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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晚上好！ 

我是松山自然保护区吴记贵，今天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

况。 

首先给大家放一个片儿，让大家了解一下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现状。 

宣传片的解说词(音):松山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县海坨山南麓，地处燕山山脉的

军都山中，松山因松林、古、奇、野生、面积大而得名，天然油松园林面积170公顷，树龄

都在70年—350年，平均树高20米—30米，是我国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面积最大的天然

油松林。 

如今的松山，已经在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评为市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示范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保护区总面积4660公顷，170多公顷

的天然油松林保护完好，沿山的两旁上可以看到最古老的松树，树干奇特的盘龙松、生长

在悬崖峭壁上的探海松等。 

游客：在松山里头看到蓝天、白云，感觉空气特别特别的清新，特别好。希望以后可

能每周都要过来玩一玩，感受一下这边清新的空气。 

宣传片的解说词(音):松山森林旅游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山高、林密、有山有水，尤其

打动游客就是从山脚下上山，一直伴随伴随着的清清溪水，这在北方的山区里非常的罕见

而且珍贵。 

山区里的水景，第一处就是三叠水，海拔高度790米，清泉从第一块长41米，宽12米的

整体巨石上宛如彩带分三叠急流而下，故名“三叠水”。 

向前方50米就可以看到顶水鲨景，顶水鲨形似一头巨大的鲨鱼，逆流而上，故此得名，

“顶水鲨”。 

沿着溪水一直向山顶走，到海拔1110米就是松山溪流的主要源头百瀑泉，无数山泉溪

流从百余米石缝中喷涌而出，多股溪流相会，形成较大流量，有的被巨石劈成溪流缓缓而

下，有的顺山势倾斜跌下，形成多个瀑布，因此称为“百瀑泉”。这里的泉水无任何污染，

可直接饮用。 

游客：第一次来松山，觉得这里风景特别好，有山有水，像南方一样，很秀丽，水特

别清凉，我们一路走一路玩，然后也用山泉洗了脸，洗了手，特别舒服。 

宣传片的解说词(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松山，山水齐备，除了低温泉水，这

里还有著名的松山温泉，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就被“契池凿石”,供“侍女沐浴”。

清人称誉松山是“安体之佳所”“养生之圣地”。松山温泉水温45摄氏度，日出水量2000

立方米，泉水中含钾、镁、硫、铁等27种元素，其中氟离子含量高达每升12毫升，对皮肤

病、关节炎、类风湿症、局部神经痛等疗效显著，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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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这个避暑山庄，以前一直在城里，雾霾非常多、空气

也不好，今天来到这里，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这里有山、有水，我玩得非常开心。 

游客：我觉得松山自然保护区，油松林面积比较大，濒危的树种比较多，对身体对工

作的放松有好处，（因声音辨识不清，内容有缺）保护环境可能感觉挺好的。 

山高、水清、林密，松山旅游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有脊椎动物有169种，

是研究华北地区生物演化规律的天然基地，有维管束植物816种，在温带阔叶林中，还有椴

树、榆树、山杨等珍贵树种。植物的垂直分布非常明显，千米以下是人工油松和落叶松林，

海拔1000—1600米之间，是天然次生油松林，1600—1800米之间，是栎树、桦树林，1800

米以上，是高山大草甸。 

游客：空气也新鲜，环境也很好。（因声音辨识不清，内容有缺）这也减轻压力。 

宣传片的解说词(音):茂密的森林集合大量的鸟类在这里聚集，这里是旅游区域的观

鸟平台，观鸟台海拔850米，还有是北京市唯一一个深山野外可观察鸟类的平台。在平台上

可以看到国家一级鸟类金雕，国家二级鸟类松雀鹰、燕隼，还有北京市重点保护鸟类北红

尾鸲、红嘴蓝雀、寒鸦、棕头鸦雀、白鹡鸰、山雀等。 

游客：首先它这个平台的是建在半山腰山上，然后在半山腰上有很多茂密的植被，应

该是比较能代表它的特色的一些，这个的确是挺吸引人的。 

宣传片的解说词(音):山高有巨石、水深有景秀，景区内有三叠水、观鸟台、顶水鲨、

飞龙壁、鸳鸯岩、松月潭、百瀑泉、天然油松林等30余处自然景观，这里山、水、石、林，

展现出雄、幽、险、奇、秀的特色，远望取其势，近视得其质，观形而悟神，怡神以冶性，

给游客带来画境、诗境、意境美的享受。 

刚才我们大家看到松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个风光介绍片，下面我介绍一下松山的一些基

本情况。 

第一是保护区的基本概况，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县境

内，距北京市区 100 公里，距延庆县城 25 公里，总面积 4660 公顷，这是松山自然保护区

的区位，后边是河北大海陀，也是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边是一垛山（玉渡山）一

个市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松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现在地理位置。 

在保护区腹地有一个大庄科自然村，集体土地是 393公顷，现在有 25户，92人。 

松山的历史沿革，松山林场成立 1963 年，1985 年成立的市级自然保护区，1986 年成

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 年整建制划归至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编制 36 人，现有 52 人，

下边是 5 个科室，4 个检查站和 1 个广播点。这是松山广播设施分布图，这是广播站的位

置，这分别是现在防火瞭望塔的分布位置。 

分公共区划和保护对象。松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两块，缓冲区是两条，然后实验

区又分成两块，因为中间正好有一条松闫路，直接通河北的，这是松山管理处现在办公的

位置，三个工作区分化占比例分布图，重点保护对象是天然滋润油松林，暖温带落叶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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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松山我们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资源现状。第一是森林植被，这是

松山自然保护区垂直分布带谱，海拔 627—2199，最高点海陀山是北京地区的第二高峰，

保护区的覆盖率是 87.6%，这是现在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天然保护的油松林，天然森林，分

布在 1000—1400 海拔之间，面积 170 公顷，平均年龄在 90—110 年之间，最大的一棵松树

王年龄在 350年，这是松山的一些资源现状。 

现在有些阔叶林和天然滋润油松，山杨林的照片，这是高山草甸，就在海拔 2190 米，

北京第二高峰上的高山草甸。现在好多野游人和驴友都经常爬野山，从河北那边爬过去，

到上边去野营扎寨。 

保护区内共有维管束植物 816 种，然后国家级和市级以及松山特有物种 56 种，这是我

们重点的保护和研究对象。脊椎动物 216 种，包括鸟类、昆虫和兽类，鸟类资源是 158 种，

保护区的昆虫资源 540种，菌类资源 55种，这都是松山调查的菌类一些野外实际照片。 

自然景观，松山主要以森林、岩石、溪流组成的四季节景配合一些岩石景观，三叠水、

鸳鸯岩和寿桃峰。春天有百花，“五一”就正式开放了，希望大家能过去看看。夏有凉风，

秋有彩叶，冬有冰雪，冬天一般大家看不到了，因为冬天就封山了，防火季节。每年十月

中旬就封山育林了。 

观赏路线，松山几条观赏路线推荐给大家，为了四时观看四季景色不同，松山现在景

区的分布图，分在塘子沟主线上。 

第一条线是停车场这三叠水，主要是观花为主，春夏秋适合这三个季节，这杜鹃花海，

我们每年都营造一些人工的杜鹃，因为山里边一是零星少，再就是分布深山区，这几年我

们在游园附近每年栽一批供大家欣赏，这体验不到。 

木制栈道的建筑工程就是离开地面 50—70 公分，然后地下植被还能继续生长，上面还

走人，人的活动不影响植被的生长。 

第二个路线就是顶水鲨、观鸟平台、百瀑泉一直到原始森林，也适合春夏秋，一直到

原始森林，刚才有一张天然油松的照片，一个主景区，在主景区里边有山有水，这是天然

溪水一直顺着主景区分布的。这天然油松林，旅游区的重点就是天然油松林，是松山自然

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 

第三条路线是三叠水、鸳鸯岩、百瀑泉，这松山开始的，主要以登山为主，这是百瀑

泉，松山的源头。河沟里的溪水都是百瀑泉流出来的，这是松山秋季在大海沟南路的一个

秋季阔叶林照片，层峦叠翠。 

再给大家介绍我们松山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工作，现在我们主要是松山保育基地和森林

文化教育基地，保育我们主要是“保”和“育”，“保”就我们现在说的保护，因为松山林

场刚建成的时候，主要是人工造林为主，后来开始封山育林，主要以管护为主，现在我们

说繁育，主要就是科研，把珍稀物种繁育出来。 

一、保护管理设施建设，我们做保护区的界碑界桩，在公众区里分布的界桩把公共区

标出来，保护区的戒位，这是管护用房，这是护林防火瞭望塔，这是管护设施，这是原来

办公楼，可能有一些人 70年代去过松山，就是松山老林场的场部，然后 2008年 2007年翻

建的办公楼，改善办公条件。这是原来大门和检察站，这是现在对比，我们改造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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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管理功能。 

这是松山的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包括了防火公路 39 公里，红色的。还有步道，绿色的，

23 公里，还有在核心区缓冲区以及村庄道路两侧建的防火护栏 46 公里。这些公路步道和

防护栏的现实现状。 

第三是封山育林建设，松山保护区近几年连续做了 4900 亩的封山育林，这就是咱们说

的保育，从原来的植物造林改称营林了，我们现在以保护为主，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每

年做一片。 

这是封育公示碑，然后加了护网。鸟巢招些益鸟的，还有太阳能杀虫灯。所以天然油

松林复壮及地位保护，我们做了 3600 株的实验，就是选了 3600 棵生长比较差的油松，做

了地位恢复，然后我们修建了一些保护栈道，好多游客去了，非要看看那片天然油松，但

踩踏比较严重，我们修了栈道，然后一些复壮的试验。今年又开展了野外行路工作，制止

随意爬野山的，采药的，还有野外吸烟的。 

科研监测工作，这两年主要进行分离生态系统研究论文，发表 22 篇，野生动植物保护

研究 20 篇，野外生物研究 6 篇，还有生态旅游的研究发表 16 篇，水文地质发表 6 篇，这

都我们近期 30多年的一些科研成果。 

这是一些正式出版物。这个是我们松山新换的野生动物监测，红外监测。绿色的是分

布点，按公里网格，每公里一个网格，进行分布的。在公里网格放进一次相机，常年进行

野生动物野外监测。这是去年拍的照片 2230 张，拍到兽类照片 1631 张，共有 18 种动物。

这是拍的外景，红外相机，大部分都是夜晚，有白天的，拍的野生动物情况。红外出发的，

野生动物从那经过，自己触发相机给拍到了。 

野生动物分布情况，你看这张图就是我们拿出一个特例，说明了野猪在松山保护区的

分布，红色的点就是它的分布点，它活动区域就限制在这四条沟内。 

这是鸟类照片，在一些水源地，这都是在松山里面的自然水源地、水坑发现的鸟类

267 种。保育的育，我们主要是组织怎么造，就是一些林业生产的项目和保护区项目，低

效林改造，河堤丘陵算是基地建设，还有黄波罗这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示范基地建设，我

们做的一些工程。 

森林辅业，每年我们进行了 5000到 10000的森林辅业，近几年一共作了四万亩的森林

辅业，就是促进林业更新，植被更新，降低灾害，增加森林碳汇。我们和一些林大、林科

院一些科研机构进行了珍稀物种繁育，这两年进的丁香叶忍冬，据专家们介绍说在北京发

现了一株，在松山内，长势不大良好，所以我们进行繁育，申请资金，做繁育试验，水毛

茛，还有兰科植物，在松山发现了 18 种北京地区的兰科植物，咱们北京可能一共有 23、

24种，大部分都是在高山上。 

这是标本陈列馆，分析文物价值的。 

再里面就是动物展厅，兽类的、鸟类的，还有昆虫标本的展厅，这是我们做科普宣教

以及保护区知识宣传的一个。 

这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数字化的自然保护区，就是把我们所有松山自己资源状况和标本

都电子化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将来可能通过网站就可以探访松山那边的资源分布状况。 

中心进入口处，里面有宣教厅，有展板，有儿童活动区，还有游客咨询的地方，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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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游客接待中心用的。这是我们旅游上面做的一些设施，现在用于科普，防护木道，防护

护栏，木栈道还有观鸟平台，以及木制的桌椅板凳，供游客游戏、休息什么的。 

这些林中讲堂，供大家在里边野外实习，或做科普实验的时候，这些休息地方，荡秋

千，解说标牌，还有我们一些出版物，做科普的宣传物。 

这是松山的生态停车场，原来都是沙土地的，后来改成绿化，加点绿化。 

这是松山景区大门，新改造的大门，可能原来有些人去过松山，新改造一些自然协调

的景观。 

开始做森林体验，然后分成不同的团体，团体课程，有普通游客的，有适合大学生的，

有适合青少年儿童的，还有老年人，就是带领大家到松山去体验。 

这都是我们一些活动照片。接待嘉铭公司（音）的和大自然公司的，去参加森林抚育

比赛。这些组织团队参加我们的幼苗围封，给幼树进行围栏保护。 

普通游客我们帮他捡垃圾，做些简单的，参观标本，擦拭标牌，这都我们领着游客去

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大学生，我们跟他做科普日活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这是咱们集乡办

大自然一起合作的。 

这是大学生的观鸟实习活动。这是动物标本制作，他们采的一些兽类标本，特别鼠类

的。 

这是青少年课程，北京市的中小学生课堂，因为我们地区松山保护区坐落坐在延庆县

境内，给延庆县的小学生都是免费接待的。这是我们的免费解说，给他们做科普活动，带

着他们做一些科普活动。这里面爬树的，然后赴溪（音）的，攀岩的，植物观察的，这个

活动有一些是外面，特别是台湾地区组织的，他们带了一些防护器械，好像我们国内还真

没有，找我们北京的学生，参与他们设计的活动，这个挺招人喜欢的。 

儿童的亲子课程，现在我们也讲讲领儿童来过来听、闻、看、尝一尝、触摸一下，让

孩子从五官感受上去体验松山，体验自然，一些森林体验活动。这些视角让孩子通过小孔

去看发现事物。这是听，让孩子蒙着眼睛去听，用听觉感受森林中的各种声音。让孩子们

去闻花草树木各种的清香。味觉，大家品尝山里红，野果。让孩子触摸，触摸树木生长，

去感受森林，体验森林。这些是领孩子做一些小游戏，有家长参加的亲子活动，家长带着

孩子一起参加的活动。 

这是孩子在我们松山活动时做的一些作品，照片现画，自己画的一些小植物，还有用

树叶做的标本，做的一些小玩意，他们都很喜欢。这是用咱们油松的松塔松针，以及废弃

物，我们做的一些，小孩子做的小摆设东西，他们做完了，可以免费带走的。 

老年人课程一般是在森林里静走。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都是一些森林体验的活动，适合中青年参加的，现在我们从日本引

进了一个森林医疗的理念，就是说在林子里散步，吸收林子里的各种气味，或者在林子中

静想，躺着坐着，冥想，什么都不动，感受那种森林的挥发物，然后通过这个增加人类疗

养。一位据日本的研究说能降低血压、降血糖，就看你什么林子里挥发什么东西。现在我

们正想通过一到三年做些生态因子的测定，还有就是生理因子测定，关于人的医学鉴定。

把这个鉴定完之后，比如什么林子适合高血压能降压，什么样的步道，适合什么样的病人

去走，能降低多少，一种缓解的作用，不是治疗，然后做一个森林疗养基地认证，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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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到三年之内。然后再一个是森林体验员，由体验员去领着这伙团队参加各种活动。 

现在最关键就是带领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白领，压力高的，去到林中体验，释放压力，

减少抑郁。 

这是森林瑜珈，在林里找一个空地，特别是在水边上做一些瑜珈活动，这是我们正在

想的，还没做呢，计划着一两年之内把它做成。 

这是我们这几年搞科普活动，获得的各种教育基地、科普基地，也是我们取的科普创

新标牌。我们每年都组织几次活动，像 2015 年我们又组织了摄影比赛、登山比赛，还有生

物多样性宣传日，还有采叶，一般在 10 月中午，采叶活动。我们每年都搞几次活动，我们

自己搞的，不过你们外面可以自己联合我，还有亲子体验活动都可以搞。 

下面就是给大家介绍下松山的发展规模，我们现在从原来造林改成营林，现在我们森

林保育和森林文化。保育就是把我们松山自然保护区里面生长的国家的、市级的重点保护

植物以及松山特有物种进行科研实验，争取把它扩繁扩大量。再一个，森林文化想把森林

体验和森林医疗引进松山机制。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增加一些保护管理设施，信息

化建设，提高保护能力，加强科研监测，然后是探索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这是从森林

保育发展的。然后森林文化这边就是筹建生态教育中心，建设森林体验设施，完善解说系

统，然后提升森林疗养及宣讲能力，这森林医疗、疗养，现在我们北京的预算，我们园林

局项目办引进的一个新的项目，想在一到三年之内在松山和密云引进过来。 

我的汇报完了，谢谢大家聆听，也希望有机会到松山去，感受感受松山，也给我们提

点建议，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