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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游客在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旅游活动，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 １９９０ 年起开展生
态旅游活动，２０１４ 年编制了监测计划，设置游客数量和行为、重点保护物种及群落等指标和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内景区的生态环境进行
监测。 通过对监测指标的分析，监测的地点和设置的监测指标具有指标性和代表性，监测内容和地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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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利
用保护区资源优势，积极开发生态旅游，先后建成了野象谷、
望天树、绿石林、雨林谷、勐远仙境等生态旅游景区。 通过对

生态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经营，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宣传了

保护区，提高了游客的自然保护意识，履行了保护区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和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的职能［１］。 游客在

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旅游活动，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造成影响，开展生态旅游的自然保护区要进行旅游影响的监

测。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分别在望

天树景区和野象谷景区开展“望天树群落样地”“野生亚洲

象活动”等的监测，２０１４ 年编制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２］，“旅游影响”是
监测对象之一，并设置游客数量和行为、重点保护物种及群

落等监测指标和方法，２０１５ 年开始按计划开展了旅游影响监

测。 通过对“旅游影响”监测中各项指标、内容和方法的分

析，为自然保护区今后开展生态旅游影响生态环境监测提供

参考，也为制定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影响监测技术规程 ／标
准提供参考。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介　 云南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地跨景

洪、勐海、勐腊一市二县，由互不相接的勐养、勐仑、勐腊、尚
勇、曼稿 ５ 个片区组成，总面积 ２４２ ５１０ ｈｍ２，占西双版纳州国

土面积的 １２．６８％。 区内分布有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竹林、灌丛、草丛等

８ 个植被类型。 分布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３１ 种，其中Ⅰ级保

护植物 ５ 种，Ⅱ级保护植物 ２６ 种［３］。 分布有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 １１４ 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 ２０ 种，Ⅱ级保护动物 ９４ 种；共记

录到鸟类 １９ 目 ５６ 科 ４５６ 种［４］。
１．２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概况　 自 １９９０ 年

起，保护区管理局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结合科研项目

开始生态旅游的探索，先后在野象谷、望天树开展了小范围

试验性的科普旅游活动［１］。 １９９３ 年编制了《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总体规划设计》，１９９９ 年编制了《西
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编制计划》，２００７ 年编制

了《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总体规划》，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为 １４６５ ｈｍ２，
其中勐养 片 区 ４５５ ｈｍ２，勐 仑 片 区 ３５５ ｈｍ２，勐 腊 片 区

５１５ ｈｍ２，尚勇片区 ６０ ｈｍ２，曼稿片区 ８０ ｈｍ２，占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的 ０．６０４％。 野象谷、望天树、勐远仙境、雨林谷和绿石

林景区已开展旅游活动区域的面积为 １ ０７７ ｈｍ２，占保护区总

面积的 ０．４４４％。 ５ 个景区为游客提供科普宣传教育、观赏、
休憩、游玩的场所，主要开展的旅游活动项目有观光旅游、休
闲度假、科考实习等。 ２０１５ 年，５ 个景区共接待游客 ２３８．９３
万人次；２０１６ 年，共接待游客 ２３８．４９ 万人次。
２　 生态环境监测的地点、指标和方法

２．１　 游客数量和行为监测　 在 ５ 个景区用二手数据法，每年

１ 次收集景区年接待人数、旺季日均人数、年度最高日接待人

数指标。 在望天树景区设置 １ 条长２ ０００ ｍ、宽 ２０ ｍ 的监测

样线，每年 １ 次收集人为砍、割痕迹，游道两侧固体废弃物的

种类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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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重点保护物种及群落监测

２．２．１　 亚洲象（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监测。 在野象谷景区采用

踪迹法，全年监测景区内野生亚洲象的活动区域和景区周边

野生亚洲象的活动路线、频次（表 １、２）。
２．２．２　 鸟类丰度监测。 在望天树景区内设置 １ 条长２ ０００ ｍ、
宽 ２０ ｍ 样带，每年 １ 次监测样带内鸟种数量和鸟的个体数

量（表 １、２）。
２．２．３　 热带雨林（季节性雨林）和望天树（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监
测。 在望天树景区设置 １ 块 ３０ ｍ×６０ ｍ 以望天树为主的季

节性雨林样地，每 ５ 年 １ 次收集季节性雨林群落内各层次物

种种类及个体数量、群落优势树种种苗、幼树数量。 收集样

地内望天树的个体密度、径级结构［５］（表 １、２）。

表 １　 生态环境监测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序号
Ｎｏ．

指标类别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监测指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游客数量 年接人数、旺季日均人数、年度最高日接待人数 人次， １ 年 １ 次

２ 游客破坏行为 人为砍、割痕迹 个 ／ ｋｍ２ １ 年 １ 次

３ 游客废弃物种类 游道两侧固体废弃物的种类量 种 １ 年 １ 次

４ 游客废弃物数量 游道两侧固体废弃物的数量 件 ／ ｈｍ２ １ 年 １ 次

５ 亚洲象空间分布 景区内野生亚洲象的活动区域 ％ 全年

６ 亚洲象活动情况 景区周边野生亚洲象的活动路线、频次 次 ／ 年 全年

７ 鸟的种类 记录样带内鸟种数量 种 ／ ｋｍ２ １ 年 １ 次

８ 鸟的个体数量 记录样带内鸟的个体数量 只 ／ ｋｍ２ １ 年 １ 次

９ 望天树个体数量 群落中目标物种的个体密度 株 ／ ｈｍ２， ５ 年 １ 次

１０ 望天树种群结构 径级结构 ％ ５ 年 １ 次

１１ 热带雨林群落构成 各层次种类及个体数量 种、株 ５ 年 １ 次

１２ 热带雨林群落更新 群落优势树种种苗、幼树数量 株 ／ ｈｍ２ ５ 年 １ 次

表 ２　 监测方法和地点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序号
Ｎｏ．

监测指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监测方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样线、样方规格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ａｔ

样线、样方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ａｔ

所属景区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１ 游客数量 二手数据统计 — ５ 个景区

２ 游客行为 样线法 ２ ０００ ｍ×２０ ｍ １ 望天树景区

３ 游客废弃物种类、数量 样线法 ２ ０００ ｍ×２０ ｍ １ 望天树景区

４ 亚洲象活动及分布情况 踪迹法 — 野象谷景区

５ 鸟种丰度 样线法 ２ ０００ ｍ×２０ ｍ １ 望天树景区

６ 望天树种群数量及种群动态 样方法 ３０ ｍ×６０ ｍ １ 望天树景区

７ 热带雨林群落结构及天然更新 样方法 ３０ ｍ×６０ ｍ １ 望天树景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没有可依据的技术规程 ／标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

料发现，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旅游影响监测的技术规程 ／标
准可以参照。 在《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 ［６］中，
对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生态环境监测，其“监测内容包

括旅游区内的生物资源、自然景观、水环境、空气环境、土壤

环境等方面，确定了选择监测指标和监测点的原则：“生态环

境的监测可结合当地的生态特征，选择具有指示性、代表性

的指标和固定监测点，建立相应的监测程序；在森林类型的

旅游区，指标可包括植被结构、土壤及区内动植物种群等，监
测方法可按有关标准执行”。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生态旅游对

动植物、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如：马建章等［７］自然保

护区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李文斌等［８］探讨生态旅游

对野生鸟类行为的影响探讨”，李继爱［９］ 评价生态旅游开发

建设项目（龙门山景区）对绥中五花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王家亮等［１０］ 研究生态旅游对大理苍山溪

流细菌学指标的影响，周菲菲［１１］ 分析生态旅游开发对张家

界自然保护区植物景观生态的多尺度影响。 这些研究主要

针对特定的对象，研究方法针对性强，对旅游影响生态环境

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
３．２　 监测的指标具有指示性和代表性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分别在望天树景区和野象谷景区

开展了“望天树群落样地”“野生亚洲象活动”等的监测，２０１４
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根据云南省地方标准

《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编制的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以植物群落监测、野生植物监测、野生动物监测、环
境要素监测、外来入侵植物监测、旅游影响监测作业监测对

象。 云南省只有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旅游影响监

测”列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对象，２０１５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７ 年，按
计划开展了旅游影响监测。 “旅游影响监测”的指标、内容和

方法设定中，“热带雨林（季节性雨林）和望天树（ Ｓｈｏ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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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监测”与“植物群落监测”中设置的指标、内容、方法

和样地相同，不重复开展监测，其他的监测指标和方法单独

设置和实施方法如下：“亚洲象（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根据野象

谷景区的实际情况采用踪迹法全年监测；“鸟类丰度”在望天

树景区内设置样带，每年监测 １ 次；“游客行为”在望天树景

区内设置样带，每年监测 １ 次。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旅游影响生态环境监测，热带雨林和望天树 （ 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监测的指标、内容和方法是根据《云南省＿自然保护

区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 ［１２］ 设置和实施，其
他几项监测的指标、内容和方法，是按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

游规划技术规程》［６］中的相关原则，并根据实施监测景区的实

际情况设置和实施。 热带雨林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代表植被，望天树（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是国家Ⅰ级保护植物、热
带雨林的代表性和指示性物种，亚洲象（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是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也是代表性和指示性物种。 热带雨林、望天

树、亚洲象均已被列为旅游影响监测的指标，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旅游影响监测的指标具有指示性和代表性。
３．３　 监测内容、地点和指标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影响生态环境监测，从监测的内

容看，只开展了生物资源的监测，还可开展自然景观、水环

境、空气环境、土壤环境等内容的监测。 从监测的地点、指标

看（表 １、２），在 ５ 个景区开展“游客数量”监测，但只收集游

客人数 １ 项指标，还可增加客源地、满意度和停留时间等指

标。 ５ 个景区中有望天树分布的只有望天树景区，有亚洲象

分布的只有野象谷景区，其他景区可以选择其他重要物种进

行监测。 “游客行为”“鸟种丰度”只在望天树景区开展，其
他 ４ 个景区也可以开展监测。
４　 结语

利用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优势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可以普

及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然保护区，提高游客的自然保护意

识，履行保护区科普教育的职能。 游客进入自然保护区后，
必然会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选择具有指标

性和代表性的监测指标和固定监测定，建立相应的监测程

序［２］，开展生态旅游影响监测，反映旅游活动对景区资源环

境产生的影响，揭示旅游活动对关键物种、生物群落动态变

化的影响机制，分析景区内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原因，有效推

进景区内自然资源和旅游活动的科学、规范管理，为减轻旅

游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当地相关发展

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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