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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评价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实施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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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为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其建立之初景观生态学还不够完善, 原功能区(核心区、缓冲

区、过渡区)边界划分不尽合理, 如核心区与过渡区直接相连、缓冲区干扰甚重等。2001

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保护区功能区规划进行了局部调整。本文在探讨保护区

15年间(1985–2000)各功能区植被景观变化的基础上, 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对原功能区规

划及管理进行了评估, 并通过景观相似性系数度量了新旧区划方案中各功能区植被分布

的相似性, 对新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原功能区划

下各功能区的植被景观皆按顺向演替方向发展, 十几年来植被的形状变得更不规则。各

功能区由于原有植被状况和人为干扰程度的不同, 植被景观变化亦呈现明显差异, 其中

核心区和过渡区的植被景观趋于集中和连续; 缓冲区因为受到旅游活动的严重干扰, 植

被景观相对破碎。2001年调整后的功能区规划保证了核心区植被景观的完整性, 与原功

能区规划相比, 各功能区植被景观相似性系数为: 核心区>过渡区>缓冲区。建议将增设

的缓冲区作为保护区实现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新开辟的科普旅游路线

还可对游客量进行一定分流, 缓解原有缓冲区游客过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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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张林艳 (E-mail:zhangly@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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