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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邓生保护站开展森林

康养活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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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邓生保护站为例，较为详细的分析了邓生保护站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优势
与不足，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为森林类型保护区保护站开展森林康养活动提供了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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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康养”是一种新型国际休闲康养理念，主
要以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优质富氧的森林环境、健

康安全的森林食品、深厚浓郁的森林文化等为依托，

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医疗康体设施，针对亚健康群

体、老年人等开展的以修身、养心、调适机能、延缓衰

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养老等服务

活动的统称。

本文以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邓生保护站为

例，较为详细的归纳、分析了保护站开展“森林康

养”活动的优势与不足，并力求从理论上提出针对

性的建议与措施，为该站以及其他类似保护站实际

开展“森林康养”活动提供一定参考。

１　卧龙自然保护区概况

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汶川县境内，地理坐标为 Ｅ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
Ｎ３０°４５′～３１°２５′，距离成都约 ８０ｋｍ，总面积
２０００００ｈｍ２；保护区成立于１９６３年（我国建立的第
一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１９７５年晋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和亚高山

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保护区；１９７９年加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１９８０年建
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１９８３年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四川省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辖卧龙、耿达 ２



个民族镇），２００６年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邛
崃山系大熊猫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同

年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示范自然保护区；卧龙保护

区是我国唯一的政事功能合一的保护区，保护区管

理局和特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

的管理体制。

保护区处于邛崃山系大熊猫的核心分布区，是

全球３４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野生动植物资
源十分丰富，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值。据不完

全统计：辖区有高等植物２１７科，８１４属，１８９８种，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１２种；区内有脊椎动物８２科，
４５０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５７种；此外，保护
区森林覆盖面率达５７６％，植被覆盖率超过９８％，
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对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生态安全、水土保持、环境改善等均具有重要意

义。

２　邓生保护站概况

邓生保护站是卧龙自然保护区下设的三个保护

站中管护面积最大一个，主要以大熊猫等珍稀动植

物及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保护站前身

是由１９７９年红旗森工局６０２林场场部改建而成的
三圣沟保护（检查）站；２００７年升格为正科级部门；
该站巡护（管护）区域总面积为 ７７６２３ｈｍ２，辖区森
林覆盖率达４７．２％；管护区域有农业人口 ２２００余
人；省道３０３线（国道３０５线）贯穿全境，是小金县、
丹巴县等藏区县进出的交通要道（见附图１）。

附图１　卧龙自然保护区及邓生保护站区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Ｗｏｌ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Ｄｅｓｈｅｎ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保护站日常工作主要有野生动植物保护、木材
检查、防火、宣教、科学研究等；目前有工作人员２０
人（正式１１人，聘用９人）；保护站内有布局较为合
理，功能比较齐备的办公及生活用房近２０００ｍ２；配
备有车辆、卫星电话、ＧＰＳ、望远镜、电脑、灭火器械、
健身器材等设备设施。

３　邓生保护站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优势与
不足

３．１　优势
３．１．１　森林资源优势明显

开展“森林康养”的首要、必要条件就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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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恰恰是邓生保护站最大的优势；①邓生保护
站处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最完整、最易到

达的原始“林海”之中，周围有上万公顷的以岷江冷

杉、麦吊云杉、四川红杉等树种构成的原始针叶林，

根据科学测定，针叶林内的芬多精含量是最高的；同

时该区域有密集的溪流，具有较大的落差，因流水冲

击而产生的负离子浓度也是非常高；②邓生保护站
周边有种类繁多、生态健康的森林食品：如以松茸、

猴头菇、杨柳菌、桦木菌等为主的各种珍稀菌类；以

冬虫夏草、川贝母、红景天、羌活、佛掌参、天麻为主

的道地中药材；以鹿耳韭、石窖菜、核桃花、花椒顶、

岩白菜、竹笋、蕨菜等为主的野菜；④辖区群众种植、
养殖的生态健康农副产品：如以青脆李、核桃为主的

水果；以玉米、青椒、黄瓜、白菜、甘蓝、萝卜、西葫芦

瓜、四季豆、雪山大豆等为主的时令蔬菜；以蜂蜜、腊

肉、跑山鸡、绵羊、牦牛肉为主的畜牧食品；⑤保护站
周边自然景观也丰富独特：有上万公顷的高山草甸，

６月～８月各种高山花卉竞相开放，形成花的海洋；
周边分布有以巴郎山杜鹃、卧龙杜鹃为代表的几十

种杜鹃花，并且花期各不相同，使整个４月 ～８月都
能让人欣赏到美丽的高山花卉；⑥邓生保护站也是
观鸟的天堂，据初步统计，邓生保护站周边有鸟类

２８３种，约占中国鸟类的２０％；区域内有中国特有鸟
类３１种，分别占中国和四川特有鸟类的 ４２％ 和
６３％，其中有６种鸡形目的雉类和４种雀形目的噪
鹛类，约占卧龙特有鸟种的３２％。
３．１．２　硬件设施基本具备

经过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后香港政府的援建，邓
生保护站在房屋、车辆、办公设备等硬件方面有了明

显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修建了值班
室、办公室、会议室等布局较为合理的办公场所，并

建成了９间标间、１５间套间，房内电视、热水器、床、
衣柜等基本设施已经配备；②配套修建了独立的厨
房和餐厅；③建立、布展了科普教育展厅；④建立有
健身房并配备了跑步机、乒乓球、单车等健身器械；

⑤保护站周边实现了移动网络与无线 ＷＩＦＩ覆盖；
⑥规划建设了２０ｋｍ的森林旅游栈道。
３．１．３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邓生保护站位于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西北方向，

紧邻省道３０３线（国道３０５线），距离成都不到１１０
ｋｍ；邓生保护站处于“大九黄环线”西线，位于卧龙
保护区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与小金县四姑娘山

旅游景区之间，是小金、丹巴、色达等藏区县进出交

通要道，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３．１．４　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
邓生保护站的职工不论是学历、职称还是年龄

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站内有２０名长期从事野
生动植物保护、科普教育、林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

术人员（其中博士１人，硕士２人，本科２人，专科４
人，其他１１人；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３人，初级４
人，工勤岗位４人；职工平均年龄为３６５岁），他们
熟悉林业工作，了解辖区动植物分布、活动习性等基

本情况，可以较好地与游客进行沟通，能将保护区、

保护站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林业知识向游客讲解，

让他们游有所乐、游有所获、游有所养。

３．１．５　法规、政策上符合规定
邓生保护站周边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

按照《森林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可以开展一定的生态旅游活动；同时在国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在四川省打造最

佳“森林康养”目的地的引导下，邓生保护站职工完

全可以依托管护区域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借助“森

林康养”的东风，盘活现有林区资源，增加职工的经

济收入，从而较好的解决保护与发展这个矛盾体。

３．２　不足
３．２．１　“森林康养”思想认识不够

“森林康养”是国际新型的康养理念，由于大部

分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站都位于偏远的地

区，广大保护站工作人员长期在基层，受知识、眼界、

思维的限制，对新事物、新理念、新政策的认识、接受

存在较大的困难，长期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同时

他们大都属于抗风险能力低、资金缺乏哪一类，不能

在第一时间认识到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也就不可能很快的开展方案设计、项

目打造、资金筹措、知识储备等相关准备活动，这样

必然会错失“森林康养”活动开展的最佳时机。

３．２．２　基础配套针对性不强
虽然灾后重建中，邓生保护站修建了近２０００

ｍ２的房屋，其中配套有住房（套间、标间）、健身室、
餐厅、厨房、办公室、会议室、机房、科普宣传展厅等，

但是这些都基于日常工作的需要而设计、装修、布局

的，这显然不能满足“森林康养”活动开展的需要，

比如：棋牌、阅览、茶饮等休闲娱乐场所缺乏；房间装

修风格过于简单、陈旧不能满足接待需要；因保护站

处于“原始森林”中，“远离”闹市，日常生活物资购

置不是很方便，所以应配套一个小型生活超市等等。

３．２．３　医疗康体服务是弱项
“森林康养”其实就是林学 ＋医学 ＋服务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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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森林提供的生态环境和生

态产品，辅助康体服务设施，在一定临床医学指导的

基础上，科学地开展森林浴、森林健步、森林疗养等

活动，以达到保健、康复、预防、治疗４个层次的目
标。目前邓生保护站在林学方面的人才、设备、技术

储备相对是具有优势的，但是针对开展“森林康养”

活动来说，在康体设施、服务水平、医学等方面仍然

是弱项，职工要想从事务性工作转变到服务性工作

中来，也必然存在心理、认识、技能等方面的多道门

槛。

３．２．４　科学规划相对缺乏
规划是实施的灵魂。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

总体规划或者详规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生态旅

游，这些规划往往是宏观、理论、中长期的，没有细化

到“森林康养”这个层次，更不会针对某个保护站特

别设计，每个保护站都有开展“森林康养”活动的优

势与不足，情况也千差万别，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针对性的规划、项目设计、产品开发、市场推广

的话，那么在以后开展过程中必将事倍功半、得不偿

失。

４　建议

４．１　做好保护站森林康养整体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旅游项目都会涉

及资源分析、目标人群、消费能力、配套设施、产品开

发、市场营销、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森林康养”也

不会例外；作为邓生保护站也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

律，务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详细、科学

的规划编制，以规划为指引，尽量避免建设期间可能

出现的纰漏，缩短开发、建设周期，抓住市场机遇。

４．２　逐步完善保护站配套服务设施
“森林康养”活动有其特定的客户群体，我们应

该详细地分析他们的客观需求，在客房的装修风格，

家具、家电的配置，康养设备、仪器的添置，休闲娱乐

场所的改建，饮食的搭配，服务人员的技能培训，通

行、通讯、医疗的保障等方面都应逐步的完善与落

实。

４．３　强化工作人员森林康养意识
我们对新事物都有一个接受、消化的过程，保护

站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拓展工作人员

的思路和意识；侧重从“森林康养”的概念、要素、作

用、方法、重要性、市场需求、经济效益等方面给予全

方位的了解，只有接触了、了解了、认识了才能从心

里真正的接受它，这样在实施过程中才会有主动性

和积极性。

４．４　引入医学、旅游等专业人才
“森林康养”是林学、医学、旅游等学科的结合

体，目前保护站在林学这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

缺乏其他学科的支撑；因此邓生保护站应该针对这

块短板进行弥补，比如：对现有人员进行医学、旅游

学方面的培训，使其掌握基本概念与理论；从保护区

管理局的医院、旅游局等技术部门借调部分人员，通

过他们传、帮、带引导站上人员；在招考计划中，有针

对性的引进这部分专业人才等。

４．５　借力保护区及周边生态旅游平台
森林康养仅是生态旅游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借

助保护区及周边正在开展的生态旅游这个大的平

台，利用自身的资源、区位、人力、设施等优势，打造、

开发适合保护站自身的其他旅游项目，吸引潜在客

户人群，比如：观鸟、穿越、野外生存、科普教育、自然

体验等等。

总之，不论是打造“森林康养”目的地还是开展

“森林康养”活动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保护站要从规划设计、人才培养、思想认识、基础

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有机配合，协调发

展，才能借助“森林康养”这一新的森林旅游业态，

激活国有林区的资源，实现国有林业转型发展，有效

提高林区职工的经济收入，最终实现以保护促发展，

以发展固保护的良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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