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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生态区类型与保护地空间
分布格局

高　 峻１， ２，李　 杰１， ４，∗，付　 晶１， ２，鲍燕妮１，马施彤３，李巍岳１， ２，郭　 鑫１

１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２ 上海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３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４ 美国普渡大学林业与自然资源系，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　 ４７９０７

摘要：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是泛第三极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等 ６
国交界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和保护地分布开展研究。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 ９０２８４３．７６
ｋｍ２，跨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全球重要的生物地理区域，分布有 １４ 个生态区，其中有 ５５ 处保护地。 保护地由国家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组成，主要分布在东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喜马拉雅亚热带阔叶林和东喜马拉雅阔叶林 ３ 个生态区内，面积为 １５９０６３．３０
ｋｍ２，占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的 １７．６２％。 保护地中有 ４１ 处国家公园，占保护地总数的 ７４．５％；有 ２５ 处为多国

毗邻，占总数的 ４５．４５％。 保护地的地理集中指数都大于完全平均分布值（３７．７９６），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其中自然保护区分布

的不均衡度高于国家公园，分布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境内。 核密度分析显示中尼边境与中印边境区域的保护地分布集中

度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特别是 ８０ 年代以来各国建立保护地，目前已经形成全球著名的保护地集群带。 对于进一步推进喀

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国家公园跨境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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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１］以及受其影响的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等泛第三极地区是地球上

生态环境最脆弱和人类活动最强烈的地区，面积广达 ２０００ 多万 ｋｍ２ ［２］，其中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则是泛第三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受大断裂控制，由一系列高大山系和山

脉组成［３］，生态环境极其独特，集聚了全球所有 １４ 座海拔 ８０００ ｍ 以上的高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高山景观，
平均海拔都在 ４５００ ｍ 以上，众多世界大河或者国际河流皆出于此。 这个区域涵盖了全球 ３４ 个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中的 ３ 个，属于多种地理成分的动植物交汇过渡地带［４］。
复杂的生态环境、过渡地带特征、政治边界的分割，使得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区

域在全球尺度上难以区划。 Ｓｃｈｕｌｔｚ 将其北部划为干旱中纬度的荒漠和半荒漠，南部则划为夏季湿润热带或

中年湿润热带，未能对内部结构细分［５］；Ｂａｉｌｅｙ 只能将其粗略划分为山地草原、山地荒漠和山地稀树草原［６］。
Ｏｌｓｏｎ 等提出的以多套生物群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全球陆地生态区划［７⁃８］，较好地将生物地理分区与生态

功能单元相衔接，着重强调地理单元中生态系统特征分异，形成具有相对同质性的以植被为基础的生态系统

组合⁃生态区（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的概念，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大自然协会采用，为本地区生态系统保护发挥了关

键的空间指引作用［９］。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特别是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在此建立了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有效地促进了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随着本地区跨国合作和大尺度景观保护

的需求增加，连续性保护理念在跨国项目中体现为跨界保护理念［１０］，跨界自然保护区作为跨界资源管理的一

种典型方式正成为研究热点［１１］，加强国际间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合作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能

是必然的选择。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包含东喜马拉雅山、干城章嘉等跨境景观［１２］，当前主要研究

包括整合地理空间数据进行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信息保护、应用跨界景观方法保护文化遗产、总结跨界保护合

作机制及管理经验等［１３⁃２０］。 尽管在部分热点区域已进行跨界研究，但目前缺少从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

地区的角度对涉及的 ７ 个国家进行全面评估的研究，因此厘清本区域生态区划特征和主要类型，阐明保护地

现状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掌握保护地与生态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未来更好地确定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

山脉地区保护地跨境合作的重点区域和建设路径，促进泛第三极（Ｐａｎ⁃ＴＰＥ）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１　 区域简介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位于 ２４°０′３１．７６″—３９°５′３８．９７″Ｎ，７１°１６′３．２３″—９９°５６′４１．７７″Ｅ 之间，涵盖

了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等 ７ 个国家的边境山地，全长约 ２５００ ｋｍ，宽 ２００—３００
ｋｍ［２１］。 喀喇昆仑山脉是世界山岳冰川最发达的高大山脉，位于中国、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

的边境上，包括东延部分（西藏高原的羌臣摩山和潘顿山）在内的喀喇昆仑山，宽度约为 ２４０ ｋｍ，长度为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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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平均海拔超过 ５５００ ｍ，是世界上高山和高纬度之外最长的冰川最集中的地区。 喜马拉雅山脉西起巴属克

什米尔境内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山麓有印度河上游大峡谷围绕，东至南迦巴瓦峰，有雅鲁藏布江下游围绕作急

转弯南流而形成的举世闻名的大拐弯峡谷，主体由四列大致平行的山脉组成，呈向南凸出的弧形，从南至北被

命名为外喜马拉雅山脉、小喜马拉雅山脉、大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喜马拉雅山脉。 本地带北接青藏高原，南连

恒河、印度河平原，喜马拉雅山连绵成群的高峰挡住了从印度洋上吹来的湿润气流，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雨量充

沛，植被茂盛，而北坡的雨量较少，植被稀疏，形成鲜明的对比。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生态区数据来源于 Ｏｌｓｏｎ 等基于生物地理区划的全球陆地生态区划方案［７］，数据来自于世

界自然基金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ｏｒｇ ／ ｂｉｏｍ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该数据对全球陆

地、淡水和海洋三大主要生境类型进行生物多样性区域分析得出陆地包含 ２６ 种栖息地类型（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ｓ），
用于描述全球具有相似的环境条件、栖息地结构和生物复杂性模式，并包含相似的群落和物种适应性的不同

区域。 为了代表世界各大洲和海洋的独特动植物，每种生境类型都进一步细分为 ７ 个生物地理区：埃塞俄比

亚界、澳新界、东洋界、新北界、新热带界、大洋界、古北界。 最后在每个生物地理领域内，将物种丰富度、分类

学唯一性、生态或进化现象、稀有性等作为参数，选择确定代表主要生境类型的 ８６７ 个生态区。
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位置、面积、设立时间、级别等数据来自于研究区涉及的 ７ 个国家政府网站的公开

数据，包括中国生态环境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阿富汗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ｗｃｓ．
ｏｒｇ ／ ）、巴基斯坦野生动物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ｃｏｍ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ｈｃ．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ｓｔ ／ ）、印度政府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自治机构（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ｉ．ｇｏｖ． ｉｎ ／ ）、尼泊尔国家森林

与环境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ｎｐｗｃ．ｇｏｖ． ｎｐ ／ ）、不丹森林和公园服务部（ ｈｔｔｐ： ／ ／ ｄｏｆｐｓ． ｇｏｖ． ｂｔ ／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ｐｌａｎｅｔ．ｎｅｔ ／ ）等。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１）地理集中指数

用来衡量保护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集中程度。 计算公式为［２２］：

Ｅ ＝ １００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Ｓ） ２ （１）

式中，Ｅ 为地理集中指数，Ｐ ｉ为 ｉ 国家内保护地的个数，Ｓ 为保护地的总数，ｎ 为研究区内国家的个数，即 ｎ ＝ ７。
Ｅ 值越大，保护地分布越集中。 若研究区中的保护地完全平均分布于各个国家内，则其集中指数为：

`Ｅ＝ １００×
　

∑
ｎ

ｉ ＝ １
（１ ／ ｎ） ２ ＝ ３７．７９６２ （２）

（２）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采用来衡量保护地各规模级分布的齐全程度，采用罗伦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计算

式为［２３］：

Ｂ ＝
１００（∑

ｎ

ｉ ＝ １
Ｃ ｉ） － ５０（ｎ ＋ １）

１００ｎ － ５０（ｎ ＋ １）
（３）

式中，Ｂ 为不平衡指数；Ｃ ｉ 为各研究单元保护地的数量占总样本数量的比重，把各个研究单元的比重从大到

小排列后求累计百分比，Ｃ ｉ 为排在第 ｉ 位的累计百分比；ｎ 为研究单元的个数。 如果保护地平均分布在不同

等级中，则 Ｂ＝ ０；如果保护地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一个规模级，则 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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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空间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的基本思想在于地理事件在空间点密度大的区域发生的概率大，在空间点密度低的区域发

生的概率低［２４］。 核密度估计法的原理是以 Ｐ 点为圆心，阈值 ｒ 为半径，统计以 Ｐ、ｒ 为圆的范围内保护地分布

的数量，并除以圆的面积。 一般以 Ｐ 点为圆心的保护地的核密度为：

Ｐ（ｘ）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ｄ（ｘ，ｘｉ）
ｈ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４）

式中，ｎ 表示距离尺度范围内所包含的内保护地分布的数量；Ｋ（·）表示核密度函数。 ｈ 表示距离阈值，即核

密度估计法的尺度，ｄ（ｘ，ｘｉ）表示两点之间的欧式距离。
本文的核密度估计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７ 的密度分析工具，对保护地空间分布进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保护地与生态区关系紧密，跨界特征明显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是全球两大重要生物地理区，古北界和东洋界的过渡地带。 根据 Ｏｌｓｏｎ 等

对陆地生态区的分类［７］，在古北界中，主要为温带针叶林和山地草原和灌丛二大群落，合计有 ７ 个生态区，面
积为 ５７２０５８．５０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６３．３６％。 在东洋界中，则有热带和亚热带湿润阔叶林、热带和亚热带针叶

林、温带阔叶和混交林、温带针叶林等四大群落，合计 ７ 个生态区，面积为 ３３０７８５．２６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３６．６４％。
在合计面积 ９０２８４３．７６ ｋｍ２的范围内分布有 ５５ 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表 １，表 ２，图 １）。 高海拔造成植被

垂直带分带明显，自下而上从热带、亚热带、温带以至寒带等各种景观交替出现；在水平方向上，喜马拉雅山脉

的南北向山谷使得印度洋暖湿气流得以通达，南北动植物也借此迁移运动，形成交汇过渡地带。 高海拔的山

地使得本地区植被类型极其丰富，为各类动植物生存栖息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成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

表 １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现状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编号
Ｎｏ．

保护地名称
Ｎａｍｅ

成立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毗邻国家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１ 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４ １５０００．００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

ＣＨ⁃２ 班公错湿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８ ５６３．０３ 印度

ＣＨ⁃３ 札达土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

ＣＨ⁃４ 玛旁雍措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８ １０１１．９０ —

ＣＨ⁃５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８ ３３８１９．００ 尼泊尔

ＣＨ⁃６ 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５ ９１６８．００ 印度

ＣＨ⁃７ 察隅慈巴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５ １０１４．００ —

ＣＨ⁃８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３ ４０５２．００ 缅甸

ＡＦ⁃１ Ｗａｋｈａｎ 国家公园 ２０１４ １０９５０．００ 中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

ＰＫ⁃１ Ｋｈｕｎｊｅｒａｂ 国家公园 １９７５ ２２６９．１３ 中国

ＰＫ⁃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３ １０５５７．７３ 中国

ＰＫ⁃３ Ｄｅｏｓａｉ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３ ３５８４．００ —

ＰＫ⁃４ Ａｙｕｂｉ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４ １６．８４ —

ＰＫ⁃５ Ｃｈｉｔｒａｌ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４ ７７．５０ —

ＰＫ⁃６ Ｓｈａｎｄｕｒ⁃Ｈｕｎｄｒｕｐ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３ １６４０．００ —

ＰＫ⁃７ Ｇｈａｍｏｔ 国家公园 ２００４ ２７３．９４ —

ＰＫ⁃８ Ｌｕｌｕｓａｒ⁃Ｄｕｄｉｐａｔｓａｒ 国家公园 ２００３ ８８０．００ —

ＩＮ⁃１ Ｈｅｍｉｓ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１ ３３５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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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Ｎｏ．

保护地名称
Ｎａｍｅ

成立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毗邻国家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２ Ｄａｃｈｉｇａｍ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１ １４１．００ —

ＩＮ⁃３ Ｋｉｓｈｔｗａｒ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１ ４２５．００ —

ＩＮ⁃４ Ｐ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７ ６７５．００ —

ＩＮ⁃５ Ｇｒｅａｔ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１９８４ ７５４．４０ —

ＩＮ⁃６ Ｇｏｖｉｎｄ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０ ４７２．０８ —

ＩＮ⁃７ Ｇａｎｇｏｔｒｉ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９ ２３９０．０２ 中国

ＩＮ⁃８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１９８２ ８７．５０ —

ＩＮ⁃９ Ｎａｎｄａ Ｄｅｖｉ 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１９８２ ６２４．６０ —

ＩＮ⁃１０ Ｋ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ｄｚｏｎｇａ 国家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１９７７ １７８４．００ 中国、尼泊尔

ＩＮ⁃１１ Ｍｏｕｌｉｎｇ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６ ４８３．００ —

ＩＮ⁃１２ Ｉｎｄｅｒｋｉｌｌａ 国家公园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００ —

ＩＮ⁃１３ Ｋｈｉｒｇａｎｇａ 国家公园 ２０１０ ７１０．００ —

ＩＮ⁃１４ Ｊｉｍ Ｃｏｒｂｅｔｔ 国家公园 １９３６ ５２０．８２ —

ＩＮ⁃１５ Ｎａｍｄａｐｈ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３ １８０７．８２ —

ＮＰ⁃１ Ａｐｉ Ｎａｍｐａ 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０ １９０３．００ 中国、印度

ＮＰ⁃２ Ｓｈｅｙ⁃Ｐｈｏｋｓｕｎｄｏ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４ ３５５５．００ 中国

ＮＰ⁃３ Ａｎｎａｐｕｒｎａ 保护区 １９９２ ７６２９．００ 中国

ＮＰ⁃４ Ｍａｎａｓｌｕ 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８ １６６３．００ 中国

ＮＰ⁃５ Ｌａｎｇｔａｎｇ 国家公园 １９７６ １７１０．００ 中国

ＮＰ⁃６ Ｇａｕｒｉｓｈａｎｋａｒ 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０ ２１７９．００ 中国

ＮＰ⁃７ Ｓａｇａｒｍａｔｈａ 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１９７６ １１４８．００ 中国

ＮＰ⁃８ Ｍａｋａｌｕ Ｂａｒｕｎ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２ １５００．００ 中国

ＮＰ⁃９ Ｋａｎｃｈｅｎｊｕｎｇａ 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８ ２０３５．００ 中国、印度

ＮＰ⁃１０ Ｋｈａｐｔａｄ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４ ２２５．００ —

ＮＰ⁃１１ Ｒａｒ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７６ １０６．００ —

ＮＰ⁃１２ Ｓｈｉｖａｐｕｒｉ Ｎａｇａｒｊｕｎ 国家公园 ２００２ １５９．００ —

ＮＰ⁃１３ Ｂａｎｋｅ 国家公园 ２０１０ ５５０．００ —

ＮＰ⁃１４ Ｃｈｉｔｗａｎ 国家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１９７３ ９５２．６３ 印度

ＮＰ⁃１５ Ｐａｒｓ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８４ ６２７．３９ —

ＮＰ⁃１６ Ｂａｒｄｉｙ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７６ ９６８．００ —

ＢＴ⁃１ Ｊｉｇｍｅ Ｋｈｅｓａｒ Ｓｔｒｉｃｔ 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０ ６０９．５１ 中国、印度

ＢＴ⁃２ Ｊｉｇｍｅ Ｄｏｒｊｉ 国家公园 １９７４ ４３１９．００ 中国

ＢＴ⁃３ Ｗａｎｇｃｈｕｃｋ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国家公园 ２００８ ４９１４．００ 中国

ＢＴ⁃４ Ｊｉｇｍｅ Ｓｉｎｇｙｅ Ｗａｎｇｃｈｕｃｋ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５ １７３０．００ —

ＢＴ⁃５ Ｐｈｒｕｍｓｅｎｇｌａ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８ ９０５．００ —

ＢＴ⁃６ Ｒｏｙａｌ Ｍａｎａｓ 国家公园 １９６４ １０５７．００ 印度

ＭＭ⁃１ Ｈｋａｋａｂｏｒａｚｉ 国家公园 １９９８ ３８１２．４６ 中国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国家公园　 ４１
自然保护区　 １４ — １５９０６３．３０ —

　 　 ＣＨ：中国 Ｃｈｉｎａ；ＡＦ：阿富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Ｋ：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Ｎ：印度 Ｉｎｄｉａ；ＮＰ：尼泊尔 Ｎｅｐａｌ；ＢＴ：不丹 Ｂｈｕｔａｎ；ＭＭ：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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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与保护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表 ２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生物地理区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ａｌｍ

栖息地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代码
Ｃｏｄｅ

生态区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保护地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古北界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温带针叶林 ＰＡ０５１４ 东北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 ４６２２０．２４ ＣＨ⁃６， ＣＨ⁃７

（ＰＡ） ＰＡ０５１６ 怒江澜沧江峡谷高山针叶林和
混交林

８２６９９．０２ ＣＨ⁃８

山地草原和灌丛 ＰＡ１００３ 东喜马拉雅高山灌木和草地 １２１０１３．７７
ＣＨ⁃５， ＣＨ⁃６， ＣＨ⁃７ ／ ＩＮ⁃１０ ／ ＮＰ⁃３， ＮＰ⁃４， ＮＰ⁃
５， ＮＰ⁃６， ＮＰ⁃７， ＮＰ⁃８， ＮＰ⁃９ ／ ＢＴ⁃１， ＢＴ⁃２，
ＢＴ⁃３， ＢＴ⁃４ ／ ＭＭ⁃１

ＰＡ１００６ 喀喇昆仑山脉西部青藏高原高
山草原

１４３２６４．６１ ＣＨ⁃１， ＣＨ⁃２ ／ ＡＦ⁃１ ／ ＰＫ⁃１， ＰＫ⁃２， ＰＫ⁃３， ＰＫ⁃
６ ／ ＩＮ⁃１

ＰＡ１０１２ 西北喜马拉雅高山灌木和草地 ４９３８９．７８ ＰＫ⁃５， ＰＫ⁃８ ／ ＩＮ⁃３， ＩＮ⁃４， ＩＮ⁃５，ＩＮ⁃１２， ＩＮ⁃１３

ＰＡ１０２１ 西喜马拉雅高山灌木和草地 ７００９０．４３ ＣＨ⁃３， ＣＨ⁃４ ／ ＩＮ⁃６， ＩＮ⁃７， ＩＮ⁃８， ＩＮ⁃９ ／ ＮＰ⁃１，
ＮＰ⁃２， ＮＰ⁃３

ＰＡ１０２２ 雅鲁藏布干旱草原 ５９３８０．６５ ＣＨ⁃５

东洋界 热带和亚热带湿润阔叶林 ＩＭ０１１５ 喜马拉雅亚热带阔叶林 ３８１２４．６９ ＮＰ⁃１３， ＮＰ⁃１４， ＮＰ⁃１５， ＮＰ⁃１６ ／ ＢＴ⁃３， ＢＴ⁃６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热带和亚热带针叶林 ＩＭ０３０１ 喜马拉雅亚热带松树林 ７６１２５．４４ ＩＮ⁃１０， ＩＮ⁃１４ ／ ＮＰ⁃３， ＮＰ⁃４ ／ ＰＫ⁃４ ／ ＢＴ⁃４

（ＩＭ） 温带阔叶和混交林 ＩＭ０４０１ 东喜马拉雅阔叶林 ８２９１５．８０ ＩＮ⁃１０， ＩＮ⁃１１， ＩＮ⁃１５ ／ ＮＰ⁃５， ＮＰ⁃６， ＮＰ⁃８， ＮＰ⁃
９， ＮＰ⁃１２ ／ ＢＴ⁃１， ＢＴ⁃２， ＢＴ⁃３， ＢＴ⁃４， ＢＴ⁃６

ＩＭ０４０２ 北部三角温带森林 １０７０８．５４ ＭＭ⁃１

ＩＭ０４０３ 西喜马拉雅阔叶林 ５５８２４．８６ ＩＮ⁃２， ＩＮ⁃３， ＩＮ⁃６ ／ ＮＰ⁃１， ＮＰ⁃３ ／ ＰＫ⁃７

温带针叶林 ＩＭ０５０１ 东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 ２７４３５．８５
ＩＮ⁃１０， ＩＮ⁃１５ ／ ＮＰ⁃３， ＮＰ⁃４， ＮＰ⁃５， ＮＰ⁃６， ＮＰ⁃
７， ＮＰ⁃８， ＮＰ⁃９ ／ ＢＴ⁃１， ＢＴ⁃２， ＢＴ⁃３， ＢＴ⁃４，
ＢＴ⁃５

ＩＭ０５０２ 西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 ３９６５０．０８ ＩＮ⁃３， ＩＮ⁃５， ＩＮ⁃６ ／ ＮＰ⁃１， ＮＰ⁃１０， ＮＰ⁃１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０２８４３．７６

７１９　 ３ 期 　 　 　 高峻　 等：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生态区类型与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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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是全球保护地的集中区域。 对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
丹和缅甸等 ７ 国在此地区的保护地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举世闻名的保护地集聚带

（表 ３， 图 １）。 初步统计共有 ５５ 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合计面积为 １５９０６３．３０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１７．６２％。
这 ５５ 个保护地全部覆盖 １４ 处生态区，其中有 ２２ 处涵盖 ２—５ 个生态区，占总数的 ４０％，某些保护地更是跨越

了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生物地理区单元，充分显示本区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性，过渡性强的特征。 从各保护

地中生态区的数量统计看（表 ４），同时跨 ５ 个生态区有尼泊尔安纳普尔纳保护区，其正处于东、西喜马拉雅生

态区交汇处；跨 ４ 个生态区的有印度干城章嘉国家公园、不丹旺楚克百年国家公园和吉格·辛格·旺楚克国

家公园；跨 ３ 个生态区的保护地数量最多，达到 １０ 个，其中尼泊尔数量最多达到 ６ 个；跨 ２ 个生态区的保护地

为 ８ 个，中国占其中 ３ 个。

表 ３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各国保护地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小计
Ｔｏｔａｌ

中国 Ｃｈｉｎａ 数量 ／ 个 ８ ８

面积 ／ ｋｍ２ ７０２２７．９３ ７０２２７．９３

阿富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数量 １ １

面积 １０９５０．００ １０９５０．００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数量 ８ ８

面积 １９２９９．１４ １９２９９．１４

印度 Ｉｎｄｉａ 数量 １５ １５

面积 １４３２９．２４ １４３２９．２４

尼泊尔 Ｎｅｐａｌ 数量 ５ １１ １６

面积 １５４０９．００ １１５０１．０２ ２６９１０．０２

不丹 Ｂｈｕｔａｎ 数量 １ ５ ６

面积 ６０９．５１ １２９２５．００ １３５３４．５１

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数量 １ １

面积 ３８１２．４６ ３８１２．４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数量 １４ ４１ ５５

面积 ８６２４６．４４ ７２８１６．８６ １５９０６３．３０

表 ４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单个保护地中生态区数量统计表 ／ 个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单个保护地中生态功能区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 ２ ３ ４ ５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５ ３

阿富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１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８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０ ２ ２ １

尼泊尔 Ｎｅｐａｌ ８ １ ６ １

不丹 Ｂｈｕｔａｎ １ １ ２ ２

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３ ８ １０ ３ １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５５ 处保护地中，有 ２５ 处与其他国家毗邻（表 ５），占总数的 ４５．４５％，其中

中国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和阿富汗瓦罕国家公园 ２ 个保护地同时与 ３ 个国家相邻；印度干城章嘉

国家公园、尼泊尔阿皮南帕自然保护区、尼泊尔干城章嘉自然保护区、不丹吉格梅·凯萨尔严格自然保护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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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个保护地同时与二个国家相邻；１９ 个保护地与一个国家相接，其中中国的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同时与尼

泊尔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马卡鲁贝润国家公园、朗塘国家公园、高里三喀自然保护区和马纳斯鲁自然保护区

等 ５ 个保护地接壤，形成由 ６ 个保护地组成的规模巨大的世界第一高峰保护地集群。

表 ５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毗邻国家数量统计表 ／ 个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单个保护地毗邻国家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０ １ ２ ３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３ ４ １

阿富汗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１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６ ２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３ １ １

尼泊尔 Ｎｅｐａｌ ６ ８ ２

不丹 Ｂｈｕｔａｎ ２ ３ １

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０ １９ ４ ２

３．２　 保护地在不同生态区内密度差异较大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造就了多个生态区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国家在这些

生态区中典型地段布局保护地的格局（表 ６）。 在 １４ 个生态区中，共有 ３ 个布局了 １０ 处及以上保护地，只有 ３
个功能区仅有 １ 处保护地。 从每万平方千米生态区内保护地数量来看，东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 ＩＭ０５０１）
生态区密度最高，包括印度、尼泊尔、不丹 ３ 个国家的 １４ 个保护地，每万平方千米达到 ５．１０ 个；喜马拉雅亚热

带阔叶林（ＩＭ０１１５）生态区和东喜马拉雅阔叶林（ＩＭ０４０１）生态区密度次之，均达到 １．５７ 个 ／万 ｈｍ２；东喜马拉

雅高山灌丛和草地（ＰＡ１００３）生态区则涵盖 ５ 个国家的 １６ 处保护地，数量最多，密度达到 １．３２ 个 ／万 ｈｍ２。 每

万平方千米内保护地不到 ０．５ 个的生态区分别为：东北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ＰＡ０５１４）生态区覆盖中国雅

鲁藏布大峡谷自然保护区和察隅慈巴沟自然保护区，密度 ０．４３ 个 ／万 ｈｍ２；雅鲁藏布干旱草原（ＰＡ１０２２）生态

区覆盖中国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密度 ０．１７ 个 ／万 ｈｍ２；怒江澜沧江峡谷高山针叶林和混交林（ＰＡ０５１６）生
态区覆盖中国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密度 ０．１２ 个 ／万 ｈｍ２。 这些保护地密度过低的生态区应该是今后着重布

局保护地的区域。
３．３　 保护地空间结构呈现集聚性分布

将研究区中的保护地按照建立时间共分为 ３ 个批次，分别是第一批次 （１９３６—１９８４ 年）、第二批次

（１９８５—１９９９ 年）和第三批次（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分别计算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和保护地的地理集中指数以及不均衡指数，结果如表 ７ 所示，表中的保护地的数量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

护区数量的总和。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地理集中指数（Ｅ）都大于完全平均分布值（３７．７９６），说明研究区各类保护地分

布不均衡，且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但自然保护区的集中指数都在 ６５ 以上，分布不均衡度大于国家公园。 而第

一批次的自然保护区地理集中指数更是达到了峰值 １００，因为 １９３６—１９８４ 年期间只有中国建立了 ２ 个自然保

护区。
从不均衡指数（Ｂ）看，保护地的不平衡指数大多数在 ０．３６—０．５０ 波动，说明保护地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

雅山脉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 第一批次的自然保护区不均衡指数为 １，是因为在第一批次中仅中国建立了 ２
个自然保护区，与其他 ５ 个国家比不均衡；第二批次的自然保护区 Ｂ 值为 ０，因为中国和尼泊尔各建立了 ３ 个自

然保护区，平均分布在两个国家。 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国家公园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两个国

家，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和尼泊尔。 总体看来，研究区中的不均衡指数为 ０．４５，还是呈集中分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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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密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生态区代码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ｄｅ

保护地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密度 ／ （万 ｋｍ２ ／ 个）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Ｍ０５０１ １４ ２７４３５．８５ ５．１０

ＩＭ０１１５ ６ ３８１２４．６９ １．５７

ＩＭ０４０１ １３ ８２９１５．８０ １．５７

ＩＭ０５０２ ６ ３９６５０．０８ １．５１

ＰＡ１０１２ ７ ４９３８９．７８ １．４２

ＰＡ１００３ １６ １２１０１３．７７ １．３２

ＰＡ１０２１ ９ ７００９０．４３ １．２８

ＩＭ０４０３ ６ ５５８２４．８６ １．０７

ＩＭ０４０２ １ １０７０８．５４ ０．９３

ＩＭ０３０１ ６ ７６１２５．４４ ０．７９

ＰＡ１００６ ８ １４３２６４．６１ ０．５６

ＰＡ０５１４ ２ ４６２２０．２４ ０．４３

ＰＡ１０２２ １ ５９３８０．６５ ０．１７

ＰＡ０５１６ １ ８２６９９．０２ ０．１２

表 ７　 保护地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批次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ａｓｅ

地理集中指数（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Ｅ）

不均衡指数 （Ｂ）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Ｂ）

保护地总计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其中：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其中：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护地总计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其中：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其中：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　 １９３６—１９８４ 年 ５３．０３ ５７．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３９ １．００

２　 １９８５—１９９９ 年 ４３．６２ ５０．６２ ７０．７１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００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４．０３ ４６．７７ ６６．３３ ０．２６ ０．１９ ０．４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３６—２０１４ 年 ４６．２５ ５０．９９ ６７．７６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５０

图 ２ 中显示了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情况。 将保护地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分析

共分为 ９ 个级别，从绿色到红色集中程度逐渐增加，其中绿色区域为密度最小地区，红色区域为密度最高地

区。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保护地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核密度在

６．０５１２×１０－５—９．０７６８×１０－５之间），分别是不丹境内，共包含 ６ 个保护地（５ 个国家公园和 １ 个自然保护区）；尼
泊尔⁃中国边境环珠峰地区，包含 １１ 个保护地（７ 个国家公园和 ４ 个自然保护区）；印度⁃中国边境普兰、札达

县，包含 １２ 个保护地（１１ 个国家公园和 １ 个自然保护区）。 而缅甸与中国藏南及云南部分所分布的保护地核

密度最低。 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所在地区中的保护地的核密度中等。 总的来说，喀喇

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呈集中分布的趋势，具有很明显的不均衡性。
３．４　 各国采取灵活策略，设置多样化的保护地

１９３６ 年，印度成立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第一个国家公园⁃吉姆库柏国家公园（，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开始，各国在边境地区纷纷开始建立各类保护地，至今已有 ５５ 处（表 １），其中国家公园有 ４１ 处，占总数的

７４．５５％，其余 １４ 处为自然保护区。 在 ４１ 处国家公园中，最多的是印度，计有 １５ 处，尼泊尔有 １１ 处，巴基斯坦

有 ８ 处，不丹有 ５ 处，阿富汗和缅甸各有 １ 处，中国尚没有国家公园。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该地区共有 ５ 处世界

遗产，涉及 ６ 个国家公园。 除印度干城章嘉国家公园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外，印度大喜马拉雅山脉国家公

园、花谷国家公园、楠达戴维国家公园和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奇特旺国家公园均为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是本地区最早成立自然保护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寒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１９８３ 年在新疆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地区建立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８ 年在西藏

０２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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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核密度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Ｋａｒａｋｏｒａ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ｒｅｇｉｏｎ

建立了跨越定日县、定结县、聂拉木县和吉隆县等四县的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后又建立了主要

保护山地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及扭角羚（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孟加拉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ｔｉｇｒｉｓ）等濒危动物的察

隅慈巴沟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南坡山地垂直带带谱及野生动植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自然

保护区［２５］。 在现有的 ８ 处自然保护区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 ６ 处。 虽然数量不多，但总面积达到 ７０２２７．９３
ｋｍ２，是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保护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印度的 １５ 处保护地成立于 １９３６—２０１０ 年，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保护预留

地、社区保护地、森林保护地为缓冲区或廊道”的保护地体系［２６］。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印度已建有 １０４ 个国家

公园、５５１ 个野生动物保护地、８８ 个保护区、１２７ 个社区保护地，共计 ８７０ 个自然保护地［２７］，本论文梳理了印度

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国家公园。 印度国家公园总面积为 １４３２９．２４ ｋｍ２，位列喀喇昆仑山⁃喜马

拉雅山脉地区第四，占 ９．０１％，其中还有 ４ 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自 １９７３ 年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奇特旺国家公园以来，尼泊尔建立了 ２０ 个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

保护地—自然保护区—狩猎保护区”组成的保护地网络。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１６ 个保护地由 １１
处国家公园和 ５ 处自然保护区组成，面积为 ２６９１０．０２ ｋｍ２，占 １６．９２％。 其中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奇特旺国家

公园为世界自然遗产。 尼泊尔保护地设立的特点就是集中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区，相互毗邻，
单个面积不大，便于灵活管理。 既相互衔接，又独立管理，与珠峰北侧中国境内覆盖四个县的珠穆朗玛峰自然

保护区相比，类型多样，既有以严格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也有可供开展生态旅游的国家公园，同时由于面

积都不大，对周边城镇影响较小，自然保护具有更好的操作性。

４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各国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建成类型多样，
设置灵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尼泊尔交界处的珠穆朗玛峰地区，以及中国⁃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喀喇昆仑

山地区是本地区自然保护地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具备较好的保护地跨境合作基础。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中，提出中国将在新疆红其拉甫山口、西藏珠峰等地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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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国界保护区。 ２０１１ 年，为了应对喀喇昆仑⁃帕米尔跨界景观保护面临的挑战，保护马可波罗盘羊（Ｏｖｉｓ
ａ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ｉ）这一帕米尔高原的特有种和旗舰种，中国和巴基斯坦学者共同提出《促进中巴跨界合作的喀喇昆

仑山⁃帕米尔景观规划纲要草案》，以保护生活在两国毗邻保护地中野生动物［２８］。
２０１９ 年中国政府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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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从 ２０２０ 年设

立国家公园，并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形成完

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也希望借鉴国际经验，注重与国际自然保护体系对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２９］。 同年，西藏宣布启动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青藏高原将规划布局一批以保护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国家公园群，对于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高当地居民福祉水

平、促进区域绿色发展、增强可持续性能力， 促进青藏高原进入高质量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过程

具有重要意义［３０］。 因此未来中国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国家公园建设，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公园跨境合作。
通过跨境合作，进一步加强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各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更好地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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