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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的生态保护修复研究*

—— 以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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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文章以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为研究对

象，针对该区域的森林资源质量需提升、资源保护力度应加强、森林健康管理待提高 3 种主要生态问题，

提出以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本底为基础、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导向的生态保护修复思路，

注重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科学管理 4 类 13 项生

态保护修复内容，并通过生态保护修复区划，分析诊断 5 个功能分区现存问题，提出生态保护修复策略，

开展相应的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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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lakes, and grasse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viliz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in northern 
Guangzhou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Given the three main 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is area, namely, 
the quality of forest resourc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resource prot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forest health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idea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ckground and guided 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forest ecosystem is proposed. In addition, 13 ite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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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tegories, such as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cise improvement of forest 
quality,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re proposed. 
Throug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zon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5 functional zones were analyzed 
and diagnose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nd 5 specific practical schemes 
were carried out.

Key�words�　eco-civilization；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lands life commun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systematic management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生态文明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1]，是新时代生态社会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也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 [3]。由于社会经济的

高速发展，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和快速的城市扩

张引发了植被退化、水资源污染、生态环境破碎

化等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4]。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是依据习近

平总书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 [5- 7]，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提升生态系统自

我恢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自然生

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

面增强，对受损、退化、服务下降的生态系统进

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过程和活

动 [8- 9]。2016 年 9 月，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与原

环境保护部联合发文，明确以“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为重要理念指导开展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3]；2016 － 2019 年，全国

各地陆续实施了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或修

复工程，2021 年又启动 10 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10]。在理论方面，相关学者已

从不同方面研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科

学认知、路径及制度体系保障 [11-13]，为山水林田

湖草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实践方面，多数地

区仍以传统的国土综合整治工程技术修复山水林

田湖草等国土空间要素 [14-16]，这种单一修复工程

对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

力现代化支撑力度不够。

近年来，广州市稳步实施绿美广州生态建设、

森林城市品质提升工程，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与提升，但是仍存在自然生态系统质量不高、生

态治理系统性不强、生态系统修复力度不够等问

题，特别是对于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存

在的内在机理和规律认识不足，与落实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理念及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由于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广州市需要结合

实际情况，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重

要生态区域，通过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示

范区，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摸索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模式，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新样板，形成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以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为研究对象，在

分析现存生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体化系统治

理思路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内容及策略，

以期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提供示

范样板。

1　研究区现状

1.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主要位于广州市从化区、

增城区行政区划范围内（东经 113°35’~114°04’，
北纬 23°18’~23°56’），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以

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

短为特征。全年平均气温 21.9℃，水热同期，雨

量充沛。土壤类型多样，以红壤、赤红壤为主，

部分区域分布有黄壤。研究区涵盖从化区良口镇、

吕田镇、温泉镇，增城区派潭镇、正果镇，以及

大岭山林场、流溪河林场、增城林场，总面积约

11.0 万 hm2（图 1）。该区域地貌以丘陵、低山为

主，地势相对较高，有全市海拔最高的天堂顶山

峰（1 210 m），流溪河、增江穿境而过，分布有

流溪河水库、黄龙带水库、陈禾洞水库等大中型

水库，是广州市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地。根

据广东省森林资源信息管理平台发布数据显示，

研究区森林面积约 9.19 万 hm2，森林覆盖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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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生态公益林面积约 5.6 万 hm2，是广州市重

要的森林生态屏障。植被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

丰富，是野生动植物的重要分布区域及栖息地。

1.2　主要生态问题

北部生态涵养区森林资源质量需提升。尽管

该区域森林覆盖率高，但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低

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碳汇能力不强；流溪河

水库、黄龙带水库、陈禾洞水库周边林种结构不

合理，水源涵养功能不强；增城林场与白水寨风

景区周边纯林多、混交林少，人工林多、天然林

少，林分质量不高。需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

结构、强化生态服务功能。

北部生态涵养区资源保护力度应加强。该区

域唐鱼、白鹇等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不佳，野生

动物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应推进候鸟栖息地生态

修复工作，加大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力度，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

北部生态涵养区森林健康管理待提高。该区

域局部林业受到松材线虫、薇甘菊等有害生物危

害，森林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和数据管理系统不完

图 1��广州市北部生态涵养区区位

Fig.1��Location�of�ecological�conservation�area�in�northern�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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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需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开展生态系

统生物要素监测，强化自然资源管理。

2　生态保护修复区划及问题诊断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的原则，根据研

究区域主要生态功能差异，基于自然地理单元的

分布，综合考虑各区域总体功能定位、社会经济

发展现状以及行政单元完整性，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通过建模将生态功能保护区、治理重点区等

按取并集原则进行空间叠加，构成生态保护空间

管控单元，将北部生态涵养区划分为 5 个重要生

态环境功能区，包括大岭山林场及周边片区、流

溪河流域片区、从化温泉镇片区、增城白水寨风

景区两翼片区和增城林场及周边片区。其次，针

对每个功能分区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围绕生态保

护修复内容，提出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

（表 1）。

3　生态保护修复思路及内容

3.1　生态保护修复思路

北部生态涵养区的生态保护修复应在综合治

理生态环境本底的基础上，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为导向，立足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

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全面保护常绿阔叶林等原

生地带性植被的基础上，科学实施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森林抚育和退化林修复，进一步加强河湖

生态保护修复，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连通

生态廊道，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开展有害

生物防治，筑牢北部生态安全屏障。

3.2　生态保护修复内容

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的生态保护修复内容主

要包括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和自然资源科学管理 4 类

13 项主要内容，保持和提高森林对流溪河、增江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功能，探索“林－水修复模

式”，达到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固碳释氧、

净化水质等生态服务功能。规划到 2025 年完成 4
处生态环境治理、建设 12 226 hm2 高质量森林、

加强 8 处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落实 7 处生物防

治与监测（表 2）。
3.3　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根据北部生态涵养区各功能分区的生态保护

表 1�广州市北部生态涵养区功能分区问题诊断

Tab.�1�Diagnosis�of�functional�zoning�of�ecological�conservation�area�in�northern�Guangzhou

地理分区
Geographical de-

marcation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zoning

重要特征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问题诊断
Problem diagnosis

大岭山林场及周
边片区

大岭山林场、从化温
泉镇桃莲村部分区域

植被茂密，保存有天然次生林，
以及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顶级森
林群落，碳汇能力巨大。

（1）局部森林质量不高，树种组成结
构简单、生态功能、碳汇能力不强。

（2）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植物多样性保
护任务繁重。

流溪河流域片区
流溪河林场、从化区
良口镇、吕田镇部分
区域

有广州市唯一大型水库流溪河水
库，为下游提供灌溉、防洪的作
用。片区有数百座山峰，22 座
大小岛屿，形成丰富的湿地景
观。

（1）流域周边森林质量不高，森林保
护与利用有冲突。

（2）部分水鸟栖息地受破坏，水鸟生
存空间受威胁。

从化温泉镇片区 从化区温泉镇
植被茂盛，旅游资源丰富，温泉
水资源是世界最珍稀的两处小苏
打温泉之一。

森林植被覆盖率高，但林分质量、林
相、群落结构不佳。

增城白水寨风景
区两翼片区

增城区北部派潭镇、
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周
边、大封门森林公园、
从莞深高速公路派潭
段

山峦起伏、河谷交错，有国内落
差最大的高山瀑布；有原始森
林、浅滩湿地、矿泉、温泉等自
然生态资源。

森林质量不高，对旅游发展促进程度
不高，森林保护与利用不协调。

增城林场及周边
片区

增城林场及周边、增
江正果流域

增城林场生态资源优良，发挥涵
养水源、净化水质的功能；增城
市兰溪河珍稀水生动物及其生态
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区域。

存有大片的桉树林，森林呈现出林分
结构简单，生态稳定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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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思路，分别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具体包

括大岭山森林提升与保护修复方案、流溪河流域

高质量水源林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从化温泉镇及

周边高质量水源林综合保护修复方案、增城高质

量水源林综合保护修复方案、增城林场周边地带

性植物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大岭山林场及周边片区主要实施营造生态风

景林景观、实施封山育林、培育大径材林以达到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目的 [17]；实施唐鱼栖息地保

护与恢复，古树名木保护，伯乐树种群保护达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

流溪河流域片区主要实施流溪河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加强水鸟廊道重要节点修复，以构建水网湿

地连通、景观特色鲜明的湿地体系；实施推广优良

珍贵树种，以达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目的。

从化温泉镇片区主要实施营造生态风景林景

观、推广优良珍贵树种、改造速生纯林、实施封

山育林、培育大径材林以达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的目的；实施受损山体环境治理恢复，对从化区

域受损山体开展生态改造修复试点工作，进行废

弃采石场生态修复工作；通过构建农林水复合系

统，充分利用温泉镇周边多个市级农业公园，发

展观光休闲农业，开展定制农业、众筹农业、家

庭农场等新兴农业业态。

增城白水寨风景区两翼片区主要实施营造生

态风景林景观、推广优良珍贵树种、改造速生纯

林、实施封山育林、培育大径材林以达到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的目的；依托增城荔枝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推进经济林发展转型升级；利用

增城区域森林、景观、文化和林源产品等资源，

建设集疗养、养生、休闲、运动于一体的森林康

养综合体，发展高品质森林康养。

增城林场及周边片区实施推广优良珍贵树种，

以达到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目的。

各片区同时开展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生物要素

监测，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评估，重点保护动植

物资源监测评估，典型自然资源类型风险评估工

作，建立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提升态势感知能力，

科学准确评估研究区域森林质量提升成效。

4　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广州北部生态涵养区为研究对象，针

对该区域的森林资源质量需提升、资源保护力度

应加强、森林健康管理待提高 3 个主要生态问题，

提出以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本底为基础、以增强森

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导向的生态保护修复

思路，注重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科学管理 4

表 2�北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修复内容

Tab.�2��Contents�of�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in�northern�ecological�conservation�area

序号
No.

生态保护修复类别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

ration categories

生态保护修复主要内容
The main conte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期指标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lanning period

1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河流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1 处

受损山体环境治理恢复 1 处

生态廊道建设与修复 2 处

2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生态风景林改造 4 405 hm2

珍贵树种林培育 1 180 hm2

速生纯林改造 2 445 hm2

封山育林保护 3 330 hm2

大径材用材林改造 866 hm2

3 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

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 2 处

古树名木保护 5 处

生物多样性构建 1 处

4 自然资源科学管理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2 处

生态系统生物要素监测 5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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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13 项生态保护修复内容，并通过生态保护修复

区划，分析诊断 5 个功能分区现存问题，围绕生

态保护修复内容，分别提出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修

复策略。

本文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

理念，多角度、全方位、系统性的提出了广州北部

涵养区生态保护及修复的实施方案。通过开展区域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解决北部生态涵养区

“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问题，

实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树立标杆和典范，实现

生态建设从局部改善走向系统治理，建设品质从全

面提速走向精准提质，生态效益从服务功能走向价

值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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