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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省域尺度出发对自然保护地进行集群式研究是有效提升

区域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效能的关键，一方面能强化自然保护地

的整体保护与协同管理，另一方面也能创新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模式，

对推动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有重要意义。创新性地提出

了自然保护地群的概念，明确了其具有空间聚集性、生态连通性、

多样性等特征，探索了从区域尺度到生态系统尺度的省域自然保护

地群构建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整体保护、协同管理的保护管理机制，

并以广东省为例探讨了相应的自然保护地群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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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uster research on protected areas from the provincial 
scale is the key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protection 
efficiency of regional protected areas. On the one hand, it can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innovate the 
protection mode of protected area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rotected areas group, clarifie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regation,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and diversity, explor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provincial protected areas group construction from 
regional scale to ecological system scale,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coopera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discusses 
the protected areas group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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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域自然保护地群建设的意义

自然保护地是保全生物多样性、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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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维护

自然生态系完整性，推进美丽中国

的建设 [1]。随着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如何提高自然

保护地保护管理水平成为学界关注

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效能问题。而自

然保护地的破碎化则是制约保护效

能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然保护地破

碎化一般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形

态上的破碎化，大多是由同一生态

系统跨多个属地而被强行分割成多

块，交由不同政府或职能部门管理

造成的；二是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现

有保护模式常针对单一资源进行保护

和利用，未考虑其完整性，造成生态

系统破碎化，无法有效发挥其生态服

务功能。单一的尤其是面积规模偏小

的自然保护地，就如同被其他生境景

观要素包围的“孤立岛屿”，难以有

足够的结构稳定性和连通性来维持其

生态系统的完整 [2~3]。现阶段我国自

然保护地普遍具有自然地理单元特征

与岛屿特征，大大制约了我国自然保

护地的保护效能 [4~5]。

从更宏观的尺度如自然保护地的

集群去系统地分析问题，全面评估自

然资源，厘清区域自然保护地的数量、

类型结构，分析保护地空间布局特征，

可以为自然保护地整体布局的优化以

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提供科学依

据 [6~9]。建立与维护自然保护地之间

的连通性，可以促进潜在生态流动，

防止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群逐渐孤立，

是缓解自然保护地景观破碎化现象的

重要途径，对于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

布局和提高其生态保护效果具有重要

意义 [10~11]。但我国学界目前关于自

然保护地的集群研究相对较少，且研

究对象以自然保护区群为主 [12~15]。

从省域尺度出发对自然保护地进

行集群式研究，科学构建自然保护地

群，是有效提升区域自然保护地整体

保护效能的关键，一方面能强化自然

保护地的整体保护与协同管理，另一

方面也能创新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模

式，对推动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建设有重要意义。而形成高效的自

然保护地群保护模式，不仅是对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再优化、再深化研究，

也是对省域生态安全格局完整性、系

统性保护的探索，可为保护健康稳定

的生态系统提供有效支撑，为维护生

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筑牢基石，

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生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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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保护地群的概念与特征

2.1 概念

在分析自然保护地相关理论资料

基础上，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本文

把自然保护地群的概念定义为：在生

态功能重要区域，以 1 个及以上具有

重要保护价值的高级别或较大面积规

模的自然保护地为核心，由 3 个及以

上自然保护地为构成单元，依托山脉

或水系水域等自然要素所形成的空间

组织紧凑、生态联系紧密、自然生态

整体保护效果良好的自然保护地群体。

2.2 特征

2.2.1 空间集聚性

空间集聚性是自然保护地群的重

要特征，自然保护地群至少由 3 个自

然保护地为构成单元，且这些单元应

相邻或者在同地理区域内，分布趋于

集聚。

2.2.2 生态连通性

自然保护地群之间及各自内部都

具有生态连通性。自然保护地群内有

着一定的生态流动信息通道，促进生

态系统正向循环。提高自然保护地群

的生态连通性，可以有效保护区域生

物多样性。

2.2.3 多样性

自然保护地群内具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因为保护的重点和群内的主

要生态系统不同，自然保护地群具有

多样性的特征。

3 省域自然保护地群的构建思路
与方法

省域自然保护地群的科学构建包

含 4 个部分：1）从区域尺度定性定量

地进行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2）从景观尺度构建自然保护地群；3）
在生态系统尺度进行廊道生态规划设

计；4）从区域尺度到生态系统尺度实

行整体保护、协同管理机制（图 1）。
3.1 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

分析

空间聚集性是自然保护地群的重

要特征之一。在构建自然保护地群前，

应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

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其

空间聚集性和集聚区域，为后期保护地

群的构建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在此阶

段结合省域山脉、水系空间、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程度等资料，分析省域自然保

护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

系，能为后续自然保护地群空间分布范

围的确定提供指导和参考。

3.2 省域自然保护地群构建

景观生态学是在人们从宏观尺度

认识人类活动、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

的基础上形成的交叉性学科，其以景观

为研究对象，强调空间异质性、等级

结构以及尺度的重要性，在解决宏观

综合问题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11]。

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进行生物多样性

保护是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岛

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景观异质性与景

观多样性理论、复合种群理论、景观

连接度理论和干扰理论等都是自然保

护地群构建的重要理论支撑。利用景

观生态学的相关原理，依据自然保护

地空间核密度分析结果，确定省域自

然保护地集聚区域的范围，并结合自

然保护地的分布和自然地理特征进行

优化调整，最终得到省域自然保护地

群的空间分布方案。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对自然保护地群进行景观格局分

析，研究自然保护地群的空间规模特

征和空间形态特征，可以为后续如何有

效提高保护地群内外的生态连通性提

供一定的数据支撑，为省域自然保护地

群的保护建设与资源利用奠定基础。

3.3 自然保护地群廊道规划

生态廊道是指在生态环境中呈线

图 1    省域自然保护地群构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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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带状布局的，能沟通连接空间分布上

较为孤立和分散的生态景观单元的景观生

态系统空间类型 [16]。廊道建设有利于提高

景观的连接度，是构建区域“山水林田湖

草”完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

态系统尺度下进行自然保护地群的廊道规

划，是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群生态连通

性的重要手段。针对自然保护地群的廊道

规划，应先进行省域自然保护地群的生态

安全格局判定，再在生态系统尺度下分别

对自然保护地群的群间廊道和群内廊道进

行规划设计。自然保护地群生态廊道的建

设，可以通过未划入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公益林等进行，其是对全省

自然生态保护格局的优化和完善，能有效

加强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3.4 实行整体保护、协同管理机制

从区域尺度到生态系统尺度对自然保

护地群的构建实行整体保护、协同管理机

制，能提高整体保护效率和管护水平。通

过核心自然保护地辐射带动周边自然保护

地，可提高其建设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区

域整体保护能力，实现整体保护的目的。

以自然保护地群为整体管理单元进行协同

管理，可以在提高整体管护效率的基础上，

降低管护成本，提高自然保护地的综合保

护管理水平。另外，实行协同管理还可以

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督促自然保护地向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方向发展进步。

4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群构建方案

目前我国各省正在进行自然保护地的整

合优化工作。从已经完成整合工作的广东省

来看，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数量依然超过

千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约 30 000 km2，单

个保护地面积偏小，自然保护地分布分散，

全省自然保护地格局仍较为破碎，为后续自

然保护地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图2）。
4.1 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首先通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

基尼系数等分析方法，对广东省自然保护

地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共同显示广东

省自然保护地呈现集中分布的特点。然后

使用 Arcgis 对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矢量数据

进行空间核密度分析（图 3），核密度等

级越高表明该区域自然保护地越集聚。综

图 2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分布图

图 3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空间核密度分析图

合考虑研究范围和自然保护地的相对全面性，在满足基本的空间聚集性

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确定将核密度等级为 3 级以上的区域划定为自然

保护地集聚区，作为下一步保护地群构建的基础（图 4）。
4.2 自然保护地群构建

以广东省自然保护地集聚区分布范围为主要依据，结合全省生物地

理区系的分布特征以及全省自然保护地与山脉水系的特征，进行进一步

优化调整：对具有较强生态联系的集聚区进行扩大或合并；对分属于不

同植被地带或不同生物地理区系的集聚区，或空间跨度较大、不利于集群

管理的集聚区进行缩小或切分；对存在多个不连续片区的、自然保护地分属不

同的集聚区进行优化和调整；对自然保护地数量不足 3个或无核心自然保护地

的集聚区进行排除，从而形成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群的最终构建结果（图 5）。
广东省共计构建自然保护地群 32 处，包括有 412 个自然保护地，约占

全省自然保护地总数量的 36.95%；总面积 20 265 km2，约占全省自然保护地

总面积的 65.60%。其中核心保护地 101 个，面积合计 10 297 km2，占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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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集聚区分布图

图 5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群分布图

进一步完善，跨行政区的协同保护机制如

何建立，自然保护地群的综合保护管理机

制如何设置才能提高效率等，仍需要从业

人员不断思考、努力探索和创新。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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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群总面积的 50.92%。32 个保护地群是全省自然资源的精华所在，汇聚

了全省最主要、最典型的生态系统类型，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地质遗

迹和景观资源，是全省的资源宝库，其资源具有世界意义和国家代表性。

保护地群的建设整合了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地优化了广东省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建设，提高了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

5 小结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群概念的提出，来自于对我国现状自然保护地破碎化、

连通性不足等问题的思考。省域自然保护地群建设，是对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的创新尝试，应有“勇于试错、不怕犯错”的精神。本文在梳理

自然保护地集群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了从区域（省）、景观、生态

系统等尺度自上而下的自然保护地群构建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整体保

护、协同管理的保护管理模式，规划了广东省自然保护地群构建方案。

在后期的实际建设中可能会碰到各式各样困难，包括对应法理支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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