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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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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气象公园制度是气象景观资源的保护方式，是对当前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补充。从国家公园、国家气象公园等的

概念追溯为基础，分别从气象景观、人文价值、区域生态功能、灾害防御与应急机制建设、科普功能等五个方面论述庐山申报

国家气象公园可行性以及其作为国家气象公园的示范作用。庐山气候适宜，气象景观资源丰富，人文气息浓郁，科学价值独

特，具有一定的区域生态辐射效应，且具有健全的灾害防御与应急机制，符合申报国家气象公园的各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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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在我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

景下，国家气象公园成为人们关注热点。对于什么

是国家气象公园、怎样建设国家气象公园，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

分析。早期的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论证气象景观和

挖掘气象旅游资源可能性方面。德力格尔首次提出

“气象公园”的概念（德力格尔，２００９）。杨尚英

（２００６）提出了评价气象景观的量化方法，把气象景

观分为３个等级，为气象景观评价提供了可行性方

案。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气象公园是为了使

那些含义模糊、地点不确定的气象景观变得清晰有

形，而将这些气象景观划定到具体地域内，用公园形



式进行界定和确认，突出景观的地域性和代表性的

国家公园。

江西省作为我国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意味着江西省建设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规划（３８个县、市、区）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５４个县、市、区）后的第三个国家战略，也是

江西省第一个全境列入的国家战略。庐山作为江西

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山岳之一，其气象旅游资源丰富，

尤其是日出、晚霞、瀑布云海等自然景观具有典型

性、代表性。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对于完善自然

生态保护系统，提升公众对气象现象的认知，拓展旅

游发展空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目

前尚未见有关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可行性的分析

研究。为此，文中将从国家公园、国家气象公园等概

念追溯为基础，分别从气象景观、人文价值、区域生

态功能、灾害防御与应急机制建设、科普功能等五个

方面阐述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的可行性。

１　国家公园的溯源

国家公园是指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

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

域（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ｓｏｆ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ｌ，２０１３），

比较明显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国家公园自然状况的

天然性和原始性；二是国家公园景观资源的珍稀性

和独特性。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会议将国家公

园归为二类保护区，并对面积、景观、自然生态的保

护力度、目前的自然状态等方面制定国家公园的标

准（ＩＵＣＮ，２０１４）。目前，建设国家公园已经成为一

项具有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自然文化保护运动，并

形成了一系列逐步推进的保护思想和保护模式（杨

锐，２００３）。由此可见，国家公园是以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采取排除与

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利用方式，达到既保护生态

系统完整性，又能为公众提供旅游、科研、教育、娱乐

的机会和场所的目的，是一种能够合理处理生态环

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关系且行之有效的保护和管

理模式（陈健和张兵，２０１２；刘红纯，２０１５；苏杨等，

２０１７）。这种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的模式，对全世

界，尤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矛盾尖锐

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资源可持续利用发挥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

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例如，１８７２年

美国国会批准设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早的

国家公园。目前，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设立了多达１

２００处风情各异、规模不等的国家公园。２０１５年起，

我国陆续在１０个试点区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在保护地整合、国家公园立法、日常管理制度、

集体土地的用途管制和社区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黄宝

荣等，２０１８）。

２　国家气象公园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从当前公园体系主体分布看，有自

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湿地公园

等，涉及岩石圈、生物圈、水文圈，唯独未涉及大气

圈。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开发建设生态旅游区、天然

氧吧、地质公园、矿山公园、气象公园以及山地旅游、

海洋海岛旅游等产品，大力开发避暑避寒旅游产品，

推动建设一批避暑避寒度假目的地。在此背景下，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出了国家气象公园的概念（韩

攀，２０１８），即以气象旅游资源为主体，包括气象景观

资源、气候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和科

学、文化价值，具有观赏游览、休闲养生、保健疗养、

文化研究、科普教育等功能，并且具有一定规模和质

量的风景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特定空间地域。

旅游气象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制了国家气象公园

管理办法、国家气象公园评价指标、建设指南、验收

办法等一系列技术文件，为国家气象公园建设提供

技术保障。２０１７年３月，中国气象局正式授权国家

气象公园试点建设工作。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国家

气象公园试点建设工作启动会在安徽黄山隆重召

开，唤起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提升全民科学素

养，发掘、利用高质量的气象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

３　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可行性分析

３１　适宜的气候与独特的气象景观

根据国家气象公园的概念、标准及其功能可知，

国家气象公园必须具备适宜的气候，这是景区经营

旅游的重要特征。庐山地处我国亚热带东部季风

区，基带气候受大范围气候制约，山体又具有山地气

候特点。庐山风景区牯岭年平均气温为１１８℃，每

年４月下旬入春，１０月下旬入冬。５—１０月平均气

温为１８４℃，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８％，平均风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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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ｍ／ｓ，气候舒适度３级，尤其在７、８月的夏季，平

均气温为２２２℃，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２０℃，一

般年份很少超过３００℃，是我国著名的避暑胜地。

１１月—次年４月为冬季，冬季平均气温５３℃，平均

相对湿度为７３％，平均风速为３４ｍ／ｓ，平均积雪日

数为３０ｄ；最冷月份（１月）平均气温为０３℃，历年极

端最低气温为－１６８℃，最大积雪厚度为６６ｃｍ，气

候寒冷干燥。云雾较多，年平均雾日约为２００ｄ。负

氧离子丰富，环境空气优良。

国家气象公园必须具备丰富的气象景观资源。

庐山独特的气候条件可产生神奇多彩、变幻无穷的

气象景观，如日出、晚霞、瀑布云海、积雪、雾凇、雨

凇、瀑布、佛光、五老峰蜃景和天池佛灯等自然景观。

庐山景观资源丰富，十步一景，五步一画，瀑布云、雪

景、雾松、雨淞等旅游气象景观为南国一绝。

３２　浓郁的人文气息

国家气象公园应具备历史人文价值。庐山作为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之一，人文和自然高度融合。历

代发生的重大文化演变、政治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

的进程，庐山曾经有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走

向。著名学者胡适指出，庐山有三处古迹代表三大

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

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７００年的宋学大趋

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古往今

来，无数文人墨客、高僧名道题写庐山或在庐山创作

的诗歌总量达１６０００余首，与庐山息息相关的千古

名句成为汉语言文学中流传百代的经典。

３３　独特的科学价值

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是国家气象公园的重要指

标之一。庐山有河流、湖泊、坡地和山峰等多种地貌

类型，有地质公园之称，第四纪冰川遗迹仍值得进一

步推敲；同时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亚热带山地气候

特征，土壤和植被垂直分带特征明显，在地貌地理

学、地质地理学、气候水文地理学、植被地理学和土

壤地理学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庐山风景名胜区有

着丰富的野生动物和珍稀动物，已发现兽类３３种，

鸟类１７１种。庐山之麓的鄱阳湖为世界著名的候鸟

保护区，候鸟达１００余万只。首次在庐山发现或以

庐山（牯岭）命名的昆虫有３３种。庐山是江西省山

地森林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珍贵、濒危鸟类有国家ＩＩ

级保护动物鸢、苍鹰、草原鹞、红隼、领角?、斑头鸺

!

等。庐山风景名胜区植物有２１０科、７３５属、１７２０

种，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是我国第一座亚热带山地植物园，迁地保育植物５

５００余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１５７种，是我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

３４　丰富的区域生态功能

国家气象公园还应具备区域生态功能，具有一

定的区域生态辐射效应。庐山地形复杂，降水充沛，

沟谷水系自成系统，各以庐山为源，流归江湖，在区

域水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气象公园建立一

套完整生态气象监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方

面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

决策依据，同时也可为气候系统模式研究以及气候

变化预测、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提供基础资料（刘晶淼

等，２００５）。庐山开展了常规地面气象要素自动和人

工观测、酸雨监测，太阳辐射、雨滴谱、大气电场、空

气质量及大气成分自动观测，在风景区还建有８个

中尺度站、５个山洪站和２个科研试验站点，在风景

区中部的仰天坪建设了多普勒气象雷达，洞测匡庐

风云。

３５　健全的灾害防御与应急机制

国家气象公园还得具备健全的灾害防御与应急

机制。庐山具有多媒体显示屏和大喇叭，用以展示

实时监测的环境气象数据，建设了江西省首个山岳

旅游景区智慧防雷系统。健全灾害预警应急制度，

完善气象服务理论并积极探索服务经验（邓玲和朱

定真，２０１５）。庐山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进行旅游

气象服务，建立了较完整的山岳型气象服务预报预

警应急体系，包括景区日常天气预报，日出、云海、雪

景等特色旅游景观预报，森林火险、旅游气象指数预

报及雷电、暴雨、台风等灾害性天气预警，并及时发

布相应的灾害防御提示。庐山完善了气象、地质、森

林防火等灾害应急预案，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小组，在

灾害防御、应急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具有典型的

示范作用，达到了灾害应急准备社区标准。

３５　完备的科普功能

国家气象公园还需具备科普宣传功能，建立气

象科普基地、气象博物馆，将气象自然景观与气象科

普、实景体验相结合，引导公众欣赏气象景观，关注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庐山地质公园有地垒式

断块山与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及第四纪冰川地层剖

面和早元古代星子岩群地层剖面。庐山共发现一百

余处重要冰川地质遗迹，完整地记录了冰雪堆积、冰

川形成和运动、侵蚀岩体、搬运岩石、沉积泥砾的全

过程，是中国东部古气候变化和地质特征的历史记

录。庐山自然景观丰富，具有很强的观赏科普性，特

别是庐山瀑布云被誉为“银河倒泻”“白龙窜谷”。

９７岳　旭 等：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的可行性分析



４　结束语

文中从国家公园、国家气象公园等概念追溯为

基础，分别从气象景观、人文价值、区域生态功能、灾

害防御与应急机制建设、科普功能等五个方面论述

庐山申报国家气象公园可行性以及其作为国家气象

公园的示范作用。庐山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 地 质 公 园、国 家 重 点 风 景 名 胜 区、国 家

Ａ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中华十大名山、中国最美十

大名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十大避暑胜

地、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申报国家气象

公园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基本具备，但建设过程

中需要解决哪些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如何突出庐

山国家气象公园与黄山国家气象公园等的不同之

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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