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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科技成果登记公示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和信息

发布实施办法〉的通知》（云科奖发〔2015〕2 号）要求，现将云

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申报的“云南省生态空间保护修复研究”成

果登记信息公示如下：

一、成果概况

（一）成果名称：云南省生态空间保护修复专题研究

（二）成果类别：软科学

（三）第一完成单位：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四）主要完成人：温庆忠、邹光啟、余昌元、桂伟峰、曹

顺伟、陶晶、秋新选、李瑶、邢晓琳、赵继辉、陈哲、孔德昌、

杨晓松、杨倩、余志飞、杨忠兴、宋劲忻、任晓东、吴鹏、李元

杰、张睿、卢双珍、崔静。

二、成果简介

（一）课题来源与背景

为依法履行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

职责，统筹和科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按照自然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 号）要求，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组

织编制《云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规划》），为确保《规划》成果质量，云南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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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委托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开展生态空间保护修复专题研

究，以支撑《规划》编制。

（二）主要论点与论据

云南省自然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系统多样性、脆弱性、敏感

性并存，受历史上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局部地区过度开发及频

发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不强，生态服务功能受损，生物多样性巨大潜力发挥不

充分，需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分析生态空间存在的问题、研究生态空间保护修复分区和生态空

间恢复力是科学开展生态空间保护修复的前提。课题组对云南省

生态空间存在的问题、变化趋势进行研究，提出了云南省生态修

复分区和各分区的恢复力，填补了省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为生

态空间需采取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为编制《规划》

提供有力支撑。

（三）创见与创新（或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1.课题研究成果已成熟应用于《规划》。课题组立足云南自然

地理格局和生态系统状况，准确全面识别分析全省突出的生态问

题，科学提出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分区，遵循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的治理原则，聚焦重点问题，以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为主线，科学布局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课题研究依据充分，

思路清晰，方法科学，基础资料及数据翔实可靠，该研究成果已

被《规划》大部分吸纳，为《规划》编制提供强有力支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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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成果质量。

2.研究方法先进且产出多个省内“首次”成果。一是在全省范

围内首次提出云南省生态保护修复分区。课题组运用进化树

（GGtree）软件，对云南省近 20 年的年降水量、年相对湿度、年

日照时数、积温、海拔 5 项因子进行聚类分析，结合云南自然地

理格局，兼顾行政区划，首次在省域内提出云南省生态保护修复

分区。二是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对生态空间进行恢复力研究。利用

生态空间连续监测样点进行演替潜力分析，并采用 GGplot2 软件，

首次在省域内对各生态保护修复分区进行恢复力研究，为各分区

所采取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提供依据。

3.研究理念先进且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重点工程及项

目布局理念上，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由以往的“条线为主”，转变为“以块为主、条块结合”，

以生态保护修复区域为基本单元谋划重点项目；在技术措施上，

从以单一类型生态系统修复为主，转变为综合性治理，采用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这一理念，提出云南省生态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及重点项目，既为课题组进行该研究带

来了新的突破与创新，也符合国家新发展理念和现行生态保护修

复要求。

（四）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存在的问题

课题成果的应用对云南省科学编制《规划》、科学开展生态

空间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对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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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课题在云南省生态空间生态修复分区

及恢复力开展了研究，但对具体生态修复措施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探索，以便更好的指导实践。

（五）成果简介

本课题以云南省生态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各类生态空间和生

态系统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生态系统的数量和质

量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规律和演化趋势，综合研判退化空

间的分布、程度及成因，诊断退化生态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研

判生态修复的重点、难点及其关键区域，结合各生态保护修复分

区自然恢复力，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提出全省生态空间保护修

复的目标、分区、任务、工程部署等建议。

三、成果完成人员及其贡献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留

学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温庆忠 男 1968年 10月 正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项目负责人，主编，负责项目总

体设计和组织实施

2 邹光啟 男 1967 年 9 月 正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项目负责人，主编，主持项目开

展，承担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

主要任务等内容编写，统稿、校

稿，主持文本讨论及修改、评审

材料组织及编写

3 余昌元 男 1974 年 7 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技术负责人，副主编，承担自然

保护地、野生动植物等相关内容

编写

4 桂伟峰 男 1991 年 6 月 中级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技术负责人，副主编，承担生态

空间分区及自然恢复力研究及

相关内容编写，参与总体布局内

容编写



— 5 —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留

学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5 曹顺伟 男 1966年 12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相关部

分专题研究，自然保护地建设及

野生动植物保护重点工程和生

态廊道网络建设重点工程内容

编写

6 陶 晶 男 1966 年 3 月 正高 博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生态空间现状特点和存在

问题分析

7 秋新选 男 1963年 10月 正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总体布局内容编写

8 李 瑶 女 1989 年 1 月 中级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项目推进协调对接，承担滇东滇

东南石漠化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等相关内容编写，文本讨论及修

改，评审材料组织及编写

9 邢晓琳 女 1991年 12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南部边境生态修复区和金

沙江干热河谷生态修复带重点

工程相关内容编写，项目附图制

作，文本讨论及修改，评审材料

组织及编写

10 赵继辉 男 1986 年 2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资料收集，自然保护地建设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修复重点工

程内容编写，参与专题研究报告

中退化生态空间分布与状况相

关内容编写

11 陈 哲 男 1980 年 6 月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文本撰写

12 孔德昌 男 1970 年 9 月 正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生态空间状况内容的编写，

主持开展云南省石漠化、草原生

态修复研究，为编制专题研究报

告提供科学支撑

13 杨晓松 男 1966 年 3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数据支撑、数据分析与统计

14 杨 倩 女 1990 年 2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内容编

写，生态修复治理措施规模分

析，文本讨论及修改，校稿

15 余志飞 男 1971 年 6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修复

区和哀牢山无量山生态修复区

重点工程相关内容编写

16 杨忠兴 男 1972年 11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主要任务及重点工程中，九

大高原湖泊、河湖、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相关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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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留

学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7 宋劲忻 男 1970年 10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湿地修复相关内容编写

18 任晓东 男 1978年 10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承担石漠化现状、石漠化生态修

复研究及相关内容编写。开展云

南省石漠化生态修复研究，为编

制专题研究报告提供科学支撑

19 吴 鹏 男 1981 年 5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承担草原变化趋势和生态问题

分析

20 李元杰 男 1986 年 4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提供数据支撑

21 张 睿 男 1979 年 4 月 初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承担项目附图及插图制作

22 卢双珍 女 1966 年 2 月 正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研提本项目与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衔接意见建议

23 崔 静 女 1986年 12月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

协调对接、资料收集，参与文本

讨论及修改工作，评审材料组织

四、成果合作完成单位及其贡献情况

本成果为独立研究产出，无合作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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