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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姚安县自然概况及生物多样性现状
和保护发展对策

高丽菊，王浩宇
（三峰山州级自然保护区姚安管护局，云南 姚安 675300）

0 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于我们人类生存和

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熏陶在青山绿水、

空气优良的自然环境中也有利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对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丽家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姚

安县人民政府的安排，由姚安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全

县生物多样性调查，编制完成了《姚安县生物多样性调

查报告》，之后姚安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编制报告开展

了一系列保护姚安县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依据姚安县的各项规划，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工作，奠定

姚安县保护生物环境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基础，尤其是

在县城及各乡镇集市、餐馆、农家乐等场所开展以保护

野生动植物、拒食野生动物和破坏湿地资源为主题的

执法检查活动，对于违法狩猎、非法采挖当地珍贵野生

植物和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原生环境、违法经营野生

动植物制品的一律收缴并给予相应处罚。同时广泛张

贴保护野生动植物、拒食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宣传材

料，覆盖了我县 95%的餐馆、集贸市场、超市和村民小
组，经过长期不懈的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深入接受了

保护各种资源，发展秀美姚安、建设美好姚安的理念，

切实有效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1]。
1 简述姚安县自然概况
1.1 地理位置
姚安县在云南省西北部，地跨北纬 25°13'~25°45'，

东经 100°56'~101°34'，东西最大横距 63.4km，南北最
大纵距 48.6km，区域总面积 1803km2。姚安是滇中滇西

互联互通和云南北上入川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云南滇

中城市经济圈重要组成部分。

1.2 自然概貌
姚安县地势呈南北走向，南高北低。东南方向的三

峰山、燕子窝山、风咀梁子形成天然屏障和分水岭，西

北方向的大黑山、老官山、花椒园梁子峰峦叠嶂，将

119km2的姚安坝子簇拥其间；四围前场坝子、官屯坝
子、马游坝子、弥兴坝子、红梅坝子、小苴坝子、大苴坝

子星罗棋布，构成滇中高原典型的地理地貌特征。境内

最高海拔三峰山 2897m，最低海拔渔泡江出口处拉务
堵 1515m，县城所在地栋川镇海拔 1876m。境内主要河
流有渔泡江、蜻蛉河、石者河、文龙河、紫甸河等，属金

沙江上游水系。其中发源于县境南部三峰山、纵贯姚安

坝子、向北流经大姚元谋的蜻蛉河径流较长，灌溉和滋

养着姚安近半数的土地，被誉为姚安人民的“母亲河”。

2 姚安县自然气候概况
姚安县地区属于低纬度地区，其中半干旱气候特

征是当地最大的气候特征。由于姚安县地势呈南北走

向，南高北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变化差异较大。

姚安县一年四季整体的气候特征如以下状况：冬天及

春天比较干旱，并且降雨量少，相对干燥，出现低温同

时伴随着霜冻现象，而且还有春季回寒的情况，这样一

来就导致农业发展、农作物产量受到影响等问题；夏天

和秋天相比于春天冬天更适合农作物生产，而且降雨

量比较多。一年四季，温度差不大，夏天没有很炎热，冬

天也没有很寒冷[2]。春夏秋冬四季里干湿两个时间段界
限非常明显，11月至次年 4月为旱季，降雨量占全年
1/10；5—10月为多雨季节，降雨量占全年 9/10，且海拔

摘 要：为解决姚安县生态环境、湿地和野生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维持姚安县自
然生态物种多样性的稳定和持续增加，本文对姚安县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更好
地保护姚安县的生态物种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措施，以期为姚安县生态物种多样性保护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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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姚安县有古树名木共 294株，涉及古树群
2个，其中二级古树 55林，三级古树 239林。古树群主
要分布于光禄镇梯子村委会土窝铺村。散生古树具体

为：栋川镇 39株，光禄镇 42株，太平镇 15株，前场镇
47株，适中乡 7株，官屯镇 40株，弥兴镇 33株，大河口
乡 33株，左门乡 38株。
4 姚安县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分析
姚安县森林覆盖率 69.29%，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

量 63.0m3/hm2，其他林木蓄积 66076m3。由此可见，姚安
县森林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加之姚安县建有大尖山，花

椒园和三峰山三个州级自然保护区，三个保护区面积

为 69163hm2，占姚安县国土面积的 40.65%。据相关数
据调查显示，三个州级自然保护区里拥有众多动植物，

生态物种多样化程度较高。另外姚安县湿地面积达到

1927.03hm2，而且姚安县还有一些人工湿地，丰富的湿
地资源孕育了品种较多的水生植物。近年来，随着各项

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和长期不懈的广泛宣传教育，姚

安县的生物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并呈现增长的态势。

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迅速，各项建设工程陆续开展，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破坏，所以加紧制定并出

台各种符合姚安县实际情况的保护制度刻不容缓。

5 姚安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对策的建议
5.1 建立长效科学的管理制度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导

小组，通过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研究并规划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承担沟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管理部门应当

以姚安县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相关科学管理制度，把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建设作为重要工作，

包括一些具体的执行细节以及最终的目标。各相关职

能部门各司其职，管理部门做好任务安排工作并及时下

达命令，监察部门做好监督工作，执行部门完成下达的

任务，一层一层传递指令，从上至下形成高效的工作机

制。在建立相关制度的同时，不仅要保证每个部门都有

明确的工作范围，还要保证整个管理工作流程高效科

学，最终要确保管理制度的落实。同时可以建立数字化

的管理模式，有便于管理资源共享，接受大家的监督[3]。
5.2 加大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与意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社会性、公益性很

强的工作，需要全社会自觉、广泛参与。积极发挥各种

自然保护组织和团体的作用，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发

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事

件予以曝光。每年通过 2月 2日湿地日、3月 3野生动
植物保护日、4 月份爱鸟月、5 月 20 日世界濒危物种
日、5月 22日世界生物多样性日、6月 5日环境日等时
间节点重点开展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宣

传活动。通过宣传，让群众逐步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性，提升公民生物资源保护意识，逐步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5.3 严格执法，立足根本，改善野生动植物生长环境
环境的破坏和人为干扰是野生动植物物种减少和

灭绝的主要因素，野生动植物资源能否增长，关键在于

生态环境能否适应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生长。因此，保护

和改善野生动植物生长环境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

重中之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加大对森林资源管

护力度，严厉打击乱砍盗伐、毁林开荒和乱捕滥猎野生

动物的违法活动。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源头管理，加大

林区巡查力度，特别是对重点地区、案件多发区域进行

重点监控，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同时，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加大打击力度，以震慑违法犯罪，确保全县

林区秩序稳定。①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天保管护人员的
职能作用，及时发现涉林违法行为并报告林业局，重点

做好对林区盗伐、滥伐和其他行为的巡护。②充分发动
广大群众举报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保护森林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③充分发挥森林公安警察大队和林政执法队伍的作
用，密切与公检法司等部门配合协作，严厉打击盗砍

滥伐、非法运输和收购等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④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持续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
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经营场所、餐馆、农贸市场、

越高，降雨越多，海拔越低，降雨越少。

表 1为姚安县气候状况，是根据气象部门调查结
果形成。

3 姚安县生物多样性基本情况
表 2为姚安县各种生物的现存数量。

姚安年平均气温 境内无霜期 年平均日照时数 年平均降雨量 年平均降雨产水量 年径流量

15.3℃ 247d 2316.8h 770.4mm 14.99亿 m3 4亿 m3

表 1 姚安县气候状况

被子植物 裸子植物 蕨类植物 大型真菌 鸟类 爬行类 两栖类 昆虫 鱼类 虾蟹类

植物 859种

778种 19种 62种 138种 117种 16种 21种 68种 9种 5种
哺乳动物

动物 275种

39种

表 2 姚安县动物植物现存数量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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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市场和网络的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向社会公布举

报电话，严查公路沿线销售、兜售野生动植物的行为，

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交易。

5.4 加大对古树名木资源的保护
①进一步完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责任制，建立科

学合理的古树名木管理体系，使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

落到实处。②进一步摸清资源家底，完善档案信息管理
系统，并实现古树名木的计算机信息化管理。③制定科
学、可行、易操作的养护措施，做到古树名木动态监测，

适时进行复壮保护。④强化规划管理，在城市建设项目
审批中，明确古树名木迁移、工程避让和保护措施许可

等内容，从规划上予以保护控制。⑤加大古树名木的宣
传力度，使各级政府和部门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古树

名木保护工作中来，提高社会各界保护古树名木的意

识。⑥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将古树名木的保护纳入法
制化管理轨道，对违反《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姚

安县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

追究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5.5 依托自然保护区建设物种资源库
依托自然保护区建设物种资源库是一项非常重要

关键的有效措施，这是一种就地保护的政策。同时，在

不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下，应当把一些重要的具

有很高价值的重要物种进行着重保护，并且科学适当

的进行迁移。依托三个州级自然保护区来保护生物资

源有利于科研人员集中调查和研究，是天然的生态环

境研究所，并且自然保护区有利于涵养水土，保护环

境，同时也能为动植物提供一个合理的生长环境，为动

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

5.6 充分挖掘地带性物种资源，科学引进外域物种
安排相关科学团队，带队对姚安县生物资源进行

调查和研究，充分挖掘姚安县地区的自然资源，并且适

当科学的引进外来物种，丰富本地物种资源。同时做好

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建立完善保护濒危物种的机制效

应。增加物种数量，提高生物多样性程度。引进外来物

种的时候要做好科学的生物实验，做好预备引进外来

生物物种的模拟实验，确保引进该生命物种不会对当

地正常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和破坏，同时做好对新物

种生理特性及生活习性的调查和分析，给新物种安排

合适的栖息地，最终确保引进的外来物种能够强化稳固

当地的生物食物链食物网，维持该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平衡，为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濒临物种的延续做出贡献。

5.7 提高公众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环境多样化的意识
提高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性

的义务，需要全员参与，要充分调动大众的力量，发挥

各个团体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制作科普短片，让民

众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湿地资源还

有自然保护区和人类生存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充

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对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劣行为

曝光，让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世界保护环境日

或者暑假节日期间举办讲座来宣传保护自然环境的重

要性，让众人都参与进来，提升公民对生物资源保护的

意识，逐步形成全社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氛围。

5.8 加强有关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
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且落地

实施。执行部门要严格执法，加大法律规范，加大环境

监管力度，对于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人严加惩罚，使保

护环境走上法律轨道。一旦出现破坏自然环境，违反法

律法规的人或者团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人类、动物、

还有植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

在，这个世界才能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生物多样化

的存在，社会生产以及自然界新陈代谢才得以完整实

现；有了生物的多样性，我们的世界结构才不单一，显

得更为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才会有新鲜的果蔬，新奇

的景点，加之动物自然界才可以正常生存，食物链才

得以运转，食物网才能够架构起来。所以要敬畏自然，

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物种多样性必须维持走在法律轨

道上。

6 结论
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保护好姚安县的

绿水青山和生态环境多样性是每一个姚安人民美好的

共同心愿。姚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加之建有三个州级自

然保护区，同时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湿地资源和较高

的森林覆盖率，这也是姚安县生物物种丰富的原因之

一。维持生物多样性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加强法律监管，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大众保护环境的意

识，建立全面科学的绿色规划管理体制，促进姚安县地

区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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