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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大海陀等 28 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和范围 
 

一、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在东经115°42′57″

—115°57′，北纬 40°32′14″—40°41′40″之间，总面积 12634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4248 公顷，缓冲区面积 3590 公顷，实验区

面积 4796 公顷。保护区东界以老龙背梁为起点，向南经大平顶沿分

水岭至大黑沟南尖止；南以河北省与北京市的省界为界；西界自苦

菜梁坑起，沿山脊线向北至斗盘沟南岔分水岭止；北以斗盘沟南梁

脊为起点，向东经草场沟南山脊、韭菜梁、转向北沿山脊至潭口，

再向东经黄土梁、獾子尖、柳紫凹、苇子沟北梁脊至老龙背梁止。

核心区东自纪宁堡南岔起，向南经大西坡至大黑沟南尖；南自大黑

沟南尖起，向西沿省界经海陀山主峰至老东坑；西自老东坑起，向

北经毛柳桦洼、南沙沟至梯子沟梁顶，再沿山脊线向北至三间房小

路止；北自三间房小路口起，向东经黄土梁、龙潭沟口、朱家沟、

圈牛坑至纪宁堡南岔。 

调整后保护区设一处核心区，东以纪宁堡南岔为起点，向南经

大西坡至大黑沟南尖；南自大黑沟南尖起，向西沿省界经海陀山主

峰至老东坑；西从老东坑起，向北经毛柳桦洼、鱼儿场的南沙沟至

梯子沟梁顶，沿山脊线向北至三间房小路；北以三间房小路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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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经黄土梁、龙潭沟口、朱家沟、圈牛坑至纪宁堡南岔。 

二、辽宁大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辽宁大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3844 公顷，其中核心区

面积 4523 公顷，缓冲区面积 4708 公顷，实验区面积 4613 公顷。保

护区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境内，范围在东经 120°22′57′′—

120°37′02′′，北纬 41°57′40′′—42°08′51′′之间。保

护区由东、西两块区域组成： 

东部区域：东界从 673 米高程点起，向南经 615 米高程点、627

米高程点、张武店至 482 米高程点，向东经南店、老寨沟至大杖子，

向西至 506 米高程点，向南至冯家营子；南界从 452 米高程点起，经

562 米高程点至 531.1 米高程点，向西南经 541 米高程点至上三家子，

沿山脚经五道沟、宫台子至杏树洼；西界从杏树洼起，向西经 761 米

高程点、677 米高程点、622 米高程点、760 米高程点至 688 米高程点

过公路与西片的缓冲区相连；北界从与缓冲区交界处起，向北至上水

泉道，沿小道向东经中水泉至下山咀，向北经木匠铺至 722 米高程点，

沿辽宁与内蒙古蒙省界经 663 米高程点至 673 米高程点。 

西部区域：东界从 773.2 米高程点起，向东经 761 米高程点至

718 米高程点，向西经 719 米高程点至 645 米高程点；南界从 645 米

高程点起，经 562.2 米高程点至 510 米高程点，向西经 585 米高程

点、710 米高程点至老牛窝山顶；西界沿老牛窝山脊经 772 米高程点、

551 米高程点至 916 米高程点与缓冲区接壤；北界与缓冲区接壤。 

三、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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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30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16000 公顷，缓冲区面积 20000 公顷，

实验区面积45430公顷，范围在东经 123°33′38″－124°07′23″，

北纬 39°40′04″－39°57′58″。保护区东界从宝华西路与海防

大堤交汇处（124°05′39.99″E，39°49′32.49″N）起，向东南

至拐点（124°06′24.67″E，39°48′37.50″N），转向西南经点（124

°05′33.36″E，39°47′23.53″N），延伸至拐点（124°04′2.67″E，

39°45′9.95″N），向东南至拐点（124°07′23″E，39°42′48.47″N），

向西南至黄海 6米等深线（124°05′5.74″E，39°40′49.31″N）

处；南界以黄海 6 米等深线为界；西界从鹤大公路与西孙线交点

（123°34′42.48″E，39°53′20.46″N）起，经西孙线与河沿底

沟交点（123°33′38″E，39°51′36.78″N）、河沿底沟与双岔河

交汇点、迎门砣子东侧至黄海 6 米等深线；北界以鹤大公路（不含

驻地镇）为界。 

调整后保护区仍设两处核心区，分别为大洋河口核心区和二道

沟核心区。大洋河口核心区从鹤大公路以南 500 米处起至浅海 2 米

等深线，东界与西界以孤山苇场厂界为界；二道沟核心区以 8 个拐

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24°03′39″E，39°48′40″N；

124°03′44″E，39°46′23″N；124°00′19″E，39°45′31″N；

124°00′10″E，39°47′42″N；123°54′42″E，39°49′02″N；

123°54′41″E，39°46′35″N；123°50′21″E，39°49′02″N；

123°50′21″E，39°46′35″N）。 

四、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7434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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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0056 公顷，缓冲区面积 17923 公顷，实验区面积 19455 公顷。

保护区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30°23′07″－131°03′19″，北纬 43°05′33″－43°30′17

″之间。保护区东界以 63 个拐点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131°02′35″，43°24′17″；131°02′24″，43°23′42″；

131°02′10″，43°24′08″；131°01′34″，43°24′22″；

131°01′37″，43°24′28″；131°00′54″，43°24′55″；

131°00′47，″43°24′55″；131°00′32″，43°25′15″；

130°59′49″，43°25′18″；130°59′24″，43°24′59″；

130°58′44″，43°24′34″；130°59′20″，43°24′17″；

131°00′00″，43°24′30″；131°00′32″，43°24′29″；

131°00′22″，43°24′03″；130°59′49″，43°23′48″；

130°59′35″，43°23′32″；130°58′30″，43°23′30″；

130°58′05″，43°23′17″；130°56′17″，43°23′32″；

130°56′24″，43°23′06″；130°56′13″，43°22′60″；

130°53′28″，43°18′43″；130°53′10″，43°18′44″；

130°50′60″，43°17′54″；130°50′53″，43°18′39″；

130°50′20″，43°18′43″；130°50′17″，43°18′23″；

130°50′02″，43°13′32″；130°49′34″，43°17′52″；

130°49′23″，43°17′59″；130°49′16″，43°17′52″；

130°48′54″，43°17′46″；130°48′47″，43°17′27″；

130°47′35″，43°17′09″；130°48′14″，43°14′29″；

130°46′59″，43°14′40″；130°45′32″，43°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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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4′31″，43°13′18″；130°44′13″，43°13′31″；

130°42′29″，43°12′57″；130°42′07″，43°12′18″；

130°41′35″，43°12′19″；130°40′52″，43°11′50″；

130°39′43″，43°11′45″；130°39′04″，43°10′41″；

130°38′24″，43°10′54″；130°37′52″，43°10′45″；

130°37′26″，43°10′52″；130°36′58″，43°10′30″；

130°34′30″，43°11′20″；130°33′29″，43°10′26″；

130°33′22″，43°09′57″；130°32′38″，43°09′35″；

130°32′20″，43°09′19″；130°32′10″，43°09′19″；

130°31′59″，43°09′06″；130°31′16″，43°08′34″；

130°31′41″，43°07′55″；130°31′12″，43°07′33″；

130°31′30″，43°06′44″；130°31′37″，43°05′46″；

130°28′23″，43°05′58″）；南界以 20 个拐点连线为界，拐点

坐标分别为（130°27′04″，43°05′33″；130°24′47″，

43°06′40″；130°25′34″，43°07′02″；130°25′41″，

43°07′34″；130°25′44″，43°07′31″；130°33′22″，

43°07′31″；130°33′18″，43°07′57″；130°34′16″，

43°08′38″；130°26′24″，43°09′01″；130°33′22″，

43°08′49″；130°25′37″，43°09′01″；130°24′47″，

43°09′02″；130°24′36″，43°09′31″；130°23′42″，

43°09′26″；130°23′46″，43°09′48″；130°23′31″，

43°10′04″；130°23′17″，43°10′21″；130°23′31″，

43°10′30″；130°23′24″，43°10′53″；130°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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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57″）；西界以 47 个拐点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130°23′06″，43°11′26″；130°23′56″，43°12′46″；

130°24′32″，43°13′02″；130°25′05″，43°13′44″；

130°26′20″，43°13′20″；130°26′46″，43°13′36″；

130°26′20″，43°13′59″；130°26′20″，43°14′15″；

130°25′37″，43°14′29″；130°25′34″，43°16′19″；

130°25′59″，43°16′31″；130°26′17″，43°17′17″；

130°26′24″，43°17′23″；130°26′24，43°17′36″；

130°26′35，43°17′42″；130°28′41″，43°18′04″；

130°29′31″，43°17′40″；130°30′14″，43°18′22″；

130°30′50″，43°18′24″，130°31′01″，43°18′50″；

130°31′55″，43°18′53″；130°32′″，43°18′49″；

130°33′36″，43°19′30″；130°34′08″，43°19′07″；

130°35′38″，43°19′03″；130°36′11″，43°19′28″；

130°37′30″，43°19′14″；130°39′47″，43°16′07″；

130°41′31″，43°16′06″；130°41′38″，43°17′36″；

130°43′26″，43°17′32″；130°44′28″，43°19′37″；

130°45′07″，43°19′24″；130°45′14″，43°19′46″；

130°47′10″，43°20′23″；130°47′10″，43°21′28″；

130°48′04″，43°21′30″；130°48′43″，43°22′15″；

130°49′01″，43°22′18″；130°49′12″，43°22′40″；

130°50′06″，43°22′49″；130°49′48″，43°23′22″；

130°50′13″，43°23′41″；130°51′22″，4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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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4′07″，43°25′50″；130°54′29″，43°25′56″；

130°54′18″，43°26′22″）；北界以 5 个拐点连线为界，拐点

坐标分别为（130°59′46″，43°30′17″；131°02′42″，

43°29′09″；131°01′44″，43°27′16″；131°01′59″，

43°26′60″；131°01′37″，43°26′54″）。 

五、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7687 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 10919 公顷，缓冲区面积 10114 公顷，实验区面积 6654 公顷。

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市境内，范围在东经 132°12′21″—

132°57′01″，北纬 46°45′07″—46°51′04″之间。保护区东

界以宏胜镇与大兴农场交界为界；南界以富锦市与宝清县的行政区

域界为界；西界以富锦市、宝清县、友谊县三县交界为界；北界从

三县交界起，沿七星河防洪坝向东经南河村西南 1 公里处、沿宏南

畜牧养殖小区北界至创业村西北 1.5 公里处，沿创业村北界向东至

创业村东北 2 公里处，沿富锦市种子公司宏业良种场北界向东至宏

胜镇与大兴农场交界。 

六、黑龙江乌裕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乌裕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55423 公顷，其中核

心区面积 19542 公顷，缓冲区面积 15729 公顷，实验区面积 20152

公顷。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24°16′15″—124°52′56″，北纬 47°30′04″—47°50′35

″之间。保护区东界以北部引嫩工程大坝为界；南界从碾北公路起，

经富路镇龙水村、万宝村、兴隆村、富路村、来克村的基本农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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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龙安桥镇的东大荒村护村屯坝、雅洲村护村屯坝、东风村护

村屯坝、全胜村护村屯坝至碾北公路为界；西界以塔哈镇吉斯堡村

的基本农田边界和东塔哈防护坝为界；北界从东塔哈的 111 国道起，

经友谊回水堤、保护区巡护路、富裕牧场基本农田边界、富海镇牧

场村基本农田边界至北部引嫩工程大坝。 

七、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47260 公

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22596 公顷，缓冲区面积 56742 公顷，实验区

面积 167922 公顷。保护区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境内，范围在东经

119°53′45″—121°18′12″，北纬32°48′47″—34°29′28″

之间。保护区由五块区域组成： 

最北块区域东界以海水-3 米等深线为界；南界从裕华闸起至海

域；西界从新海堤起，经三角滩水库、灌东盐场海堤工区运盐河南

侧道路至距离临海高等级公路 3.2 公里处，折向 8-1 水库沿水库西

侧道路经水库排水小闸沿送水道折向 9-1 水库东南，经新中河西北

侧水泥路距离临海高等级公路 2公里处，沿路至八圩闸，沿 70 年代

海堤至中山河新闸，沿新建闸下游 500 米处，经中山河向东南延伸

2.2 公里，向南至距离宋公堤 2公里的平行线，沿新滩盐场南侧水泥

路向东至新生闸，沿海堤至裕华闸；北界从响水县浦港出海河与新

海堤交界起，以浦港出海河南岸延长线至海水-3 米等深线。 

北块区域东界以海水-3 米等深线为界；西界从废黄河出海口起，

沿新海堤公路向南至苏北灌溉总渠，沿临海高等级公路东侧至双洋

河，向东至新海堤公路，沿公路向南至双洋河闸，沿老海堤至运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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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2 公里处；南界以运粮河南 2 公里的老海堤起同纬度向东至海

域；北界从废黄河出海口起，同纬度向东至海域。 

中块区域从双灯氧化塘东侧 1 公里南北向小路与射阳盐场北

界围堤交叉点起，沿黄沙港出海河和双灯芦苇基地之间小路至黄

沙港出海河南岸河堤，沿射阳河出海河口南 1.5 公里平行线向东

至海域，沿盐场北界围堤向西至海堤公路，沿公路向南至新洋港

河，沿海堤公路至 331 省道，沿西潮河至方强农场场部里道河，

沿里道河向东南至一排河，向东至斗龙港出海河北岸与大丰干河

出海河东堤延长线交点，向南经斗龙港河至新海堤公路，向南沿

海堤公路经临海高等级公路东边线至四卯酉河，沿临海高等级公

路东边线至三卯酉河，向东至新海堤公路，沿海堤公路向北至四

卯酉河东延长线以南 3 公里的平行线，向东至海域；东界以海水

-3 米等深线为界。 

南块区域从竹港闸中心起，沿其出海口延长线向东至海域，向

南沿 50 年代老海堤至川东港河，沿老海堤向东南经 13 个拐点

（120°48′07.1″E，33°00′02.4″N；120°51′10″E，

33°01′51.2″N；120°49′39.3″E，33°02′32.5″N；120°49′06.2″E，

33°02′31.9″N；120°48′48.6″E，33°02′48″N；120°50′16.7″E，

33°03′27.6″N；120°50′51.3″E，33°03′04.7″N；120°53′21.8″E，

33°01′25.1″N；120°53′26.6″E，33°00′51.4″N；

120°52′49.62″E，33°00′39″N；120°52′43.64″E，

33°01′19.53″N；120°51′40.3″E，33°01′38.7″N； 

120°49′02.5″E，32°59′46.1″N）连线至东台河闸南 90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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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临海高等级公路东 500 米边线至梁垛河闸中心同纬度线，向东至

规划的条子泥垦区东北界交点，沿规划的条子泥垦区圩堤中心至海

域；东界以海水-3 米等深线为界。 

东块区域在东沙设一实验区。 

调整后保护区仍设一处核心区，东界以海水-3 米等深线为界；

南界以斗龙港出海河北岸为界；西界从 1 号闸与海堤平行线交新洋

港出海河南岸起，向南 1943 米折向海堤中心线东 405 米处，沿海堤

平行线向南至大丰县界，向西至海堤脚东 100 米处，向南沿海堤脚

外侧 100 米至斗龙港北岸；北界以新洋港出海河南岸为界。 

八、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100 公顷，其中核

心区面积 877.2 公顷，缓冲区面积 348.1 公顷，实验区面积 874.7

公顷。保护区位于福建省长乐市境内，范围在东经 119°36′27.8″

—119°41′15.1″、北纬 26°01′07.8″—26°03′39.3″之间。

保护区以15个拐点坐标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19°40′21.4″E，

26°03′01″N；119°37′50.2″E，26°02′57.7″N；119°39′14.9″E， 

26°02′52.8″N；119°37′30.7″E，26°03′0.6″N；119°40′43.8″E，

26°03′3.8″N；119°40′51.6″E，26°03′30.2″N；119°41′15.1″E，

26°02′8.7″N；119°40′1.6″E，26°01′11.6″N；119°39′2.4″E，

26°01′21.7″N；119°38′50.3″E，26°01′7.8″N；119°37′29.7″E，

26°01′45.2″N；119°37′26.2″E，26°01′40.8″N；119°36′27.8″E，

26°02′45.8″N；119°36′31.6″E，26°03′12″N；119°41′14.6″E，

26°03′39.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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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福建茫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茫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9442.3 公顷，其中核心区

面积 3016.5 公顷，缓冲区面积 1050.6 公顷，实验区面积 5375.2 公

顷。保护区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境内，范围在东经118°02′30″

－118°13′30″，北纬 26°36′12″－26°47′51″之间。保护区

东界从大横镇大横头水库口山脊交汇点起，向南沿山脊经山垄岗、

七垅仔、鸡公坪、五谷岩、青定坑、凉伞岩、白路头、白坪、鬼洞

坑、上瓦溪、禾林后、里溪、莲花山、石笋坑山顶、玉地岩、茶花

甲至上洋村头；南界从上洋村头起，经牛肚坑山顶、下村水尾、康

壳垅、溪源头山脊、惊际、高坪红叶山庄、郎坑至石仔平；西界从

石仔平起，经后洋山顶、来舟镇与茫荡镇行政界、前塘溪、卢狮、

谢地、大坪水尾、茂地村头、山腰、筠竹、仙后坑、东坑堀、大洋

后山、上际水尾至通天洋；北界从通天阳起，经延平区与建瓯市行

政界至大横头水库口山脊交汇点。 

十、江西赣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赣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6100.85 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 5491.8 公顷，缓冲区面积 3493.6 公顷，实验区面积 7115.45

公顷。保护区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瑞金市境内，范围在东经 116

°15′01″—116°29′06″、北纬 25°56′30″—26°07′42″之

间。保护区东界从樟坑里坳起，沿江西与福建两省省界至赣源岽；

南界从赣源岽起，沿江西与福建两省省界至棉被凹；西界从棉被凹

起，经上茶厂石阶中茶寮、五工排罗屋、沙洲坑、源湖陈野公路、

洋坑垅、乐安排、南山岽、观音前、放马窝、打石凹、菜地、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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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岽、山寮下岽、桃头坑岽、三坑祠堂、洋地共大、王仙段、观音

坑、常土坑口至彩湖；北界从彩湖起，经长溪、王坑口、湖口、鬼

打坳、坳头、新坑、珠玑、上寨、新岭背岽、江家边、流坝、兴高

寨、下开坑至樟坑里坳。 

十一、江西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0120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积 6600 公顷，缓冲区面积 3800 公顷，实验区面积 9720 公顷。保护

区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境内，范围在东经115°52′38″—116°05′25″，

北纬 29°25′18″—29°39′57″之间，保护区为环形区域： 

外边界从谢家墩起，向东北经谢家山、饶家山、西边山、鸡笼

山、万杉寺、詹家岩、卧龙岗、高家岭、老屋李、观音桥、广佛庵、

阮家棚、黄照岭、豹子岩、海会寺、钱家畈、周家村、孙家垄、上

街、长岭角、山里、叶家村、付家山、花山李北至小路潘，向西南

塆经琚家山、向笼陈家、马尾水、丁家 、刘家村、汤家、铁佛寺、

涂家岭、丛树垄、化城寺、干家村、朱家山、铁门坎、黄泥庵、五

房、渊明山、面阳山、张家坛、高家山至谢家墩。内边界从大月山

脚起，经五老峰北、寨口、九奇峰、仰天坪、庐山电视台北、1372.2

米高程点、北风口、天池、虎背岭、小天池、修静庵至大月山脚。 

十二、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7173 公顷，其中核心区

面积 17808.6 公顷，缓冲区面积 11603.1 公顷，实验区面积 17761.3

公顷。保护区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境内，范围在东经109°54′24″

—110°10′32″，北纬 31°30′28″—31°57′54″之间。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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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南、北两片，范围分别为： 

南片东界以25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10°03′36″E，

31°33′38″N；110°02′42″E，31°34′22″N；110°02′45″E，

31°35′37″N；110°03′55″E，31°36′50″N；110°03′44″E，

31°37′24″N；110°04′04″E，31°38′16″N；110°04′02″E，

31°38′57″N；110°04′14″E，31°40′34″N；110°04′44″E，

31°40′55″N；110°04′27″E，31°41′27″N；110°03′23″E，

31°41′31″N；110°02′39″E，31°41′57″N；110°02′26″E，

31°42′29″N；110°01′56″E，31°42′18″N；110°01′06″E，

31°42′49″N；110°02′20″E，31°43′29″N；110°02′47″E，

31°43′14″N；110°03′11″E，31°43′37″N；110°03′25″E，

31°43′21″N；110°03′55″E，31°43′47″N；110°04′21″E，

31°44′45″N；110°02′39″E，31°44′57″N；110°03′11″E，

31°46′08″N；110°03′14″E，31°47′14″N；110°04′01″E，

31°47′50″N）；南界以 8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109°56′44″E，31°31′14″N；109°57′03″E，31°30′28″N；

109°58′34″E，31°30′48″N；109°59′50″E，31°31′32″N；

110°01′13″E，31°31′14″N；110°01′56″E，31°31′38″N；

110°02′01″E，31°32′29″N；110°03′25″E，31°32′34″N）；

西界以 17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09°59′10″E，

31°43′42″N；109°58′23″E，31°41′48″N；109°56′50″E，

31°41′34″N；109°56′35″E，31°40′28″N；109°56′18″E，

31°39′42″N；109°55′22″E，31°38′45″N；109°55′0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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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8′01″N；109°55′30″E，31°37′17″N；109°54′59″E，

31°37′08″N；109°54′24″E，31°35′43″N；109°54′40″E，

31°35′11″N；109°54′47″E，31°34′11″N；109°56′16″E，

31°34′01″N；109°56′24″E，31°33′32″N；109°55′49″E，

31°32′51″N；109°55′00″E，31°32′29″N；109°54′58″E，

31°31′21″N）；北界以 7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110°03′55″E，31°48′13″N；110°03′24″E，31°48′17″N；

110°02′24″E，31°47′47″N；110°02′21″，31°47′23″N；

110°00′51″E，31°45′55″N；109°59′56″E，31°45′40″N；

109°59′01″E，31°44′40″N）。 

北片东界以6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10°09′57″E，

31°55′48″N；110°09′58″E，31°54′40″N；110°09′47″E，

31°53′36″N；110°10′14″E，31°52′29″N；110°10′32″E，

31°51′40″N；110°09′45″E，31°50′44″N）；南界以 12 个拐

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110°08′28″E，31°50′21″N；

110°08′13″E，31°50′36″N；110°07′35″E，31°49′57″N；

110°06′40″E，31°49′37″N；110°05′39″E，31°49′06″N；

110°05′45″E，31°48′29″N；110°04′37″E，31°48′27″N；

110°03′49″E，31°48′31″N；110°03′30″E，31°49′24″N；

110°03′15″E，31°50′12″N；110°02′48″E，31°51′03″N；

110°02′31″E，31°51′45″N）；西界以 12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

拐点坐标分别为（110°03′38″E，31°52′05″N；110°03′34″E，

31°52′27″N；110°04′06″E，31°52′39″N；110°03′5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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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07″N；110°03′08″E，31°53′05″N；110°03′11″E，

31°53′23″N；110°02′34″E，31°53′21″N；110°02′52″E，

31°53′53″N；110°03′53″E，31°54′38″N；110°03′34″E，

31°56′01″N；110°03′55″E，31°56′48″N；110°04′14″E，

31°57′05″N）；北界以 7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110°04′04″E，31°57′15″N；110°04′52″E，31°57′28″N；

110°04′48″E，31°57′54″N；110°06′21″，31°57′32″N；

110°07′10″E，31°57′26″N；110°08′57″E，31°56′34″N；

110°09′21″E，31°55′44″N）。 

十三、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3139.9 公顷，其中，

核心区 5032.8 公顷，缓冲区 3797.3 公顷，实验区 4309.8 公顷。保

护区位于湖南省东安县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10°59′45″—

111°8′16″，北纬 26°19′30″—26°37′33″。保护区东界从

分水界东面山顶起沿山脊线经西子坳、高挂山、红岐界、神佛山、

1201.1 米山峰、椅子山、蒋家山、轿子项、牛丫岭、香花殿，折向

南经喻家岭、大江边、牛路上、聋子山、龙江水库、堂公岭、电木

江、蔡家岭、转湾头至马头山；南界从马头山起，沿河向北至经家，

向西沿山脊线至沈家厂溪沟，沿沟至两江会合，再沿山脊线至 1821.9

米山峰；西界从 1821.9 米山峰起，沿山脊线向北经 1874.9 米山峰

至庵堂坪、反水江，沿山脊线经大平岭、冷家岭、明石岭至湘山江，

向东北沿河、山沟至海拔 982.6 米山峰，沿山脊线经大坳界、金鸡

岭、牛垅岐、雷霹岭、麻杉岭、老井山至大坪里；北界从大坪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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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山脊线向东北经杉木顶、紫云山、大湾里、洋窝坪至岩老头、分

水界东面山顶。 

十四、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南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0158.6 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 6605.8 公顷，缓冲区面积 6007.5 公顷，实验区面积 7545.3

公顷。保护区位于湖南省保靖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09°16′35″

－109°30′52″，北纬 28°37′42″－28°50′58″之间。保护

区东界从彭家寨对面卯虎沟 250 米高程点处起，向南沿王家河耕地

边缘经姚家寨 344.8 阫米高程点、 家洞对面 415.3 米高程点、峰子

岩山脚、草果湖 458.1 米高程点、十二坪 421 米高程点至望坡山脚，

沿小溪沟至舍那 377.9 米高程点，沿舍那西边小沟至蔡家科，沿蔡

家科小路经朱家河至老田土 584 米高程点，沿老田土小路至斑鸠

洞，沿斑鸠洞西边小路经斑鸠洞后面山脊 718.9 米高程点、695.8

米高程点、636.2 米高程点、487.2 米高程点、大岩堡 535.8 米高

程点、张家对面山脚 464.3 米高程点、小朵库 661 米高程点、633.3

米高程点、土地坳山脚 707.1 米高程点、大朵库 867.6 米高程点，

清洁坡 803.5 米高程点、595.5 米高程点、486 米高程点、乱乐 854.5

米高程点、733 米高程点、红岩山脚、排沙坡正北面的两个小山堡、

谢家院子717.3米高程点、坳上公路至烂桥沟山脚605.1米高程点，

沿小路经龙家洞 767.9 米高程点、龙家洞 899.1 米高程点、铁打扎

880.4 米高程点、红岩坎小路、向家河、科乐洞、青龙山、上水磨

冲 571.9 米高程点、山溪口 504 米高程点、牛栏溪 682.1 米高程点、

野猫溪 422 米高程点、鱼车 560 米高程点、饶贵溪 591 米高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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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山坡 623.1 米高程点、707 米高程点、两叉河 423.8 米高程点、

窝孔 519.0 米高程点至新隆寨渡槽；南界从新隆寨渡槽起，沿毛清

公路上方 100 米等高线向西经田家、向家至卡棚水库遂洞；西界从

卡棚水库遂洞起，沿山脊经塘边屋后 666 米高程点、老寨坡 660.5

米高程点、561 米高程点、毛清公路上方 50 米等高线、塘棚村花

椒园 581.1 米高程点、大转拐 636.1 米高程点、罗正坳 842.7 米高

程点、毛家坪 824.4 米高程点、青冈坪 849 米高程点、岩门坎、白

岩坎、山角堡、盐井 550.2 米高程点、中溪 632.9 米高程点、627.2

米高程点、719.2 米高程点、斑鸠井 520.4 米、528.3 米高程点、

大溪河 571 米、694.3 米高程点、巴焦沟 676 米高程点、448.0 米

高程点、504.0 米高程点、552.5 米高程点、夕洞 570.2 米高程点、

560.6 米高程点、575.1 米高程点、507.3 米高程点、马王中学 517.8

米高程点、492.2 米高程点、马王 505.3 米高程点、545.8 米高程

点、畔湖下寨第一个山脊、上寨 437.8 米高程点、王家 437 米高程

点、392.3 米高程点、大坝小学 324 米高程点、大坝、常家沟至端

家寨，沿小路经利湖下寨 473 米高程点、利湖上寨 333.8 米高程点、

440.7 米高程点、393.3 米高程点、利湖河 452 米高程点、岩脚、

利子卡湖、马塘河，卡湖 325.1 米高程点、431.8 米高程点、451

米高程点、雅鱼 351.8 米高程点至 303.9 米高程点，沿山脊至田丘

410.3 米高程点；北界从田丘 410.3 米高程点起，经朵卜 503.9 米

高程点、439.0 米高程点、354.7 米高程点至 549.8 米高程点，沿

山脊经酉水河 238.7 米高程点、甘兰坪 259 米高程点、307.9 米高

程点、响龙山 450 米高程点、香龙山 477.2 米高程点、岩脚 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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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程点、切知苦 830.0 米高程点、795.3 米高程点、862.7 米高

程点、马蹄 833.0 米高程点、878.5 米高程点、962.0 米高程点、

895.7 米高程点、马拔溪公路 487.8 米高程点、马拔溪 549.8 米高

程点、506.1 米高程点、美竹 603.1 米高程点、735.1 米高程点、

682.3 米高程点、他科 595.9 米高程点、母杉 593.1 米高程点、766.3

米高程点、702.1 米高程点、691.5 米高程点、半坡 699.0 米高程

点、亚科 592.0 米高程点、杉木溪 564.0 米高程点至 550.0 米高程

点，沿小路经黑心洞 343.8 米高程点、龙溪坪 636.3 米高程点、马

桑科 777.4 叒米高程点、 吾 818.1 米高程点、王寨 876.3 米高程点、

大院坝 931.1 米高程点、976.4 米高程点、农垦场 966.0 米高程点、

响水洞 869.2 米高程点、高岩坎、高楼、押土车、打岩山 800.2 米

高程点、巴科 586.3 米高程点、454 米高程点，沿巴科河南面第一

层山脊经河对门第一层山脊、龙溪屋背后第一层山脊至踏湖 768.9

米高程点，沿踏湖东面一条山脊经蹉比河、凉风洞、马落 435.6 米

高程点、蹉溪 535.8 米高程点、上川洞 591.0 米高程点、下川洞

374.8 米高程点、蹉比 356.8 米高程点、下蹉比 351.4 米高程点、

先行 465 米高程点、禾着坪大洋沟、草列湖 566.1 米高程点、沿小

路到老寨 349.9 高程点、万米坡 345 米高程点、碗米坡电站 350.5

米高程点、碗尖破 345 米高程点、镭钵庄 365 米高程点、386 米高

程点、拔溪湖 261.3 米高程点、关山 359.8 米高程点、普溪湖 362.2

米高程点、483.9 米高程点、460.2 米高程点、465.4 米高程点、

443.2 米高程点、迎丰 461.1 米高程点、卯虎 354.1 米高程点至彭

家寨对面卯虎沟 250 米高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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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8813.6 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6904.6 公顷，缓冲区面积4063.4 公顷，实验区面积7845.6 公

顷。保护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范围在东经 113°11′57

″—113°25′45″、北纬 24°27′33″—24°36′14″之间。保护

区东界从九肚水起，沿大坑至奖公与下洞合水处，经方洞顶、黄蜂山

顶、海云山山脊、罗坑水库大坝、高山顶、飞人坳、轿顶石、雪花顶、

梅花顶至大坳山脊；南界从大坳起，经花蕉岩大坑至电站水坝，沿山

硏脊至白水 、崩山、雪山窝、黄坭凹至船底顶；西界从船底顶起，经

高嶂顶、坪坑顶、闸子崎至三坑；北界以韶关市武江区区界为界。 

十六、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780 公顷，其中核心

区面积 1795.5 公顷，缓冲区面积 1721.4 公顷，实验区面积 263.1

公顷。保护区位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境内，范围在东经111°48′56″

－111°53′07″，北纬 24°04′26″－24°07′53″之间。保护区

由北娄片与七星冲片 2个片区组成。 

北娄片边界从牛洞界起，经邓山顶、牛栏界、灵峰镇与广东怀

瞭集县蓝钟镇交界处、清水尾、北娄 望哨、南岗头顶、德胜冲口、

大石冲口、双冲口、鱼散冲尾至牛洞界。 

七星冲片边界从黄牛爽起，经七星尾、猪婆岭、甘洞吃水冲、

湴七星冲口、交椅岭、大 冲口、南浪伞顶、总脑至北黄牛爽。 

十七、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5276.6 公顷，其中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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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 17323.1 公顷，缓冲区面积 6555.8 公顷，实验区面积 11397.7

公顷。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09°47′—

110°10′，北纬 31°15′—31°29′之间。保护区东界从唐坡南

400 米处起，经四季豆槽至省界；南界从红岩河起，经红岩坪、马槽、

田家槽北 300 米处、周家屋场、雾起河、黑毛矸西南 200 米处、小

庙垭、庙垭子东南 200 米处、黄草坪垭口、观音顶南 250 米处、断

树垭北 120 米处、彭家垭口、小沟北 430 米处、核桃树坪北 440 米

处、偏岩子东 500 米处、红槽湾、唤水溪、茌家磴西南 300 米处、

老屋、园岭山、蚂蟥粱子、猫儿老壳、当阳河、穿山子、西崖、桥

头河、孙家坡、千佛洞、穆家河、女儿矸、石垭子、张家山、刘家

埫湾、汪家槽、桥田湾、罗家沟、毛蜡烛 、石院子、小麻梨坪西北

350 埫米处、花挂淌、筲箕 、唐坡南 400 米处；西界从神农架林区、

巫山县和巫溪县三个行政区边界交汇处起，沿巫山县和巫溪县县界

向西至红岩河；北界以重庆市和湖北省省界为界。 

十八、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1713.8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10803.5 公顷，缓冲区面积 10561.2

公顷，实验区面积 10349.1 公顷，范围在东经 104°24′51.34″—

106°24′19.19″，北纬 28°38′6.96″—29°20′40.92″之间。

保护区的长江干流范围从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坝中轴线下 1.8 千米

处至重庆地维大桥。保护区的支流范围包括赤水河河源至赤水河河

口、岷江月波至岷江河口、越溪河下游码头上至新房子、长宁河下

游古河镇至江安县、南广河下游落角星至南广镇、永宁河下游渠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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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永宁河口、沱江下游胡市镇至沱江河口。 

保护区调整后重庆段核心区范围为从羊石镇（105°53′05″E， 

28°54′50″N）起至松溉镇（105°53′47.4″E，29°03′14.4″

N）之间 23.33 千米的长江干流。其余省份境内的核心区范围没有调

整。 

十九、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4384.7 公顷，其中核

心区面积29764.38公顷，缓冲区面积4882.32公顷，实验区面积9738

公顷。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03°45′—104°05′、北纬 31°50′—32°10′之间。保护区东

界从筛子背起，经烂金龙、三道龙池（西梁）、新桥沟（尾）、鸡湾

沟（第二分叉河）、正河（中）、3198 米高程点、3110 米高程点、3176

米高程点、磨子沟口、照壁山、瓦西沟口、土爷庙坝、烧房沟（尾）、

关棚子、3050 米高程点、望乡台、1815 米高程点、3012 米高程点、

2590 米高程点、2418 米高程点、2385 米高程点、2687 米高程点、

2178 米高程点、杨玉和山、高草地、向阳坪、1610 米高程点至 2304

米高程点；南界以阿坝州茂县县界为界；西界以阿坝州茂县县界为

界；北界以阿坝州松潘县县界为界。 

二十、云南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云南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1860 公顷，其

中核心区面积23766公顷，缓冲区面积19426公顷，实验区面积18668

公顷，范围在东经 102º03′33.5″—102º36′59″，北纬 22º30

′18.9″—22º55′35.7″之间。保护区东界自鸟六倮巴起，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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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线经柯着木促至导欧倮巴，沿阿那波小路至腊育丁倮巴，沿山脊

线经书丫水沟、电站公路至倮卡，沿塔甫公路经白红倮卡、巴德轰

东、解放村至阿哭至欧的倮巴，沿山脊线经哈巩后山、东龙后山、

渣玛河、大马尖山、苏尼倮卡、小黑江、三叉河、丫口至中越边界，

沿中越边界至黑水河；南界自小黑江起经三江口至李仙江与卧马河

交汇处；西界自卧马河起至土地梁子，沿山脊线经半坡公路到马尼

河，沿马尼河经地房梁子至哈巴梁子，沿山脊线经莫洛河倮卡至渣

马河，沿渣马河经大树倮卡、哈甫倮巴至腊里，沿公路至蛭红倮卡，

沿山脊线经的松河至骑马坝公路，沿骑马坝公路经洛窝、渣马河、

大路梁子、去昔坡、大棵树梁子至交通饭店；北界自交通饭店起，

经干龙塘扩梁子、哈育河至作瑶后山小路，沿山脊线经查尼河源头、

大山后山顶、查尼河源头、龙甫、哈洞顺、果马、西马后山至土堆

倮卡，沿公路经牛巩丫口至鸟六倮巴。 

调整后保护区仍设南北两块核心区。 

南部核心区东自折东河起，经老林寨沿中越界线至小黑江，沿

小黑江经大沙坝山梁至三江口；南从三江口起经李仙江至骑马坝河；

西自骑马河起，经欧珠后山、二角山、坝迭梁子、二甫梁子至莫合

龙塘，沿大姑小路经二台坡至头台坡，沿山脊线经石头牛山、朵妈

小路至朵妈河；北从朵妈河起沿小黑江至折东河。 

北部核心区东自黄连山公路起，经导欧倮巴、阿那坡小路、茶

卡倮巴至山顶，沿黄连山水沟经新寨轰东、茶卡倮巴至马鹿顺；南

从马鹿顺起，经腊里倮卡、的松河、骑马坝公路、蚂蚁桥、巴嘎梁

子至哈甫河源头；北自哈甫河源头起，经哈甫河、阿鲁门卡、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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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公路、欧米河、新华山倮卡、果马后山、次者后山至黄连山公路。 

二十一、陕西黄柏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黄柏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1865 公顷，其中核心区

面积 7080 公顷，缓冲区面积 6550 公顷，实验区面积 8235 公顷。保

护区位于陕西省太白县境内，范围在东经107°31′16″－107°42′30″，

北纬 33°42′02″－33°54′05″之间。保护区东界从老子庙起，

经灵官台、龙洞沟西梁至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经健身沟

中下部的卡门、先生沟东梁、财神岭至周至老县城省级自然保护区

边界；南界从兴隆岭的烂店子梁起至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

经兴隆岭的昏人坪梁至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西界从小箭沟

北梁起至太白林业局二郎坝林场东北部边界，经 2342 米高程点、大

箭沟河至太白林业局黄柏塬林场东南部边界，经大箭沟河中部、任

家湾东梁、善人沟梁顶 2593.6 米高程点、孟家沟梁顶 2590 米高程

点、铁炉沟梁顶 2504 米高程点至牛尾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边界，经谢

家沟西梁、水泉湾西梁、大石沟西梁、核海梁、干梁至太白林业局

黄柏塬林场东部边界；北界从干梁 2881 米高程点起，经小干河上部

大叉、迷路梁 2499 米高程点、2664 米高程点、欠开营河上部大弯、

2620.4 米高程点、太白河上部骆驼巷至老子庙 3120 米高程点。 

二十二、陕西平河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平河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1152 公顷，其中核心区

面积 6510 公顷，缓冲区面积 6200 公顷，实验区面积 8442 公顷。保

护区位于陕西省宁陕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08°24′00″—108°36

′00″之间，北纬 33°34′00″—33°22′00″之间。保护区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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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园沟梁 1785.0 米高程点起，经 1647.5 米高程点、1357.5 米高

程点、云头石 2484 米高程点、古山磴 1933.8 米高程点、东平沟顶

2198.3 米高程点、宁陕与镇安县县界至燕沟梁 2361.2 米高程点；南

界从燕沟口起，经下胭脂坝 1454.3 米高程点、1454.6 米高程点、

1555.0 米高程点、营盘、戏楼台、1970.9 米高程点、1915.7 米高程

点至向阳沟梁；西界从向阳沟梁起，经新路道班、平河梁 2437.1 米

高程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界、2050.0 米高程

点、小南河西梁、宝珠沟沟口、2133.9 米高程点至 2275.8 米高程点；

北界从 2250.2 米高程点起，经包家梁 2322.2 米高程点、文宫庙梁

2404.5 米高程点、茨沟梁 2178.5 米高程点、大茨沟国社界、小茨沟

国社界、长沟国社界、蒋家湾国社界、斜寺沟东梁、响潭沟岩沟南

梁至桃园沟梁。 

二十三、陕西略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略阳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415 公顷， 

核心区面积 1032 公顷，缓冲区面积 1109 公顷，实验区面积 1274 公

顷。保护区位于陕西省略阳县境内，范围在东经 106°11′27.3″—

106°25′01.8″，北纬 33°12′46.5″—33°35′42″之间。保护

区以嘉陵江一级支流八渡河左岸安家河及其以上支流、汉江二级支

流张家坝河青冈树以上干支流和肖家河干支流共 493 千米河段的历

史最高水位线为界。 

二十四、甘肃漳县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漳县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775 公顷，其

中核心区面积 1485 公顷，缓冲区面积 1240 公顷，实验区面积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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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境内，范围在东经104°06′20″

—104°39′19″、北纬 34°34′48″—34°57′18″。保护区以漳

河、龙川河、榜沙河等大小支流 20 条 274 公里河段的历史最高洪水

位线为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位于东经104°6′20″~104°20′30″，

北纬 34°37′18″ ~34°57′18″之间，东自四族乡牙里起，南至

漳县与岷县交界处，西至盘道，北至漳县牧场；第二部分位于东经

104°15′40″—104°39′19″，北纬 34°34′48″—34°51′38″

之间，东自漳县与武山县交界处起，南至石川乡虎龙口，西至石川

乡康家楼儿上、四族乡草川地，北至四族乡牙里村。第三部分位于东

经104°33′49″—104°43′59″，北纬34°27′42″—34°35′59″

之间。东自漳县与武山县交界处起，南至大草地，西至漳县与岷县

交界处，北至土司门。 

二十五、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青海省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73391 公顷，其

中核心区面积 130289 公顷，缓冲区面积 104737 公顷，实验区面积

为 138365 公顷，保护区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96°07′—97°42′，北纬 36°00′—37°22′之间。保护区由德

令哈保护分区、乌兰保护分区和都兰保护分区三个片区组成： 

德令哈保护分区边界从马鞍垭豁（97°23′E，37°05′N）起，

向南至都兰县与乌兰县界的拐点（96°50′E，36°55′N），向西南

至阿木尼克山（96°47′E， 36°58′N）， 向西至大柴旦（96°07′E，

37°12′N），向北至巴润多拉山（96°13′E， 37°22′N），沿托

素湖南岸（96°47′E， 36°58′N）经盐碱地（97°12′E，



 —  28  — 

37°06′N）至马鞍垭豁（97°23′E， 37°05′N）。 

乌兰保护分区边界从爱利克措村（97°42′E，36°31′N）起，

向西至伊格沙勒（97°32′E，36°32′N），向北至（97°35′E，

36°39′N），向西经拐点（97°07′E，36°46′N）至都兰县界

（97°09′E，36°51′N），向北至巴尔都希力山山脚（97°08′E，

36°52′N），向东至哈热秋洛塔山（97°39′E，36°45′N），向南

至爱利克措村（97°42′E，36°31′N）。 

都兰保护分区边界以 11 个拐点的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97°29′E，36°06′N；97°23′E，36°00′N；96°42′E，

36°09′N；96°57′E，36°12′N；96°45′E，36°14′N；

96°43′E，36°09′N；96°33′E，36°19′N；96°33′E，

36°12′N；96°34′E，36°21′N；97°11′E，36°15′N；

97°29′E，36°06′N）。 

二十六、宁夏云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云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660 公顷，其

中核心区面积 1700 公顷，缓冲区面积 1400 公顷，实验区面积 3560

公顷。保护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境内，范围在东经

106°21'—106°27'，北纬 36°10'—36°17'之间。保护区东界从

拐点（106°27′24.9″E， 36°13′8.01″N）起，沿小岔子沟向

西至老虎嘴沟，向东南沿沟道线经黑刺茆西沟、后川沟、岔湾北沟、

西湾北沟、西湾南沟至拐点（106°27′2.03″E，36°10′59.64″N）；

南界从拐点（106°26′48.02″E，36°10′59.91″N）起，向西沿

山脊线经刘家洼子、前洼、里洼、套子湾、司家大湾至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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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1′ 51.02″ E， 36°12′ 55.3″ N）；西界从拐点

（106°21′53.94″E，36°13′13.47″N）起，沿山脊向北经沟道

线、沙河子、杨家井沟、黑洼台、上伍家、崾岘至吾耳朵；北界从

拐点（106°23′25.9″E，36°18′5.14″N）起，沿沙菜沟至拐点

（106°24′16.23″E，36°17′43.32″N 埫），沿南 沟向东经庄洼

梁、芦草洼沟至拐点（106°27′26.24″E，36°13′32.69″N）。 

二十七、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70921 公顷，

其中核心区面积 31318 公顷，缓冲区面积 18606 公顷，实验区面积

20997 公顷。保护区范围在东经 106°21′33″—106°37′00″，

北纬 37°48′28″—38°20′12″之间。保护区东界自黄草沟北侧

小路起，沿小路向南经黄草沟口至任家庄西侧 2000 米处，沿道班小

路至甜水河与 307 国道交叉口北 200 米处，平行于 307 国道向东至

公井子桥，向南经獾洞台子至老圈坑小路口，沿古羊铁路西侧 100

米平行线并至大疙瘩瘤子南 1000 米处，转向西 3500 米处至口子沟

井东 2000 米处的泉水眼，经枣儿塔坑、灰沟脑东 1000 米处至头道

梁西南角，沿寺儿口子沟经麻黄湾、马一沟至碎石井，向东经大沟

拐、金家沙沟口、杏枝子沟口、红柳井子、高窑子至鸡心沟口；南

界自鸡心沟口起，向西经三沟口、长沟口至散杈子北2500米处的1424

高地，向西经龙坑井南 1500 米处至车路沟羊圈东 1000 米处岔路口；

西界从车路沟羊圈东 1000 米处岔路口起，向北经 1287 高地、小路

至长流水沟，沿 1250 米等高线经狼永公路 k10 号桩至庙梁子沟的东

干渠泄洪道南 1200 米处，向北沿 1150 米等高线经海子墩、307 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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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沟、天池沟至大马蹄沟与甘露寺公路交汇处；北界从黄草沟北侧

小路起，沿该小路向西北经三道沟至大岭沟头，沿大岭沟北岸经甘

露寺北小路、大马蹄沟至大马蹄沟与甘露寺公路交汇处。 

调整后保护区设三处核心区，分别为猫头刺荒漠核心区、柠条

群落荒漠核心区和猫头刺—沙冬青荒漠核心区。猫头刺荒漠核心区，

从天池沟以西 1216 米高程点起，向南经二道沟、双叉沟、泽沟、红

柳湾、鸽堂沟、塌鼻沟、小红头沟、大红头沟、庆沟、庙儿沟、小

窝沟、大窝沟、胶泥沟至 1235 米等高线，沿等高线向东经熊家沟 1209

米高程点、转嘴沟至 1247 米高程点，向北经东湾、黄转子沟、1300

米高程点至范家圈 1395 米高程点，沿天池梁经 1388 米高程点至黄

草沟拐弯处，向西沿天池沟至 1216 米高程点；柠条群落荒漠核心区

从哈子井起，经花棒湾、芦草井、园疙瘩，四道沟、口子沟、面子

山梁至虎皮沟子，向南至干沟，向西经 1236 米高程点、沙沟、沙蒿

塘汤、1200 米等高线、庙梁子沟、大柳毛子沙窝、小柳毛子沙窝、

海子井东、小水水沟至哈子井；猫头刺—沙冬青荒漠核心区从一道

梁起，经缸涝坝沟口至寺儿口子沟，向东经缸涝坝梁、三沟至长沟，

向南经散叉子山梁至马疙瘩，向西经龙坑沙窝、刺沟泉子西 1 千米

处、脑子墩村东 300 米处，向北至一道梁。 

二十八、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后的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120000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1310000 公顷，缓冲区面积 1640000 公顷，

实验区面积 3170000 公顷，范围在东经 89°00′—93°30′，北纬

38°42′—42°25′之间。保护区边界从拐点（89°00′E，41°5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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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向北至拐点（89°00' E，41°53' N），向东经拐点（90°00' E，

41°53' N；90°17' E，42°06' N），至拐点（90°29' E，42°17' N），

转向东至拐点（91°25'E，42°17'N），沿哈密地区与吐鲁番地区州

界向西北至拐点（91°23' E，42°25' N），向东至拐点（92°30' E，

42°25' N），向南至拐点（92°30' E，42°05'N），向东至拐点

（93°30' E，42°05' N），向南至拐点（93°30' E，40°38' N），

沿新疆与甘肃，青海省界向西南至拐点（90°56' E，38°42' N），

向西至拐点（89°13' E，38°42' N），沿老 315 国道至拐点

（89°00' E，38°58' N），沿 89°经线向北至拐点（89°00' E，

39°29' N），向东至拐点（92°00' E，39°29' N），沿 92°经线向

北至拐点（92°00' E，41°17' N），沿哈密地区与吐鲁番地区州界

至拐点（91°26' E，42°14' N），向西至拐点（90°29' E，42°14'N），

向西南经拐点（90°17' E，42°03' N）至拐点（90°02' E，41°50' N），

向西至拐点（89°00' E，41°50' N）。 

保护区核心区边界以 10 个拐点连线为界，拐点坐标分别为

（92°00' E，40°27'N；92°23' E，40°40' N；92°23' E，

41°12' N；92°07' E，41°17' N；92°07' E，41°25' N；

93°00' E，41°25 N '；93°00' E，40°40' N；92°30' E，

39°29' N；90°00'E，39°29' N；92°00' E，40°27'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