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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自然资源保护对策及生态旅游发展分析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自然保护区调研报告

国际学院　赵　睿

　　一、红花尔基保护现状陈述

１地理概况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南麓，与世界著名

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相邻；占地６１６７公顷的原始生态林，自１９９８年起被列为自治区级
自然保护区。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自然保护区是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４日经国务院批准
建立的，保护区内青山秀水，苍松挺拔，百年古松参天而立。

保护区内生长着以樟子松为主的２６科１００种野生植物。森林湖泊、沼泽中栖息
着狍子、犴、乌鸡、野猪等森林特有动物；天鹅、飞龙、雪兔、红嘴松鸡等国家珍稀保护动

物常出没于此。此外，这里还盛产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松蘑、口蘑、蕨菜等野生绿色

食品。

红花尔基是全国乃至亚洲唯一的沙地樟子松生长地。四季滴翠、郁郁葱葱，素有

“绿色皇后”美誉的樟子松，在冬季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妖娆，这一举世无双的珍

宝，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宝贵遗产。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是休闲、避暑、科考、旅游的理想之地。

２自然环境状况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段西坡，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

的南端，坐落在红花尔基林业局红花尔基林场施业区内。保护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２０°０９′～１２０°３２′，北纬４８°０２′～４８°０８′，西北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相邻，东南连接大兴
安岭西麓，西南与阿尔山市、蒙古人民共和国毗邻。保护区总面积为２００８５公顷，分
为三个功能区，即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核心区总面积为５１２６公顷；缓冲区位于
核心区的外围，面积为２２５０公顷；实验区位于缓冲区的外围，面积为１２７０９公顷。保
护区主体保护对象樟子松纯林面积为１４０２０公顷，占总面积的６９８％。樟子松蓄积
量为１３５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８３５％。保护区内的土地和资源均属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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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资源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经营管理。

红花尔基保护区海拔在７４０～１１００米之间，有４条河流穿越而过。保护区内物
种资源十分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多种受到国家和自治区保护的动植物种类和特

有的鱼类、菌类、药材、山野菜等资源，具有森林、草原兼得的多样性生物种类，均具有

较高的保护和利用价值。

保护区内的樟子松林是中国樟子松最优良的林分和天然樟子松的“基因库”和

“能源库”。林区樟子松林密度大，生长量和蓄积量都较高，林龄结构好，既有３００年
以上的参天古树，又有百年左右自然生长的中壮林，还有自然更新起来的中林。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自然保护区位于呼伦贝尔沉降带，它是多字型构造的中间

凹陷区，主要由滞留至泥盆系的千枚岩、板岩、石英岩及花岗岩侵入体所构成。保护区

为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大兴安岭隆起带），主要地貌为垄状坡度起伏的沙地和低山

丘陵构成的山地，坡度较缓，一般沙地为０～５度，山地为１０～１５度，海拔７６７～１１５５
米，相对高差约３８８米。

保护区按动植物区划属古北界，大兴安岭亚区，地处高纬度、低海拔寒冷半湿润林

区，年降水量为２６０～４９０ｍｍ，年日照数为２８００小时，年平均气温为－１５℃～３７℃，
无霜期为１００天左右。
３发展历史及管理状况
１９９８年，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自治区级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

护区；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４日，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５年，根据呼伦
贝尔市机构编制办公室批准，成立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事业

编制），隶属于呼伦贝尔市林业局。

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期建设工程：第一阶段项目投资

为５００万元。其中，国投资金４００万元，地方配套１００万元，现在建设工程已经进入尾
声。截至２００８年初，第一阶段主要完成了如下项目的建设：

（１）由汽车队负责承建２６公里长的巡护步道全面完成，投资２６万元；围栏工程
建设３０公里长已经完工，投资９０万元；设计制作安装２１０块各种标桩和小型宣传牌，
投资２３３万元。

（２）由呼伦贝尔市建发施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大
楼也至收尾阶段，投资１２０万元，建筑面积为１０００平方米，附属工程投资８９３万元。

（３）由呼伦贝尔市建宇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生态定位检测站，建筑面积
为１００平方米，投资８万元；检查站建筑面积为６０平方米，投资３６万元，两个项目总
投资１１６万元。投资１７５万元的２１块大型永久性林区碑工程基本结束，投资１１６
万元为管理站架设一条２３００米输电线路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

（４）由齐齐哈尔华龙钢结构有限公司招标的３个管护站投资１９２万元，３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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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投资１０８万元均已完工，建筑面积为５２０平方米。第一阶段项目累计投资４１９３
万元。

随着各项工程的顺利竣工，第二阶段的“初步设计”工程即将开始，总投资５０１万
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４０１万元，自筹１００万元，主要用于生态监测、科研宣教和
防火监控等设施设备建设。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步入保护、建

设、完善和发展的轨道，将成为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新型自然保

护区。

４生态价值评价
红花尔基保护区是以保护沙地樟子松森林生态系统及其栖息的生物物种，集生物

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利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保

护区，是开展貂熊、棕熊、驼鹿、马鹿、雪兔、细嘴松鸡、黑琴鸡、花尾榛鸡等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及东北岩高兰、钻天柳、黄芪、草苁蓉等保护的基地，并保持区内生物典型性、稀

有性和多样性。

（１）典型性。保护区的樟子松林的主要特征是生长在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的沙
地上，它具有耐严寒、耐干旱、耐贫瘠、抗风能力强的显著特点。该物种种群历经历史

沧桑，集中表现为樟子松林纯林，因世代分明，林型为纯林复层林，属沙地樟子松。

（２）稀有性。保护区从其保护对象在自然界中的数量状况来看是稀有种群。保
护区及周边区域的樟子松林是在沙地中自然繁衍发展起来的，又是稀有的树种。保护

区内还栖息着许多珍稀濒危动物，如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貂熊、金雕、细嘴松鸡等。

（３）多样性。保护区地处森林草原过渡地带，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土壤类型、动
植物种类组成都涵盖着森林区系和草原区系的成分。保护区内有维管束植物６８２种，
脊椎动物２３０种。有效地保护好区内的生态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不断的研究
探索，还可能发现一些未知种类。

　　二、红花尔基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对策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中自然资源种类丰富，价值巨大，而其中最宝贵的

则是以樟子松林为主的森林资源。保护好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发展自然保护区的

首要任务。天灾人祸难以避免，但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将损失降至最低。

火是林木的天敌，而红花尔基保护区的火患却四处潜伏。保护区纬度较高，属于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处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湿度低；当地春季融雪较早，

回暖速度快，地质条件导致渗水较快；保护区地处蒙古风口的大风走廊，春秋两季多干燥

的大风天气，成为火灾易发的高风险气候。同时，樟子松树体含脂量高，樟子松针叶比一

般的落叶松针叶的燃点低，因此，樟子松林的易燃性高，具备地表火引发树冠火的条件。

另外，红花尔基自然保护区车流、人流量大，雷击区多，农、林、牧、渔、作业点分布广，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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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带来火源，人为或意外地引发火灾。由此可见，自然保护区中的樟子松林有很大的

火险隐患，必须积极地加强防火管理。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１６时，红花尔基林业局的辉河
林场就因雷击引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８３００公顷，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与经济损失。
这场火灾再一次给红花尔基敲响了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警钟。近５年来，林业局结合专
项资金，投入近５０００万元建设了林区第一条１１６公里的防火公路；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了１８００平方米的防火指挥中心，购置了防火运兵车、野外生存装
备、铺货机具等设施装备，全面提升了防扑火的整体能力。

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红花尔基保护区可以借鉴美国望台检测、地面巡护与空中飞机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对林区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严密监控，并完善通讯系统，使火情信息的搜集与传

递实现无缝对接，及时有效地反馈最新情况。而且，要提高防火指挥网络的现代化程

度，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杜绝信息滞后、反应迟钝等现象。另外，可以充分利用气象

卫星，对当地的地表温度进行实时观测，尤其是在可能发生风暴闪电的时期密切关注

干燥地带，一旦发现异样，立即行动。在火灾预测中，要重视 ＧＩＳ的应用；在扑火过程
中，ＧＰＳ也是不可或缺。保护区应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配备先进的装备，做到对森林
火灾的有备无患。

２新型灭火方法的研发与应用
加拿大为扑灭森林火灾专门设计制造了 ＣＬ－４１５水陆两栖森林灭火飞机，中国

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重新设计或改造原有的机型，重点在于载水与排水系统。

载水量大，补给速度快，扑火效率就高。爆炸灭火是一种较新的灭火技术，在中国并不

普遍，这种方法利用爆炸掀起的泥土或灭火剂覆盖可燃物，并以降低空气中含氧量的

方式熄灭火焰，具有节约水资源、灭火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值得推广。

另外，化学灭火是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广泛使用的技术，化学灭火剂虽然成本

较高，但其效率是水的数倍，阻火效果很好，是未来灭火技术发展的方向。红花尔基自

然保护区应该结合林区的特点，选择切实有效且适合自身需求的新型灭火方法，保证

在灾难发生时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控制，将损失降到最低。

３建立完善的扑火组织与责任制度
一套健全完备的组织体系和严格明确的责任制度可以实现灭火行动的各方协调

与资源共享，对于最终火情的控制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火灾发生时，要实现最短时间

内的上传下达，必须以结构清晰的组织体系为前提。所以，一定要在保证效率的情况

下精简机构，杜绝相互推诿、责任不明的现象。另外，要将防火灭火的责任落实到每个

人，确保事故发生后能找到相应的责任人，并进行相应的处罚。这种压力可以促使每

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最严谨、严肃的态度对待防火灭火的重要任务，认真完成每日

的监测及排查任务，降低火灾发生的可能；有效组织灭火行动，降低火灾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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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花尔基生态旅游发展分析

红花尔基樟子松森林公园于１９９９年筹建完成，２０００年正式运营，园区以连绵浩
瀚的樟子松林和草原湿地为主题景观。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它已成长为国家ＡＡＡ级
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休闲度假、科普探险、野营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旅游森林公园。

１旅游资源及其评价
红花尔基保护区有翠月湖风景区、翠屏峰风景区、木屋别墅区、民俗乐园（蒙古包

群）、动物园区、雪场区和望塔景区７个景点和森林旅游度假区、森林野营览胜区、
科普游览区和森林狩猎区四大功能区。

保护区内古树参天，溪水潺潺，空气清新、气候凉爽。这里不仅有中国唯一、亚洲最

大的沙地樟子松原始森林，而且河流纵横、湖泊遍布、物种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并

与广袤的鄂温克草原、巴尔虎草原毗邻。红花尔基７个景点分布在秀美的青山绿水之
间，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是游客认识自然、享受自然的最佳旅游。除了这些

自然景观，当地的人文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森林公园地处多民族聚居区，蒙古族、鄂温

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风情在这儿都能得到深切的体验。游客还可以参与那达慕大

会和敖包节等民族节日，品尝手扒肉和烤全羊，领略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观赏形式多样

的蒙古族舞蹈，感受蒙古人民的热情；购买野生菌类和极具风格的手工制品等。

红花尔基国家森林公园每年可接待游客６万余人，实现了很高的营业收入，在创
造经济财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提高了居民

的生态意识。另外，广袤的樟子松林更是为当地筑起了一道天然的防沙生态屏障，大

大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显然，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及国家森林公园实现了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应当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

２生态旅游开发建设的分析与对策
利用ＳＷＯＴ战略分析方法，对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开发建设

条件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红花尔基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的ＳＷＯＴ分析

现有优势 现有劣势

１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景观，新奇而民族风情十足

的人文景观

２樟子松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高，具有很大的教育

意义，可开展青少年实践活动

３冬季温度低，冰雪厚，可发展冰雪项目，对游客的吸

引力大

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旅游配套设

施跟不上

２教育水平低，专业人才资源匮乏

３缺乏知名度，影响力不够大，竞争力弱

４投资少，发展动力不足

５旅游淡季长，不能形成持续性经营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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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现有优势 现有劣势

未来优势 未来劣势

１亲近大自然的旅游已形成一股热潮

２近年来国家十分关注生态问题

１类似的森林草原景观多，竞争激烈

２生态环境脆弱，容易遭到破坏

３过度开发

根据表１中的ＳＷＯＴ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红花尔基发展生态旅游的问题与希
望。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以促进当地的生态旅游持续发展。

（１）保持并凸显原有的特色。珍贵的樟子松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是红花尔基自然
保护区最具特色、最具价值的景观，外加一些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特色人文景观，使保

护区有别于其他旅游景点。所以，不但不能削弱这些特点，还要刻意增强，使游客感受

到新奇、别致，唯有新颖特别的景点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比如，可以向游客解说各种

野生动植物的习性和价值并制作、分发一些纪念品；可以有组织地开展少数民族特色

表演，增强与游客的互动；在民族节日时开设特别旅游专线，突出其稀有性；增设青少

年生态教育旅游线或樟子松林科研特别旅游线等。

（２）在全国范围内招商引资。首先，可以在保护区内创造独立的品牌，在其价值
得到提升后吸引其他品牌进驻；其次，创新思路，提出新的生态旅游项目，提升自身价

值与潜力；再次，详细规划发展方案，与经济发达地区合作，吸引投资，以完善交通、住

宿等配套设施。

（３）延长旅游时间。保护区的旅游旺季一般在夏季，此时游客人数多，甚至会超
过生态旅游环境的容量，但是一到淡季，游客很少，导致资源闲置，效益降低。因此，延

长旅游时间，平衡游客空间与时间的流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空间上，可以打造多个

主题区域，吸引对应的目标人群；时间上，可以利用冬季的极端冰雪天气，开展赏雪、滑

冰、滑雪、赏冰灯等冰雪旅游项目，使原本的旅游淡季增加游客量，既能够缓解旺季的

压力，也能够提高经济效益。

（４）重视生态保护。合理规划停车场，禁止车辆进入景区；控制每一时段的游客
流量，有效组织旅游路线，避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游客的生态

保护意识；不要过度开发，尽量保持保护区的原生态环境；做好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

工作。

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