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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家界 武陵源区是我 国大 陆部分确定 出的 11个 生物 多样性 保护 的关键地 区之一 ，动 植物种 类丰 富、植 物 区 

系古老 、特 有类群繁 多．分析 张家界 武陵源 区生物 多样性 的特征 、现状 及保护 中面 临的主要 问题 ，提 出了在 区 内开 

展生态旅游、严格控制外来物种引入、引进科技人才、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做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预案等 

切 实可行的保护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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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Status in Wulingyuan District of Zhangjiajie and 

Its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WANG Zhi ．TAN Ying ，HU Guang—wan ，LONG Chun—lin ' 

(1．School of Conservation Biology，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Kunming 650204，China； 

3．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Wulingyuan District of Zhangjiajie is one of the 1 1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 areas in main— 

land China．There are abound plant species，ancient flora，and endemic taxa．By analyzing characteris— 

ties of biodiversity，status，and problem of protection in W ulingyuan District，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eveloping ecotourism ，strictly control of exotic species introduction，employing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talents to carry out the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monitoring，and making the pre— 

arranged planning to resist the great natural calamities were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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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 区概况 

世界 自然遗 产“武 陵源 ”位 于湖南 省西北 部的 

张家界市 ，为其所辖的一个行政区．区内辖有索溪峪 

土家族乡 、中湖乡、协和乡、天子山镇和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 ，地处 29。18 ～29。25 N，110。18 ～110。39 

E．区域总面积 552 km ，最高处兔儿望海拔为1 334 

m，最低处索溪河谷海拔为 262 m．武陵源区属 中亚 

热带 向北亚热过渡地区，年均气温 15qC左右，1月平 

均气温 4．8～5．1℃ ，极端 高温 41．6℃ ，≥IO~C的年 

积温5 208．4～5 353．6 ，无霜期 267～275 d，年均 

降雨量 1 382～1 427~ll／l，年蒸 发量 1 140～1 285 

miD_，相对湿度为 77％ ～79％ ，5～6月相对湿 度为 

79％ ～81％ ⋯
． 武陵源 区境 内地 势变化 多端 ，岭 谷 

之问高差悬殊 。并形成一个向北东缓倾 ，相对封闭的 

碟形盆地 ，形成 了不同高度的多级地貌层次．区内粉 

红色石英砂岩岩峰石柱发育非常完好 ，形成 了世界 

罕见的 自然奇观．因此 ，1992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由于地质地貌的特 

殊和丰富多变的气候 因子 ，为该地 区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2武陵源区生物多样性现状 

2．1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武陵源区群山耸立 、沟谷纵横 ，气候温暖湿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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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水资源和深浅不一、性质各异的土壤环境 ，综 

合起来 为其具有 丰富 的物种 多样性 创造 了条件．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将这里确定为我 

国大陆部分 11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 ， 

并认为物种组 成丰 富，特有 种繁多 是 其突 出的特 

征 ．彭春良 等对位于索溪峪土家族乡的索溪峪 

自然保护区的木本植物区系的研究表明，该地有木 

本植物 94科 252属 549种 ，其 中裸子植物 5科 7属 

9种 ，被子植物 89科 245属 541种 ，热带 、亚热带 区 

系成分与温带成分并存，植物区系属湘西北植被区． 

较多的第三纪及以前的古老、孑遗植物和后来繁衍 

的物种组成了该 区域古老而复杂 的植物 区系特点， 

是湖南植物区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2000年对 

索溪峪 自然保护区进行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表 

明 ，索溪峪有脊椎动物 195种(24目63科 )，其 中 

两栖类 19种 ，爬行类 39种 ，鸟类 91种 ，兽类 46种 ， 

(已经鉴定出的)昆虫 540种．吴世福 等对武陵源 

区蕨类植物进行的初步研究表明，该区有蕨类植物 

256种(包括变种 和变型)，隶属 86属，38科 ，属的 

地理成份可以分为 12种类型．武陵源区蕨类植物区 

系属我国华中、华东区，与我国西南区关 系最密切 ， 

蕨类植物垂直分布可分为低 山、中山和山顶 3个带． 

廖博儒 等对湖南武陵源种子植物区系的初步研 

究表明，该区共有种子植物 171科 、742属 、1 468种． 

其中裸子植物 8科 、24属 、39种；被子植 物 163科、 

718属 、1 429种．种子植 物区系属的成分 北温带分 

布类型 占明显优势 ，共 有 389属 ，热带分布类型次 

之 ，武陵源种子植物区系中有许多珍稀 、古老、孑遗、 

原始的植物成分． 

2．2丰富的生态 系统多样性 

区内地貌复杂 ，水源丰富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 

态环境以及丰富多样的植被类型．按祁承经 对湖 

南植被的划分 ，武陵源区植被类型属于湘西北植被 

区中的武 陵山 山原 、山地 、丘 陵植被小 区．按 吴征 

镒 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武陵源区植物区系应 

属于华中区系区，与川东 、鄂西 (包括黔东 、陕南 )关 

系密切 ，共有种极多，构成我国华中区系分布的核心 

区域．植物区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古老性．该地 

区自然植被保存较好，植被垂直分布有 2个垂直带 ： 

海拔 800 m以下为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和杉木林，海 

拔在 800～1 300 m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或针阔 

混交林．区内共有 2个植被型组 9个植被型 34个群 

系 154群丛 ，植物异质程度高 ，丰富的群落多样性孕 

育 了丰富的生态系统  ̈． 

2．3 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 

2．3．1珍稀动物 

珍稀动物方面 ，武陵源区有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0种 ' ．其中 I级有 2种 ：云豹 Ⅳeq厂elis nebMzos口、 

金钱豹 Panthera pardus；II级 28种 ：大鲵 Andrias da． 

vidianus、虎纹蛙 Rana tigrina ruguisa、细痣疣螈 Tylo． 

totriton asperrimus、鸢 Milvus kouschun、雀 鹰 Acc 御 

nisus、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红腹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红 腹角雉 Tragopan temminckii、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勺鸡 pucrasia macrolopha、褐翅鸦 鹃 Cen— 

tropus sinensis、草鹗 0 capensis、斑头鸺鹞 Glaucidi- 

1zm cuculoides、长 耳鹗 Asio otus、短耳 鹦 Asio．， m． 

meus、红角鹗 Otus scops、猕猴 Macaca mulata、穿 山 

甲 Manis pentadactyla、豺 Cuon alpinus、黑 熊 UI-sUS 

thibetanus、水獭 Lutra lutra、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小 

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金猫 Catopuma temminckii、林 

麝 Moschus berezovskii、獐 Hydropotes inermis、苏 门羚 

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斑羚 Naemorhedus gora1． 

2．3．2珍稀植物 

珍稀植物方面，根据 1999年国家林业局和农业 

部颁布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 

批)̈ ” ，武陵源区有被 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 的植物 

共有 23种．其中 I级 (4种 )：珙桐 Davidia involucra— 

ta、银杏 Ginkgo biloba、伯乐树 Bretschneidera sinensis、 

南方 红 豆 杉 Taxus chinensis var．mairei；II级 (19 

种 )：篦子三尖杉 Cephalotaxus oliveri、白豆杉 Pseud— 

otaxus chienii、红豆树 Ormosia hosiei、鹅掌揪 Lirioden— 

dron chinense、水 青 树 Tetracentron sinense、香 果 树 

Emmenopterys henryi、伞花木 Eurycorymbus cavaleriei、 

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凹叶厚朴 Magnolia offici— 

nalis subsp．biloba、樟 Cinnamomum camphora、闽楠 

Phoebe bournei、楠木 Phoebe zhennan、野 大豆 Glycine 

soja、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榉树 Zelkova schnei— 

deriana、毛红椿 Toona ciliata var．pubescens、巴山榧 

树 Torreya fargesii、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花榈 

木 Ormosia henryi． 

2．3．3特有植物 

武陵源区不但物种丰富 ，而且植物特有类群繁 

多．其所属的湘西北地区与川东、鄂西一带是中国植 

物区系特有属集中分布的3个地区之一 ．武陵 

源区分布有 中国特有科 4个 ：钟萼木科 Bretschnei- 

deraceae、珙桐科 Davidiaceae、杜仲科 Eucommiaceae 

和大血藤科 Sargentodoxaceae；单种特有属 l5个：银 

杏属(栽培)Ginkgo、伯乐树属 Bretschneidear、喜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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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totheca、青 钱柳 属 Cyclocarya、珙 桐属 Davidia、 

香果 树 属 Emmenopterys、血 水 草 属 Eomecon、枳 属 

PoncirMS、杜仲属 Eucommia、伞花木属 Eurycorymbus、 

青檀属 Pteroceltis、山拐枣 属 Poliothyrsis、白豆 杉属 

Pseudotaxus、大 血 藤 属 Sargentodoxa、独 花 兰 属 

Changnienia：少种属 10属 ：拟单性木 兰属 Parakmer— 

。、巴山木竹属 Bashania、金钱槭属 Dipteronia、瘿椒 

树属 Tapiscia、杉木属 Cunninghamia、通脱木属 — 

rapanax等；以及还有 不少 中国特有种 ，如 ：天师栗 

Aesculus wilsonii、伞花木 Eurycorymbus cavaleriei、滇楸 

Catalpa fargesii duclouxii、猫儿屎 Decaisnea insignis 

等．除此之 外，武陵源 区还有不少 本地特 有种 (变 

种)，如：天子山蹄盖蕨 Athyrium tianzishanense、武陵 

贯众 Cyrtomium wulingensis、武陵松 Pinus massoniana 

var．wulingensis、凹叶拟单 性木兰 Parakmeria lotun— 

gensis var．xiangxiensis、索溪峪红果树 Stranvaesia da— 

vidiana var．undulata、大 庸鹅 耳枥 Carpinus dayon— 

gensis、粉背旌节花 Stachyurus chinensis var．hypoleu— 

CUS、粉花唇柱苣苔 Chirita roseoalba、五柱 绞股兰 G — 

nostemma pentaphyllum、张 家 界 杜 鹃 Rhododendron 

zhangjiajieensis、大庸苔草 Carex dayuongensis、湘西苔 

草 Carex xiangxiensis、灰绿 玉山竹 Yushania canoviri— 

dis、具 耳 巴山木竹 Bashania auctiaurita、湖 南 刚竹 

Phyllostach carnea等 ． 

3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3．1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和原生植被的破坏较严重 

张家界武陵源区作为我国著名的 AAAAA级旅 

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 ，旅游开发将给生 

态环境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其中影 响最大 的是基 

础设施 的建设 ，如道路 、游道的修筑 ，宾馆及其它水 、 

电设施 的建造．道路和游道会使原生植被呈现斑块 

状，使生物种群碎裂化．对两栖 、爬行动物的影响尤 

大，鸟类对汽车的噪声尤为敏感．宾馆 、酒店 、汽车以 

及游客带来的废水 、废气 和固体废物污染是造成有 

些物种种群衰退 的重要原 因 ．1998年张家界武 

陵源景区内因过度修建宾馆 、酒店和商业化遭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 ，后来 

政府把景区内的宾馆 、酒店都拆迁到城 区．但是 ，现 

在发现景区内“农家乐”的问题 比较严重 ，不但规模 

庞大 ，不亚于当年的宾馆 、酒店 ，有 的一家就可以住 

好几百人 ，而且它们产生的污水直接排往山下或溪 

中，废物和垃圾直接抛在山坳里 ，严重地破坏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此外 ，武陵源区有些旅游线路超过了环 

境的承载力 ，到了旅游旺季游客爆满 ，漫山遍野人满 

为患，许多景点游道两边被游客践踏得致使土壤板 

结 、渗水性差 ，导致游道两边 的植物死亡和退化． 

3．2 外来物种的引入使本地物种受到威胁 

外来物种的引入使本地物种的生存环境发生改 

变 ，使本地 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目前 ，从外地 

引种到武陵源 区的植物 已有 10多种 ，如 金叶女贞 

igustrum×vicaryi(园艺杂交 品种 ，黄石寨索道上站 

及城区绿化)、日本花柏 Chamaecyparis pis ra(原产 

日本 ，造林绿化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原产 

北美 ，行道树)、二球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原产 

欧洲 ，城区行道树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原产 

北美 ，植于景区公路两旁 )、红车轴草 71rifolium prat— 

ense(常作地被绿化 )、白车轴草 71rifolium repens(常 

作地被绿化 )、石榴 Punica granatum(原产地 中海沿 

岸 ，绿化 )、日本晚樱 Cerasus serrulata var．1annesiana 

(原产 日本 ，城 区和 黄石 寨顶 游道 边 )、西 洋 杜 鹃 

Rhododendron sp．(园艺栽培 品种 ，到处可见 )、日本 

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原产 日本 ，黄石寨索道上站 

和城区绿化)、狭叶十大功劳 Mahonia fortunei(城区 

绿化 )、迎春花 Jasminum nudi~orum(原产华北 ，黄石 

寨索道下站绿化)等．而武 陵源 区分布 的一些 优 良 

的乡土树种 ，如 ：武陵松 Pinus massoniana var．wulin— 

gensis、大叶杨桐 Adinandra megaphylla、大叶新木姜 

Neolitsea levinei、利川润楠 Machilus lichuanensis、宜 

昌润楠 Machilus ichangensis、鹿角杜鹃 Rhododendron 

latoucheae等 ，它们四季常绿 、树形优美 ，却不见在 当 

地绿化中应用． 

3．3 人才缺乏 ，经费投入不足 ，缺乏必要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研究 

目前 ，武陵源区现有 的管理员工文化素质普遍 

不高 ，大多数为大专 或高 中学历．专业技术力量 薄 

弱，缺乏专门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在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缺乏必要 的 

科研设备和监测仪器及标本馆等．由于经费投入有 

限，加上科研力量薄弱 ，未能独立地开展科研和定期 

观测工作 ，制约了该 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工 

作的开展． 

．3．4 自然灾害频繁 

武陵源区的 自然灾害频繁 ，主要有森林火灾 、雪 

灾 、虫害 、泥石流、滑坡和岩石垮塌等，它们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威胁不可低估．区内近年没有发生过大 

面积的森林火灾 ，得力于护林员的精心守护．森林火 

灾一旦发生 ，将给森林植被和动物以毁灭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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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雪灾使区内多处悬崖边植被垮塌 ，导致岩石 

裸露 ，山顶和山腰 的白栎林 Quercus． bricforest、杉木 

林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forest、柳杉林 Cryptomeria 

fortuneiforest和鹅掌楸等大面积地断梢或折断．2008 

年的雪灾又使多种动植 物受冻或冻死．区内松毛虫 

害虽然不是大面积爆发，不造成灾害，但对局部的小 

区域林地有一定 的危害 ，多发生在人工林 中．泥石 

流 、滑坡和岩石垮塌多于雨季发生在天然植被破坏 

严重的地方或农耕地．此外 ，武陵源区还面临着松材 

线虫病 的严重威胁，松材线虫病是毁灭松林的杀手， 

被称为松树“癌症”．该病己严重威胁 区内松类资源 

的安全，特别是对区内岩峰绝壁上特有的武陵松 P — 

n s massoniana var．wulingensis．松材线虫病一旦侵 

入，非人力、财力和现有防治措施所能控制，将对武 

陵源这个世界 自然遗产造成毁灭性破坏 ，后果不堪 

设想 ． 

4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4．1强化人们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开展生态旅游 

强化人们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要多途径加大 

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宣传天 

然植被的重要功能和多重效益，宣传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大意义，使周边群众加深了解生物多样性的 

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认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人类 

自身生存与和谐发展的关系，强化人们的保护意识， 

增强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合理控制景区的游客 

承载力 ，开展生态旅游．加强 区内道路和游道两边 的 

绿化 ，严格控制宾馆 、酒店和“农家乐”的数量和规 

模 ，加强对区内的垃圾和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使旅 

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对生态破坏较严重 

的游览线路进行“生态轮休”，即关闭某条生态破坏 

较严重的游览线路3～5年，使其生态环境和植被得 

到一定的恢复后再重新开放． 

4．2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 ，严格控制外来 

物种的引入 

武陵源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珍稀濒危物种较多 ， 

蕴藏着丰富的遗传种质资源 ，具有重要 的科学研究 

价值．根据 区内的保护 目标和任务 ，应优先开展 3方 

面的研究：①对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的动植物进行 

保护、人工繁育 、引种驯化的研究 ；②对药用植物育 

种 、栽培 以及可持续开发利用 的研究；③对园林植物 

的引种驯化和选育 ，培育出优 良的乡土园林植物 ，减 

少外来物种的引入．进一步加强区 内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其资源效益 ，为增加生物种群的 

适应性 、稳定性开展积极有效的科学研究．减少水上 

流失，避免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增加野生动植物 

数量，提高生物种群的密度 ，从而增加生物种群的稳 

定性，达到保护和促进作用． 

4．3引进科技人才，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 

武陵源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离不开专门的 

科技人才 ，实施人才引进战略是保护该地区生物多 

样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引进专 门科技人才的 

同时加强对原有员工 的教育 和培训 ，提高员工 的整 

体素质以及薪资待遇．将区内所需的保护费用、基本 

建设费用及科研经费列入国家、地方计划和财政预 

算 ，把旅游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中，使各项保护活动经费有保障．同 

时，增加区内森林生态补偿面积，提高生态补偿资金 

标准，解决无偿使用生态效益 的问题．此外 ，加强与 

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既可解决人才缺 

乏的问题又可开展各项科学研究． 

4．4做好抵御重大 自然灾害的预案 

健全和完善全区林业灾害应急预案和处置规范 

是抵御重大 自然灾害的关键．重点要抓好森林巡护、 

火灾 的监控 、雪灾 的危害评估 、病虫害的监测 、以及 

松材的检疫检查和监测普查工作．强化“逐级负责 

制”的责任制建设 ．广泛宣传 ，提高全体员工防御 

重大 自然灾害的意识．深入动员全社会积极投入到 

防御重大 自然灾害工作 中来 ，确保世界 自然遗产的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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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的就是要尽快开展 政策性森林 火灾保险．开展 

政策性森林火灾保险是林改配套改革的重要 内容， 

是拓宽森林防火及林业投入渠道的需要 ，更是增强 

林农及林业企业抵御森林火灾风险能力 ，促进林业 

可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 ，应当加强 

政策性森林火灾保险方 面的调查研究 ，尽快开展政 

策性森林 火灾保 险，早 日为 永胜 的森林 资源穿 上 

“保险衣”． 

4．2创新投入机制。建立社会化防火投入机制 

森林防火工作是全社会 的责任 ，要按照 “森林 

防火经费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 ， 

建立多层次 、多渠道 、多主体 的社会化 防火投 入机 

制．对商品林森林火灾 的防控，实行 以业 主投 入为 

主 ，国家适 当补助的办法 ，积极引导林业经营者 自筹 

资金 、投工投劳，加大对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入． 

对森林火灾的扑救要建立有偿救助制度，实行 以政 

府出资为主 ，业主适度承担的办法 ，以进一步拓宽森 

林防火投入渠道 ，保证森林防火工作有正常稳定 的 

资金来源． 

4．3创新物建机制 。加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永胜县现仅有4座嘹望台，仍有 30％的林区是 

监测盲区，且现有装备大部分已陈旧和失修，林火的 

预测 、预报工作滞后．另外 ，全县只有防火公路 1 18 

km、生土隔离带 50 km、生物防火隔离带纯粹没有 ， 

对较大森林火灾的控制能力极低．当前 ，随着生态建 

设的不断加强，有林地面积不断增加 ，防火任务越来 

越重．因此要针对森林 自身抵御火灾能力弱 、基础设 

施薄弱、监测手段落后的实际，把防火隔离带(特别 

是生物防火林带 )和森林防火指挥预警监测系统建 

设作为森林防火 2项基础性重点工作来抓．要与林 

业重点工程相结合，做到防火隔离带、防火通道与项 

目同规划 、同设计 、同施工 、同建设．只有在林区建立 

全覆盖的林火监测系统和通讯系统 ，在重点林区修 

建防火公路或防火隔离带 网，才能不断地提高林火 

综合控制能力和森林 自身的抗灾能力 ，避免重 、特大 

森林火灾的发生． 

4．4创新群防机制，建立新的护林防火联防组织 

群防群治是整个森林防火工作的基础 ，是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和森林分类经营后 ，森林 防火工作必 

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要采取成立森林防火协会 、区域 

联防等方法，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防护机制 ，确保森 

林资源的安全．要重点建立好护林 防火“三防”新机 

制 ，积极引导林农本 着 自愿、互助、互利的原则成立 

各种联防、联保 、联控的护林 防火组织 ，自筹资金 ，自 

行管理 ，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一户护林防火力量单薄、 

扑火风险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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