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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地理区划全面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但当前研究仍缺乏结合生物、非生物以及地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目前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卓有成效，亟需从区域角度提出兼顾自然地理特征和生物分异格局的区划方

案。 以综合性、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相结合为区划原则，采用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

布等 ５ 项指标，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ＳＯＦＭ）综合聚类，以聚类结果为基础，结合山系山脉界线及地貌完整性，按照“自上

而下”的原则划分区划单元，根据新疆全域野外科学考察结果和卫星遥感三维影像加以修正，同时充分考虑新疆自然保护地的

分布情况，保证了区划的客观性、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适用性。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共分为四级，包括了 ５ 个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一级区）、１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二级区）、２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三级区）和 ４８ 个自然保护地理小

区（四级区），其中，一级区划与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分布格局相协调，划分为阿尔泰山Ⅰ、准噶尔盆地⁃北塔山Ⅱ、天山山

地Ⅲ、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和昆仑山⁃阿尔金山Ⅴ。 研究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及主要保护对象等，该区

划方案与新疆自然保护地分布较为吻合，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地都未跨越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各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物种在

地理分布上也相对不隔离，同一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可组成以保护关键种、伞护种或旗舰种为目标的自然保护地

群，以此构建区域自然保护地网络，提高生态系统连通性。 该区划方案对新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和生境廊道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为其他省份乃至全国的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借鉴。
关键词：新疆；自然保护；地理区划；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ＳＯＦ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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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ＳＯＦＭ）

区划是对地域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综合分类，从区域角度揭示地域综合体的形成发展、分异组合及内在联

系［１］。 自然地理区划根据地表自然界的异同将地域加以划分，以此探讨自然综合体的特征及其发生、发展与

分布的规律性，全面地反映自然界的地域分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１—３］。 自然

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是自然地理区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基于自然环境要素和生物分布特征进行区划，其区

划方案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与行动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４］，尤其是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生境廊道构建提供重要的依据。
国外区划工作起源于 １９ 世纪初，Ｈｏｍｍｅｙｅｒ 提出大区域（Ｌａｎｄ）、区域（Ｌａｎｄ⁃ｓｃｈａｆｔ）、地区（Ｇｅｇｅｎｄ）和小区

（Ｏｒｔ）四级体系，开创了现代自然区划研究的先河［１］。 ２０ 世纪初，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ｏｎ［５］ 依据地形、气候和植被等因素

划分了全球自然区。 １９７２ 年，Ｄａｓｍａｎｎ［６］首次提出基于动植物区系的全球生物群系分省划定方案，为国家公

园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Ｕｄｖａｒｄｙ［７］ 编制了全球生物地理省分类的区划方

案，并建议在每个生物地理省建立生物圈保护区。 ２００７ 年，Ｓｐａｌｄｉｎｇ 等［８］ 提出了全球的海洋生态区划。 ２０２０
年，Ｍａｃｉａｓ 等［９］从地貌和景观的角度进行了自然地理区划。 国外研究学者从多个角度为区划体系建立奠定

了基础，为自然区划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切实指引。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我国自然地理区划和生物地理区划研究发展迅速［１０］。 １９５４ 年起，林超［１１］、冯绳

武［１２］、黄秉维［２］和侯学煜等［１３］学者相继提出了服务于土地和水资源利用、农林牧副渔发展方向的中国自然

区划方案。 １９８３ 年，赵松乔［３］ 总结了已有的较有影响力的区划方案，并以为农业服务为原则，提出了综合自

然地理区划的新方案。 这一阶段的区划研究受限于当时的计算机和遥感技术，区划方案中的边界较为模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区划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众多学者展开了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 倪健等［１４］

主要基于植被因素提出了生态地理区划方案，采用了模糊聚类得到散点图，通过插值和均衡扩散将其转换为

分布图，以此确定了边界并划分为不同区域；傅伯杰等［１５］ 结合人类活动影响对生态环境进行了区域划分；王

０４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玺婧等［１６］以区域水分状况为主导因素提出了荒漠生态系统的生态地理分区。 然而这些区划大多以单一因素

为目标，而不是多因素共同主导，不能满足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需要。 ２０１４ 年，郭
子良等［４］综合考虑了气候、土壤、植物、动物和植被等 ５ 个方面，提出了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为区域生

物多样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我国的区划工作更多地聚焦于生态地理方面，并侧重于生态

保护修复［１７—１９］，少有自然保护方面的区划研究，也缺乏关于空间上物种地理隔离程度的考虑。 在人类活动加

剧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建设自然保护地是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有效途径［２０］。 其中，国家公园是最重

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２１］，其空间布局是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的关键，由于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且地

域分异明显，划分地理单元以在区域内评价筛选国家公园候选区是亟需解决的问题［２２］。
新疆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有气候［２３］、地貌［２４］、生态功能［２５］ 和农业［２６］ 等方面的

区划研究，但尚未提出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 本研究以新疆为研

究区，基于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布等方面，采用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ＳＯＦＭ）的聚类方法，综合山脉山峰及地貌完整性提出四级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区划时将具有

共同特征的网格划分到同一单元中，并根据野外科学考察结果和卫星遥感三维影像进行修正。 此外，还考虑

了新疆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除极少数自然保护区外，其他自然保护地几乎都未跨越自然保护地理亚地

区。 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物种在地理上也是相对不隔离的。 同时，本文阐述了各自然保护地理大区的特征

与资源概况，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及主要保护对象、重要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对于

推动新疆自然保护地体系科学布局、国家公园侯选区选址与范围划定、保护空缺识别和生境廊道构建具有重

要意义，也能为省域自然地理区划提供参考。

１　 区划原则

１．１　 综合性

综合地理区划研究旨在综合反映某一地区的地域分异，主要体现在指标选择的综合性和区划考虑因素的

全面性［４，２７］。 指标体系是综合地理区划的基本依据［２８］，但数量分类方法只能保证区划结果的客观性，并不能

呈现相邻基本地理单元的关联程度［４］。 因此，区划时还需全面考虑山系山脉及地貌等因素，并根据野外科学

考察和卫星遥感三维影像加以修正。
１．２　 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

地域分异是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８］。 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界等自

然带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有规律的联系，使之具有地带性［２９］，而地质地貌等非地带性因素加剧了地带

性的分异，导致地貌类型的界线常作为各级自然保护综合体的界线［３０］。
１．３　 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相结合

热量、水分、土壤等非生物因子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有重要影响［４］，植被和动物等生物因子随着自然地

理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空间格局具有地域异质性［３１—３２］。 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在长期作用下相互适应，将两

者结合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某一地区的地域性差异。

２　 研究区域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亚欧大陆腹部，中国西北部，总面积 １．６６×１０６ ｋｍ２，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１ ／ ６，与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 ８ 个国家接壤，是连接亚欧的

枢纽中心、“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核心区，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３３—３４］。 同时，新疆也是我国西部

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特殊且关键的地位［３５］。 新疆属于典型的温带

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气温约为 ８．３２℃，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５９．４３ ｍｍ，年均日照时数为 ２８３６ ｈ［３６—３７］。 北有阿

尔泰山，南有昆仑山，中有横亘全疆的天山，三大山系之间为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构成了独特的 “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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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两盆”地理环境特征［３８］。
新疆自然景观多样，拥有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沙漠和高原苔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３９］。 疆内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脊椎动物 ７３３ 种、无脊椎动物 １ 万余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１７８ 种，其中国

家 Ｉ 级保护野生动物 ４５ 种、国家 ＩＩ 级保护野生动物 １３３ 种；野生高等植物 ４０１９ 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植物 ３８ 种，包括国家 Ｉ 级保护野生植物 １ 种、国家 ＩＩ 级保护野生植物 ３７ 种［４０—４１］，是普氏野马（Ｅｑｕｕｓ ｆｅｒｕｓ）、
野骆驼 （ Ｃａｍｅｌｕｓ ｆｅｒｕｓ）、雪豹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 等珍稀濒危物种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雪岭云杉 （ Ｐｉｃｅ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ｉａｎａ）林、新疆五针松（Ｐｉｎｕ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林、新疆野苹果（Ｍａｌｕｓ 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ｉ）等珍稀生态系统的典型分布区［４２］。

研究组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８ 月和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１１ 月前往新疆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全程共 ３０２３５．６８ ｋｍ（图
１），详细考察了新疆各地州市的气候特征、土壤类型以及植被和动物分布。

图 １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新疆全域野外科考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３　 区划数据

依据上述的区划原则，选取了 ５ 项自然保护区划指标，包括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布，区划

数据如表 １ 所示。
３．１　 热量分布

≥１０℃积温是表征地区热量的标尺［４５］，也是划分气候带的主要热量指标［４６—４８］。 ≥１０℃积温的数据分类

参考了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的气候带划分标准［４７］，划分为 ６ 类（图 ２ 和表 ２）。
３．２　 水分分布

干燥度是可能蒸发量与降水量的比值，用于表征水分状况和区域湿润情况［４６—４８］。 干燥度的数据分类参

考了极干旱、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和湿润的级别划分标准［４７］，划分为 １０ 类（图 ３ 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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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自然保护区划指标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自然保护区划指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数据
Ｄａｔａ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热量分布
Ｈｅ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０℃ 积温（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Ｃｈｅｌｓ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ｅｌｓａ⁃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
水分分布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中国 １ｋｍ 逐年干燥度数据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 ｈｏｍｅ）

土壤分布
Ｓｏｉ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中国土壤类型空间分布数据
（《１∶１００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全国
土壤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５）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植被分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 中国科学院植物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ｐｌｕｓ．ｃｎ ／ ｃｎ）
动物地理分布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４４］ 《中国动物地理》

图 ２　 新疆 ≥１０℃ 积温分布（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 １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３．３　 土壤分布

土壤是受气候、生物、地形等因素长期演化形成的

复杂自然综合体［４９—５０］，我国土壤系统分类为多级分类

制，包括土纲、亚纲、土类、亚类、土族和土系等 ６ 级［５１］。
考虑到区划数据的空间适配性，本文选取土壤分类系统

的最高单元———土纲，作为土壤分布的分类依据，共 １２
类（图 ４ 和表 ２）。
３．４　 植被分布

植被是热量、水分和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长期综合

作用的产物［３２］。 植被类型是植被区划的基础，陆地的植

被可以根据群落的组成划分为不同的植被类型，包括植

被型组、植被型、群系组、群系和群丛等不同级别［５２］。 考

虑到区划数据的空间适配性，本文选取中国植被图中的

植被型作为植被分布的分类依据，共 １２ 类（图 ５ 和表 ２）。

图 ３　 新疆 １ｋｍ 逐年干燥度数据集（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ｒｙ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ｏｆ １ｋｍ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图 ４　 新疆土壤类型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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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动物地理分布

动物地理区划旨在表明动物分布的区域差异，区划界线代表了分布的阻障，是动物区系中大多数成分的

分布边界，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包括界、亚界、区、亚区和省等 ５ 个层级［４４］。 考虑到区划数据的空间适配性，本
文选取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的动物地理省作为动物地理分布的分类依据，共 ８ 类（图 ６ 和表 ２）。

图 ５　 新疆植被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图 ６　 新疆动物地理区划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表 ２　 自然保护区划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区划指标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区划数据
Ｚｏ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指标分类
Ｉｎｄｅ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热量分布
Ｈｅ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０℃ 积温

＞３４００℃（暖温带）
２５００—３４００℃（中温带）
１６００—２５００℃（中温带）
８００—１６００℃（寒温带）
＜８００℃（寒温带）
空值

水分分布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干燥度

＞１２８．００、６４．００—１２８．００、３２．００—６４．００、１６．００—３２．００（极干旱）
４．００—１６．００（干旱）
２．００—４．００、１．５０—２．００（半干旱）
１．００—１．５０（半湿润）
０．５０—１．００、＜０．５０（湿润）

土壤分布
Ｓｏｉ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土纲

人为土、初育土、半水成土、半淋溶土、干旱土、水成土、淋溶土、漠土、盐碱
土、钙层土、高山土、其他

植被分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植被型

高山植被、栽培植被、针叶林、阔叶林、无植被、水面、灌丛、草丛、草原、草
甸、荒漠、沼泽

动物地理分布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动物地理省

天山山地省（山地森林、草原动物群）
阿尔泰山地省（山地泰加林、草原动物群）
准噶尔盆地省（中温带荒漠动物群）
塔里木盆地省（暖温带荒漠动物群）
东疆戈壁省（戈壁荒漠动物群）
准噶尔界山省（山地灌丛、荒漠草原动物群）
帕米尔高原省（高山草原动物群）
昆仑省（高山寒漠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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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区划方法

４．１　 自然保护区划指标聚类

新疆行政界线矢量数据来源于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专项 “科考数据平台与标准体系建设

（２０２１ｘｊｋｋ１３０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ｘｊｓｅｄａｔａ． ｃｎ ／ ｈｏｍｅ），该数据已按新疆测绘成果中心提供的标准数据更新至

２０２１ 年。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６ 将新疆全域划分为 ３ ｋｍ×３ ｋｍ 的 １８２７８１ 个网格，将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

地理分布等 ５ 项自然保护区划指标的栅格图层分别用网格切割，得到每个网格的各项指标类型（表 ２），运用

Ｒ 语言 ｋｏｈｏｎｅｎ 程序包，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ＳＯＦＭ）对网格指标进行综合

聚类。
ＳＯＦＭ 模型是一种无监督、竞争学习的数据聚类和可视化算法［５３］，１９８１ 年由芬兰学者 Ｋｏｈｏｎｅｎ 提出［５４］，

能较好地完成多指标分类问题［５５］。 它由输入层和竞争层组成，输入层样本的分类指标数即表示节点或神经

元的数量，竞争层的神经元以二维形式排列成节点矩阵［５６］，每个神经元随机赋予权值进行无监督训练。 选择

最小距离的竞争层神经元作为获胜神经元，以获胜神经元为中心，按距离远近不同程度地调整优胜邻域内所

有神经元的权值，反复迭代计算，最终特征相似的输入数据较靠近，差异较大的数据相分离，来实现对输入数

据的分类［５７—５９］。 本研究中输入层包括热量、水分、土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布等 ５ 项自然保护区划指标（表
２），竞争层神经元以 ３×４ 的矩阵排列，反复迭代计算得到聚类值。 将聚类值赋到网格中，利用 ＡｒｇＧＩＳ １０．６ 将

其融合，得到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作为划分区划单元的基础。

图 ７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４．２　 聚类结果划分及命名

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划分区划单元，形成“大区⁃地区⁃亚地区⁃小区”
４ 级区划方案［６０—６１］，并采用自然名称命名法［２４］，以山脉、盆地、水系和沙漠戈壁等名称为区划单元命

名［６２—６３］。 一级区划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划分，为自然保护地理大区，编码采用大写罗马数字

（Ⅰ、Ⅱ、Ⅲ…）；二级区划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在一级区划内依据山系山脉界线进行划分［６４］，为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编码采用阿拉伯数字（１、２、３…）；三级区划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在二级区划

内依据地貌的完整性进行划分，为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编码采用大写英文字母（Ａ、Ｂ、Ｃ…）；四级区划依据

地貌类型及界线在三级区划内进行划分，为自然保护地

理小区，编码采用（１）、（２）、（３）。
结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新疆全域野外科学考察结果和

卫星遥感三维影像，对各级区划边界进行修正。

５　 结果与分析

５．１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

全面考虑可以反映区域自然地理特征的生物和非

生物因素及其指标数据的空间适配性，量化处理后得到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图 ７），图中的类型仅代表

具有共同特征的网格聚集形成的单元，不指代具体内容

或分区。
５．２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依据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图 ７），结合山系山脉

界线及地貌完整性，提出了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

方案（表 ３）。 区划方案包括 ５ 个一级区（自然保护地理

大区）、１１ 个二级区（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２１ 个三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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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４８ 个四级区（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表 ３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阿尔泰山 Ⅰ 阿尔泰山 Ⅰ １ 阿尔泰山 Ⅰ １Ａ 阿尔泰山高山 Ⅰ １Ａ（１）
Ａｌ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Ⅰ 阿尔泰山中低山 Ⅰ １Ａ（２）
准噶尔盆地⁃北塔山 Ⅱ 准噶尔盆地 Ⅱ １ 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及平原 Ⅱ １Ａ 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及平原 Ⅱ １Ａ（１）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Ｂｅｉｔ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Ⅱ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Ⅱ １Ｂ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Ⅱ １Ｂ（１）

天山北麓山地及平原 Ⅱ １Ｃ 天山北麓山地及平原 Ⅱ １Ｃ（１）
北塔山⁃三塘湖戈壁 Ⅱ ２ 北塔山⁃三塘湖戈壁 Ⅱ ２Ａ 卡拉麦里 Ⅱ ２Ａ（１）

北塔山 Ⅱ ２Ａ（２）
三塘湖戈壁 Ⅱ ２Ａ（３）

天山山地 Ⅲ 准噶尔西部山地 Ⅲ １ 准噶尔西部山地 Ⅲ １Ａ 塔尔巴哈台山⁃萨吾尔山⁃吾尔喀什尔山 Ⅲ １Ａ（１）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Ⅲ 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加依尔山 Ⅲ １Ａ（２）

天山山脉 Ⅲ ２ 北天山 Ⅲ ２Ａ 依连哈比尔尕山 Ⅲ ２Ａ（１）
阿拉套山⁃博罗科努山 Ⅲ ２Ａ（２）

东天山 Ⅲ ２Ｂ 博格达山 Ⅲ ２Ｂ（１）
巴里坤山⁃莫钦乌拉山⁃喀尔力克山 Ⅲ ２Ｂ（２）

南天山 Ⅲ ２Ｃ 阿拉沟山 Ⅲ ２Ｃ（１）
比伊克山⁃那拉提山⁃额尔宾山 Ⅲ ２Ｃ（２）
科克铁克山⁃霍拉山 Ⅲ ２Ｃ（３）
哈尔克他乌山 Ⅲ ２Ｃ（４）
天山南脉 Ⅲ ２Ｃ（５）

伊犁河谷 Ⅲ ３ 伊犁河谷 Ⅲ ３Ａ 伊犁河⁃巩乃斯河流域 Ⅲ ３Ａ（１）
特克斯河⁃大吉尔格朗河流域 Ⅲ ３Ａ（２）

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 Ⅳ 塔里木盆地 Ⅳ １ 天山南麓山地及平原 Ⅳ １Ａ 拜城盆地 Ⅳ １Ａ（１）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Ｔｕｈａ Ｂａｓｉｎ Ⅳ 阿克苏河⁃塔里木河流域 Ⅳ １Ａ（２）

柯坪山 Ⅳ １Ａ（３）
喀什三角洲 Ⅳ １Ａ（４）
叶尔羌河流域 Ⅳ １Ａ（５）

塔克拉玛干沙漠 Ⅳ １Ｂ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 Ⅳ １Ｂ（１）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 Ⅳ １Ｂ（２）

库鲁克库姆沙漠⁃库姆塔格沙漠 Ⅳ １Ｃ 库鲁克库姆沙漠⁃罗布泊 Ⅳ １Ｃ（１）
库姆塔格沙漠 Ⅳ １Ｃ（２）

昆仑山北麓山地及平原 Ⅳ １Ｄ 和田河流域及平原 Ⅳ １Ｄ（１）
车尔臣河流域及平原 Ⅳ １Ｄ（２）

吐哈盆地⁃焉耆盆地⁃ 吐哈盆地⁃噶顺戈壁 Ⅳ ２Ａ 吐哈盆地 Ⅳ ２Ａ（１）
噶顺戈壁 Ⅳ ２ 噶顺戈壁西部 Ⅳ ２Ａ（２）

噶顺戈壁东部 Ⅳ ２Ａ（３）
焉耆盆地⁃库鲁克塔格 Ⅳ ２Ｂ 焉耆盆地⁃库米什盆地 Ⅳ ２Ｂ（１）

库鲁克塔格 Ⅳ ２Ｂ（２）
昆仑山⁃阿尔金山 Ⅴ 阿尔金山 Ⅴ １ 阿尔金山 Ⅴ １Ａ 阿尔金山 Ⅴ １Ａ（１）
Ｋｕｎｌ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昆仑山 Ⅴ ２ 西昆仑 Ⅴ ２Ａ 公格尔山⁃慕士塔格山 Ⅴ ２Ａ（１）
Ａｌｔ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Ⅴ 塔什库祖克山⁃喀拉塔格山 Ⅴ ２Ａ（２）

中昆仑 Ⅴ ２Ｂ 喀拉塔什山⁃喀什塔什山⁃托库孜达坂山 Ⅴ ２Ｂ（１）
中昆仑南部山原 Ⅴ ２Ｂ（２）

东昆仑 Ⅴ ２Ｃ 祁曼塔格山 Ⅴ ２Ｃ（１）
库木库里盆地 Ⅴ ２Ｃ（２）
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格 Ⅴ ２Ｃ（３）

帕米尔高原⁃喀喇 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 Ⅴ ３Ａ 帕米尔高原 Ⅴ ３Ａ（１）
昆仑山 Ⅴ ３ 喀喇昆仑山 Ⅴ ３Ａ（２）

羌塘 Ⅴ ３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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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５．２．１　 一级区划———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一级区划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并与新

疆“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分布格局相协调，将全疆划分 ５
个自然保护地理大区：阿尔泰山Ⅰ、准噶尔盆地⁃北塔山

Ⅱ、天山山地Ⅲ、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和昆仑山⁃阿
尔金山Ⅴ（图 ８ 和表 ３）。

阿尔泰山 Ⅰ：阿尔泰山位于新疆最北部，地形具有

明显的阶梯状，有较多的山间盆地。 热量和水分的垂直

梯度变化明显，雪线以上冰雪恒冻，终年寒冷，雪线以下

积温偏低，热量资源较为不足；山区河网密布，径流丰

富，水分分布呈现“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格局。 土壤

类型多样，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高海拔区域主要为

高山土，中低海拔区域主要为钙层土。 植被发育完整，
类型多样，具有山地寒温带泰加林与中温带荒漠交错与

过渡的特征。 森林建群树种单一，主要是新疆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其次是新疆云杉（Ｐｉｃｅ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新疆

冷杉（Ａｂｉｅｓ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和新疆五针松等。 植被垂直带谱明

显，高山分布着高山植被、针叶林和草甸等，中低山的植被以草原为主。 在动物地理分布上，北部为山地泰加

林、草原动物群，南部为中温带荒漠动物群，分布有雪豹、貂熊（Ｇｕｌｏ ｇｕｌｏ）、紫貂（Ｍａｒｔｅｓ ｚｉｂｅｌｌｉｎａ）、驼鹿（Ａｌｃｅｓ
ａｌｃｅｓ）、马鹿（Ｃｅｒｖｕｓ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棕熊（Ｕｒｓｕｓ ａｒｃｔｏｓ）、北山羊（Ｃａｐｒ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该自然

保护地理大区包括 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２ 个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准噶尔盆地⁃北塔山 Ⅱ：该大区位于新疆北部，界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 从整体上看，热量充足，额尔

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的积温相对较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南和三塘湖戈壁的积温相对较高。 水分分布较

均匀，大多处于干燥水平，仅最东端为极干燥区域。 地带性土壤为荒漠灰钙土和灰棕色漠土。 在植被分布上，
主要为荒漠植物，梭梭（Ｈｏｌｏｘｙｌｏｎ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和白梭梭（Ｈ．ｐｅｒｓｉｃｕｍ）是面积最大、最典型的植物。 在动物地

理分布上，主要为中温带荒漠动物群，分布有普氏野马、蒙古野驴 （ Ｅｑｕｕｓ ｈｅｍｉｏｎｕｓ）、鹅喉羚 （ Ｇａｚｅｌｌａ
ｓｕｂ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戈壁盘羊（Ｏｖｉｓ ｄａｒｗｉｎｉ）和河狸（Ｃａｓｔｏｒ ｆｉｂｅｒ）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包括 ２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４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６ 个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天山山地 Ⅲ： 该大区横贯于新疆中部，包括准噶尔西部山地、北天山、东天山和南天山等区域。 区内盆

地和高山相间分布，导致热量分布差异极大，积温随海拔升高而下降。 天山山地是全疆最湿润的区域，水分分

布呈现出由干旱到湿润的垂直气候特征，即海拔越高湿度越大；在水分坡向分布上，北坡较湿润，南坡较干旱；
中部高山阻隔了南北向水汽的输送，形成新疆南干北湿的大环境。 地带性土壤有山地灰棕漠土、棕钙土、栗钙

土、黑钙土、灰褐土，以及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等。 在植被分布上，准噶尔西部山地、东天山和天山南脉

草原带分布宽广，北天山分布有山地草甸、亚高山草甸和高山草甸，高山草甸是天山分布最高的植被带，天山

的山地森林主要为雪岭云杉林。 在动物地理分布上，准噶尔西部山地和伊犁河谷主要为山地灌丛、荒漠草原

动物群，其余区域基本为山地森林、草原动物群，分布有雪豹、北山羊、盘羊、马鹿、棕熊、伊犁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ｉｌｉｅｎｓｉｓ）、四爪陆龟（Ｔｅｓｔｕｄｏ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ｉ）、新疆北鲵（Ｒａｎｏｄｏｎ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伊犁鼠兔

为新疆特有种。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 ３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５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１３ 个自然保

护地理小区。
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 Ⅳ：该大区地处天山和昆仑山之间，包括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噶顺戈壁、焉耆盆

地和库鲁克塔格。 绝大部分区域积温高于 ２０００℃，吐哈盆地部分区域积温最高可达 ３７６７℃，为全疆最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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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全疆最干旱的区域，尤其是东南部的库鲁克库姆沙漠、罗布泊和库姆塔格沙漠。 土壤类型较为单一，塔
克拉玛干沙漠为初育土，沙漠周围及东部区域主要为漠土。 在植被分布上，塔里木河流域有少量的阔叶林、灌
丛、草甸和栽培植被，叶尔羌河流域、车尔臣河流域以及吐哈盆地有少量草甸和栽培植被，其余区域均为荒漠

植被或无植被。 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梭梭、多枝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芨芨草（Ｎｅｏｔｒｉｎ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和骆驼刺（Ａｌｈａｇｉ ｃａｍｅｌｏｒｕｍ）等为常见的优势种。 在动物地理分布上，区内西部主

要为暖温带荒漠动物群，东部主要为戈壁荒漠动物群，分布有野骆驼、马鹿、塔里木兔（Ｌｅｐｕｓ ｙａｒｋａｎｄｅｎｓｉｓ）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塔里木兔为新疆特有种。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 ２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６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１６ 个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昆仑山⁃阿尔金山 Ⅴ：该大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包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
昆仑山和阿尔金山。 区内冰川数量众多，热量极低，积温不足，整体上较为干旱。 土壤类型单一，主要为高山

土，在最北部边缘分布有少量的干旱土。 在植被分布上，以荒漠和高山植被为主，森林少，植被稀疏。 在动物

地理分布上，北部为暖温带荒漠动物群，南部为高山寒漠动物群，最西端为高山草原动物群，分布有雪豹、藏野

驴（Ｅｑｕｕｓ ｋｉａｎｇ）、野牦牛（Ｂｏｓ ｍｕｔｕｓ）、帕米尔盘羊（Ｏｖｉｓ ｐｏｌｉｉ）、西藏盘羊（Ｏｖｉ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藏羚（Ｐａｎｔｈｏｌｏｐ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藏原羚（Ｐｒｏｃａｐｒａ ｐｉｃｔｉｃａｕｄａｔａ）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新疆特有种———柯氏鼠兔（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ｋｏｓｌｏｗｉ）。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 ３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５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 １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

小区。
５．２．２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依据阿尔泰山、北塔山、准噶尔西部山地、天山、库鲁克塔格、阿尔金山、
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等山系和山脉的界线将全疆划分为 １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图 ９ 和表 ３）。 山脉之间的

界线明显，以此作为区划依据。

图 ９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阿尔泰山系位于亚洲中部，斜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四国，呈西北⁃东南走向，我国境内为山

体中段南坡，地势西高东低，南陡北缓，山地与山前平原以大断裂为界，断裂处与准噶尔盆地北部边缘相连接，
将此连接处作为区划界线。 北塔山是阿尔泰山向南延伸的支脉，位于阿尔泰山与东天山之间，呈东西走向，也
是准噶尔盆地与蒙古戈壁之间的过渡地带。

天山山系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由东向西呈掌状撒开，地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国家，我国境内包括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天山山脉两部分。 准噶尔西部山地是许多平

行断块山的总称，山地间为盆地和谷地所隔，北部为东西走向的山地与谷地，南部为菱块状的山地和盆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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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脉呈纬向分布且横亘新疆全域，天然分割出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和北部的准噶尔盆地。 库鲁克

塔格为天山余脉，呈东西走向，与塔里木盆地的东北缘相接，将此连接处作为区划界线。
阿尔金山属阿尔金山⁃祁连山山系区，位于东昆仑与塔里木盆地之间，为北东走向，向东延伸到青海省

境内。
昆仑山系包括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 昆仑山脉呈东西走向，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东到

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与塔里木盆地以深大断裂相隔。 喀喇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昆仑山和喜马拉雅

山之间，呈西北⁃东南走向，我国境内为山体北翼和东段。 帕米尔高原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天山的交会处，
我国境内为其东部；由于我国境内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面积较小，所以将其划分到了同一地理地区内。
５．２．３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和小区

以自然保护综合聚类结果为基础，依据地貌完整性将全疆划分为 ２１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图 １０ 和

表 ３）。

图 １０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昆仑山全部或大部分面积在疆内，可细分为多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

区。 准噶尔盆地北部为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流域及平原，中部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为天山北麓山地及

平原。 天山山脉可分为北天山、东天山、南天山和伊犁河谷。 塔里木盆地位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 属于大型

封闭性山间盆地，包括北部的天山南麓山地及平原、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库鲁克库姆沙漠⁃库姆塔

格沙漠和南部的昆仑山北麓山地及平原。 昆仑山分为西昆仑、中昆仑和东昆仑。
阿尔泰山、准噶尔西部山地、北塔山⁃三塘湖戈壁、伊犁河谷、阿尔金山及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等区域

由于所涉及的山体大部分在疆外，因疆内面积较小未再细分，以自然保护地理地区直接作为自然保护地理亚

地区。
依据地貌类型及界线在将全疆划分为 ４８ 个自然保护地理小区（图 １１ 和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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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自然保护地理小区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图 １２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与自然保护地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５．３　 区划方案与自然保护地分布

在划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自然保护地的分布情况（图 １２）。 本研究中的新疆

自然保护地边界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阿尔泰山Ⅰ大区的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高

山Ⅰ １Ａ（１）小区中，以自然保护区为主，森林公园次之。 准噶尔盆地⁃北塔山Ⅱ大区的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

额尔齐斯河流域、天山北麓和卡拉麦里山，也是以自然保护区为主。 天山山地Ⅲ大区的自然保护地呈现北多

南少、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东部和北部以森林公园为主，南部以自然保护区为主。 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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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跨越了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和昆仑山⁃阿尔金山Ⅴ两个大区。 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大区的自然

保护地以自然保护区为主，风景名胜区次之。 昆仑山⁃阿尔金山Ⅴ大区中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占自然保护地总

面积的 ９８％以上（包括交叉重叠）。

６　 讨论

本文依据综合性、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和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相结合的原则，考虑热量、水分、土
壤、植被和动物地理分布等指标及数据的空间适配性，采用 ＳＯＦＭ 模型进行综合聚类，聚类结果兼顾了自然地

理特征和生物分异格局，同时结合山系山脉界线和地貌完整性，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划分区划单元，并根

据野外考察等加以修正。 一级区划结果呈现“三山夹两盆”的分布格局，与侯学煜等［１３］、赵松乔［３］ 和傅伯杰

等［１５］提出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较为相似，与王芳等［１８］ 划分的生态地理区划也有关联性；二级区划结果

与郭子良等［４］提出的全国区划方案中的三级区划大致相同，仅东天山及其南部区域划分时有所差异；三级区

划结果与《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试行）》中划定的三级区划边界近似度较高［１９］。 但整个区划方案与倪健

等［１４］提出的生态地理区划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与散点图转换为分布图的准确度有关。 四级区划依据地貌类

型及界线划分，体现了地域相似性，将其作为区划的最小单元，可最大程度减少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生境廊

道构建过程中的地理阻隔。 此外，以往的研究大多直接通过数据计算得出区划结果［１４，１８，６１，６５］，不能保证区划

结果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本研究经过了实地考察验证，使得区划方案更加科学可靠。
该区划方案进一步梳理了新疆自然保护地的分布格局，除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卡拉麦里山

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中昆仑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帕米尔高原湿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外，其他自

然保护地几乎都未跨越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相同自然保护地理单元内的自然保护地都有着相似的物种及

生境，地理上也是相对不隔离的。 阿尔泰山Ⅰ大区的自然保护地，大多以保护山地泰加林、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植物，以及森林、山地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准噶尔盆地⁃北塔山Ⅱ大区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了蒙古野

驴等有蹄类野生动物及其生境、梭梭林及其生境等；天山山地Ⅲ大区自然保护地的主要保护对象包括雪豹、北
山羊等野生动物，雪岭云杉林、野果林，以及森林生态系统和高山湖泊等；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Ⅳ大区除罗布

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自然保护地，主要集中在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流域附近，大多以保护胡杨

林及其生态为主要目标；昆仑山⁃阿尔金山Ⅴ大区中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为雪豹、盘羊、藏羚羊等高山野

生动物，以及高原荒漠和高寒草原生态系统。
此外，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其右侧同一自然保护地理小区的奇台荒漠类草地自然保

护区，共同组成了保护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及其生境的自然保护地群；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

疆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与其东侧的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甘肃安南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
同组成了保护野骆驼及其生境的自然保护地群；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昆仑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
田地区西昆仑藏羚羊繁殖地市级自然保护区，与其北部的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共同组成了保护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物种及其生境的自然保护地群。 识别自然保护地理单

元内的保护空缺，通过生境廊道将其与自然保护地连接，构建区域自然保护地网络，将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连通性。
该区划方案将对新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尤其是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和昆仑山国家公园与周边保护空缺

区域的生境廊道构建，阿尔泰山、天山和塔里木等国家公园候选区的范围划定，以及下一批国家公园候选区的

选址有着重要作用。

７　 结论

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以聚类结果为基础，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划分区划单元，保证了区划

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山系和山脉界线和地貌完整性为依据，保证了区划的系统性；结合新疆全域野外科学考

１５５　 ２ 期 　 　 　 王锐锋　 等：新疆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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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结果和卫星遥感三维影像，对各级区划边界进行修正，保证了区划的准确性；同时考虑了自然保护地的分布

情况，保证了区划的适用性。 该区划方案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境廊道构建、国家公园选址与范围划定，以
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研究中采用的 ＳＯＦＭ 聚类方法适用于大多数区划，但由于新疆呈现“三山夹两盆”的独特的地貌特征，依
据山系和山脉界线和地貌完整性来确定区划边界的方法可能更适合山地较多的地域，是否适合疆外的平原地

区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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