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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楼子山等 22 处申请晋升和吉林珲春东北虎等 6 处申
请调整的自然保护区已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
通过。为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征求公众对自然保护区建设
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现对上述自然保护区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用来信、来电或来访的
方式，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题。环境保护部对来信来访者
的姓名和单位严格保密。

一、公示媒介：中国环境报、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www.
mep.gov.cn）

二、公示日期：2015 年 1 月 22 日~1 月 31 日，10 天（包含节
假日）

三、受理电话、信箱和来访地址
电话：（010）66556313、66556315
传真：（010）66556314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 115 号环境保护部生
态司（信封请注明自然保护区公示）

邮政编码：100035
电子邮件：reserve@mep.gov.cn
四、各有关省（区、市）环保厅（局）将在当地报纸和其他媒

体对有关自然保护区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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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1月 22日

对辽宁楼子山等22处申请晋升和吉林珲春东北虎等
6处申请调整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公示

附件1： 辽宁楼子山等22处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保护区名
称

吉林珲春
东北虎

黑龙江东
方红湿地

江苏大丰
麋鹿

湖北七姊
妹山

湖南壶瓶
山

重庆金佛
山

地理位置

吉 林 省 珲 春
市

黑 龙 江 省 虎
林 市 东 方 红
镇

江 苏 省 大 丰
市

湖 北 省 恩 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宣 恩
县

湖 南 省 石 门
县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主要保护对象

东 北 虎 、豹 及 其
栖息地

东北虎与其栖息
地 、沿 江 湿 地 生
态系统及水鸟

麋 鹿 及 其 栖 息
地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中亚热带山地常
绿阔叶林生态系
统 、珙 桐 等 珍 稀
植 物 、亚 高 山 泥
炭藓沼泽湿地

华南虎、豹、林麝
等珍稀濒危动物
及 其 栖 息 地 ，珙
桐 、红 豆 杉 等 珍
稀植物

银 杉 、珙 桐 等 珍
稀野生植物及常
绿阔叶林

调整类型

范围调整

范 围 调 整
及更名

功 能 区 调
整

功 能 区 调
整

功 能 区 调
整

范围调整

调整原因

《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
规划纲要》中规划建设的珲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涉及到保
护区；整合与优化东北虎、豹
栖息地。

扩大保护范围，强化完达山
地区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为东北虎国际保护合作提供
平台与保障；将保护区名称
更改为东方红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保护区没有进行功能分区，
完全按核心区管理，亚行贷
款 湿 地 保 护 等 项 目 无 法 实
施，保护区内已建的环境教
育设施和相关活动难以依法
有效管理。

G351 国 道 鹤 来 段 改 扩 建 涉
及缓冲区；加强左家河实验
区内濒危动植物的保护。

将 村 民 集 中 生 活 区 和 人 工
林、耕地等集中分布区域调
整为实验区。

保护区外新发现银杏与南川
木波罗种群，调入后加强保
护；保护区内存在人口密集
的乡镇。

原面积
（公顷）

108700

31516

2666.67

34550

66568

41850

调整后面积
（公顷）

109040

131982

2666.67

34550

66568

41956

申报单
位

国 家 林
业局

国 家 林
业局

国 家 林
业局

湖 北 省
人 民 政
府

国 家 林
业局

国 家 林
业局

附件2： 吉林珲春东北虎等6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名称

辽宁
楼子山

吉林
通化石湖

黑龙江
北极村

黑龙江
公别拉河

碧水中华
秋沙鸭

翠北湿地

七星砬子
东北虎

安徽
古井园

福建
峨嵋峰

江西婺源
森林鸟类

河南
高乐山

湖北巴东
金丝猴

湖北
野人谷

广西银竹
老山

四川白河

四川草坡

地理位置

辽 宁 省 朝 阳
市 喀 喇 沁 左
翼 蒙 古 族 自
治县

吉 林 省 通 化
县

黑 龙 江 省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漠河县

黑龙江省黑
河市爱辉区

黑龙江省伊
春市带岭区

黑龙江省伊
春市五营区

黑龙江省
桦南县

安徽省
岳西县

福建省
泰宁县

江西省
婺源县

河 南 省 南 阳
市桐柏县

湖 北 省 恩 施
州巴东县

湖北省
房县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桂 林 市
资源县

四 川 省 九 寨
沟县

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
治州汶川县

面积
（公顷）

11150

15200

137553

47983

2535

27730

55740

7904.3

10299.59

12992.7

10612

20909.99

28517

4341.2

16204.3

55612.1

建区
时间

2000

1993

2002

2005

1997

2001

1980

2000

2001

1993

2002

2002

2003

1982

1963

2001

主要保护对象

暖 温 带 北 端 典
型 的 森 林 和 灌
丛生态系统，侧
柏和油松林，濒
危动植物，大凌
河 上 游 水 源 涵
养林

老 岭 峰 典 型 的
垂 直 分 布 植 被
和东北红豆杉、
朝鲜崖柏、对开
蕨 、原 麝 、紫 貂
等濒危动植物

以 兴 安 落 叶 松
林 为 代 表 的 寒
温 带 明 亮 针 叶
林生态系统、珍
稀濒危物种，以
及 黑 龙 江 上 游
水 源 涵 养 林 和
多年永久冻土

沼 泽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及 珍 稀 野
生动植物

中 华 秋 沙 鸭 等
珍稀动物，高寒
地 区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红 松 、云
杉、冷杉林生态
系统，汤旺河上
游水源涵养林

温 带 湿 地 生 态
系统、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黑
龙 江 支 流 库 尔
滨 河 源 头 水 源
涵养林

东 北 虎 及 其 栖
息地；长白山北
部 山 地 天 然 次
生林生态系统

北 亚 热 带 常 绿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和 落 叶 阔 叶
林 为 主 的 森 林
生态系统；濒危
野生动植物

东方水韭、雉科
鸟类、海南虎斑
鳽，原生性亮叶
水 青 冈 落 叶 阔
叶林

蓝冠噪鹛、白腿
小隼、中华秋沙
鸭 、鸳 鸯 、白 颈
长 尾 雉 等 鸟 类
及其栖息地

桐 柏 山 北 支 典
型植被，淮河源
头水源涵养林，
以及林麝、水獭
等濒危动植物

川 金 丝 猴 等 珍
稀 动 物 ，珙 桐 、
红 豆 杉 等 珍 稀
植 物 以 及 亚 热
带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北 亚 热 带 常 绿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及金丝猴、珙
桐 、红 豆 杉 、山
白树、穗花杉等
珍稀濒危物种

资 源 冷 杉 及 其
生境

川金丝猴、大熊
猫 等 珍 稀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栖 息
地

大熊猫、川金丝
猴 等 珍 稀 野 生
动植物

重要价值

保护区地处辽宁西部一级生态敏感带上，兼有内蒙古、长白山植
物区系成分，同时处于荒漠化扩展的前沿。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有紫椴、黄檗和野大豆 3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中华秋沙鸭、黑鹳等 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天
鹅、黑鸢等 14 种。保护区是天然侧柏林分布的最东北缘，大凌河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还是我国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辽西低山丘陵
灌丛的代表，为研究华北地区与辽西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演替
规律提供了天然场所。

保护区是原麝的重要栖息地，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东北
红豆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朝鲜崖柏、对开蕨、钻天柳等
9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原麝、紫貂、金雕 3 种，国家Ⅱ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黑熊、水獭、花尾榛鸡等 29 种。保护区森
林生态系统相对完整，老岭峰植被垂直分布特征典型，具有重要
的保护价值。

保护区在全球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中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是大兴安岭寒温带森林的缩影和核心地区之一，是我国寒温
带野生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是大兴安岭长期开发后，目前为数
不多的保存有天然兴安落叶松林、樟子松林等森林生态系统的区
域。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有樟子松、钻天柳、黄芪等11种；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7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41种。

保护区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黄檗、钻天柳、紫椴、野大豆
4 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紫貂、原麝、白头鹤等 7 种，国家Ⅱ级保
护动物有棕熊、水獭、驼鹿、花尾榛鸡等 35 种。保护区湿地类型
丰富，保存着大面积完好的原生性沼泽湿地，是黑龙江省物种多
样性富集区之一。

保护区是东北亚鸟类的迁徙通道，是中华秋沙鸭等濒危物种的重
要栖息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东方白鹳、黑鹳、中华秋沙
鸭等 6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棕熊、水獭、花尾榛鸡等 46
种。保护区是汤旺河上游水源涵养地，拥有典型的高寒地区湿地
生态系统，以及红松、云杉、冷杉林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科学研究
价值。

保护区分布有典型的温带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同时还是黑龙江支流库尔滨河源头，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
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貉藻 1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有红松、水曲柳、紫椴等 9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有白头鹤、紫貂、原麝等 7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白
枕鹤、花尾榛鸡、黑熊等 33种。

保护区处于我国东北虎分布区生态廊道枢纽地带，具有典型的长
白山北部山地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红松、
水曲柳、貉藻、野大豆等 8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东北虎、
东方白鹳等 5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黑熊、水獭、花尾榛鸡
等 42种。

保护区是大别山腹地天然次生植被的代表性地区之一。国家Ⅰ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银缕梅，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大
别山五针松、香榧等 13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安徽麝
和金钱豹 2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豺、细痣疣螈等 19
种。保护区有兰科植物 22 属 37 种，涵盖了大别山区绝大多数兰
科植物，还是濒危植物霍山石斛的原生地之一，堪称华东地区兰
科植物基因库。

保护区具有亚热带地区典型的动植物区系，保存完好的东海洋湿
地沼泽和原生性亮叶水青冈落叶阔叶林，为研究东方水韭等濒危
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国家Ⅰ级保护植物有东方水韭、南方
红豆杉、伯乐树 3 种，国家Ⅱ级保护植物有长叶榧、鹅掌楸等 20
种；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蟒蛇、白颈长尾雉等 4 种；国家Ⅱ级保护
动物有穿山甲、黑熊等 44种。

保护区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植物有榧树、闽楠等 12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中华秋沙
鸭、黄腹角雉、黑麂等 9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拉步甲、虎
纹蛙等 34 种。保护区集中分布着蓝冠噪鹛、白腿小隼、中华秋沙
鸭、鸳鸯等众多濒危鸟类，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保护区是秦岭—伏牛山和桐柏—大别山生物基因交流的通道，南
阳盆地和黄淮海平原的天然屏障，淮河源头区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国家Ⅱ级保护植物有厚朴、凹叶厚朴、金荞麦等 8 种；国家Ⅰ
级保护野生动物有林麝、东方白鹳、白鹤等 5 种，国家Ⅱ级保护野
生动物有大鲵、赤腹鹰、小灵猫等 48种。

保护区属大巴山余脉巫山山脉东段，处于北亚热带到暖温带的过
渡地区，是我国川金丝猴的分布最东界和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国
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珙桐、光叶珙桐、红豆杉 3 种，国家Ⅱ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篦子三尖杉、连香树等 18 种；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川金丝猴、金钱豹、林麝、金雕等 4 种；国家Ⅱ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黑熊、豺、水獭等 53种。

保护区生物资源丰富，具有典型的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是古老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红
豆杉、珙桐等 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秦岭冷杉、巴山
榧树等 17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金丝猴、豹、林麝等 5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大鲵、黑冠鹃隼等 52种。

保护区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南岭山脉越城岭支脉，生物
多样性丰富，是濒危物种资源冷杉的模式标本产地和集中分布区
之一，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资源冷
杉、红豆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 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有半枫荷、香果树等 5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白颈
长尾雉、林麝等 2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虎纹蛙、红腹
锦鸡等 23种。

保护区保护有川金丝猴、大熊猫生存和繁衍极其重要的生境，具
有很高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红豆
杉、独叶草 2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油麦吊云杉、大果
青杄等 7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川金丝猴、斑尾榛鸡等 10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大鲵、黑鸢、川西斑羚等 31种。

保护区地处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对保护邛崃山生
物多样性、保障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存续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红豆杉、独叶草、珙桐、光叶珙桐 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有四川红杉、岷江柏木等 11 种；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大熊猫、川金丝猴、豹等 15 种，国家Ⅱ级重
点保护动物有藏酋猴、水獭等 45种。 下转六版

附件3： 辽宁楼子山等22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图

序
号

17

18

19

20

21

22

名称

贵州
佛顶山

西藏麦地
卡湿地

陕西丹凤
武关河

陕西黑河
珍稀水生
野生动物

新疆霍城
四爪龟

新疆伊犁
小叶白蜡

地理位置

贵州省
石阡县

西 藏 自 治 区
嘉黎县

陕西省
丹凤县

陕西省
周至县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霍城县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伊宁县

面积
（公顷）

15200

88052.37

9029

4618.58

35000.0

9103.47

建区
时间

1992

2003

2002

2003

1983

1983

主要保护对象

中 亚 热 带 常 绿
阔 叶 林 生 态 系
统 和 珍 稀 濒 危
野生动植物

湖 泊 、沼 泽 、河
流 等 湿 地 生 态
系统、珍稀濒危
动 植 物 以 及 拉
萨河源头

大 鲵 、水 獭 、多
鳞铲颌鱼、秦巴
拟小鲵、东方薄
鳅 等 水 生 野 生
动物

秦岭细鳞鲑、大
鲵、水獭等珍稀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栖息地

四 爪 陆 龟 及 其
栖息地

小 叶 白 蜡 天 然
林 、北 山 羊 、黑
鹳、新疆野苹果
等 珍 稀 濒 危 动
植物和森林、草
原生态系统

重要价值

保护区处于武陵山脉至苗岭山脉之间，在地史上未受到第四纪冰
川的侵袭，是古老孑遗植物的避难场所。国家Ⅰ级保护野生植物
有南方红豆杉、红豆杉、珙桐、伯乐树 4 种；国家Ⅱ级保护野生植
物有柔毛油杉、花榈木等 11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豹、林
麝和白颈长尾雉 3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穿山甲、大鲵、虎
纹蛙等 29种。
保护区具有藏北地区最为典型的高原湖泊沼泽草甸湿地，同时还
是拉萨的重要水源地，对研究高原湿地生态系统、高原环境变化、
气候变迁等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胡
兀鹫、黑颈鹤、雪豹等 7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高山兀
鹫、藏原羚等 22种。
保护区具有我国东部亚热带独特的亚高山溪流生态系统，是大
鲵、水獭、多鳞铲颌鱼、秦巴拟小鲵、东方薄鳅等珍稀濒危和特有
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值。国家Ⅰ级重点
保护植物有红豆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有秦岭冷杉、太白红
杉等 4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云豹、豹、林麝 3 种，国家Ⅱ级
重点保护动物有大鲵、豺、黑熊等 6种。
保护区保留了河流生态系统的原始性，是秦岭亚高山溪流生态系
统的典型代表，是大鲵、秦岭细鳞鲑、水獭、多鳞铲颌鱼、山溪鲵、
秦巴北鲵、中国林蛙等珍稀濒危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有红豆杉、独叶草 2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有秦岭冷杉、连香树等 10 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有羚牛、黑鹳等 6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金猫、红腹角
雉等 22种。
保护区范围内的黄土丘陵地带是四爪陆龟在我国的唯一分布区，
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科研价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四
爪陆龟、黑鹳、金雕和胡兀鹫 4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毛脚
鵟、草原雕、红隼等 20种。

保护区保存有全国唯一的集中连片的小叶白蜡天然林，伊犁田
鼠、伊犁沙虎等在国内仅分布在该保护区，具有重要的保护价
值。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北山羊、黑鹳、金雕、胡兀鹫 4 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兔狲、疣鼻天鹅等 33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