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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国家公园: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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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农架国家公园是我国在建的 10个国家公园之一，于 2020年完成阶段性试点任务。2021年，我国

将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原则是“生态保护第一”,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

在这一背景下，梳理了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过程的主要问题，从生态保护角度出发，在行政区域调整、管理体系完

善、关键生态过程保护修复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建议和管理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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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中屋脊”、“物种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立体小气候

成为我国南北植物种类过渡和特有属植物最丰富的地区，是动物繁衍生息的交叉地带，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华夏文明的

发源地之一。神农架拥有世界中纬度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拥有垄断性和不可复制再生性的世界级旅游资

源和天然动植物博物馆。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具有国家及世界代表性。神农架是中国首个、世界第二个荣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和生物圈保护区成员”、“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三个世界级称号的地区[1]。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开始对人迹罕至、原始神秘的神农架进行开发。并于 1970 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神农架成为中国

唯一以“林区”命名的省辖行政区即“神农架林区”。自此，神农架逐步成为中国重要的中药材等商品材基地。此外，神农架

地区借助其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开发小水电，凭借其特有的原始森林风貌旅游业在此也得到迅速发展，最后于 2018年通过国家

专项评估正式摘掉了“国定贫困县”的帽子。但在经济发展增大，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背后，神农架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生态

环境各方面破坏严重。为保护这块独一无二的绿色宝地，1982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建立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然而保护

地对地区的发展规划缺乏系统性，逐渐暴露出了各类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碎片化，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难以解

决等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或多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系统修复、统一管理的目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神农架的生态文明建设步入了国家公园时代
[2]
。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对神农架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全新的探索与实践，成绩显著，但是也有诸多挑战与问题

亟待解决。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管理目标中对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保护角度出发，旨在为解决神农架国家公园以下关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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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供建议：(1)针对保护范围不够完整问题，提出行政区划调整和功能分区建议；(2)针对空间布局不合理，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矛盾问题，构建空间布局规划技术与管理体系，促进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功能协同提升；(3)开

展关键物种生态过程辨识的研究，以期为保护神农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1 调整行政区划 

神农架等其他现有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都是建立在原有多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空间整合和统一管理上。原有保护地多依

据自然资源类型划分，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行政区域条块分割，导致在试点推进过程中发现国家公园与现有保护地在管理上存

在边界不清的模糊地带，形成“九龙治水”现象。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进入统一管理的国家公园时代，但这些山水相连、资源类

型相近的其他级别的周边保护地未被纳入综合管理，时刻影响着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例如，神农架与巴东及

兴山交界的千家坪等区域是金丝猴的重要活动地点，此地的猴群常在三个行政区洄游移动[3],巴东县针对金丝猴的保护成立了自

然保护区，与神农架分开进行独立保护，不利于物种进行基因交流，因此需要双方加强合作，进行动物活动区域内的行政区划

调整。而现有保护地的管理格局难以满足保护和发展的需求，亟待重新进行空间布局。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东与湖北省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兴山、巴东而濒三峡，北倚房县、竹

山且近武当，地跨 109°56′E～110°58′E,31°15′N～31°57′N[1]。神农架国家公园周边各类型个级别保护地多达 37 处，

其中国家级 11处、省级 17处、市县级 8处。保护地类型多样，包含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此外还有 1处世界自然遗产(表 1)。保护对象广泛，包括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湿地、森林生态系统、水生生物等。 

2018 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牵头与周边的湖北堵河源、十八里长峡、巴东金丝猴、三峡万朝山、重庆五里坡、阴条岭

等 6 个自然保护地成立了鄂西渝东毗邻保护地联盟，建立了联通联保的大保护新格局。但初步的联盟探索所囊括的保护地范围

和保护地类型尚显不够。而且联盟不具备行政管辖权，原有行业部门垂直体系中的省级、县级保护地难以整合进入自然保护地

体系，在地方层面统筹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地管理事权划分尚不清楚。此外，在经济方面，据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推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 3年总运行达 157649万元，国家公园每年需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各类生态补偿，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兽灾补偿、污水垃圾治理补助，清洁能源补贴等。支持社区发展的生态移民工程，78678万元。大量的资金缺口需要

国家财政支出。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靠神农架林区本身的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对神农架国家公园进行行

政区划的调整，以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作为主体，整合周边保护地进行统筹管理。 

表 1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周边保护地分布情况 

序号 保护地名称 等级 所在地 

1 神农架国家公园 国家级 神农架林区 

2 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巴东县 

3 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竹山县 

4 湖北十八里长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竹溪县 

5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保康县 

6 三峡库区恩施州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市级 巴东县 

7 保康野生腊梅县级自然保护区 县级 保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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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市级 兴山县 

9 古洞口湿地自然保护区 市级 兴山县 

10 三峡万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兴山县 

11 湖北八卦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竹溪县 

12 湖北万江河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竹溪县 

13 湖北野人谷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房县 

14 保康县红豆杉市级自然保护区 市级 保康县 

15 保康县鹫峰市级自然保护区 市级 保康县 

16 保康县刺滩沟市级自然保护区 市级 保康县 

17 凤凰山猕猴自然保护区 县级 保康县 

18 竹溪长峡地质公园 省级 竹溪县 

19 房县野人谷地质公园 省级 房县 

20 房县青峰山地质公园 省级 房县 

21 保康尧治河地质公园 省级 保康县 

22 湖北竹山堵河源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竹山县 

23 龙门河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兴山县、神农架林区 

24 九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竹山县 

25 湖北偏头山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竹溪县 

26 湖北诗经源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房县 

27 白玉垭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竹山县 

28 大百川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竹山县 

29 柳树桠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房县 

30 官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保康县 

31 尧治河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保康县 

32 万峪河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房县 

33 竹山圣水湖湿地公园 国家级 竹山县 

34 竹溪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竹溪县 

35 房县古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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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房县神龙峡风景名胜区 省级 房县 

37 保康野花谷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 保康县 

38 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 国际 神农架林区 

 

根据神农架及周边自然保护地的分布，以及行政区划、流域特征、交通条件、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因素(图 1),建议将巴东县

长江以北、秭归县长江以北、兴山县、神农架林区、保康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整合为神农架国家公园特区(图 2),以促进

神农架国家公园及相关自然保护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图 1神农架国家公园与周边保护区所在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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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神农架国家公园特区构想图 

建议的神农架国家公园特区内交通便利，陆路交通有宜巴高速和宜万高铁(及宜昌-兴山联络线),水路则可通过小三峡、神

龙溪和香溪河进入长江干流，并依托宜昌市、襄阳市和十堰市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国家公

园及周边保护区带动的旅游业、餐饮、住宿等一系列第三产业经济，可成为国家公园及保护区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助力。

通过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神农架国家公园特区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减少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可以将更多的财政补贴用

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其周边保护区建设和维持，以经济发展推动保护工作的进行。 

2 构建“四分理论”管理体系 

我国生态保护地类型多样、布局不尽合理，存在管理权属分散、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保护地生态

功能的提升和农户生计，造成了生态系统退化、经济贫困、社区居民保护认同感不高等问题，无法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安全保障和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农牧民脱贫致富的现实需求。神农架公园区域扩大后，以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为目

标，从国家公园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管理规划制度、公园保护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考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神农架国

家公园政策管理机制等方法出发，开展自然资源的分区管理、环境胁迫的分类管理、公众参与的分级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分期管

理的“四分管理”管控技术体系。 

(1)自然资源的分区管理： 

国家公园是具有多功能的目标需求的。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

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要实现国家公园的多目标管理，就需要对国家公园在空间上进行功能区划，把国家公园划分为多个不

同的功能分区，在不同的功能区开展差别化的自然资源管理措施，发挥各功能区的主导功能。 

(2)环境胁迫的分类管理： 

针对不同的环境胁迫类型进行分类管理，这样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方式，能发挥自然资源的最大效益。通过全面查找神农架

国家公园内易受干扰自然资源的薄弱环节，神农架国家公园内存在：①水资源过度开发、小水电关停进展缓慢、生态放流措施

不够；②矿山开采及矿渣堆放问题；③河道采石场管理过乱、河道采砂整治不到位；④自然灾害及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环

境问题；⑤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⑥国家公园原住民生产生活活动带来的环境问题等等。针对以上问题，国家公园可采取

的措施包括：①针对小水电问题，采取生态放流及小水电关停等政策；②实行萎缩化管理，逐步取缔探矿权；对矿山实行严查

重管，严厉打击偷采盗采等破坏生态的行为；③对山体进行裸露修复，以消除安全隐患；④按照规划要求设置并审批采砂点，

杜绝非法采砂；并对全区重要河流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对清理出来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全面规范采砂行为；

⑤针对公路建设对野生动物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生态廊道建设；⑥加强重点流域环境管理，严格流域和区域取用水总

量控制；强化对主要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审批和监管；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切实加强湖泊环境保护。 

(3)公众参与的分级管理： 

是在政府主导下对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进行完善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实现国家公园内资源的有效保护，全民共享发展成

果，共同承担国家公园建设和保护事务的过程。公众共同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中。 

(4)协调发展的分期管理： 

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确保环境保护优先和不损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优先发展谁，谁先获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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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获利，通过对各种利益的增进，最终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3 关键生态过程的保护/恢复 

3.1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保护 

川金丝猴是神农架的旗舰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川金丝猴仅分布于四川北部及甘肃南部、陕西秦

岭和湖北神农架 3个孤立的地区，其中湖北神农架是我国川金丝猴种群分布最东端的孤立种群，种群数量 1400余只，被认为川

金丝猴湖北亚种，在金丝猴进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是川金丝猴重要的分布区。神农架川金丝猴的

研究保护对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科学价值
[3]
。 

神农架川金丝猴的研究起步较早，所涉及内容广，但利用保护生物学手段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近年来才逐渐迈上正轨。由

于其分布地域特殊、相对数量较少、生境破碎化程度高，利用综合多学科的保护生物学研究方法正是开展川金丝猴的保护与管

理工作的迫切需求。 

神农架川金丝猴的保护目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栖息地生境需要进一步拓展：随着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金丝猴数量逐

渐增长，原本有限的栖息地遭受过度的利用。由于旅游开发、公路建设等造成的生境破碎化也使该物种步入近交衰退的边缘。

(2)综合多学科的保护性研究工作(例如遗传多样性、食物营养)等薄弱的基础生物学研究需进一步加强。(3)跨区域保护协调需

加紧推进：围绕国家公园和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原则，亟待加强相邻地区的合作[3]。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的建议为：①积

极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物廊道建设工程，保障物种基因交流与永续繁衍，维护公园内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并通过行

政区划的调整，构建生物廊道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神农架国家公园区域及神农架生物多样性生态“大保护”格局。②加强监测

体系的建设。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各级保护区为枢纽，基层保护站点为基础的监测网络。③对川金丝猴退化生境除了自然

恢复还要进行人工恢复。④全面开展金丝猴本底调查，多学科交融，掌握金丝猴生物资源和栖息地状况。⑤强化宣传教育和依

法保护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和强有利的宣传教育手段，促进社区能力建设，强化公众的保护意识，形成有利于金丝猴及其他野

生动物保护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3.2基于水体底栖动物的关键生态过程的保护 

神农架地处华中腹地，是长江与汉水的分水岭，森林覆盖率高达 96%以上，其南面的香溪河水系注入长江，每年可蓄水 30

余亿 m
3
,可少向长江三峡库区排放泥沙 700 多万 t。北面的南河和堵河水系汇入汉江后到达丹江口水库，水量占丹江口水库水量

的 20%。因此，神农架国家公园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生态基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三峡库区最大的天然

绿色屏障，生态地位十分重要[4]。神农架水资源的保护工作关系着国家的生态安全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选取神农架国家公园水系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为对象开展关键生态过程研究。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是指生命周期的全

部或部分生活在水体底部的大于 500um的水生无脊椎动物群[5]。具有种类繁多，生活周期短，体型较大，对外界干扰的反应具有

不同的敏感性且反应准确的特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生物监测[6,7]。基于神农架地区的现状，开展关键生

态过程辨识研究，并充分考虑神农架国家公园水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环境胁迫如小水电干扰对关键生态过程中脆弱环节的影响，

为关键生态过程保护与恢复提供示范研究。 

为开发水资源以及缩小城镇经济差距，在山区溪流兴建水电站等水利工程的建设无疑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巨大难题[8,9]。但在

开发这一清洁能源的背后却潜藏着无数的环境隐患[10]。水电站的修建破坏了溪流的自然形态，流量减小、水流断流、河道干涸

使溪流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11～13],。小水电站的建设对溪流的水体理化因子影响较小，但对溪流的流速、水深等物理因子影响

较大
[14]

。现今有地区在管理时将小水电妖魔化视为“生态之祸”,进行小水电一刀切除的极端管理举措。此做法既不符合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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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政策，大批的拆除也造成了生态的负面影响。基于底栖动物计算最小生态需水量和合理的下泄流量将对减缓水电站在溪

流生态系统造成的环境破坏提供技术路线[15,16]。在确定环境流量的阈值问题和管理执行时，应综合生态系统价值和满足人类生活

所需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通过多种方法和多学科结合来共同计算环境流量。对于企业由于生态放流而损失的发电量，政府部

门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应根据不同的管理需求和季节差异对补偿的金额进行调整。 

物种功能性状能够很好地反映生态系统功能及服务，是当前评价生物对环境响应的有效方法[17]。中国地区由于水生底栖动

物生活史性状及其它功能性状信息的缺乏，相关研究借鉴北美地区的功能性状数据。例如蜉蝣科蜉蝣属中的梧州蜉在神农架地

区为一化性，而该属在北美地区为半化性，慢的季节性发展[18]。因此，建议在神农架地区尽早完善水生昆虫及其它大型底栖动

物的生活史性状信息，建立地方的生活史性状数据库，最终服务于相关研究。在对神农架地区水生昆虫及其它大型底栖动物的

特有生活史性状保护中，需要重新划定保护区域。重新划定的过程中若占用了当地农牧民土地的，需要对占用的土地进行现金

补偿。此外，神农架国家公园山体具有明显的垂直气候带，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依次呈现出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的

气候特点，在对某一物种进行保护时，需要以流域为单位，保护其不同海拔梯度下的生境，才能保证该物种能完成完整的生活

史和不同的生活史过程。 

4 结语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于 2020 年完成阶段性试点任务。我国在 2021 年将正式成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在对神农架国家

公园接下来工作的展望中，应大胆探索，主动作为。本文从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全面整

合交叉重叠和相邻的自然保护地及相关保护管理机构的行政区划调整，来进行统一管理、分区管理。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建设与

发展，不可能脱离周边区域，因此需站在整体区域的层次上(包括所在地神农架林区及周边县市)统筹，包括“山水林田湖”及

人类生产生活等。具体管理措施为解析具体的环境胁迫，识辨关键的生态过程等来开展自然资源分区管理、环境胁迫分类管理、

公众参与分级管理、协调发展分期管理等管控技术体系。通过神农架国家公园的试点工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及所在区域的

社会经济与生态功能协同提升提供范例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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