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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of Peripheral Areas of Natural Reser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Changbai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雍  翎   温晓诣   张国全    YONG Ling, WEN Xiaoyi, ZHANG Guoquan

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的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

围地区为例，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提出相应规划策略。首先提出外围地区的发展应树立以生态为导向的核心发展理

念，根据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与自然保护区之间的时空关系，提出外围地区应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与其共同打造生态共

享、文化包容的生态命运共同体，然后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修复与保护、生态城镇建设发展、城镇建设生态指引等方面提

出具体的规划对策，以寻求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经济发展的“双赢”。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nature reser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Changba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lanning strategies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aspects. First, the core 

development concep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t the peripheral areas shall be oriented ecologicall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nature reserve, an ecology community should be built by relying on the nature reserve 

where the two areas could be cultural inclusive and share the same eco system. Finally, the detailed planning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win-win" result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urban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the nature reserve.

1　问题的提出

截至2016年，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各种

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 740处，总面积达147万

km²，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4.8%。在这些

自然保护区中，有近80%处于老少边穷地区[1]。

为平衡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我国各级自然保护区中有80%左右在

生态文明视角下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规划对策
探讨——以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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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旅游。在自然保护区成为旅游开发热点的

过程中，出现了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无序

开发，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孤岛化”“碎片化”

现象，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

自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作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保护区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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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成为城乡规划及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

新方向。在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相关研究

方面，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大多

聚焦在自然保护区本身的旅游发展，如林盛[1]、

谢吉红[2]、李杨[3]等学者，分别研究了武夷山、

长白山等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在自然

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方面，罗辉提出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是基于自然—社会—

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关系，并从生态补偿、产

业结构调整、生态移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及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4]。郭自叶从人文地理学

角度提出通过强化社区共管，提高社区参与水

平、科学开发生态旅游、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

积极因素等方面来促进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

周边社区的发展[5]。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

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多从人文地理及经济地理

角度进行指导，较少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研究

自然保护地区外围地区的规划对策。因此，探

索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的规划对策，具有学术

与实践双重意义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目前我国城镇转型发展的重

要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五位一体”的

生态文明战略之后，在201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

城镇化过程，对城镇化提出“集约、智能、绿色、

低碳”的新要求。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公布，作为指

导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纲领性文件，其将“生态

文明、绿色低碳”作为规划重要原则之一。在

生态文明背景下，将生态系统平衡与经济平衡

进行有机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已日益成为

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

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为

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涵。可持续发展

是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进步之间

的全面协调发展。其内涵应包括资源可持续发

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在内涵上，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一脉相承，遵从次第，循序渐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的同时规范人类的行为，维护人与自然的

平衡和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扩展和

升华。在实践上，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是相同和统一的。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

发展，就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

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

上，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有机统一，

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紧密结合、同

增共进。

3　生态文明视角下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

      的规划对策

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是指地理位置上与

自然保护区接壤或相邻，城镇居民在生产生

活、经济发展等方面对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利用

和生态保护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地区。

自然保护区外围城镇较其他城镇生态环

境更为敏感，更应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可持

续技术手段促进城镇和谐发展。自然保护区外

围城镇不是孤立的个体，外围地区与自然保护

区是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整体，两

者不可分割，故应共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原则[6]，两者应被置于更大范围的生态敏

感地区的区域背景中来考查其实现良性循环

的整体协同发展（图1）。

3.1   生态导向发展理念

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资源是外围地区

发展生态旅游的根本。因此，外围地区的发展

应坚持“生态优先”“底线思维”的发展理念，

积极加入大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之

中，切实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连

续性以及多样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2017年修订）》的内容，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

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其中核心区和缓冲区

属于禁止建设区，其区内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功

能，禁止一切新的城镇建设活动和有损生态环

境的各种活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可以从

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

化活动。因此，生态旅游活动只能被限制在实

验区内进行。因为自然保护区的游客容量必须

严格控制在自然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所以外

围地区可依托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资源发

展生态旅游，再结合实际情况新建旅游景点，

以截流旅游高峰期自然保护区景区的旅游人

口。这样既可发展外围地区的经济，又可缓解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压力，从而达到双赢的目

的。但外围地区的一切开发建设应以做好生态

保护为根本前提，在保护自然保护区内自然生

态系统特征的基础上，统筹周边地区，对空间

布局、旅游发展实现区域整体协调，降低人类

的开发活动总量，实施低冲击的保护性开发活

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

3.2   宏观层面: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修复与保护

生态安全格局是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与

功能完整性和生态过程稳定性为目的，强调对

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注重充分利用生态环

图1　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可持续发展系统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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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本底优势，整合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服务功

能，发挥其空间集聚、协同和链接作用，促进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与融合[7]。因此，自然

保护区及外围地区应以构建最优网络格局为

目标，从具体空间的实际条件出发对重点区域

进行全面的生态网络识别、修复、补充和完善。

在城镇建设、村庄建设及道路建设时，若遇到

有较多动植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的生态地域环

境，应有效避让重要的生态廊道和生态功能空

间，避免对地区生境通道的切割，形成生态环

境的破碎化。

在国家实施全面生态战略背景下，积极

推动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产业转型，对自

然保护区域内的森工企业居民实施“生态移

民”工程。为平衡区域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可选取部分资源承载能力强、可改造性好的区

域，将其转变为以旅游休闲为主的主题景区，

其余区域则培育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环境功

能，达到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提升。

3.3   中观层面: 生态城镇建设发展

在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理念下，需选择适宜

的城镇产业发展路径。自然保护区外围城镇往

往对资源型产业依赖较大，城镇经济对抗风险

的能力较低。因此，自然保护区外围城镇在产

业选择时，应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以生态保

护为前提，坚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

避免因产业发展对自然保护区外围城镇生态

系统造成破坏的现象。对于现状资源型产业，

首先必须优化其发展方式，提高传统产业的生

产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浪费和污染；

其次应延伸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改善主导产

业单一现象并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最后应

加快培育生态旅游、生态健康和现代服务业等

第三产业的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对城镇空间进行有效管控。

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下，城市开发管控进入刚

性划线、底线约束阶段，管控好“底线地区”

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8]。自然保护区及外

围地区生态脆弱且抗外界干扰能力弱，因此其

城镇应进行保护式开发，对其空间管控应更为

严格。在实施空间管控时，应以党的十九大关

于规划体制改革的3条控制线划定和管控为

指导，基于城镇周边生态环境保护，采用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线等空间管控手

段，控制城市蔓延；强化城市规划的引导和调

控，使生态保护和城镇开发的协调发展真正落

到实处。

3.4   微观层面: 城镇建设生态化指引

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在城镇建设的同时，

应加强生态保护，注重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

统一。城镇建设应当控制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低强度生态

化开发，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

观的生产设施。城镇建设应集约高效利用存量

土地，严格控制新增用地，积极转变城镇用地

结构，注重城镇功能的整合提升。

4　案例研究：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外围地区

4.1   概况

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长

白山自然保护区”）是指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以长白山天池为核心的主要区域。同时，长白

山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3条江的发源地，

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长白山森林生态

功能区，其对整个欧亚大陆东部生态体系的构

建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2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地域范围划分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图3　规划管理区范围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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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吉林省委为加大对长白山自然

保护区①的保护力度，加快培育吉林省旅游优

势产业，确定成立长白山管委会。长期以来，长

白山作为吉林省的旅游龙头地位坚不可摧，长

白山管委会提出“打造世界名山、建设文化名

城、繁荣带动周边、服务全省发展”战略目标。

在长白山管理区的经济产业构成中，以旅

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明显的主导力量，所占

比重年均在70%以上。长白山管委会下辖3个

旅游服务基地，即池北区、池西区和池南区。本

文所指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即指规划

管理区内除自然保护区以外的区域，占地面积

11 514 km²（图2-图3）。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4.1.1    生态孤岛化现象严重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被8个林业局环绕，多

年来林业局以经营森林资源为主，长期过度采

伐和开发导致林区森林质量下降，森林生态功

能退化。同时自然保护区由于周边人口增多和

建设活动侵蚀，导致各保护区之间没有稳定的

生物通道，被圈禁在自然保护区狭小空间内的

动植物无法与外界物种交流，以致林地破碎化

程度增高，形成一个个生态孤岛，割裂了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图4）。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

发区修建的公路，对长白山环境保护也产生了

较大压力，穿越保护区的4条主要公路已将保

护区分割成5大块，道路的网络化导致动物栖

息地破碎化。例如，景区内的公路和栈道形成

鹿科动物无法逾越的障碍，严重影响它们的迁

徙、取食和繁衍[9]。道路建设一方面分裂自然保

护区与周边地区的生态联系，致使栖息地破碎

化、孤岛化，另一方面道路建设使野熊野鹿等

动物被直接冲撞碾压致死的概率增加。

4.1.2    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

长白山现状以旅游业、特色资源产业及矿

泉水产业等为支柱产业，但几大产业均存在较

大问题，亟需转型发展。

例如，在长白山现状产业中矿泉水作为支

柱产业，短期存在过度开发现象。长白山地区矿

泉水资源非常丰富，据《长白山区域矿泉水资

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截至2015年长白山

区域已探明的矿泉水水源地为83处，多为自涌

泉，日允许开采总量为27.7万t/d，年允许开采总

量为8 300万t/年。另有数据表明，2015年在长

白山区域已建、在建和明确投资意向的矿泉水

项目累计总产能已超过1亿t/年。这样大规模开

发利用矿泉水资源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

制，将对长白山的生态系统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首先，1亿吨产能仅建工厂就需要约1 000 hm²

土地，这将不可避免大量使用林地，森林砍伐将

降低植被对降水的涵养；其次，大规模开采矿泉

水，将对地下水系造成难以预计的影响，有可能

出现部分涌泉枯竭；最后，大规模开发利用矿泉

水，将会减少区域内河流流量和水蒸发量，对松

花江、鸭绿江、图们江3江流域生态造成影响，对

珍惜动植物资源保护也将产生影响。

另根据《长白山开发保护区饮用天然矿

泉水资源保护与勘查开发规划（2015—2025

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矿泉水资源主要集中

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调查

饮用天然矿泉水泉点49处，其中自然保护区内

37处，占总量的75.5%（图5）。因此，如果不对

长白山地区的矿泉水产业加以科学论证，不能

推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将对长白山地区的生态

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4.1.3    市场影响与规划预期出现较大偏差

近几年来，虽然管委会组织编制了池北、

池西、池南的分区规划，但是由于建设项目的

灵活性以及发展速度超出了规划的预期，导致

市场影响与规划编制及规划管控出现较大偏

差。如池南区近年来大型项目入驻较多，包括

恒大集团、海王集团、讷殷部落等项目，已批未

建项目合计约50 hm²，重大项目对城市用地

布局造成较大影响（图6）。上版分区规划确定

2020年池南城镇建设用地0.75 km²，但实际上

2015年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已达1.57 km²。建设

用地向外扩张现象严重，原分区规划未能对城

镇建设产生有效的管控。

4.2   转变发展理念

转变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首先，秉承

图4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与周边保护区的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图5　长白山饮用天然矿泉水分布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开发保护区饮用天然矿泉水

资源保护与勘查开发规划（2015—2025年）》。

图6　池南区开发动态图（2015年） 
资料来源：《长白山开发保护区饮用天然矿泉水资

源保护与勘查开发规划（2015—2025年）》。

①地域范围从内到外包括3个层次，分别是自然保护区、规划管理区和规划指导区。其中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 964.65 km2，其中，核心区面积为1 283.12 km2；缓

冲区面积为200.43 km2；实验区面积为481.10 km2。规划管理区总面积约为3 278.00 km2，包括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池北、池西、池南3区。规划指导区总面积约为

13 478.78 km2,包括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8个林业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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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以维护并强化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

生态功能为重点，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推进“多规合一”，提高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连通性，进一步增强该地区的生态服务

功能。其次，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为核心，在自

然保护区周边更大区域范围内保护自然生态

系统。应严格控制自然保护区内旅游人口，在

自然保护区外围规划新建旅游景点，构建环长

白山生态旅游城镇群，截流高峰期自然保护区

旅游人口，缓解核心区域旅游接待压力，实现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内全域旅游，促进长白山自

然保护区外围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

4.2.1    宏观层面：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修复与

            保护

 （1）生态网络格局重建与生态廊道建设

以全面保护环长白山自然生态系统为目

标，打通生态联系，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构

图7　规划指导区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图9　规划指导区生境通道建设规划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图8　野生动物群落分布图（上）和森林分布图（下）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通道建设分类 分布区域 规划措施 生物通道形式

生物通道重点
建设路段

邻近或位于动物通道重点布
局区的路段

建设完善高密度的各类型生物通
道；通道间距趋于低值。优先选

择高大桥梁作为生物通道

桥梁式、路上
式、管状涵

洞、箱形涵洞

生物通道重点
建设水系

图们江、鸭绿江、头道松花
江、二道松花江及其主要支
流，包括红旗河、十五道

沟、露水河、二道白河、三
道白河、槽子河等河流

规划管理区范围内拆除所有影响
鱼类迁徙的水库和水电站，恢复
自然河流；规划管理区范围外建

设鱼类洄游通道

鱼道、鱼闸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表1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规划分类生物通道建设引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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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山脉、流域”为主要空间廊道、以大长白

山自然生态体系为特征的开放型生态体系，逐

步加强长白山区域各保护区之间的联系（图7）。

从自然环境角度分析，打通生境联系通

道。由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外围区域受城镇建

设影响较为严重，对于已产生的人为生态干扰

要加以修补。如对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西北部

的前川地区，其遗留有部分林场宿舍，虽可结合

林地遗留文化建设林场民宿，具有较大的旅游

开发价值，但由于其位于生物通道重点建设路

段，规划建议拆除林场宿舍，修复生态廊道；同

时建设完善高密度的各类型生物通道（表1）。

优先选择高大桥梁桥墩间空间作为生物通道，

加强现有的桥梁和涵洞对动物迁徙的引导，控

图10　生物通道形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5年）》。

表2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林场现状功能与规划功能对比一览表

所属区域 林场名称 现状功能 规划功能

池北区

宝马林场 森林防护 林业旅游、特色生态资源开发

黄松蒲林场 休闲、度假 功能转变为主题功能区，主要以
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为主

光明林场 培训、度假
功能转变为主题功能区，主要以
会议、培训、旅游、度假为主

要功能

和平林场 以和平滑雪场为中心的旅
游功能

功能转变为主题功能区，主要以
冰雪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为主

池西区

前川林场 林场宿舍 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
槽子河林场 营林生产，森林防护 特色资源开发

松山林场（卧龙） 林场功能已废弃，在建道观 功能转变为主题功能区，以道教
文化、休闲度假为主

马鞍山林场 森林防护 林业旅游、特色生态资源开发

白溪林场 森林防护 功能转变为主题功能，主要以旅
游服务、度假为主

池南区
锦北林场 森林防护 特色资源开发
老岭林场 森林防护 林业旅游、特色资源开发
黑河林场 森林防护 森林生态旅游

制人类活动；对沿通道方向已建道路，应增加生

物通道布置，通道间距原则上不大于2 km。对于

生物通道重点建设水系，拆除规划管理区范围

内所有影响鱼类迁徙的水库和水电站，恢复自

然河流，对现有水电站及水坝进行生态化处理，

减少对下游和鱼类洄游的影响；同时在规划管

理区范围外建设鱼类洄游通道（图8-图10）。

（2）林场功能转型与生态移民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内分布有十几处国有

林场，林场职工2 000多人。在全面禁伐背景

下，应积极推动林场产业转型。规划选取部分

资源条件好的林场，转变功能为以生态旅游为

主的主题功能区，其余林场功能以森林培育为

主（图11）。同时，稳步推进林业职工生态移

民，从就业安排、日常生活再到退休养老等方

面对林场职工进行妥善安置和引导（表2）。

4.2.2    中观层面：生态城镇建设发展

 （1）城镇产业选择

外围地区3个城镇在产业选择时，为避免

由于产业发展对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生

态系统造成破坏，对于现状矿泉水产业，严格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切实做好保护的前

提下科学适度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关停部分

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矿泉水企业。企业建设

布点需进行地质条件等环境评估，生产过程中

充分考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避免由于工程建

设对森林树木的砍伐造成水源地的水质和水

量的改变。提高长白山矿泉水产业行业准入门

槛，重点引进规模大、知名的企业，形成规模效

益，以保护资源并使优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实施“长白山矿泉水”品牌战略，统一长白山

矿泉水标识，积极推广“长白山矿泉水”地理

标志的使用，突出矿泉水资源产地的生态特

征，提升“长白山矿泉水”品牌的公信力与附

加值。

外围地区3个城镇应积极发展生态旅游

业，根据人口预测，承接自然保护区游客，以

缓解保护区压力。预计2035年长白山的游客

为1 200万人，而自然保护区的年游客容量为

650万人。因此3个城镇在承担自然保护区旅

游服务基地功能的同时，需积极开辟新的景

点承接自然保护区内游客，打破旅游季节性

问题突出的现状特点，定制多层次、全领域覆

盖的旅游产品，推动四季旅游均衡发展，实现

外围城镇与景区一体化发展，使城镇产业发

图11　林业产业转型模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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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终转变到特色生态资源、生态旅游和文

化创意等绿色低碳产业上。

 （2）基于生态保护的城镇空间管控

长白山地区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红线划定之后，在“生态保护优先”

原则指导下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图13）。对3

个旅游服务基地的发展条件、发展需求及发展

定位等方面进行研判，预测规划期末人口规模

和用地规模。利用ArcGIS软件相关规划的地

理数据库进行叠合，据此划定3个旅游服务基

地的城镇开发边界，3个旅游服务基地的城镇

开发面积需与规划期内三者的用地规模相对

应。最终，3个城镇内部的绿线、蓝线、黄线、紫

线等作为内部空间管控手段得以划定及实施

（图14-图15）。

 4.2.3    微观层面：城镇建设生态化指引

在城镇建设中，外围3个城镇的城市建设

活动应控制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在开发建设的

同时加强生态保护，注重生态、生产、生活的和

谐统一。在城市“双修”背景下，转变城镇发

展方式，由外延式扩张转变为内涵式提升，高

效利用现状存量土地，逐步置换用地类型。以

池北区为例，严格保护美人松林，整治二道白

河河段，同时整治老城区内与产业发展方向不

符的工业企业，在城区东北区高标准建设绿色

产业园示范区，重点发展以精深加工为主的特

色生态资源产品。将散布在城区的工业用地集

和《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核心地带，首先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管控

重要生态空间，维护并强化长白山地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在保护优先的基础

上，结合区域内的自然地形条件和已有人为活

动情况，优化生产生活空间，形成“点上开发、

面上保护”的整体布局，协调人与自然、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

作在确定区域生态基质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基

础上，通过对地形地势、土壤条件、林地资源分

布、植被保护价值、林地主要生态功能的评估，

对各因子进行赋值分类，以2014年度的当地

一张林地图为本底数据，用ArcGIS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将赋值结果直接成图，形成不同地块

的生态保护因子价值贡献图，然后再整合各因

子价值贡献，框定高保护价值地块分布，形成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价值底图。最后添加土地人

工利用情况，形成有效保护的重点生态区分布

图。通过以上分析可得，长白山规划管理区生

态红线面积占辖区总面积的87.38%，即应确

保长白山地区87%以上的土地面积得到有效

保护（图12）。

图12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

2035年）》。

图13　长白山规划管理区城镇开发边界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

2035年）》。

图14　池北中心城区开发边界划定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

2035年）》。

图15　池北中心城区五线划定图
资料来源：《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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