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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评价

曹　虹，宋进春，吴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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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山王坪是我国首批国家试点建设的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其发展建设正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公园的发
展潜力评价是公园试点建设的重要步骤。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区的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生态系

统、生态环境质量、开发利用条件三个方面构建了１个包含１９个指标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应用模糊
评价方法，对公园发展潜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评价得分为８７７１７分，发展潜力为优秀。利用 ＳＷＯＴ分析进行定性
分析，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

提供科学指导，为相关类似公园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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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生态公园作为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展示林
业建设成就、完善生态保护体系、服务民生福祉的重

要平台，对丰富森林康养与生态旅游体系意义重大。

截至２０１７年，我国已有１８个国家生态公园开展试
点。重庆山王坪是我国首批开展国家生态公园试点

的三处之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东南部金佛山东缘，

属全球典型的切割高原型中山台地地貌，是中国西

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态公园建设对喀斯

特生态系统资源保护培育，林业生态修复成果的巩

固与提升，维护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发挥公众休闲

娱乐、科普教育展示功能，加速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

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针对我国首家以单处保护地

为主体的国家生态公园，对其建设条件与发展潜力

进行科学、客观与规范的评价，是生态公园快速发展

的重要步骤，以期为我国类似公园建设提供借鉴。

１　概况

重庆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由南川区林木

良种场山王坪工区国有林地及山王坪村、庙坝村和

莲花村集体林地所组成，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７°１９′
４４″～１０７°２２′２５″，北纬２９°６′７″～２９°０９′３８″，总面积
１６２９７ｈｍ２，森林覆盖率９５５％［２］。公园距重庆市

区９６ｋｍ，距南川市区３８ｋｍ，处于“重庆１小时经济
圈”范围内；毗邻国家５Ａ风景区、喀斯特世界自然
遗产金佛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现有外部交通方便，

距离渝湘高速水江镇出口２２ｋｍ，区位优良。
公园主体基面海拔１３５０００ｍ～１４００００ｍ，

最高点海拔 １６２３４０ｍ（观霞峰），最低点海拔
１２２４２０ｍ（大落凼），相对高差４００ｍ，属中山溶原
台地，中山台地周围多悬崖绝壁，切割强烈、多陡岩

和狭谷；上层由栖霞系灰岩构成了较大面积的缓坡

与平台，在上层缓坡与平台上，分布众多形态各异的

石山、石林、溶洞，具有典型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

年均气温１１１℃，最高月（７月）平均气温２２７℃，
夏季气温凉爽，与重庆市主城区高温形成鲜明对比，

消夏避暑条件适宜。

公园植被区系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川东盆

地及川西南山地常绿阔叶林带、盆边南部低山植被

区、娄山北侧东端植被小区。共有维管植物１５０科、
５８０属、１３７４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１１种；有
脊椎动物１４０种，隶属于５纲２５目５９科１１１属；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１种。

生态公园内有石林面积有７ｋｍ２，主要以生态
石林、溶洞、林海构成自然生态景观。该地区石林、

溶洞等具有典型的山原喀斯特地质地貌特征，发育

范围广、形态齐全，如石林、石芽、石柱、溶沟、溶痕、

节理、裂隙、落水洞、溶洞等，是目前国内已探明的面

积较大、特色最显著的生态石林之一，其石林景观是

山王坪旅游区最核心的旅游资源。山王坪属典型的

喀斯特生态脆弱地区，但其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完整

地带性常绿与落叶阔叶林、灌木林，其石林与森林相

互交融，呈现出“石在林中、林在石上、林石互融”的

生态石林特征，是全国乃至全球极为罕见的石林奇

观，其独特的地貌景观资源和植被景观资源极具保

护与科研价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公园内营造柳杉
进行石漠化治理，与人工水杉林构成了独特的彩色

森林奇观。

生态公园实施方为重庆南川林木良种场，为第

一批国家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１００个国家级森林
经营示范林场之一，良种场下设４个机关股室、４个
管护站和 １个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在职职工５５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８人。聘请场外护林人员
１３０人，良种场以营林为基础，做足种养殖业、加工
业等文章，积极开展以生态旅游、种苗培育等多种经

营，良种场经济发展良好。

２　公园发展潜力定量评价

２．１　构建评价模型
结合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已经开展的相关评

价研究［２－４］，对评价指标进行刷选与整合，并结合山

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区域资源特征与管理现

状，选择针对性较强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征询有

关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调整，得到发展潜力评价指

标体系。

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评价指标

体系由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质量、开发利用条件三类

项目１９个因子组成（表１）。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 ＡＨＰ），对山王坪喀斯
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为科学决

策提供依据，为发展确定方向。

表１　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评价指标
体系

第一层
（总目标层）

第二层
（评价项目层）

第三层
（评价因子层）

发展潜力评价Ａ

生态系统Ｂ１

生态环境质量Ｂ２

开发利用条件Ｂ３

结构完整性Ｃ１
类型典型性Ｃ２
功能独特性Ｃ３
景观多样性Ｃ４
科普宣教价值Ｃ５
生物多样性Ｃ６
空气环境质量Ｃ７
水环境质量Ｃ８
土壤环境质量Ｃ９
噪声环境质量Ｃ１０
空气负氧离子Ｃ１１
空气细菌含量Ｃ１２
区位条件Ｃ１３
基础设施Ｃ１４
旅游适游期Ｃ１５
交通条件Ｃ１６
基础设施Ｃ１７
土地权属Ｃ１８
居民支持度Ｃ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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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确定评价因子权重
在构建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评

价指标体系之后，通过专家打分，构造判断矩阵，计

算矩阵函数、一致性检验，取得各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值。各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评价因子权得分及结果

综合评价层次 评价指标 模糊评分 得分 评价结果

生态系统Ｂ１
０．６９２７

结构完整性Ｃ１
０．２４２４ ８ １．９３９２ 公园总面积１６２９．７ｈｍ２，森林覆盖率９５．５％，植被类型多样、原生地带性植被保

存良好。

典型性Ｃ２
０．１５８１ ９ １．４２２９ 属典型的切割高原型中山台地地貌；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石山灌

丛等典型地带性植被占公园总面积比例超过６０％。

功能独特性Ｃ３
０．０９５ ９ ０．８５５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东缘，是第三纪动植物的“避难所”，野生珍稀濒危动植

物富集，白颊黑叶猴栖息与繁衍地；其石树相生的生态石林景观，在全国罕见。

景观多样性Ｃ４
０．０５３２ ８ ０．４７８８ 公园汇中山溶原台地、峡谷、石林、溪流、瀑布、茂林、云海、日出等多种高品质自

然景观，具有“奇、雄、秀、美”的特点，人文资源欠缺。

科普宣教价值Ｃ５
０．０５１２ ９ ０．４６０８ 是开展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物种资源、石漠化防治示

范展示的良好窗口

生物多样性Ｃ６
０．０９２８ １０ ０．８３５２ 分布维管植物１５０科、５８０属、１３７４种；野生脊椎动物５纲２５目５９科１１１属１４０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超过２２种。

环境质量Ｂ２
０．２３９８

空气环境质量Ｃ７
０．０７８３ １０ ０．７０４７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一级标准

水环境质量Ｃ８
０．０６２５ ９ ０．５６２５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Ⅱ类水质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Ｃ９
０．０４３７ ８ ０．３４９６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二级标准

噪声环境质量Ｃ１０
０．０３３６ ９ ０．３０２４ 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０类标准

空气负氧离子Ｃ１１
０．０１４１ ９ ０．１２６９ 主要景区景点的空气负离子均超过６０００个／ｃｍ３

空气细菌含量Ｃ１２
０．００７６ ９　 ０．０６８４ 空气细菌含量平均为１２０个／ｍ３

开发利用条件
Ｂ３
０．０６７５

居民支持度 Ｃ１３
０．０２８７ ９ ０．２５８３ 相关利益主体均同意并支持生态公园建设，无争议。

区位条件 Ｃ１４
０．００９６ ９ ０．０８６４ 处于“重庆１小时经济圈”；毗邻金佛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５Ａ景区）；距离

渝湘高速出口２２ｋｍ。

旅游适游期Ｃ１５
０．００７７ ８ ０．０６９３ 超过２４０ｄ·ａ－１

社会经济水平 Ｃ１６
０．００７８ ８ ０．０６２４ 所在区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西部最具投资潜力区。公园主体是国家级重

点林木良种基地和１００个国家级森林经营示范林场之一。

土地权属 Ｃ１７
０．００５６ ６ ０．０３９２ 以国有林地为主，多林权、多业主、多种所有制并存

景区容纳量 Ｃ１８
０．００４６ ６ ０．０２７６ 喀斯特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容量较低

基础设施Ｃ１９
０．００３５ ５ ０．０１７５ 基础设施不健全，不能满足游客需求

综合得分 ８．７７１７

２．３　发展潜力模糊评价
求得各指标评价因子权重后，参考国内模糊评

价相关研究中的评价标准［５～７］，结合山王坪喀斯特

国家生态公园实际，将各个评价因子的分级指标定

量化，以１０分为满分，分为好（１００～８０，含８），中
（８０～６０，含６），差（６０～０）３个等级，得分越高，
表明该单项因子现状条件越好（表２）。

参考国内相关评估标准，评估总分大于等于８，

且单类评估项目得分不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的

６０％，评为发展潜力优秀；评估总分介于 ６～８（含
６），且单类评估项目得分不小于该类评估项目满分
的６０％，评为发展潜力良好；评估总分低于６，评为
不适宜发展建设。得分越高，发展潜力越大。通过

对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

价，最终得分为８８８７１分，其发展潜力为优秀。
在模糊评价中，公园生态系统、环境质量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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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在８分以上，说明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
自然资源条件优良，具备开展生态保护、科研监测、

科普宣教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的自然环境。其次，

根据权重计算结果分析，公园的发展潜力基础在于

自身自然资源条件本底资源状况与生态环境质量，

项目区开发利用条件并不是制约公园发展潜力的主

要因子；但开发利用条件对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不可或缺的影响。根据其模糊评价，公园开发利用

条件中居民支持度、区位条件、旅游适游期、社会经

济水平等指标因子得分高，说明公园的发展具有良

好的群众基础以及经济基础和客源市场保障。然

而，公园土地权属、景区容纳量评分为中，说明多权

属的土地以及生态较为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对公

园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基础设施评分为差，说

明公园旅游服务设施薄弱，会严重限制景区发展，是

公园发展过程中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３　发展潜力定性评价

为全面分析公园发展潜力与建设条件，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对生态公园进
行系统定性分析。

３．１　优势与发展机遇
优势：１）森林小气候优越，与重庆市主城区形

成鲜明对比。公园平均海拔 １４００ｍ右，年均气温
１１１℃，最高月（７月）平均气温２２７℃，夏季气候
凉爽，与重庆市主城区高温形成鲜明对比；且公园环

境大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３１１ｄ、主要景区景点的空
气负离子均超过 ６０００个·ｃｍ－３、区内灰阡河、滑
溪、花塔溪等主要山溪、泉涌水质清幽，落差大，水质

可达地表水环境质量Ⅱ类标准，是重庆市１小时经
济圈内难得的避暑度假康养胜地，被《森林与人类》

杂志评为全国首批“中国森林氧吧”。２）保护价值
突出，生态石林、喀斯特双色景观林等核心景观异质

性高。项目区属典型的切割高原型中山台地地貌，

具有典型的山原喀斯特地质地貌特征。森林覆盖率

９５５％，石树相生，植被类型多样、原生地带性植被
保存良好，分布有维管植物１５０科、５８０属、１３７０种，
野生脊椎动物１４０种，是野生珍稀濒危动植物富集
地，第三纪动植物的“避难所”，是不可多得的典型

性、独特性和完整性的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价值突

出。“石在林中、林在石上、林石互融”的生态石林

景观全国罕见；秋季万亩“一半春天、一半秋天”双

色景观林构成了高海拔喀斯特区域独特的彩色森林

奇观，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喀斯特地区人工生态修复
与生态保护的范本；且高山云海天象景观多发；典型

的山原喀斯特地质地貌及植被景观与独特的生态石

林、双色景观林、高山云海等高品质景观组合，观赏

价值高，具有较高保护价值与景观异质性。３）交通
区位优势突出，生态服务辐射面大。位于世界自然

遗产金佛山东缘，紧邻５Ａ级景区金佛山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属重庆市“１小时经济

%

”之内，具有大城

市、大景区双重依托。

机遇：１）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党中
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

策和部署，把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作为重要任务；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正在形

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的共识，宏观政策与环境为公园发展提供良好

的政策保障。２）符合国有林场改革方针及森林旅
游、康养休闲产业发展需求。国有林场改革为公园

创新管理体制，发展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有效盘活

森林资源提供了发展依据；森林旅游的发展，实现了

从 “砍树”到“看树”、从“卖山头”到“卖生态”、

从“卖木材”到“卖景观”、从“把林产品运出去”到

“把城镇居民引进来”的历史性转变。森林旅游与

康养休闲需求旺盛，已成为我国林业重要的朝阳产

业、绿色产业和富民产业。山王坪优良的生态环境

及优质的森林景观资源是开展森林旅游和康养休闲

的良好场所，符合市场需求。３）南川转型发展为公
园打造旅游精品提供了良好依附条件。南川区作为

衰退型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试点，提出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南川国民经济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实现转型发展，为公园进一步完

善基础配套设施、打造旅游精品提供了良好依附条

件。

３．２　劣势与制约因素
劣势：１）公园内的核心景观区是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植被大部分生长在山地石灰岩上，这些石灰岩

上的土壤较薄、地势陡峭，抵御人为干扰强度较差，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态环境容量较低，游客容量有

限，为公园今后如何在保护利用的动态博弈中处理

好保护与利用的双重关系，从而获取最大的社会价

值和经济价值收益设置了一定的障碍。２）公园范
围内国有与集体土地交错，多林权、多业主、多种所

有制并存，统筹管理难度大。３）公园内旅游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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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尚不完善，游线不畅，区域优质景观资源得不到充

分展现；休憩设施、厕所、科普宣教等必要的配套设

施不足，以居民自住经营为主的餐饮、购物、住宿、娱

乐等服务设施品质低，难以满足游客需求；４）公园
人文景观资源稀少，缺乏参与性、体验性等旅游产

品。

威胁：１）周边居民人口众多，守着绿水青山过
清贫生活，且随着公园生态旅游的兴起，周边居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如何实现公园与周边居

民间建立起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生性战略合作关

系，避免不和谐现象是公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２）
西南地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区域，地貌景

观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区域竞争大；３）尚未建立起
以突出保护喀斯特生态系统、合理利用喀斯特景观

资源为主要目的管理机构，缺乏系统的开展喀斯特

生态系统保护、恢复、科普、宣教、科研、监测、生态旅

游等活动的经验。

４　发展建议

结合公园发展潜力进行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总

结，对公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１）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在权重计算结果中，评价因子层中生态

系统结构完整性、典型性、功能独特性、生物多样性

分别位列前４，说明保存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公园发
展的核心；项目区发展应以保护优先，完善生态保护

体系为核心，立足资源保护培育、生态修复成果的巩

固与提升，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

建立生态保护示范。重点应对地带性原生植被群

落、南方红豆杉、白颊黑叶猴、金佛山兰等珍稀濒危

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

域，首先划定保护界线，然后才开展公园的生态旅游

规划设计，确保公园核心资源得到优先保护。其次

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以及景观多样性等评价

因子权重也占有较高的比重，在优势评价中也表明

公园优质景观资源与生态环境质量是公园发展的重

要优势所在；依托资源与区位优势条件，积极迎合森

林旅游与康养休闲需求，重点以提升公园石林游览

区与双色景观林区两大核心景区，主要以连接两大

核心景观又兼具森林防火功能的生态旅游公路为轴

线，以生态旅游公路沿线高大挺拔的人工柳杉林、水

杉林为依托，合理设置户外运动、野外拓展与康养休

闲设施，构建拓展康养运动休闲长廊，增加公园参与

和体验型游憩项目，争创国家级户外运动基地、森林

康体养生品牌，并结合喀斯特生态文化特征，按着生

态性、景观性、多效性的原则，积极建设双色景观林

下森林绿道、石林穿梭步道，柳杉林、水杉林下多模

式露营基地等，并完善休闲座椅、生态厕所、驿站、管

理服务站点等配套设施，突出生态石林 ＋双色景观
林观光与森林康养两大核心功能，带动区域生态旅

游与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喀斯特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容量较低，且项

目区生态价值远远高于生态旅游开发带来的价值，

因此在合理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要建立生态旅游评估制度，把旅游活动置于生态环

境有效保护的基础上。

２）文化引领、宣教展示、提升对喀斯特生态系
统的认识。喀斯特生态系统，有其独特的生态特征，

其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其最鲜明的属性，要提升对喀

斯特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建立公园人地和谐的生

态系统必须心中先播绿，从改变心态开始。作为全

国首家喀斯特生态公园试点，应积极加强公园喀斯

特生态文化展示，以提高公园建设决策者、参与者、

居民、游客对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认知。重点可结合

公园良好的生态修复与治理样本，完善公园内科普

宣教系统，系统讲述岩溶地区生态、生产、生活空间

的历史变迁，构建喀斯特自然课堂，有效传播岩溶生

态系统的脆弱性与独特性、石漠化危害及防治模式

与技术、岩溶植被知识等特色文化资源，提升人民对

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认识，引导人的行为；同时也通过

喀斯特生态文化展示，传播对喀斯特生态系统开展

保护、修复、科普、宣教、科研、监测、生态旅游等活动

的经验。

３）区域共享、协作经营，建立共生性战略合作
关系。强化政府对该区域旅游的管理与推动，统筹

金佛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武隆天坑以及区域内生

态旅游实体的发展建设，上下配合，区域联动，明确

各实体发展定位、合作组建旅游线路，共享公共服务

设施及客源，实现由点向线、面的转变，形成优势互

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达到资源共享、利

益共享，避免同质化竞争，减少开发强度，减少区域

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复建设。其二，以南川区衰退型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创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为契机，结合国有林场改革、乡村振新战略，理

顺国有林场与周边利益主体以及区域整体性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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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优化经营模式，

通过公园＋公司＋乡村的模式，建立诚信和协作的
相对稳定的共生性战略合作关系，资源共享、利益共

享，相互关联，相互带动，在周边集体林地与农地开

展林草、林药、林花等林下产业和生态观光农业建

设，扶持周边特色民宿产业发展，充分提升公园周边

社区、村庄生活空间内土地利用效率，将单一的居民

居住空间、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向旅游服务接待、保护

管理、休憩娱乐、生态宜居、特色产业等多功能空间

转变，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示范样本，既可有效延伸区

域游览范围，提升生态公园区域承载能力，又可解决

公园吃、住等服务设施不足、品质低等问题，亦可有

效带动周边居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新，促进区域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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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选育更符合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良品

种。依托现有种质资源，积极开展高抗（黑斑病、炭

疽病）、耐低日照、加工专用型等新品种的选育和培

育，贮备核桃产业发展新阶段对品种的需求。积极

依托现有品种基础，结合气候近似区域良种引进，进

一步开展不同气候区核桃良种区域化试验研究，科

学配置核桃品种，优化全省不同适宜区及局部小气

候区域品种布局。

３．１　川西高山峡谷区
该区位于川西、川西北的高山峡谷地区，包括岷

江上游的阿坝州中南部，主要适宜品种为有：客龙

早、薄壳早、珍珠核桃、理县香等。

３．２　川西南山地区
该区位于四川西南缘，东抵四川盆地，西跨横断

山系，北接川西高原，南临金沙江畔，与云南省接壤，

主要适宜品种为有：冕漾、盐源早、攀核１号、白鹤滩
米核桃、巴塘金核１号、得荣１号、乡核１号、石棉巨
型核桃、石棉指核桃［１０］。

３．３　四川秦巴山区
该区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和东北缘，是四川盆地

向青藏高原和秦巴山地的过渡地带，主要适宜品种

有：硕星、青川１号、旺核１号、川早１号、川早２号

等。

３．４　四川盆地中部区
本区泛指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平坝、浅丘、深

丘为主要地貌，主要适宜品种为：云新云林、平灵１
号、川米核、天府纸核、清香、川早１号、川早２号、川
早３号、双早、早丰等［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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