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大自然本身的

多重形态以及社会政治

和经济的不同状况，我

们在不同的层面运用以

科 学 为 基 础 的 保 护 过

程。为达到此目的，我

们采用了3种相互补充

的 分 析 方 法 ， 即 全 球

生境类型评估（global 

habitat assessment）、生态区评估（ecoregional assessment）和保

护行动规划（conservation action planning）。

全球生境类型评估

 为确立全球层面的保护目标和保护重点，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合作

伙伴共同收集、优化和分享全球层面的数据，数据包括生物多样性分布

与现状、生境状况、生物多样性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因子以及影响保护成

效的社会政治状况等。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估计出每种主要生境类型

（major habitat type）中单个及多个生态区当前得以有效保护的程度，

并据此设定我们推进有效保护的10年目标。利用全球生境类型评估，我

们可以确定全球层面上的保护空白和资源配置的重点，即明确具体是哪

些生态区、哪些生物多样性威胁因子和战略机遇影响到某个或多个主要

生境类型，而急需采取相应的行动。全球生境类型评估也为我们提供了

在这一层面上衡量实现自己使命进展的基准点。

生态区评估

 为了确定在全球生境类型评估中位居前列的生态区（ecoregions）

的保护目标和保护重点，协会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分享生态区层面的

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生物多样性分布与现状、生境状况、生物多样性当

前和未来的威胁因子以及影响保护成效的社会政

治状况等。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设定代表

特定生态区的生态系统、自然群落、受到威胁或

消退物种的长期保护目标，确定生态区的保护重

点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即确定具体是哪些景

观、生物多样性威胁因子和战略机遇影响到单个

或数个生态区，而急需采取保护行动。生态区评

估数据提供了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衡量实现自己使

命进展的基准点，以及衡量实现某个特定生态区内

的代表性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长期目标的基准点。

保护行动规划

 通过保护行动规划，我们将全球和生态区

的保护重点具体化为保护对策和保护行动。换言

之，保护行动规划就是设计并管理各个层面的保

护项目（conservation projects）——小到保护

单个流域或景观内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大到区域

性或多国性的保护政策改进。与全球生境类型评

估和生态区评估类似，保护行动规划也是根据项

目区内生物多样性分布与现状、生境状况、生物

多样性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因子以及社会政治状况

的数据来制定。我们用这些数据制定有足够范围

和尺度的保护对策和行动，来缓解威胁因子、维

持或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强保护能力，实现长效

保护。保护行动规划所使用的数据还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基准点，用于衡量实施保护对策和行动的

效果、衡量实现项目目标的进展，并作为根据情

况变化对保护对策做出相应调整的依据。







主 要 生 境 类 型 ： 温 带 针 叶
林 、 山 地 草 甸 和 灌 丛 ； 温 带 丘 陵

河 流 、 温 带 洪 泛 平 原 河 流 与 湿 地

生 态 区 ： 邛 崃 - 岷 山 针 叶 林 、
横 断 山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 怒 江 － 澜

沧 江 高 山 峡 谷 针 叶 林 / 混 交 林 、 藏

东 南 灌 丛 和 草 甸 、 藏 中 高 原 高 山

干 旱 草 原 、 西 藏 高 原 高 山 灌 丛 和

草 甸 、 祁 连 山 针 叶 林 、 秦 岭 落 叶

林 、 大 巴 山 常 绿 林 、 四 川 盆 地 常

绿 阔 叶 林 、 贵 州 高 原 阔 叶 林 和 混

交 林 、 云 南 高 原 亚 热 带 常 绿 林 ；

长 江 上 游 、 长 江 下 游

保 护 对 象 ：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 珍
稀 / 濒 危 / 地 区 特 有 物 种 ； 水 生 生

态 系 统 、 土 著 特 有 鱼 类

威 胁 因 子 ：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 资
源 过 度 开 发

保 护 对 策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确 定
需 要 优 先 保 护 的 区 域 、 生 态 系 统

和 物 种

合 作 伙 伴 ： 国 家 环 保 总 局 、 国
家 发 展 与 改 革 委 员 会 、 国 家 林 业

局 、 国 家 海 洋 局 、 国 家 农 业 部 、

中 国 环 境 与 发 展 国 际 合 作 委 员

会 、 全 国 人 大 环 境 与 资 源 保 护 委

员 会



主要生境类型：温
带 针 叶 林

生态区：怒 江 － 澜 沧
江 峡 谷 高 山 针 叶 林 和
混 交 林 与 横 断 山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保护对象：针 叶 林 、
阔 叶 林 和 针 阔 混 交 林

威胁因子：薪 柴 过 度
采 集

保护对策：开 发 推 广
替 代 能 源 、 提 高 薪 柴
利 用 效 率

合作伙伴：当 地 社 区
和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主要生境类型：温
带 针 叶 林

生态区：南 落 基 山
脉 与 科 罗 拉 多 高 原

保护对象：河 岸 植
被 与 灌 丛 带

威胁因子：入 侵 物
种 、 水 文 变 化

保护对策：通 过 根
除 入 侵 植 物 来 恢 复
河 岸 栖 息 地

合作伙伴：当 地 牧
场 主 ， 联 邦 政 府 、
州 政 府 及 地 方 政 府
机 构 ， T e r r a 基 金 会



■ 拥有100万个人会员

■ 在30多个国家和全美50个州开展工作

■ 保护的土地达4,730万公顷（美国约600万 

 公顷，其他国家约4,100万公顷）

 
■ 在世界各地保护的河流长度达8,000公里

■ 在过去20年里从政府、民间和商业机构共 

 筹集200多亿美元保护资金

大自然保护协会基本情况和保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