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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位

于吉林省中朝边界鸭绿江水系上游，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中部。

2003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0306hm2，包括鸭绿江上游一级支流十五道沟河全部、十六道沟

河部分流域。该保护区由吉林省水利部门申报设立，成立之初一

直归吉林省水利厅管理，2018年全国机构改革后划归吉林省林

业和草原局管理。

该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个以珍稀濒危冷水性鱼类为主要

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主要冷水性鱼类的天然物

种种质资源库，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保护区内分布

有国家二级保护冷水性鱼类 5种，即细鳞鱼、石川氏哲罗鱼、花

羔红点鲑、鸭绿江茴鱼和东北七鳃鳗，其中石川氏哲罗鱼、鸭绿

江茴鱼是鸭绿江上游支流的特有鱼种。

望天鹅风景区（国家 AAAA景区）是 1997年建立，即时间

早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时间（2003 年），该景区早已成为

吉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支柱产业，也是吉林省的一张重

要名片，对吉林省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然而，当

时由于考虑不周和一些条件所限，致使景区一部分主要景点区划

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继续开展旅游与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相违背，如果由此停止旅游，这既不符合党中央提出



的不断满足人们对于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也严重制

约了地方经济发展，成为非常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

此外，保护区内现有 6个村屯，原住居民计 1709人，永久

基本农田总面积 218.46hm2，其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与管理产生一定影响。

2020年以来，国家相继下发了自然资函〔2020〕71号、自

然资函〔2020〕861号、自然资办发〔2021〕458号、办函保字

〔2022〕99 号等重要文件。按照文件相关整合优化规则，现对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整合优化。主要内容包括

自然保护区现状、整合优化的必要性、整合优化依据、整合优化

方案、整合优化结果等。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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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1.1 自然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位于吉

林省东南部中朝边界鸭绿江水系上游，长白山南麓，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中部，包括鸭绿江上游一级支流十五道沟河全部流域、十六道沟河

部 分 流 域 。 地 理 坐 标 为 127°49′40″~128°02′51″E ， 41°24′51″~

41°43′42″N。保护区北与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南至中朝界

河鸭绿江右岸，东与十六道沟河东金华乡相接，西邻十五道沟河西的

十四道沟镇。东西宽 9.6km，南北长 32.9km，总面积为 20306.0hm2

（附图 1）。

1.1.2 地质地貌

保护区在一级大地构造单元上位于中朝准地台构造区，属于辽东

台隆的东北部，在构造体系上属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的长白山隆起

带。地层属于辽东分区的浑江小区，但沉积岩很少出露。大部分出露

的岩石为岩浆岩，以新生代的喷出岩为主。

本区地质发展历史较为复杂。燕山运动奠定了本区华夏向的构造

基础。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的断裂和火山活动十分激烈，形成独

具特色的火山和熔岩流地貌景观。

1.1.3 气候状况

本区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大陆性山地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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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严寒，夏季温暖而短暂，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年

平均气温为 3.1℃～3.7℃，年降雨量为 600~700mm，一般集中在 6~8

月，年蒸发量为 300mm左右，无霜期为 115~125d，最大风速为 14m/s。

每年 12月上旬封冰，翌年 4月 10日左右开河。

1.1.4 水文

十五道沟河和十六道沟河分别发源于长白山望天鹅山西南侧和

长白县二道岗北山西北 10km，流向由西北向东南，最后汇入鸭绿江。

十五道沟河和十六道沟河均靠地下泉水补给，形成山谷河川，两岸高

山峭壁，河底由砾石组成，水质较瘦，水温较低，水位有周期性变化。

十五道沟河有支流 16条，十六道沟河有支流 7条。水体透明度一般

在 100cm以上，溶解氧为 6~10mg/L，pH值为 6.3~7.8之间，年平均

水温 7~9℃。

1.1.5 土壤

本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有棕色针叶林土、暗棕色森林土，白浆土和

草甸土。其中，棕色针叶林土是山地原始针叶林下发育的森林土壤，

主要分布在海拔 1300~1800m之间的鱼鳞云杉山地暗针叶林带，土层

不厚，在森林凋落物的下部，由于真菌活动，腐殖质以富里酸为主，

土壤呈酸性反应；暗棕壤多分布在海拔 900~1300m 之间的区域，其

原始植被是红松—鱼鳞云杉针阔混交林，其成土环境湿润，因森林覆

盖及雨量较多，故淋溶作用较为强烈，钙、铁、镁均有迁移，呈弱酸

性反应；白浆土在本区仅分布在平坦的熔岩台地和河谷阶地上，其成

土母质比较单纯，主要是第四纪黄土状沉积物，质地粘重；草甸土分



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合优化方案

3

布于河流泛滥地，成土母质多为全新世的冲洪积物。剖面可以分为两

层，即腐殖质层和母质层。

1.1.6 植物资源

本区在我国水平地带性植被区划中属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植物区

系以长白山植物区系为主，受人为活动的影响，植物种类不如北坡丰

富。据初步调查，仅高等植物 73科，208属，305种。由各类植物组

成不同的植被类型，其地带性植被是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长期

的人为活动使之演替成为天然次生林。各植被类型随着山地海拔高度

的变化和气候带的影响，呈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

1.1.7 动物资源

本保护区内共有高等动物 147种，其中国家保护的有 25种，占

总数的 17.0%。鸭绿江上游支流地处长白山森林区，森林茂盛，山泉

溪流较多，冷水性鱼类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我国冷水鱼类特别是鲑形

目鱼类中占有重要位置。据考察，保护区共有鱼类 14种，隶属于 4

目 6科，其中主要冷水鱼类有 5种，即细鳞鱼、石川氏哲罗鱼、花羔

红点鲑、鸭绿江茴鱼和东北七鳃鳗。

1.2 社会经济概况

1.2.1 行政区划与人口

保护区地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境内，东与该县的龙岗村、金华乡

相连，西与长白县十四道沟镇接壤，北部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相连，

南至鸭绿江干流右岸。总面积 2030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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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有望天鹅新村、十六道沟村、干沟子村和三南里村等四

个村屯，分布在保护区实验区和缓冲区内，总人口 1709人。

1.2.2 经济状况

保护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目前正在发展特色产业，种植中药材

人参、北五味子等，养殖业主要有牛、羊、猪和鸡等。另外，十五道

沟村依靠风景区发展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据统计，2020年区内

农业总产值 266.4万元，特色种植业总产值 25.3万元，养殖业总产值

164万元，第三产业总产值 399万元，人平均产值 5365 元。此外，

保护区内风景秀丽，现已建成风景区１处，即十五道沟望天鹅风景区

年参观人数 4.5万人，总产值 360万元。

1.2.3 基础设施

保护区内有小型水力发电站４座分别位于十五道沟河口、十五道

沟河八公里处、十五道沟河十公里处及十六道沟河八公里处，年发电

量 998.6万千瓦时，总产值 279.6万元。

国道 331在保护区内沿鸭绿江通过，保护区内十五道沟林道沿河

通至二十五公里处，十六道沟林道沿河穿过全境。

区内有输电线路３2处。

通讯方面，移动联通信号覆盖至十五道沟十六公里处及十六道沟

保护区区域全境。

1.3 保护区建设情况

1.3.1 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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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9 月，省编办批复设立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为隶属吉林省水利厅，为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18年全国机构改革，整建制划归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1.3.2 人员配置

保护区管理局编制数 14人，实有 12人。专职人员规模满足自然

保护区实际工作需要，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占总人数比例

66.7%，不低于 50%，45岁以下人员占总人数比例 50%，定期开展交

流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1.3.3 保护管理

该保护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区位优势明显，旅游开发活动至今，

保护区管理局严格监管，未对鱼类资源、植被多样性、动物资源、生

态系统、景观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缓冲区内部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前

后，景区内的生态环境尚未遭受到破坏。

保护区管理局非常重视保护管理及森林防火工作，始终坚持以火

源管理为重点。进入防火期后，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春防部

署，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森林防火措施得力，连续多年没有发生

任何火警火情和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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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区现状

2.1 历史沿革

2003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总面积 20306hm2，包括鸭绿江上游一级支流十五道沟河全部

流域、十六道沟河部分流域，是我国第一个以珍稀濒危冷水性鱼类为

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主要冷水性鱼类的天然物

种种质资源库，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2004年 9月 17日，省编办批复设立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为隶属吉林省水利厅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

2018年全国机构改革，整建制划归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现列

事业编制 14名，在编工作人员 12人。

2.2 主要保护对象

1）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细鳞鱼、石川氏哲罗鱼、花羔红点鲑、鸭

绿江茴鱼和东北七鳃鳗等，及其自然栖息地的生境；

2、保护区的森林中尚有许多国家级保护物种，如国家级保护植

物人参、黄檗、水曲柳、紫椴和红松等。国家级保护鸟类如中华秋沙

鸭、鸳鸯、长尾林鸮及兽类紫貂、黑熊和原麝等，及若干处地质遗迹，

均在保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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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能区划分

保护区国家批复总面积 20306hm2。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8800hm2，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43%；缓冲区面积为 6806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34%；实验区面积为 4700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23%。

2.4 自然保护区价值评价

1）物种保护价值

保护区内细鳞鱼、东北七鳃鳗、石川氏哲罗鱼、鸭绿江茴鱼、花

羔红点鲑在我国的分布范围狭窄，天然种群量稀少，为了保证物种遗

传多样性得以维持和物种的长期生存，必须有最小存活种群，而上述

几种鱼类分布范围狭窄，数量稀少，繁育周期长，已面临灭绝的危险，

现有的残存种群再遭破坏，将很难恢复。

2）生态功能保护价值

保护对象目前在国内外天然种群量较少，分布范围狭窄，一旦破

坏，其生存环境难以恢复，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3）科学研究价值

保护区内有多种珍稀鱼类，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2.5 保护管理成效

近几年，保护区管理局通过宣传引导，进一步强化群众对生态保

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进入保护区的游客及周边居民的保护意

识，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很低，人类干扰威胁得到有效预防

或控制，保护区内个人、单位保护意识得到有效增强。此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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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对社区居民开展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体验项目等。

自然保护区充分吸纳当地社区居民（现有 24人）参与调查、巡

护、监督、建设等工作，带动社区发展，与社区关系和谐，近年来没

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人上访、重大闹事事件。

2.6 与其它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情况

目前该保护区与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省长白十五道沟省

级地质公园地域上交叉重叠。三个保护地交叉重叠，共同重叠面积为

6947.34hm2，涉及人口 1936人。其中，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与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全部重叠，即重叠面积为

20395.60hm2；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吉林省长白十五

道沟省级地质公园重叠面积 6947.34hm2。地详见图 2-1。

图 2-1 三个自然保护地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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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合优化的必要性

3.1 多个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

多年来，自然保护地分别由水利、城建、林业等多部门管理，各

自为政，造成了自然保护地行政上多头管理，地域上交叉重叠状况。

如该保护区与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吉林省长白十五道沟省级地质

公园地域上交叉重叠。因此，需要依据保护地整合优化相关政策文件

进行整合归并，做到一个保护地、一套机构、一块牌子，实行统一保

护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保护管理分割、保护地交叉重叠、破碎化和孤

岛化问题。

3.2 功能区划不尽合理

该自然保护区是由吉林省水利部门申报设立的，成立之初一直归

吉林省水利厅管理，2018年全国机构改革后划归吉林省林业和草原

局。1997年建立的十五道沟国家 AAAA级景区位于该保护区内，时

间早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时间（2003年），该景区早已成为吉

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支柱产业，是吉林省的一张名片，对吉

林省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然而，保护区设立时受条件

所限，在划定保护区功能区时考虑不周，致使景区一部分景点位于核

心区和缓冲区内，继续开展旅游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相违

背，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大，成为较为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合理调整保护区的功能区，拟将国家 AAAA 级望天鹅风

景区调整到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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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求，这符合十九大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既保护又要让那些最

优美的大自然奇迹展示给广大民众，因此调整是必然的。

3.3 保护区内人为活动频繁

保护区内涉及十五道沟民俗村、望天鹅新村、干沟子村、十六道

沟村、良种场、三南里村等，原住居民计 1709人。其中，三南里村

位于缓冲区，人口数 28人；实验区内分布有基本农田面积 218.46hm2。

这些人为活动既不利于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和管理，也不利于当地人民

的生产和生活，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十分尖锐。

综上，依据《71 号函》等整合优化系列政策文件，进行保护区

整合优化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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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合优化依据

4.1 国家和省政策文件

1）《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

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

2）《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

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函〔2020〕861号）；

3）《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

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1〕485号）；

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做好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预

案编制工作的函》（办函保字〔2022〕99号）；

5）《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省三

区三线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吉规委办发〔2022〕11号）；

6）《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再完善

工作的紧急通知》（吉林保﹝2022﹞156号）；

7）林草湿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对接融合数据（2020

年）。

4.2 保护地相关依据材料

1）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吉林长白冷水性鱼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的批复（吉政函〔1996〕120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等 9处新建国家

https://www.waizi.org.cn/doc/86097.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86097.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86097.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86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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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国办发〔2003〕5号）；

3）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鸭绿江上游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

批复（吉政函〔2005〕127号）；

4）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设立吉林鸭绿江上游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批复》（吉编办〔2004〕165号）。

4.3 保护区的矢量图来源及其他情况

该自然保护区矢量图来源是依据保护区总体规划图进行矢量化

的结果。矢量图面积为 20395.60hm2，较保护区批复面积 20306hm2

增加了 89.6hm2。

此外，2005年该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勘界，但由于当时设备、技

术手段落后并存在误差，造成该自然保护区边界、功能区界不够准确。

待该自然保护区整合优化方案批复后，再重新进行勘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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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整合优化方案

5.1 调整思路与原则

5.1.1 调整思路

严格按照国家整合优化系列政策文件，整合归并交叉重叠的自然

保护地，确保生态过程完整、物种栖息地连通；合理调整功能区，将

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国家 AAAA 级望天鹅风景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

调出人为因素干扰严重的城镇建成区、村庄、永久基本农田等区域；

调入保护地周边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资源；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自然保护

管理体制机制，做到一个保护地、一套机构、一块牌子，实行统一保

护管理。通过调整，既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又促进当地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实现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协调统一。

5.1.2 调整原则

按照应划尽划、应保尽保、尊重历史、生态系统完整，以及保护

面积不减少、保护性质不改变、保护强度不降低的原则，科学合理的

进行整合优化。

5.2 调整归并交叉重叠保护地

依据上位保护及整合优化规则，将原吉林长白国家森林公园与吉

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叠面积全部整合到该保护区内，未

纳入自然保护区的保留在原自然公园内；原吉林省长白十五道沟省级

地质公园全部转入吉林鸭绿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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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调出矛盾冲突范围

按照《71 号函》等整合优化系列政策文件，进行科学论证和调

整，保护区拟调出 35个地块，面积计 522.04hm2。主要调出内容如下：

1）拟调出城镇建成区：面积 1.59hm2；

2）拟调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218.13hm2；

3）拟调出成片集体人工商品林：面积 27.49hm2；

4）拟调出村庄：面积 31.19hm2。

5）拟调出其他面积 243.63hm2。主要是调出因城镇建成区、村

庄、永久基本农田、成片人工集体商品林调出造成的破碎斑块进行

优化处理（表 5-1）。

表 5-1 自然保护区调出方案统计表

单位：hm2

序号 调整理由 块数 面积 备注

1 城镇建成区 1 1.59

2 永久基本农田 8 218.13

3 成片人工集体商品林 2 27.49

4 村庄 2 31.2

5 其他 22 243.63

小计 35 522.04

说明：该自然保护区整合优化调出地块不涉及环保督察和绿盾行动

整改点位等生态环境整治问题，不存在以调代改的情况。

5.4 调入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依据《指导意见》中应保尽保的原则，拟将保护区周边生态功

能重要、生态红线范围内区域调入自然保护区，即调入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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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26.79hm2，为国有乔木林地。

5.5 功能区优化情况

依据《71 号函》完善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要求，该保护区功

能区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调整（表 5-2）。

表 5-2 功能分区调整统计表

单位：hm2

序号 功能分区调整方式 块数 面积 备注

1 从自然公园转化为核心保护区 10 19197.41

2 从原核心区原缓冲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 4 765.64

3 从原实验区调出为非保护地 3 522.04

4 从非自然保护地调整到核心保护区 1 126.77

从上表可见，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具体如下：

1）从自然公园转化为核心保护区面积 19197.41hm2，包括从吉林

长白国家森林公园转入 14595.71hm2，从吉林省长白十五道沟省级地

质公园转入 4601.70hm2。

2）从原核心区原缓冲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面积 765.64hm2，主要

是望天鹅风景区位于该保护区和缓冲区内的面积调整。

3）从原实验区调出为非保护地：面积 522.04hm2（见表 5-1）。

4）从非自然保护地调整到核心保护区面积 126.77hm2，为调入保

护区周边保护价值高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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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整合优化结果

6.1 面积及功能区

整合优化后，该保护区总面积 20302.14hm2（较批复面积减少

3.86hm2）。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 14722.48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72.52%；一般控制区面积 5579.66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27.48%（表

6-1）。

表 6-1 调整后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表

序号 分区 面积
（hm2）

比例
（%） 备注

1 核心保护区 14722.48 72.52

2 一般控制区 5579.66 27.48

合计 20302.14 100

6.2 整合优化后保护地内的问题

整合优化后，保护区内存在少量的人口、城镇建成区、村庄建设

用地、永久基本农田、人工集体商品林、稳定耕地及矿业权等（表

6-2）。

表 6-2 整合优化后保护区内存在问题表

单位：人、hm2

人口 城镇建成
区面积

村庄建设
用地面积

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

人工集
体商品
林面积

矿业权
面积

稳定耕
地面积

开发区
面积

核心保护区 0.58 901.23 4808.42 3.85

一般控制区 28 0.93 6.18 0.01 2117 110.51

合计 28 0.93 6.76 0.01 901.23 6925.42 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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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保护区整合优化后，核心保护区内无人口、城镇建

成区和人工集体商品林，人为活动干扰减少，矛盾冲突减弱。

对于保护区内少量的城镇建成区、村庄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

及稳定耕地，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对于保护区内的人工集体商品林

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拟调整为特种用途林统筹管理；对

于保护区内的矿业权（探矿权）面积有序退出，即设置 5年过渡期，

在过度期内勘查成果符合转为采矿权条件的，经评估确定退出或调

出。

6.3 总结

该保护区通过优化整合，整合归并了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调

出了一定数量的建制镇村、永久基本农田等矛盾冲突问题，合理调整

了保护区的功能区，拟将国家 AAAA 级望天鹅风景区调整到保护区

的一般控制区，从根本上解决了保护区划建之初的一些历史遗留问

题，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同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充分发挥保护区科普宣教、生态旅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等综合价值，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经济水平的提

高和综合实力的增强。



18



19



20



21



22



23



24

附件 1，自然保护地始建批复材料及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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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自然保护地晋升批复材料及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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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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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吉林省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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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专家评审见及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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