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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

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我国生态脆弱区大多位于生态

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是我

国目前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和人民生活贫困区。同时，也

是我国环境监管的薄弱地区。加强生态脆弱区保护，增强生态环境

监管力度，促进生态脆弱区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脆弱区的保护。温家宝总理多次

强调，我国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很低；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国务院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生态脆弱地

区要实行限制开发。为此，“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将通过实施

“三区推进”（即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

的生态保护战略，为改善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提供政策保障。 

本纲要明确了生态脆弱区的地理分布、现状特征及其生态保护

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任务，为恢复和重建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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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脆弱区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生态脆弱区也称生态交错区（Ecotone），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生

态系统交界过渡区域。这些交界过渡区域生态环境条件与两个不同

生态系统核心区域有明显的区别，是生态环境变化明显的区域，已

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领域。 

（一）生态脆弱区基本特征 

（1）系统抗干扰能力弱。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较差，

对环境变化反映相对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发生退化演替，而

且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弱，自然恢复时间较长。 

（2）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中，环境与生

物因子均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对全球气候变化反应灵敏。具体表

现为气候持续干旱，植被旱生化现象明显，生物生产力下降，自然

灾害频发等。 

（3）时空波动性强。波动性是生态系统的自身不稳定性在时空

尺度上的位移。在时间上表现为气候要素、生产力等在季节和年际

间的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系统生态界面的摆动或状态类型的变化。 

（4）边缘效应显著。生态脆弱区具有生态交错带的基本特征，

因处于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接带或重合区，是物种相互渗透的群

落过渡区和环境梯度变化明显区，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 

（5）环境异质性高。生态脆弱区的边缘效应使区内气候、植被、

景观等相互渗透，并发生梯度突变，导致环境异质性增大。具体表

现为植被景观破碎化，群落结构复杂化，生态系统退化明显，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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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加重等。 

（二）生态脆弱区的空间分布 

我国生态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南方丘陵区、

西南山地区、青藏高原区及东部沿海水陆交接地区，行政区域涉及

黑龙江、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等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类型包括： 

（1）东北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 

该区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山地和燕山山地森林外围与草原接壤

的过渡区域，行政区域涉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

赤峰市和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市等部分县（旗、市、区）。生态环

境脆弱性表现为：生态过渡带特征明显，群落结构复杂，环境异质

性大，对外界反应敏感等。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包括：北极泰加林、

沙地樟子松林；疏林草甸、草甸草原、典型草原、疏林沙地、湿地、

水体等。 

（2）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 

该区主要分布于年降水量 300～450 毫米、干燥度 1.0～2.0 北

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行政区域涉及蒙、吉、辽、冀、晋、陕、宁、

甘等 8 省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为：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土

壤结构疏松，植被覆盖度低，容易受风蚀、水蚀和人为活动的强烈

影响。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包括：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疏林沙地、

农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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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北荒漠绿洲交接生态脆弱区 

该区主要分布于河套平原及贺兰山以西，新疆天山南北广大绿

洲边缘区，行政区域涉及新、甘、青、蒙等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

表现为：典型荒漠绿洲过渡区，呈非地带性岛状或片状分布，环境

异质性大，自然条件恶劣，年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水资源极度短

缺，土壤瘠薄，植被稀疏，风沙活动强烈，土地荒漠化严重。重要

生态系统类型包括：高山亚高山冻原、高寒草甸、荒漠胡杨林、荒

漠灌丛以及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等。 

（4）南方红壤丘陵山地生态脆弱区 

该区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红土层盆地及红壤丘陵山地，行

政区域涉及浙、闽、赣、湘、鄂、苏等六省。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

为：土层较薄，肥力瘠薄，人为活动强烈，土地严重过垦，土壤质

量下降明显，生产力逐年降低；丘陵坡地林木资源砍伐严重，植被

覆盖度低，暴雨频繁、强度大，地表水蚀严重。重要生态系统类型

包括：亚热带红壤丘陵山地森林、热性灌丛及草山草坡植被生态系

统，亚热带红壤丘陵山地河流湿地水体生态系统。 

（5）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生态脆弱区 

该区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石灰岩岩溶山地区域，行政区域涉及

川、黔、滇、渝、桂等省市。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为：全年降水量

大，融水侵蚀严重，而且岩溶山地土层薄，成土过程缓慢，加之过

度砍伐山体林木资源，植被覆盖度低，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山体滑

坡、泥石流灾害频繁发生。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包括：典型喀斯特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6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