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到全球范围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展开，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取得的成绩却是值得骄傲的[1]。中国作为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2]，从签

署公约之日起，就在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坚

持不懈的前进，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潍坊的特殊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使其境内具有

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在国家提倡生物多样

性保护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大环境下，对潍坊市进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势在必行。规划立足于潍坊的

特点与现状，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原则，以城市大环

境绿化为方向，以保护和改善潍坊市生态环境为目

的，与潍坊生态市建设工作协调进行。现将规划的主

要内容介绍如下。

1 规划区概况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地跨北纬 35°41'~37°

26'，东经 118°10'~120°01'，东邻青岛、烟台市，西接淄

博、东营市，南连临沂、日照市，北濒渤海莱州湾，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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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和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生物多样性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充分了解山东省潍坊

市的地理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生物多样性现状的基础上，依据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主

持和参与了该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编制，此文对该项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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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山东沿海与内陆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潍坊市地形

独特，可用“南山、北水、中平”来概括其地理环境，同

时具备山川海三种地貌景观；由北向南，海拔逐渐升

高，大体由潍北滨海低地区，潍中洪积、冲积平原区，潍

南低山丘陵区3个地貌区组成，滩涂、平原和山川各占

三分，构成了潍坊特有的地质地貌资源；气候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季风半湿

润大陆型气候，且海洋气候和内陆气候兼而有之，自然

资源特色十分鲜明。

2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现状

潍坊市的生物多样性可以用丰富、典型、特色、多

样来概括。在这样一个自身优势突出的地方进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对潍坊市将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1 物种多样性

潍坊市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潍坊的物种具有资源

丰富、种类繁多、重点保护资源多的特点。据调查，全

市共有种子植物142科502属1049种，其中：裸子植物

5科 13属 18种，被子植物 137科 489属 1031种。木本

植物有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 58科，127属，其中乔木

106种，灌木 56种，藤本 9种，竹类 3种，果树 22科 43

属。草本植物有 202种，隶属 47科 157属。中药材有

988种，其中野生药材940种，栽培药材48种。主要农

作物有535个品种。全市共查得古树名木624株单株，

11个树群（245株），分属25科，40属，49种。濒危植物

约15种。全市共有野生陆生脊椎动物4纲27目76科

185属 363种，鸟类有 16目、42科、104属、212种。此

外，潍坊市还有丰富的微生物资源。

2.2 基因多样性

一个物种由许多具有非常丰富的遗传变异的种

群组成，从而使其具有大量的基因型。潍坊具有极为

丰富的物种，因此，其遗传多样性也十分丰富。

2.3 生态系统多样性

潍坊市域气候温和，地形复杂，南有山川谷地，北

有盐碱滩涂，复杂的地理条件为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适宜生境，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

统。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包括山地丘陵区生态系统、湿

地区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平原河谷区生态系统。

其中，山地丘陵区以落叶阔叶林为主，山地丘陵

草丛草场面积 4.03万 hm2，山丘疏林草丛草场总面积

2.01万 hm2，山丘灌木草丛草场 0.615万 hm2。沿海滩

涂区多耐盐碱的落叶阔叶林类，滨海滩涂草场为 1.49

万hm2。平原河谷区是以农田林网和沿河丰产林组成

的防护林网，其中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栽培植物。平

原草甸草场占全市天然草场总面积的 29.1%，包括河

漫滩草甸与盐碱地草甸两部分。全市宜林山滩实有

15.08 万 hm2，其中有林地 13.54 万 hm2、农田林网 29.9

万hm2。

2.4 景观多样性

潍坊市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具有丰富的自

然景观，景观多样性丰富。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森林公园面积分别是0.012万、1.32万、5.66万hm2，

全市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37万hm2，自然保护区覆盖

率为6.54%。

2.4.1 风景名胜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建立风景名

胜区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优化投资

环境，保护地球上稀有、优美的原生风景，造福当代，惠

及子孙。潍坊市主要的风景名胜区有：青州云门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临朐老龙湾省级风景名胜区、临朐石

门坊省级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33万 hm2。目前在建

设规划中的还有两处风景区，分别是浮烟山和九龙涧

自然风景区。

2.4.2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建立自然保护

区进行就地保护不仅能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而且能保护遗传(基因)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最有效途径。潍坊市现有自然保护区 1个，即临朐山

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20 hm2。

2.4.3 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潍坊市现有森林

公园 20处，面积 42574 hm2。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2

处，分别为临朐沂山和青州仰天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省

级森林公园 7处，分别为寿光渤海、青州驼山、临朐嵩

山、昌乐孤山、安丘城顶山、诸城竹山和诸城马耳山省

级森林公园。

2.5 城市绿地与景观生态建设现状

潍坊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充分保护和利用现状

生态环境为特点，形成以普遍绿化为基调，绿色廊道建

设为核心，组团绿地为主体，防护林带、河网农田绿化

为纽带的网络式布局结构。通过河流绿带、道路绿廊、

农田林网，将城市西南近郊的浮烟山水库、白浪河水

库、浮烟山森林公园、东南的九龙涧森林公园等与建城

区内部的绿地形成网状结构，沟通城市内外生态网络，

并与寿光的农业生态体系、昌乐的山体生态体系、安丘

的青云山水生态体系等周边县市的生态圈有机联系起

来，打造半小时中心城市生态圈，将中心城区的生态系

统融入全市域生态体系建设，引入周边的新鲜空气与

中心城区对流，将自然生态引入城市，缓解城市发展的

生态压力，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3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

该规划的编制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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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纲要》中的相关精神和原则为指导，在充分调查和研究

潍坊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潍坊市社

会和经济发展情况编写而成。

规划以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以保护地

带性植被、天然湿地、野生珍稀濒危动、植物、特殊价值

的风景林、古园林及古树名木等优先领域为重点，以构

建城市绿地植物物种和群落多样性为突破口，建立市、

县两级保护体系，形成由自然保护区（小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城市绿地保护小区（点）、历史遗迹与

文物保护点及古树名木等构成的点、线、面有机结合的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系统，充分发挥生物多样性

的生态和服务功能。

4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基本原则

在潍坊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综

合采用了近远期结合、因地制宜、优先保护、地带性、布

局合理化、景观生态、城乡一体和行业统一、网络系统

化的规划原则。

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依据潍坊市的特色和实际

情况，根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殊性、物种濒危程度及

实用性，优先考虑保护面临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和珍

稀濒危物种，达到最大限度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

求，使保护工作做到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同时符合地

区特点。规划模拟地带性植被类型，建设具有典型地

带性特征的植物群落，保护和构建具有典型地带性特

征的生态系统，并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

胜区等大型生境斑块，以自然保护小区、城市绿地保护

小区（点）为小型斑块，同时营造防护林、河流、滨河绿

地、道路等生境绿色廊道，实现生物横向流动和迁移。

考虑到许多物种并非局限在单一的生境中，而是经常

在生境之间转移，或生活在两个生境的交汇处，所以规

划注意创造差异显著的生境组成的缩影式景观，增加

生物共存和密集程度。规划将近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和构建统一起来，同时突破行业

分而治之的局限性，将林业、环保、海洋渔业、农业部门

的成果进行有效整合，建立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网络系统，全面系统的指导潍坊市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

5 规划总体布局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编制分为两种途径加以

实现：以物种为中心的保护规划途径；以生态系统为中

心的保护规划途径[3]。此项规划的编制，在充分了解

和掌握潍坊市域有关生物多样性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了规划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的布局结构体系，即：

运用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理论，对潍坊市的

生物多样性进行“两途径”——“三类型”——“四层次”

保护规划，以物种、基因为“点”，区域边界为“线”，生态

系统、景观系统为“面”，实现“点-线-面”相结合的综合

保护规划体系。其中：“两途径”是指：物种途径、生态

系统途径；“三类型”是指：植物保护规划、动物保护规

划、微生物保护规划；“四层次”是指：物种保护、基因保

护、生态系统保护、景观保护。

5.1 以物种为中心的保护规划途径

以物种为中心的保护规划途径主要是在充分分

析潍坊市现状的基础上，对物种进行分类型、分地域、

分级别的保护规划。

分类型进行保护规划：从物种多样性的三个类

型，即植物、动物、微生物对潍坊市进行物种、基因两个

层次的保护规划。

分地域进行保护规划：结合潍坊市的地形地貌和

植被情况，将潍坊市域整个保护范围分为三大保护区

域，即：潍南山地丘陵区；潍中冲击、洪积平原区；潍北

滨海低地区。在保护规划过程中根据不同保护区域各

自的物种特点，分别采取相应的保护策略与措施对潍

坊市的物种特别是植物分地域进行保护规划。

分级别进行保护规划：根据物种尤其是植物分级

别进行保护规划。在充分分析潍坊市的物种基础上，

对潍坊市的植物进行了级别划分，分别为一般性植物

群落、古树名木和濒危植物，不同级别的植物采用不同

的保护措施。

5.2 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保护规划途径

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规划途径，应用景观生态学

的“斑块-廊道-基底”模式及景观异质性理论[4-5]，按照

潍坊市的生态系统类型，构建物种、基因、生态、景观的

生物多样性网络空间格局，形成“多点、一廊、一带、一

突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体系：

多点——山区自然景观与森林斑块：该斑块主要

集中于潍南地区，该区内拥有大量的森林、自然保护区

和风景名胜区，大都是潍坊的自然资源，是保护规划的

核心区域。在大斑块中分为小斑块、小区域进行保护，

在充分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同时加强景观异质性

的建设，丰富潍坊市的景观多样性。

一廊——平原农田保护生态林网与绿色廊道：以

保护农田生态系统和农业景观为目标，大力营造河、库

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速生丰产林，调整优化树种

结构，完善提高农田林网，建设高标准示范区，积极开

展绿色通道建设和村镇绿化美化，全面提高平原生态

系统和农田景观的多样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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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滨海滩涂湿地带：以加强滩涂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为目标，在此景观带内建立湿地自然保护

区，保护植物及野生动物，形成独特的湿地景观。

一突破——新景观建设带：该区位于潍南境内，

此区内尚有很多资源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增加潍

坊市的景观内容。

6 讨论与小结

随着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意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

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

国目前还没有规范性的规划编制大纲，生物多样性保

护规划的制定并没有统一的指导，可以参照的文件只

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中的第八章

的内容，即：“生物（重点是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规

划”，内容颇为简单。而随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许多地区都根据各自的理解编

制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但是编制出的规划方案在

总体思路、框架结构、规划范围、主要内容、侧重点、格

式、工作量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的实际开展带来了诸多困难[6]。因此，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规划的编制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作为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是一项庞

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结构科学，内容完整。在规

划的编制过程中，目标是：规划的编制既要以国家生

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方针政策为指导，又要结合当地的

生态、城市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编制的

规划既能指导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又能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总体规划为

指导，在具体保护规划的制定过程中结合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四个层次（物种、基因、生态和景观），进而在每

个层次的保护规划中，根据各自特点形成各自相对独

立的保护规划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既符合当前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大环境要求，又切合当地实际，促进当

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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