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35卷　第3期　2008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35　Ｎｏ．3　2008

辽宁省内国家级森林公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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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辽宁省国家级森林公园比较集中分布在抚顺、本溪和大连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森林公园建设
的区域自然环境特点进行概述�并针对这些地区的区域特点提出了一些关于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森林旅
游开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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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工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地球生态
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人类正面临着保护生存环境
的严峻挑战．人们渴望 “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的
意愿异常强烈．正是在这一特定形势下�建设国家
森林公园�不仅作为一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新
形式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而且作为一种发展森林
旅游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兴产业�正在世界各
国兴起．
1　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内涵

1999年发布的国家标准《中国森林公园风景
资源质量等级评定》指出森林公园是 “具有一定
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和环境条件�可以开
展森林旅游�并按法定程序申报批准的森林地
域 ”．该定义明确了森林公园必须具备以下基本
条件 ［1］：

第一：是具有一定面积和界线的区域范围；

第二：以森林景观资源为背景或依托�是这一
区域的特点；

第三：该区域须具有游憩价值�有一定数量和
质量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区域内可为人们提
供游憩、健身、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活动；

第四：必须经由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
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必须经中国森林风景

资源评价委员会审议�国家林业局批准．
2　辽宁省国家级森林公园区域分布
概况

　　辽宁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森林覆盖率为30．95％�具有丰富的森林旅游
资源．截止到2008年2月�全省森林公园的总数
已达66处�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8处�有效地保
护了18万ｈｍ2森林风景资源．目前辽宁省国家级
森林公园分布情况如下 ［2�3］：（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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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辽宁省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状况
地　区 名　称 地理位置 数　量 面积／ｈｍ2

朝阳市
大黑山森林公园

凤凰山森林公园

朝阳市北票市

朝阳市双塔区
2 5100

1328

阜新市
海棠山森林公园

沙地森林公园

阜新市阜新县大板乡

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
2 67

2267
葫芦岛市 首山森林公园 葫芦岛市兴城市南关街 1 667
沈阳市 沈阳森林公园

陨石山森林公园

沈阳新城子马刚乡市委林场

沈阳市东陵区李相乡
2 1000

2000
铁岭市 冰砬山森林公园 铁岭市西丰县振兴镇 1 2019

抚顺市

元帅林森林公园

三块石森林公园

清原红河谷森林公园

猴石森林公园

抚顺县章党镇

抚顺县汤图乡

清原县清原镇

新宾县夏营子镇

4
6959
6785
9112
5675

鞍山市 千山仙人台森林公园 千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1 2931

本溪市

本溪森林公园

库区森林公园

环城森林公园

本溪县小市镇

本溪市桓仁县桓仁镇

本溪市环城森林公园管理处

3
6667
4627
17926

营口市 盖州森林公园 营口盖州市熊岳乡 1 1567

丹东市
大孤山森林公园

天桥沟森林公园

东港市大孤山镇

丹东市宽甸县双山子乡
2 464

4200

大连市

仙人洞森林公园

天门山森林公园

银石滩森林公园

普兰店森林公园

长海海岛森林公园

金龙寺森林公园

旅顺口森林公园

大连森林公园

大连市庄河市新华街道

大连庄河市仙人洞镇

大连庄河市

普兰店市

长海县大长山岛林业站

大连甘井子区金龙寺村

大连市旅顺口区

大连金州区

8

3575
3100
570
667
7200
2138
2741
3759

锦州市 医巫闾山森林公园 锦州北镇市、义县 1 1482．3
总计 28 106023．3

　　对表1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见�辽宁省国家级森林公

园从数量和面积都主要集中分布在抚顺、本溪和
大连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我省的森林资
源分布特点．这种区域分布特点对于我省森林公
园的整体的宏观建设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1　辽宁省国家级森林公园面积各城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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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辽宁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区域的
自然环境特点

3．1　气候特点
抚顺和本溪属温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5～

6℃�为 辽 宁 省 最 低 气 温 区�年 降 水 量
700～900ｍｍ�日平均气温≥10℃持续日数150～
160ｄ�≥10℃积温2700～3000℃�为全省最低
值．大连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9～
10℃�日平均气温≥10℃持续日数180～190ｄ�
≥10℃积温3400～3600℃�为辽宁省最高值．
3．2　地形地貌特点

抚顺、本溪和大连均属于辽宁东部山地区�为
长白山脉向西南的延伸部分．地势由东北向西南
逐渐降低�主要为构造剥蚀山地和侵蚀剥蚀丘陵．
长白山支脉龙岗山是辽东山地山脉的骨干�向南
延至本溪桓仁的老秃顶子山和花勃山 （海拔
1336ｍ）�是辽宁省内最高的两个山峰．大连所在
的辽东半岛地区�以千山山脉为骨干�北起本溪连
山关�南至旅顺老铁山�长达340ｋｍ�构成辽东半
岛的骨架．除少数山峰海拔在1000ｍ以上�其余
大部都在500ｍ以下．
3．3　森林植被特点

抚顺和本溪地区属于我国东北长白植物区系

区�为中国东北东部红松阔叶混交林带向西南延
伸的一部分．代表植物有红松、沙松、紫杉、风桦、
色木槭、蒙古栎、岳桦、白牛槭、紫椴、春榆、裂叶
榆、黄菠萝、核桃楸、水曲柳．沙松、红松阔叶混交
林是与本地区气候相适应的地带性顶极群落�居
于海拔800～900ｍ以上中山地区�该地区的落叶
松人工林是本区的重要的用材林�一般分布在海
拔300～600ｍ�土层湿润深厚的山坡中下腹�多为
纯林．广大的低山丘陵均为次生的蒙古栎林和杂
木林．

大连地区属于华北植物区系区．由赤松或油
松与落叶阔叶栎林组成的针阔叶混交林是该地区

的地带性植被类型．沿河带状分布的赤杨林是该
地区的标志群落．该地区人工林占森林面积的
60％左右�以刺槐人工林和栎树人工矮林为主�其
中麻栎为主的矮林是全省重要的柞蚕生产基地．
该地区果园面积400ｋｍ2左右�为辽宁和我国重

要的暖温带水果产区．
综上所述�本溪、抚顺和大连气候温暖湿润�

地貌类型多样�森林植物群落类型丰富�是我省重
要的森林风景资源分布地区和林业生产基地�为
我省的森林旅游开发和森林公园建设提供了优越

的自然环境条件．
4　建议
4．1　以生态优先为原则�科学规划与合理利用森
林风景资源

针对大连、抚顺和本溪的自然环境特点�应以
生态优先为原则对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进行

生态建设规划．对这些地区珍贵的红松阔叶混交
林和赤松栎林等地带性森林植物群落进行重点保

护与人工恢复；对赤杨、黄菠萝、紫椴等具有较高
观赏价值的园林绿化树种种源加强管理和保护�
为城市提供优质的园林绿化苗木．通过以上相关
的有效措施�对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进行合
理开发．
4．2　建立环境保护预警体系

抚顺、本溪和大连地区的森林风景资源丰富�
在进行森林旅游开发的同时�还发挥着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等重要的生态功能．为保护这些地区的
生态环境�应每年定期组织环保部门对公园内的
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因子进行监测�通过对监
测结果的统计分析�随时掌握公园的生态环境变
化�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恢复．
4．3　开发特色旅游和绿色产品

根据抚顺、本溪山地的地貌特点�开发一些亲
近大自然森林猎奇野营游、登山游、蘑菇采摘游等
特色旅游活动�同时开发天然野生药材、菌类等绿
色产品�增强森林公园的旅游趣味性．对于大连地
区可以开发与森林公园结合的海岛游、滨海沙滩
游、水果采摘游等特色旅游活动．各森林公园通过
开展特色旅游�竖立品牌效应�以提高国内的知名
度�增强森林公园的盈利能力．
5　结语

辽宁抚顺、本溪和大连地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的森林风景资源和森林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开发
森林旅游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森林公园的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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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应该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森林风景
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才能走上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辽宁林业经济的重要支柱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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