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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自然保护区信息化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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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现代信息系统引入卧龙自然保护区后，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建设直接服务于
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监控、森林防火、科研保护、政务管理、社区共管、公众教育与宣传、生态旅游等各项工作。由

于信息系统的“高、大、上”和脆弱性特点，保护区的信息化建设仍然需要加强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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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化建设在我国的飞速发展，一些有条
件的自然保护区也逐步驶入了信息化系统的快车

道。但是，由于信息系统的”高、大、上”和脆弱性特

点，以及大多数保护区地处偏远地区的位置条件，保

护区的信息化建设工作需要不断地总结、加强和提

升。

１　卧龙自然保护区概况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面积２０万ｈｍ２。保护区建立
于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５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１９７９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网，２００６年成为国家级示范自然保护区，同
年以保护区为核心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

卧龙处于全球３４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内，
野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以“熊猫王国”、“宝贵的

生物基因库”、“天然动植物园”等美誉闻名中外，具

有极其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值。据统计，保护区有

１４０多只野生大熊猫，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５７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２５种。作为世界领先的
大熊猫保护科研基地和理想的科普教育基地，保护

区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保护区内现有卧龙耿达２个藏族镇，１９８３年成
立卧龙特区，特区与保护区管理局合署办公。２０１６
年统计，全区有６个村，２６个村民小组，农户 １４７３
户，农业人口 ４５９８人，总人口 ５０００多人。农牧民
收入以农牧和旅游业为主，２０１６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１１８０７２６元。

２　卧龙信息化建设成就综述

在５·１２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期间，在香港
特区政府的大力援助下，卧龙率先在保护区开展了

信息化建设。以近 ８０００万元的援建金额，运用先
进的信息化技术，在保护区建成了包括１０个机房、８
个语音塔、５０多个监控点位、２８个为 ｗｉｆｉ热点、３个
数字电台基站以及多个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等内容的

“智慧卧龙”综合管理平台。该平台建成后，直接服

务于保护区科研保护、政务管理、社区共管、公众教

育与宣传、生态旅游等各项工作。２０１５年，依托该
平台，卧龙成为了全国首批林业信息化示范基地。

卧龙的监控点位建设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卧龙保护区监控点位数量分布

监控设置
监控
数量

其中
球机

兼具防汛
功能监控
点位

兼具交
通监控
点位

实验区
点位

缓冲区
点位

核心区
点位

森林防火 ９ ９ 　 １ ２ ４ ３
野生动植物 ５ ３ 　 　 　 １ ４
社区安防 ８ ８ ８ ８ ８ 　 　
核心区入口 １５ １１ １５ ９ １１ ４ 　
生态旅游 １８ １２ ６ ６ １８ 　 　
合计 ５５ ４３ ２９ ２４ ３９ ９ 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保护区的安全保卫、核心区入
口控制、生态旅游监控主要在实验区内，而野生动植

物和森林防火监控主要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内。这也

是根据卧龙的地形特点和各功能区区划来确定的。

３　信息化建设在卧龙保护区的各方面应用

３．１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应用
保护区的保护工作，主要涉及了动植物资源监

测和栖息地保护两个方面。卧龙传统的野外工作主

要是依靠巡护人员手工记录整理、红外相机定期采

集数据等方式来完成。系统建成后野外工作得到了

实质性的提升。

３．１．１　ＰＤＡ的应用
巡护人员通过ＰＤＡ直接拍照、录相和记录动植

物的基本信息，回到办公地点后，通过无线网络回传

到野外数据采集系统，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处理，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存储、利用及分析的能力。

通过大屏上的野外数据采集系统，可以直观的查看

到个人在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的巡护次数，每条

样线巡护了多少次等等。同时，利用语音塔传输系

统，实现多点互通，巡护人员可以通过手持对讲机时

刻与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确保了巡护人员的安

全。

３．１．２　 野生动物的适时监测
通过在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布设监控摄像

头，可以全天候实时的采集到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

影像。比如位于五一棚臭水的监测点位，通过传输

到全球的央视熊猫频道，可以 ２４ｈ适时监控到牛
羚、水鹿等野生动物舔舐岩盐水的画面。通过对影

像个体识别，可以对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出现时

间区段的信息进行相关分析，从而监测出野生动物

的活动规律。比如，通过最近几个月的数据，科技人

员已经分析到，牛羚主要出现在夏季，而且主要是在

白天来喝岩盐水；而水鹿主要出现在冬季，而且主要

是在夜间来喝岩盐水。牛羚喝岩盐水的时间平均在

１６ｍｉｎ，存在以强欺弱的现象。水鹿喝岩盐水的时
间平均１３ｍｉｎ，很少以强欺弱的现象。
３．１．３　栖息地保护

卧龙保护区核心区的主要出入口布设了监控点

位后，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能够对进出核心区的实

况进行监视了解，一旦出现可疑情况可以立即做出

响应。同时，也对那些未经允许擅自进入核心区的

人员进行监控取证。

３．２　在大熊猫科研方面的应用
卧龙大熊猫保护与科研信息平台主要包括了大

熊猫繁殖、饲养、疾病、档案等子系统。科研人员可

以将相应数据进行电子化录入，然后进行综合分析

与处理。比如大熊猫的饲养系统，通过平时饲养数

据的录入，平台后台可以将这些数据进行直观的展

示。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这些后台数据的走势和变

化，从而对大熊猫的饮食、生活和健康状况进行了解

和处理。

在繁殖管理系统方面，信息系统除了对大熊猫

繁殖阶段的健康和行为进行记录外，还可以根据谱

系号，查询其家族信息，为避免近亲繁殖提供数据基

础。

通过野外监控点位在大熊猫生存环境、大熊猫

及其伴生动物、大熊猫主食竹等方面的监控，监测人

员还可以适时了解到大熊猫环境生长因子的变化状

况。

３．３　在公众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应用
近年来，国家重点保护区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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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卧龙信息系统搭建了门户网站，公众可以通过

互联网第一时间了解到卧龙诸如科学研究、社区发

展等方面的动态，起到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效果。

２０１４年，基于“智慧卧龙”的基础网络平台，卧
龙率先与央视网熊猫频道进行合作，将卧龙圈养大

熊猫、野外大熊猫栖息地视频画面进行了全球２４ｈ
在线直播，让公众通过网络一睹保护区的风采，并了

解到大熊猫以外的其他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同时，

系统还根据特殊情况制作了一些专题宣传。比如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结合卧龙臭水的实时画面，制作
了一个关于牛羚的专题宣传片。当时大约有３０头
牛羚在这里舔舐岩盐水，场面非常壮观。通过直播

和专题报道，卧龙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也获得了国内

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为了提高宣传的互动性，系统还制作了生态电

子书。比如通过电子书，可以看到大熊猫从出生到

１８０天的一个变化情况。自然和动物爱好者通过网
上留言、电子信箱等方式反馈宣传效果，有的网友还

为保护宣传献计献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３．４　在社区共管方面的应用。
鉴于国道３１５线横穿保护区，流动车辆和流动

人口均愈来愈多的特点，“智慧卧龙”系统的５０多
路监控摄像头分别具有社区安防、森林防火、汛期防

洪、动植物检疫检查等功能，为卧龙社区共管提供了

全新的方式。各监控点位均有人员监督检查。通过

这些点位的建设，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可以对这些

重要点位的进行实时监测，当发现相关点位有异常，

便可以通过语音对讲系统进行应急指挥与处理。这

就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管理、保护区自然灾害预警与

应急指挥等能力。

３．５　在生态旅游方面的应用
系统为区内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旅游服

务、旅游管理、旅游营销的智慧化平台。也称为智慧

卧龙。在旅游服务方面，通过智慧旅游咨询网和微

网站的相关模块，为游客提供全面的旅游信息服务，

包括天气、景点、住宿、餐饮和娱乐等等，在旅游过程

中，通过微信摇一摇，就可以收听到所在景点的语音

自助导览。在旅游管理方面，建成了综合旅游管理

平台，从平台上可以看到卧龙的天气、环保、旅游车

辆等方面的数据；也可以看到中华大熊猫苑的实时

人流，和国道３１５线的交通情况。此外，通过系统的
大数据平台，对游客数量进行月度、季度、年度分析

并进行来年的预判。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其四，

是旅游营销功能。通过触摸屏、咨询网、微网站，以

及全球分销系统，可以对景点门票，农户产品等进行

营销。

４　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卧龙的信息化管理工作于２０１３年启动以后，特
区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经历了一个从不会使用，不愿

使用到比较喜欢使用的过程。经历了从纸质文件到

无纸化文件、从传统办公到网络办公的转变。由于

信息化工作本身具有的技术含量高，维护比较复杂

的特点，在３年多的应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点：

一是信息系统容易受到黑客攻击，防毒更新难

度较大，二是专业人才比较短缺。三是卧龙野外工

作难度大，维护成本高。四是由于卧龙地震后地质

灾害严重，对于监控网络的损坏比较大。如２０１６年
英雄沟泥石流冲毁了该处监控点位，２０１７年，三江
鹿耳坪修路将网线多处挖断等，导致监控中断。

卧龙的信息化建设倍受上级领导的重视，而信

息系统的更新换代又非常迅速。一旦出现中毒或者

被攻击，或者线路损坏，都可能造成监控或办公系统

中断，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卧龙信息系统的

维护、更新、防毒等显得非常重要。高素质的人才、

充足的资金、高效的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

５　对策与建议

针对卧龙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和难点，我们提出

以下对策建议：一是要转变思想观念。信息化是当

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保护区未来管理

理念和管理方式升级的一大依托。保护区各级管理

层要充分重视，自觉加强学习，跟上社会潮流。二是

加强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由于保护区地处偏远，

难以留住人才，因此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

式，请专家来讲课培训，抽调人员进行培养，以提高

信息化技术水平。三是要加大后期资金投入，及时

更新信息化管控平台和防毒软件，及时做好损坏线

路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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