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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与野生脊椎

动物的保护关系

周冬良
（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 福州 )#""")）

摘要：在福建省已建立的 )! 个省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中，(*+%,分布在中亚热带，其余 !!+-,分布在南

亚热带。分析表明：在福建省已建立的省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野生脊椎动物资源，有 #" 目 %*(
科 -#% 种。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全省野生脊椎动物物种数的 #(+(,，尚有 &-& 种

野生动物在保护区内未发现或未有分布，主要是海洋哺乳动物、海洋性鸟类、海蛇类及海洋性鱼类。根

据已建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和已查明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情况，从物种保护的角度提出今后保护区建

设重点为沿海地区，并提出通过区域保护区网络建设，强化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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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然保护区是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措施。

截至 !"") 年 %" 月，福建省已建立 )! 处省级以上森林

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 处，市（县、区）级自然保护区 #"
处，自然保护小区 ) )!$ 处，总保护区面积达 *"+!& 万

JE! ，占福建省国土面积的 &+##,，然而已建的自然保

护区内究竟保护了多少野生动植物，从保护物种的角

度，哪些地方需建立自然保护区，全省还要再建多少保

护区，应该在哪里建保护区等，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当

地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区建设投入等方面都是

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从福建省已建的 )! 个省级以

!!!!!!!!!!!!!!!!!!!!!!!!!!!!!!!!!!!!!!!!!!!!!!!!!!!!!!!!!!

上自然保护区调查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种类数出发，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 研究地区概况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位于东经 !!"#"$% & !’$#
($%，北纬 ’)#)$% & ’*#’’%之间。东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东

北与浙江省毗邻，西北以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

与广东省相连。东西宽约 "($ +,，南北宽约 ""$ +,。全

省土地总面积为 !’-!( 万 +,’，山地面积约占全省土地

总面积的 ")-(.，丘陵面积约占 ’/.，全省森林面积、

覆盖率和蓄积量分别达 01/-$1 万 2,’、"1-). 和 )-/"
亿 ,) 。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一。境内水系发达，计有

’/ 条水系、00) 条河流，大小河流总长度约 !-)0 万 +,，

流域 面 积 约 !!-) 万 +,’ 。海 岸 线 曲 折 绵 长，总 长 度

) )’( +,，居全国第二，曲折率为 !-"1 3 !，居全国第一

位。沿海港湾众多，大小港湾 !’" 个，岛屿! ’$’个。海

域面积 !)-0 万 +,’ ，略大于陆域面积。气候属亚热带

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多在 !1 & ’’ 4。最热月均温在

’*4左右，最冷月均温在 0 & !) 4之间。年降水量在

! !$$ & ’ $$$ ,,之间，是全国多雨区域之一。

" 研究方法

通过对全省现有 )’ 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科考

报告和相关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结合对保护区实地

调查发现记录的物种，对 )’ 个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野

生脊椎动物种类按目、科、种方式进行汇总整理，与全

省野生动物种类数进行比较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上，福建省处于东洋界华南

区的闽广沿海亚区和华中区的东部丘陵平原亚区交错

地带。地理条件优越，生境类型多样，野生动物资源丰

富。统计显示，全省有野生脊椎动物 ! 0(1 种及亚种，

其中兽类 !’$ 种，鸟类 "() 种及亚种，爬行类 !’) 种，两

栖类 (0 种，鱼类 *!" 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动物有 !($ 种，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种，省保护的

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 "$! 种（表 !）。

福建省已建立的省级以上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

然保护区 )’ 个，保护区总面积达’*" 1*1-(0 2,’，占福

建省国土面积的 ’-)).。具体名单及分布见表 ’ 及

图 !。

在 )’ 个自然保护区内受保护的野生脊椎动物种类

数合计达 "$ 目 !*1 科 /"! 种［! & /］（表 )）。

表 ! 福建省野生脊椎动物统计表

纲 名 物种数

占中国

物种数的

比例（.）

国家重点保护

物种数

省级保护

物种数

一级 二级 重点 一般

哺乳纲 !’$ ’(-$" 1 ’* / !(
鸟纲 "() ()-0* !’ *$ 0( (!(

爬行纲 !’) )’-1! ’ 0 ) ’1
两栖纲 (0 !0-(/ 5 ’ ) )0

鱼类 *!" ’/-$1 ! ) " 5
合计 ! 0"$ )!-1’ ’’ !!* *( "$!

本表不包括文昌鱼纲。

表 ’ 可见，福建省已建自然保护区中绝大多数属森

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占全省已建国家级、省

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从图 ! 可知，已建的自然

保护区有 ’" 个分布在中亚热带，约占 1*-!.，而 1 个分

布在南亚热带，占 ’!-/.。目前，按照“先保护后建设”

指导思想划建的众多市（县、区）级自然保护区和保护

小区的资源本底基本不清，全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趋势

仍以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为主，沿海湿地类型

的自然保护区发展缓慢，其原因是中亚热带所在地政

府部门重视，资源保护相对较好，经济相对落后，因经

济发展人口相对向沿海迁移又创造了条件；而多数沿

海湿地特别是位于南亚热带所在的地方虽然经济相对

发达，但人多地少，因发展经济对湿地的利用较强，对

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有顾虑或不重视，限制了沿海湿

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已建 )’ 个自然保护区内分布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种

类达 "$ 目 !*1 科 /"! 种，分别占全省 1( 目 )$( 科! 0(1
种的 01-0.、0!-".和 "1-1.，未发现或未分布物种有

0/0 种。由于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得到

改善和恢复，为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栖息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种群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列入国家和省重点

保护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区内得到较好地保护。全省

!’$ 种兽类中，/( 种受到了保护，陆生兽类基本上受到

了保护，而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海洋哺乳动物多数未得

到有效保护；"() 种（包括亚种）鸟类中，(10 种受到了

保护，尚有 01 种未受到有效保护，这些种类主要为潜鸟

目、)形目、鹈形目、鹦形目全部及大部分鹳形目、雁形

目、隼形目、鹤形目、鸥形目鸟类，其中潜鸟目、)形目、

鹈形目、鹳形目、雁形目、隼形目、鹤形目中多数属国家

或省重点保护物种，如黑脸琵鹭（!"#$#"%# &’()*）、东方

白鹳（+’,)(’# -).,’#(#）、卷羽鹈鹕（ !%"%,#(/0 ,*’01/0）、海

鸬 鹚（ !2#"#,*),)*#3 1%"#4’,/0 ）、黑 嘴 端 凤 头 燕 鸥

（52#"#00%/0 -%*(0$%’(’）等，这些物种除隼形目外均属水

鸟，主要分布在沿海湿地［!$ & !)］；!’) 种爬行类中，!$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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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保护，尚有 !" 种有待保护，主要是海蛇类；#" 种

两栖类中，#$ 种得到了有效保护；在全省 %!& 种鱼类

中，受到保护的鱼类仅 ’$! 种，大部分海洋性鱼类未受

到保护。

图 ! 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分布示意图

!福州；!( 松溪白马山；’( 武夷山；$( 建瓯万木林；#( 南平茫荡山；&( 邵武将石；")泰宁峨嵋峰；*( 建宁闽江源；%( 龙栖山；

+( 宁化牙梳山；!,( 明溪君子峰；!!( 明溪均峰山；!’( 天宝岩；!$( 长汀圭龙山；!#( 大田大仙峰；!&( 梅花山；!"( 梁野山；!*(
虎伯寮；!%( 三明格氏栲；!+( 三明罗卜岩；’,( 福安瓜溪桫椤；’!( 闽清黄楮林；’’( 尤溪九阜山；’$( 永泰藤山；’#( 莆田老鹰

尖；’&( 德化戴云山；’"( 永春牛姆林；’*( 安溪云中山；’%( 泉州湾（洛阳江）；’+( 大屿岛（厦门珍稀海洋动物）；$,( 龙海九龙

江口红树林；$!( 漳江口红树林；$’( 屏南鸳鸯猕猴； 中南亚热带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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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名录（截至 !""# 年 $" 月）

自然保护区名称 面积（%&!） 主要保护对象 保护区级别 保护区类型

福建武夷山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分布的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国家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建梅花山 !! $(,*’
以华南虎为代表的珍稀野生动植物和典型的中亚热带

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建龙栖山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珍稀雉类及其它野生动植物资源 国家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建虎伯寮 #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野生动物 国家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建天宝岩 $$ "(#*#
长苞铁杉林、猴头杜鹃林、泥炭藓沼泽及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及珍稀野生动植物
国家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建梁野山 $+ #(’ 南方红豆杉及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国家级 野生植物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 ! #("
红树林及其栖息野生动物。湿地鸟类及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国家级 湿地

厦门珍稀海洋生物物种 ## ",,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鹭类等湿地鸟及生态系统 国家级 野生动物

邵武将石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长叶榧及丹霞地貌 省级 野生植物

建瓯万木林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古树及珍稀动植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南平茫荡山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水源涵养林及珍稀野生动植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三明格氏栲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格氏栲林、米槠林 省级 野生植物

三明罗卜岩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楠木林 省级 野生植物

龙海九龙江口红树林 #") 红树林及其湿地生态系统、湿地鸟类 省级 湿地

永春牛姆林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及珍稀动植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德化戴云山 $# +)!*+ 中、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及珍稀动植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闽清黄楮林 $# ’$$ 福建青冈及其生态系统、珍稀野生动物 省级 野生植物

屏南鸳鸯猕猴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及鸳鸯、猕猴等珍稀野生

动植物
省级 野生动物

宁化牙梳山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野生动植物、南方红豆杉、云

豹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福安瓜溪桫椤 $ +#, 刺桫椤、沟谷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野生植物

泰宁峨嵋峰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野生动植物、长叶榧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永泰藤山 $’ -$"
丰富的藤本植物、岩石野生兰花植物、藏酋猴种群、刺

桫椤种群、独特的地质地貌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长汀圭龙山 ’ ### 常绿阔叶林及珍稀野生动植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建宁闽江源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珍稀动植物、水源涵养林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尤溪九阜山 ! #",
水松群落、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珍稀野生动植物、南

方红豆杉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安溪云中山 # -,( 南方红豆杉、黄腹角雉、蟒蛇、云豹、黑麂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泉州湾河口湿地

（惠安洛阳江红树林）
) "#-*’( 红树林及湿地鸟类 省级 湿地

莆田老鹰尖 ! ,!)*’ 中、南亚热带过渡森林生态系统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大田大仙峰 ( ,-# 国家!、"级保护动植物 省级 野生生物

松溪白马山 # !’"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省级 森林生态系统

明溪均峰山 $ )$" 常绿阔叶林、黄腹角雉、南方红豆杉 省级 野生生物

明溪君子峰 $# ,+, 常绿阔叶林、南方红豆杉 省级 野生生物

保护区面积合计（%&!） !,’ ),)*+(

·-(·$ 期 周冬良：福建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与野生脊椎动物的保护关系



表 ! 福建省 !" 个自然保护区内各分布野生脊椎动物与全省野生脊椎动物比较!

保护区名称
哺乳类 鸟类 爬行类 两栖类 鱼类

目 科 种 目 科 种 目 科 种 目 科 种 目 科 种

武夷山 ! "# $% %! &$ "’( # %# $# " ) #( & %" &*
梅花山 ! "* (( %$ &* %)! # %* () " ! ") ’ %& (’
龙栖山 ! "% &( %* "( !" # ! "" " ! %% # $ #%
虎伯寮 $ "* ’’ %! &" %’’ # %" ($ " $ "’ ’ %) (%
天宝岩 ! "% (! %! &( "#" # %" $& " $ #% ’ %& (!
梁野山 $ "* (# %! &( "*’ # %% $# " ! ") ( "% )*
漳江口 & ) %& %’ #! %’& # %% #$ % ’ %# %’ ’) %&%

将石 $ ) #* %& "$ (! # %* "% % # ) # $ "*
茫荡山 ! "* ’! %! &$ "*$ # %" $* " ! #% ( %$ !$
万木林 ! %" &* %( #( %&" # %* "# " ’ %! & ! #%
白马山 ! %) &! %( &* "%% # %% #$ " ( "" & $ "$
闽江源 ! "% ’! %! &! %)# # %" (% " $ "’ ’ %% &$
峨嵋峰 ! %! #( %& ") %** # & "" " & ) & $ "#
牙梳山 ! %! &% %( &" %#( # ! #& " ’ %’ & ! ""
罗卜岩 $ %$ ") %# #& %*" # ( #’ " ’ %& # $ %!
格氏栲 ! %% #* %% "’ $! # ’ "( " ’ %$ # ( %$
九阜山 $ %( #’ %% #" "*$ " ’ "’ % & %& ’ %% #*
大仙峰 ’ ) %* %" "% (# # ! %) " ’ %( ( %%
均峰山 ( %& %! %# "( $( # %% &% " $ "# ’ %# #(
君子峰 ! %! #% %$ #’ %"# # %% (% " $ "( ( %# ’*
圭龙山 ! %( #( %$ #’ %&! # %% &$ " ( %) ’ %% &*

九龙江口 & $ %’ %# #% %%* # $ %! % " ( ’ %& &#
牛姆林 ! %! #’ %& "! )$ # %" #( " ( %$ # ’ %&
戴云山 ! "% ’! %$ &’ %)& # %" $* " $ #* & %& (!
云中山 $ %) #! %# #& %’’ # %* && " ( "% # $ %&

泉州湾（洛阳江） $ %’ ## %# #* %*$ # %# #& % ’ %# %* #* %*#
老鹰尖 $ %" %# %" "& ($ # %% &# % ’ %! # ! "’

藤山 ! %& &! %$ &" %!$ # %# &! " ( #* & %* #%
黄楮林 ! %$ "$ %’ #" %*" # %" ’$ " $ #* & %( ’$

鸳鸯猕猴 ! %! #* %& #% !) # ! #& " ( "* " ’ %(
桫椤 $ %" "* %% "’ ($ # ( %’ % ’ %& " # $

厦门珍稀海洋生物
（大屿岛保护区） " ’ %# $ "% ’& # ’ %$ % " # + + +

保护区合计 ) #* )& %! ’( &$( # %$ %*$ " ) &# %! $’ "#%
全省 %* #" %"* "% (( ’&# # %$ %"# " ) &( #! %!* !%’

保护区物种占

全省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于云中山、大仙峰、龙栖山、黄楮林、君子峰、均峰山、泉州湾河口、藤山、老鹰尖、白马山、峨嵋峰、九阜山等自然保护区

科学考察报告。

# 讨 论

福建省沿海湿地是众多(鹬类等水禽的重要越冬

场所和迁徙驿站［%* . %#］，更是黑脸琵鹭、卷羽鹈鹕、黑嘴

端凤头燕鸥等许多珍稀鸟类重要的栖息场所，而已建

的保护区对潜鸟目、)形目、鹈形目及大部分鹳形目、

雁形目、隼形目、鹤形目、鸥形目等物种的保护覆盖很

少或未覆盖，沿海已建的自然保护区数量也较少，为有

效保护福建省分布的野生动物种类，在保护区建设规

划布局上，今后重点应侧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鸟

类的角度应优先考虑沙埕湾、三都湾、闽江口、福清湾、

兴化湾及众多无人居住的岛屿等重点湿地，加强对这

些保护薄弱和空白地区的调查和管理。

在全省 !%’ 种鱼类中，仅有 "#% 种鱼类受到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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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鱼类资源的保护亟须加强。首先，应根据海洋性鱼

类的丰富度与多样性确定全省海洋性鱼类保护的热点

地区，进一步建立以野生鱼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

保护区；其次许多洄游性鱼类的生境受到人工水坝的

严重影响，应该对此展开调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海洋哺乳动物是珍稀的动物资源，应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受到保护，其在福建厦门湾、东山

湾、泉州湾一带经常出现，目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船舶

与泥沙淤积的影响，对此应根据对其活动的监测结果，

划定并扩大原有的保护范围。

从已建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及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种

类出发，为充分发挥保护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作

用，应加强对已建自然保护区内受保护野生动物，特别

是各个保护区的指示物种或关键物种的监测，进一步

扩展自然保护区范围，加快实施区域自然保护区网络

建设，通过“以大带小”（即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若

干省级保护区、市县级保护区、保护小区、点等）的方

式，形成系统规模管理，强化自然保护区对野生动物保

护的效果。

鉴于对现有自然保护区资源状况尚不很清楚，建

议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力度，了解保护区内资源现状，

对列入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已在自然保护

区内的，应对物种种群状况进行监测，实行动态管理，

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作用。

对已建的众多市县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

等，加强资源本底调查，尽快建立全省自然保护区生物

多样性信息系统，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致谢 承蒙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振基副教授指

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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