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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国家公园选址及其植物多样性保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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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生态资源丰富ꎬ建立国家公园有利于集中规范化管理生态资源ꎮ 为了分析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ꎬ筛选出优势景观资源聚集区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ꎬ该文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具对现有

的 ５ 类 １１３ 处保护地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ꎬ筛选出国家公园试点候选区并对其进行资源评价ꎮ 结果表明:(１)
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体呈凝聚型分布ꎬ重叠度高ꎬ将保护地聚集区作为景观优势聚集区划定了 ８ 个国家

公园试点候选区ꎮ (２)通过对聚集区主要代表性资源分析和专家评分得出ꎬ分值排在前列的聚集区可以考虑作

为国家公园试点区进行推荐ꎬ分值最高的赤水－习水区可优先选为国家公园试点区ꎮ (３)赤水－习水区资源的国

家代表性、适宜性、国有性和社会可行性等ꎬ满足设立国家公园优先整合交叉重叠保护地的基本原则ꎬ其植物多

样性保育价值重大ꎮ 该研究结果为国家公园的选址提供了新的思路ꎬ并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以及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保育提供了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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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划定ꎬ通过法律和

其他有效手段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
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

价值等进行长期保护管理的特定区域(唐小平等ꎬ
２０１９)ꎬ为我国野生动物种群和高等植物群落的多

样性保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严重玲ꎬ１９９４)ꎮ 然而ꎬ
大多数保护地在建立之初ꎬ主要以抢救式保护为

主ꎬ管理水平滞后ꎬ出现了建而不管、管而不力、人
地关系突出等问题(欧阳志云等ꎬ２００２)ꎮ 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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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提出ꎬ要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ꎬ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ꎬ为自然保护地的优化管理指引方向ꎮ 一些

学者从宏观、定性的角度ꎬ以国家尺度和流域空间

为基础ꎬ分析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自然

人文条件建设国家公园的可行性(王连勇和霍伦

贺斯特斯蒂芬ꎬ２０１４)ꎮ 朱里莹等(２０１９)以热点

探测为基础ꎬ对省域尺度的国家公园试点进行了

研究和分析ꎻ薛冰洁等(２０１７)和王恒等(２０１３)通

过对单个国家公园的评价分析ꎬ确定其选址范围

的大小及其功能分区状况ꎻ赵勇等(２００９)和黄春

华等(２０１２)根据植物濒危的原因和保护区的实际

情况对植物多样性保育提出了相应的对策ꎮ
贵州省位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ꎬ特殊的自

然条件使其呈现生态环境多样、生物种类丰富、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巨大的现状(金勇等ꎬ２０１９)ꎮ 贵

州省自然保护地体系相对较为成熟ꎬ拥有世界级

和国家级保护地 ５ 类共 １１３ 处(侯伟ꎬ２０１９)ꎮ 本

研究以贵州省省域范围为单元、国家级自然保护

地为基础ꎬ将保护地优势景观资源聚集区作为国

家公园候选区ꎬ综合候选区主要代表性景观资源

与潜在资源的评价分析和专家评分进行国家公园

的选址ꎬ并对国家公园试点区植物多样性的保育

提出建议ꎬ能够使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植物多样

性等在被保护的同时ꎬ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ꎬ进一

步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ꎬ以期为国家公园的选

址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保护区的范围和主要保护

物种来源于贵州省林业局官方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ｌｙｊ.
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 / ꎬ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通过提取保护地的质心ꎬ得到保护地的点要

素(图 １)ꎮ 贵州省各类区划图来源于贵州省地图

集(贵州省国土资源厅ꎬ２００５)ꎬ通过扫描、配准、矢
量化整理得到各类型的区划图ꎻ区域生产总值和

人口数据来自贵州省 ２０１８ 年统计年鉴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最邻近点指数 　 最邻近点指数用于表达点

状数据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ꎬ分布结构有均匀、随
机和集聚 ３ 种形式ꎮ 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经

过质心抽取后呈点状分布ꎬ由 ＡｒｃＧｉｓ 中最邻近点

指数工具进行判断(吴佳雨ꎬ２０１４)ꎮ 公式如下:

ｒＥ ＝
１

２ｎ / Ａ
(１)

６２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Ｒ ＝ ｒ
ｒＥ

(２)

式中: ｒＥ为预期平均距离ꎻＡ 为区域面积ꎻｎ 为

区域内点的数量ꎻＲ 为最邻近点指数ꎬｒ 为实际上

的平均观测距离ꎮ 当最邻近点指数 Ｒ<１ 时ꎬ表明

点状要素为集聚分布ꎻＲ ＝ １ 时ꎬ为随机分布ꎻＲ>１
时ꎬ为均匀分布ꎮ
１.２.２ 核密度指数 　 用于描述点状数据的密度大

小在区域内的空间聚集特征(李全林等ꎬ２０１２)ꎮ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中 Ｋｅｒｎｅｌ 工具ꎬ对自然保护地点要素

及面要素分别进行核密度分析ꎮ 假定各类保护地

的重要性一致ꎬ认为区域内保护地的聚集程度可

以代表优质景观资源的聚集性ꎬ对其进行整合ꎬ选
定为国家公园的候选区ꎮ 公式如下:

ｆ(ｘꎬｙ)＝ １
ｎｈ２

ｎ
ｊ＝ １Ｌ

ｄ ｊ

ｎ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 ｆ(ｘꎬｙ)是指位置( ｘꎬｙ)的核密度值ꎻｎ
为保护地数量ꎻｈ 为带宽ꎻＬ 为核函数ꎻｄ ｊ为位置距

第 ｊ 个观测位置的距离ꎮ 该值越高ꎬ表明国家级自

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密度越大ꎬ反之则越小ꎮ
１.２. ３ 层 次 分 析 法 ( ＡＨＰ 法 ) 　 层 次 分 析 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简称 ＡＨＰ 法)是一种对

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多准则决策方法(王恒

等ꎬ２０１３)ꎮ 首先ꎬ根据国家公园候选区潜在资源

评价指标ꎬ分别邀请林业管理、土地管理、风景园

林规划和自然地理共 １０ 位专家进行了两轮的专

家意见征询和打分ꎻ然后ꎬ通过 ＡＨＰ 法得出候选

区的分值和位次ꎮ 公式如下:

Ｅ ＝
ｎ

ｉ＝ １
Ｑ ｉＰ ｉ (４)

式中:Ｅ 为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综合评价结果ꎻ
Ｑ ｉ为第 ｉ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ꎻＰ ｉ为第 ｉ 个评价因子

的评价分值ꎻｎ 为评价因子的数目ꎮ

２　 国家公园候选区选址

２.１ 国家公园候选区选定

２.１.１ 保护地空间分布类型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

最邻近点指数工具对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类型进

行计算(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单个类别保护地的最

邻近点指数 Ｒ 都大于 １ꎬ趋于均匀分布ꎬ总保护地

平均观测距离 ｒ ＝ ０.１７ꎬ预期平均距离 ｒＥ ＝ ０.２０ꎬ最
邻近比率(最邻近点指数)Ｒ ＝ ０.８４ꎬ即各保护地之

间实际观测距离与预期观测距离的均值之比 Ｒ 小

于 １ꎬ表明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体上呈集聚

分布状态ꎮ

表 １　 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最邻近点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保护地类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ｋｍ２)
ｒ ｒＥ Ｒ

自然保护地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１３ ９ ５０７.１７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８４

自然保护区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１ ３ ０７０.９３ ０.８ ０.５６ １.４２

风景名胜区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ｅｎｅｒｙ

１８ ３ ７７３.８９ ０.７１ ０.４８ １.４９

地质公园
Ｇｅｏｐａｒｋ

９ １０８.８６ ０.９４ ０.５４ １.７６

森林公园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３０ １ ８７０.２２ ０.３７ ０.３３ １.１０

湿地公园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４５ ６８３.２７ ０.４０ ０.３０ １.３１

２.１.２ 保护地空间分布聚集度分析 　 自然保护地

质心核密度分布格局(图 ２)显示ꎬ贵州省自然保

护地在空间分布上形成 ６ 个比较密集的中心ꎬ并
向四周扩散ꎮ 整体上ꎬ以北部赤水－习水一带的质

心核密度最高ꎻ中部较为集聚ꎬ以安顺、贵阳黔中

地区到黔东南州以“一”字形排开ꎬ其余四周核密

度值都相对较为稀疏ꎮ 自然保护地面积核密度分

布格局(图 ３)显示ꎬ贵州省自然保护地在空间分

布上主要有 ５ 个密集区ꎮ 赤水－习水一带密度最

高ꎬ其次是黔东南和铜仁分布有 ３ 个密集区ꎬ以及

黔西南的马岭河峡谷密集区ꎮ
２.１.３ 保护地空间分布聚集度分析　 贵州省国家级

自然保护地整体呈聚集分布ꎬ且主要集中聚集在一

定范围的区域ꎬ满足以聚集区作为优势景观资源聚

集区的条件ꎮ 根据现有 １１３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

空间分布特征ꎬ结合自然保护地质心核密度和面积

核密度的聚集区ꎬ筛选出聚集度高的区域ꎬ并进行

适当的收缩ꎬ最终划定了 ８ 个贵州省自然保护地聚

集区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ꎮ 为了方便命名ꎬ以聚集

区主要县域单元名称组合或主要地级市与县域单

元名称组合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名称ꎮ 如图 ４ 所

示(利用罗马数字表示候选区的名称ꎬ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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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国家公园候选区潜在资源评价指标

根据«方案»中对国家公园选址的要求ꎬ参考

前人(陈鑫峰ꎬ２００２ꎻ张希武ꎬ２０１８ꎻ舒旻ꎬ２０１８ꎻ侯
伟ꎬ２０１９)对于国家公园选点的研究选定若干个评

价指标及评分标准ꎬ并参考王恒(２０１３)层次分析

评价模型的方法ꎬ对各指标因子进行权重分配ꎬ得

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表 ２)ꎮ
２.３ 国家公园候选区潜在资源指标分析

２.３.１ 候选区景观资源 　 根据贵州省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名录和贵州植被(黄威廉和屠玉麟ꎬ１９８３)
等相关资料ꎬ对国家公园候选区具有代表性和独

特性的景观资源进行筛选ꎬ具体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２　 国家公园试点区选址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一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ｌ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评价内容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Ｉ１
资源的国
家代表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１１
自然景观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具有不存在人为扰动或退化的自然景观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０.０５１ ５

Ｉ１２
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生态系统、群落、生境以及动植物物种的种类或丰富度高的区域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ꎬ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０.０８２ ０

Ｉ１３
特殊物种保护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珍稀、濒危生物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域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０.０９１ ７

Ｉ１４
地质地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地质地貌全球或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区域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０.０３１ ２

Ｉ１５
古生物遗迹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具有代表地球与生物的演化进程古生物遗迹的区域
Ｉｔ ｈａｓ ａｎ ａｒｅ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０.０５０ ３

Ｉ１６
科学研究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区域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９２ ０

Ｉ１７
历史纪念价值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具有历史纪念价值和意义的区域
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０.０６１ ５

Ｉ２
资源的适宜性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２１
面积 Ａｒｅａ

总面积不小于 １００ ｋｍ２

Ａｒｅａ ｎｏｔ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０ ｋｍ２
０.０７３ ３

Ｉ２２
保护地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保护地类型丰富ꎬ功能完整的区域
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０.０８２ ８

Ｉ２３
空间 Ｓｐａｃｅ

范围完整ꎬ相对集中连片的区域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ａｎｇｅ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０.０４３ ３

Ｉ２４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边界易于识别和确定的区域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ａｓ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０.０６３ ４

Ｉ３
资源的国有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３１
资源权属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ｎｕｒｅ

权属清楚ꎬ不存在纠纷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０.０８２ ８

Ｉ３２
国有土 / 林地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ｉｌ /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占国家公园总面积在 ６０％以上
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０.０７８ ２

Ｉ４
资源的社
会可行性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４１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不高于 ２００ 人ꎬ无县级以上城市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ｋｍ￣２ꎬ ｎｏ ｃｉｔｙ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２３ ７

Ｉ４２
产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无大型重工业、农业建设
Ｎｏ ｌａｒｇｅ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０.０２０ ３

Ｉ４３
交通 Ｔｒａｆｆｉｃ

交通便利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０.０２１ ０

Ｉ５
附加项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ｅｍ

公园有其他较为独特之处ꎬ可以加分项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ｈ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ｄｄ ｐｏｉｎｔｓ

０.０５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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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２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质心核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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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积核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 赤水－习水区ꎻ ＩＩ. 施秉－石阡区ꎻ ＩＩＩ. 雷山－台江区ꎻ ＩＶ. 关岭－西秀区ꎻ Ｖ. 都匀－贵定－福泉区ꎻ ＶＩ. 贵阳－清镇区ꎻ ＶＩＩ. 江口－
印江区ꎻ ＶＩＩＩ. 兴义－马岭河区ꎮ 下同ꎮ
Ｉ. Ｃｈｉｓｈｕｉ￣Ｘｉｓｈｕｉ ａｒｅａꎻ ＩＩ. Ｓｈｉｂｉｎｇ￣Ｓｈｉｑｉａｎ ａｒｅａꎻ ＩＩＩ. Ｌｅｉｓｈａｎ￣Ｔａｉ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ꎻ ＩＶ. Ｇｕａｎｌｉｎｇ￣Ｘｉｘｉｕ ａｒｅａꎻ Ｖ. Ｄｕｙｕｎ￣Ｇｕｉｄｉｎｇ￣Ｆｕｑｕａｎ ａｒｅａꎻ
ＶＩ. Ｇｕｉ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ｅｎ ａｒｅａꎻ ＶＩＩ.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ꎻ ＶＩＩＩ. Ｘｉｎｇｙｉ￣Ｍａｌｉｎｇｈｅ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４　 贵州省国家公园候选区
Ｆｉｇ. 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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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贵州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数量县域分布图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６　 贵州省 ２０１８ 年 ＧＤＰ 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ＧＤＰ ｉｎ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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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贵州省 ２０１８ 年人口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 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８

　 　 贵州省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ꎬ据«贵州省国土

资源资料汇编»中的初步调查和统计ꎬ全省有脊椎

动物 ８０７ 种ꎬ其中两栖类 ６０ 种、爬行类 ９９ 种、鸟类

４０３ 种、哺乳类 １３４ 种ꎻ全省种子植物有 １９６ 科、
１ ４００余属、近 ５ ０００ 种ꎮ 候选区作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的主要聚集区ꎬ汇集了大量的优势动植物

资源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候选区代表性景观资源

丰富ꎬ各类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完整ꎬ生物多样性

丰富ꎬ特殊动植物物种种类多ꎬ黔中地区的 ＩＶ(关
岭－西秀区)、Ｖ(都匀－贵定－福泉区)和 ＶＩ(贵阳－
清镇区)候选区的代表性景观资源明显要低于其

他的公园候选区ꎬ资源优势相对较弱ꎮ
２.３.２ 候选区的植物多样性 　 根据贵州省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数量分布数据 (金勇等ꎬ
２０１９)ꎬ按照县域进行统计ꎬ具体见图 ５ꎮ 由图 ５ 可

知ꎬ贵州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数量丰富ꎬ目前

已知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有 ４２ 科、６６ 属、８５
种ꎮ 其中ꎬ南部县域以及北部道真县的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物种分布数量整体较高ꎬ并向中部逐渐

减少ꎬ望谟、独山、荔波和黎平县的物种数量都在

２５ ~ ３３ 种之间ꎻ而贵阳和安顺一带ꎬ以及北部遵义

汇川、仁怀、播州和东部天柱、玉屏等县的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物种分布数量最低ꎬ分布数量在 １ ~ ６
种之间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有的保护植物物种较多

的县域并不在国家公园候选区内ꎬ主要原因在于

其分布的县域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聚集程度较

低ꎬ不符合优势景观资源聚集区的原则ꎬ可以考虑

在重点保护植物物种较多的县域建立相应的植物

保护优先区ꎬ加强对植物多样性的保育ꎮ 从国家

公园候选区的范围来看ꎬ ＩＶ(关岭 －西秀区)、ＶＩ
(贵阳－清镇区)候选区范围内的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数量最少ꎬ在 １ ~ ６ 种之间ꎮ 其余候选区所分布

的县域重点保护植物物种都在 １５ 个以上ꎬ其中都

匀－贵定－福泉区范围内县域的保护植物物种共

６５ 种ꎬ施秉－石阡区范围内共 ６２ 种ꎬ江口－印江区

和雷山－台江区范围内均为 ３８ 种ꎬ赤水－习水区范

围内共 ３７ 种ꎬ兴义－马岭河区范围内保护植物物

种最低(为 ３１ 种)ꎮ
２.３.３ 候选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贵州省县级行

政单位 ２０１８ 年 ＧＤＰ 总量为基础ꎬ进行分层设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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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家公园候选区的主要代表性景观资源 (部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ｒｅａ (Ｐａｒｔ)

候选区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ｒｅａ

主要代表性和独特性景观资源
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 “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同纬度最广常绿阔叶林带、桫椤、福建柏、红豆杉、三尖杉、鹅掌楸等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ｎｘ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ｅｌ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ꎬ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ꎬ Ｆｏｋｉｅｎｉａ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ꎬ 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ꎬ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ꎬ ｅｔｃ.

ＩＩ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银杏、桢楠、金钱槭、苏门羚、大鲵、灵猫等珍稀动植物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Ｋａ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ｋａｒ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ꎬ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ꎬ Ｄｉ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ꎬ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ꎬ Ｖｉｖｅｒｒｉｄａｅ

ＩＩＩ 森林生态系统、苗族圣地、秃杉、香果树、翠柏、马尾树、猕猴、穿山甲、林麝等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ｈｏｌｙ ｌａｎｄ ｏｆ Ｍｉａｏꎬ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ｏｉｄｅｓꎬ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ꎬ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ꎬ Ｒｈｏｉｐｔｅｌｅａ
ｃｈｉｌｉａｎｔｈａꎬ Ｍａｃａｃａꎬ Ｍａｎｉｓ ｐｅｎｔａｄａｃｔｙｌａꎬ Ｍｏｓｃｈｕｓ 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ꎬ ｅｔｃ.

ＩＶ 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化石群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ｆｏｓｓ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Ｖ 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 湿地生态系统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Ｉ “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佛教名山、森林生态系统、珙桐、钟萼木、梵净山冷杉、黔金丝猴、华南虎、云豹等
“Ｍｏｕｎｔ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ꎬ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ꎬ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ꎬ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ꎬ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ｂｒｅｌｉｃｈｉꎬ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ｍｏｙｅｎｓｉｓꎬ 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ꎬ ｅｔｃ.

ＶＩＩＩ 喀斯特峡谷地貌、喀斯特峰林、沟谷季雨林、血桐、贵州苏铁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ｎｙｏｎ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ꎬ ｋａｒｓｔ ｆｅｎｇｌｉｎꎬ ｖａｌｌｅｙ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ꎬ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ｔａｎａｒｉｕｓꎬ Ｃｙｃａｓ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

表 ４　 贵州省国家公园候选区潜在资源专家评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一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ｌ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ＶＩ ＶＩＩ ＶＩＩＩ

Ｉ１ ０.４６０ ２ Ｉ１１ ０.０５１ 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９
Ｉ１２ ０.０８２ ０ ０.５９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４８
Ｉ１３ ０.０９１ ７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９ ０.６３ ０.６１
Ｉ１４ ０.０３１ ２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Ｉ１５ ０.０５０ ３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８
Ｉ１６ ０.０９２ ０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９ ０.６３ ０.６１
Ｉ１７ ０.０６１ ５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７

Ｉ２ ０.２６２ ８ Ｉ２１ ０.０７３ ３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３９
Ｉ２２ ０.０８２ ８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４９
Ｉ２３ ０.０４３ ３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３
Ｉ２４ ０.０６３ ４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２９

Ｉ３ ０.１６１ ０ Ｉ３１ ０.０８２ ８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４９
Ｉ３２ ０.０７８ ２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４４

Ｉ４ ０.０６５ ０ Ｉ４１ ０.０２３ 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Ｉ４２ ０.０２０ 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Ｉ４３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Ｉ５ ０.０５１ ０ Ｉ５ ０.０５１ ０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１９

总分值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１ ６.０４ ５.８３ ５.５６ ４.８７ ４.８７ ４.８１ ５.１５ ４.９４

叠加自然保护地聚集区和国家公园候选区ꎬ具体

见图 ６ꎮ 由图 ６ 可知ꎬ贵州省 ２０１８ 年的 ＧＤＰ 总量

在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均匀ꎬ总体来说呈东南向西

北逐渐增加的趋势ꎬ全省县域的平 均 ＧＤ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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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３８ 亿元ꎮ ２０１８ 年ꎬＧＤＰ 总量最高的分别是云

岩区、南明区、仁怀市、花溪区和盘州市ꎬ均在 ５００
亿元以上ꎮ 从国家公园候选区所在范围内县域的

平均 ＧＤＰ 来看ꎬ国家公园候选区与经济发展的相

关性不大ꎬ国家公园候选区大多分布在 ２００ 亿元

以下的县域ꎮ 其中ꎬ贵阳－清镇区的平均 ＧＤＰ 最

高ꎬ为 ４５９.３７ 亿元ꎻ其次是兴义－马岭河区ꎬ平均

ＧＤＰ 为 ２６７.６８ 亿元ꎻ关岭－西秀区、赤水－习水区

和都匀－贵定－福泉区平均 ＧＤＰ 都在 １００ 亿元以

上ꎬ分别为 １７２.９０、１４０.８６、１１５.５９ 亿元ꎻ最小的是

江口－印江区、施秉－石阡区和雷山－台江区ꎬ平均

ＧＤＰ 都在 １００ 亿元以下ꎬ分别为 ９２. ９７、７０. ４９、
３２.８１ 亿元ꎮ
２.３.４ 候选区的人口密度 　 以贵州省县级行政单

位 ２０１８ 年人口总量为基础ꎬ除以县域面积得到贵

州省县域人口密度ꎬ进行分层设色并叠加自然保

护地聚集区和国家公园候选区ꎬ具体见图 ７ꎮ 由图

７ 可知ꎬ贵州省 ２０１８ 年人口密度高值分布主要集

中在贵州中部和西北部ꎬ东南部、南部和东北部相

对较低ꎬ全省县域的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为

３９３.９３ 人ꎮ ２０１８ 年ꎬ人口密度最高的分别是云岩

区、南明区、中山区、白云区ꎬ每平方千米均在１ ０００
人以上ꎬ其中云岩区最高(每平方千米为１０ ３５９.１９
人)ꎮ 从国家公园候选区所在范围内县域的平均

人口密度来看ꎬ人口密度与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分

布呈负相关关系ꎬ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ꎬ人地关

系的比例小ꎬ更有利于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ꎮ 其

中ꎬ贵阳－清镇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最高ꎬ每平方千

米为 １ ６１０.９７ 人ꎻ其次是关岭－西秀区和兴义－马
岭河区ꎬ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分别为 ２５７.１５、
２２４.１１ 人ꎻ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人之间的有赤水－习水区、施秉－石阡区、都匀－贵
定－福泉区、江口－印江区和雷山－台江区ꎬ每平方

千米 分 别 为 １５１. ４８、 １４４. ２２、 １３８. ３８、 １３７. １４９、
１００.４４ 人ꎮ

３　 贵州省国家公园试点选择

基于贵州省各类自然、人文、生态区划的分布

和文献查阅(贵州省国土资源厅ꎬ２００５)ꎬ以及国家

公园候选区的潜在资源条件ꎬ共邀请 １０ 位专家进

行了两轮的专家意见征询ꎬ并按照表 ２ 中的评价

指标对候选区进行打分ꎬ以优(１０ ~ ９)、良(８ ~ ７)、

中(６ ~ ５)、差(４ ~ ０)四个等级作为评价指标的评

判标准ꎬ最终根据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出候选区

的量化分值ꎬ结果见表 ４ꎮ 由表 ４ 可知ꎬ分值在 ５
分以上的有赤水－习水区、施秉－石阡区、雷山－台
江区、江口－印江区ꎬ可以作为国家公园试点区进

行推荐ꎬ其中排分最高的是赤水－习水区ꎬ可以考

虑选为国家公园试点区ꎮ
赤水－习水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分布聚集程度最高、优势景观资源的聚集程

度好ꎮ 从国家代表性来看ꎬ试点区内国家级自然

保护地成立时间早ꎬ自然景观受到人为因素的破

坏和扰动较少ꎻ在地貌上跨越了赤水低山河谷区

和习水－务川中山峡谷区ꎬ区域内以丹霞地貌为

主ꎬ地势起伏大、地形复杂多样ꎻ试点区森林覆盖

率高ꎬ具有全球同纬度最广阔的常绿阔叶林带ꎬ植
物多样性丰富ꎬ分布有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福建 柏 ( Ｆｏｋｉｅｎｉａ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ｉ ) 和 红 豆 杉 ( 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３７ 种重点保护植物和 ２０ 多种稀有或

特有植物种、２９ 种珍稀濒危动物(孙亚莉和屠玉

麟ꎬ２００４)ꎮ 风景名胜区的景观组合配合好ꎬ观赏

价值极高ꎬ丹霞地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ꎬ具有极

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ꎮ
从适宜性来看ꎬ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种类分布

齐全ꎬ共有 ５ 类 ９ 处ꎬ能够发挥国家公园的多种功

能ꎻ保护地基本上呈连片分布ꎬ核密度高ꎬ重叠度

大(约 ４５％)ꎬ边界易于识别和确定ꎻ在各类自然区

划中分布密集度都较高ꎬ保护地总面积高达１ ３００
ｋｍ２ꎬ可划入国家公园的保护地范围较广ꎮ

从国有性来看ꎬ保护地建立时间早ꎬ基础设施

建设已相对成熟ꎬ后期建设投入会较少ꎻ保护地集

中分布在赤水、习水两县内ꎬ同属于遵义市ꎬ资源

权属清楚ꎬ土地和林地的国有性高ꎬ便于国家公园

的建立和后期统一管理ꎮ
从社会可行性来看ꎬ人口密度在全省范围内

较小ꎬ每平方千米均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人之间ꎬ经济水平

处于 １００ ~ ２００ 亿元之间ꎬ建设国家公园能够免受

频繁人为活动的影响并与经济相协调ꎮ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４.１.１ 关于选址　 近年来ꎬ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ꎬ在贵州省

４３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从资源价值方面关于国家公园试点区选址的研究

和讨论中ꎬ梵净山、大苗岭、赤水－习水一带的丹霞

地貌等地呼声都比较高ꎬ与评分结果排名靠前的

候选区基本符合ꎬ但目前具体的选址还未有定论ꎮ
本文从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出发ꎬ以保护

地优势景观资源聚集区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ꎬ综
合候选区主要代表性景观资源与潜在资源的评价

分析和专家评分进行国家公园的选址ꎬ得出赤水－
习水区可优先选为国家公园试点区ꎮ 赤水－习水

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建立ꎬ对于世界遗产地“中国丹

霞”的研究价值和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ꎬ有利于解决赤水－习水区内多个保护地

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问题ꎬ有利于对该区域常绿

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和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保育

进行集中规范化管理ꎬ进一步丰富群落的植物多

样性ꎬ提高其生态、社会及经济效益ꎮ 但是ꎬ仅以

空间分布的密集程度作为优势景观资源区来进行

国家公园的选址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在具体选

址工作的实施中还需要对相应的指标进行细化ꎮ
国家公园试点区选址及植物多样性保育所受的影

响因素颇多ꎬ如跨省域合作、公园结构组成、景观

资源整合、公园管理、统筹人地关系、政府决策以

及建设资金来源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ꎮ
４.１.２ 关于植物多样性保育 　 赤水－习水国家公园

试点区范围内植物多样性丰富ꎬ建立国家公园对

植物多样性保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价值和

意义ꎮ 为维持赤水－习水区植物物种的多样性ꎬ在
国家公园建设的总体规划中要将植物多样性保育

考虑进去ꎬ建议采取以下措施:(１)从赤水－习水国

家公园试点区植物物种的生存现状、分布、面积、
种群个体数量、群落结构、生长习性、生境状况、濒
危程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等方面ꎬ对植物

物种进行普查ꎬ建立植物物种数据库ꎬ为植物多样

性保育的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ꎮ (２)建立

赤水－习水国家公园试点区的管理法规ꎬ通过地方

课程教育和社区宣传等多种方式传播植物多样性

的价值和意义ꎻ扩大公园试点区周边对“非植物资

源”和“非消耗性植物资源”使用价值的开发和利

用ꎬ改变单一以种植为主的生产格局ꎬ杜绝垦荒种

植ꎬ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进程ꎬ发展珍贵中药材种

植ꎬ打造生态旅游品牌ꎬ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和环境优势ꎮ (３)加强赤水－习水区植物生长环

境的改善和修复ꎬ提高植物生存环境的质量ꎬ控制

毛竹生长对其他珍稀植物群落优势地位的威胁ꎬ
对分布面积小的濒危植物ꎬ可专门设立保护点进

行管理ꎻ在赤水－习水区建立全国性质的桫椤、楠
木和水青树等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存中心和繁殖

圃ꎬ采集植物的遗传物质进行迁地和离体保护ꎻ在
试点区周边建立珍稀濒危植物实验圃或展览园ꎬ
保护和繁育珍稀濒危植物的同时ꎬ还可以对植物

多样性保育进行展览、宣传ꎮ (４)进一步加大对赤

水－习水区植物物种的生长繁殖特点、生境需求和

病虫害的研究ꎬ以便合理地选择甚至创造适宜植

物生长的环境ꎬ更有效地实现植物多样性保育和

资源可持续利用ꎬ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ꎮ
４.２ 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

特征进行分析ꎬ筛选出国家公园候选区ꎬ并以候选

区为基础单元ꎬ对各候选区潜在资源进行分析评

价ꎬ结合专家评分选出国家公园的试点区ꎮ (１)贵
州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体呈凝聚型分布ꎬ可以

将保护地聚集区视为优势景观资源区进行国家公

园试点进行筛选ꎮ (２)优势景观资源聚集区主要

代表性资源分析和专家评分得出:分值排在前列

的聚集区可以考虑作为国家公园试点区进行推

荐ꎬ分值最高的赤水－习水区可优先选为国家公园

试点区ꎮ (３)赤水－习水区自然条件优越、植物多

样性丰富ꎬ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分布数量多ꎬ保护

地类型齐全、面积广、基础设施成熟、资源权属清

楚ꎬ满足设立国家公园优先整合交叉重叠保护地

的基本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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