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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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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频数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从半球、纬向、洲际和国家尺度研究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分布特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

申报与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遗产旅游的规划发展等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北半球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是南半球的

2.3倍,东半球是西半球的2.68倍,但南、北半球和东、西半球的空间分布密度分别相当;纬向分布上看,世界自然遗产显

著集中在中、低纬度地区,占总量的92%;世界自然遗产数量与大洲面积成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了0.97,空间分布密度

和遗产人口密度欧洲和大洋洲最大,分别是4.80项·(106km2)-1、4.67项·(107 人)-1;发达国家世界自然遗产分布集

中指数达到了1.38,显著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看,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分布特征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等有着密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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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是指被UNESCO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确认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

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景观,包括天然名胜或自然区域、地质地文结构、生物保护区、生物进化等4类[1]。截止

2012年7月,全球拥有世界自然遗产217项(含文化与自然遗产29项),分布在94个缔约国。目前关于世界自

然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与功能、保护与开发、空间分布等方面。如梁学成[2]以中国遗产旅游现状为基础,
分析了遗产的旅游价值,提出了不同类型遗产的开发模式;周年兴等人[3]分析论证了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的完

整性原则,提出了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策略;张朝枝等人[4]通过分析武陵源管理制度变迁的原因,揭示了世界

自然遗产地管理制度变迁的实质与动力机制;李华明等人[5]实证研究了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的保护途径;陶伟[6]

分析了中国世界遗产的现状与分布;向延平[7]对中国世界遗产的数量,空间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王昕等人[8]从

区域角度分析了国内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尹国蔚[9]从计算各大洲世界遗产的分布

密度入手,归纳总结了世界遗产的纬向、经向分布特征;杨帆[10]对世界遗产海洋项目的分布进行了初探;潘运伟

等人[11]研究了濒危世界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演变特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间分布研究从早期的定性描述,
逐渐发展到定量的统计分析、结构分析和比较研究。已有成果为科学把握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规律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与参考,但大多把范围限定在国家尺度上,且研究对象往往笼统针对所有世界遗产,尚无针对世界自然遗

产空间分布特征的专门研究。本研究拟从半球、纬向、洲际、国家等不同空间尺度,以 UNESCO官方数据为基

础,采用频率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揭示世界自然遗产的分布规律和特征,为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与评定、保护与

管理和遗产旅游规划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1世界自然遗产概况

文中世界自然遗产数据引自世界遗产中心(http://whc.unesco.org/en/list)。截至2012年7月,全球拥有

世界自然遗产217项,其中29项为文化与自然遗产。201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对世界

遗产给出了10条评定标准,其中后4条针对自然遗产。对以上217项世界自然遗产的符合标准进行了整理,其
中符合标准vii“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的自然美和审美价值的地带”的遗产133项,占61%;符合标准

viii“具有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录、正在进行的重要地貌发展的地质过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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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形地貌特征”的遗产83项,占38%;符合标准ix“具有构成代表具有重要意义的进行中的生态和生物演化

过程,陆地、活水、海洋海岸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发展的突出例证”的遗产112项,占52%;符合标准x“具有生

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最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的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

动植物”的遗产137,占63%。满足1条及以上标准的均有资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所有自然遗产满足标

准条数的整理表明,符合2条自然遗产遴选标准的遗产项目最多,达92项;符合1条遴选标准的遗产项目次之,
有45项;符合3条遴选标准的遗产28项;符合全部3条标准的遗产项目最少,只有18项。全部自然遗产分布在

六大洲的94个国家。

2世界自然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2.1半球分布特征

表1 世界自然遗产南北、东西半球分布情况

半球划分
陆地面积/

(104km2)
占全球陆地

面积百分比/%

世界自然

遗产数量/项

空间分布密度/

(项·(106km2)-1)
占全球自然

遗产比例/%

南北划分
南半球 4970 33.36 66 1.33 30.41

北半球 9930 66.64 151 1.52 69.59

东西划分
东半球 9300 62.42 158 1.69 72.81

西半球 5600 37.58 59 1.45 27.19

  表1显示,无论

是南北半球还是东西

半球,世界自然遗产

分布的数量差异都很

大,但空间分布密度

大致相当。从南北半

球的分布来看,北半

球的世界自然遗产数

是南半球的近2.3倍,数量分布不平衡。由于北半球陆地面积是南半球的2.1倍,在空间分布密度上二者相差

甚微(表1)。为便于统计分析,将东半球的陆地面积近似为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的面积之和,西半球的面积

近似为美洲面积。从表1还可以看出,东半球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是西半球的2.68倍,差异极大;从分布密度看,
东半球略高于西半球。

2.2纬向分布特征

表2 世界自然遗产的纬向分布情况

纬向
纬度区面积/

(104km2)
自然遗产分

布数量/项

占全球自然

遗产比例/%

空间分布密度/

(项·(106km2)-1)

低纬度 4804 125 57.60 2.60

中纬度 6505 75 34.56 1.15

高纬度 3591 17 7.84 0.47

按照习惯,30°N~30°S之间为低纬度范围,

30°N~60°N和30°S~60°S为中纬度范围,60°N以

北和60°S以南为高纬度范围,统计各纬度区面积、
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计算世界自然遗产的空间密度。
表2显示,世界自然遗产的纬向分布,无论数量还是

空间分布密度都不均衡。虽然各纬度区域世界自然

遗产数与区域面积基本成正相关,但世界自然遗产

显著集中分布在低纬度和中纬度区域,两个纬度范围的数量占了全球世界自然遗产总量的92%,高纬度地区仅

占8%,远远低于中、低纬度地区。在空间分布密度上,低纬度地区最高,中纬度地区次之,高纬度地区最小。高

纬度地区的空间分布密度远远小于中、低纬度地区。高纬度地区气候条件差,生物种群相对单一,是形成上述分

布特征的主要原因。

2.3洲际分布特征

表3 世界自然遗产洲际分布情况

洲名
遗产

数量

百分

比/%

大洲面积/

(104km2)
面积占

比/%

空间分布密度/

(项·(106km2)-1)
自然遗产人口密度/

(项·(107 人)-1)
分布集

中指数

亚洲 46 21.20 4400 29.53 1.05 0.09 0.72
欧洲 48 22.12 1000 6.71 4.80 0.48 3.30
非洲 43 19.81 3000 20.13 1.43 0.41 0.98

北美洲 37 17.05 2400 16.11 1.54 0.99 1.06
南美洲 21 9.68 1800 12.08 1.17 0.70 0.80
大洋洲 22 10.14 900 6.04 2.44 4.67 1.68
全球 217100.00 14900 100.00 1.46 1.25

为方便统计,采用常用的大

洲划分法,按照亚洲、欧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分
别就世界自然遗产数量、空间分

布密度、世界自然遗产人口密度

(即各大洲每千万人口拥有的遗

产数量)和分布集中指数(即各

大洲世界自然遗产数占总量的

百分比除以各大洲陆地面积占

世界陆地面积的百分比)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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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表3显示,各大洲世界自然遗产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南北美洲最多,大洋洲最少,前者是后者的2.7倍,
差距很大。但世界自然遗产数量与大洲面积成正相关,世界自然遗产数量与大洲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97,能通

过显著性水平0.01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面积较大洲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更丰富。
世界自然遗产的空间分布密度和世界自然遗产的人口密度分别以欧洲和大洋洲为最大,亚洲最小。从表3

可见,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世界自然遗产空间分布密度高于全球分布密度,南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均低于全

球分布密度;大洋洲的空间分布密度最大,亚洲最小。世界自然遗产人口密度以大洋洲占绝对优势,北美洲次

之,欧洲、非洲接近,亚洲最低。世界自然遗产人口密度与人口总量有着直接关系,人口越少对自然地理环境的

开发利用就越小,有利于自然遗产地的保护。表3显示,世界自然遗产分布集中指数欧洲最高,亚洲最低。

2.4国家分布特征

表4 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排行前五的国家分布情况

国家 遗产数量/项 占遗产总数百分比/%

澳大利亚 16 7.37

美国/中国 12 5.53

俄罗斯 9 4.15

加拿大 8 3.69

巴西 7 3.23

总计 64 29.47

从统计结果看,世界自然遗产在各国的分布极不均衡(表

4)。目前共有9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排名前5
位的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
上述6个国家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64项,占世界自然遗产总量

的29.47%,分布集中指数达5.34,而其余88个国家共有的世

界自然遗产只占世界自然遗产总量的70.53%,其分布集中指

数值仅有0.70,二者存在着数量级差距。
发达国家世界自然遗产分布优势十分明显。从表5可见,

发达国家的自然遗产分布集中指数高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达

国家世界自然遗产分布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结果与发达国家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及优于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关系密切。

表5 世界自然遗产的国家分布情况

类型 国家
遗产

数量

占遗产总数

百分比/%

分布集

中指数

发达国家
日本、韩国、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
士、英国、冰岛、荷兰、南非、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68 31.34 1.38

发展中国家

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越
南、也门、哈萨克斯坦、蒙古、白俄罗斯和波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斯洛伐

克、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黑山、乌克兰、喀麦隆、中非、科特迪瓦、基里巴斯、

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和科特迪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塔尼

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塞舌尔、尼斯突、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阿根

廷、伯利兹、波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国、厄瓜多尔、洪
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秘鲁、苏里南、委内瑞拉、圣卢西亚、所罗门群岛

149 68.66 0.97

3结论

本文从半球、纬向、洲际和国家等多个不同的空间尺度,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较为系统的研究了世界自然遗

产的分布特征。通过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1)从半球尺度来看,南半球与北半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的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成倍数差异,但分布密度大致相

当;

2)在纬向分布上,世界自然遗产显著集中分布在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高纬度地区分布极少;

3)世界自然遗产的洲际分布虽然在数量和分布密度上差异较大,但世界自然遗产的数量分布与各大洲面积

呈正相关,大洋洲世界自然遗产的空间分布密度和人口密度最为显著;

4)世界各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分布极不均衡,发达国家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

461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1卷



参考文献:
[1]WorldHeritageCentre.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
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EB/OL].
(2012-08-17).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2]梁学成.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2006(6):16-22.
LiangXC.Tourismvalueofworldheritagesanditsdevelop-
mentmodel[J].JournalofTravelResearch,2006(6):16-22.

[3]周年兴,林振山,黄震方,等.世界自然遗产地面临的威胁

及中国的保护对策[J].自然资源学报,2008,23(1):25-31.
ZhouNX,LinZS,HuangZF,etal.Threatsfacedbyworld
naturalheritagesandtheprotectionmeasuresfromChina[J].
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2008,23(1):25-31.

[4]张朝枝,徐红罡.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变迁[J],

管理世界,2007(8):52-57.
ZhangCZ,XuHG.Changesinworldnaturalheritagesre-
sourcemanagementsystemsinChina[J].Management
World,2007(8):52-57.

[5]李华明,张国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世界自然

遗产保护策略[J].民族教育研究,2006,17(2):88-91.
LiH M,ZhangGY.Theworldnaturalheritageprotection
strategyintheperspectiveofsustainableecologicalenvi-
ronmentdevelopment[J].EthnicEducationResearch,2006,

17(2):88-91.
[6]陶伟.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

旅游出版社,2001.
TaoW.SustainabledevelopmentofworldheritagesinChina

[M].Beijing:ChinaTourismPress,2001.
[7]向延平.中国世界遗产数量特征定量分析[J].资源开发与

市场,2009,25(5):478-490.
XiangYP.Quantitativecharacteristicsofworldheritages
inChina[J].ResourceDevelopmentandMarket,2009,25
(5):478-490.

[8]王昕,韦杰,胡传东.中国世界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
地理研究,2010,29(11):2080-2089.
WangX,WeiJ,HuCD.Thecharacteristicsofworldherit-
agesspatialdistributionin China[J].GeographicalRe-
search,2010,29(11):2080-2089.

[9]尹国蔚.世界遗产空间分布的统计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

息科学,2009,25(4):104-108.
YinG W.Statisticalanalysisofthegeographicaldistribu-
tionofworldheritages[J].GeographyandGeographicIn-
formationScience,2009,25(4):104-108.

[10]杨帆.全球世界遗产海洋项目的空间分布浅析[J].现代经

济信息,2010(14):191.
YangF.Themarineprojectdistributionofworldheritages
[J].Moderneconomicinformation,2010(14):191.

[11]潘运伟,杨明.濒危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特征

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2,28(4):88-93.
PanY W,YangM.Theevolutionfeaturesofthetempo-
spatialdistributionofworldheritagesindanger[J].Geog-
raphyandGeographicInformationScience,2012,28(4):

88-93.

SpatialDistributionoftheWorldNaturalHeritages

CAOHuasheng
(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 Manage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epresentpaper,usingfrequencyanalysisandcomparativeanalysis,attemptstostudythedistributionofthenaturalheritagesin
theworldatmulti-scalesofhemispherical,latitudinal,intercontinentalandnationalas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nominationandassess-
mentoftheworldnaturalheritage,theprotectionandmanagementofheritagesites,tourismplanninganddevelopmentoftheheritage.The
resultsindicatedthatthenumberofthenaturalheritagesinthenorthernhemisphereis2.3timesofthesouthernhemisphereandthenumber
intheeasternhemisphereis2.68timesofthewesternhemisphere.However,thespatialdensityisquitematchedbetweenthenorthernand
southernhemispheres,andbetweentheeasternandwesternhemispheresrespectively.Fromthepointviewoflatitudinaldistribution,the
worldnaturalheritagessignificantlyconcentratedinlowlatituderegions,whichaccountsfor92%ofthetotal.Thenumberofnaturalherit-
ageineachcontinentissignificantcorrelatedwiththecontinentareawithapositivecorrelationcoefficientof0.97.Amongofthecompared
fivecontinents,theEurope,Oceaniahasthehighestspatialdensityof4.80heritagespermillionkm2andpercapitalheritagedensityof4.67
heritagespertenmillionpopulations,respectively.Indevelopedcountries,thedistributionefficiencyindexreaches1.38,whichissignifi-
cantlylargerthandevelopingcountries.Overall,theregionaldistributionoftheworldnaturalheritagehadacloserelationwiththenatural
andanthropogenicenvironments.
Keywords:worldnaturalheritage;spatialdistribution;spatialdensityofheritage;populationdensityofheritage;distributioneffi-
cienc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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