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监测监管平台
第一节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

一、指标体系
按照《国家公园监测工作管理办法》《国家公园监测技术指南》，围绕自然资源、

生物多样性、自然人文景观和地质遗迹、环境要素等方面建立监测指标体系，统一监

测标准，开展综合监测。

表5 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指标表

二、监测系统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要求，推进三江源国

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国家公园监测全覆盖。综合运用通

信、导航和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集成前端监测、中端传输、后端服务等功能，结合重

点区域、重点物种及重要生态系统监测需求，先期开展雪豹、藏羚、冰川雪山等监测

试点，探索加强无人区监测的技术方案，初步搭建起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系框架，在此基础上总结监测试点经验并在园区内逐步推广。

整合三江源国家公园大数据中心，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网络感知系统，与

国家林草局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搭建智慧办公系统，根据保护管

理工作需要集成自然资源管理、森林草原火灾预警、有害生物预警、野生动物保护监

测、人为干扰监测等智慧管理模块，为国家公园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三、运行维护
建立监测运维机制，定期对冰川、大气、水文水质等监测站（点）及红外相机、传

输基站等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确保监测数据稳定获取和传输。统一管理监测数据，

规范脱密发布和应用，提升数据收集存储能力，保障监测数据安全，支撑保护管理工

作。做好旗舰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监测，形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报告，报国家林

草局，由国家林草局统一发布。

专栏5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

第二节 监管巡护体系

一、管护体系
实行“管理局—管理分局”两级管理，各管理分局下设生态保护站，结合土地承

包到户情况确定基础管护单元，实现全域网格化管护。加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新

建和完善一批保护管理用房、生态保护站，配备相应的办公设施设备、通信设备、巡

护车辆及保障设备装备。在国家公园主入口设置标志性大门和门禁系统；依托生态

保护站，在交通要道、人员和车辆进出频繁地段、入园一般通道等设置检查哨卡，加

强对进出国家公园人员和车辆的检查。推进边界勘定工作，设立界碑界桩，在关键

点位补充设立电子围栏。

专栏6 管护设施

二、巡护体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面积大、海拔高、巡护路网密度低，采取地面、低空、水域巡护等

方式，构建日常巡护和专项巡护相结合的巡护体系。建成以国省县道为骨干，以农

村道路为基础的巡护路网体系，巡护路布局兼顾村民通行、抗灾减灾、生态体验、应

急救援等需要，原则上不新开路基。衔接两省（区）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依托通

用机场开展空中巡护、应急救援等，通用机场布局在国家公园外的县城或其他建成

区周边区域。配备必要的野外巡护设施设备，建立健全巡护制度，高效整合现有各

类生态管护员，探索符合实际的管护员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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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执法体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承担资源环境等领域执法职责，逐步建

立系统完善的资源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厘清执法主体权责和执法边界，加强与

所在县域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执法合力。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动配

合，进一步健全三江源生态法庭和公益诉讼机制，不断完善环境资源民事、行政、刑

事案件“三合一”的归口审理模式。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联动的工作机制，

持续开展国家公园范围内巡护执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破坏资源环境的违法犯罪行

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执法队伍管理制度。按照机构规

范化、装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推进执法体系标准化建设。

第六章 科技支撑平台

第一节 完善科研平台

依托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的合作，发挥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献策指导作用。实施国家公园建设科研专

项，重点开展国家公园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与建设、气候

变化影响评估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研究。引导创新主体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强化成果

转化体系建设。建立国家公园智慧档案管理体系，逐步提升档案管理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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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期定位研究

聚焦冰川冻土、湖泊湿地、典型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和环境气候等关键因子，科学

布局野外科研基地，建设中尺度监测网络平台、研究示范推广平台、野外实践和科普

平台，以及具有通信保障、样本处理和保存等功能的综合性国家级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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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国家公园人才支撑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人才，针对特殊或急

需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依托青海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培养国家公园适用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从当地大中专毕业生中择优考录技术和管理人员。通过“项目

引才”，为科研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支撑；通过“顾问引才”，聘请人才提

供战略咨询、管理和技术指导；通过“挂职引进”，选拔或邀请高层次人才挂任管理

职务。加强干部职工人员培训，实行生态管护员考核上岗制。合理保障高海拔地

区干部职工待遇。

第四节科技合作交流

坚持开放建园，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借鉴国内外国家公园监测评估、智能管理、

跨区协作等管理理念和经验，引入先进科学技术和设施设备，应用于国家公园保护

管理全过程。加强流域合作，促进建立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

制。继续参与国家公园论坛组织筹办，不断扩大三江源在国内外生态保护领域的影

响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保护交流。

第七章 教育体验平台

第一节 自然教育

围绕三江源地质地貌、水资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传统文化、国家公园保护

发展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教育，并将其纳入国民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体

系。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宣教等设施及各类生态体验活动为载体，针对不

同类型的受众，创新自然教育方式，提高自然教育成效。依托管理机构、入口社区、

乡（镇）、学校、生态保护站等，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设施，打造学生实习实

训基地。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主要节点设置统一标准的警示性、说明性、指示性的标

识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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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体验

充分发挥三江源地质地貌、草原森林、河湖湿地、野生动植物、历史文化等特色

资源优势，打造自然山水游憩观光、藏羚等野生动物科普研学、少数民族风情等为主

题的特色体验活动。依托国省干道构建以 6 条线路为主的生态体验格局，结合生态

体验产品设计不同体验路线，满足访客多样化需求。合理确定访客容量，加强访客

入园教育，规范访客生态体验行为。

表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线路

注：线路和主要节点均位于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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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 生态体验

第三节 重点入口社区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周边区域，综合考虑自然生态资源、交通条件、地方特色、区

位重要性等因素，依托现有城镇布局建设彰显国家公园形象、主题鲜明、整体风貌与

周边自然环境融合的入口社区，发挥访客服务、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等功能。

专栏12 建设重点入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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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家公园文化保护和利用

立足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宣传三江源国家

公园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从传统建筑、手工制作、服饰、饮食、民俗、文学、美术、音

乐舞蹈等各层面推进保护与展示，打造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和生态文化活态传承示

范。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品牌效益，发展唐卡、藏香、藏毯等传统手工业，以及歌舞演

艺、影视文化、创意商品等文创产业。

监测对象

生态系统

自然资源监测

生物多样性监测

自然人文景观和地质遗迹监测

环境要素监测

社会经济

监测内容

类型、分布、群落结构，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矿产、土地、水资源等。

藏羚、雪豹等旗舰物种及其伴生物种多样性，植

物多样性，菌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等。

自然人文环境景观、地质遗迹等。

气象、水文水质、冰川雪山、土壤等。

人口、家畜、收入、生态体验、自然教育等。

天基。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实现对国家公园多期影像地类变化的分析

监测，推进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技术应用，建设高分遥感一站式服务系统

和遥感数据处理应用平台。在无人区或高海拔、偏远地区探索高通量卫星通讯

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

空基。利用有人机、无人机、飞艇等平台搭载数据影像采集设备，监测旗舰

物种栖息地生境变化情况，处理应急救援、救护等突发事件。通过机载激光雷

达或航空摄影测量获取高分辨率 DEM，结合目视解译、现地调查核实等手段，对

国家公园生态资源进行监测。

地基。优化无线红外相机、实时监测探头点位，为管护员提供便携式动物

监测仪等设备，加强雪豹、藏羚旗舰物种种群数量和结构监测。完善野外观测

站（基地）、长期定位研究观测站等布局，配备集监测和通信以及勤务保障多功

能于一体的移动监测方舱，实现对大气、水文、地质、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的

长期连续监测。

智慧管理。在各级管理机构按照统一标准搭建智慧办公系统，与监测数据

管理应用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根据保护管理工作需要集成监测成果及自然资源

管理、森林草原火灾预警、病虫害预警、野生动物保护监测、人为干扰监测等相

关智慧管理模块，为国家公园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按照绿色营建的理念，采取利旧、新建、租赁等方式建设保护管理用房，配备

必要办公设备。新建 22处生态保护站，改造提升现有 25处站点。大门和哨卡配

备必要的检查用房和设备。

制定巡护路网建设管理办法。提出巡护路网建设目标、要求、标准、设计、审

批、建设、环保以及运行管理等内容。

配备设施设备。为管护员配备北斗智能终端等装备，提高巡护效率和信息

化水平。按规定配备各式巡护特种车辆。结合保护站布局，沿巡护路线建设高

原氧舱、应急物资和油料储备等必要设施。加强可可西里等偏远地区巡护保障。

完善巡护制度。制定巡护计划，明确巡护范围、对象、线路、时间及频次，规

范巡护记录、数据和信息管理等。

三江源水源涵养机制研究。开展高寒草原草甸、高寒湿地、森林灌丛等重要

生态系统水文过程研究，对重要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服务价值进行评估，了解

影响水源涵养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人类活动的影响过程和机理。

高原生态保护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针对不同退化程度的高寒草原草甸、

湿地生态系统，通过试验提出科学、合理的生态系统恢复、修复和重建途径。

旗舰物种及重点保护物种生物学研究。对雪豹、藏羚、藏野驴等物种，开展

种群数量动态、空间分布格局、栖息地恢复、迁徙行为、遗传多样性及保护等研

究。

野生动物种群平衡管理研究。针对引发人兽冲突的主要物种种群（包括主

要草食动物类群、肇事动物类群等），开展长期动态监测和评估，明确其种群变化

趋势及主要驱动因子，结合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提出种群管理对策和措施。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与应对研究。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对高寒生态系统

初级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冻土变化监测研究、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冰川响应模式

研究、湿地时空动态变化及演变研究、水环境及降水时空变化研究，以及国家公

园气候灾害特征及其与大气环流的关联性研究。

草原、湿地碳汇发展机制研究。开展草原湿地碳循环、碳汇能力及其生态环

境效应研究，土壤有机碳时空分布特征和储量研究，微生物在碳循环关键过程的

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增强碳汇技术研究，碳市场生态能源价值、

碳市场建设和碳排放交易研究，碳排放标准、评价、准入和退出等相关制度研究，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研究成果转化，积极发展碳汇经济试点。

人兽冲突及管控研究。研究人兽冲突现状及发展趋势，开展引发人兽冲突

物种食性、食物选择行为机制、行为节律和活动区域的季节性变化等研究，制定

科学的肇事防御措施，开展野生动物肇事损失评估及补偿机制研究。

社区共建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围绕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点，开展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社会参与机制、社区共管、特许经营机制及经营收

益分配机制、生态补偿模式研究。创新应用多种监测手段，加强对人口和牲畜的

动态监测，结合草场承载力评估，提出进一步完善草畜平衡、有利于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的措施。

新建扎陵湖—鄂陵湖区湖泊研究站、曲麻莱草地综合研究站、不冻泉冻土研

究站、五道梁高寒草原研究站、沱沱河长江源研究站、昂赛大峡谷研究站，以及格

拉丹东研究站和当南研究站等 8处野外科研站。进一步完善可可西里盐湖、曲麻

河乡等野外站点的设施设备。

教育方式。依托国家公园内外的展示陈列设施，运用实时转播、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展示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风貌。丰富线上教育功能，完善官方网站自然

教育相关版块，打造在线自然观察课堂、云博物馆；开发三江源国家公园 APP，完

善官方微信公众号自然教育相关功能。创作科普读物与传媒系列作品；编写自

然教育系列读本；设计自然教育体验活动指南手册。开展全国生态日、世界环境

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等主题教育活动。

解说体系。建设以专业人员为核心、牧民为辅助、志愿者和特邀人员为重要

补充的解说队伍，加强招募、认证、培训和管理。开发官网、微信、微博、APP 等自

导式解说服务功能。

自然教育设施。按照绿色营建理念，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中心展厅和

现有自然教育设施进行改造提升；依托管理机构以及索南达杰、雁石坪保护站建

设自然教育中心；在入口社区、乡（镇）、学校、生态保护站等建设自然教育点，配

备必要的设施设备等。

标识系统。按照统一标准，科学设置全景导览标识牌、指示和警示牌、教育

解说牌、公共设施服务牌等解说标识，为访客提供信息服务。

序号

1

2

3

4

5

6

线路

格尔木—那曲

玛多—巴青

杂多—聂荣

玉树—格尔木

杂多—玛多

巴青—安多

主要节点

昆仑山口、玉珠峰冰川观景点、不冻泉冻

土研究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唐古拉山

镇、沱沱河、玛曲乡、雀莫错、雁石坪镇、

巴木茸、唐古拉山口。

巴颜喀拉山口、玉树市、昂赛乡、昂赛大

峡谷研究站、贡日乡。

查旦乡、当曲、尼日阿错改湖、永曲乡红

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查当乡、丁俄崩贡

寺、当木江乡。

治多县、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曲麻莱草

地综合研究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不冻泉

冻土研究站、昆仑山口、玉珠峰。

扎青乡、治多县、曲麻莱县、麻多乡、扎陵

湖乡。

贡日乡、赞丹寺、岗切乡、当木江乡、赤布

张错、玛莫许那保护站。

主要活动

在 自 然 教 育 讲

解 员 和 巡 护 人

员带领下，开展

自 然 资 源 调 查

监测、自然景观

写生与拍摄、野

生动物邂逅、守

望 江 源 巡 护 体

验、徒步荒野地

带 、高 原 圣 行 、

纯牧探略、文创

产品创作、爱国

主 义 教 育 和 生

态 文 化 等 体 验

活动。

编制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实施方案，制定访客计划和预约制度。按照

绿色营建理念，在国家公园大门、入口社区布局访客服务中心 9 处，配套生态停

车场、访客视频监控系统等设施。依托现有区域交通网络，在自然教育体验重要

节点布设观景休憩设施。

在玛多、黄河、治多、索加、曲麻莱、曲麻河、杂多、昂赛、雁石坪、玛曲、查当、

当木江、贡日、岗切等地建设 14个重点入口社区。

（上接第十版）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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