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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分析

方　懿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为了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更好地进行生态保护，需要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人类活动现状及动态监
测。文章通过对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遥感监测，具体分析了人类活动现状及动态变化结果，并对自然保

护区监测工作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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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８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实地核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

动的函》（环办生态函［２０１６］１４５２号），２０１６年９月
四川省林业厅发布了《四川省林业厅关于组织做好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情况实地核查工作的通

知》（川林护函［２０１６］７２７号）。根据文件精神，拟
对四川省省级及省级以下自然保护区进行人类活动

现状及动态遥感监测，并重点核查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６
年新增的人类活动。四川省共有５１个省级自然保
护区，３５个市州级自然保护区，１４个县级自然保护
区。本文选择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研究

对象，对其人类活动现状及动态进行遥感监测分析，

旨在为全省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监测工作方案的制

定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理县境内岷江上游杂谷脑河河谷地带，

１９９９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川府函〔１９９９〕２号），管理机构为四川米亚罗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保护区面积１６０７３１７ｈｍ２，主要保
护对象为大熊猫、林麝、马麝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

栖息环境，保护区的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１　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遥感影像图

２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人为干扰监测需收集的相关

资料包括保护区界线、地形图、最新区划矢量图层

（林地变更或二类调查）、多时相遥感影像。

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工作前期影像采用

分辨率为５ｍ的ＡＬＯＳ影像（时相为２０１０年），现状
影像采用分辨率为１５ｍ的资源三号高分影像（时
相为２０１４年）。参考资料分别为最新完成的理县林
地变更数据和十万比例尺的地形图。由于暂没有掌

握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故分析不区分

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２．２　分析方法
利用ＧＩＳ软件，通过参考林地变更数据，对本期

影像进行遥感解译，区划保护区界内的人类活动图

斑，掌握人为干扰的现状。并对比前后不同时相的

影像，找出其中的动态变化，判定是否有新增的人类

活动。

监测分析矢量数据要求按保护区成图，统一采

用Ｘｉａｎ１９８０地理坐标，投影坐标为 Ｘｉａｎ＿１９８０＿３＿
Ｄｅｇｒｅｅ＿ＧＫ＿ＣＭ＿１０２Ｅ。

保护区人类活动主要监测指标见表１。其中活
动类型是重点分析指标，分为１１种类型，分别是道
路、桥梁、其它交通设施、农业用地、人工池塘、居民

点、旅游设施、工矿用地、水电设施、电力设施和其它

人设施。

表１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主要监测指标表

编号 字段名 中文名 数据类型 填写要求

１ 保护区 保护区名称 字符型 填写保护区名称，如“米亚罗”

２ 级别 保护区管理级别 字符型 划分：省级、市州级、县级

３ 功能分区 保护区功能分区 字符型 划分：核心区、实验区、缓冲区

４ 活动类型 人类活动类型 整型 共１１种类型，填写代码
５ 新增变化 新增变化 整型 划分：１原有、２新增
６ 说明 具体情况说明 字符型 对变化小班的情况说明

７ 面积 小班面积 双精度 单位：公顷

８ Ｘ坐标 Ｘ坐标 字符型 按“度分秒”计算质心的Ｘ坐标
９ Ｙ坐标 Ｙ坐标 字符型 按“度分秒”计算质心的Ｙ坐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２０１４年人类活动情况
监测统计表明，保护区内共有 ８种类型的人类

活动，分别为农业用地、居民点、道路、桥梁、人工池

塘、水电设施、其它人工设施和工矿用地等，面积统

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４年人类活动信息统计表
活动类型 面积（ｈｍ２） 百分比（％）
合计 ３６８．６７ ０．２３
居民点 ３５．７４ ０．０２２
农业用地 ２０７．１１ ０．１３
工矿用地 ０．２９ ０．０００１８
道路 ８２．１５ ０．０５１
桥梁 ０．２５ ０．０００１６

其它人工设施 ３６．６３ ０．０２３
水电设施 ５．３８ ０．００３３
人工池塘 １．１２ ０．０００７

注：百分比为人类活动图斑面积与保护区总面积之比

图２　

２０１４年人类活动具体情况及遥感影像实例如
下：

（１）农业用地。该自然保护区有农业用地１３１
处，面积２０７１１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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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居民点。该自然保护区有居民点 １９１处，
面积３５７４ｈｍ２。

（３）道路。该自然保护区有道路 ６１处，面积
８２１５ｈｍ２。

（４）桥梁。该自然保护区有桥梁 １２处，面积
０２５ｈｍ２。

（５）其它人工设施。该自然保护区有其它人工
设施２７处，面积３６６３ｈｍ２。

（６）水电设施。该自然保护区有水电设施 ３
处，面积５３８ｈｍ２。

（７）人工池塘。该自然保护区有人工池塘 １
处，面积１１２ｈｍ２。

（８）工矿用地。该自然保护区有工矿用地 １
处，面积０２９ｈｍ２。

图３
　
３．２　２０１０年人类活动情况

监测统计表明，保护区内共有 ７种类型的人类
活动，分别为农业用地、居民点、道路、桥梁、人工池

塘、水电设施和其它人工设施等，面积统计结果见表

３。
３．３　人类活动动态变化监测

通过对比分析前后两期遥感影像，对米亚罗省

级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活动变化情况进行了动态监

测。监测表明：保护区新增 １处道路、１处桥梁、１

处其它人工设施和１处疑似工矿用地。

表３ ２０１０年人类活动信息统计表

活动类型 面积（ｈｍ２） 百分比（％）
合计 ３６７．５７ ０．２３
居民点 ３５．７４ ０．０２２
农业用地 ２０７．１１ ０．１３
道路 ８１．７６ ０．０５１
桥梁 ０．２４ ０．０００１５

其它人工设施 ３６．２２ ０．０２３
水电设施 ５．３８ ０．００３３
人工池塘 １．１２ ０．０００７

注：百分比为人类活动图斑面积与保护区总面积之比

图４　

（１）道路变化情况
该保护区内新增 １处道路（１０２°５５′５０″Ｅ，３１°

２３′５６″Ｎ），根据对比监测，２０１０年此处无道路，２０１４
年道路已建成。

（２）桥梁变化情况
该保护区内新增 １处桥梁（１０３°１′４７″Ｅ，３１°２５′

５５″Ｎ），根据对比监测，２０１０年此处无桥梁，２０１４年
桥梁已建成。

（３）其它人工设施变化情况
该保护区内新增 １处其它人工设施（１０２°４８′

１９″Ｅ，３１°２９′２６″Ｎ），根据对比监测，２０１０年此处无
其它人工设施，２０１４年其它人工设施已建成。

（４）工矿用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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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护区内新增 １处工矿用地（１０３°１０′２９″Ｅ，
３１°２２′０６７″Ｎ），根据对比监测，２０１０年此处无工矿
用地，２０１４年工矿用地已建成。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监测结论
（１）４年间人类活动面积增加。２０１０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保护区内人类活动面积由３６７５７ｈｍ２增加
到３６８６７ｈｍ２，新增１处道路、１处桥梁、１处其它人
工设施和１处疑似工矿用地，增加面积１１ｈｍ２，增
加率达到０３０％。

表４　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０年人类活动面积对照表

活动类型
面积（ｈｍ２）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０年 增减

合计 ３６８．６７ ３６７．５７ １．１
居民点 ３５．７４ ３５．７４
农业用地 ２０７．１１ ２０７．１１
工矿用地 ０．２９ ０．２９
道路 ８２．１５ ８１．７６ ０．３９
桥梁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０１

其它人工设施 ３６．６３ ３６．２２ ０．４１
水电设施 ５．３８ ５．３８
人工池塘 １．１２ １．１２

（２）增加面积以开发项目为主。在增加面积
中，道路与桥梁建设主要原因是“通村”公路建设，

属民生工程；工矿用地和其它人工设施可能属于开

发项目，与保护区管理存在着矛盾。

４．２　建议
（１）进一步加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监测力度
自然保护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保护较为完整的系

统，是人与动植物的最后的净土。《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在自然保护

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

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

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

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

观的生产设施。通过对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监

测结果分析仍存在类似情况，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自

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的监测力度。

（２）加强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
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监测，首先是基于高分

辨多时相的影像进行对比分析，需要拓宽获取高分

辨率影像渠道，一是定期获取国产高分影像，二是不

足部分购置商用影像，三是对于特殊区域可采用无

人机拍摄高分影像，增加投入以完成监测基础；其次

是要进一步完善核实保护区界线及内部功能分区界

线，以准确界定受人类活动影响范围，保证监测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再次是加强监测工作技术力量

储备，一是通过培训保护区内部人员相关知识，提高

工作人员的监测水平，二是以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

３方完成监测工作。
（３）推进监测结果应用
鉴于当前用地矛盾大，国家制定实施了相关生

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为避免保护区不必要的人

为活动干扰，保持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推进监测结果应用，按相关法律法

规处理好相关利益方矛盾，促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和

管理，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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