠关

系的数量达 １２９６ 个，占已获取保护地边界总数的 ５４．４％；重叠部分面积达 ２９７２８．４ ｋｍ２，占已获取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１１．４％；
总体呈现为西部重叠面积大、数量多，中部重叠数量多，东部重叠面积小的特点。 （２）从重叠区域看，有一次重叠区域的保护地

有 １１３８ 组，有两次重叠区域的有 ２４９ 组，有三次重叠区域的有 １７ 组，无四次及以上重叠区域。 （３）从重叠关系看，与其他 ５ 个

及以上保护地有重叠的保护地有 ５６ 个。 （４）通过对重叠区域和关系的分析与政策研究，提出针对不同重叠特性的整合对策，
包括勘界调整、合并和类型整合等，并将重叠热点区域提取，以期为自然保护地整合和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数据支撑，为当前中国

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紧迫需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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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是中国自然生态空间中最重要和最精华的部分，在维护我国生态安全中占据首要地位［１］。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形成十多类保护地在内的多层级、多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２］， 总数量超过

１２０００ 个，占国土面积的 １８％［３⁃４］。 但是我国保护地没有经过系统的整体规划，在管理方面一直存在范围交

叉、多头管理、界限不清、划分不科学等多重问题［５⁃６］，在体系构建方面存在保护地破碎化严重、管理目标同质

化、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分级分部门管理体制［７］、保护目标的不统一与兼顾失衡，是造成这种同区域叠加

保护的根本原因［８］。 因此，对保护地空间格局、空间重叠与交叉管理现状进行梳理正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更可以为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的空间选址提供科学依据［３，９］。 我国自然保护

地有的处于试点阶段，但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

系［１０］，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可列入以遗传多样性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３］，故本文主要针对上述 ６ 类自

然保护地边界进行探讨。
近年来，我国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并定位为新一轮国家战略［１１］，２０１６ 年中

共中央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生态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重要指示，其生态保护的战略地位更加

显著［１２］，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生态用地承担着长江流域不同的生态功能，包括水源涵养、蓄水保土、物种保

护、净化环境、调节气候等生态作用［１３］。 强化自然生态保护和科学布局国土生态空间，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

局，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１４］。 目前我国已开始启动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工作，如何

对保护地进行优化整合具有重要实用意义和及时性。
对于保护地空间重叠关系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 从保护地体系与综合理论研究来看，唐芳林、唐小平

等从整合优化方案、体系顶层设计方面［１，１５］，彭建等从内涵、构成与建设路径方面［１６］ 进行了阐述。 从具体研

究来看，周语夏等从自然价值和空缺分析角度分析了秦巴山区国家公园体系建设［１７］，刘增力等通过保护对

象、保护需求、资源本底和管理等角度对拟建国家公园进行了整合分析［１８］，何思源等从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

胜区的功能区划角度提出了国家公园功能区划的边界思考［１９］，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马童慧等通过对保护

地点位进行核密度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并综合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得到整合分析对策，朱里莹等、张卓然等

利用最邻近点指数分析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９，２０］，姜超等利用基尼系统、综合密度指数分析了我国 ５ 种自然

保护地地理位置的空间格局［２１］，孔石等对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量化

比较［２２］，范红蕾等对国家级地公园和城市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两者间的异同［２３］，
杨振等选取东北地区林业系统保护地为主 要研究对象，解析了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及重叠情况［２４］，陈冰

等以云南省为案例，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类型保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及管理权属关系进行了分析［２５］，
孙艳苓从保护地重叠数量和重叠成因等角度剖析了甘肃省自然保护地重叠问题［７］，尚辛亥等从乐业县保护

地管理现状出发对整合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２６］。 这些研究从保护地质心坐标、点位或者管理方面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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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效。 而保护地边界范围复杂，形状多样，点位抽象对于保护地重叠关系或者内部环境

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深入探讨保护地空间重叠关系并对重叠关系进行量化，能够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及保护地整合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

１　 数据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包括 １１ 个省市，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东部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区域总面积约 ２０５ 万 ｋｍ２。 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生境类型地带

性明显，生物多样性程度极高，约有重要保护物种 １３９８ 种，因此生态环境区位重要。 同时环境也受到较强的

人类活动干扰，生态环境变化各地区差异较大［２７］。
１．２　 数据来源

首先收集各类型保护地名录数据，主要收集于各主管部委公布的官方数据。 自然保护区名录来源于生态

环境部，国家地质公园名录收集于自然资源部，国家森林公园名录收集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据收集自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国家湿地公园名录

收集于湿地中国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ｈｉｄｉ．ｏｒｇ），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据收集自农业农村部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其次为边界数据的收集，本研究共获取上述六类自然保护地边界矢量共 ２３８３ 个。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边界 １１６３ 个，而上述名录中这六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数达 １４０６ 个，故本文收集的保护地边界数量约占

该区域国家级保护地总数的 ８２％以上。 除国家级保护地边界外，本文另收集省级及以下各类型自然保护地

边界共 １２２０ 个。 其中自然保护区边界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其他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边界来源于各省份划定

生态红线使用的数据。
１．３　 研究方法

空间重叠保护地的界定：边界与边界之间的重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规则多边形的交集与并集关系，因
此本文据此构建边界重叠模型，将不同类型的保护地间的重叠区域和重叠关系进行分析，重叠区域分析对应

某一多边形与其他多边形的交集关系，重叠关系分析对应某一多边形与其他多边形的所有重叠区域的并集关

系，具体关系表述如下：
１．３．１　 重叠区域分析

将具有重叠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保护地边界称之为该组保护地具有重叠区域，当发生一次重叠时，重叠区

域为某个保护地与其他某个保护地边界有共同区域，此时重叠区域涉及 ２ 个保护地边界（图 １）；发生两次重

叠，重叠区域为某个保护地边界与其他某 ２ 个保护地边界有共同区域，此时重叠区域涉及 ３ 个保护地边界

（图 １），依次类推。
据此能够探析具有重叠区域的两个或多个保护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表达重叠区域：

ＯＡＡＢ ＝Ａ∩Ｂ，ＯＡＡ—Ｎ ＝Ａ∩Ｂ∩Ｃ……∩Ｎ。
１．３．２　 重叠关系分析

对于与某个保护地具有重叠关系的保护地面积计算，经分析符合集合中的容斥原理，其表述如下：
Ａ１ ∪ Ａ２ ∪ … ∪ Ａｍ ＝

∑
１≤ｉ≤ｍ

Ａｉ － ∑
１≤ｉ≤ｊ≤ｍ

Ａｉ ∩ Ａ ｊ ＋ ∑
１≤ｉ ＜ ｊ ＜ ｋ≤ｍ

Ａｉ ∩ Ａ ｊ ∩ Ａｋ － … ＋ （ － １ｍ Ａ１ ∩ Ａ２ ∩ … ∩ Ａｍ

式中，Ａｉ代表与某保护地具有重叠关系的所有保护地边界多边形，左边表达式表示几个边界多边形取并集后

的面积，右侧为计算式。
重叠关系模型构建：与某保护地有重叠关系的所有重叠面积之和减去多次重叠的面积除以该保护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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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重叠区域分析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积，即所有与保护地具有相对重叠的不重复面积之和，可以描述复杂重叠关系，ｍ 为与该保护地重叠的保护地

个数（图 ２）。

图 ２　 重叠关系分析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此时上式容斥原理可以调整为：

ＯＲ ＝
∑

１≤ｉ≤ｊ≤ｍ
Ａｉ ∩ Ａｊ － ∑

１≤ｉ≤ｊ≤ｋ≤ｍ
Ａｉ ∩ Ａ ｊ ∩ Ａｋ ＋ …… － （ － １）ｍ－１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Ａｍ

Ａ
其中 ＯＲ 表示该保护地的重叠率，分子为重叠面积，Ａ 表示该保护地的总面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保护地总体分布格局

从省份来看，在收集到的保护地边界中，以湖北数量最多，共 ３２６ 个，其次为贵州、江苏，上海数量最少，仅
收集到 ４ 个自然保护区，浙江、云南等省份数量也较少，见图 ３。 从保护地类型来看，以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
共有 ６０９ 个，其次为森林公园，共 ５９４ 个，湿地公园为 ４５７ 个；以地质公园数量最少，共 ９５ 个，其次为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共 ２４７ 个。
从保护地面积来看，以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占所有保护地面积的 ６２．８％；以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最

小，见表 １。 从自然保护地级别来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共收集有 １１６３ 个，省级自然保护地收集有 ９８４ 个，县
市级自然保护地收集有 ２３６ 个。
２．２　 保护地空间重叠关系分析

２．２．１　 重叠区域分析

从省份来看，具有重叠区域的保护地呈现西部重叠面积大、数量多，中部重叠数量多，东部重叠面积小的

特点。 重叠所涉及自然保护地个数达 １２９６ 个，占已获取自然保护地边界总数的 ５４．４％。 重叠区域面积为

２９７２８．４ ｋｍ２，占所获取保护地总面积的 １１．４％。 西部尤其以四川、云南重叠面积最大，如贡嘎山、九寨沟、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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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洱海、三江并流地区重叠面积均较大，中部以安徽、湖北重叠数量多，上海最少，见图 ４。

图 ３　 长江经济带不同省份自然保护地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表 １　 本文收集到的各类型保护地数量及面积情况表（面积单位：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国家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省级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市级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ｋ ７７ ９７０８．６ １８ ６２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９５ １０３３４．６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１２８ ３９７７５．４ ２５３ １６７８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３８１ ５６５５７．２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２６９ １２８５０．７ ２９８ ３６３９．９ ３ １５．６ ２４ ２０１．５ ５９４ １６７０７．８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３０５ ７４５１．１ １４５ １１４５．８ ７ ２５．６ ０ ０ ４５７ ８６２２．５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３３ ３８０４．８ １４ ７４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４７ ４５４５．０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５１ ７１７６０．３ ２５６ ５４８１９．１ ５１ １１７６７．９ １５１ ２５０９８．４ ６０９ １６３４４５．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６３ １４５３５０．９ ９８４ ７７７５２．９ ６１ １１８０９．０ １７５ ２５２９９．９ ２３８３ ２６０２１２．８

重叠的空间结果，从具有一次重叠区域看，共有重叠 １１３８ 组，重叠部分面积达 ３４０２３．９ ｋｍ２。 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之间重叠组数最多的依次为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与森林公园、保护区与森林公园，而从

重叠面积大小看依次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风景名胜区与地质公园、保护区与地质公园。 而重叠数量和重叠

面积均较小的依次为湿地公园与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与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与森林公

园，见表 ２。 可见保护对象相关性较小的保护地类型发生重叠的情况也较小，而对于以生态系统或景观等保

护对象占比较大的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除本身数量就很多外，其保护对象有重叠也是原因之一。
具有两次重叠区域的有重叠组 ２４９ 组，重叠部分面积达 ４３５２ ｋｍ２，其中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

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这三类组合数量最多、面积最大。
没有出现二次重叠区域的保护地类型组合包括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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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重叠区域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表 ２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具有一次重叠的组数及重叠面积统计（面积单位：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ｋ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数量 ／ 个

面积 ／
ｋｍ２

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８５ ５１６３．６ — — — — — — — —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４１ ４９８．３ １７５ ２７５２．９ — — — — — —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９ １１．０ ６７ １４２８．９ ５０ ２１８．９ — — — —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０ ２９．７ ３９ ３１９．８ ２４ ４６．１ ６９ ７９４．６ — —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７１ ４１８２．２ ２０６ １４０９３．２ ５２ ２６１２．９ ５８ ３２２．７ ７３ １５４９．０

具有三次重叠区域出现的仍有重叠组 １７ 组，重叠面积较大的区域位于重庆万盛、安徽万佛山、丹江口库

区等区域的保护地。 未出现三次重叠的类型组合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自然保护

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见
表 ３。

各级各类保护地没有四次重叠或以上的区域出现。
２．２．２　 重叠关系分析

从与其他保护地重叠的个数来看，最多的达到 １５ 个，为安徽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与 ９ 个保护地有重叠

的有 ２ 个，与 ５ 个及以上保护地有重叠的共有 ５６ 个保护地，这些保护地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北部，重庆东

部、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和江苏北部，具有集中

连片的特点，以分布于各省交界处居多，见图 ６。
从重叠率来看，重叠率较高的保护地与重叠个数、重叠次数多的区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而重叠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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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二次重叠数量情况

　 Ｆｉｇ．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Ｃ：湿地

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Ｄ：地质公园，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ｋ；Ｅ：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Ｆ：风景名胜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滇中、沿海等区域的自然保

护地。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通过以上结果和分析，本文将具有边界重叠的保护

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主要参考《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和其他标准法规。
３．１．１　 高聚集性与综合性重叠

通过重叠区域和重叠关系的分析，长江经济带自然

保护地空间重叠关系复杂，《指导意见》指出：整合各类

自然保护地，解决自然保护地区域交叉、空间重叠的问

题，将符合条件的优先整合设立国家公园。 并明确了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与自然公园分别保护综合生态系统

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２８］。 即国家公园应具备综合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对于本文所涉及的六类自然保护

地类型，当重叠类型为湿地类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时，其仍可能不具备综合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故本文将边界重叠个数多于 ３ 个的情况作为高聚集性或综合性区域，并从区域角度和服务功能角度

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进行类型整合［２９］。

表 ３　 具有三次重叠区域的保护地及重叠面积表（面积单位：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保护地名称 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保护地名称 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

保护地名称 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３

保护地名称 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４

重叠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重庆 万盛黑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黑山国家森林公园 黑山－石林省级风景名胜区 重庆万盛国家地质公园 ３０．７０

安徽 舒城万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万佛山国家森林公园
万佛山—龙河口水库 （万佛
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
公园

１５．４５

湖北
丹江口库区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王家河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

十堰龙口省级森林公园
丹江口水库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４．１５

湖北
丹江口库区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丹江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十堰龙口省级森林公园
丹江口水库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１．８８

重庆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山国家森林公园 黑山－石林省级风景名胜区 重庆万盛国家地质公园 １．３５

重庆 巫山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 小三峡国家森林公园
长江三峡重庆段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１．２２

安徽
砀山黄河故道省级自然保
护区

故黄河砀山段黄河鲤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古黄河省级森林公园
安徽砀山古黄河省级地质
公园

０．５４

湖北
洈水鳜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松滋洈水国家湿地公园 荆州洈水国家森林公园 松滋市洈水省级风景名胜区 ０．４６

四川 光雾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焦家河重口裂腹鱼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光雾山—诺水河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四川光雾山—诺水河国家地
质公园

０．３３

安徽 板仓省级自然保护区 万佛山国家森林公园
万佛山———龙河口水库 （万
佛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
公园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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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保护地名称 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保护地名称 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

保护地名称 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３

保护地名称 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４

重叠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重庆
武隆芙蓉江黑叶猴县级自然
保护区

茂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芙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０．１６

重庆 重庆阿蓬江国家湿地公园 黔江国家森林公园
乌江百里画廊省级风景名
胜区

重庆酉阳国家地质公园 ０．０８

贵州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太平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贵州省江口国家湿地公园
梵净山—太平河省级风景名
胜区

０．０２

贵州
太平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贵州省江口国家湿地公园 江口凯马省级森林公园
梵净山—太平河省级风景名
胜区

０．０２

安徽 休宁横江国家湿地公园 齐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齐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安徽齐云山国家地质公园 ０．０１

重庆 彭水茂云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茂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芙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０．００２

安徽
淮河淮南段长吻鮠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茅仙洞省级森林公园 淮南八公山省级风景名胜区
安徽淮南八公山国家地质
公园

０．０００３

３．１．２　 多强度多级别重叠

对于重叠个数少于或等于 ３ 个的情况，如果具有不同保护强度或保护级别，按照《指导意见》中“同级别

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高级别的原则进行整合，做到一个保护地、一套机构、一块牌子。”整合，
如国家湿地公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叠，且不具有相似性，则归并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与市县级自

然保护区重叠，若保护区具有珍稀动植物分布，则应考虑按照栖息地范围进行范围调整，如果不具有则直接将

自然保护区归并到国家森林公园，这类归并我们可称之为吸收合并。
在这种合并中，会出现不同强度不同级别的保护地具有相似的保护对象或目标，如我国各类型自然保护

地大多按照保护对象进行了小类的划分，自然保护区分为生态系统类、生物保护类、自然遗迹类三大类 ９ 小类

保护类型（《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ＧＢ ／ Ｔ １４５２９⁃９３），森林公园按照地貌景观分为山岳型、江湖型

等 １０ 个类型［３０］等，对于这些保护地发生重叠后，可根据其所保护对象、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如湿

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或湿地生态类保护区重叠则进行合并，森林公园与森林生态类保护区重叠则进

行合并，这类可称之为同类合并。
３．１．３　 其他性质重叠

除上述几种情况外，仍然有同级别且同强度的自然保护地重叠，如同级别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

园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对此《指导意见》指出，“合理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并勘界立标，制定自然保护地范

围和区划调整办法，依规开展调整工作”，故这类重叠可进行范围调整。
长江经济带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小范围重叠占有一定比例，如相对重叠面积小于 ２ ｋｍ２的保护地组数接

近总重叠组数的一半。 这类边界很可能因为早期技术有限，边界落图不够精准，或者基础数据不统一、不详

实，划定过程不规范等造成［７］。 根据《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可以制定自然保护地边界勘定方案等，开展自然

保护地勘界定标并建立矢量数据库，确因技术原因引起的数据、图件与现地不符等问题可以按管理程序一次

性纠正，故这类小范围重叠可在勘界立标过程中一次性调整过来并形成准确矢量。
综上讨论，本文整合对策的思路如图 ７ 所示。

３．２　 结论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重叠关系呈现西部重叠面积大、数量多，中部重叠数量多，东部重叠面积小的特

点。 重叠所涉及自然保护地个数达 １２９６ 个，占已获取自然保护地边界总数的 ５４． ４％。 重叠区域面积为

２９７２８．４ ｋｍ２，占所获取保护地总面积的 １１．４％。 具有一次重叠区域的共重叠 １１３８ 组，重叠二次区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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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重叠个数及重叠率空间分布关系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图 ７　 保护地重叠区域整合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２４９ 组，重叠三次区域的有 １７ 组，可见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分布具有较为聚集的现象。 从某自然保护地与

其他自然保护地具有绝对重叠的个数来看，最多的达到 １５ 个，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绝对重叠 ５ 个以上的自然保

护地有 ５６ 个，可见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叠的热点区域，这些热点区域往往是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丰富的地区，
所以才出现了各个类型保护地重复设置的情况，所以这些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区域应作为设立国家公园的优

先地区。
通过对重叠次数、重叠数量和重叠性质的分析，按照自然保护地整合流程，最终得到整合对策结果，如图

８ 所示。
（１）对于存在重叠个数多于 ３ 个的地区，进行类型整合，并筛选出其中的重叠热点地区作为重点整合或

者国家公园设立的重点区域。 其中川西北、滇西北、神农架已经设立国家公园试点，其他则可作为后续重点关

注地区，如大别山⁃天柱山、金佛山、皖南山区的九华山、黄山等区域（图 ８Ａ⁃Ｋ），保护地重叠个数较多，重叠次

数多，边界关系错综复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具有极高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作为国家公园的优先考

虑区域。 如黄山地区与黄山国家森林公园重叠的保护地类型包括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边界关系复杂，具有极强的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较强的整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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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长江经济带重叠自然保护地整合对策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２３３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将具有不同级别或不同保护强度的重叠自然保护地按照同级别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

高级别的原则进行整合，这类吸收合并除上海外，在各省分布均较为广泛，尤其以保护地数量和级别较丰富的

四川、湖北居多。 如宜昌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与玉泉山省级风景名胜区重叠区域占各自保护地面积的 ８３％
和 ６７％，通过吸收合并后可作为国家森林公园，合并后重叠交叉问题将得以解决。

（３）将保护对象、生态系统类型、保护目标相似的区域进行同类合并，如湿地公园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重叠情况较多，可考虑合并为一个自然公园，如森林公园与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区重叠，可考虑合并为森林生

态类保护区。 如洞庭湖区和鄱阳湖区的保护地，虽然重叠个数也很多，重叠面积也很高，但是保护地类型以湿

地生态类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为主，故这类高重叠但保护对象和生态系统类型相似

的区域可合并为具有支持服务的自然保护区。
（４）对于保护强度相当、级别相同的重叠自然保护地则进行范围调整，如地质公园和森林公园、森林公园

和风景名胜区的重叠情况较为普遍，主要位于山区较为集中的区域，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和景观类型，所
以重叠几率也更高。 如织金洞地质公园和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琅琊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琅琊山国家森

林公园，现有重叠率均占各自面积的 ２０％以上，可通过范围调整理清边界重叠问题。
（５）特别的，对于需要范围调整的重叠面积较小的自然保护地可通过勘界立标直接解决，因为早期划定

的保护区边界较粗糙，在本次保护地整合过程中可将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 这类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形复

杂、技术条件落后的西南山区和湘鄂西部山区等地。 如湖南西部的嵩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与沅水特有鱼类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重叠部分均只占各自面积的 １％以下，并且只是边缘部分，通过勘界即可解决重叠

问题。
３．３　 不足与建议

本文对整合对策的探索主要针对具有重叠关系的自然保护地边界，以期为多头管理、权限不清提供参考，
为自然保护地边界调整提供理论支撑，而对于相邻但无重叠的自然保护地间的关系未能深入探讨，故下一步

可对具有临近关系的保护地进行分析，以完善保护地的整合策略。 其次，本文重点探索的是边界重叠的几何

关系与管理类型，未对保护地内部的生态系统类型或保护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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