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环函〔2016〕678 号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环保系统省级自然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环境保护局，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的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

际，我厅制定了《四川省环保系统省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和管理导则（试行）》，经第 92 次厅务会审定通过，现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四川省环保系统省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

导则（试行）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2016 年 5 月 13 日

四 川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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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环保系统省级自然保护区
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导则（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环保系统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

理，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的功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和管理导则》（试行），和《四川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相

关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订本导则（环保系统市州、县级自

然保护区参照执行）。

一、目标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标明确，资源本底清楚，管护设施完

备，管理队伍专业，管理制度健全，规划科学合理，社区协调

发展，资源管护、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等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保护成效显著。

二、规范化建设

（一）总体要求

省级自然保护区各项建设应符合本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的要求，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已批准

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不得另行申报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其他

类型保护区域。



— 3 —

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应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

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

建设内容和规模应与自然保护区的类型、面积大小、保护

对象特征以及管理目标相适应，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相协调。

自然保护区各项建设应同当地的自然景观和谐一致，并体

现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尽量采用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清洁

能源，区内的供电等线路应尽量地下铺设。

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各项设施设备，

不得重复建设。管护、科研、宣教、办公设施尽可能集中建设，

并兼顾各项功能。

自然保护区内建设动物救护站（中心、点）、珍稀植物繁育

场圃、涉及地质遗迹保护的建设项目以及开展生态恢复工程的，

应进行科学论证。

自然保护区各项建设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自然保护区应在办公用房、保护管理站（点）、标桩标牌、

宣传牌等位置尽可能使用自然保护区区徽。

（二）管护设施建设

1．保护管理站（点）

自然保护区应设立保护管理站（点）。

保护管理站（点）数量及其管理范围应该确保工作人员能

够迅速控制进出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交通路口，到达保护区内主

要人为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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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站（点）的设置应根据自然保护区的类型、主要

保护对象的分布、保护管理任务、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

人为活动特别是居民点的分布状况确定。

保护管理站（点）应当建立在居民点、人为活动频繁地区

及人员和车（船）经常进出自然保护区的道路路口或其他要塞

处。

单个保护管理站的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 300㎡，配备办公、

消防、野外调查、日常巡护、执法、通讯、交通及必要的生活

设施设备。

在进出保护区的重要路口和要塞处可设立保护管理点（哨

卡、检查站等），建筑面积一般不超过 80㎡。

保护管理站（点）的设置应考虑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处

理。

2．标桩标牌

自然保护区应设立明显的标桩、标牌，以示区界、指示方

向、阐述规章制度、提示警告和表达信息等。对动物的主要栖

息地、觅食区域和历史文物遗迹处应设立明显的标志。

标桩、标牌根据功能分为：区界性标桩（界桩）、标牌（界

碑），限制性标牌，公共设施性标牌，解说性标牌等。

区界性标桩（界桩）、标牌（界碑）是标明自然保护区和功

能分区的区域界限、位置。自然保护区应在人为活动频繁地区

以及主要道路相交处、转向点设置区界性标桩（界桩）、标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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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充分发挥指示、警告、宣传的作用。

在有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区区界或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区

界，应设置区界性标桩（界桩），标明“核心区界”、“缓冲区界”

和“保护区界”。间隔距离一般为 500～1000 米，人类活动较频

繁的地区或转向点，应适当加密。

在进入自然保护区区界或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区界的显

要位置，应设置区界性标牌（界碑）。一般设置一个自然保护区

区界标牌（界碑），介绍自然保护区的名称、范围、主要保护对

象、保护意义、保护要求、管理机构等内容；设置若干个自然

保护区功能分区标牌介绍功能分区的名称、范围、保护要求等

内容。

指示性标牌是为人和车辆提供指南，以帮助寻找目标。

限制性标牌是揭示规定、规则，提示人们注意，控制人们

活动和行为。

公共设施性标牌是表明设施位置，如休憩、服务、饮水、

厕所、垃圾箱等。

解说性标牌主要是说明和介绍情况。

其他标牌根据指示方向、阐述规章制度、提示警告和表达

信息等需要设置。

标桩标牌采用鲜明底色，易识别，文字通俗易懂，清晰明

显。标桩、标牌的设置应与自然环境协调，不得破坏自然景观

和自然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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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界性标桩（界桩）以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一般以水泥

预制件为主，长方形柱体，柱体平面长 0.24 米、宽 0.12 米、露

出地面 0.5 米，埋入地下深度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注明自然保护

区或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全称及标桩序号。

标牌以木材或金属材料制作。区界性标牌（界碑）牌面为

0.68 米×1 米、1.36 米×2 米、2.4×3.5 米不同规格，贴近地面设

置，或牌面底部距地 1 米设置。（具体见《自然保护区管护基础

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水域应通过在地图、航道图等标注，条件成熟的可在边界

设立浮标或永久性标志。

3．交通设施

自然保护区应建设路网、码头等必要的交通设施，能够满

足保护区巡护、防火、监测和日常管理的需要。不得以管护为

名铺设旅游道路，破坏生态环境。

路网包括干道、便道和巡护步道。

干道：用于连结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或地方交通干线，路面

等级应满足晴雨通车要求。路面宽度不超过 8 米。

便道：用于连接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处）、保护管理站（点）、

瞭望塔（台）、监测点和居民点等，标准应达到通车或人员便利

通行要求。

巡护步道：指在自然保护区内供人们行走的道路，可依自

然地势设置自然道路或人工修筑阶梯式道路，有条件可铺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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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片石，路面宽度 1～1.5 米。

自然保护区的道路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道路布设以满足自然保护区管理、科研、巡视防火、

环境保护以及生活需要为原则；

（2）内部道路可按不同等级，构成交叉路网，内部道路根

据需要与外部交通衔接;

（3）应充分利用现有道路系统和结合防火道建设，尽量不

占或者少占农田、村地;

（4）核心区不得修建道路;

（5）道路标准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使用性质确定，

道路线形应顺从自然，一般不搞大填大挖，尽量不破坏地表植

被和自然景观;

（6）道路行走位置不得穿越地质不良和有滑坡、塌陷、泥

石流危险地段。

自然保护区道路不得改变河流或溪流的流向。在沼泽地、

坡地、地表松软或者分布有苔原植被的特殊地段，应架设搭桥，

宽度为 1～1.5 米，高度为 0.5～1 米。在有危险的路段，应设置

护栏、护网、隔墙、扶手、台阶等安全防护设施。

水域自然保护区，可根据需要设立码头。

4．巡护执法设备

自然保护区应配备必要的巡护、执法、取证设备，主要包

括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执法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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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护和执法设备应能够满足巡护、执法和应急反应的需要。

5．防火设施设备

自然保护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瞭望塔（台）、防火道和

防火隔离带，配备灭火设备，以满足预防和及时扑灭火灾的需

要。

在自然保护区内制高点及易发生火灾地区，应设置瞭望塔

（台），瞭望半径应覆盖高火险地区，数量能够满足防火需要。

瞭望塔（台）内应配备瞭望、监控、报警和通讯设备。

自然保护区内森林或草原植被较多、人为活动频繁、火险

等级较高的区域，宜设置防火隔离带，阻止火灾蔓延。

6．野生生物保护设施

因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需要，可以建设动物救护

站（100～300 ㎡）、植物病虫害防治检疫站（100～300 ㎡）并

配备相关防护防治设备。自然保护区可以建设生态廊道、动物

通道、人工洞穴、巢箱、人工鱼礁等设施，配备动物救护、病

虫害检疫防治等设备。

（三）科研监测设施建设

1．科研中心（站）

具有一定科学研究与监测基础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可建科

研中心（站）。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应尽量与有关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等单位合作开展。

科研中心（站）建筑面积以 100－300㎡为宜，可包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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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科技资料室，并配备各种调查、试验、科研辅助设备。

2．定位监测站（点）

自然保护区可根据需要设置定位监测站（点），以监测自然

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种群、生态环境及自然遗迹的动态变化。

自然保护区内生态、资源、环境等定位监测站（点）的布

设，应根据监测、研究的对象、目的及其技术要求选址，应与

保护管理站（点）的选址统筹安排。

定位监测站建筑面积一般不大于 100 ㎡，配备相应的定位

观测设备。

3．固定样地样线及站位断面

自然保护区必须建设适当数量的固定样地、固定样线或站

位断面，配备相应的野外调查设备及动物监控设备，满足保护

区常规监测的需要。

样地样线及站位断面应根据主要保护对象调查和监测的需

要设置。

（四）宣传教育设施建设

1．宣教场馆

自然保护区可根据参观人数、宣教需要建立宣教场馆，宣

教场馆应满足实物、标语、模型、多媒体等灵活多样宣传教育

手段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参观考察、教学实习的接待能力和承

受量。

年实际接待参观人次在 3 万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可设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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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心，建筑面积以 500－1000㎡为宜。

年实际接待参观人次在 1 万-3 万的自然保护区可设置宣教

馆，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

其他自然保护区可在管理局内设置宣教室，建筑面积不大

于 100㎡。

宣教场馆可设置陈列展览室、多媒体放映室、图书资料室

等，并配备宣教、通风、除湿、防火防盗等设施设备。

2．宣传牌

自然保护区应在道路出入口、居民点等人为活动频繁处，

或根据管理需要，设立宣传牌（宣传栏），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以及注意事项，介绍自然保护区的名称、范围、主要保护

对象、保护意义、保护要求等内容。宣传栏的高度应该在 2 米

左右，每个橱窗面积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宣传栏可用木材或

金属材料制作。

（五）办公及附属设施建设

自然保护区应建设适当的办公及附属设施，满足办公、管

理等需要。

保护区的办公用房应按照便于保护和管理及后勤保障社会

化的原则，应尽量与科研和宣教设施集中建设，并配备相应的

办公设备。

办公用房的建设规模，应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编制

定员确定。编制定员每人平均建筑面积不大于 18㎡（不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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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等共用设施）。

办公用房的附属设施，应尽量利用当地已有的基础设施。

三、规范化管理

（一）行政管理

1．管理机构

自然保护区应设置独立的管理机构。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内部科室设置应满足各项工作需要，

可设保护科、科研科、宣教科、社区科、办公室、管理站等，

并有明确的职能和责任。

2．管理人员

保护区人员数量能够满足保护和管理需要，可以聘用临时

用工人员开展管护工作。

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分为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含科研、

监测、宣教培训）、直接管护人员和其他人员。其中，行政管理

人员一般不超过 20%；技术人员（具有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业务

相适应的大专以上学历）不低于 20%。

自然保护区至少 20%的人员从事资源管护工作，长期驻守

保护管理站，每个保护管理站至少配备 2 人；至少有 2 人专门

从事科研监测工作，对保护区自然地理、地质环境、生物多样

性和人文资源等背景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且至少 30%工作

时间在保护区内开展工作；至少有 2 人专门从事宣教培训及社

区共管工作，且至少 30%工作时间在保护区内开展工作。



— 12 —

3．专业培训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高度重视培训和学习，提高自然保

护区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自然保护区所有工作人员及季节性临时工在上岗前均需进

行培训。

所有工作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内部技术培训和教育；自

然保护区正式人员每 4 年至少轮流接受外部培训一次，管理机

构中层以上领导每 2 年至少外部培训一次。

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政策、动植物知识、资源管护、执法检

查、防火灭火、科研监测、宣传教育、项目建设、资源开发管

理、社区共管、3S 技术、电脑应用和装备设备使用等。

4．规章制度

保护区管理机构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等有关法规为依据，按照一区一法的原则和本保护区的特点，

在主管部门组织领导下起草本区保护管理规定、办法或实施细

则，报请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自然保护区应有健全的内部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任、

人事聘用、财务、宣教、培训、巡护、监察执法、社区共管、

信息管理制度等。

5．档案管理

自然保护区应建立资源管护、监察执法、防火灭火、科研

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管、项目建设、培训学习、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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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工作的记录制度，形成完整的人事、科研、宣教、培训、

资源管护、监察执法、资源开发和建设项目等系列档案。

档案管理应当符合有关要求，并尽量实现数字化。

（二）规划和计划

1．规划

自然保护区至少每十年编制一次总体规划，科学分析目前

保护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阶段性规划目

标和任务，为自然保护区制定年度计划和规划期间的保护区建

设工作提供依据。

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2．计划

自然保护区应根据保护区总体规划及目前保护区面临的紧

迫问题，制订年度工作计划。自然保护区每年应根据当年度工

作计划编制工作总结报告，评估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分析

存在问题和经验，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三）边界划定与土地权属

1．边界划定

省级自然保护区应在批准建立后的一年时间内，完成边界

勘定和功能区划工作。

自然保护区应具有准确经纬度坐标网格的功能区划图、土

地利用结构图等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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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管理人员必须准确掌握自然保护区的边界和核心

区、缓冲区、实验区的界限范围。

2．土地权属

自然保护区土地权属应明确清晰，没有纠纷。依法使用自

然保护区范围内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扩大使用面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侵占、买卖或者以

其他方式非法转让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尽可能拥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土地

或水域使用权。

未取得土地或水域使用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与使

用权人签有协议，规定土地或水域使用方向以及有利于保护的

生产方式。

（四）资源管护

1．日常巡护

自然保护区应根据保护和科研工作的需要，配备专职巡护

人员，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巡护工作。

自然保护区日常巡护应根据保护区功能区划分为重点区域

和一般区域。重点区域一般为核心区和相应的部分缓冲区以及

人类频繁活动区域，一般区域为保护区的实验区和相应的部分

缓冲区。重点区域的巡护重点是核心区是否受到外来因素的干

扰，缓冲区是否起到缓冲外来干扰的作用等。一般区域的巡护

重点是保护对象以及设备设施是否正常、允许在区内开展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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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否违反管理规章等。

日常巡护以定期巡护为主，可根据管理要求、交通条件、

地形特点等因素合理确定巡护周期。

巡护过程中，工作人员在资源察看的同时，还应结合科研

监测、执法、防火等工作开展巡护。

日常巡护工作应建立巡护责任制和巡护报告制度，巡护人

员每次巡护结束应填写巡护情况记录或日志，保护管理站每月

应填写巡护月报，保护区管理机构每年应填写巡护年报。

自然保护区每年将巡护年报及监测结果上报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

2．执法检查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自然

保护区内的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参观考察等活动进行执法检

查。

自然保护区应对出入保护区的人员及其携带的动植物资源

（包括动植物材料、标本、活体、制品等）实施检查，防止保护

区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非法破坏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

自然保护区应积极配合或建立公安、渔政机构，及时处理

违法案件。

3．外来入侵物种控制

自然保护区应重视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采

取以下措施预防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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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开展外来物种调查，对发现的外来物种及时处理；

（2）制定并实施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方案及监控方案；

（3）生态恢复时引入的物种应采用本地物种；

（4）加强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宣传教育。

（五）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活动管理

严禁在自然保护区从事采矿、采石、采砂、烧窑、冶炼、

拌洒毒药等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活动，禁止非法开垦等改变

保护区自然属性的开发活动；禁止捕捞以及乱砍滥伐森林、乱

捕滥猎野生动物和乱采滥挖药材等掠夺性的自然资源开发活

动。

自然保护区内不得违法违规开展建设项目。

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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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活动应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凡涉及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的审批，须征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省级自然保护

区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自然保护区

外围保护地带建设但对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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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项目，在批复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须征得省级自然保

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自然保护区

管理机构在保护区内的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确保设施建设同自然景观和谐一致和有利于生

态系统、物种和自然遗迹的保护。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有权并且应当参与涉及保护区建设项

目的全过程。

自然保护区自批准建立或调整之日起，原则上 5 年内不得

进行调整。确因国家、省立项核准的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必须

对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整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及核心区、缓冲

区的面积原则上不得减少，不得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及损害生物多样性，不得改变保护区性质和主要保护

对象，不得影响主要保护对象的有效保护。

（六）科研监测

1．资源调查

自然保护区应经常性开展科学考察和专项调查，尤其是对

主要保护对象的调查，要对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编目和详细

记录，做到资源本底清楚。

每十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科学考察，编制科考及分析报告。

2．定期监测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定期开展生态、资源、

环境等各项监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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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定期开展当地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调

查。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根据主要保护对象特点，对固定样

方、样线、站位或断面开展调查。监测结果应进行详细记录和

分析。

3．科研管理

自然保护区应编制主要保护对象、野生动植物或自然资源

的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GIS）及相关软件。

自然保护区应编制有准确经纬度坐标网格的主要保护对象

分布图、植被图、地形图等图件。

自然保护区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逐步实现自然保护区

科研数据与信息共享。

省级自然保护区应加强与相关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积极

参与和支持有关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工作，成为我省自然保护

区科学研究与教学实习的基地。

保护区应鼓励保护区人员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科学研

究论文、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七）宣传教育

1．宣传资料

自然保护区应编制具有自身特点的科普宣传书籍、音像、

文字及图片资料、环境教育材料等，分发给周边社区居民、游

客和访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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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教活动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定期对学生、当地社区居民开展形

式多样的环境教育活动。

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所在行政村每年开展至少一次集中

性宣传教育活动。

来自然保护区的访问者（含游客）60%以上接受环境教育。

3．自然保护区网站

自然保护区应尽可能编制并定期维护自己的网站或网页，

及时发布和更新自然保护区的相关信息。

4．交流与合作

自然保护区通过建立姊妹保护区、参加国际或区域保护网

络、参加国际国内培训和研讨会等形式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八）旅游活动管理

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可以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应让游人感

受自然环境、欣赏自然景观、了解野生动植物和地学等科普知

识。

所有旅游项目都必须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统一监督下

开展。

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保护区，必须严格科学地进行环境容

量测算，编制旅游专项规划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编制保护区

生态旅游活动实施方案，经保护区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旅游区域的范围界限应根据保护对象特点，在采取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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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的基础上确定。其范围界限必须明确，并严格限制在实

验区范围内，不得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开展旅游活动。

旅游活动不得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对象造成破

坏。应采取“区内游、区外住”的旅游方式，不得在区内建设索

道、宾馆和餐饮等设施。不得建设污染自然环境、破坏自然资

源或自然景观的人工景点和设施。旅游区域应设置垃圾收集等

环保设施。旅游人数不得超过规划的旅游容量。

自然保护区旅游活动 30%以上收入应该用于自然保护区的

保护和管理。

保护区开展旅游活动应当吸引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实现保

护区与社区的惠益共享。

（九）社区共管

自然保护区应与所在地政府、有关单位及当地社区的关系

协调融洽，可以通过建立共管机制、签订共管协议等多种形式，

积极推进地方社区和居民参与保护区管理。

自然保护区与保护区所在乡村定期开展社区共管活动。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积极筹措资金，用于生态补偿，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四、生态恢复工程

自然保护区内退化生态系统应尽可能采取封禁方式进行自

然恢复。确需人工辅助恢复的自然保护区，应分类指导，开展

生态恢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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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恢复植被应当种植当地的乡土植物。

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可根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生活

习性和活动规律采取必要的人工控制手段，优化主要保护物种

栖息地。

湿地的自然保护区可以采取湿地水源保护、蓄水和引水工

程、湿地生态恢复等工程。

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可以采取人工恢复野生种群工程，人

工增殖放流应当使用当地物种。

自然遗迹类型自然保护区对重要自然遗迹等可进行围栏

（网）保护。

五、经费保障

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管理运行费用、人员工资

有固定来源，能够基本保证日常管护工作需要。

自然保护区财务管理规范，各项资金的使用合法、合理，

无挪用、滥用资金状况。

六、应急能力建设

自然保护区应具备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自然保护区应根据自身特点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害，编制相

应的应急预案。

自然保护区应组建训练有素的防火等应急队伍。

出现重大环境污染、违规开发建设和生态破坏等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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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能够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并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

七、考评

各自然保护区原则上每五年（或根据需要）进行一次规范

化建设情况考评（《考评办法》另行制定）。考评结果运用于保

护区晋级、资金投入、创先争优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