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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

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国发、曹嘉铄、王琦雅、耿名徽、夏依婷、彭洁、朱舒欣、王锐锋、邓政宇、

李伟蝶、金崑、张建平、陈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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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名词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保护对象、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常用的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可持续发展及其他有关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

3.1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areas
由各级政府或主管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

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

3.2
自然保护地类型 categoryofprotectedareas
按照管理目标、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划分的自然保护地类别。
注:《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3个大类,列有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
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等15个类型。

3.3
自然保护地级别 levelofprotectedareas
由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根据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价值批准建立的级别。
注: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中,国家公园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市(自治州、盟)

级和县(自治县、旗、县级市)级,森林公园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一般分为国家级

和省级。

3.4
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
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

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
注: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生态

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关键作用。

3.5
自然保护区 naturereserve
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

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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