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研究·2024 第1卷 第1期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2024,1(1)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9 

以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为例探讨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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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对维护城市的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以及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文中以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为例系统地阐述了乌兰察布市城市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通过探讨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以及建议，

以期为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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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bio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urban ecosystem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balance, and improving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urban biodiversity of Ulanqab Ci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Ulanqab City as an examp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Ulanqab City. By exploring the problems in urba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Ulanqab Cit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urba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biodiversity in Ulanqab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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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能源等各种赖以生存的生命资源，

是城市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平衡

起到关键作用，可以为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1-3]

但

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速，经济社会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
[4-5]

为有效解决城市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的问题，各部门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2）以

及《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 年）》等

文件，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纳入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为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2020 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2021 年《中国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明确了“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

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领

域中长期规划”的任务；2024 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推进落实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在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城市

绿地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愈来愈引起普遍的关注，对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也成为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
[6-7]

本文立足于保护城

市生物多样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进一步

梳理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以

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为例探讨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以

及建议，以期为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

有益参考。 

1 自然环境概况 

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是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市辖区，地处北纬 40°01′，

东经 113°10′，群山环绕，地广人稀。
[8-9]

 

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属于典型的北温带蒙古高原大

陆性气候。主要气候特征为：昼夜温差较大，日照充足，

全年多风少雨，寒冷干旱。
[8-9]

日照时数 3130 小时，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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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气温在 4.4℃之间，无霜期 120 天左右，年均降水量在

384 mm，降水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为不均，一般夏季七、八

月份降水较为丰富。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春季较为干燥，

有多达 60 天的大风日数；夏季气候凉爽，平均气温一般

低于 20℃；秋季霜冻较早；冬季寒冷少雪，平均气温在

-15℃以下，极端最低温可达-32℃。
[10]

 

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位于内蒙古高原南部地带，系阴

山山余脉之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整体由西北向东南逐

渐降低，是一南西北三面环山的盆地，全境北高南低，西

北多系山地，平均海拔约 1416.56 米。主要地貌形态有土

石山区、低山丘陵、玄武岩台地等，属侵蚀构造型。
[11]

 

2 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2.1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 

2013 年，乌兰察布市出台了《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对乌兰察布市生物多样性提出了详细

的保护策略与规划措施，对绿地保护、栖息地保护、生物

资源保护提出建议要求。在政策方面，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已纳入了市委、市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2022

年、2023 年，乌兰察布市连续 2 年对全市城镇绿地内外

来入侵物种进行了普查，有效保护了本市原有生物种类。 

2.2 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城市绿地建设现状及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城市绿地系统人工植物群落的构成，承担着为城市生

物提供栖息生存环境的作用。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各项园

林绿化指标逐年提升，乌兰察布市城市绿地系统逐步在规

划、政策、建设等方面融入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乌兰察布市、区政府紧紧围绕“建设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的目标，先后筹集绿化建设资金 150 多亿元，构

筑起以白泉山、老虎山为重点的城中绿岛，建设出以卧龙

山、军民义务植树基地，结合铁路、公路为框架的通道绿

化，修复成以霸王河、泉玉岭河、白海子公园等湿地保护

为重点的城市水系。截至 2022 年年底，乌兰察布市中心

城区建成区面积 75.4 平方公里，绿地面积高达 2883.49

公顷，绿地率 38.24%，绿化覆盖率 40.87%，公园绿地面积

1011.02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34.62 ㎡/人，公园绿化活动

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3.36%、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达到

74.5%；先后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区）”“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2023 年，乌兰察布市中心城区通过

“拆迁还绿、见缝插绿”，中心城区街道拐角、老旧小区附

近新建 7处公园绿地，新增绿地面积 5.43万平方米。 

乌兰察布市城市绿量的增加和植物群落的丰富都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城市绿地系统中物

种资源呈增长趋势，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提升。 

3 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问题 

3.1 执行规划力度不够 

虽然乌兰察布市已于 2013 年出台《乌兰察布市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但在具体执行规划的过程中，园

林部门、规划部门等缺乏系统化的体系指引和专业化的专

项引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相关专项规划之间缺少统

筹与衔接，对规划的重点问题和难点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

亟待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将相关部门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统筹规划起来，形成长期的城市

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 

3.2 城市绿地连通不足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连通性增强了破碎的

城市生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乌兰察布市绿地系统中生物多

样性一般采用就地保护措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的

整体性和连通性不足，绿地与绿地之间、公园与公园之间

存在保护空缺，缺少必要的生态廊道，从而影响城市绿地

之间的基因流动，制约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例如乌兰察

布市中心城区的霸王河湿地公园、白泉山公园、老虎山公

园等含有大量野生动物，但由于生态廊道的缺失，导致野

生动物活动范围较小，极大地制约了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3.3 专业技术力量薄弱 

目前，乌兰察布地区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业人员

匮乏，专职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较弱，再加上相关经费不

足，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深造机会，导致乌兰

察布地区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过程中，缺少对城市

绿地系统中生物资源的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严重地制

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程。其次，各个部门分工不

同，导致专业技能和相关资源严重隔离，极大地削弱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度。 

3.4 资源普查数据不完善 

目前，乌兰察布地区在物种资源现状调查和数据收集

方面，数据不够新问题严重突出，物种资源的数据多为几

年前的旧数据，缺乏近期的新数据，且在物种资源数据调

查时仍然存在覆盖不全面、调查不深入、方法不够新等问题，

再加上各部门、各机构分工细，物种资源数据也存在隔阂，

导致物种资源数据不同步，缺少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 

3.5 宣传教育意识不强 

当前，乌兰察布地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鼓励和宣传

措施还尚未完善，相关部门在干预、引导、宣传方面还未形

成有力的机制体制，公众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法律

意识和整体认知不高，致使公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淡

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明显不足。 

4 乌兰察布市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建议 

4.1 优化方法机制，完善保护配套功能 

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大框架内，以《乌兰察布市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为基准，逐步开始从调查、监测、预

警、控制、评估、清除、生态修复等不同层面制定完善相关

方法机制。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工作小组，推进重点工作，

协调多个行业、部门解决重大问题，对相关管理、保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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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办法、工作部门等作出明确规定，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

制度，进一步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4.2 增强景观连通，构建 3D生态网格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提高景观连接方式的多样性，致力

于增加生态廊道与生态斑块之间的连通，还要注意景观植

物复层群落结构的设计，系统地增强景观绿地连通性。合

理配置乔、灌、藤、草本植物以及苔藓植物，形成疏密有

致、高低错落的复层植物景观形态，细化园林景观纵向设

计，在构建城市野生动物迁移路线的同时使城市景观肌理

层次更加丰富。合理利用城市中小微绿地空间规划口袋公

园、街头游园，对存在的闲置地、桥下空地、拆除废弃地

等城市灰空间绿化美化规划，提升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

对已破坏区域进行绿化美化，塑造城市立体生境，强化城

市绿地韧性建设。除此之外优化改善跨越式桥梁、地下通

道涵洞等生物通道，使各个空间绿地斑块之间产生联系，

逐步构筑乌兰察布市 3D 生态网格。 

4.3 加强人才建设，提升科研技术能力 

为减少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以及各部门人才队伍分工

过细引发的部门隔阂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一方面，可以通

过外派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专职人员的专业

技术能力，培养一批能够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专业人员，

或者通过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计划，壮大专业技术人员的

队伍，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成

立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小组，整合各部门技术能力，

利用各部门的专业优势，联合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共同

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协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4.4 构建保护监测体系，开展动态管理 

着重收集和分析乌兰察布市重要生物资源，采用传统

地面调查、遥感、生态学和地理信息技术等多种科学方法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城市绿地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统计。

可建立多部门共享的智慧平台技术，整合优化城市生物遗

传资源数据，建立集物种资源分布展示、生态系统健康状

况监控、信息传输、数据分析、业务管理、资源共享、信

息发布等于一体的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提高信息传输与监测

效率。对乌兰察布市公园、道路绿地、环城绿带、居住区绿

地和林地的各种生物分布格局现状开展踏查和记录，建立城

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分布地图，对重要物种栖息地进行精

准识别，并将其纳入生物多样性长期动态监测网络。 

4.5 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公众广泛参与 

围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结合“世界湿地日”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环境日”等活动，在全市范围内，

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文化、本土特色珍稀动植物、乡土

风俗知识等进行收集汇总，通过杂志报纸、广播电视、互

联网、公众号、短视频介绍等多媒体方式广泛进行宣传，

开展生态环境全民教育行动。在企事业单位中，深入推进

生态环境教育培训，以单位为主体开展示范创建工作，推

动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志愿服务活动。发挥院校教育优势，

以中小学学生为主体组织开展生态专题研学教育活动，传

播生态文化、生态健康、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知

识，使青少年从小树立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5 结论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

之一。
[7]
在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

乌兰察布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指导、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构建城乡

一体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抓手、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环境功能系统，

提高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促进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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