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优先数字出版时间：２０１４?７?２８
网络优先数字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５７／ｊ．ｃｎｋｉ．ｇｘｋｘｙｘｂ．２０１４０７２８．００１．ｈｔｍｌ
广西科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３）：１９６～２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黎　宁（１９７２?），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土壤与生

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研究。

广西自然基金项目（２０１０ＧＸＮＳＦＥ０１３００３）资助。

广西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与类型结构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黎　宁，黄小卜，黄良美，韦　锋，秦旭芝

ＬＩ Ｎ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ｕ，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ｍｅｉ，ＷＥＩ Ｆｅｎｇ，ＱＩＮ Ｘｕ?ｚｈｉ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２８）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５３００２８，Ｃｈｉｎａ）

摘要：【目的】研究广西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与类型结构现状，为广西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通过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卫星遥感解译、数理统计相结合，研究和分析当前广西自然保护区数量、面

积、区域分布和类型结构等现状和特征。【结果】广西自然保护区数量为 ７７ 处，保护区陆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

的 ５．６４％；地域分布上侧重于广西西部的百色市和崇左市，以及北部的桂林市，东部和南部偏少；类型有 ５
种，结构上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结论】广西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偏少，面积偏小；地域分布上西部和北部较

多，中部、东部和南部较少；类型结构上，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比例大，内陆湿地类型以及古生物遗迹等类型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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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
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
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

内陆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
护和管理的区域，是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科
学研究基地，也是保护、发展和研究野生生物资源及
自然历史遗产的主要场所，更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生
物种源的储存地和基因库。广西自然保护区发展至

２０１３ 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多样性的保护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分析自



然保护区数量、面积和类型等现状和不足，对广西进
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水平，保护自然资
源有重要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对广西自然保护
区的研究通常侧重于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提出对

策或建议［１～４］，或就某个自然保护区进行较深入的
物种资源或多样性研究，而对整体布局和结构方面
的深入研究报道相对少见。潭伟福［５］２００５ 年认为
广西许多生态脆弱区域、重要湿地和珍稀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没有纳入保护区范围，截止 ２００８ 年，约

７６％的重点保护区植物不在保护区覆盖地域，并认
为自然保护区布局存在较大的缺陷［６］；黎德丘［７］

２００８ 年对当时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现状进行了探
讨，也指出广西自然保护区布局不均，数量和面积偏
小，类型结构欠合理。【本研究切入点】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开展基础调查的工作成果，分析截
止 ２０１３ 年末广西所有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和类型
的现状，讨论存在问题和不足，为广西自然保护区发
展提出建议。【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为了掌握目前广
西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边界、区域分布和类型结
构等方面的真实状况，本研究实施了针对全区所有
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调查工作，通过文本资料收集和
查询、网络搜索、实地调查、走访保护区管理机构、调
查表填报、专家咨询、卫星影象判读和数理统计等方
法，掌握了全面详实的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所有隶属于广西环境保护厅、林业厅、国土资
源厅、海洋局、水产畜牧兽医局等 ５ 部门的 ７８ 个自
然保护区（２０１１ 年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开展基础调
查研究，研究自然保护区级别、数量、面积、功能分区
和边界变化，以及保护区地域分布和类型结构。

１．２　方法

　　（１）资料收集

　　通过走访管理部门和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网络
搜索等方法，收集、整理自然保护区历史资料，掌握
自然保护区批建文件、科考报告、总体规划等资料。

　　（２）现场调查

　　对一些资料不全的自然保护区开展现场调查，
采取走访保护区管理机构，现场填写调查表、拍照和
咨询专业人员等形式获取和完善保护区基础信息。

　　（３）卫星遥感解译

　　对部分边界数据不完整或尚未确界的保护区，
结合现场调查或资料记录的坐标信息，通过卫星遥

感影像进行区域和边界确定，获取保护区的矢量数
据，以核实面积、边界和范围。

　　（４）数理统计

　　对保护区级别、面积、物种数量、管理人员等信
息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趋势及关联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自然保护区数量

　　根据调查结果，广西自然保护区总数共计 ７７
处。其中，国家级保护区 ２１ 处，占总数的 ２７．２７％；
自治区级保护区 ４７ 处，占总数的 ６１０４％，接近全
部自然保护区总数的 ２／３；市级保护区 ３ 处，占总数
的 ３．９０％；县级保护区 ６ 处，占总数的 ７．７９％。自
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说明自然保护区的管
理、发展主要以自治区政府层面为主，市级和县级保
护区数量少。从过去几年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级别调
整情况看，部分自然保护区升格到高级别保护区，或
新建保护区直接设定为高级别保护区，说明广西自
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和标准逐年提高。调查显示，自

２００８ 年末起，有大容山国家森林公园、青龙山自然
保护区、拉沟自然保护区等或新建、或合并、或升格
为自治区级保护区；雅长兰科植物自然保护区、崇左
白头叶猴自然保护区、大桂山鳄蜥自然保护区、邦亮
黑冠长臂猿保护区、恩城自然保护区、元宝山自然保
护区、七冲自然保护区等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２　自然保护区面积

　　过去几年，一些保护区面积有所变动，截止

２０１３ 年末，广西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１３８．０７２９ 万

ｈｍ２，其中陆域保护区面积 １３３．５４ 万 ｈｍ２，占广西
国土面积 ２３６７ 万 ｈｍ２ 的 ５．６４％。不同级别的保护
区面积有所不同，自治区级保护区总面积较大，比例
较大，其次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对而言，市级和
县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比例较小（表 １）。

　　２０００ 年，我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８％，２００４ 年为 １４％，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１６％，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４．９％，超过了全球 １２％的平均水平，国家环保部
周生贤部长 ２０１０ 年预计该比例到 ２０２０ 年能达到

１７％。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名
录［８］显示，２０１２ 年底，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稀贵的
北京、上海市和天津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比例均超过广西同期，周边各省中，也仅有贵州省
比广西稍低，可见广西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目前尚处于偏低水平（表 ２）。

７９１黎　宁等：广西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与类型结构分析 　 　　



表 １　广西自然保护区数量、面积与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城市
Ｃｉｔｙ

国家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自治区级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市级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面积
Ａｒｅａ

（×１０４ ｈｍ２）

桂林市
Ｇｕｉｌｉｎ ｃｉｔｙ ３ ９ ０ ０ １２ ４１．４４

百色市
Ｂａｉｓｅ ｃｉｔｙ ４ ９ ２ ４ １９ ３７．９５

崇左市
Ｃｈｏｎｇｚｕｏ ｃｉｔｙ ３ ４ ０ ０ ７ １６．６０

防城港市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３ ０ ０ １ ４ ７．０６

河池市
Ｈｅｃｈｉ ｃｉｔｙ ２ ３ ０ ０ ５ ６．８３

南宁市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１ ５ １ ０ ７ ５．１７

贺州市
Ｈｅ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１ ４ ０ ０ ５ ５．０８

北海市
Ｂｅｉｈａｉ ｃｉｔｙ ２ １ ０ ０ ３ ４．５４

玉林市
Ｙｕｌｉｎ ｃｉｔｙ ０ ４ ０ ０ ４ ４．３５

柳州市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１ ２ ０ １ ４ ４．２９

来宾市
Ｌａｉｂｉｎ ｃｉｔｙ １ ３ ０ ０ ４ ３．４５

梧州市
Ｗ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８５

钦州市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２８

贵港市
Ｇｕｉｇ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１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 ４７ ３ ６ ７７ １３８．０７

海域保护区面积［注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０４ ｈｍ２） ４．２５ ０．２８ ０ ０ ４．５３

陆域保护区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０４ ｈｍ２） ３３．１６ ８５．８７ ６．７９ ７．７２ １３３．５４

保护区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０４ ｈｍ２） ３７．４１ ８６．１５ ６．７９ ７．７２ １３８．０７

占保护区总面积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２７．１０ ６２．３９ ４．９２ ５．５９ １００

陆域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１．４０ ３．６３ ０．２９ ０．３３ ５．６４

　　注 １：九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河池市与柳州市，面积分别计算，数量（处）统计在河池市。

　　Ｎｏｔｅｓ １：Ｊｉｕ Ｗａｎ Ｄａ 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Ｈｅｃｈｉ ａｎｄ Ｌｉｕｚｈｏｕ，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ｗｈｉ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ｅｃｈｉ ｃｉｔｙ．

　　注 ２：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域面积 ３５０００ｈｍ２，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８０００ｈｍ２）海域面积 ４９７０ｈｍ２，北仑河
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 ３０００ｈｍ２）海域面积 ２９２０ｈｍ２，茅尾海红树林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海域面积 ２７８４ｈｍ２。

　　Ｎｏｔｅｓ 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ｐｕ ｄｕｇ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ＷＡＳ ３５０００ ｈｍ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ｋｏｕ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ｗａｓ
４９７０ ｈｍ２ｗｈｉｌ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８０００ ｈｍ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ｅｉｌｕ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ｗａｓ ２９２０ ｈｍ２ｗｈｉｌ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３０００ ｈｍ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
ｅａ ｏｆ Ｍａｏｗｅｉ Ｓｅａ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ｗａｓ ２７８４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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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西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比例、数量与其他省份的比较（２０１２ 年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ｒｅａ，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２０１２）

项目
Ｉｔｅｍ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湖南
Ｈｕｎａｎ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保护区面积占国土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１４．９０ ８．１６ １４．８０ ７．６３ ９．４７ １８．２０ ５．３８ ６．０７ ７．２４ ５．９５

数量（处）
Ｎｕｍｂｅｒ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２６６９ ２０ ４ ４ ５０ ３６８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５９ ７８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即使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里，广西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比例偏低的状况仍
无大改观。广西环境保护厅等 ５ 部门编制的广西自
然保护区“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广西
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总面积占国土比例大于

６％；广西林业厅对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该比例达 ７．９％，２０３０ 年达 ８．５％
以上［９］。从总面积来看，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依
然较为落后，谭伟福［５］和黎德丘［７］分别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就指出我区保护区面积建设相对落后的情
况，谭伟福［５］认为其主要原因为单个保护区面积过

小导致保护区总面积不大。

２．３　自然保护区区域分布

　　从分布上看，广西自然保护区遍布全区 １４ 个市
（表 １）。其中，面积最大的前 ３ 个城市为桂林市、百
色市和崇左市；面积最小的 ３ 个城市则为梧州市、钦
州市和贵港市。整体上，广西盆地的边缘地区以及
山地地区，比如桂北地区和桂西北地区，自然保护区
分布相对较多，而盆地中间的平原地区以及广西东
部和南部区域分布则相对少（图 １）。７７ 处自然保护
区中有 ２４ 处分布在桂西北的百色和河池，有 １６ 处
分布在桂北的柳州和桂林，有 １２ 处分布在桂中的南
宁、来宾和贵港，有 ８ 处分布在桂南的钦州、北海和
防城港，有 ７ 处分布在桂西南的崇左，有 １０ 处分布
在桂东的贺州、梧州和玉林。黎德丘［７］２００８ 年提及
我自然保护区主要集中于桂西、桂北及桂南经济区，
而桂东、桂中经济区的保护区面积则较小，说明广西
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布局不均。本文调查结论与之
一致，说明 ２００８ 年至今广西自然保护区布局尚无显
著改变。

２．４　自然保护区类型结构和格局

　　根据《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ＧＢ／

Ｔ１４５２９－９３），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分为 ３ 大类别 ９

种类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广西自然保护区建设的
快速发展阶段，之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数量仅有 ３
处，有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植物 ２ 种类型，随后广西
加快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先后建立了一批以森林
生态系统、野生生物、地质遗迹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
然保护区，扩展了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和数量，其中又
以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为主。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保
护对象的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始建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一步丰富了自然保护区的
类型。

图 １　 广西自然保护区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表 ３ 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已建
立 ７７ 处自然保护区，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
物类、自然遗迹类 ３ 大类别 ５ 种类型，自然生态系统
类自然保护区是广西自然保护区的主体，主要包括
森林生态系统和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 ２ 种类型，其
中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明显占主导地位，
其次是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而草原和草甸生态
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
系统类型和古生物遗迹类型的保护区数量为空白。

９９１黎　宁等：广西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与类型结构分析 　 　　



表 ３　广西各类型自然保护区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类别
Ｓｏｒｔ

类型
Ｔｙｐ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Ａｒｅａ

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公顷
Ｈｃｔａｒｅｓ
（ｈｍ２）

比 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自然生态系统类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４６ ５９．７４ １０５１６６２ ７６．１７

草原和草甸生态系统类型
Ｓｔｅｐｐ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ｄ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０ ／ ／ ／

荒漠生态系统类型
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０ ／ ／ ／

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
Ｉｎｌ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０ ／ ／ ／

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类型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３ ３．９０ １３７８４ １．００

野生生物类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野生动物类型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ｙｐｅｓ １９ ２４．６８ ２３７７４７ １７．２３

野生植物类型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ｙｐｅｓ ４ ５．１９ ７７３２７ ５．６０

自然遗迹类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地质遗迹类型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ｙｐｅｓ ５ ６．４９ ２０９ ０．０１５１

古生物遗迹类型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ｙｐｅｓ ０ ／ ／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７ １００ １３８０７２９ １００

　　由于广西的地形地貌特点，不存在草原和草甸
生态系统类型、荒漠生态系统类型的保护区建设可
能性，但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和古生物遗
迹类型这两种保护区的建设是有可能性的，比如广
西不少地方存在古生物遗迹［１０，１ １］，说明广西自然保
护区的布局还存在一定不足，与谭伟福［６］（２００６ 年）
研究结论相似。一些在国际上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
自然遗迹仍未建立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类型保护
区的面积偏小，野生植物类型的保护区数量和面积
均呈不足，与黎德丘的调查分析结果一致［７］，谭伟福
估计全区 ２００８ 年有 ７６％的重点保护区植物不在保
护区覆盖地域范围［６］，还有许多生态脆弱区域、重要
湿地和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没有纳入保护区范

围［５］，尽管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不可能全部通过
建立自然保护区来覆盖，湿地、生态公益林、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树木园和植物园、自然保护小区等
多种自然保护地也是自然保护的重要形式，属于自
然保护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些区域内
的保护力度显然比不上自然保护区，最好把需要保
护的自然资源以自然保护区形式确定下来［５］。

３　结论

　　相比先进地区以及周边省份，广西自然保护区

数量较少，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小，目前为 ５．６４％。
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和标准逐年提高，自治区级和
国家级保护区数量和比例逐步增加。自然保护区分
布多在广西盆地边缘，在广西西部和北部较多，中
部、东部和南部相对较少。广西自然保护区类型目
前只有 ５ 种，森林生态系统从数量和面积上占主导
地位，整体上看，类型结构和布局还存在不足，主要
体现在缺乏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古生物遗迹
等类型，地质遗迹类型保护区的面积偏小，野生植物
类型的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尚需扩充。

　　从增加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以及完善类型
结构和布局等方面考量，建议广西自然保护区建设
在 ６ 个方面予以拓展：①持续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
调查，在人类活动相对少、植物覆盖度高、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逐步拓展的山地区域探索建立保护小区或

保护点；②有效保护天然湖泊和水库湿地，使之逐步
成为野生动植物水生物的新栖息地，以此为基础建
立保护小区、保护点或自然保护区，或调整原有保护
区比如澄碧河水库保护区类型从原来森林生态系统

为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③在新发现或已
存在的古生物化石遗迹所在地建立保护区；④扩大
现存地质遗迹类型保护区范围，减少人类活动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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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⑤扩充野生植物类型的保护区面积或建设新保
护区，改善目前许多野生植物尚未纳入保护区范围
的状况；⑥破除行政上的条块分割限制，把森林公园
等其他形式的保护区转化为自然保护区予以管理。
最终形成数量和面积适当、布局合理、类型齐全、功
能完善的全区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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