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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然而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往往具有

不同的管理目标，因此对于监测数据具有不同的需求。为满足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管理的差异性需求、提高生态

监测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监测效率，探讨了基于管理分区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并以神农架

国家公园为例，应用面向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构建出两个管护小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

系。研究结果表明神农架国家公园两个管护小区在监测内容和监测指标上都存在差异，反映出两个小区管理目标的

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基于管理分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满足不同管理分区的监测需求，

可为我国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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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是指大面积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区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以及这一区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同时提供

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精神享受、科学、教育、娱乐和参观的机会[1]。对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是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工作的

基础[2]。首先，长期的监测和研究能帮助识别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和威胁因素，为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提供必要的

数据和信息支持[3～5],促进国家公园的科学高效管理；第二，对国家公园的生态监测能够帮助了解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状况，为

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有效信息
[6,7]

;此外，国家公园开展的监测工作能够揭示管理活动对国家公园的影响，

为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信息[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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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逐步开展，先后批准了三江源、神农架等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完善监测指标体系和技术体系，定期对国家公园开展

监测”(总体方案)。为实现我国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建立科学高效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势在必行。然而，我国目前的国

家公园试点多由各类型自然保护地整合设立，现行监测工作多源于科研项目监测或由资源环境的调查与研究替代。试点内监测

活动相对零散，各类型监测目标不同，监测指标杂乱，协同性不足，未能形成科学完善的监测体系，难以满足国家公园的管理

需求[11]。叶菁等在分析国外国家公园监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熊猫调查技术规程、在线调查和实地调研、座谈咨询结果，探

索构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监测指标体系[12]。姚帅臣等提出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探索如何围

绕国家公园管理目标整合现有监测资源、构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13]。 

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复杂性、多样性、空间分布差异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其不同区域的管理目标具有差异性。例如，神

农架国家公园具有森林、灌丛、草甸、湿地、农田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且各类型生态系统广泛分布于园内不同区域。在以

森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区域，管理目标集中在保护与恢复森林、保护珍惜野生动植物、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而在以湿地生

态系统为核心的区域，管理目标的重点则在于保证优良水质、提高水源涵养功能、增强径流调节等。因此，要更好地服务国家

公园的管理目标和管理需求，国家公园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就必须因“区”制宜、更具有针对性。 

为此，本文选择神农架国家公园不同的管理分区作为研究区，利用面向管理目标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构建神农

架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探讨基于管理分区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可行性，以期为我国国家

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持。 

1 研究区概况 

神农架国家公园位于神农架林区的西南部，地处秦巴山脉的东段，总面积约 1.17×103km2,拥有以神农架川金丝猴为旗舰物

种的丰富生物多样性，拥有北半球保存最为完好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与北亚热带山地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拥有亚高山珍稀

的泥炭藓湿地生态系统、古老的地质遗迹和壮美神秘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资源。神农架国家公园在行政上跨越神农架林区九

湖镇、下谷乡、木鱼镇、红坪镇和宋洛乡 5个乡镇 25村行政管辖区域，在管理上划分为大九湖、神农顶、木鱼和老君山 4个管

理区，4个管理区又细分为 18个管护小区。由于资源禀赋和管理现状不同，不同管理分区和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选取大九湖管护小区和木鱼管护小区作为研究区。大九湖管护小区主要为原生态自然湿地，其生态系统包括亚高山

草甸、泥炭藓沼泽以及河塘水渠等湿地类型。小区内拥有斑羚、草原鹭、白鹤、小灵猫、黄杉、野大豆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

植物。此外，它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内居民生活生产活动较少，主要人类活动为旅游。木鱼管护

小区主要为森林，其生态系统包括山地灌丛、温性针叶林、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等类型。小区内具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拥有猕猴、伞花木、篦子三尖杉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区内人类活动强度较高，居民生活生产、基础建设、旅游等活动

较多。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2.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图 1)。该方法包括确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目标、识别国

家公园管理目标、识别国家公园关键生态过程、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和确定最终监测指标清单 5

个步骤[13]。通过将关键生态过程与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相匹配来识别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和内容，因此构建出的指标体系能够最

大程度的服务于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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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13] 

利用该方法，本文对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和木鱼管护小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首先，参考相关的法规条例、

管理计划、规划方案等，结合实地调研、访谈等识别大九湖和木鱼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其次，通过将现有研究成果与深度访

谈和实地调研工作结合，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种群四个层级上识别大九湖和木鱼管护小区关键的生态过程。然后，在识

别管理目标和关键生态过程后，建立大九湖和木鱼管护小区管理目标与关键生态过程的相关性分析矩阵，确定出需要监测的生

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最后，对初始监测指标进行分析，剔除可行性较低的监测指标，综合考虑最终指标的灵活性、

时效性以及对现有手段和方法的适应性，将监测指标进行分级，确定大九湖和木鱼管护小区监测指标体系。 

2.2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主要通过文献查阅、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得。2019年 8月 11～25日，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开展

为期 14 天的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实地考察了大九湖、神农顶、官门山等地，与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及下辖 4 个管理处、5

个管护中心的管理人员围绕国家公园管理和监测开展座谈活动 10 余次、深度访谈 20 余人次，收集神农架国家公园本底数据、

政策规划、监测项目等相关资料。调研前、中、后期，就国家公园生态监测问题咨询生态、旅游、林业、气象、管理等不同研

究领域专家 50余人次。 

通过文献查阅，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用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各管理分区、管护小区的生态过程的识别；通过资料收集和

实地考察获得核心资源、生态系统类型、野生动植物分布等数据，用于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各管理分区、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的

识别；通过座谈和深度访谈了解神农架国家公园及各管理分区、管护小区的管理活动、监测现状、科研进展等，支撑管理目标

和生态过程的识别；通过文献查阅和咨询专家意见来识别关键生态过程并对关键生态过程和管理目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3 结果分析 

3.1管理目标的识别 

基于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人员的访谈结果和实地调研所获得的信息，确定两个管护小区的保护核心，在此基础上，结合

《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神农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等相关法规条例和规划方案中反映出的管理重点，最终识别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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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表 1)。 

表 1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管护小区与木鱼管护小区管理目标 

大九湖管护小区 木鱼管护小区 

1.保护亚高山泥炭藓湿地和亚高山草甸 1.保护与恢复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 

2.保证优良水质 2.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猕猴、伞花木等) 

3.提高水源涵养功能 3.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完整 

4.增强径流调节功能 4.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5.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草原鹭、白鹤、黄杉等) 5保障社区居民生计 

6.保护景观资源的原真性 6.严格控制人类活动(旅游、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和强度 

7.减少旅游活动干扰 
 

 

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关键物种是建设国家公园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两个管护小

区的管理目标都包括对核心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两者差异在于保护的生态系统类型和动植物种类不同。 

大九湖管护小区核心生态系统为原生态亚高山湿地，珍稀动植物有草原鹭、白鹤、黄杉等。小区内居民很少，主要人类活

动为旅游，干扰程度低，因此尽量减少旅游活动的干扰并保护湿地景观的原真性十分重要。此外，大九湖湿地作为“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充分发挥其作用至关重要，提高其水源涵养和水文调节功能必然是管理的重点。 

木鱼管护小区核心生态系统则为各类型森林，珍稀野生动植物有猕猴、伞花木等。小区内居民较多，是神农架国家公园内

居民最为集中的区域，森林资源利用和干扰程度都较高，木鱼管护小区的管理强调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和干扰，并对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完整。此外，考虑小区内大量居民的存在，在保护的同时，保障居民

生计也是关注的重点。 

3.2关键生态过程的识别 

对相关文献中关于神农架国家公园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结合对当地管理和科研人员的访谈结果以及对各个管护小区的实

地调研收集的数据资料，列出两个管护小区的生态过程清单，经咨询相关专家最后确定出这两个管护小区的关键生态过程(表 2)。 

表 2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管护小区与木鱼管护小区关键生态过程 

 
大九湖管护小区 木鱼管护小区 

区域 气候变化、水文调节 气候变化 

景观 小气候调节、地表径流 小气候调节、土地利用变化、景观破碎化 

生态系统 生态演替、碳循环、初级生产力、干扰 生态演替、物种多样性变化、初级生产力、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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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 动物迁徙、外来物种入侵、种群动态 植被更新、外来物种入侵、种群动态 

 

在区域尺度上，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都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14,15],气候变化对于两个小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16,17]。湿地具有

重要的水文调节功能，大九湖湿地处于三峡、丹江口库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第二蓄洪库区的交会处，是江汉流域重要

的生态屏障之一，直接或间接影响上述地区及周边流域调、蓄洪能力和水源水质状况[18,19],因此，水文调节是大九湖管护小区不

可忽略的生态过程。 

在景观尺度上，森林、湿地、灌丛、草甸等都具有调控区域小气候的重要功能
[20]
,不同的小气候条件也造就不同的景观特征。

在大九湖管护小区，湖泊水位和地表径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九湖湿地的景观格局[21]。而在木鱼管护小区，由于大量人口和

社区的存在，从居民生产生活到城镇扩张以及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该小区的景观格局[22],因此，这一尺

度下土地利用变化显得尤为重要[23]。土地利用变化还伴随着景观的破碎化，减少了连通性。 

在生态系统尺度上，生态演替是关键的生态过程，在演替的不同阶段，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异。此外，无论是森

林还是湿地，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都是反映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是重要的生态过程[24]。在两个管护小区，由于人类活

动的存在，人为干扰也是重要的人为过程
[25]

。在大九湖管护小区，大九湖泥炭藓湿地是中国亚热带地区最大的亚高山泥炭地
[26]
,

泥炭地碳循环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
[27,28]

。 

在种群尺度上，外来入侵物种会局部改变物种原有的空间分布格局，甚至影响一些本地物种的生存[29]。种群动态是种群发

展中总体数量变化情况，反映了种群数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对了解种群特征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30,31]。因而，对于两个管

护小区来说，外来种入侵和种群动态都是关键的生态过程。此外，大九湖湿地位于中国候鸟南北迁飞的中线通道，在每年的迁

徙期间，大量候鸟在此经停休整，湿地内广泛的分布的湖泊水系也为鱼类迁徙提供通道[32]。对于木鱼管护小区，植被更新是森

林管理中的重要生态过程[33]。 

3.3相关性分析 

通过文献查阅结合专家意见的方法对两个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和关键生态过程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3、表 4),确定两个管护

小区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及其时间和空间尺度。 

从表 3 和表 4 中可以看出，两个管护小区的所有管理目标都与至少一个关键生态过程存在直接关系，这说明识别出的关键

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具有较高的匹配度。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关键生态过程都与管理目标存在直接关系。例如，在表 3 中，

大九湖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提高水源涵养功能与关键生态过程水文调节存在直接关系，管理目标增强径流调节功能与关键生态

过程水文调节和地表径流存在直接关系；而关键生态过程生态演替只与保护亚高山泥炭藓湿地和亚高山草甸、保护野生珍稀动

植物、保护景观资源的原真性这 3 个管理目标之间存在弱关系或间接关系。在表 4 中，木鱼管护小区的管理目标合理利用森林

资源与关键生态过程初级生产力、干扰和植被更新存在直接关系；而关键生态过程气候调节只与管理目标保护与恢复森林、灌

丛等生态系统存在弱关系或间接关系。 

因此，综合考虑现有监测基础和监测的针对性，暂时选取与管理目标具有直接关系的关键生态过程进行监测，既能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管理需求，又可以提高监测的效率。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确定出两个管护小区需要监测生态过程(表 5)。大九湖管护

小区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包括气候变化、水文调节、地表径流、碳循环、初级生产力、干扰、动物迁徙和种群动态；木鱼管护

小区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包括景观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生态演替、物种多样性变化、初级生产力、干扰、植被更新和种群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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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大九湖管护小区管理目标与关键生态过程相关性分析 

大九湖管护小区管理目标 

关键生态过程 

区域 景观 生态系统 种群 

气候

变化 

水文

调节 

小气候

调节 

地表

径流 

生态

演替 

碳循

环 

初级生

产力 

干

扰 

动物

迁徙 

外来物种

入侵 

种群

动态 

1.保护亚高山泥炭藓湿地和亚

高山草甸 
* ★ * * * ★ ★ ★ * * * 

2.保证优良水质 
 

★ 
 

★ 
 

* 
 

* 
   

3.提高水源涵养功能 * ★ * * 
   

* 
   

4.增强径流调节功能 
 

★ * ★ 
   

* 
   

5.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草原

鹭、白鹤、黄杉等)   
* 

 
* * * ★ ★ * ★ 

6.保护景观资源的原真性 ★ 
 

* 
 

* * * ★ * * * 

7.减少旅游活动干扰 
     

* * ★ ★ 
 

★ 

 

表 4木鱼管护小区管理目标与关键生态过程相关性分析 

木鱼管护小区管理目标 

关键生态过程 

区域 景观 生态系统 种群 

气候

变化 

小气候

调节 

景观破

碎化 

土地利

用变化 

生态

演替 

物种多样

性变化 

初级生

产力 

干

扰 

植被

更新 

外来物

种入侵 

种群

动态 

1.保护与恢复森林、灌丛

等生态系统 
* * * ★ * ★ ★ ★ ★ 

 
* 

2.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

(猕猴、伞花木等)  
* ★ ★ * ★ * ★ * * ★ 

3.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完

整   
★ ★ ★ ★ 

 
★ * * * 

4.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 * 
 

* ★ ★ ★ 
 

* 

5.保障社区居民生计 
  

* ★ 
 

* ★ ★ * 
 

* 

6.严格控制人类活动范围

和强度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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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大九湖管护小区与木鱼管护小区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 

 
大九湖管护小区 木鱼管护小区 

区域 气候变化、水文调节 — 

景观 地表径流 景观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 

生态系统 碳循环、初级生产力、干扰 生态演替、物种多样性变化、初级生产力、干扰 

种群 动物迁徙、种群动态 植被更新、种群动态 

 

确定出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后，根据监测要求和监测方法的差异，对监测内容作进一步的梳理与凝练。大九湖管护小区监

测内容包括气象、水文、水质、碳通量、植被、人类活动、野生动物等；木鱼管护小区监测内容包括景观格局、植物群落、野

生动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和土壤。围绕这些监测内容，通过文献查阅和专家咨询的方法，制定初始的监测指标清单。 

3.4监测指标确定 

对两个管护小区所制定初始监测指标进行可行性分析，剔除一些可行性较低的监测指标，确定最终的监测指标清单，并对

最终确定的生态监测指标进行分级。分级主要基于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结果以及专家咨询意见，同时权衡监测成本、灵活性、

时效性及对现有手段和现有知识的适应性等方面。此外，考虑到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实际情况，暂将两个管控小区的生态监测指

标分为两级。一级指标由基础指标和现有监测能够实现的指标构成，可以立即使用，最大程度的利用了两个小区现有监测资源；

二级指标是较为完整的监测指标体系，能够覆盖更多的细节。 

最终，大九湖管护小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由两级共 52 个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 26个，二级指标 26个(表 6)。一级指标

中基础指标包括植被类型、野生动物种类等，现有监测能够实现的指标包括空气温湿度、降雨量、蒸发量等。二级指标包括植

被盖度、生物量、种群结构等更深入的指标。 

木鱼管护小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由 51个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 20 个，二级指标 31 个(表 7)。一级指标中基础指标包括

土地利用类型、植物种类等，现有监测能够实现的指标包括濒危物种、土壤含水量等。二级指标包括物候、多样性、土壤生物

等指标。 

表 6大九湖管控小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生态过

程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层级 1 层级 2 

气候变

化 
气象 

空气温度、地表温度，相对湿度、 

空气湿度，降水量，蒸发量，风速 

日照时间，最高温、最低温，最大降水量，

极端天气 

水文调

节地表

径流 

水文 
水位、潜水埋深，地表水深 

(湖泊、河流、沼泽湿地),流量(地表水) 

洪水成灾强度及水灾持续时间，低水位或

干旱及持续时间，最高水位，水温 

水质 泥沙含量，透明度，溶解氧，pH,五日氧化需氧量 总硬度，氨氮，总磷，总氮，挥发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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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高猛酸盐指数 

碳循环 
碳通

量 
二氧化碳通量，氧化亚氮通量，甲烷通量 

 

初级生

产力 
植被 

植被类型、面积及其分布，挺水植物、沉水植物和 

漂浮植物的种类和分布，藻类种类 
盖度，生物量，人类干扰活动类型和强度 

干扰 
人类

活动 
游客数量，非法活动 游客活动范围 

动物迁

徙种群

动态 

野生

动物 

野生动物(水鸟、鱼类、两栖、浮游、底栖)种类、数量、分布，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种群数量、分布，迁徙通道(兽类与鱼类),迁徙时间、

迁徙数量，迁徙路线(鸟类)及时间 

种群结构，迁入和迁出，出生和死亡，繁

殖习性，食物丰富度，栖息地基本状况，

受威胁因素和强度 

 

表 7木鱼管控小区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生态过程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层级 1 层级 2 

景观破碎化土地利用变

化 

景观

格局 
土地利用类型 

景观丰富性，景观多样性，景观均匀度，

斑块数量，斑块间平均距离 

生态演替物种多样性变

化初级生产力植被更新

种群动态 

植物

群落 

植被类型、面积及其分布，植物种类(物种数),濒危

物种、特有种，植被天然更新状况，虫媒传粉昆虫

密度，人工复制更新 

盖度，生物量，物候，多样性，有害入侵

物种，人类干扰活动类型和强度 

生境 生境类型，不同生境面积及其边界 
生境覆盖率，生境多样性，生境斑块数量，

生境斑块面积 

土壤 
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

土壤酸碱度，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生物，全氮，全磷,全钾，全盐量，重

金属 

野生

动物 

野生动物(兽类、鸟类)种类、数量、分布，珍稀濒

危物种及其种群数量、分布 

种群结构，迁入和迁出，出生和死亡，繁

殖习性，食物丰富度，栖息地基本状况，

受威胁因素和强度 

干扰 
人类

活动 

居民数量，游客数量，生产生活区域，污染物种类

和数量 

非法活动，种养殖业面积，民生基础设施

建设 

 

从表 6 和表 7 中可以看出，两个小区在监测内容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大九湖管护小区监测内容侧重于气象、水文水质、碳

通量等，而木鱼管护小区监测内容侧重于景观格局、生境、动植物监测等。此外，由于对应生态过程和监测对象的不同，概括

名称相同的监测内容在监测指标上也会存在差异。以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的监测为例，大九湖管护小区野生动物监测指标包括

野生动物(主要是水鸟鱼类等)种类、迁徙通道、迁徙时间和数量等，木鱼管护小区野生动物监测指标则为野生动物(主要为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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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鸟类等)种类、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结构等；大九湖管护小区人类活动监测指标包括游客数量、非法活动和游客活动范围，木

鱼管护小区人类活动指标则包括居民数量、污染物种类数量、种养殖业等，指标相对更多。 

无论是监测内容还是监测指标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小区管理目标的差异。这表明，基于细化管理分区的生态

监测指标体系更具有针对性，能够较好的满足管理需求。 

4 结论与讨论 

为满足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管理的差异性需求，提高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应用面向国家

公园管理目标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探讨基于管理分区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并以神农架国家公

园为研究区，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管护小区和木鱼管护小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结果表明，首先识别两个小区的管理

目标和关键生态过程，再通过对管理目标与关键生态过程的相关性分析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进而确定的监测指标能够反

映出两个小区管理目标的差异，说明了基于管理分区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更具有针对性，能够较好的满足需求。 

面向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同类型监测的整合问题，并使监测指标能够最

大程度的服务与国家公园的目标。本文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公园不同管理分区的差异，探索了国家公园不同管理

分区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将不同管理分区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相匹配得出的监测内容和监测指标，能够真正监测到各

分区的核心要素，又能最大程度的服务于监测需求和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提高了指标体系在不同管理分区的适用性和效率。

此外，基于管理分区的监测指标体系能够针对各分区原有的资源特性、面临问题、监测现状等差异，明确各分区监测体系建设

的重点，监测指标的分级策略也更有利于在已有基础上开展生态监测体系的建设。 

本文基于管理分区探讨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对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做了进一步探索。然而，国

家公园的生态监测极为复杂，研究成果的应用还面临着诸多难题。首先，有针对性的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国家公园科学

合理的管理分区，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目前都进行了管理分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果的进一步应用。其次，监测指

标体系的落地实施还应当有监测技术选择、监测基线确定等方面的技术配套，未来需要加强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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