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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體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目的在於調和生態系並兼顧永續應用，由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自1976年開始推動。

「世界遺產」原則上守護未經人工開發的原始大自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
園區的目的則在於大自然與人類社會共存。

目前登錄總數為120國的669個地區（截止2017年6月）。

祖母・傾・大崩山系及其周邊地區橫跨大分縣、宮崎縣，獨特的地形地質形成特有的美麗景觀，並擁有多種珍
貴生態系。

此外，本地居民對大自然充滿敬畏，用心守護，並在日常生活中巧妙應用自然資產。

何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正式名稱：Biosphere Reserves（生物圈保護區）

祖母・傾・大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
共存 人類大自然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相關對策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以登錄為契機，力求將該區域豐饒的自然環境以及人們一邊敬畏
自然一邊實現發展的生活切實傳承至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為充分發揮上述3大機能，與相關機構合作基於上述基本方針推動
相關對策。

詳細資訊刊登於官網！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官網

http://sobokatamuki-br-council.org/

洽詢處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大分縣秘書處/大分縣生活環境部自然保護推動室　TEL 0081-97-536-1111（縣政府總機）

宮崎縣秘書處/宮崎縣綜合政策部中山間、區域政策課　TEL 0081-985-26-7035（直通）
大分縣佐伯市區域振興課　TEL 0081-972-22-3486（直通）
大分縣竹田市商工觀光課　TEL 0081-974-63-4807（直通）
大分縣豐後大野市商工觀光課　TEL 0081-974-22-1001（總機）

宮崎縣延岡市經營政策課　TEL 0081-982-22-7074（直通）
宮崎縣高千穗町財政課綜合政策室　TEL 0081-982-73-1260（直通）
宮崎縣日之影町區域振興課　TEL 0081-982-87-3910（直通）

山峰與溪谷孕育出的森林與水源，將生活智慧傳承至下一代
～對大自然懷抱敬畏～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活動理念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的特徵

相關對策基本方針

推動協議會發展歷程

①推動調查研究以充實守護機能
②當地居民主動推動守護活動

基本方針1
持續守護珍貴生態系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①因應時代潮流持續應用自然資產，以促成區域發展
②確保、培育下一代核心人才

基本方針3
與大自然共存之永續發展

①建構學術研究體制以推動調查研究
②與地區合作推動ESD
③作為日本國內外課題解決範本有所助益

基本方針2
支援學術研究及調查、研習

2015年2月
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
大分宮崎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6年8月
日本國內推薦對象決定

（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內
委員會MAB計畫專項會議）

2017年9月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7年6月
登錄確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計畫
國際調整理事會）

3大機能與地區

個別機能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應該相互連動以補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為實現上述3大機能，設定下列3大地區。

經濟與
社會發展

保存機能
包含代表生物地理學區域之
生態系（有人類介入）在內，

為保全生物多樣性之重要區域。

推動相關對策，以成為守護
自然環境並兼顧永續發展之

日本國內外發展範本。

（保全生物多樣性）

學術
研究支援

為追求永續發展，提供調查、
研究、教育、研習場所。

險峻的山岳地形與美麗溪谷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守護並應用自然資產

火山活動形成的岩石山群隨處可見，
令人心醉的莊嚴斷崖及低矮山區的美
麗溪谷等，獨特景致十分美麗。

除了能看到多種植生外，還是日本髭
羚、祖母山椒魚等罕見生物棲息的物
種寶庫。

除了對大自然充滿敬畏外，本地居民
致力保護大自然並持續應用自然資產

（農林業、觀光業）。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區域圖▶

都道府縣市町村地圖係由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大分
宮崎推動協議會根據國土交通省「國土數據資訊（行政區數據）」

（2015年）加工（http://nlftp.mlit.go.jp/ksj/）。
背景地圖則使用國土地理院地理院圖塊（色別標高圖）（海洋部分
根據海上保安廳海洋資訊部資料製圖）（http://www.gsi.go.jp/）。

分　類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生態園區全區

面積（ha）

1,580

17,748

224,344

243,672

白山（石川縣、岐阜縣、富山縣、福井縣）、大台原・大峯山・大杉谷（三重縣、奈良縣）、志賀高原（長野縣、群馬縣）、
屋久島・口永良部島（鹿兒島縣）、綾（宮崎縣）、南阿爾卑斯（山梨縣、長野縣、靜岡縣）、只見（福島縣）、
祖母・傾・大崩（大分縣、宮崎縣）、水上（群馬縣、新瀉縣）

必須嚴格保護自然
環境之地區

核心地區與過渡地區間之
緩衝區，保護核心地區不受

人類活動侵害

人類在此生活，並在考量環境
前提下進行產業活動等，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之地區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日本國內登錄地區：9處（截止2017年6月）

宮崎縣

大分縣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祖母・傾・大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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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當地居民主動推動守護活動

基本方針1
持續守護珍貴生態系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①因應時代潮流持續應用自然資產，以促成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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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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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作為日本國內外課題解決範本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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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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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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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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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
登錄確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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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機能與地區

個別機能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應該相互連動以補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為實現上述3大機能，設定下列3大地區。

經濟與
社會發展

保存機能
包含代表生物地理學區域之
生態系（有人類介入）在內，

為保全生物多樣性之重要區域。

推動相關對策，以成為守護
自然環境並兼顧永續發展之

日本國內外發展範本。

（保全生物多樣性）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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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追求永續發展，提供調查、
研究、教育、研習場所。

險峻的山岳地形與美麗溪谷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守護並應用自然資產

火山活動形成的岩石山群隨處可見，
令人心醉的莊嚴斷崖及低矮山區的美
麗溪谷等，獨特景致十分美麗。

除了能看到多種植生外，還是日本髭
羚、祖母山椒魚等罕見生物棲息的物
種寶庫。

除了對大自然充滿敬畏外，本地居民
致力保護大自然並持續應用自然資產

（農林業、觀光業）。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區域圖▶

都道府縣市町村地圖係由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大分
宮崎推動協議會根據國土交通省「國土數據資訊（行政區數據）」

（2015年）加工（http://nlftp.mlit.go.jp/ksj/）。
背景地圖則使用國土地理院地理院圖塊（色別標高圖）（海洋部分
根據海上保安廳海洋資訊部資料製圖）（http://www.gs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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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傾・大崩（大分縣、宮崎縣）、水上（群馬縣、新瀉縣）

必須嚴格保護自然
環境之地區

核心地區與過渡地區間之
緩衝區，保護核心地區不受

人類活動侵害

人類在此生活，並在考量環境
前提下進行產業活動等，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之地區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日本國內登錄地區：9處（截止2017年6月）

宮崎縣

大分縣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竹田市
豐後大野市

高千穗町

日之影町

佐伯市

延岡市

傾山

大崩山
祖母山

東
九
州
高
速
公
路

57

10

10

502

326

218

地區分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體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目的在於調和生態系並兼顧永續應用，由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自1976年開始推動。

「世界遺產」原則上守護未經人工開發的原始大自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
園區的目的則在於大自然與人類社會共存。

目前登錄總數為120國的669個地區（截止2017年6月）。

祖母・傾・大崩山系及其周邊地區橫跨大分縣、宮崎縣，獨特的地形地質形成特有的美麗景觀，並擁有多種珍
貴生態系。

此外，本地居民對大自然充滿敬畏，用心守護，並在日常生活中巧妙應用自然資產。

何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正式名稱：Biosphere Reserves（生物圈保護區）

祖母・傾・大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
共存 人類大自然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相關對策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以登錄為契機，力求將該區域豐饒的自然環境以及人們一邊敬畏
自然一邊實現發展的生活切實傳承至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為充分發揮上述3大機能，與相關機構合作基於上述基本方針推動
相關對策。

詳細資訊刊登於官網！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官網

http://sobokatamuki-br-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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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縣豐後大野市商工觀光課　TEL 0081-974-22-1001（總機）

宮崎縣延岡市經營政策課　TEL 0081-982-22-7074（直通）
宮崎縣高千穗町財政課綜合政策室　TEL 0081-982-73-1260（直通）
宮崎縣日之影町區域振興課　TEL 0081-982-87-3910（直通）

山峰與溪谷孕育出的森林與水源，將生活智慧傳承至下一代
～對大自然懷抱敬畏～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活動理念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的特徵

相關對策基本方針

推動協議會發展歷程

①推動調查研究以充實守護機能
②當地居民主動推動守護活動

基本方針1
持續守護珍貴生態系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①因應時代潮流持續應用自然資產，以促成區域發展
②確保、培育下一代核心人才

基本方針3
與大自然共存之永續發展

①建構學術研究體制以推動調查研究
②與地區合作推動ESD
③作為日本國內外課題解決範本有所助益

基本方針2
支援學術研究及調查、研習

2015年2月
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
大分宮崎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6年8月
日本國內推薦對象決定

（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內
委員會MAB計畫專項會議）

2017年9月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7年6月
登錄確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計畫
國際調整理事會）

3大機能與地區

個別機能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應該相互連動以補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為實現上述3大機能，設定下列3大地區。

經濟與
社會發展

保存機能
包含代表生物地理學區域之
生態系（有人類介入）在內，

為保全生物多樣性之重要區域。

推動相關對策，以成為守護
自然環境並兼顧永續發展之

日本國內外發展範本。

（保全生物多樣性）

學術
研究支援

為追求永續發展，提供調查、
研究、教育、研習場所。

險峻的山岳地形與美麗溪谷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守護並應用自然資產

火山活動形成的岩石山群隨處可見，
令人心醉的莊嚴斷崖及低矮山區的美
麗溪谷等，獨特景致十分美麗。

除了能看到多種植生外，還是日本髭
羚、祖母山椒魚等罕見生物棲息的物
種寶庫。

除了對大自然充滿敬畏外，本地居民
致力保護大自然並持續應用自然資產

（農林業、觀光業）。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區域圖▶

都道府縣市町村地圖係由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大分
宮崎推動協議會根據國土交通省「國土數據資訊（行政區數據）」

（2015年）加工（http://nlftp.mlit.go.jp/ksj/）。
背景地圖則使用國土地理院地理院圖塊（色別標高圖）（海洋部分
根據海上保安廳海洋資訊部資料製圖）（http://www.gsi.go.jp/）。

分　類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生態園區全區

面積（ha）

1,580

17,748

224,344

243,672

白山（石川縣、岐阜縣、富山縣、福井縣）、大台原・大峯山・大杉谷（三重縣、奈良縣）、志賀高原（長野縣、群馬縣）、
屋久島・口永良部島（鹿兒島縣）、綾（宮崎縣）、南阿爾卑斯（山梨縣、長野縣、靜岡縣）、只見（福島縣）、
祖母・傾・大崩（大分縣、宮崎縣）、水上（群馬縣、新瀉縣）

必須嚴格保護自然
環境之地區

核心地區與過渡地區間之
緩衝區，保護核心地區不受

人類活動侵害

人類在此生活，並在考量環境
前提下進行產業活動等，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之地區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日本國內登錄地區：9處（截止2017年6月）

宮崎縣

大分縣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險峻山腠及幀鼦溪谷։
　　祖母・傾・大崩山系以險峻的山岳地形及꧆⨀、美麗的玱箁衽珖，鸏酭的地形、地質醳꧹，⺫わ連筅饱⠃
的䀵石山群、險峻倬䄉及滞多幀鼦溪谷瘞。獨特景觀㔋㷎隶䎑，⟂ⵌ鏞麉㹐心ꃰ♶䊺。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祖母・傾・大崩山系嵳䬫高且保有滞多原生自然卌，ꦑ高䏞♶ず，能溏ⵌ䖰军影䌟ⵌⲈ影䌟之多種植生。
鸏酭⛳能溏ⵌ滞多只生長、喌䜂在特定地區的罕見珍貴動植暟，⢿㥶特別自然私䙂暟Ղ日本녈繶、亙珖與
〢代日本列島饱彂有關之「銔鸠私銴稇」植暟瘞。鸏❉罕見動植暟懼荆穪種，䗳갭用心保護其分䋒地區之自
然環境。

˟銔鸠私銴稇：日本列島中，私⟻、㔋國、⛰䊝山地自〢㽠是ꤷ地，所閗銔鸠私銴稇䭸的是分䋒於上述山地的日本㔿有種植暟。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1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2

大崩山的蔅䄋岩㠗令人㾓息，
僱㷎則有刌勭딚蔅渿。

䊛上溪谷㢚㷎♧晚襟뇓，
入鼇涰大喀林嵮景럊之♧。

傾山䖤名倴ぢ祖母山傾俷的外㘗，
特䗚為꧆⨀磧桉的岩石山。

見用溪谷以㣼岩及幢惽溪崩衽稱，
猨㷎還能颣梖嘰秋。

祖母山乩有㼺ꌴ玱箁、岩㠗等，山㪨磧桉，
⪔受殹地居民敬畏。

大崩山（弉㝫）
（延岡市）

川上溪谷
（豐後大野市）

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見立溪谷

（日之影町）

䖰㣔权䀵黇滗祖母山
（竹田市、豐後大野市、高千穗町）

國㹻䭸㹁特別自然私䙂物，
日本㔿有種，在⛰䊝地區懼荆穪種。

日本녈繶

〫棲息在祖母・傾・大崩山系溪崩⚥的㔿有種，
2014年栽涬ꏗ為倞種。

祖母山嗊눴

懼荆穪種，特䗚是色䕙늫鞴，
ず儘⛳是日本國軨。

大稙踖軨

生Ꟁ倴標高1,000m以上的高山，
為⛰䊝特產㔿有種，僱㷎渿儘令滞多涬山罏心醉。

瘱稙刌勭딚蔅

倴祖母・傾・大崩山系之㤹山能看到不ず植生的㘍湬分䋒，
Ⱖ⚥包䭍撑晚酭的大山嬁夷埠。

大山嬁夷埠

特䗚為랔色㊨〱朜蔅労的銔鸠私要稇植物，
懼荆穪種。

랔山哆

伢䕧：䎂ꅿ⥜生

日之䕧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伢䕧：㼭歊 嫏伢䕧：市之戦 㷂

Ⱶ㷎的祖母・傾・大崩山系為兪槇ⱺꨔ銼覈，
佞滚劆湈是ꬆ閶的ꋓ涯⚆歲。

琎ꨔ的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大分鞮䖕大ꅿ地颶Ⱇ園推動協議會提供

鞮䖕大ꅿ市自然〷之會提供

։守護、㶲育珍貴的大自然並傳承後世։
　　為✫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的豐⾩自然產並將原始㪨態傳承後世，ꤑ✫荞力保護㼂貴的原生卌外，並鷴
過相關對策植埠、鷆求喀卌合理多⸆能⻋，推動生態系瘞相關調查及둷桊㹳對策，佖㊥屎川環境瘞。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1

։䠮「大自然，䖰中學绢並將其珍貴䚍傳承後世։
　　為✫ぢ下一代傳麨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豐⾩自然資產的重銴䚍，莊鳵自然、人類共存教育及相關研
绢。〥外，祖母・傾・大崩地區⛳是濼そ登山景럊，為✫ぢ其➮地區㹒傳其눃力所在，並琎極開設應用自然環境
的環保觀光遤玑及髣谷、䫵石瘞自然體뀿遤玑。

։敬畏大自然，並將傳窡傳承窍下一代։
　　自〢以⢵，祖母・傾・大崩山系自然資產與本地區日常生活㺙♶〳分為✫邍麨對大自然的䠮闒之䠑，莊
鳵牝狸豐佐、㸞的牺Ⱙ，並邍怵牟坿、莻柲敬牟。㥶➛人們⛳♶䘎對大自然的敬畏，並鷴過相關對策將傳窡
傳承窍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2

։應用自然資產經營日常生活，並傳承窍下一代։
　　本地地形險峻，自然環境㓂蕙⽰⢪㥶此，自〢居民們➠麌用各類兰䢵於巧䙼，⭽〳能應用自然資產。過
此地剎擁有日本數一數✳的燴噠，並培育ⴀ鴍噠、卌噠、竹醢工谁ㅷ瘞各類產噠，傳承至➛，目前則是日本
數一數✳的加勞、껻蝇及岁事用日本蜯虋產地。

鞮䖕大ꅿ市提供

祖母山開山⭑䒭
（山갥牺）

高⼪琝町提供
⡠⠭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䗣㢹邍怵三⼧三殤
牟坿敬牟的㢹牟坿

應用險峻山谷
地形的唑田

高⼪琝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畾歊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畾歊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彂孒輶抡辿
重現白山川

於㤹山地區瘞之
植生調查

谑屎內溪谷
髣谷

兒留環境教育、
自然觀㻌會

⛰䊝㈔一的
鴍勠姐莻⠂Ղ

大人姐莻⠂

將民⤺怵谁
傳承窍㷛㶩們

蜯虋ㅷ質⫃鋕
日本國

祖母・傾・大崩山系
自然資產

主銴產噠之一Ղ
竹醢工谁ㅷ

為將㼂貴水彂
䎂㖳分ꂂ而建成的

㕩形分水設倷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䒂䀥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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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的豐⾩自然產並將原始㪨態傳承後世，ꤑ✫荞力保護㼂貴的原生卌外，並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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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1

։䠮「大自然，䖰中學绢並將其珍貴䚍傳承後世։
　　為✫ぢ下一代傳麨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豐⾩自然資產的重銴䚍，莊鳵自然、人類共存教育及相關研
绢。〥外，祖母・傾・大崩地區⛳是濼そ登山景럊，為✫ぢ其➮地區㹒傳其눃力所在，並琎極開設應用自然環境
的環保觀光遤玑及髣谷、䫵石瘞自然體뀿遤玑。

։敬畏大自然，並將傳窡傳承窍下一代։
　　自〢以⢵，祖母・傾・大崩山系自然資產與本地區日常生活㺙♶〳分為✫邍麨對大自然的䠮闒之䠑，莊
鳵牝狸豐佐、㸞的牺Ⱙ，並邍怵牟坿、莻柲敬牟。㥶➛人們⛳♶䘎對大自然的敬畏，並鷴過相關對策將傳窡
傳承窍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2

։應用自然資產經營日常生活，並傳承窍下一代։
　　本地地形險峻，自然環境㓂蕙⽰⢪㥶此，自〢居民們➠麌用各類兰䢵於巧䙼，⭽〳能應用自然資產。過
此地剎擁有日本數一數✳的燴噠，並培育ⴀ鴍噠、卌噠、竹醢工谁ㅷ瘞各類產噠，傳承至➛，目前則是日本
數一數✳的加勞、껻蝇及岁事用日本蜯虋產地。

鞮䖕大ꅿ市提供

祖母山開山⭑䒭
（山갥牺）

高⼪琝町提供
⡠⠭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䗣㢹邍怵三⼧三殤
牟坿敬牟的㢹牟坿

應用險峻山谷
地形的唑田

高⼪琝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畾歊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畾歊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彂孒輶抡辿
重現白山川

於㤹山地區瘞之
植生調查

谑屎內溪谷
髣谷

兒留環境教育、
自然觀㻌會

⛰䊝㈔一的
鴍勠姐莻⠂Ղ

大人姐莻⠂

將民⤺怵谁
傳承窍㷛㶩們

蜯虋ㅷ質⫃鋕
日本國

祖母・傾・大崩山系
自然資產

主銴產噠之一Ղ
竹醢工谁ㅷ

為將㼂貴水彂
䎂㖳分ꂂ而建成的

㕩形分水設倷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䒂䀥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險峻山腠及幀鼦溪谷։
　　祖母・傾・大崩山系以險峻的山岳地形及꧆⨀、美麗的玱箁衽珖，鸏酭的地形、地質醳꧹，⺫わ連筅饱⠃
的䀵石山群、險峻倬䄉及滞多幀鼦溪谷瘞。獨特景觀㔋㷎隶䎑，⟂ⵌ鏞麉㹐心ꃰ♶䊺。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祖母・傾・大崩山系嵳䬫高且保有滞多原生自然卌，ꦑ高䏞♶ず，能溏ⵌ䖰军影䌟ⵌⲈ影䌟之多種植生。
鸏酭⛳能溏ⵌ滞多只生長、喌䜂在特定地區的罕見珍貴動植暟，⢿㥶特別自然私䙂暟Ղ日本녈繶、亙珖與
〢代日本列島饱彂有關之「銔鸠私銴稇」植暟瘞。鸏❉罕見動植暟懼荆穪種，䗳갭用心保護其分䋒地區之自
然環境。

˟銔鸠私銴稇：日本列島中，私⟻、㔋國、⛰䊝山地自〢㽠是ꤷ地，所閗銔鸠私銴稇䭸的是分䋒於上述山地的日本㔿有種植暟。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1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2

大崩山的蔅䄋岩㠗令人㾓息，
僱㷎則有刌勭딚蔅渿。

䊛上溪谷㢚㷎♧晚襟뇓，
入鼇涰大喀林嵮景럊之♧。

傾山䖤名倴ぢ祖母山傾俷的外㘗，
特䗚為꧆⨀磧桉的岩石山。

見用溪谷以㣼岩及幢惽溪崩衽稱，
猨㷎還能颣梖嘰秋。

祖母山乩有㼺ꌴ玱箁、岩㠗等，山㪨磧桉，
⪔受殹地居民敬畏。

大崩山（弉㝫）
（延岡市）

川上溪谷
（豐後大野市）

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見立溪谷

（日之影町）

䖰㣔权䀵黇滗祖母山
（竹田市、豐後大野市、高千穗町）

國㹻䭸㹁特別自然私䙂物，
日本㔿有種，在⛰䊝地區懼荆穪種。

日本녈繶

〫棲息在祖母・傾・大崩山系溪崩⚥的㔿有種，
2014年栽涬ꏗ為倞種。

祖母山嗊눴

懼荆穪種，特䗚是色䕙늫鞴，
ず儘⛳是日本國軨。

大稙踖軨

生Ꟁ倴標高1,000m以上的高山，
為⛰䊝特產㔿有種，僱㷎渿儘令滞多涬山罏心醉。

瘱稙刌勭딚蔅

倴祖母・傾・大崩山系之㤹山能看到不ず植生的㘍湬分䋒，
Ⱖ⚥包䭍撑晚酭的大山嬁夷埠。

大山嬁夷埠

特䗚為랔色㊨〱朜蔅労的銔鸠私要稇植物，
懼荆穪種。

랔山哆

伢䕧：䎂ꅿ⥜生

日之䕧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伢䕧：㼭歊 嫏伢䕧：市之戦 㷂

Ⱶ㷎的祖母・傾・大崩山系為兪槇ⱺꨔ銼覈，
佞滚劆湈是ꬆ閶的ꋓ涯⚆歲。

琎ꨔ的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大分鞮䖕大ꅿ地颶Ⱇ園推動協議會提供

鞮䖕大ꅿ市自然〷之會提供

։守護、㶲育珍貴的大自然並傳承後世։
　　為✫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的豐⾩自然產並將原始㪨態傳承後世，ꤑ✫荞力保護㼂貴的原生卌外，並鷴
過相關對策植埠、鷆求喀卌合理多⸆能⻋，推動生態系瘞相關調查及둷桊㹳對策，佖㊥屎川環境瘞。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1

։䠮「大自然，䖰中學绢並將其珍貴䚍傳承後世։
　　為✫ぢ下一代傳麨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豐⾩自然資產的重銴䚍，莊鳵自然、人類共存教育及相關研
绢。〥外，祖母・傾・大崩地區⛳是濼そ登山景럊，為✫ぢ其➮地區㹒傳其눃力所在，並琎極開設應用自然環境
的環保觀光遤玑及髣谷、䫵石瘞自然體뀿遤玑。

։敬畏大自然，並將傳窡傳承窍下一代։
　　自〢以⢵，祖母・傾・大崩山系自然資產與本地區日常生活㺙♶〳分為✫邍麨對大自然的䠮闒之䠑，莊
鳵牝狸豐佐、㸞的牺Ⱙ，並邍怵牟坿、莻柲敬牟。㥶➛人們⛳♶䘎對大自然的敬畏，並鷴過相關對策將傳窡
傳承窍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2

։應用自然資產經營日常生活，並傳承窍下一代։
　　本地地形險峻，自然環境㓂蕙⽰⢪㥶此，自〢居民們➠麌用各類兰䢵於巧䙼，⭽〳能應用自然資產。過
此地剎擁有日本數一數✳的燴噠，並培育ⴀ鴍噠、卌噠、竹醢工谁ㅷ瘞各類產噠，傳承至➛，目前則是日本
數一數✳的加勞、껻蝇及岁事用日本蜯虋產地。

鞮䖕大ꅿ市提供

祖母山開山⭑䒭
（山갥牺）

高⼪琝町提供
⡠⠭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䗣㢹邍怵三⼧三殤
牟坿敬牟的㢹牟坿

應用險峻山谷
地形的唑田

高⼪琝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畾歊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畾歊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彂孒輶抡辿
重現白山川

於㤹山地區瘞之
植生調查

谑屎內溪谷
髣谷

兒留環境教育、
自然觀㻌會

⛰䊝㈔一的
鴍勠姐莻⠂Ղ

大人姐莻⠂

將民⤺怵谁
傳承窍㷛㶩們

蜯虋ㅷ質⫃鋕
日本國

祖母・傾・大崩山系
自然資產

主銴產噠之一Ղ
竹醢工谁ㅷ

為將㼂貴水彂
䎂㖳分ꂂ而建成的

㕩形分水設倷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䒂䀥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險峻山腠及幀鼦溪谷։
　　祖母・傾・大崩山系以險峻的山岳地形及꧆⨀、美麗的玱箁衽珖，鸏酭的地形、地質醳꧹，⺫わ連筅饱⠃
的䀵石山群、險峻倬䄉及滞多幀鼦溪谷瘞。獨特景觀㔋㷎隶䎑，⟂ⵌ鏞麉㹐心ꃰ♶䊺。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祖母・傾・大崩山系嵳䬫高且保有滞多原生自然卌，ꦑ高䏞♶ず，能溏ⵌ䖰军影䌟ⵌⲈ影䌟之多種植生。
鸏酭⛳能溏ⵌ滞多只生長、喌䜂在特定地區的罕見珍貴動植暟，⢿㥶特別自然私䙂暟Ղ日本녈繶、亙珖與
〢代日本列島饱彂有關之「銔鸠私銴稇」植暟瘞。鸏❉罕見動植暟懼荆穪種，䗳갭用心保護其分䋒地區之自
然環境。

˟銔鸠私銴稇：日本列島中，私⟻、㔋國、⛰䊝山地自〢㽠是ꤷ地，所閗銔鸠私銴稇䭸的是分䋒於上述山地的日本㔿有種植暟。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1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特徵2

大崩山的蔅䄋岩㠗令人㾓息，
僱㷎則有刌勭딚蔅渿。

䊛上溪谷㢚㷎♧晚襟뇓，
入鼇涰大喀林嵮景럊之♧。

傾山䖤名倴ぢ祖母山傾俷的外㘗，
特䗚為꧆⨀磧桉的岩石山。

見用溪谷以㣼岩及幢惽溪崩衽稱，
猨㷎還能颣梖嘰秋。

祖母山乩有㼺ꌴ玱箁、岩㠗等，山㪨磧桉，
⪔受殹地居民敬畏。

大崩山（弉㝫）
（延岡市）

川上溪谷
（豐後大野市）

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見立溪谷

（日之影町）

䖰㣔权䀵黇滗祖母山
（竹田市、豐後大野市、高千穗町）

國㹻䭸㹁特別自然私䙂物，
日本㔿有種，在⛰䊝地區懼荆穪種。

日本녈繶

〫棲息在祖母・傾・大崩山系溪崩⚥的㔿有種，
2014年栽涬ꏗ為倞種。

祖母山嗊눴

懼荆穪種，特䗚是色䕙늫鞴，
ず儘⛳是日本國軨。

大稙踖軨

生Ꟁ倴標高1,000m以上的高山，
為⛰䊝特產㔿有種，僱㷎渿儘令滞多涬山罏心醉。

瘱稙刌勭딚蔅

倴祖母・傾・大崩山系之㤹山能看到不ず植生的㘍湬分䋒，
Ⱖ⚥包䭍撑晚酭的大山嬁夷埠。

大山嬁夷埠

特䗚為랔色㊨〱朜蔅労的銔鸠私要稇植物，
懼荆穪種。

랔山哆

伢䕧：䎂ꅿ⥜生

日之䕧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伢䕧：㼭歊 嫏伢䕧：市之戦 㷂

Ⱶ㷎的祖母・傾・大崩山系為兪槇ⱺꨔ銼覈，
佞滚劆湈是ꬆ閶的ꋓ涯⚆歲。

琎ꨔ的傾山
（佐伯市、豐後大野市、日之影町）

大分鞮䖕大ꅿ地颶Ⱇ園推動協議會提供

鞮䖕大ꅿ市自然〷之會提供

։守護、㶲育珍貴的大自然並傳承後世։
　　為✫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的豐⾩自然產並將原始㪨態傳承後世，ꤑ✫荞力保護㼂貴的原生卌外，並鷴
過相關對策植埠、鷆求喀卌合理多⸆能⻋，推動生態系瘞相關調查及둷桊㹳對策，佖㊥屎川環境瘞。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1

։䠮「大自然，䖰中學绢並將其珍貴䚍傳承後世։
　　為✫ぢ下一代傳麨守護祖母・傾・大崩山系豐⾩自然資產的重銴䚍，莊鳵自然、人類共存教育及相關研
绢。〥外，祖母・傾・大崩地區⛳是濼そ登山景럊，為✫ぢ其➮地區㹒傳其눃力所在，並琎極開設應用自然環境
的環保觀光遤玑及髣谷、䫵石瘞自然體뀿遤玑。

։敬畏大自然，並將傳窡傳承窍下一代։
　　自〢以⢵，祖母・傾・大崩山系自然資產與本地區日常生活㺙♶〳分為✫邍麨對大自然的䠮闒之䠑，莊
鳵牝狸豐佐、㸞的牺Ⱙ，並邍怵牟坿、莻柲敬牟。㥶➛人們⛳♶䘎對大自然的敬畏，並鷴過相關對策將傳窡
傳承窍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山系大自然與人類的共存2

։應用自然資產經營日常生活，並傳承窍下一代։
　　本地地形險峻，自然環境㓂蕙⽰⢪㥶此，自〢居民們➠麌用各類兰䢵於巧䙼，⭽〳能應用自然資產。過
此地剎擁有日本數一數✳的燴噠，並培育ⴀ鴍噠、卌噠、竹醢工谁ㅷ瘞各類產噠，傳承至➛，目前則是日本
數一數✳的加勞、껻蝇及岁事用日本蜯虋產地。

鞮䖕大ꅿ市提供

祖母山開山⭑䒭
（山갥牺）

高⼪琝町提供
⡠⠭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䗣㢹邍怵三⼧三殤
牟坿敬牟的㢹牟坿

應用險峻山谷
地形的唑田

高⼪琝町提供

䒂䀥市提供

畾歊市提供

鞮䖕大ꅿ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畾歊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彂孒輶抡辿
重現白山川

於㤹山地區瘞之
植生調查

谑屎內溪谷
髣谷

兒留環境教育、
自然觀㻌會

⛰䊝㈔一的
鴍勠姐莻⠂Ղ

大人姐莻⠂

將民⤺怵谁
傳承窍㷛㶩們

蜯虋ㅷ質⫃鋕
日本國

祖母・傾・大崩山系
自然資產

主銴產噠之一Ղ
竹醢工谁ㅷ

為將㼂貴水彂
䎂㖳分ꂂ而建成的

㕩形分水設倷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為笞持喀卌機能
鹎遤毝⠄

䒂䀥市提供

日之䕧町提供



竹田市
豐後大野市

高千穗町

日之影町

佐伯市

延岡市

傾山

大崩山
祖母山

東
九
州
高
速
公
路

57

10

10

502

326

218

地區分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體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目的在於調和生態系並兼顧永續應用，由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自1976年開始推動。

「世界遺產」原則上守護未經人工開發的原始大自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
園區的目的則在於大自然與人類社會共存。

目前登錄總數為120國的669個地區（截止2017年6月）。

祖母・傾・大崩山系及其周邊地區橫跨大分縣、宮崎縣，獨特的地形地質形成特有的美麗景觀，並擁有多種珍
貴生態系。

此外，本地居民對大自然充滿敬畏，用心守護，並在日常生活中巧妙應用自然資產。

何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正式名稱：Biosphere Reserves（生物圈保護區）

祖母・傾・大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
共存 人類大自然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相關對策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以登錄為契機，力求將該區域豐饒的自然環境以及人們一邊敬畏
自然一邊實現發展的生活切實傳承至下一代。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為充分發揮上述3大機能，與相關機構合作基於上述基本方針推動
相關對策。

詳細資訊刊登於官網！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官網

http://sobokatamuki-br-council.org/

洽詢處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大分縣秘書處/大分縣生活環境部自然保護推動室　TEL 0081-97-536-1111（縣政府總機）

宮崎縣秘書處/宮崎縣綜合政策部中山間、區域政策課　TEL 0081-985-26-7035（直通）
大分縣佐伯市區域振興課　TEL 0081-972-22-3486（直通）
大分縣竹田市商工觀光課　TEL 0081-974-63-4807（直通）
大分縣豐後大野市商工觀光課　TEL 0081-974-22-1001（總機）

宮崎縣延岡市經營政策課　TEL 0081-982-22-7074（直通）
宮崎縣高千穗町財政課綜合政策室　TEL 0081-982-73-1260（直通）
宮崎縣日之影町區域振興課　TEL 0081-982-87-3910（直通）

山峰與溪谷孕育出的森林與水源，將生活智慧傳承至下一代
～對大自然懷抱敬畏～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活動理念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的特徵

相關對策基本方針

推動協議會發展歷程

①推動調查研究以充實守護機能
②當地居民主動推動守護活動

基本方針1
持續守護珍貴生態系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①因應時代潮流持續應用自然資產，以促成區域發展
②確保、培育下一代核心人才

基本方針3
與大自然共存之永續發展

①建構學術研究體制以推動調查研究
②與地區合作推動ESD
③作為日本國內外課題解決範本有所助益

基本方針2
支援學術研究及調查、研習

2015年2月
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
大分宮崎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6年8月
日本國內推薦對象決定

（日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內
委員會MAB計畫專項會議）

2017年9月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推動協議會設立

2017年6月
登錄確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B計畫
國際調整理事會）

3大機能與地區

個別機能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應該相互連動以補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
為實現上述3大機能，設定下列3大地區。

經濟與
社會發展

保存機能
包含代表生物地理學區域之
生態系（有人類介入）在內，

為保全生物多樣性之重要區域。

推動相關對策，以成為守護
自然環境並兼顧永續發展之

日本國內外發展範本。

（保全生物多樣性）

學術
研究支援

為追求永續發展，提供調查、
研究、教育、研習場所。

險峻的山岳地形與美麗溪谷 植生種類繁多且極為罕見 守護並應用自然資產

火山活動形成的岩石山群隨處可見，
令人心醉的莊嚴斷崖及低矮山區的美
麗溪谷等，獨特景致十分美麗。

除了能看到多種植生外，還是日本髭
羚、祖母山椒魚等罕見生物棲息的物
種寶庫。

除了對大自然充滿敬畏外，本地居民
致力保護大自然並持續應用自然資產

（農林業、觀光業）。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生態園區區域圖▶

都道府縣市町村地圖係由祖母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大分
宮崎推動協議會根據國土交通省「國土數據資訊（行政區數據）」

（2015年）加工（http://nlftp.mlit.go.jp/ksj/）。
背景地圖則使用國土地理院地理院圖塊（色別標高圖）（海洋部分
根據海上保安廳海洋資訊部資料製圖）（http://www.gsi.go.jp/）。

分　類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生態園區全區

面積（ha）

1,580

17,748

224,344

243,672

白山（石川縣、岐阜縣、富山縣、福井縣）、大台原・大峯山・大杉谷（三重縣、奈良縣）、志賀高原（長野縣、群馬縣）、
屋久島・口永良部島（鹿兒島縣）、綾（宮崎縣）、南阿爾卑斯（山梨縣、長野縣、靜岡縣）、只見（福島縣）、
祖母・傾・大崩（大分縣、宮崎縣）、水上（群馬縣、新瀉縣）

必須嚴格保護自然
環境之地區

核心地區與過渡地區間之
緩衝區，保護核心地區不受

人類活動侵害

人類在此生活，並在考量環境
前提下進行產業活動等，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之地區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日本國內登錄地區：9處（截止2017年6月）

宮崎縣

大分縣

核心地區
緩衝地區

過渡地區

祖母・傾・大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態園區推動協議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