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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生物 及 其 与 环境 形成 的 生态 复合 体 以 及 与 此 相 

关 的 各 种 生态 过 程 的 上 总和， 包括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动物 、 植 物 、 微 生 
物 和 它们 所 拥有 的 基因 以 及 它们 与 生存 环境 形成 的 复杂 的 生态 系 
统 ， 是 生命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 人 类 文化 的 多 样 性 也 可 被 认为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一 部 分 。 正 如 遗传 多 样 性 和 物种 多 样 性 一 样 ， 人 类 文 

化 〈 如 汶 牧 生活 和 移动 耕作 ) 的 一 些 特 征 表现 出 人 们 在 特殊 环境 
下 生存 的 策略 。 同 时 ，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其 他 方面 一 样 ， 文 化 多 样 

性 有 助 于 人 们 适应 不 断 变 化 的 外 界 条 件 。 文 化 多 样 性 表现 在 语 
言 、 宗 教 信仰 、 土 地 管理 实践 、 艺 术 、 音 乐 、 社 会 结构 、 作 物 选 
择 、 膳 食 以 及 无 数 其 他 的 人 类 社会 特征 的 多 样 性 上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物质 基础 ， 具 有 巨大 的 商品 和 
公益 价值 。 其 价值 主要 体现 在 两 个 方面 : 第 一 ， 直 接 价值 ， 从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野生 和 驯化 的 组 分 中 ， 人 类 得 到 了 所 需 的 全 部 食品 、 
许多 药物 和 工业 原料 ， 同 时 ， 它 在 娱乐 和 旅游 业 中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第 二 ， 间 接 价值 ， 间 接 价值 主要 与 生态 系统 的 服务 功能 有 
关 ， 通 党 它 并 不 表现 在 国家 核算 体制 上 ， 但 如 果 计 算出 来 ， 它 的 

价值 大 大 超过 其 消费 和 生产 性 的 直接 价值 。 据 Costanza 等 估计 ，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每 年 为 人 类 创造 约 33 万 亿美 元 的 价值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间接 价值 主要 表现 在 固定 太阳 能 、 调 节 水 文学 过 程 、 防 止 
水 土 流失 、 调 节气 候 、 吸 收 和 分 解 污染 物 、 贮 存 营养 元 素 并 促进 

养分 循环 和 维持 进化 过 程 等 方面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最 大 价值 可 能 在 于 为 人 类 提供 适应 当地 和 全 球 变化 的 机 会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未 知 潜力 为 人 类 的 生存 与 发 展 显示 了 不 可 估量 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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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景 。 

近年 来 ， 物 种 灭绝 的 加 剧 ，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 以 及 生态 系 

统 特别 是 热带 森林 的 大 规模 破坏 ， 引 起 了 国际 社会 对 生物 多 样 性 

问题 的 极 大 关注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直接 原因 主要 有 生境 丧失 和 

片段 化 、 外 来 种 的 侵入 、 生 物资 源 的 过 度 开 发 、 环 境 污染 、 全 球 

气候 变化 和 工业 化 的 农业 及 林业 等 。 但 这 些 还 不 是 问题 的 根本 所 

在 。 根 源 在 于 人 口 的 剧 增 和 自然 资源 消耗 的 高 速度 、 不 断 狭 罕 的 

农业 、 林 业 和 渔业 的 贸易 谱 、 经 济 系统 和 政策 未 能 评估 环境 及 其 

资源 的 价值 、 生 物资 源 利 用 和 保护 产生 的 囊 益 分 配 的 不 均衡 、 知 

识 及 其 应 用 的 不 充分 以 及 法 律 和 制度 的 不 合理 等 。 总 而 言 之 ， 人 

类 活动 是 造成 生物 多 样 性 以 空前 速度 丧失 的 根本 原因 。 据 估计 ， 

由 于 人 类 活动 引起 的 人 为 灭绝 比 自然 灭绝 的 速度 至 少 大 100 倍 。 

引起 了 国际 社会 的 普遍 关注 , 各 国政 府 纷 纷 制订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 

特别 是 受 威胁 物种 保护 的 法 规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进程 中 具有 

历史 意义 的 事件 是 1992 年 在 巴西 首都 里 约 热 内 卢 召 开 的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 在 这 次 会 议 上 通过 了 5 个 重要 文件 ， 其 中 之 一 

即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当 时 有 150 多 个 国家 的 首脑 在 《公约 》 

上 签字 。《 公 约 》 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 正式 生效 ， 目 前 已 有 188 

个 国家 或 地 区 成 为 缔约 方 。 其 宗旨 是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持 续 利 用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公平 共享 利用 遗传 资源 所 取得 的 惠 益 。 

中 国 是 世界 上 少数 几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的 国家 ”之 

一 ， 现 存 物种 总 数 约 占 全 世界 的 10% 。 中 国 又 是 世界 上 人 口 最 

多 、 人 均 资 源 占 有 量 低 。 中 国 比 其 他 国家 更 依赖 于 生物 多 样 性 。 

然而 ， 巨 大 的 人 口 压 力 、 高 速 的 经 济 发 展 对 资源 需求 的 日 益 增 加 

和 利用 不 当 ， 使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受到 极为 严重 的 威胁 。 据 调查 ， 

我 国 的 生态 系统 有 40% 处 于 退化 甚至 严重 退化 的 状态 ， 生 物 生 产 

力 水 平 很 低 ， 已 经 危及 到 社会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 中 国有 15% ~ 20% 

的 物种 受到 严重 威胁 ; 遗传 多 样 性 大 量 丧 失 。 中 国 作为 世界 栽培 

二 



I 

植物 起 源 中 心 之 一 ， 有 相当 数量 的 、 携 带 宝 贵 种 质 资 源 的 野生 近 
缘 种 分 布 ， 其 生境 受到 严重 破坏 ， 形 势 十 分 严峻 。 而 且 中 国 的 保 
护 区 多 在 经 济 不 发 达 地 区 ， 用 于 保护 区 的 费用 远 远 低 于 世界 平均 
水 平 。 如 有 果 不 立 即 采取 有 效 措 施 ， 遏 制 这 种 亚 化 的 态势 ， 中 国 的 
可 持续 发 展 是 很 难 实现 的 。 

为 了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工作 ， 及 时 反映 这 方面 的 研究 成 
果 ， 促 进 跨 世纪 的 人 才 的 培养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曾 
组 织 并 完成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丛书 ， 对 于 推动 我 国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工作 起 到 了 积极 的 推动 作用 。 随 着 近年 来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知识 的 普及 和 宣传 ， 我 国 各 级 政府 的 有 关 管 理 人 员 和 决策 者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意义 有 所 认识 ， 保 护 意识 也 有 所 提高 ， 但 对 于 保 
护 和 可 持续 利用 的 需要 还 有 较 大 差距 。 为 此 ，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又 组 织 有 关 专 家 编写 这 套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系列 从 
书 ， 以 进一步 提高 政府 部 门 和 公众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认识 水 
平 。 为 实现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缔 约 国 大 会 提出 的 在 2010 FH 
本 遏制 生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态势 提供 必要 的 信息 。 

陈 宜 瑜 

2005 年 11 月 21 日 于 北京 中 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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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PER ARM AGAR th, (AES CAFS 
球 化 迅速 发 展 的 进程 中 ， 市 场 的 力量 已 导致 世界 各 地 生物 多 样 性 

遭受 强度 的 破坏 。 因 此 ， 许 多 有 识 之 士 提出 ， 要 采取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这 个 科学 途径 ， 来 协调 全 球 的 保护 和 发 展 ， 即 现 
在 所 提倡 的 科学 发 展 观 。 建 立 保护 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 保 护 区 管理 得 好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就 有 了 基本 的 保 
证 。 制 定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法 和 保护 区 法 是 保护 区 有 效 管 理 的 关 

BE.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的 签署 ， 标 志 着 人 类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进 
入 了 一 个 狐 新 的 发 展 阶段 ， 我 国 作为 第 七 个 国家 正式 批准 加 入 了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并 已 建立 了 强 有 力 的 国家 履约 协调 组 ， 负 责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巨大 任务 。 生 物 多 样 性 是 一 个 
非常 广泛 而 这 刻 的 概念 ， 它 涉及 到 每 一 个 人 的 利益 ， 因 此 ， 要 求 
每 一 个 人 都 应 对 它 有 所 认识 ， 并 积极 参与 到 实际 行动 中 去 。 本 书 
的 目的 束 在 于 这 入 浅 出 地 介绍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意义 、 途 径 
和 迫切 的 任务 ， 以 期 唤起 广大 公众 的 关注 。 

编 者 
2005.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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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AWW 

一 、1 个 世纪 等 于 10 个 世纪 的 消亡 

地 球 上 究竟 有 多 少 种 物种 ， 说 法 不 一 ， 但 保守 的 估计 约 在 

500 万 ~ 1 000 万 。 美 国 昆 虫 学 家 E. 0. Wilson 研究 了 亚 马 孙 河 

流域 热带 雨林 树冠 层 的 昆虫 之 后 认为 ， 世 界 物 种 种 数 可 能 达到 

1 00077 ~3 000 万 种 ,甚至 有 人 认为 会 达到 5 000 万 种 甚至 更 
多 。 史 根据 过 去 6 亿 年 的 化 石 纪 录 ， 自 寒 武 纪 多 细胞 生物 大 量 增 

长 以 来 ， 虽 然 伴随 着 几 次 大 灭绝 的 插曲 ， 但 地 球 上 的 历史 总 的 来 

说 是 多 样 性 增加 的 历史 ， 也 就 是 说 ， 现 在 地 球 上 的 生物 比 地 质 史 
上 哪 一 个 时 期 都 要 多 。 

任何 一 种 生物 都 有 其 发 生 、 发 展 和 衰亡 的 过 程 ， 当 然 ， 其 生 
存 的 时 间 是 很 长 的 。 根 据 化 石 纪 录 判 断 ， 一 个 物种 的 平均 生命 跨 
度 大 约 为 400 万 ~ 500 万 年 ， 而 哺乳 动物 大 约 为 200 万 年 。 如 果 
世界 上 物种 的 种 数 是 1 000 万 左右 的 话 ， 那 么 灭绝 的 背景 速率 可 

以 计算 出 大 约 每 年 4 个 物种 。 当 然 ， 不 同类 群 的 灭绝 速率 是 不 一 
样 的 。 人 类 出 现 的 时 间 对 地 球 45 亿 年 历史 来 说 只 是 很 短 的 一 瞬 
间 。 人 口 数量 急剧 增加 ， 对 于 生活 物质 的 需求 也 不 断 加 多 ， 从 而 
引起 对 自然 界 中 生物 的 大 量 破坏 ， 使 生物 的 灭绝 速率 大 大 超过 了 
自然 的 灭绝 速率 。 现 今 物 种 灭绝 速率 是 过 去 地 质 时 期 的 平均 灭绝 
速率 的 100 ~ 1 000 倍 。 自 从 大 约 40 亿 年 以 前 地 球 上 出 现 生命 以 
来 ， 就 伴随 着 生物 物种 灭绝 。 

估计 地 球 上 曾 存在 过 5 亿 个 物种 ， 今 天 尚 存 的 大 概 只 有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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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10 了 。 但 是 ， 在 过 去 ， 几 乎 所 有 物种 灭绝 都 是 自然 发 

生 的 ， 只 是 在 人 类 作为 猎人 、 食 物 采 集 者 和 耕种 者 之 后 ， 对 物种 

造成 较 大 影响 ， 特 别 是 在 最 近 400 年 里 ， 先 进 技术 和 人 口 数 量 的 

增多 ， 才 使 生物 栖息 地 遭 到 严重 的 破坏 ， 从 而 造成 大 量 物种 的 消 

失 。 在 地 质 史上 ， 从 蹇 武 纪 以 来 ， 曾 经 有 过 5 次 生物 大 量 灭 绝 ， 

晚 奥 陶 纪 灭 绝 了 12% ， 晚 泥 盆 纪 14% , RBA 52%, HB 

纪 12% ， 晚 白垩 纪 11% 。 当 前 大 量 的 生物 灭绝 是 第 六 次 ， 而 且 灭 

绝 的 速率 远 远 超 过 以 往 五 次 ， 并 且 同 过 去 不 一 样 ， 这 次 生物 大 多 

是 由 人 类 自己 的 活动 造成 的 。 现 在 的 1 个 世纪 等 于 过 去 10 个 世纪 

的 消亡 速度 , 这 是 生物 的 悲哀, 也 是 人 类 的 翡 嘉 。 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当前 生物 处 境 的 严峻 ， 也 说 明了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紧迫 性 。 

二 、 生 物 生 存 条 件 在 发 生变 化 

生物 多 样 性 受到 威胁 旋 至 灭绝 的 原因 主要 在 于 生物 的 生存 条 

件 发 生 了 根本 的 变化 ， 表 现在 : O 森林 破坏 严重 ; @ 草原 过 度 
RAAB AAR; @ 掠夺 式 地 开发 利用 野生 动 植物 资源 ; © fir 
SEM; © 环境 恶化 和 污染 ; © 外 来 物种 人 侵 日 趋 严重 ; GO 水 
体 过 度 捕捞 和 无 休止 地 修建 水 利 工 程 ; @ 湿 地 缩小 ; 器 无 控制 的 
采矿 ; 昌 无 控制 的 旅游 等 。 

1. 生物 分 布 方式 在 改变 
(1) 分 布 区 面积 日 益 缩 小 ”人 类 的 各 种 活动 已 经 大 大 地 改变 

了 许多 野生 生物 原 有 的 生存 空间 ， 它 们 的 分 布 区 范围 日 益 缩 小 ， 
并 常常 邻接 人 类 的 居住 区 域 ， 从 而 陷 人 了 生存 受 威胁 的 状态 万 至 
灭绝 的 境地 。 大 熊猫 就 是 一 最 典型 的 例子 ， 它 的 分 区 域 曾 经 相当 

广阔 ， 现 在 已 缩小 了 几乎 2/3 的 面积 ， 造 成 其 群体 内 基因 交流 机 
会 的 减少 ， 使 其 遗传 衰竭 ， 灭 绝 危 险 加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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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 生物 的 翡 训 

(2) 分 布 区 斑 块 现象 加 剧 ”在 没有 人 类 干扰 的 情况 下 ,， 目 然 
生物 种 群 的 分 布 也 有 呈 斑 块 状 的 ， 这 样 的 自然 斑 块 分 布 主要 是 受 
斑 块 状 自然 生境 的 影响 。 但 人 类 活动 干扰 使 很 多 过 去 并 不 是 斑 块 

分 布 的 生物 ， 也 被 割裂 成 支离破碎 的 斑 块 分 布 ， 导 致 种 群 隔离 ， 
基因 交流 受阻 ， 繁 殖 衰退 ， 从 而 难以 生存 下 去 。 

2. 种 群 数量 在 改变 
(1) 种 群 数量 在 下 降 生物 的 生存 条 件 改 变 不 仅 表现 在 分 布 

方式 上 ， 还 表现 在 种 群 数量 和 结构 上 。 种 群 数量 的 下 降 也 对 种 群 

结构 产生 影响 ， 例 如 雌雄 配偶 选择 的 机 会 减少 ， 繁 殖 无 法 得 到 保 

证 。 种 群 中 老年 个 体 比例 偏 高 ， 种 群发 展 就 处 于 衰退 状态 ， 遗 传 

漂 变 增 大 ， 使 正常 的 后 代 性 状 比例 失调 ， 其 后 果 往 往 是 逐步 陷 人 

濒危 处 境 。 中 国 驼 鹿 就 是 种 群 下降 最 典型 的 例子 , 它 虽 受到 法 律 

保护 ， 但 种 群 数量 还 是 逐年 递减 。1976 年 数量 约 1.86 万 只 ， 到 

1999 年 剩 下 不 足 5 000 只 了 。 

(2) 种 群 质量 变 差 ”人 类 生存 空间 不 断 地 扩大 ， 正 在 无 情 地 

等 食 和 侵占 着 野生 生物 的 生存 空间 。 地 球 上 原始 的 自然 景观 , 现 

在 绝 大 多 数 都 已 经 不 复 存 在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大 面积 的 农田 、 草 

场 、 大 工 林 、 水 塘 、 各 种 建筑 物 以 及 四 通 八 达 的 公路 、 铁 路 网 。 

在 碎 化 生境 中 种 群 质量 日 益 变 差 ， 通 过 少数 个 体 扩散 来 取得 联系 

和 进行 基因 交流 难以 复壮 。 这 种 异 质 种 群 是 分 布 区 斑 块 现象 的 主 

要 特征 ， 长 此 下 去 必 将 陷 人 生存 受 威 胁 的 处 境 。 

3. 生物 栖息 地 被 毁坏 

栖 上 地 被 毁坏 是 生物 生存 条 件 最 严重 的 变化 ， 一 般 存在 不 同 
程度 的 遭遇 。 

(1) 栖 上 地 消灭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被 毁 就 使 物种 生存 难以 继 
续 下 去 。 从 世界 范围 来 看 ，475S 的 热带 国家 热带 两 林 都 丧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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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 上 ， 有 的 国家 甚至 高 达 94% ， 非 洲 国家 一 般 在 80% 以 上 ， 

亚洲 国家 为 67% 。 这 是 热带 国家 许多 野生 生物 受 威胁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IUCN 《红色 名 录 》 中 有 67% 的 野生 生物 受 威胁 的 原因 主 

要 是 栖息 地 消失 所 造成 “…  。 全 球 的 热带 雨林 覆盖 面积 约 11 亿 公 

项 ， 地 球 上 差不多 有 一 半 以 上 野生 生物 都 栖息 在 那里 。 而 人 类 为 

了 明 殖 农业 和 获取 木材 ， 目 前 正 以 每 年 1 000 多 万 公顷 的 速度 毁 

坏 这 一 生物 赖 以 生存 的 家 园 。 全 世界 的 热带 雨林 现 已 经 丧失 了 

50% 以 上 ， 如 果 这 种 破坏 继续 下 去 ， 到 2050 “FAA, Bear pKa 

能 基本 消失 ， 随 之 可 能 出 现 严 重 的 荒漠 化 ”。 除 了 热带 雨林 外 ， 

中 美洲 的 热带 干旱 林 现 在 只 剩 下 2% 。 此 外 ， 地 球 辽 阔 的 草原 现 

在 已 经 有 相当 一 部 分 被 尾 殖 。 湿 地 现在 已 经 丧失 了 40% 左右 ， 在 

过 去 200 年 ， 美 国 已 丧失 50% 以 上 湿地 ， 按 这 样 的 速度 破坏 下 

去 ， 人 类 也 会 和 许多 生物 一 样 ， 最 终 将 失去 自己 生存 的 家 园 。 

(2) 栖息 地 雁 化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被 破坏 产生 碎 化 ， 虽 然 较 

消失 稍 好 ， 但 原 有 的 面积 大 而 连续 的 野生 生物 的 栖息 地 由 于 修筑 

Qt. Reh. VOR. PG. WR, RS, Ra) ROA MG 

干 个 小 块 ， 正 如 上 述 会 造成 野生 生物 的 种 群 数量 下 降 ， 质 量变 

差 ， 陷 和 人 受 威 胁 乃 至 灭绝 的 境地 。 有 人 估 测 过 ， 当 各 种 铁路 和 公 

路 占 地 面 面 积 达到 2% AAT ee, BS EAE AE Dy BY SS Hd 

> 50% 。 

(3) 栖息 地 退化 ”栖息 地 质量 下 降 是 退化 的 显著 标志 。 原 生 

性 森林 由 于 砍伐 而 转变 成 次 生 林 ， 虽 然 地 表 仍 有 履 盖 ， 但 净化 空 

气 、 水 源 涵养 和 水 土 保 持 能 力 降 低 。 近 年 来 ， 世 界 各 地 不 断 出 现 

的 洪水 ，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与 河流 上 游 地 区 森林 被 砍 水 土 冲刷 密切 

相关 。 工 业 革 命 以 来 ， 人 类 在 有 限 的 地 球 空间 无 休止 地 修建 各 种 

各 样 的 水 利 工程 ， 不 仅 大 大 改变 了 地 球 的 水 文 条 件 ， 也 导致 许多 

物种 的 消失 。 例 如 水 库 堤 坝 阻 断 了 鱼 类 的 近 游 通道 ， 切 断 了 它们 

的 正常 栖息 路 线 ， 妨 碍 了 鱼 类 繁殖 ， 瓦 解 了 鱼 类 季节 性 迁徙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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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有 175 WSU 7K ABA TE Fe Ha A SA Be STB A a fe 3 BOK 8) 
处 境 ， 美 国 和 德国 的 淡水 鱼 类 分 别 有 2/75: 和 3/4 处 于 受 威胁 的 状 
态  … ”…。 有 些 国家 开始 认识 到 这 个 问题 的 严重 性 ， 已 开始 撤除 

堤坝 ， 使 河流 恢复 天 然 的 状态 。 
土壤 是 植物 生存 的 基础 ， 但 是 许多 地 方 水 土 冲 刷 严 重 ， 土 壤 

丧失 使 许多 地 方 成 为 不 毛 之 地 ， 威 胁 着 人 类 的 生存 和 发 展 ， 例 
如 ， 印 度 每 年 要 流失 土壤 60 亿 吨 ， 中 国 为 40 亿 吨 ， 埃 塞 俄 比 亚 

10 亿 吨 ， 哥 伦比 亚 为 4 亿 吨 。 全 球 损失 的 表层 土壤 已 占 土壤 总 量 
AY 25% ， 沙 漠 化 丧失 的 土地 为 每 年 600 万 公顷 ， 现 在 地 球 已 有 
900 万 平方 千 米 的 干旱 土地 被 转变 成 为 沙 省 ， 沙 澳 化 的 后 果 必 然 

使 很 多 野生 动 植物 和 人 类 失去 广阔 的 家 园 “” 。 

三 、 从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谈 起 

由 于 人 口 增加 和 消费 水 平 提 高 ， 对 地 球 资源 的 需求 量 日 益 增 

加 ， 人 类 的 活动 正在 不 断 侵 害 地 球 维护 生物 生存 的 能 力 。20 世纪 

人 口 增加 的 数量 比 以 往 任 何 时候 都 多 ， 几 乎 比 19 世纪 的 人 口 增 

长 一 倍 ， 许 多 生物 物种 在 这 个 时 候 正 以 地 质 史上 已 知 的 最 快速 度 

走 加 灭绝 ， 气 候 变 暖 的 进程 也 在 加 剧 。 在 20 世纪 后 期 ， 人 类 终 
于 认识 到 生物 资源 是 有 限 的 ， 而 目 己 正 在 超越 这 个 限度 ， 因 而 导 

致 生物 多 样 性 日 益 降 低 。 但 是 人 类 为 了 生存 ， 对 地 球 生命 维持 系 

统 的 损害 还 要 继续 下 去 ， 要 做 到 保护 和 发 展 协调 还 需 时 日 。 不 管 
怎样 ， 人 们 已 经 认识 到 这 个 问题 的 严重 性 。 生 物资 源 是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基础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正成 为 人 类 共同 关心 的 话题 。 但 

是 ， 怎 样 才能 使 它 得 到 保护 ? 怎样 才能 使 生物 资源 为 人 类 可 持续 
发 展 作出 最 佳 的 贡献 ? 怎样 来 表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意义 和 作 
FA? 如 何 能 得 到 最 有 效 的 协调 ”从 哪儿 取得 经 费 来 源 ? 所 有 这 些 

都 要 人 们 去 积极 思考 和 行动 。 因 此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 就 在 这 种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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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条件 下 应 运 而 生 。 在 联合 国 推动 下 ， 世 界 保护 联盟 (IUCN) 
致力 于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起 草 工 作 ， 从 1981 年 开始 酝酿 ，1984 年 
制定 了 草案 ， 经 过 多 年 的 修改 补充 ， 于 1992 年 5 月 22 日 在 肯 尼 
亚 的 内 罗 毕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闭会 员 国 大 会 经 过 一 次 连续 11 个 小 

时 激烈 的 讨价还价 的 协商 才 获 通过 ; 同年 6 月 5 目 ，150 多 个 国 
家 在 巴西 的 里 约 热 内 户 联 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上 签署 了 这 份 文 
件 ， 大 约 18 个 月 后 的 1993 年 12 月 29, Ze PE Was 30 个 国家 

批准 加 入 才 正 式 生效 。 这 说 明 世 界 人 民 终于 认识 到 ， 由 于 人 类 本 

身 的 失误 所 造成 的 地 球 物 种 灭绝 所 市 来 的 灾难 ， 决 心 采 取 共 同行 
动 ， 第 一 次 制定 了 有 约束 力 并 起 综合 作用 的 国际 公约 。 现 在 ， 保 

护 生 物资 源 已 成 为 国家 最 高 的 义务 ; 但 是 ， 如 何 摘 好 这 个 工作 ， 
在 这 个 历史 转折 时 刻 需要 许 许 多 多 的 个 人 人、 集体、 组 织 、 政 府 无 
私 地 持续 努力 。 这 个 公约 不 仅 盖 明了 防止 物种 灭绝 和 生态 系统 破 

坏 的 问题 ， 也 强调 人 类 发 展 的 目标 和 策略 ， 最 关键 的 有 下 列 几 个 
方面 : 

CL) 如 何 做 好 野生 物种 种 群 和 被 传统 农业 与 本 地 人 民 广 泛 应 

用 的 物种 及 其 变种 的 就 地 和 迁 地 保护 问题 。 

(2) 发 达 国 家 如 何 落实 支援 发 展 中 国家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责任 。 

(3) 如 何 通过 技术 转让 和 交流 实施 生物 多 样 性 有 效 保 护 和 持 

续 利 用 的 战略 。 

(4) 生物 资源 利用 者 如 何 落实 酬 报 各 地 从 事 保 护 工作 和 提供 

传统 利用 知识 人 们 的 责任 。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的 产生 是 环境 与 发 展 领域 中 的 里 程 碑 ， 因 为 

它 第 一 次 综合 地 提出 了 地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 出 于 
道德 、 经 济 利益 ， 更 确切 的 说 为 了 人 类 生存 的 原因 ， 生 物 多 样 性 

应 该 得 到 保护 。 对 子孙 后 代 来 说 ，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最 大 的 遗憾 或 许 

就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丧失 所 带 来 的 环境 压力 ， 因 为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交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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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可 挽回 的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应 该 有 利于 人 类 ，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所 和 采取 的 行动 决 不 能 危及 后 代 的 生存 和 利益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 首先 确定 就 地 保护 的 首要 地 位 ，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基 
本 的 要 求 就 在 于 就 地 保护 生态 系统 ， 维 护 和 恢复 物种 在 目 然 环 境 
中 有 生命 力 的 种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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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是 保护 人 类 目 己 

地 球 上 的 物种 多 样 性 及 其 周围 的 环境 构成 多 种 多 样 的 生态 系 

统 类 型 ,例如 和 森林 草原 、 充 漠 、 冻 原 ̀  湿 地 海岸 海洋 和 岛屿 等 。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既 与 生境 的 变化 有 关 ， 也 与 物种 本 喘 的 多 样 性 和 
兴旺 的 程度 密切 相关 。 生 境 提供 能 量 、 和 营养 成 分 、 水 分 、 氧 和 二 

氧化 碳 ， 使 整个 生态 系统 正常 地 实行 能 量 转化 和 物质 循环 的 复杂 
过 程 ， 从 生产 、 消 费 到 分 解 ， 保 证 物种 的 持续 演化 和 发 展 。 生 态 
过 程 调节 第 一 性 和 第 二 性 有 机 物质 的 生产 ， 平 衡 土壤 与 沈 积 物 中 
有 机 物质 的 矿质 化 以 及 矿质 养分 和 生物 量 的 贮藏 与 运输 。 

从 生物 量 来 看 ， 植 物 占 去 绝 大 部 分 。 根 据 世 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统计 ” ， 各 种 生态 系统 平均 的 生物 量 ， 估 计 每 平方 米 的 范围 有 
6 和 干 区 ， 而 89% 是 高 等 植物 物质 ，7. 7% 是 藻类 、 真 画 和 细菌 等 低 

等 植物 物质 , 动物 物质 只 占 3. 6% ,， 主 要 存在 于 是 是， 其 他 大 型 动 
物 物质 不 过 只 占 0. 152% ， 这 是 营养 级 之 间 能 量 金字 夫 的 概念 。 
植物 多 样 性 被 看 成 是 动物 多 样 性 的 进化 和 保存 所 不 可 少 的 ， 而 且 

决定 着 动物 多 样 性 的 高 低 。 绿 色 植 物 不 仅 是 固定 太阳 能 的 主要 成 
分 ， 而 且 还 是 土壤 形成 的 参与 者 ， 并 确定 各 种 不 同 的 生境 。 很 明 
显 ， 植 物 多 样 性 的 降低 对 生态 系统 来 说 将 是 一 种 灾难 性 的 后 采 。 

多 样 性 和 复杂 性 的 概念 不 同 ， 但 彼此 关系 密切 。 复 杂 性 浓 常 与 物 
种 之 间 生 物 学 相互 作用 的 数量 成 正比 ， 而 这 种 相互 作用 的 数量 稼 
常 取决 于 多 样 性 ， 除 掉 一 种 植物 就 会 降低 一 个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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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特 别 是 这 个 种 为 许多 生物 相互 作用 的 中 心 时 更 是 如 此 。 复 杂 
的 生态 系统 较 之 简单 的 生态 系统 更 要 稳定 。 因 此 ， 保 护 物 种 就 必 
需 保 护 生态 系统 ， 因 为 物种 是 生态 系统 的 一 部 分 。 

生物 多 样 性 〈 基 因 、 物 种 、 和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 景 观 ) 和 生态 

过 程 〈 能 量 转化 、 水 分 动态 、 氮 素 和 党 养 成 分 循环 、 捕 食 、 共 
生 、 物 种 形成 、 生 物 生产 力 等 ) 是 密切 联系 的 。 它 们 构成 生物 图 
的 基本 成 分 ， 是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物质 基础 。 它 们 之 间 的 复杂 相互 

关系 表明 ， 只 有 保护 好 物种 遗传 多 样 性 及 其 所 生存 的 环境 ， 物 种 
本 身 才 能 得 到 更 好 的 保护 。 要 确定 最 优先 的 保护 和 发 展 项 目 ， 也 
只 有 在 充分 理解 生物 多 样 性 和 人 们 需要 之 间 的 密切 关系 才 有 可 
能 。 生 物 多 样 性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是 被 人 们 直接 利用 的 ， 但 像 调节 
气候 、 涵 养 水 源 、 防 止 水 土 流失 、 保 持 士 壤 肥力 和 控制 病虫害 等 
生态 过 程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因 此 ， 要 全 面 地 认识 和 研究 生物 多 样 
性 ， 必 需要 理论 联系 实际 ， 做 到 基础 和 实际 应 用 ， 微 观 与 宏观 ， 
保护 和 开发 ， 近 期 与 长 远 四 个 方面 相 结合 起 来 考虑 。 

由 于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为 人 们 提供 广泛 而 多 方面 的 利益 ， 所 以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不 应 被 看 为 与 受 威胁 物种 的 保护 等 同 起 来 。 保 
护 受 威胁 物种 是 非常 重要 的 防止 物种 陷 人 灭绝 的 重要 活动 ， 但 只 
是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战略 中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和 判断 工作 是 否 有 效 的 
重要 标准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包括 受 威胁 物种 的 保护 、 挽 救 和 关 
键 生境 的 保护 ， 同 时 也 要 注意 还 未 受 威胁 的 那些 种 及 其 组 成 的 群 
落 和 生境 的 保护 … 。 通 过 分 析 种 群 组 成 来 制定 保护 措施 ， 较 之 力 

求 将 一 个 受 威胁 物种 从 灭绝 的 边缘 挽救 过 来 更 为 容易 ， 而 物种 的 
保护 只 有 通过 生境 和 生态 系统 保护 ， 才 能 更 好 地 达到 目的 ， 不 能 
单纯 地 通过 抢救 各 个 种 类 来 保护 物种 。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意味 着 
保护 现在 和 将 来 可 以 利用 的 生物 资源 ， 更 确切 地 说 ， 是 人 类 对 物 
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管理 ， 为 了 获得 它们 当前 提供 的 直接 和 间接 的 利 
益 ， 保 护 其 潜在 的 利益 ， 以 满足 子孙 后 代 的 需要 …” 。 

Biodiversity 9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生态 过 程 相 互 关 系 的 调控 ， 是 管理 、 规 划 及 合 
理 开发 生物 资源 的 基础 。 为 此 ， 下 列 几 点 是 应 该 注意 的 : 一 要 认 
识 生态 系统 不 是 静止 不 变 的 ， 因 此 ， 保 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目的 不 是 
维持 生态 系统 的 种 类 永远 不 变 ， 而 是 维护 物种 的 生存 ; 物种 之 间 

数量 的 变化 是 永 不 终止 的 ， 弄 清 其 中 变化 的 规律 ， 以 保证 整个 生 
态 系统 的 动态 平衡 ， 这 对 制定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影响 的 
对 策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二 要 看 到 ， 生 态 系统 中 小 环境 的 变化 会 使 得 

物种 种 类 成 分 更 加 丰富 ， 不 同 大 小 和 距离 的 “天 窗 ” 出 现 ， 会 使 
物种 种 类 成 分 增加 ， 而 且 使 食肉 动物 和 被 捕食 者 或 与 寄生 物 相 互 

作用 发 生变 化 ; 但 是 ， 林 冠 郁 闭 的 破裂 会 导致 许多 重要 物种 的 消 
失 。 三 要 了 解 ， 生态 系 统 中 关键 种 的 消失 可 能 改变 生态 过 程 的 正 

第 进行 ， 并 导致 生态 系统 本 身 的 更 蔡 ; 为 此 ， 应 确定 不 同 生态 系 
统 的 关键 种 ， 并 加 强 其 管理 ， 以 适应 人 们 不 同 阶段 不 同 的 要 求 。 

1.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意义 和 作用 
当 人 们 目 党 或 不 自 党 地 参加 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这 一 行动 时 ， 

很 有 必要 从 客观 的 迫切 要 求 上 来 思考 一 下 ， 为 什么 这 个 问题 日 益 
引起 各 界 人 士 的 重视 和 关注 。 大 家 都 知道 ， 就 目前 所 知 ， 地 球 是 
宇宙 中 唯一 有 生命 的 星球 ， 它 本 身 是 由 活 有 机 体 及 其 环境 所 组 成 
的 一 个 生态 系统 。 同 时 ， 不 同 区 域 不 同 物 种 与 其 特殊 的 环境 所 构 
成 的 多 种 多 样 低 一 级 的 生态 系统 是 其 基本 的 组 成 单位 。 在 茶 种 意 
义 上 说 ， 它 们 在 地 球 总 的 规律 影响 和 控制 下 ， 作 为 一 个 目 我 调节 
的 整体 在 运转 ， 愈 是 组 成 复杂 的 自然 生态 系统 ， 愈 有 较 强 的 恢复 
和 发 展 的 功能 ， 即 使 在 一 些 物 种 组 成 相对 贫乏 的 生态 系统 中 ,也 
包括 相当 复杂 的 植物 、 食 草 动物 、 食 肉 动物 和 微生物 ， 以 保证 整 
体 的 运行 。 但 是 ， 这 并 不 意味 着 ， 每 一 个 物种 都 同样 重要 ， 究 竞 
如 何 正 确 评价 不 同 物种 在 生态 系统 中 的 重要 性 及 其 所 起 的 作用 ， 
是 一 个 迫切 需要 深入 研究 的 问题 。 还 应 该 指出 ， 尽 管 生物 育 种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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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们 已 经 培育 出 了 许多 优良 的 生物 品种 ， 但 还 要 从 野生 物种 中 寻 
找 基因 ， 用 以 改良 和 培育 新 的 品种 ， 提 高 它们 恢复 和 发 展 的 活 

力 。 当 然 ， 还 要 利用 更 多 的 生物 种 类 ， 开 发 各 种 食物 、 医 约 和 工 

农业 产品 ， 特 别 是 对 海洋 中 的 物种 更 有 待 加 强 。 人 们 不 可 能 都 珍 
视 每 个 物种 ， 也 和 希望 像 天 花 、SARS 、 艾 滋 病 毒 等 这 样 的 种 类 受到 
抑制 。 除 去 这 些 例外 ， 人 们 还 希望 建立 良好 的 意识 和 原则 ， 停 止 
一 切 破 坏 活 动 ， 减 缓 物种 灭绝 的 速度 ， 这 就 是 当前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主要 奋斗 目标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世界 有 机 体 及 其 与 环境 所 构成 的 生态 系统 的 多 

样 化 ， 这 个 概念 的 广度 反映 了 基因 、 物 种 、 生 态 系统 和 景观 的 相 
互联 系 。 由 于 基因 是 物种 的 组 成 部 分 ， 物 种 是 生态 系统 的 组 成 成 

分 ， 改 变 其 中 任何 水 平 的 结构 ， 就 会 引起 其 他 成 分 和 水 平 结构 发 
生变 化 。 因 此 ， 人 们 无 论 是 从 各 个 种 获得 产品 或 从 生态 系统 中 得 
到 间接 利益 ， 都 要 注意 保持 生态 系统 的 自然 状态 ， 注 意 从 生态 开 

发 的 要 求 去 经 营 人 工 生 态 系统 。 物 种 是 生物 多 样 性 概念 的 中 心 ， 
物种 资源 对 农业 、 医 药 和 工业 发 展 作出 的 贡献 是 巨大 的 ， 每 年 都 
在 90 亿美 元 以 上 。 每 个 种 的 特性 是 由 遗传 特性 决定 的 ，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管理 在 小 的 种 群 和 驯养 的 物种 中 特别 重要 。 人 类 在 驯养 和 
培育 动 植物 品种 用 于 农 、 林 、 牧 、 副 、 渔 业 中 已 认识 到 它 的 作 
用 。 仅 在 美国 ， 依 靠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作物 育种 项 目 每 年 增加 产值 佑 
计 约 10 亿美 元 ” 。 农 民 从 遗传 多 样 性 得 到 利益 的 另 一 途径 ， 是 
通过 种 植 多 种 作物 品种 以 防止 全 部 作物 失 收 。 由 物种 组 成 的 生态 
系统 ， 例 如 海岸 湿地 生态 系统 ， 去 除 水 中 的 污染 物质 ， 可 为 商业 
上 重要 的 甲壳 纲 动 物 提 供 产 卵 和 饲养 的 生境 。 陆 地 和 森林 生态 系统 

帮助 调节 水 流向 江河 排放 ， 它 可 影响 洪水 泛滥 的 频 度 ， 在 旱季 时 
又 可 提供 灌溉 。 各 种 生态 系统 都 影响 当地 的 气候 ， 像 亚 马 孙 河 流 

域 的 森林 几乎 影响 全 球 的 气候 。 在 某 种 意义 上 说 ， 物 种 和 生态 系 
统 是 结合 在 一 起 的 ， 只 有 它 的 各 个 组 成 部 分 得 到 保护 ， 其 整体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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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保护 。 所 以 必需 保护 生境 和 生态 系统 ， 以 维护 物种 的 生存 ， 而 
只 有 保护 各 个 物种 ， 才 能 维持 区 域 生态 系统 的 完整 和 稳定 。 

还 应 指出 ， 野 生动 植物 对 繁荣 人 类 文化 和 艺术 起 着 非 常 重要 

的 作用 ， 给 予 千 百 万 人 精神 和 美学 的 享受 。 只 要 提 一 下 作为 吉祥 
物 的 大 熊猫 和 各 种 圣诞 树 的 影响 就 足以 令 人 信服 了 。 而 具有 丰富 
野生 生物 的 国家 公园 开展 生态 旅游 ， 不 仅 对 培养 人 们 的 生态 意识 
起 到 重要 作用 ， 而 且 也 为 经 济 发 展 起 着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 

现在 ， 世 界 上 许多 国家 已 从 实际 受益 中 认识 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性 。 看 来 ， 不 是 该 不 该 保护 的 问题 ， 而 是 结合 每 个 国家 
的 实际 情况 如 何 实施 保护 的 问题 。 有 人 可 能 会 担心 ， 这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任务 ， 不 如 先 抓 一 些 见 效 更 快 的 项 目 为 好 。 但 是 ， 有 哪些 见 
效 快 的 经 济 开 发 项 目 与 生物 多 样 性 无 关 的 呢 ? 例如 ， 植物 药材 的 

市 场 零售 商品 价值 为 430 亿美 元 ; 在 旅游 和 度假 方面 ， 加 拿 大 有 
84% 以 上 的 人 参加 与 野生 动物 有 关 的 娱乐 活动 ， 在 这 方面 国家 每 

年 收入 达 8 亿美 元 。 在 肯尼亚 的 安博 塞 利 国家 公园 ， 每 头 狮子 一 

年 给 国家 带 来 的 旅游 观光 收入 约 达 27 000 美元 ， 每 一 象 群 可 达 61 
万 美元 ”。 从 国家 公园 旅游 的 收入 计 ， 每 公顷 土地 约 为 40 美元 ， 
比 农业 经 营 最 好 的 土地 多 收入 数 十 倍 以 上 ” 。 在 有 效 管理 的 情况 

下 ,在 自然 状态 下 ，500 平方 千 米 的 热带 森林 中 ， 野 生动 物 洲 在 
价值 每 年 至 少 有 1 000 万 美元 ， 每 公顷 大 约 有 2 000 多 美元 。 而 这 
样 的 区 域 如 果 和 采伐 树木 ， 每 公顷 年 利润 只 能 有 150 美元 。 在 干旱 
区 域 从 观光 野生 动物 上 所 得 的 利润 常常 也 超过 其 他 产业 的 收入 。 

在 津巴布韦 的 占 比 齐 河 谷 ， 从 利用 野生 生物 所 得 到 的 淤 在 总 利 
润 ， 每 公 项 有 12 美元 ， 不 亚 于 该 国 商品 牛肉 广 的 收入 。 对 美国 
马萨诸塞 州 湿地 的 研究 表明 ， 每 公顷 湿地 佑 计价 值 14. 7 万 美元 ， 
主要 是 提供 水 源 、 控 制 洪水 泛滥 ， 为 野生 生物 提供 栖 姑 地 ， 以 及 

娱乐 与 美学 等 方面 的 价值 ”。 生 物 多 样 性 所 提供 的 价值 很 大 ， 但 
过 分 利用 就 会 导致 自然 生态 环境 的 破坏 ， 使 得 大 量 物种 的 生存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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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受到 严重 威胁 ， 甚 至 陷 人 灭绝 的 境地 ， 这 一 点 是 决策 者 们 应 

该 认识 到 的 。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是 人 类 管理 物种 与 生态 系统 ， 最 大 限度 地 

发 挥 它们 当前 提供 的 用 途 ， 并 维持 它们 的 洪 力 以 满足 子孙 后 代 的 
需要 ， 不 是 单纯 消极 的 保护 行动 。 一 个 国家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项 
目 ， 可 能 牵涉 到 挽救 、 研 究 和 利用 该 国 的 本 地 野生 物种 ， 保 护 和 
利用 栽培 与 饲养 物种 的 野生 末 缘 种 及 其 遗传 多 样 性 ， 维 护 人 类 生 

存 环 境 和 生物 圈 的 动态 平衡 ， 控 制 对 自然 和 人 工 生态 系统 有 害 的 
人 侵 种 等 方面 。 可 见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对 于 所 有 国家 、 集 体 和 

个 人 来 说 都 是 重要 的 ， 都 应 把 它 视 为 国家 经 济 发 展 的 工作 重点 ， 
不 说 其 物种 丰富 与 否 ， 都 应 保证 满足 人 民 的 需要 和 履行 国家 对 全 

球 的 义务 。 

2.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丰富 的 生物 资源 

人 类 主要 靠 生 物 多 样 性 为 生 ， 没 有 生物 特别 是 绿色 植物 ， 人 

类 就 无 法 生存 。 事 实 上， 人 类 生活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 主要 是 建立 在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基础 之 上 的 ， 世 界 人 口 已 超过 60 亿 ， 对 提供 食 

用 、 医 药 和 农工 业 原料 的 物种 的 需要 日 益 增 多 。 

(1) 食用 方面 人 类 已 使 用 大 约 $ 000 种 植物 作为 食物 ， 但 

只 有 150 种 进入 商品 市 场 ， 不 过 30 种 成 为 人 们 广泛 种 植 的 粮食 作 

物 ， 其 中 水 稻 、 小 麦 和 玉米 占 去 了 需要 量 的 /2 …”  。 人 类 从 

它们 中 直接 消费 了 60% WE, SOX 的 蛋白 质 。 许 多 最 重要 的 食 

物 来 自 禾 本 科 和 豆 科 植物 。 前 者 主要 有 水 稻 、 小 麦 、 玉 米 、 大 

Ze, UR. IK. ORME SE, EMA ABE 80% 的 热量 。 

后 者 有 大 豆 、 花 生 、 菜 豆 、 更 豆 、 雇 嘴 豆 、 珊 豆 等 ; 还 有 一 些 其 

他 富 含 蛋白 质 的 作物 。 估 计 2 300 种 栽培 植物 的 40% 属 禾 本 科 、 

DR. SRP AME MHD, BRM EF 160 多 个 科 。 一 般 
说 ， 主 要 食用 植物 大 多 起 源 于 物种 不 太 丰 富 、 季 节 性 明显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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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小 麦 和 大 麦 首先 在 西南 亚 草原 和 下 林 地 上 种 植 ， 玉 米 起 源 于 
具有 季节 性 干旱 的 墨西哥 中 部 高 原 ， 而 西红柿 和 马 伶 暮 起 源 于 秘 
鲁 ， 水 稻 起 源 于 中 国 和 印度 。 根 荃 和 块茎 类 作物 似乎 发 展 于 具有 
明显 干 季 的 热带 平原 。 为 什么 会 这 样 ， 其 原因 之 一 是 由 于 植物 在 
季节 性 环境 中 趋向 于 贮藏 养分 ， 这 些 贮存 物 常 第 是 人 类 的 食 
品 …” 。 中 国 、 印 度 、 马 来 西亚 、 中 亚 、 近 东 、 地 中 海区 域 、 埃 塞 

俄 比 亚 、 墨 西 哥 南部 和 中 美 、 南 类 的 秘鲁、 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 、 
智利 、 巴 西 和 巴拉圭 被 证 明 是 作物 遗传 多 样 性 资源 丰富 的 地 区 “ 。 

一 ~ 

作物 遗传 多 样 性 中 心 的 特点 是 农业 历史 悠久 、 生 态 多 样 性 、 
栽培 多 样 性 ， 例 如 地 中 海区 域 、 墨 西 哥 高 原 、 中 国 中 部 、 北 安 第 ， 
斯 山地 区 就 是 这 样 。 这 些 中 心 可 能 位 于 作物 首先 被 驯化 的 地 区 ， 
但 也 不 完全 都 是 这 样 。 小 麦 和 大 麦 是 在 西南 亚 被 驯化 的 ， 但 现在 
它们 的 品种 多 样 性 中 心 是 在 埃塞俄比亚 ; 西红柿 起 源 于 秘鲁 西北 

部 ， 但 最 大 的 驯化 品种 多 样 性 中 心 在 墨西哥 “” 。 当 前 ， 世 界 各 
国 的 农业 发 展 都 是 以 引进 作物 品种 为 多 。 按 产值 计算 ， 拉 丁 美洲 “ 

各 国 本 地 原 产 的 作物 只 占 32% ， 非 洲 国家 占 30% ， 亚 洲 国 家 最 多 
达到 70% 。 澳 大 利 亚 、 地 中 海地 区 、 北 欧 、 亚 洲 北 部 和 北美 基本 
上 依靠 引进 外 来 品种 ,产值 占 90% 。 世 界 20 个 最 重要 的 粮食 作 

物 没 有 一 个 原 产 于 澳大利亚 、 美 国 和 墨西哥 北部 ”。 

世界 各 地 重要 的 作物 品种 无 论 是 引进 的 或 士 生 的 ， 都 在 现在 
种 植 的 地 区 多 样 化 起 来 。 温 带 种 植 的 主要 作物 和 热带 不 同 ， 大 多 
数 发 展 中 国家 位 于 热带 地 区 。 水 稻 按 产量 计 在 发 达 国家 只 占 第 八 
位 ， 但 在 发 展 中 国家 是 主要 作物 ， 在 热带 发 展 中 国家 它 是 最 重要 
的 热量 来 源 。 同 样 ， 木 暮 原 产 于 热带 美洲 ， 在 发 达 国 家 中 不 种 
植 ， 在 热 审 发 展 中 国家 是 第 四 位 的 重要 作物 ， 仅 次 于 水 稻 、 玉 米 
和 甘薯 ， 它 为 26 个 热带 国家 4. 2 亿 人 民 提 供 了 半数 以 上 的 热量 需 
求 。 在 非洲 ， 木 薯 是 维持 生活 的 基本 作物 ” 。 

在 人 类 的 饮食 中 ， 动 物 少 于 植物 ， 动 物 提供 人 类 食物 蛋白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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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3 ， 发 展 中 国家 约 占 20% ， 发 达 国 家 占 55% PP, BBs 
食品 来 自 9 种 家 养 的 动物 一 牛 、 手 、 猪 、 骆 驼 、 鸡 、 鸭 、 鹅 、 

驯鹿 、 火 鸡 等 。 鱼 类 占 世 界 总 食物 蛋白 质 的 6% ， 如 果 把 鱼 类 也 

算 在 食物 里 ， 动 物 蛋 白质 约 占 24%  … 。 虽 然 人 类 使 用 驯养 动物 

作为 食物 、 运 输 、 劳 务 和 各 种 工业 产品 ， 大 约 只 有 SS 种 动物 被 

驯化 ， 像 作物 一 样 ， 这 些 动 物 的 品种 也 多 样 化 了 ， 形 成 许多 遗传 

上 不 同 的 种 群 。 例 如 ， 可 以 在 全 世界 发 现 140 个 不 同 品 系 的 欧洲 

4 (Bos iaurus) ， 而 且 大 多 数 品 系 包括 含 遗 传 上 不 同 的 种 群 。 欧 

洲 牛 的 8 个 品系 见于 热带 拉丁 美洲 ， 这 些 又 形成 大 约 31 个 不 同 的 

种 群 “。 而 印度 的 印度 牛 (Bos indicus) 和 东南 亚 的 爪哇 牛 
(Bos javanicus) 被 认为 是 不 同 的 种 ， 当 然 它 可 以 与 欧洲 牛 杂 

交 汪 。 从 世界 范围 上 来 看 ， 野 生动 物 只 提供 人 类 食物 的 一 小 部 

分 ， 但 某 些 区 域 野 生动 物 占 有 较 重 要 的 地 位 。 东 南亚 国家 在 20 

世纪 70 年 代 所 消耗 的 动物 蛋 日 质 半数 以 上 来 目 鱼 类 ， 秘 和 鲁 亚 马 

孙 河 流域 某 些 地 方 ， 鱼 类 大 约 占 当地 人 民 所 吃 动 物 恒 白 的 60% 。 

一 般 地 说 ， 野 生动 物 在 人 类 食物 中 ， 发 展 中 国家 比 发 达 国 家 起 更 

大 的 作用 。 许 多 地 方 的 陆 生 野生 动物 ， 可 能 持续 地 对 本 地 经 济 作 

出 贡献 。 南 非 饲养 野生 动物 每 年 收入 在 3 000 万 美元 左右 ” 。 

野生 粮食 作物 的 潜力 也 很 大 , BN, 4B ( Chenopodium 

quinoa) 是 古 印加 人 的 主要 粮食 ， 它 是 一 种 产量 很 高 的 植物 蛋白 

质 来 源 , 在 玻利维亚 、 智 利 、 厄 瓜 多 尔 和 秘鲁 高 原 以 外 的 地 方 很 

DAA? 。 如 果 它 能 在 热带 地 区 广泛 地 栽培 ， 不 仅 可 增加 粮食 

的 种 类 ， 而 且 可 能 大 大 增加 粮食 的 产量 ”“” 。 魔 芋 (4mor- 

Phophalius rizier) 的 开发 已 愈 来 愈 得 到 广泛 的 重视 ， 也 是 一 个 明 

显 的 例子 。 热 带 亚 热带 地 区 种 植 了 上 千年 的 葛 暮 (Pocjyrhizus 
erosus ) 、 瘦 豆 (Tylosema esculenium ) 、 北 美 野 豆 ( Voandzeia sub- 

ierranea) 、 多 种 刀 豆 ( Canavaria spp. ) 、 四 棱 豆 ( Psophocarpus 

tetragonolobus) 也 值得 研究 扩 种 ca 。 许 多 已 知 有 经 济 价值 的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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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随 着 它们 逐渐 被 引种 驯化 ， 也 可 能 变 得 愈 来 愈 重要 。 例 如 许 
ZEKE LD, BERR (Arenga pinnata ) 、 董 标 ( Caryota urens ) 、 

4 232 (Caryota ochlandra) WF TRAE A BB, 

也 有 食用 价值 "” 。 只 要 深入 调查 ， 人 民 群 众 当 中 广泛 利用 的 许多 

野生 食用 植物 就 可 能 成 为 将 来 有 发 展 前 途 的 种 类 。 巴 西 的 一 个 印 

第 安 人 部 落 就 利用 几 十 种 树木 的 产品 作为 食物 ” 。 

除了 不 断 在 野生 植物 当中 发 掘 出 的 新 的 栽培 植物 以 外 ， 改 恨 

现 有 的 栽培 植物 品种 ， 培 育 出 新 的 更 好 的 栽培 品种 ， 也 要 借助 于 

野生 种 类 。1962 年 在 秘鲁 安第斯 山 所 采集 的 西红柿 野生 种 ， 与 栽 

培 种 杂交 的 新 品种 ， 大 大 提高 了 糖分 的 含量 ， 用 于 加 工业 ， 每 年 

增收 500 万 美元 -” 。 西 红 柿 的 蓉 蓄 病 抗 性 也 是 由 这 个 区 域 的 野生 

种 基因 所 提供 的 。 印 度 的 野生 稻 (Oryza mara) 被 用 来 培育 出 

“IR36” 抗 病 新 品种 ， 来 解决 亚洲 大 面积 水 稻 种 植 区 域 发 生 矮 化 

病 和 枯萎 病 的 影响 ; 这 种 野生 稻 含 有 一 种 抗 儿 草 矮 化 病害 的 基 

因 ， 因 而 具有 抗 发 育 迟 缓 病 的 特性 “” 。 非 洲 西部 油 棕 的 增产 全 

靠 当 地 或 从 刚果 民主 共和 国 、 象 牙 海岸 、 尼 日 利 亚 等 地 引进 的 妓 

生 的 种 来 培育 新 的 高 产品 种 。 非 洲 最 严重 的 木薯 花 叶 病 和 细 瑚 的 

油 枯 病 ， 是 用 巴西 的 野生 木薯 (Manihot glaziovii) 培育 出 抗 病 品 

种 而 得 到 解决 ; 这 样 的 品种 在 尼日利亚 、 利 比 里 亚 、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等 地 的 栽培 产量 比 一 般 品种 高 出 2 ~ 18 倍 。 类 似 的 例子 还 有 

很 多 。 可 见 ， 野 生 植 物 及 其 种 质 资源 潜在 的 利用 价值 极 大 ， 甚 至 

杂 草 的 多 样 性 也 在 发 挥 其 作用 。 中 美洲 玉米 的 亲缘 种 玉米 草 

(Zea diploperennis) 和 玉米 交换 基因 ， 所 以 那里 的 玉米 品种 多 ， 

量 高 。 各 原始 的 栽培 品种 也 是 植物 遗传 多 样 性 的 一 个 方面 ， 

人 们 可 能 对 它们 不 够 重视 ， 很 多 地 方 从 外 地 引进 的 所 谓 高 产 优良 

品种 后 ， 就 抛弃 了 自己 的 土生 土 长 的 品种 ， 使 其 陷 人 濒临 灭绝 的 

状态 ， 这 是 十 分 可 惜 的 。 

像 植物 一 样 ， 食 用 动物 的 应 用 除了 要 根 要 种 群 的 消长 规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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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的 狩猎 外 ， 也 应 驯养 一 些 重 要 的 种 类 ， 例 如 在 亚洲 许多 本 地 

已 驯养 的 猪 、 牛 ， 包 括 独 龙 牛 〈Bos frontalis) , 4647 (Bos grun- 

71ioens) . Ht#G (Sus celebensis) 都 适 于 其 他 相应 地 区 饲养 。 亚 洲 也 

有 一 些 有 价 植 的 可 驯养 的 野生 猪 种 和 和牛 种 ， 如 索 维 里 牛 ( Bos 

sawveli) 和 爪哇 牛 ， 可 作为 已 经 驯养 种 类 繁育 良种 。 许 多 种 动 

物 可 作为 半 驯 养 或 驯养 种 ， 巴 拿 马 和 哥斯达黎加 半 驯 养 的 绿 蕊 果 

(Iguana iguana) 已 得 到 很 大 的 发 展 ， 它 将 能 为 本 地 社区 提供 有 

价值 的 蛋白 质 。 在 中 国 ， 为 了 适应 人 们 广泛 的 要 求 ， 对 蛤 蛤 、 穿 

山 甲 、 蛇 类 等 进行 大 力 繁 殖 是 非常 迫切 的 ， 这 样 ， 才 能 避免 过 度 

的 捕捉 天 然 的 种 群 。 

(2) 医药 方面 世界 上 许多 医药 大 多 是 从 植物 、 动 物 和 微 生 

物 提 取 有 用 的 物质 制 成 或 以 天 然 化 学 物质 作为 模式 合成 。 热 珊 地 

区 的 物种 是 特别 重要 的 医药 来 源 ， 对 植物 来 说 ， 部 分 原因 是 由 于 

它们 含有 大 量 的 有 毒 的 化 合 物 ， 而 许多 有 活力 的 医药 化 合 物 就 来 

和 目 这 些 毒 素 。 葛 关 木 (Rawolfia serpertina) ( 抗 高 血压 药 ) 、 墨 西 

ti (Dioscorea composita) (类 固 醇 ) 和 长 春花 ( Catharanthus 

roseus) 〈 抗 癌 药 ) ， 就 是 3 种 经 过 长 期 实践 证 明 是 重要 的 热带 药 

用 植物 。 世 界 卫生 组 织 正式 确定 了 20 000 种 药 用 植物 ， 其 中 只 有 

200 种 作 过 较 详 尽 的 研究 。 可 见 , 植物 多 样 性 作为 丰富 的 植物 资 

源 具 有 很 大 的 开发 潜力 。 

许多 抗 细菌 、 抗 病毒 及 心脏 活性 物质 、 神 经 生理 活 质 是 从 有 

毒 的 海洋 动物 中 得 到 的 “  。 各 种 节肢 动物 的 毒液 具有 医药 的 洪 

力 。 家 禽 也 向 人 类 提供 荷尔蒙 和 酶 ， 许 多 动物 在 行为 学 和 医学 研 

究 中 起 重要 的 作用 。 例 如 独 卯 、 黑 猩猩 、 非 洲 素 领 猴 (Cerco- 

pithecus aethiops) 对 艾滋 病 和 其 他 的 疾病 的 生物 医药 研究 是 非常 

宝贵 的 。 真 菌 和 微生物 也 为 人 类 提供 了 像 抗生素 、 盘 尼 西 林 、 四 

“ 环 素 以 及 免疫 制止 性 环 孢 素 ( 它 大 大 增加 了 心 胜 和 肾脏 移植 病人 

的 生存 率 ) 这 样 重要 的 药物 "” 。 新 的 医药 化 合 物 常 常 来 自 几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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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以 来 用 作 民 间 药 物 的 那些 物种 。 一 项 对 119 种 用 作 西 药 的 来 源 

于 植物 的 药物 研究 发 现 ， 大 约 77% 是 本 地 栽培 的 已 用 于 民间 的 药 

wy), 个 很 有 希望 的 新 的 抗 疙 疾病 药物 一 青 蒿 素 ， 是 从 一 种 

中 国 草药 中 提取 出 来 的 。 几 个 世纪 以 来 ， 民 间 一 直 用 它 来 治 并 疾 

病 ,到 1971 年 才 重 新 被 重视 ” 。 

后 物 多 样 性 产生 生物 化 学 的 多 样 性 ， 迄 今 ， 大 约 从 植物 中 提 

取 并 确定 了 20 000 个 化 合 物 ， 仅 仅 是 其 中 一 个 极 小 的 部 分 ， 例 如 

抗 癌 的 生物 碱 长 春 新 碱 、 环 类 丙烷 、 除 虫 葡 酯 杀 虫 剂 、 蔡 醒 根 色 

素 二 羟基 羟 甲 成 烯 基 蔡 二 酮 、 类 单 莫 香料 (BR) Se. REE 

物 制药 工作 每 年 投资 约 100 亿美 元 。 所 有 这 些 说 明 ， 生 物化 学 多 上 

样 性 利用 的 潜力 相当 大 。 在 一 些 生 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地 区 ， 当 地 

人 民利 用 植物 发 展 药物 工业 ， 正 在 得 到 各 方面 的 支持 。 但 是 ;在 是 

20 世纪 60 ~70 年 代 的 医药 公司 却 变 得 愈 来 愈 依赖 药物 的 化 学 合 

成 ， 对 天 然 化 学 物质 的 寻找 速度 变 慢 ， 同 时 从 动物 转向 微生物 与 

真菌 ， 可 能 它们 是 较 容 易 采 集 、 培 养 和 筛选 ， 并 可 在 实验 室 中 进 

行 ， 以 生产 足够 数量 的 活性 化 合 物 ， 而 且 投 资 也 较 少 。 尽 管 这 里 

样 ， 野 生动 植物 对 医药 的 未 来 仍然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即 使 在 具有 避 

新 技术 医药 工业 的 发 达 国家 ， 野 生物 种 也 不 会 失去 它们 显 着 的 地 重 

位 ， 天 然 化 合 物 在 发 达 国家 仍然 占 相当 大 的 部 分 ” 。 现 今 ， 美 国 

全 部 药方 的 1/4 是 从 高 等 植物 中 提取 的 活性 成 分 。 愈 来 愈 重 要 的 

合成 药物 中 , 大 多 也 以 天 然 产 品 为 模式 合成 ， 例 如 阿司匹林 就 是 

在 人 们 研究 了 柳树 皮 的 化 学 成 分 之 后 ， 才 惟 得 了 进行 化 学 合成 

的 ,所 以 不 能 放弃 和 放 慢 对 天 然 化 合 物 的 寻找 。 

确实 ， 最 近 寻 找 的 天 然 化 合 物 的 兴趣 又 恢复 了 ， 主 要 原因 在 

于 医药 公司 采集 者 和 种 类 的 原 产 国 可 以 分 享 发 现 和 使 用 药 用 动 杆 

物 和 微生物 的 好 处 。 如 果 公 司 不 能 获得 使 用 天 然 化 合 物 的 专利 ， 

就 不 能 刺激 他 们 对 筛选 和 开发 天 然 化 合 物 进行 长 期 的 投资 。 例 如 量 

生产 长 春 新 碱 抗 癌 剂 的 公司 ， 有 独家 专利 权 ， 合 成 的 产品 有 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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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供 应 得 到 保证 。 发 现 新 的 天 然 药物 显然 是 社会 的 利益 ， 美 国 
国家 癌症 研究 所 针对 100 个 癌 细 胞 品系 和 艾滋 病毒 ， 在 1987 年 开 

始 了 一 个 每 年 筛选 10 000 个 天 然 物 质 ， 历 时 5 年 的 800 万 美元 的 
项 目 皇 ) 。 中 国 、 日 本 .印度 、 德 国 等 ,也 有 针对 天 然 药物 的 研究 项 
目 。 寻 找 新 的 医药 为 热带 国家 提供 极 好 的 机 会 ,一 方面 ,生物 多 样 

性 丰富 的 热带 森林 潜在 药 用 物种 多 种 多 样 ; 另 一 方面 ， 投 资 不 多 
就 可 以 开展 天 然 化 合 物 的 初步 筛选 ， 以 保证 生物 医学 的 不 断 发 
展 。 至 于 发 展 中 国家 75% ~90% 的 农村 人 口 ， 几 乎 都 是 靠 野生 物 

种 来 治 病 ， 这 些 传统 的 药物 更 不 是 在 短暂 的 时 间 内 就 能 够 代替 的 。 

(3) 用 于 工农 业 原料 方面 动 植物 是 主要 的 工农 业 原料 ， 植 
Wein mR, BINT. RBC. BR. THAR. BEB Bim, 

未 材 、 饲 料 、 纤 维 、 树 脂 、 肥 料 、 单 宁 等 。 动 物 提 供 油脂 、 燃 
料 、 答 丝 、 皮 革 和 羽 毛 等 ， 还 有 被 人 们 珍视 的 宠物 。 无 论 在 什么 

地 方 ， 工 农业 原料 大 多 来 自 本 地 的 物种 。 当 然 ， 从 全 球 的 角度 来 

看 ， 物 种 丰富 的 生态 系统 无 疑 为 人 类 社会 提供 更 多 的 产品 。 世 界 
未 材 贸易 每 年 达 770 亿美 元 。 全 球 有 20 多 亿 人 使 用 木材 薪 痰 
作为 主要 能 源 ， 非 洲 撤 哈 拉 以 南 地 区 木材 占 总 能 源 消耗 量 的 
80% ， 非 木材 的 森林 产品 在 许多 国家 都 十 分 重要 ， 它 们 的 价值 比 

传统 的 木材 产品 要 高 得 多 。 印 度 尼 西亚 出 口 的 蕨 条 价值 达 8 600 
万 美元 ”' 。 还 有 竹 类 、 巴 西 坚 果 、 橡 胶 和 水 果 都 是 各 地 经 济 的 主 
要 依靠 和 重要 的 出 口 物资 。 当 然 ， 如 果 经 营 不 得 当 ， 导 致 森林 误 
退 ， 损 失 也 是 巨大 的 。 从 维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观点 和 发 展 生态 农 业 
的 要 求 来 看 ， 加 强 原 生性 生态 系统 的 保护 和 对 栽培 区 域 进行 综合 
农业 的 集约 经 营 是 是 十 分 人 迫切 的 任务 ， 特 别 是 利用 本 地 资源 优势 
丰富 生物 多 样 性 尤其 重要 。 

(4) 观赏 和 城镇 绿化 方面 ” 随 着 各 地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人 民生 活 
的 提高 ， 对 观赏 和 城镇 绿化 、 美 化 植物 的 要 求 日 益 增 加 ， 只 和 赁 引 
进 一 些 外 来 种 类 已 不 能 满足 人 们 的 要 求 。 因 此 ， 提 倡 采 用 本 地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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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的 呼声 日 益 高 涨 ， 这 就 促使 人 们 不 得 不 加 强 这 方面 的 研究 。 从 ,| 

当前 发 展 的 趋势 来 看 ， 无 论 是 苦 协 、 蕨 类 、 裸 子 植物 和 被 子 植物 

都 有 大 量 的 种 类 可 供 选 择 ， 包 括 乔 木 、 灌 木 、 草 本 和 茧 本 植物 等 

在 内 。 它 们 拥有 观 花 、 观 叶 、 观 体型 、 观 果 、 观 秋 叶 等 不 同 的 类 | 

型 ， 常 绿 阔 叶 种 类 原来 是 热带 、 亚 热带 地 区 所 特有 ， 现 在 愈 来 愈 | 

多 地 通过 引种 驯化 移植 温带 区 域 。 新 的 产业 和 销售 机 构 不 断 增 

加 。 它 具有 产值 高 、 创 汇 高 和 占 地 少 的 特点 ， 很 有 发 展 潜力 。 例 

如 ， 日 本 花卉 生产 只 占 耕 地 面积 的 1. 1% ， 而 投入 却 占 农业 收入 

的 3.3% 。 新 加 坡 每 公顷 花卉 可 换 汇 28 950 美元 ， 哥 伦比 亚 更 高 ,| 

可 达 44 500 美元 。1992 年 世界 花卉 贸易 已 突破 100 亿美 元 ， 花卉 

已 成 为 许多 国家 和 地 区 获取 外 汇 的 主要 手段 之 一 。 虽 然 花卉 市 场 ， 

宽广 ， 优 越 条 件 也 很 多 ， 但 花卉 业 是 一 个 十 分 复杂 的 产业 ， 竞 争 ， 

非常 激烈 。 当 前 ， 盆 景 、 切 花 、 戎 生 观 叶 植 物 、 球 根 、 球 茎 植 | 

物 、 草 花 、 棕 榈 和 各 地 乡土 树种 苗木 等 需求 量 很 大 。 集 中 相应 的 

资金 和 技术 力量 建立 生产 发 展 基 地 ， 发 掘 本 地 独特 的 种 类 ， 进 行 ” 
批量 化 生产 就 显得 十 分 重要 。 加 强 科 研 ， 并 推广 成 果 是 保证 这 项 
产业 得 以 延续 发 展 和 不 断 获得 提高 的 关键 。 | 

总 之 ， 植 物 与 人 类 的 生存 是 息息相关 的 ， 为 了 更 好 地 发 掘 各 地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 就 应 加 强 对 它们 ， 特 别 是 其 栖息 地 的 保护 。 保 护 
和 发 展 是 密切 相关 的 ， 不 要 把 它们 彼此 对 立 起 来 ， 而 是 要 进行 科学 
的 协调 ， 彼 此 得 到 充分 的 重视 。 这 样 ， 实 施 可 持续 发 展 战 略 就 是 二 
项 最 关键 的 任务 ， 保 护 区 应 在 这 方面 起 试验 示范 的 作用 。 

3. 生物 多 样 性 受 威 胁 的 状况 和 保护 的 紧迫 性 
自从 人 类 出 现 以 后 ， 世 界 生物 多 样 性 便 和 人 类 的 文化 逐渐 地 

融合 在 一 起 了 ， 人 类 应 用 越 来 越 先进 的 科技 知识 来 操纵 目 然 ， 以 

WEA CWE. Pee, JU. BO. Hf. BOARS 
大 大 改变 了 景观 的 水 文 和 地 球 化 学 的 循环 ， 海 洋 也 反映 出 了 人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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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化 。 这 些 活 动 可 能 增加 或 减少 某 些 区 域 的 遗传 多 样 性 、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 但 最 深刻 的 、 不 可 逆转 的 影响 是 大 大 
地 加 速 了 物种 的 灭绝 。 

(1) 物种 灭绝 的 趋势 ”人 类 对 物种 灭绝 速度 的 影响 可 扎 淹 到 
几 千 年 以 前 ， 但 从 19 世纪 开始 ， 人 类 对 物种 灭绝 速度 的 影响 明 
显 增加 。 目 前 ， 还 没有 准确 的 统计 ， 究 竟 有 多 少 物 种 已 经 灭绝 ， 

因为 人 们 还 不 能 确切 知道 地 球 上 有 多 少 种 物种 。 但 是 ， 毫 无 疑 
间 ， 当 今 物种 灭绝 的 速度 要 比 200 年 以 前 快 得 多 。 如 果 没 有 较 充 
分 的 研究 ， 任 何人 都 不 能 断定 某 个 物种 已 经 灭绝 ， 有 时 ， 有 些 种 
忆 列 入 灭绝 名 单 ， 可 随后 又 重新 发 现 ， 这 也 是 常 有 之 事 。 当 前 ， 
对 物种 灭绝 的 估计 ， 大 多 是 间接 的 ， 从 生物 地 理学 的 基本 原理 来 
分 析 ， 这 也 不 是 没有 道理 的 ， 由 于 人 们 对 许多 物种 的 状况 了 解 得 
不 够 ， 有 时 也 低估 了 灭绝 的 数目 。 即 使 如 此 ， 已 知 鸟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灭绝 的 速度 在 1600 ~ 1950 年 间 增加 了 4 FF, BY 1950 年 ， 
记录 了 乌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的 灭绝 速度 每 100 年 分 别 上 升 到 1.5 % 

和 1.0 % 。 从 1600 年 以 来 ， KAA 113 种 鸟 类 和 83 种 哺乳 类 动 
物 已 经 消失 ; 在 1850 ~ 1950 年 的 100 年 间 ， 乌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的 

灭绝 速度 平均 每 年 1 种 。 对 大 多 数 生物 类 群 来 说 ， 一 个 种 的 平均 
寿命 为 100 万 ~ 1 000 万 年 。 所 以 ， 按 目前 的 1 000 万 个 物种 计 

算 ， 每 年 只 有 1 ~ 10 个 物种 可 能 消失 ， 这 个 估计 对 广泛 分 布 的 物 
种 来 说 是 准确 的 ， 特 别 是 对 海洋 的 种 类 来 说 更 是 如 此 。 因 为 它们 
的 化 石 记录 最 完全 。 对 陆 生 哺乳 类 动物 来 说 ， 这 个 估计 也 是 适 
ey?) 

在 分 布 范围 狭 窗 的 物种 当中 ， 史 前 灭绝 速度 可 能 高 于 所 认为 
的 平均 数 ; 对 于 广泛 分 布 的 物种 来 说 ， 所 谓 背 景 灭 绝 速度 是 极 小 
的 ， 几 乎 等 于 零 。 在 地 球 上 大 约 13 000 种 鸟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中 ， 
每 100 ~1 000 年 预料 会 有 1 种 灭绝 。 鸟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现在 的 灭 
绝 速度 ， 或 许 是 它们 在 未 受 干扰 的 自然 界 中 的 100 ~ 1 000 倍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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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鸟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以 外 ， 海 洋 无 脊 椎 动物 在 有 记载 的 历史 期 

间 ， 只 有 11L 种 灭绝 。 在 其 他 类 群 中 有 纪录 的 灭绝 数 只 是 总 数 的 一 

小 部 分 ， 因 为 大 多 数 种 还 未 被 描述 ， 而 已 被 描述 的 种 情况 也 知道 

得 很 少 。 不 久 前 ， 对 马 来 半 岛 淡水 渔 类 的 一 次 调查 发 现 ， 钙 认为 

该 区 仍 生存 的 266 种 中 ， 只 找到 55% O°! 。 预 测 物种 未 来 的 灭绝 速 

度 ， 甚 至 比 估计 目前 的 灭绝 速度 更 困难 ， 这 样 的 预测 一 般 是 以 设 

想 的 生境 消失 的 速度 和 种 的 丰富 度 与 生境 面积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 即 大 家 所 知道 的 种 一 面积 曲线 ) 为 基础 的 。 一 个 有 用 的 约略 佑 

计 是 ， 如 果 一 个 生境 的 面积 减少 了 90% ， 大 约 1X2 的 物种 就 会 失 性 

夫 。 应 用 种 一 面积 方法 ，Simberloff (1986) AHL’, FEW 20 4F 

来 ， 中 南美 洲 湿润 热带 森林 的 砍伐 ， 可 能 有 15% 的 植物 种 灭绝 ,时 

亚 马 孙 河 流域 12% 的 鸟 类 灭绝 。 

从 理论 上 说 ， 如 果 筑 林 继 续 下 去 ， 直 到 所 有 的 森林 消失 〈 除 和 

了 保护 区 的 林地 不 砍 ) ， 有 66% 的 植物 种 和 69% 的 鸟 类 将 要 消 星 

失 。 如 果 目 前 的 趋势 继续 下 去 ， 到 2020 年 ， 非 洲 热带 森林 物种 

的 损失 可 达 6% ~ 14% ， 亚 洲 可 达 7% ~17%, HLT RWB 

4% ~9% (〈 表 2-1) 。 如 果 毁 林 速 度 加 倍 ， 物 种 消失 将 要 增加 2 ~ 

2. 5 倍 。 从 全 球 范围 来 说 ， 以 目前 的 速度 砍伐 森林 ， 大 约 有 5% 

的 植物 ，2% 的 鸟 类 要 灭绝 5 呈 ] 。 如 果 预 计 的 森林 砍伐 增加 2 倍 ， 

KAA 10% 的 植物 和 5% 的 鸟 类 要 灭绝 “ 。 热 带 森 林 中 约 有 节 及 

动物 50% ~ 90% 的 数量 ， 如 果 它 们 以 高 等 植物 同样 的 比例 分 布 在 

亚洲 、 非 洲 和 拉丁 美洲 的 热带 地 区 ， 如 果 目 前 的 森林 采伐 速度 仍 
然 继续 下 去 ， 大 约 有 5% 的 节肢 动物 将 要 消失 ; 如 果 砍 伐 的 速度 
加 倍 ， 将 有 15% 的 节肢 动物 消失 。 由 于 节肢 动物 和 植物 在 世界 物 
种 多 样 性 中 占有 较 多 的 数量 ， 它 们 的 灭绝 说 明 热 带 森 林 对 世界 整 国 
个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影响 多 么 巨大 。 在 1990 ~2020 年 间 ， 由 于 热带 森 时 
林 砍 伐 所 引起 的 物种 灭绝 ， 可 能 导致 5% ~ 15% 的 世界 物种 消失 
按 地 球 的 物种 有 1 000 万 种 来 计算 ， 每 年 可 能 有 15 000 ~ 50 0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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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物种 灭绝 ， 每 天 失去 50 ~ 150 种 "” 。 这 个 分 析 一 般 地 与 应 用 其 
他 方法 作出 的 物种 灭绝 速度 预测 基本 一 致 ( 表 2-2) 。 这 些 研究 表 
明 ， 如 果 目 前 的 灭绝 趋势 继续 下 去 ， 在 2000 ~ 2025 年 间 ， 地 球 上 
每 10 年 大 约 有 5% ~ 10% 的 物种 要 消失 。 自 从 白垩 纪 未 期 ， 大 约 
6 500 万 年 以 前 ， 物 种 大 灭绝 以 来 ， 这 个 灭绝 速度 将 是 空前 的 。 

在 19 世纪 期 间 ， 物 种 灭绝 的 格局 曾 有 两 个 方式 的 变化 。 历 史上 ， 

物种 灭绝 主要 威胁 的 是 岛屿 上 的 物种 ， 大 陆 上 脆弱 的 物种 消失 是 

少数 。 岛 屿 上 大 约 有 74% 的 鸟 类 和 哺乳 类 动物 灭绝 了 。 目 前 ， 

岛屿 上 的 物种 依然 处 于 高 度 濒 危 状 态 ， 但 大 陆 上 66% BRA A HE 

动物 是 濒危 种 和 渐 危 种 (462-3). WI, BHM KE DRE 

存 的 主要 威 肋 ， 历 史上 物种 的 引进 与 过 度 开 发 具有 同样 的 重要 影 

响 ( 表 24,， 表 2-5) 。 

表 2-1 ”热带 森林 物种 消失 的 数量 预测 (% ) (Reid，1989) 5 
历史 上 ~ 1990~ 1990~ 1990 ~ 1990 ~ 2020 保护 区 保存 

1990 2000 2010 2020 (FRAKES) 的 数量 

10~22 1-~2 2~4 2~7 6~14 35 ~63 

区 域 

非洲 和 马达 加 
斯 加 

亚洲 和 太平 洋 
地 区 

拉丁 美洲 和 加 
勒 比 地 区 

(2) 物种 灭绝 的 区 域 差异 ”由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原因 ， 一 些 地 区 
生物 群落 的 物种 比 另 一 些 地 区 生物 群落 的 物种 受到 更 多 的 灭绝 威 
肪 ， 这 些 受到 严重 威胁 的 区 域 和 生物 群落 常常 被 称 作 “临界 的 生 
SAB” 。 在 未 来 的 几 十 年 中 ， 大 多 数 物 种 的 灭绝 将 出 现在 岛屿 
和 热带 森林 。 具 有 地 中 海 气候 的 区 域 也 含有 大 量 受 威胁 的 植物 和 
无 脊 椎 动物 ”。 在 世界 的 湖泊 、 河 流 中 的 鱼 类 和 水 生 无 脊椎 动物 
也 受到 严重 的 威胁 。 物 种 受 威胁 的 这 个 地 理 格局 在 美国 专门 调 
碍 受 威胁 植物 的 分 布 得 到 了 比较 确切 的 反映 。 美 国 在 今后 有 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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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的 1/2 植物 种 大 多 出 现在 夏威夷 、 加 利 福 尼 亚 ” 。 美 国 受 威 则 

胁 的 鱼 类 多 在 西南 (主要 是 荒漠 的 鱼 类 ) 和 东南 (PRR 

表 2-2 物种 灭绝 速度 的 估计 

物种 消失 数量 的 “每 10 年 地 球 物种 j 源 估计 消失 的 % 估计 的 方法 资料 来 

1980 ~ 2000 年 间 种 面积 曲线 ， 恨 

0 0 据 全 球 2000 个 佑 。 [51] 
15% ~20% 的 物 641 He HOH 18 Lovejoy, 1980 

种 灭绝 积 

雨林 1/2 的 物种 

热带 雨林 每 年 17 a 假定 是 本 地 特有 Aah oa 

500 种 灭绝 ft, MRA 
失 而 灭绝 

新 热带 12% 的 植 
物种 消失 到 
2000 年 亚 马 孙 河 or? WB Sime Simberloff, 1986 °°! 

流域 15% 的 鸟 类 
消失 

20 世纪 80 年 代 到 2015 年 ,热带 

中 期 至 2015 年 森林 地 区 物种 消 

之 间 ，25% 的 物 me 失 数量 可 能 是 森 = Raven, 1988 (7°? 

种 灭绝 林 采 伐 或 遭 到 严 
J 重 的 破坏 

种 一 面积 曲线 

1999 ~ 2020 年 CO. 1 = ae 

fi ae gn, 15% 2-50) 0.35), FAO 预测 Reid, 1989/1] 
的 物种 消失 1980 ~ 1985 年 森 

林 消 失 1 ~2 倍 

TE: (1) 估计 针对 本 地 特有 种 的 迅速 灭绝 ， Ra TR TC 

成 的 广 布 种 缓慢 消失 。 

(2) 灭绝 的 佑 计 是 物种 的 平均 数 ， 如果 森林 的 清关 继续 到 2000 FERN 

止 ， 多 长 时 间 将 达到 这 个 平均 数 不 清 楚 。 

(3) 灭绝 将 在 1980 ~ 2015 年 这 个 时 间或 稍 后 一 点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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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灭绝 将 在 1990 ~ 2020 年 或 稍 后 一 点 出 现 ， 和 森林 中 物种 缓慢 的 消失 

不 包括 在 这 个 模式 中 。 
| 

#23 ”濒危 种 和 渐 危 种 (Reid, 1989) "*) 
HE Khe? 岛屿 全 ) 海洋 总 计 

哺乳 类 动物 159 48 9 216 

鸟 类 动物 91 87 0 178 

怜 行 类 动物 41 21 6 68 

两 栖 类 动物 14 0 + 14 
(3) 

2K) 193 ( 443 ) 71 0 214 (464) 

138 
} = (3) 

| hata (Fe 233 239 0 377 

| <p ip (3) 
ra 椎 动物 《其 233 99 2 334 

维 管束 植物 45) 2706 0 6693 

TE: (1) 陆地 面积 大 于 100 万 平方 千 米 〈 格 陵 兰 的 大 小 或 更 大 ) 。 

| (2) 陆地 面积 小 于 100 万 平方 千 米 。 

(3) 主要 是 北美 和 夏威夷 的 代表 。 

(4) 包括 维多利亚 湖泊 区 250 种 丽 鱼 科 鱼 类 濒危 种 。 

(5) 维 管束 植物 〈 包 括 种 、 亚 种 和 变种 ) 。 

表 24 物种 灭绝 的 原因 (Reid，1989 ) [8] 

_ 每 一 种 原因 的 % 

生境 消失 “过 分 开拓 ”物种 引进 捕食 控制 其 他 ”还 不 清楚 

哺乳 类 动物 O) 19 23 20 1 1 36 

Bey” 20 11 22 0 2 37 

息 行 类 动物 (2) 5 32 42 0 0 21 

| 4K 35 4 30 0 4 48 

起 (1) aR. AIRE. RRM, HW, FAR 
| 易 的 活动 物 笼 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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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 记录 数值 表示 主要 受 所 指出 的 因素 引起 灭绝 的 物种 百分数 。 

(3) 所 记录 数值 表示 受 所 指出 的 因素 影响 而 灭绝 的 物种 百分数 。 

表 2-5 ”对 物种 的 威胁 (Reid，1989 ) "*! 

每 一 种 原因 的 % 

fat 生境 消失 RRR? ”物种 引进 ”捕食 控制 其 他 

哺乳 类 动物 68 54 6 8 12 

鸟 类 动物 58 30 28 1 1 

疏 行 类 动物 53 63 17 3 6 

两 栖 类 动物 77 29 14 = 3 

鱼 类 78 12 28 2 

HE: (1) 数值 表示 受 每 一 因素 所 影响 陷 人 濒危 的 物种 〈% ) ， 受 威胁 的 种 是 

被 IUCN 看 为 全 球 性 濒危 、 渐 危 或 罕见 的 种 和 亚 种 。 

5 
人 

(2) 包括 商业 、 生 活 需要 、 和 狩猎 、 娱 乐 和 供 观赏 、 动 物 园 、 科 研 和 贸 上 
易 的 活动 物 的 笼 养 。 

热带 地 区 : 热带 地 区 是 物种 分 布 最 丰富 的 区 域 ， 虽 然 其 面积 上 
只 占 全 球 陆 地 总 面积 的 7% ， 但 它 拥有 1/2 以 上 的 物种 中 。 正 因 量 
为 如 此 ， 热 带 森 林 大 面积 的 砍伐 ， 环 境 恶 化 ， 再 加 上 全 球 气候 变 
Re, xe 21 世纪 物种 灭绝 最 重要 的 原因 之 一 。 估 计 到 2020 年, K 
绝 速 度 会 超过 热带 物种 的 5% ~ 15% 。Salati E. HH!) PBA © 
河 滨 域 热带 森林 相当 部 分 的 消失 ， 可 能 大 大 改变 该 地 区 的 水 文 与 和 
气候 状况 ， 从 而 加 速 物种 的 消失 。 如 果 当 前 所 制定 的 各 种 保护 行 
动 得 以 实现 ， 或 许 这 种 灭绝 速度 可 望 得 到 降低 ， 但 是 人 们 对 此 大 ， 
多 持 怀疑 态度 。 

ee 4 

rh ie 

具有 地 中 海 气候 的 区 域 : 全 球 有 5 个 地 理 区 域 具 有 地 中 海 气 © 

候 ， 其 特征 是 冬季 凉 湿 ， 夏 季 干 暖 ， 南 欧 和 北非 的 地 中 海区 域 、 
糯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和 智利 的 部 分 地 区 、 南 非 好 望 角 地 区 和 澳大利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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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部 均 属 这 类 地 区 。 这 些 区 域 植物 种 类 丰富 而 且 特 有 种 多 ， 甚 

至 可 与 热带 地 区 相 媲 美 ( 表 2-6 ) 。 按 所 列举 的 4 个 地 区 的 计算 ， 

大 约 占 热带 森林 植物 种 的 20% ， 约 占 全 球 植物 总 数 的 9% ， 但 面 

积 比 热带 地 区 小 20% ， 约 占 全 球 土地 总 面积 的 1.1% 。 地 中 海 气 

候 地 区 植物 平均 分 布 范围 像 热带 地 区 一 样 小 ， 甚 至 更 小 ， 但 单位 

面积 植物 种 类 的 丰富 度 与 热带 地 区 类 同 ， 甚 至 有 所 超过 :“ 。 地 中 

海 气候 区 域 的 生境 属于 世界 上 受 干 扰 最 强烈 的 区 域 之 列 ， 而 且 由 

手 引 入 大 量 的 物种 使 生境 进一步 恶化 。 南 非 好 望 角 原 来 的 植被 大 

约 有 33% 已 经 消失 ， 将 平原 地 区 加 在 一 起 已 有 70% 消失 。 在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几 乎 有 10% 的 植物 种 类 是 驯化 的 外 来 种 。 人 类 对 地 中 

海 气候 地 区 的 影响 如 此 之 大 ， 以 致 那里 早已 无 完整 的 原生 性 顶 极 

植被 ， 保 存 下 来 的 大 多 数 种 是 原来 群落 早期 演 蔡 阶段 的 特征 

BOY) 。 由 于 生境 强烈 的 变化 、 外 来 种 的 引进 、 本 地 特有 种 多 ， 佑 

计 这 个 区 域 8% 的 种 被 认为 是 濒危 种 、 渐 危 种 或 黎 有 种 〈 表 2-6) 。 

这 个 数字 稍微 低 于 温带 地 区 所 提供 的 数字 ， 达 到 10% ， 因 为 被 列 

为 未 确定 种 ”和 “了 解 不 够 充分 的 种 ”未 包括 在 地 中 海 气候 区 域 

的 数字 之 内 。 实 际 上 ，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受 威胁 的 种 达到 了 15% , 

南非 好 望 角 为 17% ， 澳 大 利 亚 南部 为 24% 。 2 和 

表 2-6 ”地中海 气候 区 域 植物 种 的 丰富 度 和 受 威胁 程度 

sa HED HATA 〈% ) 受 威胁 的 种 类 受 威 肪 的 % 

了 7.5 8 578 68 529 6.2 

aoe 41.1 5 046 30 604°?) 12.0 

= hag 32.0 3 600 68 554°) 15.4 

智利 (4) 72 5 500 50 1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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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 

面积 (100 ghey set 1 0% 
地 区 万 公顷 ) 植物 种 数 特有 种 〈% ) SRY 受 威 胁 的 % 

总 计 155. 8 22 724 54 1797 7.9 | 

ve. (1) 包括 IUCN 制订 的 各 种 类 型 : BEER MPRA, BERR 

看 ， 它 们 是 受 威胁 的 。 | 

(2) 加 利 福 尼 亚 对 罕见 种 或 渐 危 种 的 划分 与 IUCN 所 描述 的 类 型 0 ,不 | 
完全 相当 。 

(3) 澳大利亚 西南 部 濒危 种 和 渐 危 种 估计 有 853 种 ， 减 去 不 够 了 解 的 
259 种 和 已 灭绝 的 40 FH, WA 554 种 。 | 

(4) 数据 材料 包括 非 地 中 海 气候 地 区 (主要 是 荒漠 和 温带 雨林 ) ， 这 ， 
样 ， 两 个 区 域 总 种 数 等 于 地 中 海 气候 地 区 。 

温带 地 区 : 一 般 说 ， 温 带 地 区 的 生物 区 系 受 灭绝 威胁 较 之 热 ， 
带 地 区 要 轻 些 ， 或 许 像 淡 水 水 域 的 情况 例外 。IUCN WA, Unit 

地 区 各 国 受 威胁 物种 约 占 1% ~ 10% ， 不 同 国家 不 同类 群 有 所 区 
别 〈 表 2-7) 。 美 国 植物 保护 中 心 估 计 ， 他 们 的 25 000 FEF, 

有 3 000 种 处 于 灭绝 的 危险 中 , 占 12% 一 。 

表 2.7 温带 各 国 物种 受 威胁 的 百分数 风 (Reid, 1989)"* 

哺乳 类 动物 Sky “ 疏 行 类 动物 “两 栖 类 动物 植物 

国家 CA Zh BA SR CA SR CA ee CA 受 威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 胁 的 % 

juan. T63 一 9 一 -23 本 一 6 一 32 一 一 3< = =—4 0.3 

iH 367 10.3 1090 6.1 368 4.6 222 6.3 20000 8.5 

日 本 186 4.8 632 3.0 85 2.4 | 589) eee 9.8 

阿 根 熙 .255 10.2 927 1.9 204 3.4 124 0.8 9000 1.7 

南非 一 al pS 局 二 - Boe. 30 

英国 - - - 三 = = = 2 of 800 1.1 

比利时 - - - - - = ~ = £98 0.6 

ret = = i = = _ 二 一 700 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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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 

哺乳 类 动物 SRW 《” 疏 行 类 动物 “两栖 类 动物 植物 

国家 BH 受 威 已 知 ZR CM 受 威 已 知 受 威 CH Rw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胁 的 % 种 数 ” 胁 的 % 

芬兰 一 - - - _ 一 = A 4.34300 0.5 

瑞士 ” = a a = - i = oes 0.7 

TE: (1) 受 威胁 的 种 包括 IUCN 所 划分 的 濒危 种 、 渐 危 种 、 未 确定 种 和 了 解 
不 充分 的 种 。 

(2) 包括 太平 洋 和 加 勒 比 群岛 。 

淡水 水 域 : 陆地 上 的 淡水 水 域 就 像 海 洋 中 的 岛屿 一 样 ， 许 多 

淡水 无 脊 椎 动物 和 鱼 类 ， 由 于 瀑布 和 其 他 障碍 限制 了 它们 的 分 布 

范围 ， 篆 第 只 见于 个 别 的 湖泊 、 河 流 或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淡 水 水 域 

的 物种 ， 特 别 容 易 受 到 失去 栖息 地 的 威胁 ; 同时 ， 外 来 物种 的 引 

进 对 本 地 物种 的 影响 特别 敏感 ， 因 为 它们 已 在 没有 不 同 的 捕食 者 

和 寄生 者 的 情况 下 发 展 起 来 。 总 的 来 说 ， 这 些 威胁 可 破坏 淡水 的 

动物 区 系 。 在 新 加 坡 岛 上 , 在 1934 年 还 采集 到 353 种 淡水 鱼 中 的 
34% ， 仅 仅 30 年 后 就 几乎 采 不 到 了 ” 。 物 种 的 引进 威胁 着 全 世 

Fr 7K AE HEY, 七 鳃 鳗 的 引进 消灭 了 几 种 白 链 属 ( Coregonus 

spp.) 鱼 类 ， 并 且 使 北美 大 湖区 其 他 3 种 白 甸 9 属 鱼 类 陷 人 濒危 状 

态  。 大 嘴 鲈 鱼 (Micropterus salmoides) 引进 阿 蒂 特 兰 湖 已 严重 

地 减少 2 种 土生 的 花 鲜 鱼 〈Poecilia sphenops) 和 丽 体 鱼 〈Cichla- 
soma nigrofasciatum) 的 种 群 ; 而 孔雀 鲈鱼 (Cichla ocellaris) 引进 

巴拿马 的 加 通 湖 (Gatum lake) ， 使 以 前 常见 的 8 种 鱼 中 有 6 种 已 

被 消灭 ， 第 7 种 也 大 大 减少 ……' 。 

中 国 云南 大 理 洱海 原 产 鱼 类 17 种 ， 引 入 外 来 种 13 种 ， 共 计 

30 种 。 目 前 ， 在 原 产 士 著 鱼 类 17 HP, CAS 种 处 于 濒危 状态 ， 

其 中 多 为 洱海 特产 ， 且 具有 重要 的 经 济 价值 。 主 要 原因 是 外 来 种 

与 土著 种 争 食 、 争 产 卵 场 以 及 香 食 土著 种 鱼 卵 等 ， 破 坏 了 原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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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系统 平衡 。 引 入 种 波 氏 覆 银 虎 鱼 〈Ctenrogbias clifford popei) 

的 种 群发 展 相 当 庞 大 ， 破 坏 作用 可 想 而 知 ”” 。 外 来 种 的 引入 有 些 | 

是 有 意 引入 的 ， 有 些 随 同 家 鱼苗 带 和 人 的。 总 的 来 说 ， 引 进 外 来 种 ， 

对 洱海 的 鱼 类 发 展 利 少 刺 多， 现在 要 清除 不 好 的 种 相当 困难 ， 只 

有 设法 控制 其 种 群发 展 ， 加 强 对 其 捕捞 或 破坏 其 栖息 环境 。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MX3 以 上 的 淡水 鱼 是 由 非 本 地 鱼 种 组 成 

的 ，66 个 本 地 种 的 20% 处 于 濒危 状态 。 而 尼罗河 鲈鱼 引进 非 州 。 

维 克 多 利 亚 湖 ， 大 大 减少 了 这 个 潮 的 鱼 产量 ， 而 且 使 这 个 湖 的 ， 

250 多 种 丽 鱼 科 (Cichlidae) 鱼 类 陷 人 绝境 ， 已 经 造成 30% HH 

类 灭绝 。 当 然 ， 栖 息 地 的 丧失 甚至 比 外 来 种 的 引进 对 淡水 鱼 群 落 ， 

的 影响 更 大 ， 特 别 是 干旱 地 区 ， 人 类 用 水 可 大 大 改变 天 然 水 生生 

境 的 主要 部 分 ， 贷 坝 、 湿 地 排水 、 溪 流 渠 道 化 、 覆 盖 或 抽 提 昌 

水 ， 己 危及 许多 淡水 群落 。 在 美国 东南 部 40% ~50% 的 淡水 软体 | 

NO) (Bas) 种 ， 由 于 贮 水 备 灌溉 用 或 河流 的 渠道 化 而 灭绝 或 处 | 

于 濒危 状态 。 云 南 洱海 一 个 方面 由 于 周围 山地 森林 遭受 破坏 ， 士 

壤 保 水 能 力 减 弱 ; 另 一 方面 为 了 发 电 和 工农 业 用 水 ， 修 闸 、 控 深 
与 其 相连 河流 的 河床 、 忽 视 湖 泊 水 体 的 综合 利用 ， 使 水 位 大 幅度 ， 
下 降 ， 使 土著 名 贵 鱼 种 油 四 须 鳃 (Bardodes exigua) , YEO AI A 
( Barbodes daliensis) 、 大 理 裂 腹 鱼 (Schizothorax daliensis) 等 失去 

产 卵 繁殖 场 而 濒临 灭绝 “' 。 物 种 受到 威胁 不 仅 是 由 于 水 情 状 况 的 
变化 ， 而 且 也 由 于 水 温 的 相应 变化 ， 例 如 美国 亚利桑那 州 科 罗 拉 
多 河 由 于 从 大 坝 后 面 放出 深 处 的 冷水 进去 ， 已 威胁 到 科罗拉多 女 ， 
AB (Ptychocheilus lucius) AE FE’) 。 在 荒漠 地 区 ， 许 多 水 生物 
种 可 能 是 小 泉水 所 特有 的 ， 由 于 受 地 下 水 抽 提 或 地 表 水 使 用 的 威 | 
肋 ， 在 北美 荒漠 区 ，46 种 鱼 被 划 为 濒危 种 ，18 种 为 绝 灭 种 ， 而 
一 些 种 当 它 们 的 栖息 生境 的 水 被 抽 王 时 ， 却 在 咖啡 缸 或 水 槽 中 得 
Vii, Bi Kea 。 | 

AG: 岛屿 的 物种 常常 是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中 最 受 威胁 的 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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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 。 夏 威 夷 本 地 植物 区 系 大 约 10% 已 经 灭绝 ，40% 受到 威 
胁 。 同 样 ， 毛 里 求 斯 植物 特有 种 有 8% 已 灭绝 ，30% 是 濒危 
种 。 一 般 说 来 ， 出 现在 岛屿 上 的 物种 ， 历 史上 没有 大 量 捕食 者 
和 病虫害 ， 主 要 由 于 人 、 鼠 、 猫 及 随 春 它 们 周围 的 其 他 的 物种 到 
来 而 受到 严重 影 啊 。 

R28 岛屿 植物 种 类 情况 

受 威胁 的 受 威 胁 的 特有 
岛屿 本 地 种 数 ”特有 种 数 特有 种 所 占 % 特有 种 6 

耶 苏 岛 25 11 44 9 82 

亚 速 尔 群岛 600 55 9 23 42 

加 那 利 群 岛 下 500 E 377 75 

格拉 帕 戈 斯 群岛 543 229 42 135 59 

夏威夷 970 883 91 353 40 

ai 147 118 80 93 79 

洛 得 豪 岛 379 219 58 70 32 
马 德 拉 和 群岛 760 131 17 86 66 

毛里 求 斯 850 280 33 119 42 

Bree” 3 250 2 474 716 146 6 

新 西 兰 2 000 1 620 81 132 8 

诺 福 克 174 48 28 45 94 

德里 格 斯 145 40 28 36 90 

圣 赫 勒 拿 岛 60 50 83 132 8 

索 科 特 拉 A 215 5 130 60 

受 威胁 的 岛屿 生物 多 样 性 ， 特 别 有 戏 剧 性 的 例子 是 马达 加 斯 
加 。 它 具有 最 独特 的 物种 ，28 个 灵长目 物种 的 93% ， 植 物种 的 
80% ，197 个 本 地 乌 类 的 54% ，144 个 两 栖 类 动物 的 99% 是 该 岛 
所 特有 的 …” 。 所 以 ， 马 达 加 斯 加 许多 物种 的 灭绝 无 论 对 它 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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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对 全 球 来 说 都 是 巨大 的 损失 。 大 约 在 公元 500 年 ， 人 类 首次 到 

达 该 岛 以 来 ，14 PIR. 1 BDO. 2 种 陆地 的 马 龟 和 7 

种 象 鸟 已 经 消失 ,包括 众所周知 的 已 经 灭绝 的 最 大 的 岛 ， 高 3 

米 ， 重 约 450 千克 5 。 马 达 加 斯 加 的 天 然 植被 80% 已 被 改变 ， 大 
多 是 由 于 刀 耕 火种 所 造成 ， 只 有 少数 地 区 仍 有 小 面积 的 天 然 植被 

得 到 保存 ， 现 在 ， 只 有 1. 5% 的 面积 得 到 保护 。 大 面积 生境 的 破 

坏 造成 物种 灭绝 速度 加 快 ， 根 据 物种 ~ 面积 关系 的 观点 ，8% 的 

自然 生境 遭 到 破坏 可 能 会 引起 4$% 原来 物种 的 消失 。 目 前 ，28 

种 灵长目 中 的 6 种 ，106 种 本 地 乌 类 的 5 种 ， 已 被 IUCN WA Bie 

种 或 渐 危 种 ““ 。 有 鉴于 此 ， 马 达 加 斯 加 政府 已 制定 了 一 个 环境 
保护 行动 计划 ， 保 护 区 从 36 个 增加 至 50 个 ， 提 高 保护 和 管理 能 
力 。 马 达 加 斯 加 总 统 在 2003 年 南非 德 班 召 开 的 苦 五 层 世界 保护 
区 大 会 上 宣布 ， 要 把 现在 保护 区 占 全 国 面 积 的 3% 逐步 增加 到 
10% 。 在 邻近 保护 区 的 村 镇 ， 建 立 综合 的 保护 与 开发 项 目 ，20 年 

中 ， 实 施 这 一 计划 将 需要 大 约 1. 2 亿美 元 。 

我 国 浙江 舟山 群岛 的 特有 种 普陀 狼 耳 板 ( Carpinus putoensis) — 
只 有 一 株 大 树 ， 现 正在 通过 就 地 繁殖 和 植物 园 引种 ， 加 强 对 其 保 

护 与 扩大 其 分 布 范围 。 海 南 岛 约 有 维 管束 植物 4000 多 种 ， 其 中 。 

有 630 多 种 为 海南 所 特有 。 全 岛 天 然 林 面积 从 20 世纪 50 年 代 的 ， 
1295 Aw, #8 m3 25.7% 降 到 现今 的 540 多 万 亩 ， 覆 盖 率 
10. 5% 。 林 下 药 用 植物 和 红 藤 白 茧 类 资源 明显 减少 ， 珍 贵 林木 也 | 
愈 来 愈 少 ， 如 海南 紫荆 木 (Madhuca hainanensis) 、 降 香 檀 (DoL- 
bergia odorifera) . YX 42 (BEopea exalata) 、 青 梅 ( Vatica astro- | 

tricha) 、 海 南 粗 梭 ( Cephalotaxus mannii). $i ( Chuniophoenix | 

hainanensis) . 2348 (Nauclea officinalis) 等 。 还 有 一 些 种 类 已 

经 灭绝 ， 例 如 海南 美 登 木 (Maytenus hainanenss )、 海 南 细 辛 
(Asarum epigynum). JI. H- AK ( Otophelium unilocularis), EH 

(Sciaphila tenella) “'°' , QySAQHETE FE (Cervus nippon) 也 已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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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 台 湾 云 豹 (Neofelis nebulosa pracryurw ) 、 人 台湾 黑熊 (Selanarc- 

tos thibetanus) 、 穿 山 甲 (Monzis pentadactyla) . #21) = ( Capri- 

cornis crispus) 、 水 猎 (Lutra lutra chinensis) 等 的 种 群 也 大 幅度 下 
e's! Yi 

日 本 自然 保护 协会 宣布 ， 日 本 共有 5 300 多 种 高 等 植物 ， 其 

牛 36 种 已 灭绝 ，148 种 濒临 灭绝 境地 ，676 种 处 于 严重 受 威 胁 

状态 。 

二 、 就 地 保护 是 最 根本 的 途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途径 很 多 ， 就 地 保护 、 迁 地 保护 、 离 体 保 

存 都 是 常用 的 方法 。 应 该 说 彼此 是 相互 补充 而 不 可 代 蔡 。 但 是 ， 
应 该 明确 ， 就 地 保护 是 最 根本 的 途径 ， 因 为 就 地 保护 就 是 把 物种 

保存 在 天 然 生境 中 。 它 的 最 大 优点 在 于 物种 能 持续 不 断 地 进化 ， 
使 其 能 连续 适应 变化 的 环境 条 件 。 大 家 都 知道 ， 物 种 的 繁殖 体 被 
收集 起 来 保存 在 基因 库 中 ， 进 化 就 停止 了 了， 而 迁 地 保护 也 因为 生 

存 环 境 发 生变 化 也 受到 严重 的 影响 。 对 一 些 抗 病虫害 很 强 的 种 来 
说 ， 受 到 的 影响 比 其 他 的 种 类 更 大 。 为 了 既 能 保护 物种 的 遗传 多 

样 性 ， 又 能 保护 其 继续 进化 的 潜力 ， 野 生物 种 应 该 同 它们 的 病毒 
和 昆虫 一 起 进化 ， 而 且 经 济 开发 花费 也 较 少 。 但 是 ， 就 地 保护 常 

种 会 和 区 域 发 展 的 要 求 发 生 矛 盾 ， 需 要 予以 适当 的 关注 和 解决 ， 
一 般 说 ， 要 对 物种 及 其 栖息 地 ， 设 计 长 远 的 保护 和 近期 的 开发 规 

“ 划 都 较 容 易 ， 而 要 把 两 者 给 合 起 来 进行 适当 的 规划 似乎 要 困难 得 
多。 为 此 ， 必 须 弄 清 受 威 协 的 原因 ， 有 针对 地 制定 合理 的 规划 ， 
“才能 达到 预期 的 目标 。 

1. 生物 多 样 性 受 威胁 的 主要 原因 

AM 40 亿 年 以 前 ， 地 球 上 出 现 生 命 之 后 ， 物 种 在 其 长 期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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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发 展 和 对 环境 适应 过 程 中 ， 一 些 种 类 生活 力 差 竞争 不 过 其 

他 种 类 或 者 不 能 适应 环境 的 变化 ， 而 被 自然 淘汰 是 常 有 的 事 。 例 

如 ， 地 球 上 出 现 剧烈 的 变化 时 ， 特 别 是 历史 上 的 冰期 和 冰期 后 二 

热 期 的 出 现 ， 使 过 去 许多 繁茂 的 物种 完全 灭绝 ， 现 在 只 能 从 化 夏 

~ 

中 去 寻找 它们 。 可 能 有 许多 物种 当 人 们 还 没有 认识 和 发 现 其 经 济 

与 科学 价值 之 前 就 已 经 绝迹 了 。 但 是 ， 当 前 大 量 使 物种 灭绝 或 濒 

临 灭绝 的 境地 ， 确 实 是 由 于 人 们 的 各 种 生产 活动 引起 ， 这 就 使 得 

那些 适应 能 力 很 强 的 物种 也 难以 生存 。 当 然 ， 要 弄 清 某 个 物种 受 

= ens 

ae 

到 怎样 的 威胁 而 走向 灭绝 ， 还 是 相当 复杂 的 问题 ， 必 需 对 具体 情 
况 进行 具体 分 析 ， 而 且 不 同 物种 还 具有 不 同 的 生物 生态 学 和 群落 上 
学 特性 ， 对 环境 的 适应 以 及 抵抗 外 来 因素 影响 的 能 力 不 同 ， 因 此 
遭受 威胁 的 程度 也 就 不 同 ， 必 需 进 行 认真 细 致 的 分 析 研究 。 归 纳 

起 来 ， 物 种 受 威胁 的 原因 主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1) 大 面积 森林 采伐 、 火 烧 和 明 殖 农 作 “这 些 活动 对 生物 物 ， 
种 来 说 是 毁灭 性 的 。 森 林 中 的 物种 很 多 ， 特 别 是 热带 地 区 。 但 那 ， 
里 盛行 的 轮 软 农业 ， 采 用 刀 耕 火种 的 方法 ， 大 面积 热带 森林 采伐 

之 后 ， 甚 至 连 木 材 也 不 很 好 利用 ， 就 进行 烧 山 垦 殖 ， 种 植 作 物 或 
其 他 经 济 植物 或 作为 牧场 。 这 样 ， 原 来 森林 中 的 各 种 物种 就 几乎 】 
全 部 被 毁 ， 环 境 也 发 生根 本 的 变化 ， 即 使 外 来 的 种 源 到 达 那 里 

也 不 易 成 长 起 来 ， 导 致 大 量 物种 灭绝 或 濒临 灭绝 的 境地 。 

在 21 世纪 ， 热 带 森 林 的 砍伐 仍 将 是 物种 灭绝 的 极为 重要 的 

原因 。 当 前 ， 在 世界 范围 内 热带 森林 已 有 40% 被 次 ， 剩 余 的 部 分 
每 年 至 少 还 要 砍伐 740 万 公顷 `”。 沿 海 红 树 林地 区 也 是 生物 汇集 

的 地 方 ， 自 1961 年 以 来 ， 泰 国 已 失去 它 的 红 树林 22%, AER 

相 

宾 也 损失 了 一 半 以 上 的 红 树 林 “ 。 森 林 的 大 片 消失 对 物种 影响 之 

大 ， 是 大 家 都 能 觉察 得 到 的 ， 即 使 是 小 片 的 消失 导致 林 区 硫化 ， 
其 影响 也 是 巨大 的 。 包 括 鱼 类 在 内 的 兰 椎 动物 ， 大约 67% NM 

和 危 、 渐 危 和 稀有 种 受到 这 个 因素 的 威胁 。 这 个 因素 对 无 脊 椎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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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植物 也 有 巨大 的 威胁 ̀“'”“ 。 亚 洲 的 热带 地 区 有 许多 国家 已 经 丧 

失 其 50% 以 上 的 热带 森林 ， 备 加 拉 国 甚至 达到 94% 。 大 片 森 林 被 
切割 成 小 块 ， 这 样 虽然 比 全 部 消失 要 好 一 些 ， 但 许多 物种 不 能 保 
持 最 低 限度 的 种 群 ， 使 其 面临 灭绝 的 危险 “-” 。 

对 许多 动物 来 说 ， 不 及 100 个 个 体 的 种 群 ， 由 于 性 别 比例 、 

出 生 率 、 生 存 与 繁殖 的 变化 就 是 导致 灭绝 的 威胁 因素 ， 它 如 目 然 
灾难 《和 气候、 竞争 者 、 捕 食 者 和 病害 等 ) 、 遗 传 多 样 性 降低 〈 近 
亲 繁 殖 造 成 的 影响 ) 和 狩猎 因素 也 是 重要 的 。 当 前 ，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对 大 熊猫 的 威胁 极 大 。 而 狼 的 减少 就 与 狩猎 有 关 。 连 片 和 森 

林 的 消失 或 被 分 割 成 右 干 小 块 ， 第 凋 造 成 种 群 的 减少 。 对 动物 来 
说 ， 以 后 将 是 由 剩 下 的 个 体 近 杂 索 殖 ， 缺 少 遗 传 变异 ， 和 危害 种 群 
的 繁 莱 与 发 展 。 美 国 林业 机 构 以 遗传 的 考虑 为 基础 ， 为 北方 有 班 
Fa HY ii SK ME (Strix occidentalis caurina) 制定 了 一 个 管理 计划 ， 
S00 个 个 体 的 种 群 似 乎 足够 保证 其 人 存活， 但 是 500 个 个 体 的 栖息 
地 如 此 破碎 和 分 散 ， 由 于 幼 秩 的 死亡 率 与 系 殖 的 成 功率 下 降 ， 还 

是 难以 保持 其 存活 ， 必 需 从 增加 种 群 的 数量 和 和 森林 履 盖 率 人 手 ， 
才能 确保 其 生存 ” 。 

分 布局 限 、 生 态 要 求 严 格 、 种 群 较 小 的 一 些 物 种 ， 受 到 生境 
丧失 或 退化 的 影响 最 大 ， 但 对 分 布 广泛 和 易于 传播 的 物种 来 说 影 
啊 较 小 。 这 就 是 为 什么 许多 特有 种 、 罕 见 种 和 营养 链 上 部 的 一 些 
种 经 常 受到 严重 威胁 的 主要 原因 。 对 于 较 小 的 动物 来 说 ， 例 如 亚 
DAA (Canis aureus), 7 平方 干 米 的 自然 区 域 可 能 就 够 了 ; 但 

对 老虎 (Pantherd tigris) 来 说 ，60 平方 千 米 范围 还 嫌 太 小 。 巴 拿 
SERA (Barro Colorad) 岛 物种 的 消失 就 是 与 1914 年 修 
建 巴 拿 马 运河 时 ， 周 围 的 山谷 筑 坝 拦 水 的 影响 有 关 。 在 巴 罗 科 洛 
拉 多 岛 繁殖 的 大 约 200 种 陆地 鸟 类 中 ， 到 1981 年 已 有 47 种 消失 ， 
其 中 的 21 种 是 因为 该 岛 与 以 前 连接 的 栖息 地 被 隔离 有 关 … 。 因 
此 ， 必 需 把 资源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作为 土地 利用 的 一 个 方面 进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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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规划 ， 并 在 这 个 基础 上 既 选 择 适 当 的 地 区 建立 稳产 高 产 的 农业 
基地 和 经 济 林 区 ， 也 要 考虑 必要 的 数量 和 面积 的 保护 区 才能 达到 
项 期 的 目标 。 

(2) 草地 过 度 放牧 和 性 殖 “如 果 说 森林 地 区 人 们 为 了 要 木材 
和 粮食 等 导致 森林 破坏 ， 引 起 大 量 野生 物种 灭绝 ; 那么 ,在 干旱 
草原 和 荒漠 地 区 ， 过 度 放牧 ， 特 别 是 不 合理 的 草原 垦殖 ， 使 得 大 
量 的 原生 植被 遭 到 破坏 ， 沙 漠 化 和 盐 碱 化 面积 不 断 扩展 ， 导 致 许 
多 野生 的 物种 灭绝 ， 像 甘草 〈 Glycyrrhiza uralensis) 这 样 广泛 分 布 
的 种 类 ， 也 陷 人 濒临 灭绝 的 状态 。 干 旱地 区 环境 一 旦 遭 到 破坏 
极 难 恢复 ， 物 种 灭绝 的 速度 比 森 林地 区 更 快 。 所 以 ， 在 保护 自然 “ 
的 基础 上 合理 安排 干旱 地 区 农 牧 业 的 生产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3) 湿地 围 明 ”湿地 保存 有 自己 许多 独特 的 物种 ， 随 着 河流 二 
水 库 工 程 不 断 增 加 和 大 面积 的 围 湖 造田 建城 ， 许 多 湖泊 面积 大 大 
缩小 甚至 消失 ， 从 而 导致 许多 地 区 水 旱灾 害 频 繁 。 由 于 栖息 地 的 

消失 或 遭 到 破坏 ， 大 量 水 生生 物 陷 人 了 濒临 灭绝 的 境地 。 例 如 长 

江 流域 特有 的 胭脂 鱼 〈 Myxocyprinus asiaticus) 的 处 境 就 是 这 样 ， 

应 该 引起 有 关 方 面 给 予 必要 的 关注 和 重视 。 

(4) 生物 资源 的 过 分 利用 “过 分 利用 也 是 导致 物种 灭绝 的 一 

个 因素 。 在 所 有 濒危 、 渐 危 和 罕见 的 脊 椎 动物 中 ， 大 约 有 37% 是 

由 于 过 分 利用 而 濒临 灭绝 境地 的 "“ 。 许 多 毛皮 兽 ， 例 如 毛 丝 鼠 
(Chinchilla spp. ) 、 骆 马 (Vicugna vicugna) 、 大 水 猎 ( Pteronura 

brasiliensis) 的 种 群 已 经 下 降 到 了 临界 水 平 ， 大 多 是 由 于 为 了 利用 
其 毛皮 造成 的 。 非 洲 象 (Loxodonta africana) 在 上 一 世纪 80 年 人 
从 120 万 头 下 降 到 76. 4 万 头 ，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就 是 由 于 大 量 利用 
象牙 所 引起 。 海 怨 、 犀 牛 、 某 些 猴子 也 都 是 这 种 状况 。 许 多 著名 
的 材 用 树种 ， 例 如 巴哈马 群岛 的 桃花 心 木 ( Swietenia mahogoni) , 

JEM AR AY AY BY NPSL ( Persea theobromifolia) 、 毛 里 求 斯 和 留 尼 
汪 的 炭 木 (Dmpeies caustica) 已 经 所 剩 无 几 。 黎 巴 嫩 的 雪松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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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s libani) 过 去 曾 有 30 万 公顷 之 多 ， 现 在 只 在 少数 地 方 有 零星 

的 分 布 。 我 国 广西 西南 部 石灰 岩 地 区 的 昭 木 (Burretiodrnrdron 

hsienrmu) 也 是 这 种 情况 。 许 多 药 用 植物 ， 例 如 人 参 〈Panax gin- 
seng) . AJR (Casirodia elata) . 4% (Astragalus manbranacens ) 、 

砂 仁 (Amomum villosum) 、 罗 汉 果 (Momordica grosvenori) |, EF 

AM PRAB ZARA A RA SE. A, A AE Pp a 

在 掌握 它们 的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特性 的 基础 上 来 制定 规划 方案 ， 有 

计划 地 开发 利用 。 人 们 需 用 量 大 的 物种 ， 必 需 实 行人 工 栽 培 和 驯 

养 才 能 满足 要 求 。 这 样 做 虽然 质量 上 可 能 不 及 野生 的 好 ， 但 可 以 

通过 人 研究 弄 清原 因 ， 设 法 补救 ， 而 且 必 需要 保护 好 野生 原始 种 ， 

才 有 可 供 人 研究 的 材料 和 培育 优良 品种 的 可 能 。 使 用 者 与 提供 者 之 

间 应 订立 供需 合同 ， 计 划 发 展 。 过 分 利用 生物 资源 和 栖息 地 的 消 

失 ， 会 更 加 加 速 物 种 的 灭绝 过 程 。 

(5) 工业 化 和 城市 化 的 发 展 ” 工 业 化 和 城市 化 的 发 展 对 物种 

的 破坏 ， 也 是 毁灭 性 的 。 大 片 森 林 和 草原 一 瞬间 就 被 工厂 矿山 

或 城镇 .道路 所 代替 ,不 但 在 己 利 用 的 土地 上 把 天 然 植被 全 部 寻 

灭 , 而 且 周 围 相当 大 的 面积 范围 内 的 天 然 植被 ， 也 受到 致命 的 破坏 。 

随 着 工农 业 生 产 发 展 所 带 来 的 大 气 和 水 域 的 污染 ， 对 物种 的 

影响 也 是 极为 严重 的 。 欧 州 和 北美 的 许多 森林 曾 受 到 大 气 污 染 和 

酸雨 的 严重 威胁“'” 。 现 在 ， 我 国 的 许多 地 区 也 出 现 了 类 似 现 

象 。 通 常 在 经 受 大 气 污染 和 酸雨 侵袭 之 后 ， 森 林 可 能 产生 严重 的 

病虫害 ， 许 多 敏感 的 物种 种 群 因此 大 大 减少 ， 生 产 力 降低 ， 并 陷 

大 濒临 灭绝 的 境地 。 淡 水 水 域 和 海域 生态 系统 所 受到 污染 的 影响 

更 为 严重 ， 许 多 物种 因而 绝迹 。 无 论 是 城市 或 工矿 的 建设 ， 不 但 

应 该 考虑 人 工 营 造 森林 、 林 带 、 街 心 公园 、 花 坛 和 草坪 等 ， 而 且 

必需 考虑 适当 保留 相当 面积 的 天 然 植被 ， 建 设 自然 保护 区 ， 并 注 

意 使 其 均匀 分 布 。 

没有 天 然 植被 的 地 方 ， 还 应 设法 通过 人 工 营造 本 地 树种 ，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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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使 其 自然 化 。 这 不 仅 对 保护 物种 具有 重要 作用 ， 而 且 对 人 类 的 
生活 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欧 洲 许多 国家 19 世纪 末期 至 20 世纪 初期 | 

砍伐 了 大 量 的 天 然 森 林 ， 以 后 认识 到 不 能 长 此 下 去 ， 因 而 下 决心 | 
在 不 同 环境 地 区 ， 通 过 栽培 本 地 森林 的 种 类 ， 逐 步 使 其 自然 发 | 
展 ， 如 同 天 然 森 林 一 样 ， 大 大 丰富 了 区 域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实践 证 明 ， 人 类 居住 的 范围 ， 由 于 大 部 分 为 混凝土 建筑 物 所 
占 ， 缺 乏 足够 的 绿色 面积 ， 特 别 是 缺乏 天 然 植 被 ， 对 人 类 的 生活 
很 不 利 。 因 为 把 复杂 的 天 然 生 态 系统 简单 化 ， 特 别 是 把 提供 氧气 | 
的 天 然 植 被 毁灭 ， 而 人 口 增加 、 工 业 发 展 又 使 耗 氧 量 大 增 ， 渐 渐 1 
超过 自然 系统 本 身 的 自我 调节 能 力 ， 其 后 果 将 不 堪 设想 。 林 区 的 | 
许多 城镇 也 把 所 在 地 和 邻近 的 绿色 面积 去 掉 ， 说 明 对 城市 规划 还 
缺乏 全 面 的 认识 。 让 自然 和 现代 化 共存 ， 让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经 济 发 ， 
展 共 存 ， 应 该 成 为 今后 的 发 展 方向 "2' 们 。 | 

(6) 外 来 种 大 量 的 引进 或 入 侵 ， 所 有 濒危 、 渐 危 和 稀有 肴 椎 
动物 的 19% 都 受到 外 来 种 的 大 量 引进 或 侵入 的 威胁 。 它 们 也 
影响 植物 和 无 脊 椎 动物 的 生存 ， 特 别 是 在 岛屿 上 更 为 明显 。 夏 威 
FE 909 种 归 化 的 外 来 植物 的 86% 被 认为 是 对 本 地 生态 系统 的 严重 
威胁 '”; 。 外 来 种 可 能 通过 捕食 或 竞争 直接 威胁 动 植 物 区 系 ， 或 者 
通过 改变 自然 生境 发 生 间接 的 影响 ， 例 如 在 厄瓜多尔 格拉 帕 蕊 斯 ， 
HE, BA (Rattus rattus) HSMM RE (Geoche- — 
lone elephantipus) 和 上 暗 尾 海藻 ( Pterodroma phaeopygia) 的 种 群 ， 

并 且 消灭 了 群岛 上 的 一 些 其 他 嘴 齿 动物 [21 。 这 个 群岛 上 的 许多 征 
来 种 ， 例 如 牛 、 山 羊 、 野 猪 已 经 大 大 改变 了 岛 上 的 植被 ， 包 括 高 
原 上 的 森林 和 类 似 南 美 草 原 的 草地 ， 也 破坏 了 仙人 掌 灌 从 [a] 。 痪 
上 的 许多 树木 由 于 山羊 嘴 食 难以 繁殖 ， 而 且 由 于 山羊 所 引起 的 生 
境 变 化 ， 大 大 减少 了 海龟 和 风 蜥 的 种 群 。 太 平 洋 和 印度 洋 上 的 许 
多 岛屿 原生 植被 一 旦 破坏 ， 很 容易 被 马 组 丹 (Lantana camara) | 
和 各 种 悬 钩子 (Rubus spp.) 所 侵入 ， 之 后 很 难 恢复 。 许 多 温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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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上 的 岛屿 种 植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之 后 ， 也 严重 威 

腑 着 本 地 种 类 的 生长 。 当 前 ， 我 国 许多 地 方 凤 眼 莲 ( Eichhornia 
crassipes) 、 紫 2& YE >= ( Eupatorium adenrophorum )、 松 材 线 虫 

(B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等 所 带 来 的 危害 极为 严重 ' 汪 -2 。 

(7) 无 控制 的 旅游 的 影响 许多 保护 区 由 于 对 旅游 的 管理 不 

善 ， 常 常 也 成 为 破坏 植被 ， 威 胁 物 种 生存 的 因素 。 寺 林 长 日 山 是 

我 国 高 山 冻 原 主 要 的 分 布 区 域 ， 由 于 游人 的 独 增 ， 缺 乏 管 护 措 

施 ， 上 践踏 已 使 许多 植物 的 生存 受到 威胁 ， 必 需 引 起 足够 的 重视 。 

保护 区 可 以 发 展 生 态 旅游 ， 但 必须 有 严格 的 管理 制度 ， 在 旅游 容 

量 限度 之 内 有 计划 的 进行 。 

此 外 ， 病 虫害 的 草 延 、 灾 难 性 环境 的 突然 变化 、 缺 少 传粉 者 

或 物种 本 身 生活 力 降 低 等 ， 也 是 引起 某 些 物种 濒危 的 重要 原因 。 

应 该 注意 到 ， 一 个 物种 的 消失 ， 一 个 生态 系统 的 瓦解 ， 不 仅 是 单 

一 因素 的 影响 ， 而 是 多 因素 的 重复 或 同时 影响 。 多 因素 中 有 主导 

因素 ， 这 在 分 析 具 体 问题 时 必需 给 予 足够 的 重视 ， 否 则 就 很 难 找 

出 其 根本 的 原因 和 制定 出 符合 实际 的 对 策 。 

2.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的 确定 
要 对 生物 多 样 性 进行 就 地 的 保护 ， 就 必需 首先 把 生物 种 类 和 

特有 种 集中 分 布 的 区 域 ， 即 所 谓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确 定 ， 然 后 
册 采 取 适 当 的 措施 予以 必要 的 管 护 才 能 达到 预期 的 目标 。 一 般 
说 ， 世 界 不 同 区 域 都 有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丰富 的 地 区 ， 它 们 的 形成 
与 自然 地 理 因 素 综合 的 影响 有 密切 的 联系 ， 山 地 与 平原 相 比 ，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要 丰富 得 多 ; 平原 区 域 常 常 需要 开展 深入 调查 ， 才 能 
判断 出 来 。 不 同 自然 区 域 生 物 多 样 性 丰富 的 程度 ， 不 能 彼此 进行 
简单 的 对 比 ， 必 需 从 分 析 环 境 和 物种 数量 变化 的 规律 中 进一步 确 
定 ““” 。 一 般 来 说 ， 作 为 一 个 生物 多 样 性 中 心 必需 至 少 具备 下 列 
STR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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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 世界 意义 的 生物 种 类 丰富 的 区 域 ; 
(2) 生物 种 类 丰富 、 特 有 种 多 的 区 域 ; 
(3) 特有 植被 类 型 分 布 的 区 域 。 
为 了 达到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目的 ， 就 必需 根据 不 同 区 域 | 

的 不 同 要 求 ， 选 出 适当 地 段 建立 不 同类 型 的 保护 区 ， 进 行 有 效 管 】 
理 ， 选 择 的 标准 可 从 下 列 几 方面 考虑 : 

(1) 所 在 地 是 否 包 括 各 种 不 同 的 生境 类 型 ， 生 态 系统 类 型 是 
否 多 种 多 样 ， 保 护 是 否 完整 ; 

(2) 所 在 地 的 生态 系统 特别 是 原生 生态 系统 是 否 已 经 遭 到 破 
坏 ， 破 坏 的 程度 是 否 已 经 影响 到 原 有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 

(3) 所 在 地 是 否 包括 丰富 的 有 经 济 价值 的 物种 ， 例 如 丰富 的 | 
遗传 资源 和 有 潜在 经 济 价值 的 种 类 。 有 些 地 方 虽然 条 件 合适 ,但 ， 
人 为 的 因素 难以 控制 ， 利 用 方向 还 未 确定 ， 还 必需 与 有 关 方 面 协 
商 ， 取 得 统一 的 认识 才 好 确定 。 确 定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可 从 不 
同 自然 区 域 范围 来 考虑 ， 但 数量 多 少 是 不 同 的 。 热 带 区 域 可 能 要 
多 些 ， 这 是 因为 那里 的 物种 比较 丰富 的 关系 。 具 体 确 定 生 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时 ， 有 些 地 方 容易 进行 ， 以 热带 地 区 为 例 ， 西 非 大 片 ， 
森林 只 保存 在 象牙 海牙 海岸 塔 衣 (Tai) BRA, PR, HF 
究 也 较 充 分 ; 同样， 巴西 大 西洋 沿岸 森林 大 多 已 被 砍伐 ， 只 残存 
1% ~2% 的 面积 ， 是 仅 有 的 森林 区 域 ， 非 它 莫 属 。 但 是 ， 有 些 卉 
方 就 不 容易 确定 ， 亚 马 孙 河 流域 大 片 茂密 的 森林 就 是 这 样 ， 似 乎 
到 处 都 很 重要 ， 而 且 研 究 也 不 够 ， 一 时 难以 确定 最 适 地 段 ， 这 就 ， 
必需 进行 深入 的 研究 才 有 可 能 选择 得 好 。 而 东南 亚 和 东亚 地 区 
虽然 不 少 地 区 已 建立 了 保护 区 ， 似 乎 问题 已 经 解决 ， 但 是 ， 深 届 
了 解 就 会 发 现 ， 那 里 管理 的 并 不 太 理想 ， 刀 耕 火种 还 未 杜绝 , 旅 ， 
游 破 坏 难以 防止 ， 有 些 地 方 可 能 还 要 开发 或 建设 水 电站 等 ， 保 搞 
并 不 严格 。 这 在 选择 具体 地 点 时 ， 是 必需 认真 考虑 的 ， 要 选择 那 | 
些 物 种 丰富 又 经 受 得 起 破坏 损失 不 尽 的 区 域 。 有 的 地 方 只 选择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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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地段 ， 不 能 达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目的 ， 但 要 保护 大 面积 的 地 

区 ， 也 不 易 做 到 。 例 如 ， 欧 州 的 阿尔 插 斯 出、 巴尔 于 半岛 山地 和 

申 国 的 亚热带 山地 就 是 这 样 。 虽 然 那 里 的 生物 区 系 和 植被 已 经 了 

解 得 相当 清楚 ， 但 要 确定 具体 地 段 时 ， 也 不 是 那样 容易 的 ， 还 要 

进一步 分 析 对 比 和 全 面 考虑 。 所 以 ， 具 体 地 点 初步 确定 后 ， 要 把 

有 关 环 境 和 生物 学 的 基本 数据 以 及 保护 管理 情况 简要 整理 出 来 ， 

以 便 分 送 各 地 专家 征求 意见 ， 最 后 审查 通过 。 下 列 的 一 些 项 目 是 

最 低 限 度 的 要 求 : 

(1) 自然 地 理 特 点 ; 

(2) 植被 概况 ; 

(3) 生物 区 系 特点 ; 

(4) 生物 种 类 ; 

(5) 主要 经 济 物种 ; 

(6) 受 外 来 因素 威胁 情况 ; 

(7) 保护 的 措施 和 管理 的 情况 ; 

(8) 主要 参考 文献 ; 

(9) 行政 位 置 示 意图 等 。 

三 、 保 护 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最 有 效 的 场所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确定 之 后 ， 就 应 着 手 建立 保护 区 ， 真 正 
落实 就 地 保护 区 的 目标 。 

毫 无 疑问 ， 人 们 已 充分 认识 到 发 展 工农 业 生产 和 第 三 产业 的 
经 济 价值 ， 但 对 保护 区 与 它们 发 展 的 关系 了 解 很 少 。 人 们 对 水 、 
量 。 风 、 沙 和 火灾 与 环境 污染 的 危害 十 分 关注 ， 但 对 保护 区 章 受 
破坏 、 自 然 资 源 枯竭 和 物种 陷 人 灭绝 的 严重 性 不 大 关心 ， 更 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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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保护 区 的 存在 对 上 述 灾害 防治 的 关系 和 作用 。 人 们 愿意 投入 大 

量 资金 建 设 各 种 各 样 的 绿色 工程 ， 即 使 还 没有 充分 把 握 预 测 其 成 

功 的 可 能 和 将 来 的 作用 ， 而 对 保护 区 就 不 是 这 样 ， 但 保护 区 正和 是 

客观 存在 的 最 重要 的 自然 绿色 工程 。 可 见 ， 保 护 区 虽 己 大 量 建 

立 ， 但 对 它 的 意义 和 作用 还 缺乏 足够 的 认识 ， 因 而 就 不 可 能 有 更 

多 的 投入 。 应 该 看 到 ， 保 护 区 下 列 的 重要 作用 是 其 所 特有 的 ， 与 

人 类 的 生存 和 发 展 息息相关 。 

(1) 维护 物种 丰富 、 风 景 优 美和 具有 重要 文化 意义 区 域 的 安 

全 ， 它 们 是 人 类 不 可 替代 和 必 不 可 少 的 财富。 

(2) 保持 生态 系统 、 物 种 及 其 变异 和 生态 过 程 的 多 样 性 。 它 | 

们 是 保持 地 球 生 命 和 改善 人 类 生存 条 件 所 必需 的 。 

(3) 保存 具有 传统 文化 和 认识 自然 的 特殊 区 域 ， 它 们 可 包括 
反映 人 类 与 其 环境 之 间 长 期 相互 作用 的 景观 多 样 性 ， 是 各 地 资源 
持续 利用 的 模式 。 

(4) 具有 巨大 的 科学 、 教 育 、 文 化、 娱乐 和 精神 修养 的 价值 。 

可 以 说 ， 保 护 区 既是 自然 的 ， 也 有 文化 的 特征 ， 可 称 为 文化 

的 自然 区 域 ，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说 ， 是 在 人 类 社会 发 展 过 程 中 残存 

下 来 的 的 自然 系统 建立 起 来 的 。 

2. 怎样 才能 管理 好 保护 区 
当前 ， 除 了 少数 地 区 例外 ， 人 们 都 感受 到 了 现代 化 的 影响 ， | 

人 们 都 盼望 着 现代 化 生活 ， 技 术 革命 被 看 作 是 万 能 良药 ， 破 坏 自 | 
然 的 力量 愈 来 愈 大 ， 自 然 是否 必 需 存在 似乎 已 无 多 大 必要 。 但 | 
是 ， 许 多 地 区 实现 现代 化 之 后 ， 原 有 的 自然 系统 被 破坏 ， 资 源 枯 ， 
竭 和 环境 恶化 困扰 着 人 民 的 生活 。 在 自身 的 生存 环境 质量 日 益 下 

降 的 情况 下 ， 才 意识 到 自然 与 人 是 一 个 整体 ， 人 们 不 应 征服 自 
然 ， 消 灭 自然 ， 实 际 上 也 做 不 到 ， 反 而 招致 了 自然 的 惩罚 ， 最 人 迫 

切 的 任务 是 要 与 自然 取得 必要 的 协调 。 因 此 ， 保 护 区 就 在 残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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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系统 中 应 运 而 生 。 这 就 意味 着 ， 人 类 在 目 己 的 实践 中 认识 
到 ， 必 需要 纠正 过 去 失误 所 表现 出 来 的 行为 ， 加 座 对 保护 区 的 认 

识 ， 才 能 真正 地 去 管 好 它 。 下 列 是 必要 的 基本 认识 。 

(1) 只 有 认识 到 保护 区 对 整个 国家 特别 是 本 地 社区 的 真正 价 
值 ， 它 才能 存在 下 去 ， 为 人 类 提供 服务 。 

(2) 不 应 单纯 致力 于 管 好 保护 区 本 喘 ， 必 需 同 时 关心 周边 地 
区 人 民 的 利益 和 需要 ， 争 取 他 们 的 积极 参与 ， 带 助 他 们 规划 好 土 

地 合理 利用 ， 使 他 们 从 中 获得 必要 的 利益 。 

(3) 保护 区 应 该 作为 生物 区 域 或 流域 内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来 进 
行规 划 和 管理 ， 不 应 成 为 一 个 扳 立 的 岛屿 。 实 践 证 明 ， 扳 岛 式 的 
管理 是 行 不 通 的 。 

(4) 保护 区 是 人 与 自然 协调 的 范例 ， 是 自然 与 现代 化 共存 的 
标志 ， 现 代 化 不 应 把 目 然 破坏 到 荡然 无 存 。 

(5) 保护 区 是 事 关 于 孙 后 代 的 伟大 事业 ， 它 的 管理 好 坏 影 响 
到 每 一 个 人 , 光 靠 各 国政 府 和 联合 国 系统 的 力量 是 不 够 的 ,要 争取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集团 企业 家 和 社会 各 界 人 士 的 积极 参与 。 

(6) 要 提高 处 理 和 传播 保护 区 有 关 的 数据 和 信息 能 力 ， 广 泛 
利用 世界 传媒 对 广大 公众 巨大 影响 ， 进 行 宣传 教育 ， 提 高 他 们 的 
保护 意识 。 

(7) 要 看 到 城市 居民 愈 来 您 了 解 和 感受 到 自然 环境 对 他 们 的 
重要 性 ， 因 而 对 保护 区 十 分 向 往 。 要 创造 必要 的 条 件 ， 尽 量 满 足 
他 们 的 要 求 ” 。 

3. 保护 区 必需 做 好 的 工作 
保护 区 主要 是 致力 于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有 关 自 然 和 文化 资源 的 管 

护 ， 并 通过 法 律 和 其 他 有 效 手段 进行 管理 的 陆地 和 海域 。 因 此 ， 
应 该 做 好 下 列 各 方面 的 工作 : 

(1) 通过 资源 本 底 调 查 ， 编 制 生物 多 样 性 编目 ， 作 为 监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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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的 现 况 和 发 展 趋势 的 基础 。 

(2) 保护 好 区 内 重要 物种 种 群 的 完整 性 。 | 

(3) 保护 好 各 个 物种 种 群 自 然 遗 传 变异 的 基础 上 ， 管 理 具 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物种 。 
(4) 弄 清 不 同 生态 系统 的 关键 种 、 主 要 保护 对 象 及 其 基本 特 

性 与 受 威胁 情况 ， 保 护 好 其 种 群 完整 性 。 

(5) 与 保护 区 周围 居民 共同 保护 和 利用 好 区 内 外 的 生物 资 
源 ， 帮 助 他 们 规划 好 土地 合理 利用 问题 ， 把 保护 区 建设 成 为 为 生 。 

物 多 样 性 研究 和 持续 利用 的 基地 ， 使 人 们 进一步 了 解 其 意义 和 作用 。 | 

(6) 大 力 发 展 生态 旅游 和 环境 教育 ， 使 广大 公众 和 工作 人 员 

本 身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有 深刻 的 认识 和 了 解 。 | 

(7) RRP RORY, RAT RA MAW DP Ri 

传 资源 ， 大 力 发 展 自己 的 拳头 产品 及 其 系列 产品 。 | 
总 之 ， 每 一 个 保护 区 都 应 制定 管理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计划 ， 考 虑 

怎样 才能 在 不 影响 保护 的 前 提 下 ， 充 分 利用 各 种 可 更 新 资源 , 为 
地 方 的 经 济 建设 和 人 民生 活 的 提高 做 出 应 有 的 贡献 。 

4. 与 有 关 部 门 建立 密切 的 联系 
保护 区 管理 者 常常 受到 一 种 被 孤立 起 来 的 岛屿 心理 所 产生 的 

损害 ， 与 生活 在 自己 周围 的 其 他 部 门 或 居民 不 够 协调 ， 并 担心 他 
们 对 自然 资源 的 破坏 ， 而 不 能 主动 去 宣传 影响 和 帮助 他 们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概念 本 身 特 别 强调 ， 保 护 区 不 应 对 生物 资源 进行 孤立 的 | 
管理 和 消极 的 保护 ， 而 应 与 其 他 部 门 和 社区 形成 伙伴 关系 ,共同 
管理 。 尽 管 想法 不 尽 相同 ， 合 作 存 在 困难 ， 但 是 ， 自 然 保 护 和 经 | 
济 发 展 终究 是 要 统一 协调 的 。 

全 球 气候 变 暖 和 农业 生产 的 发 展 都 对 保护 区 有 特殊 的 要 求 呈 
加 强 保护 区 的 建设 和 有 效 管理 是 对 付 全 球 气候 变 暖 威胁 物种 生存 
的 对 策 之 一 ， 因 为 它 可 能 为 许多 物种 和 群落 提供 避难 所 ， 使 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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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在 气候 迅速 变化 期 间 继续 生存 下 去 ， 位 于 各 自然 地 带 交 界 处 
山地 范围 的 保护 区 ， 这 种 作用 最 为 明显 ; 保护 区 也 能 向 农学 家 们 

提供 培育 适应 气候 变化 的 各 种 各 样品 种 所 必需 的 遗传 材料 。 当 
然 ， 保 护 区 在 调节 由 于 气候 变化 所 产生 的 潮湿 和 干旱 ， 保 持 区 域 
东 文 循环 也 能 起 巨大 的 作用 。 但 是 ， 保 护 区 本 喘 也 面临 着 气候 变 
化 的 挑战 ， 由 于 它们 的 面积 一 般 较 小 ， 加 以 周围 的 土地 也 多 已 开 
发 ， 多 数 保 护 区 对 于 较 大 的 乔木 、 食 肉 性 马 类 和 大 型 哺乳 类 动物 
来 说 ， 几 乎 都 显得 面积 不 够 ， 需 要 保护 区 与 其 他 栽培 区 域 结合 
来 ,面积 不 小 于 10 万 公顷 ， 一 切 围绕 着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总 体 要求 来 经 营 。 这 样 大 的 区 域 由 于 具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小 生 
境 和 小 气候 ， 将 能 提供 更 多 的 物种 生存 的 机 会 和 空间 ， 并 适应 气 
候 的 变化 ， 这 就 是 当前 所 提倡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 。 

保护 区 和 农业 之 间 的 关系 不 是 简单 的 局 限于 保护 已 驯化 物种 
的 野生 亲缘 种 、 对 传粉 者 和 种 子 传播 者 的 庇护 、 为 灌溉 供应 洁净 
水 源 ， 还 有 许多 重要 的 问题 可 能 还 了 解 得 不 够 。 当 前 ， 己 有 500 
种 以 上 的 昆虫 和 螨 类 对 各 种 农药 产生 抗体 ， 它 们 大 多 数 是 危害 作 
物 和 果树 的 害虫 。 农 业 生 产 1/3 以 上 的 面积 仍然 遭受 病 虫 危害 ， 
与 100 年 以 前 的 比例 差不多 。 与 这 些 问 题 斗 争 的 农学 家 们 正在 通 
过 生物 工程 的 方法 培育 遗传 上 抗 病虫害 的 新 的 作物 ， 但 是 ， 如 有 宁 
昆虫 很 快 地 适应 它 ， 这 样 遗传 突变 的 种 也 是 短命 的 。 要 解决 这 个 
问题， 一 种 选择 是 培育 新 的 具有 抵抗 能 力 的 品系 ， 但 这 将 是 费 钱 
和 耗 时 的 ; 另 一 种 选择 是 培育 抵抗 时 间 更 长 的 品系 ， 保 护 区 在 管 
理 农业 害虫 防治 上 也 是 有 作为 的 ” 。 

5. 与 周围 社区 建立 密切 的 合作 

保护 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场所 ， 但 是 不 要 忘记 ， 保 护 

“区 对 整个 区 域 景观 来 说 是 相对 较 小 的 区 域 。 目 前 ， 保 护 区 占 国土 

总 面积 10% ~20% 的 区 域 就 算是 不 错 的 了 。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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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并 不 一 定 仅仅 是 由 项 极 植被 所 占据 的 区 域 ， 第 稼 是 在 生境 多 

种 多 样 ， 包 括 整个 演 蔡 系 列 植被 在 内 的 地 段 ， 当 然 ， 具 有 大 面积 © 
顶 极 植被 的 区 域 还 是 最 重要 的 ， 农 地 对 生物 多 性 就 地 保护 也 是 不 
能 忽视 的 。 例 如 ， 瑞 典 419 种 受 胁 的 维 管束 植物 中 的 68% 出 现在 

弃 耕 地 上 ， 事 实 上 ， 农 地 、 林 地 、 牧 地 和 其 他 栽培 生态 系统 都 有 

自己 独特 的 种 类 ， 特 别 是 在 温带 区 域 占 有 更 重要 的 地 位 ， 因 为 天 

然 生 态 系统 中 物种 的 数量 并 不 太 多 。 丹 麦 的 牧 地 1 平方 米 范 围 内 
土壤 中 有 4 万 条 是 是 及 其 亲缘 种 ， 近 1 000 Aah aj 4 77 

和 螨 类 ; 1 克 森 林 土 壤 中 发 现 有 100 万 以 上 的 细 苗 、10 万 以 上 的 

酵母 细胞 和 5 万 多 真菌 居 2 。 这 些 不 可 思议 的 小 种 类 对 生态 系统 
功能 的 运行 ， 起 着 重要 的 不 可 缺少 的 作用 ， 对 它们 非凡 的 从 属 
性 ， 人 们 了 解 还 很 少 。 农 业 、 林 业 和 渔业 系统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要 通 “ 
过 保持 丰富 的 生物 量 、 植 物 和 生境 的 多 样 性 ， 保 护 土壤、 水 和 生 
物资 源 ， 减 少 使 用 农药 和 类 似 的 有 毒化 合 物 得 到 较 好 的 保护 。 保 
持 这 些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农业 、 林 业 和 渔业 增产 是 十 分 重要 的 ; 而 生 
态 农业 和 可 持续 发 展 正 是 维护 它们 生存 的 关键 。 所 以 ， 保 护 区 和 
当地 社区 之 间 的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目标 是 共同 的 ， 没 有 什么 不 能 

解决 的 矛盾 ， 特 别 是 当 本 地 人 民 的 传统 利益 得 到 照顾 ， 他 们 的 知 
识 受 到 重视 时 更 是 如 此 。 保 护 区 应 该 吸收 当地 人 民 参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管理 ， 发 挥 他 们 作为 自然 保护 的 主人 翁 作 用 。 

6. 加 强国 际 合作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的 “世界 遗产 公约 ”"、“ 国 际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网 络 ” 和 “ 拉 姆 萨 尔 湿地 公约 ”等 为 保护 区 开展 国际 合作 提 量 

供 许多 机 会 。 全 球 环境 基金 为 了 促进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已 经 提 

供 了 几 亿 美元 的 项 目 资助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明确 地 指出 保 

护 区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关键 意义 ， 把 保护 区 看 为 地 理 
上 的 一 定 区 域 ， 通 过 规划 、 协 调和 加 强 管理 可 达到 专门 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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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目的 。 
公约 号 召 每 一 个 缔约 国 建设 自己 的 保护 区 系统 ， 采 取得 力 

的 措施 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并 制定 保护 区 管理 指南 ， 阐 明 保 
护 和 持续 利用 生物 资源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作用 ， 促 进 生态 
系统 、 自 然 生 境 和 野生 物种 的 保护 ， 促 进 与 保护 区 毗连 的 区 
域 在 坏 境 上 得 到 稳妥 的 持续 发 展 。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还 号 召 本 地 社区 参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研究 、 

培训 和 宣传 等 ， 期 待 各 级 政府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给 予 足够 的 
重视 及 支持 ， 所 有 这 些 都 给 保护 区 管理 者 予 特殊 的 责任 ， 而 
且 都 有 国际 资助 的 可 能 性 。 

人 们 有 时 也 担心 ， 对 保护 区 的 理解 和 要 求 是 否 过 分 复杂 化 
了 了 ,， 但 是 ， 客 观 的 要 求 就 是 如 此 。 试 想 ， 如 果 保 护 区 不 把 资 
源 保 护 与 持续 利用 结合 起 来 ， 不 关心 群众 的 实际 问题 ， 不 为 
社会 做 出 应 有 的 贡献 ， 它 能 立足 于 市 场 经 济 的 潮流 中 吗 ? 如 
果 保 护 只 停留 在 文字 上 而 脱离 现实 的 要 求 ， 它 必然 要 被 淘汰 。 
保护 区 的 管理 者 依 徘 科 学 技术 ， 抓 住 基础 和 应 用 的 研究 ， 建 
立 规划 和 协调 机 构 ， 制 定 保 护 策略 和 发 展 规划 ， 进 行经 济 分 
析 ， 加 强 立 法 和 执法 ,宣传 爱 护 自 然 的 职业 道德 标准 。 如 果 
每 个 区 域 都 能 抓 好 几 个 试点 和 几 个 项 目 ， 有 经 验 ， 有 实效 ， 
工作 就 会 得 到 人 民 的 支持 ， 受 到 政府 的 重视 。 总 之 ， 生 物 多 

样 性 这 个 新 的 概念 已 经 被 人 们 所 接受 ， 它 给 我 们 自然 保护 事 
业 了 予以 新 的 希望 和 推动 。 保 护 区 管理 者 要 把 保护 的 理想 付 诸 
于 行动 ， 要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热潮 所 提供 的 机 遇 ， 与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和 周围 地 区 的 人 民 结 合 在 一 起 ， 在 当地 政府 的 领 
寻 和 推动 下 ， 在 管 好 保护 区 的 基础 上 ， 再 办 好 一 些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 建 设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经 济 发 展 共 存 的 新 境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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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全 球 共 识 一 一 保护 区 事业 的 兴起 

地 球 只 有 一 个 ， 而 地 球 生 态 环境 正在 日 益 恶 化 ， 生 物资 源 急 
剧 减 少 。1990 年 4 月 22 日 ， 全 世界 有 130 多 个 国家 和 地 区 的 数 
千 万 民众 积极 参加 了 纪念 “地 球 日 ”20 周年 的 活动 ， 这 是 人 们 对 
面临 严重 生态 危机 而 发 自 内心 的 呐喊 ， 表 达 了 世界 大 民 对 日 益 恶 ， 
化 的 生存 环境 和 要 求 改 善 地 球 生 态 环境 的 人 迫切 愿望 。 随 后 ，1992 ， 
年 6 月 5 日 ， 全 世界 有 150 多 个 国家 在 巴西 的 里 约 热 内 卢 联合 国 ，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上 签署 了 《生物 多 样 任 公 约 》， 大 约 18 个 月 后 的 有 
1993 年 12 月 29 日 ， 该 公约 正式 生效 。 

该 公约 是 环境 与 发 展 领域 中 的 里 程 碑 ， 因 为 它 第 二 次 综合 地 上 
提出 了 地 球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生物 资源 的 可 持续 利用 。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生物 资源 应 当 得 到 保护 ， 对 我 们 的 后 代 来 说 ， 我 们 这 个 时 | 
代 最 大 的 遗憾 或 许 就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丧失 所 带 来 的 环境 压力 ;因为 
大 多 数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丧失 如 物种 的 绝 灭 是 不 可 挽回 的 。 

公约 指出 ， 就 地 保护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主要 途径 ， 就 地 保 
护 就 是 要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系统 ， 保 护 区 是 任何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 
国家 重要 的 战略 任务 。 

1. 什么 是 自然 保护 区 
自然 保护 区 是 自然 保护 事业 中 的 一 个 重要 场所 ， 也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最 基本 的 建设 之 一 ， 是 开展 生物 多 样 性 和 其 他 自然 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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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资源 管 护 工作 的 重要 基地 。 具 体 地 说 ， 自 然 保护 区 是 将 各 个 特 
萄 区 域 ， 例 如 森林 、 和 草原、 荒漠 、 冻 原 、 湿 地 、 河 流 、 海 岸 、 岛 
睛 和 自然 历史 遗址 和 文化 景观 等 具有 代表 性 的 景观 地 域 ， 如 生物 
多 样 性 丰富 的 区 域 或 分 布 中 心 ， 珍稀、 特有 物种 的 天 然 分 布 区 ， 
重要 的 天 然 风 景区 ， 水 源 涵养 区 ， 具 有 特殊 意义 的 地 质 剖 面 等 划 
出 二 定 的 面积 ， 设 置 专门 机 构 管理 起 来 的 区 域 的 总 称 。 它 的 最 主 
要 的 目的 在 于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 使 之 成 为 实施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的 基本 单元 。 它 的 主要 任务 在 于 保护 ， 并 在 不 影响 
保护 的 前 提 下 ， 把 保护 与 科研 ， 教 育 ， 资 源 持续 利用 和 生态 旅游 
SEARO 

世界 保护 联盟 1994 年 公布 的 “保护 区 管理 类 型 指南 "， 把 保 
搞 区 划 为 严格 的 保护 区 (又 分 严格 的 保护 区 和 未 经 破坏 的 区 域 两 
亚 类 ) 、 国 家 公园 、 自 然 遗 迹 、 栖 息 地 和 物种 管理 区 、 保 护 景观 
及 资源 管理 保护 区 六 大 类 。 不 用 作 任何 解释 ， 从 其 名 称 就 知道 它 
的 主要 目的 所 在 。 这 个 根据 管理 目的 的 原则 所 划分 的 保护 区 分 类 
系统 ， 给 人 们 提供 了 许多 有 价值 的 启示 。 它 促进 人 们 进一步 研究 
和 思考 有 关 自 然 保护 更 深入 的 问题 。 

首先 ， 它 明确 了 保护 区 的 共性 、 独 特性 和 差异 性 ， 划 为 保护 
区 的 地 方 就 应 遵循 统一 的 原则 来 管理 ， 但 是 ， 不 同类 型 保护 区 ， 
侧重 点 有 所 不 同 ， 不 能 千篇一律 ， 这 就 提醒 人 们 不 要 把 保护 区 看 
浮 是 堡 奇 式 或 要 塞 式 的 庄园 。 其 次 ， 明 确 了 保护 区 是 社会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产物 ， 要 顺应 发 展 的 要 求 ， 把 资源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结 
从 起 来 作为 指导 方针 来 建设 ， 不 同类 型 保护 区 的 出 现 ， 并 构成 密 
切 关系 的 系统 分 类 ， 正 是 适应 发 展 潮流 而 产生 的 。 第 三 ， 明 确保 
摘 区 在 经 济 建设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实施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管理 次 
源 的 基本 单位 ， 把 它 从 社会 发 展 的 一 种 点 组 的 装饰 品 里 摆脱 出 
来 。 第 四 ， 应 用 管理 的 目的 的 原则 对 保护 区 进行 划分 ， 明 确 了 划 
分 的 标准 、 选 地 指南 和 组 织 管理 的 要 求 ， 也 就 是 说 ， 对 每 个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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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都 要 弄 清 其 性 质 和 要 求 ， 减 少 了 命名 的 混乱 。 第 五 ， 所 划分 的 

不 同 管理 类 型 保护 基本 上 反映 出 遭受 人 类 不 同 程度 的 影响 ， 以 及 ， 

允许 人 类 干预 的 强度 和 方式 ， 对 如 何 开展 有 效 管 理 有 重要 的 指导 

意义 。 第 六 ， 各 类 保护 区 同样 重要 ， 它 们 的 存在 和 发 展 是 由 客观 

条 件 所 决定 ， 人 们 利用 这 些 差异 加 以 适当 的 管理 ， 以 达到 预期 的 

目的 ;当然 ， 在 不 同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 强 调 优先 发 展 某 种 类 型 的 保 ， 

护 区 是 可 能 的 ， 这 并 不 意味 着 他 们 本 身 重 要 与 否 的 问题 。 第 七 
这 个 分 类 系统 是 国际 性 的 ， 但 它 不 强调 代替 其 他 分 类 系统 ， 并 鼓 ， 
励 各 国 根 据 自 己 的 环境 特点 和 资源 状况 来 制定 自己 的 分 类 系统 

当然 ， 如 无 特殊 区 别 ， 应 尽量 要 求 统 一 ， 以 利 相应 交流 经 验 。 世 
界 保护 联盟 对 保护 区 定义 为 “保护 区 是 主要 致力 于 生物 多 样 性 和 | 
其 他 自然 和 文化 资源 的 管 护 ， 并 通过 法 律 和 其 他 有 效 手段 进行 管 ， 
理 的 陆地 和 海域 " ， 是 非常 简明 扼要 和 实用 的 “” 。 

2. 自然 保护 区 事业 的 兴起 

在 人 类 发 展 历史 的 初期 ， 由 于 人 口 少 ， 生 产 力 小 ,生产 规模 

不 大 ， 对 周围 自然 环境 及 生物 作用 并 无 显著 的 影响 。18 世纪 以 

来 ， 工 业 革命 用 机 械 代 替 手 工作 业 ， 提 高 了 劳动 生产 力 ， 随 之 对 

自然 资源 和 生物 资源 的 开发 利用 加 速 。 到 了 19 世纪 ， 随 着 资本 

主义 经 济 的 发 展 ， 破 坏 自然 资源 越 加 严重 ， 尤 其 是 殖民 主义 的 侵 

略 ， 造 成 了 多 次 灾难 的 大 破坏 、 大 掠夺 。 这 时 ， 引 起 世界 性 保护 

自然 的 运动 开始 萌芽 。 那 时 ,所谓 保 护 自然 仅仅 是 指 保护 欧洲 自 

然 的 名 胜 、 罕 见 的 自然 景观 ， 以 及 濒临 灭绝 的 动 植 物 。 德 国 博物 

学 家 汉 伯 特首 倡 建立 天 然 纪 念 物 。 

美国 在 发 展 农业 过 程 中 ， 毁 灭 了 大 量 的 森林 和 野生 动物 。 洛 
矶 山脉 东西 广大 地 区 茂密 的 红 杉 林 和 冷杉 林 ， 在 19 世纪 后 半期 

被 砍伐 。 破 坏 了 和 森林 也 就 破坏 了 野生 动物 赖 以 生存 栖息 地 环境 条 

件 ， 使 野生 动物 面临 绝境 。19 世纪 初 ， 一 位 鸟 类 专家 在 肯塔基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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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es, AA 20 亿 只 ， 当 时 全 美国 大 约 有 野 铝 50 亿 只 ， 

是 北美 大 陆 野 铝 最 多 的 地 方 。 但 是 ， 自 那 时 以 后 ， 野 铝 遭 到 不 断 

的 捕杀 ， 作 为 人 的 肉食 和 牲畜 的 饲料 。 野 牛 的 遭遇 也 是 如 此 ， 据 

fhit, REKAA 1 亿 多 头 野 牛 ， 可 是 ， 为 了 击败 印第安 人 ， 美 

国政 府 制订 了 一 项 政策 ， 放 手 让 职业 猎人 在 草原 上 大 肆 层 杀 野 

A, MA 1871 年 开始 , 近 1 亿 头 野牛 被 属 杀 了 。 下 到 1875 年 ， 国 

会 才 感 到 这 样 下 去 野牛 有 灭绝 的 危险 ， 才 通过 法 令 禁止 捕猎 。 到 

1889 年 ， 屠 杀 才 停 了 下 来 ， 这 时 ， 单 仓 下 来 的 野牛 只 有 89 头 了 ! 

在 开发 利用 自然 资源 的 过 程 中 ， 人 们 逐渐 认识 到 保护 上 自然 资 

源 的 必要 性 。 许 多 科学 家 先后 提出 建议 ， 制 定 保 护 政策 ， 将 一 些 

动物 的 栖息 地 和 和 森林 划 为 保护 区 和 国家 公园 ， 加 以 保护 。 美 国 

1864 年 为 保护 红 杉 (Sequoia sempervirens) 林 ， 将 约 西 迈 特 山谷 指 
定 为 保护 区 ， 将 约 瑟 米 提 峡 谷 和 巨 杉 ( Sequoiadendron gigantea ) 

林地 区 建立 州立 公园 ， 并 在 1872 年 首 建 世 界 第 一 个 国家 公 

园 一 一 黄石 公园 ， 随 后 又 制定 了 《黄石 国家 公园 保护 法 》， 对 偷 

猜 野生 动 物 、 破 坏 和 森林 和 矿物 者 ， 实 行 严厉 的 处 罚 。 这 个 法 令 并 

且 适 用 于 其 他 国家 公园 。 

在 同一 时 期 里 ， 美 国 还 创建 了 秋 林 保护 区 体系 ， 划 定 和 森林 保 

护 区 ， 制 定 《 和 森林 管理 法 》。 这 些 保护 自然 资源 和 生物 资源 的 措 

施 ， 对 制止 破坏 起 了 重要 作用 ， 也 为 以 后 自然 保护 事业 的 发 展 葛 

定 了 基础 。 

于 1879 年 ， 澳 大 利 亚 在 悉尼 附近 建立 了 世界 上 第 二 个 国家 

公园 一 一 皇家 国家 公园 。 至 20 世纪 20 年 代 ， 世 界 各 大 洲 都 相继 

建立 了 国家 公园 。 那 时 并 不 涉及 保护 自然 资源 ， 防 止 环境 污染 与 

破坏 。 近 年 来 ， 由 于 人 类 掠夺 式 地 开发 自然 资源 ， 出 现 了 自然 资 

源 危 机 ， 于 是 出 现 了 保护 自然 界 的 新 方向 ， 即 保护 自然 资源 。 鉴 

于 生物 圈 受 到 严重 的 污染 和 破坏 ， 因 而 又 产生 了 人 对 自然 的 一 个 

新 领域 一 一 保护 自然 环境 。 因 此 ，1972 年 在 巴黎 召开 联合 国教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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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组 织 第 17 届 大 会 上 讨论 1973 ~ 1980 年 该 组 织 的 计划 时 ， 第 开 遇 
项 就 是 专门 研究 自然 保护 区 问题 。 并 且 ， 一 致 公认 自然 保护 是 天 
类 环境 保护 的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1972 年 联合 国 在 瑞典 斯 德 哥 尔 重 
摩 召开 了 第 一 次 人 类 环境 会 议 ， 讨 论 签订 了 自然 保护 公约 。 因 星 
此 ， 引 起 世界 许多 国家 的 重视 ， 建 立 了 国际 性 组 织 和 国家 机 构 来 | 
促进 自然 保护 的 规划 和 管理 。 如 世界 保护 联盟 (IUCN)、 tH 
然 基 金 会 (WWF) 、 人 与 生物 圈 (MAB) 计划 、 联 合 国 环境 规划 遇 
署 (UNEP) ， 把 促进 和 建设 自然 保护 区 作为 保存 自然 生态 和 野生 
动 植物 资源 的 重要 手段 。 从 此 ， 自 然 保 护 区 和 国家 公园 的 建设 就 上 
成 为 各 国保 存 自然 生态 和 使 野生 动 植物 免 于 灭绝 并 得 以 繁殖 的 主 
要 手段 和 途径 。 | 

在 过 去 的 数 十 年 中 ， 主 要 是 20 世纪 20 年 代 以 来 ， 发 达 国 家 和 
的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速度 很 快 ， 受 保护 的 对 象 和 面积 越 来 越 多 。 如 
日 本 是 工农 业 生产 发 达 而 国土 面积 小 的 国家 ， 目 前 自然 保护 区 的 和 
面积 却 占 国土 面积 的 13% Ub, BE. RSE AARP Eo 
积 也 占 国土 面积 的 10% 以 上 ; 美国 建 有 自然 保护 区 1 800 个 、 国 
家 公园 398 个 ， 面 积 共 25 000 万 公 项 ， 占 国土 面积 的 10% DLE; © 
瑞典 、 法 国 等 国 的 自然 保护 区 面积 占 国土 面积 的 5% DEO 

自 20 世纪 50 年 代 以 来 ， 在 发 展 中 国家 ，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建设 
得 到 迅速 的 发 展 ， 使 全 世界 自然 保护 区 的 数量 和 面积 都 旦 直线 
上 升 。 

在 世界 保护 联盟 1985 年 度 “联合 国 国家 公园 和 保护 区 名 录 ” | 
中 ， 列 和 3 500 多 个 较 大 的 自然 保护 区 ， 总 面积 达 425 DERE 
米 。 联 合 国名 录 中 的 大 多 数 保护 区 面积 在 1 000 ~ 10 000 AHH. 

有 几 十 个 保护 区 面积 都 在 100 万 公顷 以 上 ， 其 中 的 格陵兰 国家 从 | 
园 ， 面 积 达 7 000 万 公顷 ， 是 目前 世界 上 最 大 的 国家 公园 。 

在 谈 到 保护 区 的 发 展 时 ， 不 能 不 提 到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的 作用 
生物 圈 保 护 区 是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织 “ 人 与 生物 圈 ” 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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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小 组 的 保护 学 家 们 提出 的 一 个 胃 新 的 概念 和 专门 的 术语 ， 因 

此 有 生物 圈 保 护 区 之 称 。 它 的 最 主要 特点 在 于 从 指导 思想 上 明确 
保护 区 不 是 堡垒 式 或 要 塞 式 的 庄园 ， 而 是 一 个 对 外 开放 的 资源 管 
理 的 战略 基地 ， 这 是 一 个 很 不 寻 篆 的 变 单 。 对 外 开放 并 不 意味 痢 

什么 地 方 都 可 以 随意 进入 ， 它 要 求 在 保护 区 内 根据 不 同 管 理 的 目 
的 和 要 求 ， 划 分 出 震 干 个 功能 区 域 ， 例 如 核心 区 、 缓 冲 区 、 实 验 
区 ， 把 需要 严 加 保护 的 区 域 和 通过 实验 研究 促进 退化 生态 系统 恢 

复 和 重建 的 区 域 彼此 联合 成 为 一 个 有 机 整体 ， 以 解决 保护 和 发 展 
可 能 产生 的 各 种 矛盾 和 困难 。 这 就 使 得 保护 区 与 当地 的 经 济 繁 采 
和 人 民生 活 的 提高 紧密 联系 在 一 起 ; 同时 ， 也 就 摆脱 了 传统 保护 
区 单纯 保护 的 理念 ， 并 赋予 其 多 功能 的 作用 ， 产 生 了 无 限 的 青春 
活力 ， 成 为 一 个 管理 自然 ， 建 设 持 续 社 会 的 基本 单元 ， 是 保护 区 
一 个 行 之 有 效 的 管理 模式 。 

世界 遗产 公约 也 是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制定 的 。 它 是 第 一 个 认 
可 文化 景点 的 国际 法 律 条 约 ， 它 使 传统 的 文化 生活 方式 和 自然 资 
源 管理 体系 之 间 建 立 了 密切 的 联系 ， 拓 宽 了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文化 多 
样 性 相互 交叉 关系 的 思维 ， 并 制定 协同 的 计划 来 保护 它们 ， 许 多 
保护 区 被 批准 加 入 其 中 。 被 命名 为 世界 遗产 的 保护 区 就 被 看 为 是 
各 个 国家 中 精华 的 精华 ， 因 为 它 已 是 具有 世界 遗产 性 质 和 世界 价 
值 的 独一无二 的 自然 和 文化 区 域 。 这 个 公约 没有 制定 管理 的 要 
求 ， 一 般 都 按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的 要 求 行事 。” ” 

3. 世界 自然 保护 区 的 现 况 和 发 展 

1991 年 世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正式 出 版 了 一 套 4 卷 本 世界 保护 区 

。 才 著 ， 对 各 国保 护 区 系统 进行 了 评论 ， 虽 然 已 过 了 近 15 年 ， 但 

“ 角 未 失去 其 应 有 价值 。 

书 中 共 列 举 了 不 同 地 理 区 各 个 国家 和 地 区 的 自然 保护 区 
TL 2975 个 ， 总 面积 达 10. 72 亿 公顷 。 现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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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 一 马来西亚 区 “这 个 区 域 包括 东南 亚 和 南亚 各 国 忆 
包括 孟加拉 、 不 丹 、 文 菜 、 束 埔 寨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老 挝 和 
马来西亚 、 马 尔 代 夫 、 缅 甸 、 巴 基 斯 坦 、 尼 泊 尔 、 非 律 宾 、 新 加 
坡 、 斯 里 兰 卡 、 泰 国 、 越 南 ， 中 国 台湾 也 被 列 人 其 中 ， 实 际 上 应 | 
列 入 旧 北 区 东亚 范围 才 合 适 。 这 个 区 域 记 述 了 985 MRK, 

面积 6 000 多 万 公顷 。 这 个 区 域 是 世界 三 大 热带 区 域 之 一 亚洲 热 

带 的 中 心 ， 西 北边 缘 是 喜马拉雅 山脉 南 瓦 ， 海 拔高 差 很 大 ， 环 境 

多 种 多 样 ， 生 物 多 样 性 十 分 丰富 。 由 于 人 口 较 多 ， 资 源 的 长 期 开 

发 已 导致 70% 以 上 的 热带 森林 被 砍 ， 狩 猎 、 捕 捞 数 量 很 大 ， 大 量 

物种 陷入 受 威胁 的 状态 。 虽 然 ， 保 护 区 建立 了 不 少 ,面积 也 很 
大 例如， 印度尼西亚 、 马 来 西亚 和 印度 ,都 在 1370 万 ~2250 
万 公顷 ， 不 丹 、 泰 国 、 巴 基 斯 坦 、 尼 泊 尔 次 之 ,达到 100 万 ~800 
万 公 硕 ， 越 南 、 菲 律 宾 、 斯 里 兰 卡 也 有 60 万 ~ 90 万 公顷 ; EE, 
管理 水 平 跟 不 上 形势 的 发 展 的 要 求 。 目 前 ， 有 许多 国际 保护 组 级 

在 这 里 开展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成 果 不 少 ， 关 键 在 于 与 实际 要 求 更 加 

密切 结合 起 来 ， 才 望 有 更 大 的 效果 。” 
(2) 大 洋 洲 区 “这 个 区 域 主要 包括 太平 洋 上 零星 分 布 的 怠 

屿 ， 如 库 克 群岛 、 密 克 罗 尼 西亚 、 斐 济 、 法 属 波利尼西亚 、 法 局，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 瓦 利 斯 群岛 和 马里 亚 纳 群 岛 、 帕 劳 、 巴 布 亚 新 匹 

内 亚 、 皮 特 凯 恩 群 岛 〈 英 ) 、 所 罗 门 群岛 、 托 克 劳 群岛 〈 新 信 汤 
加 、 图 瓦 卢 、 萨 摩 亚 〈 美 )、 关 岛 〈 美 ) 、 夏 威 夷 〈 美 )、 瓦 努 阿 

图 、 西 萨摩 亚 。 总 共 记述 了 187 个 保护 区 ， 面 积 150 BHA 

除 巴 布 亚 新 几内亚 森林 比较 繁茂 ， 生 物 多 样 性 比较 丰富 以 外 ,大 
多 数 地 方 由 于 面积 很 小 ， 生 物 多 样 性 都 较 贫乏 ， 但 由 于 地 处 海洋 

岛屿 环境 ， 大 多 有 其 自己 的 独特 性 。 这 个 区 域 人 口 虽 然 不 多 ， 但 | 
由 于 环境 优美 ， 吸 引 不 少 外 来 旅游 者 ， 建 设 速度 也 愈 来 愈 快 ， 像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森林 的 破坏 也 十 分 严重 ， 夏 威 夷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等 本 地 物种 也 都 受到 严重 威胁 ， 需 要 加 强 保护 区 的 管理 ， 防 止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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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 的 速度 加 剧 。 目 前 ， 很 多 地 方 也 还 未 正式 建立 保护 区 ， 应 予 
加 强 。 

(3) 澳洲 区 ”这 个 区 域 包括 澳大利亚 和 新 西 兰 两 个 国家 ， 共 
记述 了 保护 区 992 处 ， 总 面积 8 700 多 万 公 硕 。 前 者 占 849 处 ， 
面积 8 300 多 万 公顷 ; 后 者 有 143 处 ， 面 积 近 450 FAM. KT 
区 域 面 积 辽 阔 ， 人 口 较 少 ， 开 发 历史 较 短 ， 但 经 济 比较 发 达 。 人 
们 对 自然 保护 十 分 重视 ， 投 入 较 多 ， 重 视 人 才 培 养 和 保护 教育 与 
宣传 ， 保 护 与 发 展 密切 结合 的 政策 与 策略 的 制定 与 实施 都 较 好 ， 
有 绿色 拇指 之 称 ， 堪 称 人 与 自然 协调 、 现 代 化 与 自然 共存 的 示范 
区 域 。 如 果 说 有 什么 不 足 之 处 的 话 ， 那 么 ， 由 联邦 制 所 造成 的 中 
丙 和 地 方 的 矛盾 解决 不 够 好 。 有 些 地 方 缺乏 管理 ， 保 护 区 多 功能 
的 作用 还 未 能 充分 发 挥 ， 局 部 的 破坏 仍 存 在 ， 有 待 进一步 加 强 和 
完善 so 
(4) 南极 和 南部 海洋 群岛 区 ”这 个 区 域 包括 南 极 条 约 协议 区 
和 周围 海域 的 岛屿 ， 例 如 克 罗 泽 群岛 (lles Crozet) (法 ) 、 阿 姆 
斯 特 丹 群 岛 〈Iles Amsterdam) 、 圣 保罗 (St Paul) (法 ) 、 克 和 尔格 
伦 群 岛 〈lles kerguelen) 、 布 维 岛 (Bouvetoya) (Het). BEE 
子 (Prince Edward) 群岛 〈 南 非 ) 和 福 克 兰 (Falkland) 群岛 
(GR) 等 ， 共 记述 了 49 个 保护 区 ， 面 积 20 SHAM, KERH 
在 南极 大 陆 ， 岛 屿 还 未 正式 划 定 。 当 然 ， 未 划 定 保护 区 的 地 区 大 
多 还 是 一 派 自然 风光 ; 但 是 ， 也 应 看 到 ， 还 在 18 世纪 ， 欧 洲 探 
险 家 就 首先 涉足 南极 ， 发 现 那里 有 众多 的 鲸 和 海豹 ， 掀 起 了 南极 
海域 捕猎 海洋 哺乳 动物 的 热潮 。19 世纪 20 年 代 ， 一 些 岛屿 上 的 
海狗 消失 了 ; 到 20 世纪 50 年 代 ， 人 类 在 南极 建立 了 长 期 考察 站 ， 
至 今 约 有 35 个 ， 每 年 到 南极 旅游 者 达 1. 4 万 人 。 这 些 旅游 者 对 环 
境 带 来 了 不 良 的 影响 ， 特 别 是 南极 半岛 更 是 如 此 。 为 了 保护 南 
极 ， 曾 缔结 了 不 少 条 约 ， 如 “南极 条 约 ”"、“ 南 极 条 约 环境 保护 议 
定 书 ”、“ 管 护 南极 的 海豹 公约 ”、“ 管 护 南 极 海 洋 生 物资 源 条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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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无 疑 ， 保 护 区 将 会 在 这 些 方面 起 巨大 作用 。 

南 纬 60* 以 南 地 区 的 陆地 ， 陆 生 植物 仅 限 于 少数 苦 爸 、 we, | 

地 钱 ， 仅 有 2 种 有 花 植 物 。 副 南极 地 区 ， 包 括 一 些 岛屿 的 植物 多 

些 ， 有 少量 乔木 和 灌木 ， 最 多 不 超过 150 种 。 陆 生动 物 大 多 是 三 中 

些 螨 类 、 弹 尾 目 动物 和 土壤 无 脊 椎 动物 。 海 域 的 情况 了 解 较 少 ， 

人 类 活动 多 在 捕猎 鲸 、 海 鹏 和 鱼 类 。 捕 鱼 常 给 信天翁 和 海燕 造成 | 
巨大 影响 。 有 人 估计 ， 每 年 死 在 长 线 捕 鱼 上 的 信天翁 达到 4. 4 万 j 
只 。 看 来 ， 捕 捞 是 南部 海洋 生物 多 样 性 最 大 的 威胁 。” | 

(5) 旧 北 区 “这 是 一 个 面积 最 大 的 区 域 ， 即 通常 所 说 的 欧 亚 

大 陆 ， 还 加 上 地 中 海 的 南岸 地 区 ， 包 括 亚洲 、 欧 洲 以 及 中 东 、 指 
非 三 个 部 分 ， 总 共 记述 了 保护 区 5 217 处 ， 总 面积 超过 1.975 个 
公顷 。 | 

亚洲 ， 这 里 所 说 的 亚洲 主要 包括 东亚 ， 例 如 中 国 、 日本. 
国 、 朝 鲜 、 蒙 古 以 及 俄罗斯 亚洲 辽阔 区 域 的 大 部 分 。 这 个 区 域 可 

以 说 是 北半球 的 一 个 缩影 ， 从 热带 北 缘 经 亚热带 、 温 带 、 寒 带 和 | 
北极 都 包括 在 内 。 值 得 指出 的 是 ， 有 地 球 第 三 极 之 称 的 青藏 高 原 j 
在 亚热带 的 纬度 带 内 高 高 隆起 ， 使 得 环境 多 种 多 样 ， 变 化 复杂 呈 
生物 多 样 性 异常 丰富 而 独特 。 其 中 ,湿润 亚热带 是 东亚 所 特有 量 | 
中 国 占 据 的 面积 最 大 ， 这 就 使 得 其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具有 特殊 
的 责任 。 | 

这 个 区 域 人 口 最 多 ， 开 发 历史 很 早 ， 很 多 地 方 自然 景观 已 残 j 
存 有 限 ， 但 大 面积 泰 加 林 、 草 原 、 荒 漠 、 冻 原 、 极 地 和 高 原 地 区 | 
AOR, ARBRE. ITER NET REDE, | 
也 逐步 认识 到 自然 保护 的 重要 性 ， 特 别 是 从 20 世纪 80 ZEAE, | 
保护 区 事业 得 到 了 莲 勃 的 发 展 。 书 中 记述 了 保护 区 1 334 处 ,是 
面积 7 000 多 万 公顷 。 各 个 国家 都 在 大 量 建 立 保护 区 ， 许 多 地 方 | 
管理 得 很 不 错 ， 有 些 地 方 由 于 人 口 的 压力 存在 问题 较 多 ， 森 林地 
分 采伐 、 草 地 过 度 放 牧 和 垦殖 、 湿 地 围 尾 、 生 物资 源 过 分 利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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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化 和 城市 化 的 迅速 发 展 ， 乃 至 旅游 的 影响 都 在 威胁 着 生物 多 
从 性 的 生存 和 环境 的 安全 。 看 来 ， 加 强 保护 区 的 建设 ， 严 格 遵循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管理 模式 的 要 求 ，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开 
展 生 物 区 域 规划 管理 ， 才 能 摆脱 上 述 威胁 因素 的 缠绕 。5 

欧洲 : 欧洲 的 面积 虽然 不 算 太 大 ， 但 包括 的 国家 和 地 区 较 
多 。 书 中 所 谈 的 欧洲 包括 阿尔 巴 尼 亚 、 安 道 尔 、 奥 地 利 、 比 利 
上 时。 和 保加利亚、 捷克 、 斯 洛 伐 克 、 有 丹麦、 法 罗 和 群岛 (Ft). BW 
尼 亚 、 芬 兰 、 法 国 、 德 国 、 焚 蒂 网 、 匈 牙 利 、 冰 岛 、 爱 尔 兰 、 意 
大利、 立陶宛 、 列 支 敦 士 登 、 卢 森 堡 、 马 耳 他 、 希 腊 、 摩 纳 哥 、 
和 荷兰、 波兰、 葡萄 牙 、 罗 马 尼 亚 、 圣 马力 诺 、 西 班 牙 、 瑞 典 、 乌 
克 兰 、 自 俄罗斯 、 俄 罗斯 的 欧洲 部 分 、 挪 尤 、 瑞 士 、 冰 锅 、 英 
国 。 海 峡 群 岛 〈《 英 ) 、 直 布 罗 陀 〈 英 ) 、 拉 脱 维 亚 和 前 南斯拉夫 
等 ， 共 论述 了 保护 区 3 679 处 ， 总 面积 4 500 多 万 公顷 。 
， 这 个 区 域 基本 上 属 温带 范围 ， 生 物 多 样 性 不 算 太 丰 富 ， 而 且 
下 也 较 多 ， 开 发 历史 较 早 ， 各 类 原生 性 生态 系统 多 已 遭受 破 
Ro 由 于 这 个 区 域 经 济 比较 发 过， 对 科学 和 教育 事业 投入 较 多 ， 
开价 在 长 期 生产 实践 中 也 认识 到 自然 保护 区 的 重要 性 ， 所 以 在 
)00 车 以 前 就 恢复 和 重建 原来 的 生态 系统 ， 很 多 地 方 对 森林 、 章 
原 。 湿 地 和 海域 都 管 护 得 较 好 ， 城 郊 甚至 城区 都 有 茂密 的 森林 分 
后 ， 环 境 十 分 优美 。 巴 黎 附近 的 枫 丹 白露 林 区 、 布 鲁 塞 尔 附近 的 
礁 伸 森林 公园 和 荷兰 各 地 的 森林 都 是 大 家 都 知道 的 。 许 多 人 不 大 
广 。 都 以 为 是 天 然 的 ， 实 际 上 都 是 人 工 营造 重建 之 后 形成 的 一 
站 半天 然 状态 的 森林 。 像 意大利 、 法 国 、 德 国 、 波 兰 和 英国 保护 
区 的 面积 都 在 400 万 ~ 600 万 公顷 ， 西 班 牙 、 瑞 典 、 奥 地 利 、 捷 
2, 斯 洛 伐 克 有 100 万 ~ 300 万 公 硕 ， 其 他 面积 稍 大 一 些 的 国家 
好 都 拥 有 几 十 万 公顷 。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进程 中 ， 他 们 所 需求 的 许 
丝 源 大 多 从 发 展 中 国家 进口 ， 导 致 发 展 中 国家 资源 枯竭 ， 环 境 
鸣 屁 。 如 何 从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要 求 出 发 ， 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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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中 国家 发 展 保护 区 事业 ， 实 施 可 持续 发 展 规律 战略 ， 是 他 们 晤 

AR NESEY BEE i 
中 东 、 北 非 地 区 : NE EAL He AR 

广大 地 区 ， 也 就 是 常 说 的 阿拉 伯 地 区 ， 包 括 阿富汗 、 阿 尔 及 利 量 

亚 、 巴 林 、 塞 浦 路 斯 、 埃 及 、 伊 朗 、 伊 拉克 、 以 色 列 、 约 且 、 科 

威 特 、 黎 巴 嫩 、 利 比 亚 、 摩 治 哥 、 摩 洛 哥 撒哈拉 省 、 阿 曼 、 卡 塔 
尔 、 沙 特 阿 拉 伯 、 西 班 牙 北非 地 区 、 氢 利 亚 、 西岸 和 加 沙 地 区 

突尼斯 、 土 耳 其 、 阿 联 酋 和 也 门 。 
这 个 区 域 所 占据 的 纬度 与 东亚 的 亚热带 区 域 大 致 相当 ， fa 

于 有 大 片 沙漠 的 分 布 ， 加 上 地 中 海 冬 雨 夏 时 的 气候 特点 ， 使 得 生 

物 多 样 性 并 不 太 丰 富 ， 但 具有 自己 的 特色 。 这 里 开发 历史 较 早 © 

人 口 虽 不 算 太 多 ， 但 集中 在 生态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方 ， 破 坏 也 相 党 
大 ， 原 生性 生态 系统 保存 面积 已 经 非常 有 限 。 恩 格 斯 所 论述 的 呈 
“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和 小 亚细亚 以 及 其 它 各 地 的 居民 ， 为 了 想得到 耕 ， 
地 ， 把 森林 都 砍 完了 ， 但 是 ， 他 们 梦想 不 到 ， 这 些 地 方 今天 竟 因 用 
此 成 为 荒芜 不 毛 之 地 ， 因 为 他 们 使 这 些 地 方 失去 了 森林 ， 也 失 才 
了 积聚 和 储存 水 分 的 中 心 ”*， 主 要 就 是 指 这 个 区 域 。 黎 巴 嫩 山 地 用 
是 雪松 主要 原 产地 之 一 ， 现 在 已 经 在 全 球 许多 地 方 得 到 引种 栽 
培 ， 但 那里 保存 已 经 不 多 了 。0o%1 亚 洲 狮 、 叙 利 亚 野 驴 和 阿拉 伯 驼 量 
ELF 20 世纪 20 ~ 40 年 代 灭 绝 。 共 记述 了 保护 区 204 Mb, 
积 4 000 万 公顷 以 上 ， 沙 特 阿拉 伯 拥 有 面积 最 大 ， 占 去 1/2 以 上 
伊朗 次 之 ， 约 有 750 万 公顷 ; 阿曼 和 阿尔 及 利 亚 有 130 万 ~280 

万 公顷 ; 埃及 、 土 耳 其 、 摩 治 哥 有 36 万 ~ 72 万 公 项 ， 其 他 都 在 
20 万 公顷 以 下 。 看 来 ， 遵 循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管理 模式 的 要 求 ， 把 保 上 
护 和 发 展 结合 起 来 ， 开 展 自然 保护 事业 是 当务之急 0 | 

(6) 非洲 热带 地 区 “这 个 区 域 是 世界 三 ee 
非洲 热带 的 中 心地 区 ， 包 括 安哥拉 、 贝 宁 、 博 茨 瓦 纳 、 布 基 纳 法 和 
索 、 布 隆 迪 、 喀 麦 隆 、 佛 得 角 、 中 非 、 乍 得 、 科 摩 罗 、 刚 果 、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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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迪 瓦 、 吉 布 提 、 赤 道 几 内 亚 、 埃 塞 俄 比 亚 、 加 于 、 冈 比 亚 、 加 
纳 、 几 内 亚 、 几 内 亚 比 绍 、 肯 尼 亚 、 莱 索 托 、 利 比 里 亚 、 马 达 加 
Bin. Sat, SB. BHR, CER. GARR, RR 
hot. WAT. EAR. EAA. BEE CK). RHE, 

圣 多 美和 普 林 西 比 、 塞 内 加 尔 、 塞 舌 尔 、 塞 拉 利 昂 、 索 马里 、 南 
非 、 苏 丹 、 斯 威 士 兰 、 坦 桑 尼 亚 、 多 哥 、 马 干 达 、 英 属 印度 洋 区 

域 、 圣 赫 勒 拿 名 和 耶 苏 岛 〈 英 )、 刚 果 民 主 共和 国 、 赞 比 亚 、 津 
巴 布 韦 。 

这 个 区 域 环境 多 种 多 样 ， 诸 如 海岸 平原 、 干 旱 平 原 、 山 地 、 

海岛 等 应 有 尽 有 。 热 带 和 森林 、 稀 树 草 原 和 南 温带 森林 等 类 型 较 

多 ， 而 且 像 好 望 角 地 区 物种 的 独特 性 是 十 分 著名 的 。 可 以 看 出 ， 
生物 多 样 性 异常 丰富 。 由 于 人 口 相 对 较 少 ， 加 以 经 济 发 展 比 较 落 

后 ， 各 类 原生 性 生态 系统 保存 面积 较 大 ， 在 许多 国际 保护 组 织 

帮助 下 ， 经 营 管理 还 不 错 ， 保 护 和 发 展 兼 顾 较 好 ， 不 随意 毁 林 明 

殖 。 所 以 ， 许 多 保护 区 成 为 野生 动物 的 乐园 ， 狮 子 、 大 象 、 长 颈 

鹿 、 斑 马 、 驼 乌 等 数量 都 很 多 ， 成 为 生态 旅游 的 好 去 处 ， 甚 至 是 

国家 经 济 发 展 的 重要 产业 。 

该 区 一 共 记 述 了 保护 区 2 560 Mb, MARIA 1.6 (ZAM. HB 

保护 区 面积 都 很 大 ， 所 以 能 适应 大 量 野生 生物 生存 发 展 的 要 求 。 

许多 国家 保护 区 的 面积 都 很 大 ， 超 过 1 000 万 公顷 的 有 赞比亚 、 

刚果 民主 共和 国 、 纳 米 比 亚 、 苏 丹 和 博茨瓦纳 ， 坦 桑 尼 亚 甚 至 达 

到 2 500 FAM; 6.500 万 ~1 000 万 公顷 的 有 尼日尔 、 中 非 、 南 

非 和 马里 ; 具 300 万 ~SO 万 公顷 的 有 肯尼亚 、 安 哥 拉 、 津 巴 布 

韦 、 乌 和 干 达 和 尼日利亚 ; 具 100 万 ~300 万 公 顷 的 有 布 基 纳 法 索 、 

“区 塞 俄 比 亚 、 塞 内 加 尔 、 咯 麦 隆 、 科 特 迪 瓦 、 毛 里 塔 尼 亚 、 加 
过 、 贝 宁 、 刚 果 、 马 达 加 斯 加 、 加 纳 和 马 拉 维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战争 破坏 力 极 强 ， 而 且 随 着 工业 化 和 城市 化 的 不 断 发 展 ， 对 自然 

”破坏 的 力量 愈 来 愈 大 ， 特 别 是 热带 森林 被 毁 ， 使 得 许多 物种 濒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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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 的 境地 ， 像 马达 加 斯 加 和 刚果 民主 共 :和 国 的 情况 是 比较 天 重 | 

的 。 要 引起 人 们 的 重视 ， 不 要 再 走 先 破坏 后 恢复 的 老路 ， — 

经 济 不 发 达 的 国家 是 无 法 做 到 的 ， 只 能 陷入 亚 性 循环 的 处 境 。 

(7) 新 北 区 “这 个 区 域 主要 指 一 般 所 说 的 北美 洲 ， 包 括 加 拿 

大 、 格 陵 兰 〈 丹 麦 ) 、 墨 西 哥 、 圣 皮 埃 尔 和 密 克隆 岛 〈 法 )、 美和 

国 ， 是 土地 面积 较 大 ， 而 且 国 家 数量 最 少 的 地 区 。 
该 区 生态 系统 类 型 多 种 多 样 ， 从 热带 北 缘 经 亚热带 、 温 带 直 量 

到 北极 都 应 有 尽 有 ， 山 地 占据 一 定 的 面积 。 除 了 南部 墨西哥 生物 和 

多 样 性 比较 丰富 以 外 ,辽阔 的 温带 和 极地 相对 来 说 就 比较 贫乏 。 
但 其 特有 性 强 。 总 的 来 说 ， 这 个 区 域 开发 历史 较 短 ， 但 在 环境 条 ， 

件 较 好 、 人 口 密集 的 地 方 ， 自 然 破 坏 也 相当 严重 ， 特 别 是 森林 和 
湿地 面积 大 减 。 由 于 经 济 比较 发 过 ， 科 教 比较 普及 ， 估 们 生态 意 ， 
识 提高 较 快 ， 认 识 到 自然 破坏 对 自己 的 生存 和 发 展 严重 威胁 ， 因 | 
而 对 自然 保护 投入 不 断 增 加 ， 保 护 区 建立 较 多 ， 破 坏 地 区 的 恢复 
重建 工作 也 较 好 。 例 如 ;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和 重建 、 拆 除 水 规 
恢复 自然 河流 和 湿地 一 直 都 在 进行 着 ; 目前 ， 森林 覆盖 率 占 

25% ， 过 去 曾 达 到 40% 。 

该 区 一 共 记述 了 保护 区 1 515 处 ， 面 积 达到 2. 56 亿 公顷 。 美 | 
国 、 加 拿 大 、 墨 西 哥 分 别 拥 有 901、532、 和 80 处 ， 面 积分 别 为 

7 965 万 、6 347 万 和 1 120 万 公 硕 。 格 陵 兰 虽然 只 建立 保护 区 忆 

处 ， 面 各 有 9 825 万 公顷 ， 非 保护 区 的 自然 面 犁 保存 也 还 较 好 8 
总 体 来 说 ， 该 区 保护 和 发 展 结合 得 还 不 是 十 分 理想 ， 大 气 和 水 城 | 
的 污染 对 生物 多 样 性 还 是 一 个 严重 的 威胁 因素 。 气 候 变 暖和 海平 | 
面 升 高 对 环境 的 威胁 愈 来 愈 突出 。0] 
(8) 新 热带 区 ”这 个 区 域 即 通常 所 说 的 拉丁 美洲 ， 面 积 虽 璐 | 

太 大 ， 但 为 世界 三 大 热带 地 区 之 一 ， 热 带 森 林 占 全 球 的 热带 森林 上 
的 60% ， 物 种 占 全 球 的 40% ， 是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的 地 遇 
区 。 目 前 ， 森 林 面 积 占 土地 总 面积 的 47% ， 亚 马 孙 河 流域 大 面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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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 森林 的 奇观 和 物种 之 多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 排 名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前 两 位 的 巴西 和 哥伦比亚 就 位 于 本 区 。 包 括 中 美洲 、 南 

美洲 和 加 勒 比 三 个 部 分 ， 一 共 记 述 了 保护 区 1 670 处 ， 总 面积 达 

超过 3. 53 亿 公顷 。 

中 美 地 区 : 这 个 区 域 面 积 不 大 ， 是 连贯 北美 洲 和 南美 洲 之 间 

的 一 个 狭长 地 带 ， 包 括 伯 利 效 、 哥 斯 达 黎 加 、 了 萨尔瓦多 、 和 危 地 马 

拉 、 洪 都 拉 斯 、 尼 加 拉 瓜 和 巴拿马 7 国 。 

这 个 区 域 开发 强度 较 大 ， 发 展 种 植 业 和 畜牧 业 ， 修 建 公 路 、 

水 库 和 开矿 等 都 使 大 面积 的 森林 遭 到 砍伐 ， 生 物 多 样 性 破坏 比较 

严重 。 一 共 记 述 了 246 个 保护 区 ， 面 积 937 万 公顷， 尼加拉瓜 、 

和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 哥 斯 达 黎 加 、 巴 拿 马 保护 区 面积 都 超过 

150 万 公顷 以 上 。 其 中 ， 哥 斯 达 黎 加 利用 发 达 国 家 和 国际 保护 组 

织 的 帮助 ， 建 立 了 专门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所 ， 接 受 全 球 知名 人 士 

前 去 研究 ， 并 遵循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管理 模式 的 要 求 ， 实 施 生 物 区 域 

规划 管理 ，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与 周边 社区 实施 共同 管 

理 ， 特 别 是 保护 区 发 展 生 态 旅游 ， 效 果 很 好 ， 并 成 为 国家 经 济 发 

展 的 重要 产业 ， 深 受 各 界 人 士 的 赞赏 ， 有 “中 美洲 的 瑞士 ”之 
aren 

南美 地 区 : 这 个 区 域 是 新 热带 的 核心 区 域 ， 生 态 环境 多 种 多 

样 ， 包 括 阿 根 廷 、 玻 利 维 亚 、 巴 西 、 智 利 、 哥 伦比 亚 、 厄 瓜 多 

尔 、 法 属 圭 亚 那 、 圭 亚 那 、 巴 拉 圭 、 和 秘鲁、 苏里南 、 乌 拉 圭 、 委 

内 瑞 拉 等 13 个 国家 和 地 区 。 

亚 马 孙 河 流域 谷地 、 巴 西 大 西洋 沿岸 、 圭 亚 那 地 盾 一 望 无 

， 际 、 完 好 无 损 的 热带 雨林 ， 再 加 上 高 符 的 安第斯 山 山 脉 、 大 陆 湿 

”地 和 了 阿根廷、 智利、 乌拉 圭 南 温带 的 森林 、 灌 从 、 草 地 和 湿地 ， 

各 有 特色 ， 不 但 物种 数量 多 ， 而 且 具 有 自己 的 独特 性 ， 可 称 为 世 

， 界 首屈一指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的 区 域 。 但 是 ， 也 应 该 看 到 ， 

所 有 这 些 地 区 随 着 人 口 不 断 增 加 ， 开 发 强度 不 断 加 大 ， 自 然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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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相当 严重 ， 像 巴西 大 西洋 沿岸 、 亚 马 孙 河流 域 南 部 朗 多 尼 亚 量 

州 、 厄 瓜 多 和 尔 西部 的 热带 雨林 已 经 砍伐 得 所 剩 无 几 了 ， 以 至 造成 
环境 恶化 ， 大 量 物种 灭绝 。 许 多 人 认为 ，21 世纪 大 量 物 种 的 灭绝 

主要 还 是 由 于 热带 雨林 和 海域 珊瑚 礁 遭 到 破坏 ， 特 别 是 本 区 的 情 有 

况 不 能 好 转 所 造成 。 
目前 ， 昌 然 已 经 引起 各 国政 府 和 广大 公众 的 重视 ， 建 立 了 许 量 

保护 民 :但 避 在 管理 EN 过 本 村 和 

_ 共 记述 了 保护 区 1 316 处 ， 面 积 达 3 亿 公 顷 以 上 ， 其 中 ， 巴 西 虽 

最 多 ， 有 473 处 ，1.344 8 亿 公 顷 ; 哥伦比亚 次 之 ， 有 342 处 , 近 

7 380 GAH; BAW, A 43 处 2 470 WA, Bet 1 000 

万 公 质 以 上 的 有 委内瑞拉 、 厄 瓜 多 尔 、 智 利 、 阿 根 廷 、 秘 鲁 。 

看 来 ， 遵 循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管理 模式 的 要 求 ， 开 展 生物 区 域 规划 管 ， 

理 ，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是 改变 现状 的 关键 。 | 
ARH LG: 这 个 区 域 是 北美 洲 和 南美 洲 之 间 许 多 大 小 不 等 的 岛 ， 

屿 ， 与 中 美洲 地 区 东西 遥遥 相对 ， 面 积 更 小 ， 包 括 阿 鲁 巴 〈 荷 ) 
兰 ) 、 安 圭 拉 〈 英 ) 、 安 提 瓜 和 巴 布 达 、 巴 哈 马 、 巴 巴 多 斯 、 百 摹 j 
KES (GE). #RERS (2). FERS (8). FE. BK 
JEMURER, SOK IMSL AI, KRSNA, IRE (GE), 
地 、 牙 买 加 、 马 提 尼 克 岛 〈 法 ) 、 蒙 特 塞 拉 特 岛 〈 英 )、 安 的 利 斯 
群岛 〈 荷 ) 、 波 多 黎 各 、 圣 克 斯 托 弗 和 尼 维 斯 联邦 、 圣 文 森 特 和 
格林 纳 丁 斯 、 圣 卢 西 亚 、 特 立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 特 克 斯 群岛 和 凯 科 
斯 群岛 、 维 尔 京 群岛 〈 美 ) 。 

所 有 这 些 热带 岛屿 过 去 多 是 森林 茂密 ， 无 论 陆 地 和 海岸 , AE | 
物 多 样 性 都 甚 为 丰富 ， 而 且 风 景 优美 ， 只 是 经 过 长 期 的 开发 ， 自 | 
然 破 坏 比 较 严重 ， 原 生性 森林 面积 保存 已 经 比较 有 限 。 大 们 也 讽 
识 到 ， 长 此 下 去 对 自己 的 生存 和 发 展 不 利 ， 因 此 开始 重视 建立 保 | 
护 区 。 该 区 一 共 记 述 了 保护 区 108 处 ， 面 积 275 万 公顷 以 上 。 直 | 
巴 最 多 ， 有 62 处 143 FAME; 多 米 尼 加 共和 国 次 之 ,有 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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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95 万 多 公顷 ; 巴哈马 第 三 ， 有 6 处 12 万 多 公顷 ; FRM, WK 

多 黎 各 、 特 克 斯 群岛 和 凯 科 斯 群岛 保护 区 数量 不 少 ， 分 别 有 47、 
30 和 20 处 ， 但 面积 只 各 占 7 119、46 618 和 17 082 Ai; 其 他 所 

占 数 量 和 面积 都 较 少 。" 看 来 如 何 把 保护 与 生态 旅游 的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是 这 个 区 域 急 吸 解 决 的 问题 。 

(9) 南部 海洋 群岛 区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南极 洲 东 北边 缘 的 一 些 

岛 同 ， 包 括 南 佐治 亚 、 南 桑 得 威 斯 群 岛 、 特 里 斯 坦 达 坎 哈 和 高 夫 

群岛 。 这里， 只 有 300 多 人 长 期 轮流 居住 ， 大 多 是 各 国 南极 调查 

人 员 。 只 在 特 里 斯 坦 达 坎 亚 哈 和 高 夫 群 岛 建 有 2 个 保护 区 ， 主 要 

为 保护 野生 生物 ， 面 积 有 17 600 Zh, 
总 的 说 来 ，13 年 前 ， 全 球 保 护 区 面积 已 有 1.070 多 万 平方 千 

米 ， 占 全 球 土地 总 面积 的 7.2% 。 至 今 ，13 年 过 去 了 ， 保 护 区 面 

积 增 长 很 快 。 根 据 2003 年 秋 在 南非 召开 的 第 五 届 世 界 保护 区 大 

会 公布 的 材料 ， 全 球 保护 区 已 有 102 102 处 ， 面 积 已 达 1 880 万 平 

方 千 米 ， 占 全 球 土 地 总 面积 11.5% 。 确 实 ， 保 护 区 的 面积 增加 

了 ， 关 键 在 于 有 效 管理 要 迅速 跟 上 。 

二 、 生 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在 何 处 

产 格 说 ， 保 护 区 主要 应 该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地 区 选择 适 
“当地 段 建立 ， 但 常常 在 未 正式 确定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以 前 就 已 

| 

| 

| 

4 

\ 

. 

AMES, eA, SOEUR YT. BTU, FRE WAR 

性 分 布 中 心 对 于 分 析 各 地 保护 区 的 设置 是 否 适 当 ， 还 需 在 哪些 地 

方 再 建立 ， 如 果 需 要 调整 应 该 如 何 进行 ， 怎 样 才能 使 生物 多 样 性 
怠 地 保护 做 得 更 加 合理 和 有 效 ，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基本 资料 。 但 是 ， 
哪些 地 方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呢 ? 这 还 是 一 项 长 远 而 艰巨 的 任 
务 。 世 界 保 护 联盟 的 一 个 专门 机 构 1990 年 提出 了 一 个 初步 的 名 

单 ， 很 有 参考 价值 .2 它 包 括 12 个 区 域 108 个 地 区 。 世 界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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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一 书 的 论述 基本 上 是 根据 这 个 名 单 来 编写 

的 .52-54 上 述 世界 保护 区 建设 的 情况 与 这 个 名 单 在 大 多 数 地 方 ， 

也 是 相 吻 合 的 ， 少 数 不 同和 空白 正 是 需要 进一步 分 析 研究 之 处 ， 

以 期 使 之 更 加 符合 实际 要 求 。 

1. BAW 
(1) 热带 、 亚 热带 湿润 区 域 

e。 哥伦比亚 西部 和 厄瓜多尔 西北 部 的 乔 科 (Choco) 区 域 。 

e 哥伦比亚 圣 玛 尔 塔 内 华 达 山脉 (Sierra Nevada de Sannta Mar- ， 

ta) 5 

。 委内瑞拉 沿海 岸 山 地 。 
。 哥 伦比 亚 东部 山地 : 北 安第斯 山 科 卡 伊 内 华 达 山脉 萨 马 佩 茨 

赤道 高 山 寒冷 旱 生 植被 地 区 (Sierra Nevada de Cocuy, Paramo de — 

Sumapaz ) 。 | 

0 AA MPLIe HEF (Pantepui) 区 域 。 

。 诗 亚 那 平 原 森 林 ( 法 属 圭 亚 那 索 尔 Saul) 。 | 

© 亚 马 孙 河 流域 ,包括 安第斯 山东 坡 , 主要 为 哥伦比亚 \ 厄 瓜 多 

尔 萨 马 科 (Sumaco) 、 秘 鲁 马 努 (Manu) 和 玻利维亚 交界 的 安 第 

斯 山 山 地 以 及 亚 马 孙 河 盆地 〈 即 厄瓜多尔 亚 松 尼 Yasuni)、 巴 西 

的 玛 璃 斯 (Manaus) 和 妆 多 尼 亚 (Rondonia) 。 

e 巴 西 东 部 大 西洋 洁 是 湿润 森林。 
e HALE EEA ( Alto Barana) 麦 巴 拉 卡 玉 ( Mbaracayu) 

区 域 。 

© 巴西 班 达 纳 尔 (Pantanal ) 。 | 
(2) 热带 、 亚 热带 干旱 区 域 有 

e 巴西 东北 布 卡 蒂 加 (Caatinga) 区 域 。 | 

e 巴西 中 部 热带 草原 区 域 Bl Minas Gerais 西北 部 和 Bahia 西 

部 的 Grande Sertaoe Veredas 区 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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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玻利维亚 .巴拉圭 和 阿根廷 的 查 科 (Chaco) 区 域 。 

© [rl He SEZ? 47 (Monte ) 。 

e 阿根廷 阿 空 基 加 ( Acongquija) 区 域 。 

© 秘鲁 玻利维亚 和 阿根廷 北部 普 纳 (Puna ) 。 

© 智利 地 中 海 型 落叶 林 。 

© 秘鲁 一 智利 荒漠 :沿海 向 风 昔 玫 草 地 (Lomas Formation) 和 
阿 特 卡 马 (Atacama) 荒漠 。 

© 秘鲁 的 干旱 森林 ( 阿 莫 塔 佩 山 Cerro de Amotape 国家 公园 ) 。 
(3) inate Kay 

e 智利 的 温带 森林 

2. 东南 亚 

(1) Sex wH 

° EF (Bako) 国家 公园 〈 沙 捞 越 ) 。 
er PL (Bukit Raya) (印度 尼 西亚 加 里 曼 丹 ) 。 
。 称 芦山 (Gunung Mulu) 国家 公园 〈 沙 捞 越 )。 
。 E44 (Kinabalu) 国家 公园 (沙巴 ) 。 
°K (Kutai) (印度 尼 西 亚 加 里 曼 丹 ) 。 

e 兰 比尔 (Lambir) 丘陵 ( 沙 捞 越 ) 。 
© ZO WAI AWE) 锡 拉 姆 (Silam) 山地 周围 地 区 。 
(2) 爪哇 

。 加 得 一 邦 兰 戈 (Cede - Pangrango) 国家 公园 。 
© 兴 楼 一 隆平 (Endau - Rompin ) 。 

se 石灰岩 地 区 。 

© 山地 植物 区 系 丰富 区 域 :包括 金马 伦 (Cameron) 高 原 、 根 廷 
(Genting ) 高 原 、. 弗 雷 基 (Fraser) 丘陵 和 吉 打 峰 (Kedah ) 等 。 

。 四 北山 项 地 区 : 包括 霹雳 (Perak) 的 布 布 山 、 庞 科 尔 岛 
(Pangkor) 、 吉 打 (Kedah) 、 塞 加 里 梅林 唐 (Segari Melint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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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 IK. BERG (Pennang) 和 天 定 〈Dindings) 区 的 一 部 

So 
e 塔 曼 内 加 拉 (Taman Negara) ) 。 

or 

© PRE GE (Arfak) 山地 〈 伊 里 安 爪 哇 ) 。 

e aoe 一 马 老 奇 (Kumbe - Merauke) 〈 伊 里 安 爪 哇 ) 。 

e500 (Kjunga) 区 域 :平原 和 丘陵 地 区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 。 

© 梅 尔 弗 拉 克 德 (Mervalakte) 区 域 平 原 和 丘 陵 ( 伊 里 安 爪哇 ) 。 
e 卡尔 斯 坦 茨 (Karstenz) 山地 (伊里 安 爪哇 ) 。 

e 威 尔 廉 (Wilhelm) 山地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 
© 欧文 斯 坦 利 山 脉 (Owen Stanley Range)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 

。 布 乌 图 山地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 和 基 士 洛斯 山地 (伊利 安 爪 

哇 )。 

© 瓦 伊 格 奥 (Waigeo) 。 

(4) 菲律宾 
。 54 (Samar) 平原 雨林 、 $8.40 6% (Sibuyan) 平原 雨林 。 

北 吕 宋 (Luzon) Sierra Madre jh. EPL (Palawan), BK 

Atk Wo. BY (Apo) 山地 、 锡 布 杨 吉 定 一 吉 定 山地 、 普 洛 

(Pulog) 山地 。 

(S) 苏 腊 威 西 

。 洛 雷 林 杜 (Lore Lindu) 国家 公园 、 蓝 特 马 里 奥 〈Rantemar 

io) 山地 、 石 灰 岩 山地 、 莫 罗 瓦 利 (Morowali) 国家 公园 。 

(6) 苏门答腊 | 

© 黎 塞 尔 (Leuser) 山 国 家 公园 、 克 林 季 (Keinci) WH. B 

巴 鲁 特 〈Siberut) 石灰 岩山 地 。 | 

3. 非洲 
(1) 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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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卡 哈达 尔 (Akhadar) (利比亚 ) 。 
© 阿 特 拉 斯 (Atlas) 高 山地 区 (BES BP) 。 
(2) 热带 非洲 和 南非 

。 威 拉 (Huila) 高 原 (安哥拉 ) 

@ 喀麦隆 山地 (喀麦隆 ) 。 

© 喀麦隆 平原 十 林 。 
e 尼 尔 巴 出 (Gebel Elba) (埃及 /苏丹 ) 。 
© TRAE KR LEW Pa ARK 

© Ail (Simen) 山地 〈 埃 塞 俄 比 亚 ) 。 
© WME. é 
e JAI (Fouta Djallon) 高 原 (JLAW). 

eSEK (Tai) 森林 (象牙 海岸 ) 。 
© 称 拉 杰 (Mulanje) 山地 〈 马 拉 维 ) 。 
© 肯尼亚 和 坦桑尼亚 海岸 森林 。 
e TE (Nimba) 山地 (利比亚 /几内亚 /象牙 海岸 ) 。 

ee 肯尼亚 山地 (肯尼亚 ) 。 

尼日利亚 东南 部 和 阿 伊 尔 / 特 耐 雷 (Air/Tenere) 地 区 的 一 
部 分 。 

© KHL (Gola) 高原 森林 和 洛 马 (Loma) LL HE BRAK ( 塞拉利昂) 。 
e 索马里 北部 。 

© 好 望 角 地 区 (南非 ) 。 

© ff iH (Imatong) 山地 〈 苏 丹 ) 。 
© 坦桑尼亚 山地 森林 , 即 乌 桑 巴 拉 ( Usambara ) 山地 和 乌 宗 瓦 

(Uzongwa) 山地 。 

e 刚 采 民 主 共 和 国 上 加 丹 加 (Haute katanga) 、 刚果 民主 共和 
国 东部 森林 和 平原 雨林 (〈 伊 图 利 Ituri 森林 ) 。 

e。 姆 巴 拉 (Mbala) 的 一 部 分 〈 赞 比 亚 ) 。 
。 卡 拉 哈 里 沙 地 ( (Kalahari) (赞比亚 、 津 巴 布 韦 、 博茨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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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南非 ) 。 
e 大 戴 克 (Great Dyke) 蛇 纹 岩 地 区 CHEB) 。 

e 索 科 特 拉 (Socotra) 。 

4. 东亚 和 中 印 半岛 
(1) 东亚 
。 海 南 热带 森林 和 海域 珊 蝴 礁 、 云 南西 双 版 纳 热带 森林 和 桂 西 

南 石灰 岩山 地 (中 国 ) 。 | 
。 横 断 山脉 地 区 (中 国 ) 。 和 
。 浙 闻 山 地 、 南 岭 山地 、 江 南 丘陵 、\ 川 鄂 湘 黔 山地 和 桂 黑 石灰岩 

森林 (中 国 ) 。 
。 秦岭 .大 巴山 \ 伏 牛山 \ 大 别 山 和 长 白山 山地 (中 国 ) 。 
。 青 藏 高 原 及 其 边缘 山地 ( 中国 ) 。 
。 玉山 和 有 恳 丁 地 区 (中 国 台湾 ) 。 
。 阿尔泰 山 ( 中 国 、 蒙 古 ) 。 
。 天山 (中 国 、 哈 萨克斯 坦 ) 。 
。 日 本 山地 (日 本 ) 。 
。 颜 巴 因 (Yanbaru) 区 域 亚热带 森林 〈 日 本 冲绳 ) 。 
(2) 中 印 半岛 
。 波 罗 芬 (Bolvens) 高 原 (老挝 ) 。 
。 考 艾 (Khaoyai) 国家 公园 (泰国 ) 。 
。 平 治 天 (Binh Tri Thien) (越南 ) 。 
。 朗 边 高 原 ( 越 南 ) 。 
。 菊 堂 (Cuc - Phuong) (越南 ) 。 
。 越南 北部 山地 。 

5. 中 亚 和 印度 次 大 陆 
(1)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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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高 芷 山 阿 加 斯 阿 马 莱 (Agastyamalai) 丘陵 。 
e 尼 和 尔 基 里 (Wilgz) 生物 圈 保 护 区 ,包括 西 伦 特 (Silent) 河谷 

和 新 阿 马 兰 巴 兰 (Amarambalam) 保护 区 。 

。 西 豆 马 拉 雅 乌 塔 尔 普 拉 得 什 (Uttar Paradesh) 的 南 达 得 维 
(Nanda Devi) 。 | 

。 ARS SHER AB tS ELS (Arunachal Pradesh) 的 那 姆 达 
法 (Namdapha) 。 

© 东 高 芷 山 安 达 拉 普 拉 德 什 (Andhra Pradesh) 的 那 亚 玛 莱 
(Nallamalai ) 。 

© 安达 曼 和 尼 科 巴 群 岛 的 大 尼 科 巴 ( Great Nicobar) 。 

6. 中 美和 北美 
(1) 中 美 

© 危地马拉 佩 藤 (Peten) 区 域 。 

。 洪都拉斯 普 拉 杠 诺 (Platano) 河 分 水 岭 (里 奥 普 拉 塔 诺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 。 

© 哥斯达黎加 干旱 热带 森林 ( 瓜 斯 卡 斯 特 Guanacaste 国家 公 
园 ) 。 

。 可 斯 达 黎 加 奥 萨 (0sa) 半岛 〈 科 尔 科 瓦 多 Corcovado 国家 
公园 。) 

© 哥斯达黎加 中 部 大 西洋 高 原 到 平原 森林 ( 布 拉 里 奥 卡 里 奥 
(Braulio Carraillo) 国家 公园 ， 包 括 佩 赫 (Pejie) 和 拉 塞 尔 瓦 
(Lalva) 生物 站 在 内 。) 

。 哥斯达黎加 东南 部 和 巴拿马 西北 部 的 塔 拉 曼 卡 山地 〈Ta- 
lamanca) 〈 拉 阿 米 斯 塔 德国 家 公园 ) 。 

e 巴拿马 达 里 恩 (Darien) 区 域 达 林 (Darin) 国家 公园 。 
© 他 地 马 拉 古 却 马达 内 斯 (Cuchumatanes) 山地 针 叶 林 。 
© 危地马拉 拉 斯 明 纳 斯 (Lasminas) 高 海拔 山地 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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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危地马拉 阿尔 塔 佩 拉巴 斯 (Altaverapaz) 石灰 岩 地 区 。 

(2) 北美 
eo 墨西哥 马 南 特 兰 (Manantlan) 山地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e 墨西哥 特 花 坎 (Tehuacan) 河谷 。 

e 墨西哥 乌 赫 帕 那 巴 ( Uxpanapa) 一 奇 马 拉巴 〈《Chimalapa ) 

区 域 。 

e。 墨西哥 拉 坎 登 (Lacandon) 热带 雨林 〈 阿 苏 雷 斯 山 Montes | 

Azules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 | 

。 墨 西 哥 奥 克 萨 卡 州 (Dxaaca) 北部 胡亚雷 斯 (Juarez) 山 | 
地 。 ] 

。 墨 西 哥 格雷 罗 〈Guerero) 州 中 部 索 比 罗 特 〈Zopilote) RH 

邻近 地 区 。 | 
e 墨西哥 巴 哈 (Baja) 加 利 福 尼 亚 半 岛 中 部 。 

。 墨西哥 湾 海 岸 平原 。 

e 美国 阿 巴 拉 契 亚 页 岩山 地 。 
© 美国 大 贝尔 莱克 湖区 (加 利 福 尼 亚 圣 贝 南 迪 士 San Bernandis — 

no 国家 森林 ) 。 | 
° 美国 大 烟 山 。 

© EAA WIN AR BR RIN Se (Piedmont) 山地 。 

。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图 奥 卢 米 (Tuolomne) 县 红色 丘陵 。 

。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圣 马 特 奥 (San Mateo) 县 圣 布鲁诺 山地 。 

7. 澳大利亚 和 新 西 兰 
(1) 澳大利亚 

。 中 部 干旱 区 域 。 
。 西部 西南 省 。 

© 坦 斯 马 尼 亚 西南 部 温带 森林 。 

。 东 北部 热带 、 亚 热带 森林 (新 南 威尔士 州 和 昆士兰 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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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卡 卡 杜 (Kakadu) 国家 公园 。 
© 科 西 斯 科 (Kosiusko ) 国家 公园 (新 南 威尔士 州 和 维多利亚 州 ) 。 
。 洛 德 毫 岛 (Lord Howe) 。 
。 印度 洋 圣诞 岛 。 
e 查 塔 姆 品 (Chatham) 。 

(2) 新 西 兰 
奥克兰 北部 。 

8. 欧洲 

(1) 西欧 

© 西班牙 巴 埃 提 (Baetic) 山地 和 外 巴 埃 特 (Sub — Baetic) 山 地 。 
© 西班牙 加 那 利 (Canary) 群岛 。 

© 阿尔 卑 斯 山 ( 奥 地 利 、 意大利 和 瑞士 ) 。 

(2) 东欧 

e 巴 尔 干 半 岛 山 地 (阿尔 巴 尼 亚 、 保 加 利 亚 、 希 腊 、 前 南 拉 斯 拉 
RK) 

e 土耳其 陶 鲁 斯 (Taurus) 山地 。 

。 塞浦路斯 特 罗 多 斯 (Troodos) 山地 。 

9. APH Bly 
© Sor MK. 

e 加 拉 帕 戈 斯 (Galapagos) 群岛 。 

© 夏威夷 群岛 。 
e sept (Marguesas) 群岛 。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New Caledonia) 。 

e 拉 由 (Rapa) 岛 。 
© 西 加 罗 林 (Western Caroline) 群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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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 勒 比 群岛 
e 325% 5 ZHAI (Lesser Antilles) 。 

e 全 斯 巴尔 奥 拉 (Hispaniola) 。 

© 牙买加 (Jamaica) 。 

e 古巴 。 

11. ARH 
(1) 非洲 部 分 

© 马达 加 斯 加 东部 湿润 雨林 。 

© 马达 加 斯 加 西部 湿润 十 林 。 

© 马达 加 斯 加 南部 有 刺 众 林 。 
e Dir rtp ( Mascarene) 群岛 。 

e 塞 舌 尔 。 

(2) 亚洲 部 分 

e 斯 里 兰 卡 西 哈 拉 加 (Sinharaja) 森林 。 

e 斯 里 兰 卡 山 地 和 奥 尔 顿 (Horton) 平原 。 

ey = RS yes (Knuckles) ) 。 

三 、 生 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在 哪里 

1.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的 基本 含义 
应 该 说 ， 从 总 的 划分 原则 和 标准 来 看 ， 生 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两 者 的 分 布 范围 都 很 | 
广 ， 遍 及 全 球 ， 同 是 各 个 区 域内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为 丰富 、 特 有 种 数 | 
多 的 地 方 。 例 如 ， 每 一 个 热点 内 的 植物 种 类 至 少 占 全 球 种 类 
0. 5% ， 特 有 植物 至 少 有 1 500 种 ， 但 是 ， 生 物 多 样 性 中 心 不 等 手 
台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 后 者 应 该 是 所 在 地 生境 及 其 物种 受 威 
胁 的 程度 比较 严重 ， 一 般 ， 原 生性 植被 70% WLS,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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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 给 予 更 多 的 关注 ， 采 取 更 加 有 效 的 保护 措施 ， 以 帮助 其 迅速 
摆脱 这 种 受 威胁 的 状态 。 这 样 看 来 ， 生 物 多 样 性 中 心 是 一 种 客观 
存在 ， 在 短期 内 不 会 有 太 大 的 变化 ; 而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是 一 
种 人 为 确定 需要 特别 予以 关注 的 区 域 ， 可 能 变化 较 大 ， 一 旦 受 威 

肪 的 危机 得 到 解除 ， 热 点 就 会 转移 到 其 他 地 方 去 。 生 物 多 样 性 热 
点 地 区 的 概念 是 英国 学 者 Myers N. 于 1988 年 首先 提出 来 的 。2 
它 被 认为 是 一 个 迫切 需要 加 强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区 域 。 保 护 国际 
和 麦克 阿 瑟 基金 会 于 1989 年 开始 把 它 作为 保护 工作 的 重要 对 象 ， 
并 组 织 全 球 有 关 专 家 根据 上 述 原 则 和 标准 进行 了 研究 和 区 域 
划分 。 

2.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根据 保护 国际 组 织 专家 开展 的 研究 ， 对 全 球 一 共 划 分 了 25 

“个 生 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271 现 分 别 简略 介绍 如 下 : 
(1) 热带 安第斯 山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秘鲁 中 部 ， 是 所 有 热点 中 
， 物种 最 为 丰富 的 区 域 ， 特 有 植物 达 2 万 多 种 ， 特 有 陆 生 兰 椎 动物 
| 至 少 有 1 567 和 种。 南美 眼镜 能 (7T7remarctos omatus) 和 山地 狼 ( Ta- 

| pirus pinchaque) 是 比较 奇特 的 。 鸟 类 和 两 栖 动物 很 多 ， 艳 丽 的 山 
| 地 巨 嘴 鸟 、 蜂 鸟 和 唐 加 拉 汽 很 多 。 
| (2) 中 美洲 ”作为 北美 洲 和 南美 洲 的 陆地 桥梁 ， 这 个 区 域 的 
| 物种 呈现 这 两 个 洲 的 明显 过 渡 。 巴 拿 马 蛛 猴 (Ateles geoffroyi pan- 

amensis) 、 吼 多、 贝尔 德 铬 和 凤 尾 绿 咬 鹏 (Phaoromachrus moccin- 

mo) 是 一 些 最 惹 人 注目 的 种 类 。 由 于 低地 雨林 和 山地 云雾 林 都 十 
分 繁茂 ， 也 是 生物 多 样 性 较为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3) 加 勒 比 海 这 个 区 域 地 处 南美 洲 和 北美 洲 之 间 的 岛屿 地 
上 区， 是 地 球 特有 物种 最 为 集中 的 地 区 之 一 。 疏 行动 物种 类 特别 丰 
| 富 ， 共 计 497 种 ， 其 中 80% 为 特有 种 ， 如 安 东 蜥 是 大 家 都 知道 

的 。 陆 生 养 椎 动物 共计 1 518 种 ， 其 中 半数 以 上 为 特有 种 。 在 过 
} 

Biodiversity 73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去 的 几 百 年 内 至 少 有 10 PRGA A 33. 种 哺乳 动物 从 这 里 消失 灭绝 。 四 

(4) 乔 科 一 达 里 安 一 西 厄瓜多尔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南美 洲 的 西 j 

北角 ， 分 布 有 地 球 最 潮湿 的 雨林 ， 两 栖 类 、 鸟 类 和 植物 十 分 丰 

富 。 两 栖 类 动物 有 350 种 ， 其 中 210 种 为 特有 种 ， 是 特有 性 程度 量 

最 高 的 地 区 之 一 。 色 彩 鲜 艳 的 恺 怖 叶 毒 峙 (Phyllobates tervibilis) 玫 

是 这 里 最 著名 的 两 栖 动物 。 
(5) 大 西洋 森林 区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南美 洲 东南 部 大 西洋 的 西 

岸 ， 面 积 曾 是 加 利 福 尼 亚 的 3 倍 ， 但 现在 森林 面积 已 缩小 到 只 有 

1/10。， 它 的 最 著名 之 处 在 于 发 现 有 25 个 不 同 种 或 亚 种 的 灵长目 动 | 

物 ， 其 中 20 个 种 或 亚 种 只 在 这 里 分 布 ， 包 括 处 于 极 危 的 绒毛 蛛 | 

4: (Brachyteles hypoxanthus) 和 圣 柳 猴 。 本 区 北 缘 阿 拉 戈 斯 州 莫 

里 西 【Murici) 的 一 小 片 森 林 可 能 是 世界 保护 鸟 类 最 为 重要 的 地 | 

方 , 在 仅 有 15 平方 千 米 的 范围 内 ， 分 布 有 14 种 全 球 性 濒危 的 

(6) 巴西 塞 拉 多 (Cerrado)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巴西 东南 部 

毗邻 上 一 区 域 ， 拥 有 过 阔 的 稀 树 草原 和 干旱 森林 ， 地 处 巴西 新 开 

发 的 农业 区 的 边缘 ， 在 过 去 几 十 年 间 受 到 人 类 活动 严重 的 影响 。 

这 里 拥有 特有 植物 4 400 种 和 一 些 奇特 的 哺乳 动物 ， 例 如 大 食 蚁 
曾 (Myrmecophaga tridactyla) #il ®& 35 ( Chrysocyon brachyurus ye | 

频繁 的 自然 和 人 为 火灾 是 这 里 最 重要 的 生态 特征 。 | 

(7) 智利 中 部 “这 个 区 域 地 处 南半球 的 南美 洲 范围 ， 但 环境 ， 

与 美国 的 加 利 福 尼 亚 十 分 类 似 ， 同 具 地 中 海 气候 特点 。 令 人 关注 

的 是 植物 丰富 ， 动 物 区 系 也 有 吸引 力 ， 例 如 灰 鼠 、 普 度 鹿 〈Puaa 

puda) 和 安第斯 山 秃 鹰 。 
(8) 美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 这 个 区 域 主要 位 于 北 起 俄勒冈 州 ， 

南 至 墨西哥 北部 ， 是 具有 夏天 干 热 、 冬 天 湿 冷 地 中 海 气候 特点 的 | 

5 个 热点 地 区 之 一 。 由 于 被 海岸 和 山地 所 环抱 ， 环 境 条 件 多 种 多 
样 ， 植 物种 类 颇 多 ， 高 等 植物 共计 4 426 种 ， 其 中 49% 为 特有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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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达 加 斯 加 和 和 印度洋 群 岛 ”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非洲 东南 沿 

海 ， 地 处 印度 洋 西部 。 马 达 加 斯 加 被 认为 是 一 个 微型 大 陆 ， 有 许 

多 独特 的 爬行 类 、 鸟 类 和 灵长目 动物 ， 达 特 萨 尔 孤 猴 ( Propithe- 

cus tattersalli) 即 是 5S1 种 孤 猴 之 一 。 由 于 森林 遭 到 大 面积 的 砍伐 ， 

环境 恶化 ， 物 种 消失 速度 加 快 ， 被 认为 是 全 球 最 急需 开展 优先 保 

护 的 地 区 。 

(10) 坦桑尼亚 、 赞 比 亚 的 东 弧 山 和 海岸 森林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非洲 的 东南 部 ， 有 大 片 的 高 地 和 海岸 森林 的 分 布 ， 被 认为 是 全 

球 特有 植物 和 原始 物种 最 为 集中 的 地 区 之 一 。 共 计 有 4 000 多 种 

植物 ， 著 名 的 观赏 植物 紫罗兰 原 产 于 此 。 桑 给 巴尔 红 疣 猴 ( Pilio- 
colobus kirkii) 仅 有 1 500 只 ， 还 有 许多 濒危 的 灵 长 类 动物 。 

(11) 好 望 角 植物 区 系 省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非洲 最 南端 ， 面 积 
不 大 ， 相 当 于 爱尔兰 ， 气 候 属地 中 海 类 型 ， 难 以 置信 地 分 布 有 

8 200 种 植物 ， 只 有 5 682 种 为 特有 种 。 它 们 遭 到 农业 的 发 展 和 外 
来 种 人 侵 所 造成 的 严重 威胁 。 

(12) 肉质 植物 干旱 高 原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非洲 西南 部 ， 与 上 

二 区 域 紧密 相连 ， 面 积 也 不 大 。 这 里 ， 最 主要 的 特点 是 具有 丰富 

而 独特 的 肉质 植物 区 域 ， 是 惟一 被 列 人 热点 地 区 的 干旱 区 域 。 共 

计 有 4 849 种 高 等 植物 ， 其 中 40% 为 特有 种 。 这 里 也 是 爬行 类 和 

无 销 椎 动物 的 分 布 中 心 ， 南 部 纳 马 科 兰 〈Namaqualand) 地 区 每 年 
9 月 植物 盛 花期 吸引 成 千 上 万 的 爱好 者 前 来 观看 。 
| 

i 

(13) 西非 几内亚 森林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非洲 西部 ， 拥 有 551 
种 哺乳 动物 ， 几 乎 占 了 整个 非洲 大 陆 的 1/2。 发 现 有 珍稀 的 矮小 
| WS, (Hexaprotodon liberiensis) 、 魔 羚 和 非洲 濒危 的 灵长目 动物 鬼 

) 狂 。 由 于 森林 受到 大 面积 强度 的 采伐 和 狩猎 ， 亟 需 采取 必要 的 保 
| 护 措 施 。 

| 

| 
(14) 地 中 海地 区 ”这 个 区 域 地 处 欧洲 、 亚 洲 和 非洲 之 间 的 

地 中 海 沿岸 地 区 ， 是 所 列 5 个 具有 地 中 海 型 气候 热点 地 区 面积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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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二 个， 总共 拥有 13 000 种 特有 植物 ， 还 是 许多 肴 椎 动物 的 家 

Fa, Gilde BBG, 〈Testudo hermanni) 、 地 中 海 僧 海 豹 。 这 里 

的 开发 历史 很 早 ， 到 处 都 可 见 到 古老 的 和 现代 的 文明 ，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受 威胁 最 严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需 要 采取 加 强 保护 的 指 施 。 

(15) 高 加 索 地 区 “这 个 地 区 位 于 亚洲 和 欧洲 交界 处 ， 地 处 

黑海 和 里 海中 间 ， 主 要 为 温带 森林 和 草原 所 占 ， 生 物 区 系 具 有 明 

显 的 过 渡 特 点 ， 高 等 植物 有 6 300 多 种 ， 其 中 特有 种 过 1 600 

多 种 。 

(16) 朵 他 群岛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亚洲 南部 赤道 地 带 ， 主 要 包 ， 

括 印度 尼 西 亚 、 马 来 西亚 和 文 莱 ， 拥 有 一 批 世界 最 大 的 热 市 岛 

上 由。 它 拥有 许多 特有 的 物种 ， 例 如 栖 居 苏 门 答 腊 和 汛 罗 洲 处 于 濒 ， 

危 状 态 的 苏门答腊 猩猩 (Pongo pygmaeus abelii), BA. MERE ， 

+ (Rhinoceros sondaicus) #43 ( Buceros rhinoceros), iB 

拥有 丰富 的 物种 ， 高 等 植物 居 热 点 地 区 的 第 二 位 ， 哺 乳 动物 记录 © 

有 328 种 。 

(17) 华 莱 十 亚 地 区 “这 个 地 区 以 19 世纪 著名 的 学 者 华 莱 主 

(Wallace AR.) 命名 ， 位 于 上 一 地 区 的 东 侧 ， 包 括 印度 尼 西 亚 

苏 拉 威 西 岛 、 马 鲁 古 群 岛 和 其 他 岛屿 。 鸟 类 和 哺乳 动物 十 分 赴 ， 

富 ， 例 如 苏门答腊 红 球 犀 鸟 (Buceros sp. )、 西 里 伯 斯 短 尾 猴 | 

(Macaca nigra) 和 野猪 等 。 这 里 还 是 科 摩 多 巨 蜥 〈Toranas komo- | 

doensis) 的 家 园 。 

(18) 菲律宾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亚洲 东南 部 ， 原 来 热带 森林 十 分 ， 
繁茂 ， 现 在 只 剩 下 3% 的 面积 ， 是 一 个 急需 开展 优先 紧急 保护 的 罗 | 
域 。 它 拥有 丰富 的 哺乳 类 和 鸟 类 动物 ， 其 中 许多 是 令 人 十 分 关 渤 

的 ， 例 如 巴 拉 望 孔 誉 稚 (Polyplectron emphanum) . £48) ( Pithe- 

cophaga jefferyi) 、 民 都 洛 水 牛 (Bubalus mindorensis) 和 飞狐 等 。 

(19) 印度 一 缅甸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亚洲 南部 ， 从 喜马拉雅 出 | 

东 坡 延伸 到 缅甸 、 泰 国 和 中 印 半岛 各 国 ， 中 国 南部 北 热 带 地 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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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包括 在 内 。 "环境 条 件 变化 复杂 ， 是 生物 多 样 性 比较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拥 有 世界 上 种 类 最 多 的 淡水 怨 和 哺乳 动物 ， 细 毛 长 臂 猿 

Fe BTA, HEA 24 种 之 多 。 人 们 对 这 个 区 域 的 情况 了 解 还 

不 够 , 近 10 年 内 发 现 了 许多 大 型 哺乳 动物 ， 例 如 大 索 拉 羚 
(Pseudoryx nghetinhensis) 和 大 毛 和 冠 鹿 。 

(20) 中 国 横 断 山 ”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世界 屋 肴 青藏 高 原 的 东 缘 ， 

包括 藏 东 、 川 西 和 沪 西 北 一 带 ， 总 面积 约 30 万 平方 千 米 。 这 里 

高 山 入 云 、 峡 谷 幽 深 、 南 北 走向 的 河谷 不 仅 成 为 温带 和 亚热带 物 

种 起 源 和 演化 的 摇篮 ， 也 是 多 种 热带 物种 起 源 的 中 心 之 一 。 举 世 

AWW RAK ARH. 222K. FR. AUB. SEM ( Davidia 
involucrata) . F./\\ 1H (Acer pentaphyllum) 、 独 时 草 ( Kingdonia 

uniflora) . BRAEZ AZ (Picea montigena) 等 (图 3-1)。 一 些 奇 特 

的 物种 ， 例 如 四 川 矮 大 年 〈Pseuders schaeferi), MiB ( Polyg- 

onatam pendulurn) 仅 在 近期 内 才 发 现 。 初 步 全 究 表明 ， 这 个 区 域 

高 等 植物 约 8 000 种 ， 特 有 种 为 800; 陆地 痛 椎 动物 总 数 为 1 104 

种 ， 特 有 种 有 269 种 ， 其 中 哺乳 动物 12 种 ， 特 有 种 32 种 ; SA 

| 385 种 ， 特 有 种 57 种 ; 两 栖 动 物 51 种 ， 特 有 种 20 种 ; META 
! 73 种 ， 特 有 种 10 种 ， 鱼 类 270 种 ， 特 有 种 150 种 2 7), 

(21) 印度 西高 芷 山 和 斯 里 兰 卡 “这 个 区 域 也 位 于 亚洲 南部 ， 
拥有 人 疏 行 动物 259 种 ， 其 中 161 种 为 特有 种 。 还 有 许多 珍稀 物种 ， 

例如 狮 尾 猕猴 (Macaca silenus) 和 印度 塔 尔 羊 ( Hemitragus hy- 
| locrius) 。 人 口 压力 和 咖啡 种 植 造成 大 面积 森林 被 砍 ， 许 多 物种 陷 
人 灭绝 的 境地 。 

(22)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这 个 区 域 属 于 大 洋 洲 的 一 些 岛屿 ， 是 

所 有 热点 中 面积 最 小 的 一 个 。 然 而 ， 特 有 植物 高 度 集中 ， 有 5 个 
条 的 植物 仅 分 布 于 此 。 鸟 类 特有 种 也 不 少 ， 如 巨 皇 鸠 (Duenla 

goliath) FUE (Rhynochetos juoatus) ， 另 有 一 种 珍奇 的 雨林 鸟 是 
该 科 的 代表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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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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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n 

图 3-1 PIE ARP KY BE He 
( Davidia involucrata) 林 

(23) HO APB FAWKES, ARES 
FAA HD A, BK BEL AES ( Apteryx haastii) , #2 te Hit 
(Sphenodon punctatus) FY) g& HEI, — BAN AE K AY 3S BS RO EA 
最 奇特 的 濒危 种 。 另 外 ， 还 有 4 个 科 的 特有 鸟 类 。 对 于 一 个 面积 
不 大 的 岛屿 来 说 ， 物 种 的 数量 及 其 独特 性 应 该 是 够 多 了 。 从 700 
年 前 大 量 移民 起 ， 已 有 30 种 鸟 类 消失 。 

(24) 波利尼西亚 和 密 克 罗 尼 西亚 ”这 个 区 域 位 于 中 美洲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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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线 至 南美 洲 的 西边 ， 西 至 北 太 平 洋 的 菲律宾 以 东 ， 东 至 南 太 

平 洋 的 南 回归 线 的 广大 海域 ， 由 太平 洋 成 千 上 万 个 小 岛屿 组 成 。 

横 跨 夏威夷 、 斐 济 和 复活 节 岛 。 这 里 ， 许 多 物种 被 列 为 全 球 最 受 

威胁 的 极 危 种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许 多 是 乌 类 、 疏 行 类 动物 和 陆地 

蜗牛 ， 例 如 瓦 胡 树 蜗牛 (Achatinella sp. ) 。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威胁 

因素 主要 是 人 类 活动 强度 的 干扰 和 外 来 物种 的 侵 人 人。 在 过 去 的 

2000 年 内 ， 至 少 有 1 000 种 马 类 消失 。 

(25) 澳大利亚 西南 部 ”这 个 区 域 属 于 地 中 海 气候 类 型 ， 拥 

有 高 等 植物 5 469 种 ， 其 中 19% 为 特有 种 ; 特有 的 爬行 和 有 袋 类 

哺乳 动物 也 很 多 。 这 里 有 许多 高 大 的 核 树 ， 是 世界 最 高 的 树木 。 
Fe; WX 2 ( Myrmecobius fasciatus). 2888 (Tarsipes rostratus) 和 袋 

Re (Setonix brachyurus) @IXBRAZWAHDD - 

这 25 个 热带 地 区 的 总 面积 1 740 万 平方 千 米 ， 占 地 球 陆地 总 
面积 11. 8% 。 然 而 ， 如 今 未 遭受 破坏 的 面积 只 有 210 万 平方 千 

米 ， 只 占 地 球 陆 地 总 面积 的 1.4% ， 大 约 相 当 于 美国 阿拉 斯 加 州 

和 得 克 萨 斯 州 的 总 和 ，88% 的 面积 已 遭受 破坏 ， 但 却 拥有 全 球 

60% 以 上 的 物种 。 从 特有 人 性 方面 来 看 ， 占 全 球 高 等 植物 总 数 的 

44% MSR ATEDD BR 35% ， 包 括 哺乳 类 、 乌 类、 两 栖 类 和 

eT 

这 25 个 热点 地 区 所 占 的 面积 大 小 差异 很 大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只 有 18 576 平方 千 米 ， 而 地 中 海区 域 达 到 236.2 万 平方 千 米 。 未 

遭 有 党 破坏 的 面积 也 很 不 相同 ， 坦 桑 尼 亚 、 赞 比 亚 东 弧 山 和 海岸 森 

林 区 只 残存 2 000 平方 千 米 ， 而 巴西 塞 拉 多 区 仍 保 持 着 35.7 万 平 

，。 方 千 米 。 目 前 ， 以 保护 区 、 国 家 公园 等 不 同形 式 得 到 保护 的 总 面 
AA 88.88 万 平方 干 米 ， 仅 占 地 球 陆地 面积 的 0.6% ， 占 热点 地 

区 总 面积 的 5% ， 占 其 中 未 受 破坏 面积 的 40% 。 这 些 得 到 保护 的 
| 区 域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方面 起 着 关键 的 作用 ， 需 要 引起 高 度 重 
， 视 ， 保 证 得 到 有 效 的 管理 。 其 他 未 建立 保护 区 的 60% 未 受 破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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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 也 应 尽快 建立 保护 区 ， 并 遵循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管理 模式 的 要 

求 ，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帮 助 周 边 地 区 规划 好 土地 合理 

利用 ， 以 保证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 各 个 热点 地 区 保护 区 的 面积 差别 

很 大 ， 一 般 占 全 区 的 面积 1.2% ~ 19.3% 不 等 ， 占 植被 未 被 破坏 

的 面积 6. 2% ~ 100% 不 等 。 有 些 热点 地 区 保护 区 内 植被 破坏 也 很 ， 

严重 ， 例 如 肉质 植物 干旱 高 原 区 。 有 些 热点 地 区 保护 区 面积 很 ， 

小 ， 例 如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区 ， 菲 律 宾 和 巴西 塞 拉 多 也 是 这 种 情况 

( # 3-1). 

加 拉 帕 戈 斯 群岛 和 胡 安 费尔南德斯 群岛 虽 未 被 列 人 热点 地 ， 
区 ， 但 其 物种 少 有 的 高 度 特有 性 ， 有 理由 作为 优先 保护 区 域 来 考 

虑 。 东 亚 湿 润 亚 热带 地 区 同样 也 是 如 此 。 最 近 ， 保 护 国际 已 开始 
考虑 要 将 其 列 为 热点 地 区 ， 正 在 组 织 人 力 物 力 来 开展 工作 。 

表 3-1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的 面积 、 保 护 

面积 及 其 主要 生物 群落 类 型 

原始 面积 仍 未 破坏 的 面积 保护 面积 主要 生物 群 
PAHO Cm?) (9%) Cm?) (96) (hm?) (%) «REE 

热带 安 热带 雨林 、 热 
第 斯 山 1258000 0.84 314500 25.0 79687 25.3 7 3 Bp, 

‘ 高 山 草 地 

中 美洲 1155000 0.77 231000 20.0 138437 59.9 pat 

Th Le at 263 500 0.17 29840 11.3 29840 100 #7 SARA, 

旱 生 灌 从 植被 

里 安 一 260600 0.17 63000 24.2 16471 26.1 带 干旱 森林 

FEMA 

大 西洋 森 热带 雨林 、 亚 
1 227 600 0.82 91 930 BS 33 084 35.9 

林 区 热带 雨林 



| 
: 
| 
| 

原始 面积 
热点 地 区 (km?) (% yd 

巴西 塞 拉 多 1783200 1.20 

智利 中 部 300 000 “0. 20 

加 利 福 尼 亚 324 000 0.21 
州 

马达 加 斯 加 
和 印度 洋 群 594150 ”0. 40 

岛 

坦桑尼亚 、 

人 30 000 0.02 

森林 

es 植物 74000 0.05 

. 112000 0.08 

oo. 1265000 0.85 

地 中 海区 域 2362000 1.59 

高 加 索 500 000 0.34 

SE HARES 1600000 1.08 

华 莱 士 亚 347 000 “0.23 

菲律宾 300 800 “0.20 

仍 未 破坏 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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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 ) 

356 630 

90 000 

80 000 

59 038 

2 000 

18 000 

30. 000 

126 500 

110 000 

50 000 

125 000 

52 020 

9. 023 

20. 0 

15.0 

3.0 

保护 面积 
(km?) (% ) 

11 548 

2. 000 

14 060 

Yi 

20 324 

42 123 

14 050 

90 000 

20 415 

3 910 43.3 

( 3) 

主要 生物 群 
落 类 型 

热带 干旱 森 
PK. Bit 林 草 
原 、 稀 树 草原 

地 中 海 型 植被 

地 中 海 型 植被 

te TAB BR PK 
5A ETE MAB RK 

热带 雨林 

地 中 海 型 植被 

旱 生 灌 从 植被 

热带 雨林 

地 中 海 型 植被 

温带 森林 、 章 
原 

带 干旱 森 林 

带 干旱 森林 、 
早生 灌 丛 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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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 

原始 面积 仍 未 破坏 的 面积 保护 面积 主要 生物 群 
全 上 地区。 (km2) (% )0) Chm?) (%)C) Cem?) (9%) RE 

热带 雨林 、 热 印度 一 缅甸 “2 060000 1.40 100000 4.9 100000 100 带 干旱 森林 

亚热带 森林 、 
中 国 横断 山 “800000 0.53 64000 80 16562 25.9 高 山 灌 从 , 草 和 

多 
印度 西高 芷 

山 和 斯 里 兰 182500 0.12 12450 68 12450 100 热带 雨林 
— 

Ar KK, A 
ae Pe 18600 0.01 5200 28.0 527 10.1 #9 3 pk, 

HEM 

新 西 兰 270500 0.18 59400 22.0 52068 87.7 ipso, a 

波利尼西亚 

和 密 克 罗 尼 46000 0.03 10024 21.8 4913 49.0 热带 雨林 、 热 ， 
西亚 带 干旱 森 林 

=e 利 亚 西 309850 0.20 33336 10.8 33336 100 地 中 海 型 植被 

ae WE 7882 0.005 4931 62.6 7278 92.3 旱 生 灌 从 

IK 
— 南 100 B+ Py ode 91 91.0 温带 森林 

总 计 17 452 282 11.8 2127822 12.2 808136 38.0 

HE: (1) 占 地 球 总 土地 面积 的 百分数 ， 基 于 148 429 00 ERA 
(国家 地 理 ，1992 ) 。 

(2) 占 每 个 热点 地 区 面积 的 百分数 。 
(3) 占 每 个 热点 地 区 的 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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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 最 优先 考虑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毫 无 疑问 ， 上 述 25 个 热点 地 区 都 需 采 取保 护 措施 进行 挽救 ， 

但 是 ， 按 照 热点 地 区 内 特有 物种 的 数量 、 一 定 面积 内 特有 物种 密 
度 和 生境 遭受 损害 程度 来 进行 比较 ， 马 达 加 斯 加 、 菲 律 宾 、 绢 他 
群岛 、 大 西洋 和 森林 区 、 加 勒 比 海 、 印 度 一 缅甸 、 印 度 西高 芷 山 和 
斯 里 兰 卡 、 坦 桑 尼 亚 和 赞比亚 东 弧 山 与 海 兰 森林 区 应 被 看 为 吸 需 
优先 考虑 的 地 区 ， 也 就 是 说 ， 属 于 热点 中 的 热点 。 热 带 安第斯 
山 、 地 中 海区 域 由 于 特有 性 极 强 ， 也 应 列 为 吸 需 加 强 保护 的 优先 
地 区 ， 详 见 表 3-2, 

表 3-2 应 最 优先 考虑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特有 植物 RA AHEAD erat name 

生物 多 样 性 

md DE 4 HE oh 全 区 面积 
称 种 数 数 方 千 米 种 数 物种 数 Bota : 入 

neg) 的 种 数 ie ae 

mem 9704 #32 164 «#2477128 #143 99 
«aRAESE 5 832 1.9 64.7 518 1.9 5.7 3.0 

SE fh FES, 15 000 5.0 12.0 701 2.6 0.6 7.8 

大 西洋 森林 区 8 000 oe] 8.7 654 24 0.6 7.5 

加 勒 比 海 7 000 2.3 23.5 779 2.9 2.6 ie: 

印度 一 缅甸 7 000 2.3 7.0 528 1.9 0.5 4.9 

印度 西高 芷 
山 和 斯 里 兰 2180 = 17.5 355 " 2.9 6. 8 
= 

| 坦桑尼亚 、 

1 500 - 75.0 121 2 6.1 6.7 

| 林 区 

| 热带 安第斯 山 -~ 6.7 = 4 5.7 2 a 

| 地 中 海区 域 - 4.3 - - 09 - - 

TE: (1) 全 球 高 等 植物 种 数 估计 为 300 000 种 。 
(2) 全 球 肴 椎 动物 估计 为 27 298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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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 多 样 性 地 区 的 生物 群落 、 濒 危 物种 和 特有 性 | 

25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热点 地 区 分 布 着 许多 不 同 的 生物 群落 ,热带 

雨林 占 优势 地 位 ， 在 其 中 15 个 热点 地 区 中 部 分 或 全 部 由 这 种 植 

被 所 组 成 。 就 生物 多 样 性 来 说 ， 热 带 雨 林 是 地 球 物种 最 多 、 生 境 

多 种 多 样 的 群落 。 其 他 重要 的 生物 群落 还 有 热带 干旱 森林 、 稀 树 | 

草原 、 灌 从 、 温 带 森 林 、 草 原 、 荒 漠 、 高 山 草 地 等 。 地 中 海 型 气 | 
候 的 植被 特别 引 人 注 目 ， 因 为 其 物种 的 特有 程度 大 ， 共 有 5 个 热 ， 

点 地 区 具有 地 中 海 气候 类 型 和 生物 群落 ， 冬 季 冷 湿 、 夏 季 干 热 是 ， 

其 主要 特点 。 | 
在 这 些 热点 地 区 ， 生 存 着 全 球 57% 的 极 危 和 濒危 哺乳 类 动物 ， 

及 82% 的 极 危 和 濒危 的 鸟 类 。 在 过 去 2 000 年 内 已 灭绝 的 物种 中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曾 在 这 些 地 区 有 发 现 ， 如 加 勤 比 海 、 马 达 加 斯 加 
澳大利亚 西南 部 、 新 西 兰 、 波 利 尼 西亚 和 密 克 罗 尼 西亚 。 根 据 国 ， 
际 鸟 类 保护 联盟 的 分 析 ， 自 1800 年 以 来 ，66 种 分 布 范 围 狭 案 的 ， 

鸟 类 已 有 5$2 种 ， 占 79% ， 从 热点 地 区 中 相继 灭绝 。 

尽管 热点 地 区 面积 相对 较 小 ， 但 从 物种 特有 性 来 看 ， 高 等 杆 
物 一 共有 133 399 种 特有 种 ， 占 全 球 高 等 植物 的 44% ， 其 中 热带 
安第斯 山 、 婴 他 群岛 和 地 中 海区 域 特有 植物 最 多 。 这 些 热点 地 区 
拥有 包括 哺乳 类 、 鸟 类 、 两 栖 类 和 有 怜 行 类 在 内 的 特有 关 椎 动物 | 
9 681 种 ， 占 全 球 这 四 类 动物 总 数 的 33% ， 热 带 安 第 斯 山 、 申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三 区 域 表 现 最 为 突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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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效果 

20 世纪 80 年 代 以 来 ， 我 国保 护 区 事业 突飞猛进 ， 截 至 2004 

年 底 ， 大 陆地 区 已 建立 保护 区 2 194 处 ,面积 1.482 26 亿 公 项 ， 

占 陆 地 国土 面积 的 14. 8% 。 其 中 ， 国 家 级 保护 区 226 处 ， 面 积 

8 871.3 万 公顷 ， 使 85% 的 陆地 生态 系统 ，85% 的 野生 动物 和 

65% 的 高 等 植物 ， 特 别 是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重点 保护 的 珍稀 濒危 物 

种 ， 在 保护 区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保护 。 有 26 个 保护 区 加 入 了 “世界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网 络 ”，27 个 湿地 保护 区 被 列 人 “国际 重要 湿地 名 

录 ”， 还 有 一 些 保 护 区 加 入 了 “世界 遗产 地 名 录 ”， 扩 大 了 我 国 自 

然 保 护 事业 的 影响 。 保 护 区 的 发 展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起 了 重 

要 的 作用 ， 可 分 下 列 几 个 方面 予以 简略 阐述 : 

1. 所 有 裸子 植物 都 已 包括 在 保护 区 内 
大 家 都 知道 ， 我 国 的 裸子 植物 科 、 属 、 种 都 是 世界 上 最 多 

的 ， 在 现 有 的 11 个 科 ， 除 南洋 杉 科 没有 天 然 分 布 的 种 类 以 外 ， 
其 他 10 个 科 即 苏铁 科 、 银 杏 科 、 松 科 、 杉 科 、 柏 科 、 罗 汉 松 科 、 
三 尖 杉 科 、 红 豆 杉 科 、 有 麻黄 科 和 严 麻 萨 科 都 有 ， 占 世界 总 科 数 的 

20% 。 全 球 有 57 个 属 ， 中 国有 34 个 属 ， 占 全 球 属 数 的 59. 6% , 
其 中 特有 属 8 个 ， 占 中 国 全 部 属 的 22% 。 全 球 共 有 750 种 ， 中 国 

| 

. 

| 
| 

| 

有 200 种 ， 占 全 部 种 数 的 26. 6% ， 其 中 特有 种 近 百 种 ， 占 全 部 种 

数 近 50% “ 。 中 国 裸子 植物 的 许多 种 都 是 一 些 无 论 在 理论 上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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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发 展 上 都 有 重要 价值 的 种 类 ， 例 如 银杏 〈 Ginkgo biloba). 7K | 
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 银 杉 ( Cathaya agyrophylla ) 、 

4: kB PS ( Pseudolarix kaempferi). FRAY ( Pseudotaxus chienii ) 、 

水 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 ) 、 人 台湾 杉 (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 、 

#27 (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海 南 粗 权 ( Cephalotaxus man- 

nii) , 2 #4 ( Calocedrus macrolepis) 、 红 检 ( Chamaecyparis fomo- 

sensis) . 4440 (Thuja sutchuenensis) 、 百 山 祖 冷杉 〈(42zes beshanzu- | 

ensis), FoR WAZ (Abies yuanbaoshanensis) 、 资 源 冷 杉 (Abies — 

ziyuanensis ) 、 陆 均 松 ( Dacrydium pierrei) , X33 8S (Podocarpus — 

imbricatus) 、 台 湾 穗 花 杉 (Amentotaxus formosana) 、 福 建 柏 ( Fok- 

ienia hodginsii) 、 红 松 (Pinus koraiensis) . #478 ( Cupressus fune- — 

pris)、 红 豆 杉 (Taxus chinensis) FEY ( Torreya grandis) 等 ， 

都 是 大 家 所 知名 的 〈 图 4-1 ~ 图 44)。 可 以 说 ， 几 乎 所 有 裸子 植 

物 的 种 类 涵盖 在 已 建 的 保护 区 范围 之 内 ， 得 到 相应 的 管 护 ， 效 果 

是 明显 的 。 崖 柏 几 十 年 来 一 直 没 找到 ， 以 为 已 灭绝 了 ， 不 久 前 
在 重庆 城 口 县 大 巴山 保护 区 发 现 有 少数 植株 残存 。 但 这 并 不 意味 

者 ， 这 些 裸 子 植物 的 生存 已 不 存在 任何 威胁 ， 由 于 它们 当中 的 许 

多 属于 残 遗 种 ， 种 群 小 ， 分 布 范围 比较 狭 窗 ， 特 别 是 它们 的 结实 | 

和 和 驼 殖 能 力 差 ， 天 然 更 新 受到 较 大 的 限制 ， 受 威胁 的 状态 还 难以 

解决 ， 还 需 人 们 给 予 足够 的 关注 和 必要 的 帮助 。 

2. 国家 保护 的 植物 也 多 包含 在 已 建 的 保护 区 内 
1996 年 9 月 30 日 ,我 国 一 部 专门 保护 野生 植物 的 行政 法 

规 一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野生 植物 保护 条 例 ” 由 国务 院 正 式 公 | 
布 ， 并 附 “ 国 家 重点 保护 野生 植物 名 录 ” 共 列 植 物 419 种 和 13 
类 〈 指 种 以 上 分 类 等 级 ) ， 其 中 一 级 保护 67 种 和 4 类 ,三 级 保护 硬 
HY 352 种 和 9 类 。 包 含 蓝藻 1 种 ， 真 菌 3 种 ， 蕨 类 植物 14 种 和 天 
KR, ATHY 40 种 和 4 类 ， 被 子 植物 361 种 和 5 HE, PR 
(Cyatheaceae) 、 蚌 壳 椒 科 (Dicksoniaceae) 、 水 非 属 (Isoetes)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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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湖北 洪湖 附近 河岸 广泛 种 植 有 

活化 石 之 称 的 水 杉 (Metaseguvoia glyptostroboides) 林 

ft * Bi 

图 4-2 重庆 南川 金 佛山 保护 区 残存 

的 银 杉 (Cathaya argyrophylla)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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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浙江 临安 天 目 山 残存 的 

高 大 的 金钱 松 (Pseudolarix iuempjer) 

¥ 

| 

图 44 FARK AURA (Pinus 
horaiensis) 与 阔叶树 混交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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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芯 属 〈Ceraiopieris ) 、 苏 铁 属 (Cyceas ) 、 黄 杉 属 ( Pseudotsuga ) 、 

红豆 杉 属 (Toxvs)、 栓 属 〈7orreya ) 、 隐 棒 花 属 〈Crmpiocorymre ) 、 
兰 科 ( Orchidaceae ) 、 黄 连 属 ( Coptis). Ft Ft 2A (Paeonia 

Sect. Moudan spp.) 等 13 类 ， 所 有 种 〈 约 1 300 多 种 ) 全 部 列 人 

保护 名 录 。 这 样 ， 受 国家 重点 保护 的 野生 植物 一 共 约 有 1 700 种 。 

上 面 已 谈 到 ， 几 乎 所 有 裸子 植物 都 已 纳入 保护 区 范围 内 ， 此 外 ， 

大 多 数 保护 的 蕨 类 和 被 子 植 物 也 可 在 保护 区 内 找到 。 我 国 是 世界 蕨 类 

植物 最 丰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世 界 现 有 了 蕨 类 植物 有 12 000 多 种 ， 分 属于 
443 属 和 65 科 ， 我 国有 2 600 种 ， 分 属于 224 属 和 63 科 ， 分 别 占 世界 

科 、 属 、 种 数 的 21% 、50% 和 97% 。 其 中 有 5 MFA, BIDEN aR 
(Cystoathyrium) , % jm (Phanerophlebiopsis). 、 中 国 蕨 ( Sinopteris )、 

EIEWK (Sorclepidium) 和 毛 脉 蕨 (Trichoneuron), 4 PER ACH 

20.2% 。 据 不 完全 统计 ， 特 有 种 的 数目 约 有 500, AA BBA 1/5 

强 。 这 些 特 有 种 、 属 主要 分 布 于 西南 山地 稼 绿 阔 叶 林 、 山 地 和 常 绿 落 叶 

赠 叶 混 交 林 和 季节 性 雨林 中 ， 这 些 地 区 的 关键 地 段 大 多 已 建立 了 保护 

区 。 被 列 人 保护 名 单 的 原始 观音 座 莲 (Archangiopteris henryi) 、 法 斗 
观音 座 莲 (Archangiopteris sparsisora) 、 对 开 蕨 (Phyllitis japonica ) 、 

FEM BR (Cystoathyrium chinense) 、 苏 铁 蕨 (Brainea insignis). KERR 

(Christensenia assamica) , RYFPR (Cyatheaceae) 和 蚌 壳 椒 科 ( Dick- 

soniaceae) 所 有 的 种 类 ， 单 叶 贯 众 〈Cyriomzum bemionitis) . Te iK 
(Sorojepidizm glaciale) 、 水 非 属 (Koetes) 、 鹿 角 蕨 (Platycerium walli- 

chit) . J34)% (Neocheiropteris palmatopedata ) 、 中 国 蕨 (Sinopteris gre- 

villeoides) 大 多 也 包括 在 保护 区 内 ， 应 该 说 ， 安 全 已 有 一 定 保障 (图 
| 45), RA ty eRAG BR (Adiantum reniforme var. sinense) 主要 分 布 于 

| 长江 三 峡 山 地 ， 三 峡 水 库 的 建设 威胁 其 生存 ， 要 靠 迁 地 保护 来 解决 
| 了。 总 的 来 说 ， 已 建立 保护 区 对 茧 类 植物 的 保护 来 说 是 很 有 效果 的 。 
关键 要 维持 自然 的 发 展 ， 不 遭 蚕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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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贵州 赤水 枫 椤 保护 区 沟谷 残存 

KRDRE (Alsophila spinulosa) 群落 

至 于 被 子 植 物 ， 我 国 约 有 24 357 种 ， 分 属于 2 946 Jae A 291 

科 ， 分 别 占 全 球 种 、 属 、 科 数 的 10. 8% 、23. 6% 和 53. 5% . KE 

的 被 子 植物 中 包含 大 量 古 老 或 原始 的 科 属 与 许多 比较 进化 的 科 
属 ， 共 同 组 成 相当 完整 的 分 类 系统 。 多 心 皮 的 木兰 科 被 许多 学 者 
认为 是 最 原始 的 被 子 植 物 ， 也 是 在 地 史上 分 布 最 广 的 科 之 一 ， 世 
界 现 有 16 属 246 种 ， 主 要 分 布 于 东亚 、 东 南亚 和 北美 洲 。 我 国有 
11 属 99 种 ， 其 中 华盖 木 属 (Maonglietiastum ) Fil Be Wi ARB 
(Woonyoungia) 为 特有 属 ， 占 全 球 属 、 种 数 的 69% 和 40% . KBE 
植物 主要 布 于 云南 、 海 南 、 广 西 、 广 东 等 地 ， 向 东 延 伸 至 台湾 和 
向 北 到 达 四 川 、 河 北 、 陕 西 和 辽宁 ， 向 西 直 抵 西藏 。 人 金 缕 梅 
科 也 是 一 个 古老 而 复杂 的 科 ， 共 有 25 属 90 多 种 ， 主 产 我 国 ， 有 
17 ~18 属 70 多 种 ， 其 中 双 花 树 (Disanthus) , Th BRT (Symingto- 
nia) 和 红 花 荷 (Rhodoleia) 是 这 个 科 最 原始 的 属 ， 主 要 分 布 于 带 
南 一 带 。 与 这 两 个 科比 较 接 近 的 原始 科 我 国 还 有 八角 茄 香 科 、 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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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子 科 、 蜡 梅 科 、 昆 栏 树 科 、 水 青 树 科 、 连 香 树 科 和 莲 科 等 ， 多 

数 是 含 少 种 属 或 单 种 属 的 残 遗 植物 ， 主 要 见于 西南 、 江 南 和 人 台 

湾 。 被 认为 具有 和 柔 黄 花序 的 最 原始 的 科 有 桦木 科 、 榨 科 、 充 斗 

科 、 胡 桃 科 、 桑 科 、 杨 梅 科 、 杨 柳 科 、 榆 科 及 单 种 的 马尾 树 科 、 

杜仲 科 等 一生 。 这 一 类 植物 中 有 许多 残 遗 种 ， 如 糙 叶 树 
(Aphanthe aspera) 、 青 檀 (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 BRAK PE ( An- 

namocarya sinensis). #3 钱 柳 ( Cyclocarya paliurus). Fi {P ( Eu- 

commia ulmoides) 、 马 尾 树 (Rhoiptelea chiliantha) 等 ， 它 们 都 被 

列 人 保护 种 类 。 此 外 ,， 我国 种 子 植物 中 含 单 种 属 和 少 种 属 的 有 

1 141 属 ， 占 总 属 数 38% 。 我 国 特 有 的 230 多 属 中 ， 单 种 属 和 人 少 种 

jer 95% 以 上 。 它 们 大 多 数 在 发 生 上 是 原始 的 或 古老 的 残 遗 属 ， 

许多 也 被 列 人 保护 的 名 录 中 ， 从 保护 名 录 中 被 子 植物 来 看 ， 也 在 

已 建立 的 保护 区 内 有 分 布 ”' 。 应 该 说 ， 如 果 保 护 区 管理 得 好 ， 

它们 的 生存 是 有 一 定 的 保证 的 。 单 性 木兰 〈Krmmeria septentriona- 
lis). J. E-AR 〈(Oiophora unilocularis) 多 年 来 已 被 看 为 是 灭绝 种 

了 了 。 不 和 久 前 也 分 别 在 广西 、 贵 州 交 界 处 和 海南 中 南部 的 保护 区 内 

BRAS BWA. FERERS HH (Carpinus putoensis) 只 有 浙江 普 

Beet, RABSEE RD KER AK BA 

于 以 挽救 了 ， 被 子 植物 种 类 较 多 ， 研 究 不 够 ， 应 加 强 工 作 ， 才 能 

适应 形势 发 展 的 要 求 。 

3. 国家 保护 的 动物 主要 也 都 包括 在 已 建立 的 保护 区 内 

1988 年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野 生动 物 保护 法 ”正式 公布 ， 并 附 

国家 重点 保护 野生 动物 名 录 ， 共 列 动物 232 种 和 28 类 ( 指 种 以 
王 分 类 等 级 ) 。 其 中 工 级 保护 的 93 种 和 7 类 ， 开 级 保护 的 139 种 
和 21 类 ， 包 括 兽 类 74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38 种 ， 开 级 保护 的 36 种 ) 
和 8 类 ( 工 级 保护 的 4 类 ，[ 级 保护 的 4 类 ) ， 鸟 类 96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39 种 ， 开 级 保护 的 57 种 ) 和 18 类 (1 级 保护 的 2 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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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保护 的 168), METH 17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6 种， 下级 保护 的 

11 种 ) ， 两 栖 类 7 种 (RIK), BRIS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4 种， 开 级 保护 的 11 种 ) ， 昆 虫 14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2 种 ， 级 保 
护 的 12 种 ) 和 1 类 ( 属 正 级 保护 ) ， 其 他 9 种 〈 工 级 保护 的 4 

A, TRAPS H) 和 1 类 BL RRP). BRR ( Nyctie- 

bus) , HWE (Presbytis) 、 人 金丝猴 (Rhinopithecus) . KPI (Hylo- 
bates) 、 水 猎 (Latra), #8 fA ( Pinnipedis) , #28 ( Cetacea) , 

廊 (Moschus), #548 (Pelecunus), #5 (Sula), KR ( Cyg- 

nus), f@2E (Accipitridae) . 42%} (Falconidae) , 24%3 ( Tetraogal- ) 

lus) . "LE (Lophoporus) . #5%% (Chrysolophus). #3 ( Otis). 2% 

鸡 ( Treron), 2 HS ( Ducula), #8 3 ( Macropygia) #8 #% Ft 

(Psittacidae) . #385 (Centropus). 33728 (Strigiformes) , ES #} | 

(Bucerotidae) , faj¥ 3 #+ (Eurylaimidae) , /\ 44,938} ( Pittidae ) , 

红 珊 瑚 ( Corallium) . #2 4:48, (Cheirotonus) 这 28 类 包括 所 有 

的 种 。 从 这 个 保护 名 录 来 看 ， 不 管 是 迁徙 或 不 迁徙 的 种 类 ， 大 多 ， 

依靠 保护 区 作为 栖息 越冬 或 繁殖 的 基地 。 只 要 把 保护 区 管理 好 ， 

并 明确 地 把 它们 作为 重点 保护 的 对 象 ， 采 取 相 应 的 措施 ， 它 们 的 
生存 就 会 得 到 一 定 的 保证 。 当 然 ， 由 于 不 同 种 类 、 种 群 的 组 成 。 
大 小 、 分 布 、 繁 殖 能 力 和 动态 变化 等 与 所 在 地 环境 条 件 的 关系 下 
尽 相 同 ， 要 根据 实际 情况 来 制定 不 同 的 管理 措施 ， 才 能 取得 预期 ， 
WMA. ES, AVI KR. SHR, HA. ABR. BS, 
me. AES. FS. RSS. HEH. KE 
JL. P46, TS, RSH SMART REBAR, 
RGF EE eS Hh 15 BEE A, OR A KS, 
让 其 有 自然 发 展 的 可 能 (46). 

4. 所 有 的 生态 系统 几乎 都 包括 在 已 建 的 保护 区 范围 内 
我 国 在 森林 、 章 原 、 荒 漠 、 高 原 、 湿 地 、 海 岸 和 海域 的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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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图 46 新 疆 荒漠 地 区 野马 回归 自然 试验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都 已 广泛 地 建立 了 保护 区 ， 使 各 种 不 同 的 生 
态 系统 类 型 特别 是 一 些 原 生生 态 系 统 类 型 ， 得 以 保存 下 来 ， 不 再 

遭受 严重 的 破坏 ， 这 就 使 得 丰富 的 物种 多 样 性 及 其 遗传 资源 有 生 

存 的 场所 ， 能 不 断 地 发 展 和 繁衍 下 去 。 但 是 ， 保 护 区 的 面积 一 般 
“都 相对 地 较 小 ， 生 态 系统 连续 成 片 的 分 布 范围 不 够 大 ， 呈 现 一 种 
扳 岛 的 状态 ， 片 断 化 现象 严重 ， 使 得 许多 的 物种 特别 是 一 些 大 型 

的 哺乳 类 动物 和 大 乔木 来 说 ， 难 以 满足 其 更 新 、 繁 殖 、 传 播 和 迁 
移 的 要 求 ， 受 威胁 的 状态 难以 消除 。 因 此 ， 通 过 保护 区 内 外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或 重建 ， 是 今后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一 项 非常 
重要 的 任务 。 

二 、 多 种 多 样 形式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实体 

随 者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实施 的 不 断 深 入 ， 各 国保 护 区 系统 

| 网络 的 建立 和 有 效 管理 就 日 益 显 得 重要 。 当 前 ， 世 界 各 国 负责 筹 
】 建 和 管理 保护 区 的 部 门 很 多 ， 不 仅 政府 部 门 投入 巨大 的 力量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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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些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 财 团 法 人 、 本 地 社区 、 团 体 、 六 

学 、 科 研 单位 乃至 个 人 都 积极 参与 ， 许 多 国际 组 织 也 抓 住 时 负 ， 

结合 自己 的 职责 ， 从 事 相 应 的 组 织 领导 、 研 究 和 管理 保护 实体 。 

应 该 说 ， 这 是 有 利于 保护 区 发 展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现 况 ， 

但 也 产生 了 各 种 矛盾 ， 需 要 协调 解决 。 

客观 地 说 ， 保 护 区 的 类 型 性 质 ， 所 在 地 区 的 特点 和 面积 的 老 

异 ， 确 实 应 由 不 同 部 门 管理 ， 不 应 千篇一律 ， 因 为 管理 过 分 集 

中 ,缺乏 保护 伙伴 ， 难 以 发 挥 群众 的 作用 ; 但 是 ， 管 理 过 于 分 

散 ， 缺 乏 统一 协调 和 监督 ， 也 容易 迷失 方向 ， 难 以 达到 预期 目 

标 。 当 前 ， 各 国保 护 区 管理 体制 差别 很 大 ， 各 有 特色 ， 究 竟 谁 好 

谁 差 ，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一 方面 不 能 脱离 本 国 历史 和 实际 情况 来 分 

析 ， 另 一 方面 ， 不 同类 型 和 性 质 的 保护 区 确 有 自己 具体 的 要 求 和 

发 展 规律 021 。 目 前 ， 我 国 的 保护 实体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如 采 它 们 

管理 得 好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方面 都 应 起 到 应 有 的 作用 ,， 现 

对 它们 作 简要 的 介绍 ””: 

1. 保护 区 
保护 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最 关键 的 场所 ， 前 面 对 它 在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意义 和 作用 已 作 了 一 般 论 述 ， 但 是 不 同 管理 搓 

型 的 保护 区 ， 由 于 它 的 基本 情况 和 建立 它 的 目的 不 尽 相 同 ，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作用 还 是 有 所 区 别 的 ， 例 如 ， 严 格 的 保护 

区 、 国 家 公园 、 保 护 景观 、 栖 息 地 /物种 管理 区 、 资 源 管理 保护 

区 ， 它 们 的 目标 不 尽 相同 ， 管 理 的 方式 有 别 ， 人 允许 人 们 干扰 的 在 

度 就 必然 有 异 。 不 管 怎 样 ， 它 们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作用 人 

然 存在 ， 只 是 所 起 的 作用 和 管理 方式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可 惜 ， 我 们 

对 保护 区 的 管理 类 型 还 未 注意 划分 ， 对 保护 区 的 管理 只 停留 在 二 

般 的 水 平 上 ， 有 待 进一步 完善 ， 参 与 管理 的 部 门 很 多 ， 涉 及 到 下 

府 有 关 农业 、 林 业 、 环 境 保护 、 国 土 资 源 、 海 洋 、 城 乡 建设 、 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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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等 部 门 ， 但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 社 区 等 方面 关注 较 少 。 

2. 保护 小 区 
我 国 东部 地 区 大 面积 森林 保存 的 区 域 不 多 ， 但 零星 小 片 分 布 

的 地 方 还 不 少 ， 这 种 地 方 要 建立 保护 区 条 件 又 不 够 ， 但 放任 不 管 

任 其 遭受 破坏 也 十 分 可 惜 。 因 此 ， 许 多 社区 自己 主动 提出 对 这 些 

小 片 森林 加 强 保护 ， 不 允许 擅自 破坏 ， 并 提出 建立 保护 小 区 的 想 

法 ， 无 需 建立 专门 的 机 构 ， 可 委托 社区 通过 建立 村 规 民 约 ， 林 业 

部 门 每 年 给 予 一 定 的 资助 ， 由 乡 政 府 负责 管理 即 可 。 这 种 做 法 已 

得 到 保护 区 主管 部 门 认 可 ， 并 在 华东 、 中 南 和 西南 地 区 得 到 广泛 

的 传播 ， 保 护 的 面积 不 断 增 大 。 实 践 证 明 ， 它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效果 是 明显 的 ， 对 地 方 环境 质量 的 提高 作用 巨大 。2003 年 ， 

在 南非 德 班 召 开 的 第 五 届 世 界 保护 区 大 会 鼓励 各 国 多 建立 社区 管 

护 区 也 就 是 这 样 的 含义 ， 一 般 可 列 和 人 保护 景观 的 类 型 。 

3. 风景 名 胜 区 
大 多 是 各 地 一 些 天 然 生态 系统 保护 较 好 ， 景 观 多 种 多 样 ， 而 

上 且 风 景 优 美的 区 域 ， 主 要 由 建设 部 门 来 管理 。 虽 然 ， 它 的 主要 目 

标 在 于 发 展 观光 旅游 ， 但 保护 仍 是 主要 任务 。 因 此 ， 它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保护 作用 仍 相 当 大 。 一 般 面积 较 大 ， 原 生生 态 系统 保 

存 较 好 的 区 域 相 当 于 国家 公园 的 性 质 ; 面积 较 小 ， 仍 保存 一 定 面 
积 天 然 生 态 系统 的 区 域 ， 相 当 于 保护 景观 的 涵义 。 实 质 上 ， 都 属 
于 保护 区 的 一 种 类 型 ， 它 的 面积 大 概 占 到 全 国 国 土 面 积 的 1% ， 

| 不 能 算 小 。 

| 4. 森林 公园 

| 大 多 数 是 由 原来 的 林场 改制 而 成 ， 主 要 由 于 实施 天 然 林 保护 

王 程 规划 ， 不 再 采伐 林木 ， 而 利用 原 有 森林 发 展 观光 旅游 所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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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昌 然 ， 这 些 地 方 原 生性 生态 系统 面积 不 一 定 很 大 ， 但 演 替 系 
列 类 型 还 是 多 种 多 样 ， 因 此 ， 物 种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也 有 不 少 独 

特 之 处 ， 也 不 失 为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好 场所 。 当 前 ;各 地 区 

都 在 大 力 发 展 这 项 事业 ， 由 林业 部 门 负责 ， 数 量 已 近 于 处 ， 面 积 

也 占 到 全 国 国土 面积 的 近 1% ， 如 果 管 理 得 好 ， 特 别 是 重视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和 重建 ， 保 护 的 作用 将 会 更 大 。 和 森林 公园 的 实际 

情况 多 种 多 样 ， 有 些 属 国家 公园 或 保护 景观 相当 ， 有 些 即 属于 栖 
息 地 /物种 管理 区 或 资源 管理 保护 区 类 型 范围 。 

5. 地 质 公园 

地 质 公 园 主 要 由 各 种 各 样 自然 遗迹 类 型 所 构成 ， 诸 如 地 质 构 

造 、 生 物化 石 、 地 质 景观 和 地 质 灾 害 遗 址 等 。 它 们 是 在 地 球形 成 

和 演化 的 漫长 地 质 历 史 时 期 ， 受 各 种 内 外 动力 地 质 作 用 形成 、 发 
展 并 遗留 下 来 的 自然 产物 ， 那 里 ， 常 常 保存 有 十 分 独特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无 论 在 保护 、 科 研 、 教 育 和 观光 旅游 方面 都 有 重要 的 作 
用 ， 因 而 也 引起 有 关 方 面 的 重视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上 占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主 要 由 国土 资源 部 地 矿 部 门 负责 管理 ， 与 国家 公园 

或 保护 区 的 含义 相当 。 

6. 水 利 风景 区 
水 坝 和 水 库 及 其 周围 的 山地 或 湿地 不 仅 环境 优美 ， 而 且 风 景 

特 好 ， 随 着 各 地 生态 旅游 的 蓬勃 发 展 ， 最 近 水 利 部 门 也 顺应 客观 
形势 的 要 求 ， 正 式 建立 水 利 风 景区 ， 参 与 到 生态 旅游 活动 中 去 
这 样 ， 保 护 其 独特 的 生境 和 周边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就 成 为 一 项 大 
可 忽视 的 任务 。 实 际 上 它 与 国家 公园 或 保护 景观 的 概念 相当 。 

7. 农田 保护 区 
这 是 农业 部 门 为 了 防止 耕地 被 侵占 所 采取 的 一 项 措施 ， 随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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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的 深入 逐渐 感到 ， 它 的 任务 还 要 在 保护 该 区 域 长 期 以 来 所 形 

成 的 以 地 养 地 的 耕作 制度 和 地 方 特有 的 作物 和 畜 禽 品种 上 下 一 番 
功夫 ， 也 就 是 有 关 农业 遗产 的 发 据 、 保 持 和 进一步 发 扬 光 大 问 
题 。 当 然 ， 其 土壤 中 独特 的 物种 多 样 性 保护 也 是 不 应 忽略 的 。 这 

样 ， 它 的 任务 与 保护 天 然 生态 系统 及 其 物种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区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而 且 是 独特 和 不 可 代替 的 ”。 实 际 上 ， 它 属于 资源 

管理 保护 区 的 一 种 类 型 。 

8. 海岸 公园 
海岸 地 带 许多 风景 优美 的 地 方 ， 吸 引 许 多 游人 ， 因 而 也 有 打 

海岸 公园 的 旗号 ， 但 还 未 成 系统 。 显 然 ， 它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 

护 工作 中 也 占有 一 席 之 地 ， 属 于 国家 公园 或 保护 景观 的 一 种 

类 型 。 

9. 野生 动物 公园 

西部 高 原 地 区 由 于 有 大 量 野生 动物 的 出 没 ， 从 发 展 生态 旅游 

“的 角度 出 发 ， 有 野生 动物 公园 之 称 ， 实 际 上 ， 也 就 是 国家 公园 的 
一 种 类 型 。 对 于 这 种 地 方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不 应 忽略 。 

10. 文化 保护 区 

文化 保护 区 大 多 由 文物 部 门 管 理 ， 鉴 于 它 的 性 质 类 似 于 自然 

保护 区 ， 而 且 经 常 与 生物 多 样 性 融合 在 一 起 ， 很 难 将 之 分 开 。 所 

以 ， 它 的 存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利用 ， 应 给 予 必要 的 重视 ， 

大 多 属于 保护 景观 的 一 种 类 型 。 

j 上述 各 种 保护 实体 是 我 国 不 同 部 门 为 了 顺应 自然 保护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莲 勃 发 展 的 一 一 种 产物 ， 是 一 种 客观 的 存在 。 但 

fz, 也 应 该 看 到 ， 随 着 目 然 保 护 区 工作 的 次 入 发 展 ， 加 强 统一 领 
j 
; 肝 的 要 求 是 必然 的 。 实 际 上 ， 当 今 国 际 上 对 保护 区 管理 类 型 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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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已 有 了 一 个 比较 健全 的 统一 的 分 类 系统 ， 上 述 各 种 类 型 都 能 在 

其 中 找到 自己 的 适当 位 置 。 应 该 说 ， 我 国保 护 区 的 管理 体制 是 统 

协调， 分 散 管理 ， 它 基本 上 适应 现在 的 实际 情况 的 ; 但 是 统一 

的 协调 要 加 强 ， 分 散 管 理 要 扩大 ，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 它 们 将 会 得 到 

更 好 的 协调 ， 发 挥 更 大 、 更 实际 的 作用 。 

三 、 非 保护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诚然 ， 保 护 区 可 能 包括 了 许多 应 该 得 到 保护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 

统 ， 但 是 ， 保 护 区 的 面积 毕竟 有 限 ， 不 仅 许多 物种 未 包括 在 保护 

| 

————————— 

区 的 范围 内 ， 而 且 即 使 包括 在 其 中 的 许多 物种 种 群 数量 也 不 一 是， 

足够 ， 长 期 的 繁 衔 难以 保证 。 因 此 ， 开 展 非 保护 区 范围 的 就 地 保 

护 工作 还 是 一 项 不 能 忽视 的 任务 。 主 要 需要 加 强 下 列 两 个 方面 的 

工作 : 

1. 大 力 发 展 生态 农业 ， 丰 富 栽培 地 区 生物 多 样 性 
当前 ， 在 考虑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时 ， 注 意 力 大 多 集中 在 自 | 

然 系统 上 ， 这 当然 是 对 的 ; 但 是 ， 对 栽培 地 区 传统 农业 耕作 制度 

的 保持 和 发 展 ， 以 达到 保护 作物 、 果 蔬 、 药 物 、 畜 禽 和 水 产 等 适 | 

传 多 样 性 及 其 野生 亲缘 种 的 目的 也 是 不 应 忽略 的 。 农 业 是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类 生存 的 基础 ， 既 要 采用 现代 科学 技术 提高 产量 ， 也 不 应 

以 破坏 土壤 肥力 、 损 害 遗 传 资源 和 牺牲 环境 为 代价 。 遗 传 资源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也 是 文化 多 样 性 的 

— 64}, 农田 、 牧 场 、 果 园 、 菜 地 、 用 材 林 、 经 济 林 和 其 他 栽培 
生态 系统 ， 至 少 覆 盖 地 球 陆地 表面 2/3 的 面积 ， 而 保护 区 迄今 在 

过 占 11. 5% 。 因 此 ， SEES 

用 ， 忽 视 广 大 栽培 地 区 是 不 适宜 的 。 

从 20 世纪 开始 ， 最 主要 的 作物 大 约 75% 的 遗传 多 样 性 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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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 这 就 大 大 增加 了 农业 发 展 脆弱 性 ， 减 少 了 食物 的 多 样 化 。 
许多 传统 的 本 地 已 经 驯化 了 的 动 植物 ， 对 于 还 未 蜗 裕 的 农民 来 说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农 、 林 、 牧 、 水 产 大量 外 来 种 的 引进 ， 虽 然 对 一 
些 地 方 的 经 济 有 一 定 的 推动 作用 ， 但 常 营 以 牺牲 环境 、 文 化 和 社 

会 平等 为 代价 的 ， 栽 培 地 区 土地 的 合理 利用 和 景观 的 科学 配置 是 
经 济 、 文 化 和 科学 发 展 的 基础 。 栽 培 地 区 主要 占据 全 年 都 有 灌 波 

条 件 的 河流 三 角 洲 、 丘 陵 台 地 季节 性 灌溉 地 区 和 部 分 徘 天 赐 雨 的 
山地 ， 在 不 同 的 生境 下 ， 农 业 耕 作 制 多 种 多 样 ， 它 们 是 经 过 人 类 

长 期 栽培 、 选 择 和 适应 过 程 中 形成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 
KA. FAYE. AR. Bese. BCR. Sei. AB oa. 7k 

产 、 畜 禽 和 野生 生物 及 其 遗传 多 样 性 彼此 之 间 的 巧妙 组 合 ， 构 成 
多 种 多 样 农业 生态 系统 与 栽培 景观 。 它 们 与 区 域 环 境 相 适 应 ， 目 
我 维持 能 力 强 ， 所 提供 的 产品 数量 虽 不 一 定 达 到 最 高 水 平 ， 但 质 
量 上 乘 ， 如 果 管 理 水 平 得 到 改善 ， 产 品 的 数量 和 质量 都 有 提高 的 

Bo 这 里 的 作物 第 第 由 于 与 野生 亲缘 种 或 杂 草 亲缘 种 进行 基因 
交换 ， 具 有 丰富 的 种 质 资 源 ， 成 为 作物 就 地 保护 的 最 佳 场所 ， 有 
利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保持 农民 与 土地 之 间 的 密切 关系 。 它 们 的 

存在 并 不 是 孤立 的 ， 它 们 的 持续 性 与 该 流域 远 处 表面 看 来 毫 无 关 
系 的 天 然 植被 或 冰川 有 春 密切 的 关系 。 

随 独 人 口 不 断 的 增长 ， 工 农业 生产 布局 和 市 场 需求 的 变化 ， 
农业 现代 化 的 发 展 大 大 促进 农业 生产 的 提高 ， 这 本 来 是 一 件 好 
事 。 但 是 ， 由 于 对 传统 农业 的 意义 和 作用 的 认识 不 足 ， 使 其 陷 人 
衰亡 的 处 境 。 从 试验 中 心 出 来 的 高 产品 种 大 面积 推广 ， 取 代 了 多 
种 多 样 的 地 方 品种 ， 并 导致 其 消失 。 新 的 品种 大 多 要 求 充分 的 水 
肥 条 件 和 防治 病虫害 的 农药 来 保证 ， 过 量 的 施用 化 肥 ， 忽 视 有 机 
肥 的 作用 ， 和 逐渐 使 得 土壤 肥力 降低 。 由 于 许多 害虫 抗 药性 提高 ， 
不 得 不 使 用 更 多 的 毒性 更 强 的 农药 ， 以 致 环境 遭受 损害 ， 害 虫 天 

收 死 亡 ， 产 品质 量 降低 ， 常 常 含有 过 量 危 害 人 类 健康 的 化 学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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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产 量 也 难以 持续 下 去 。 虽 然 依靠 昂贵 的 生产 资料 但 又 不 能 持 

续 高 产 和 安全 生产 的 经 营 方式 ， 只 能 是 一 种 短期 的 行为 ， 是 一 种 

得 之 毫 厘 失 之 千 里 的 做 法 。 这 种 情况 的 产生 与 认识 片面 从 而 制订 

出 脱离 实际 的 政策 有 关 。 
当前 ， 辽 阔 的 栽培 地 区 大 多 由 少数 几 个 品种 所 组 成 的 农业 生 

态 系统 所 占据 ， 景 观 到 处 千篇一律 ， 代 替 了 由 不 同 谷 类 、 油 料 和 

豆 类 作物 所 构成 的 本 地 传统 的 食物 文化 。 一 个 多 样 化 低 成 本 的 农 

业 生 产 结构 被 一 个 现代 化 经 营 的 农业 生产 结构 所 代替 ， 大 面积 的 

单 作 高 效 农业 代替 了 因地制宜 多 样 化 的 轮作 、 间 作 、 套 作 的 立体 
农业 ， 绿 肥 基 本 上 已 无 人 种 植 ， 有 些 地 方 变 成 了 田间 杂 草 ， 农 家 
肥 也 不 再 使 用 ， 以 地 养 地 几 千年 的 优良 传统 基本 上 也 已 消失 。 化 
学 文化 代替 了 生物 学 文化 、 获 利文 化 代替 了 需要 文化 ， 高 产 、 好 
肥 、 耗 水 的 品种 代替 了 本 地 抗 病虫害 、 耐 干旱 和 贫 兰 条 件 的 品 
种 ， 文 化 傲慢 和 忽略 生态 构成 了 对 农业 发 展 的 威胁 ， 减 少 了 农民 
食物 的 多 样 化 。 当 前 ， 富 裕 地 区 的 农业 大 多 雇佣 贫困 地 区 的 家 
民 ， 利 用 一 些 高 产品 种 ， 完 全 依靠 化 肥 和 农药 ， 进 行 粗放 经 营 ， 
维持 “ 吨 ” 田 目标 ， 但 产品 质量 的 低下 和 能 否 永 远 持续 下 去 危害 
着 农业 的 发 展 。 显 然 ， 这 种 不 利于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农业 系统 与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的 实施 是 背 道 而 弛 的 02 -2 。 因 此 ， 遵 循 生态 发 
展 的 要 求 ， 把 保护 与 发 展 的 结合 起 来 是 当务之急 。 下 列 几 个 方面 
应 该 给 予 足够 的 重视 。 

(1) 保持 和 完善 原 有 优良 的 耕作 制度 ， 例 如 不 同 自然 地 带 不 
同 环境 地 区 双 季 稻 一 绿肥 ， 水 旱 轮 作 〈 包 括 作物 或 绿肥 ) 、 双 季 
旱 作 、 两 年 三 作 (套种 绿肥 ) 、 一 年 一 作 以 及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养殖 
业 、 果 蔬 业 、 林 业 、 渔 业 和 其 他 副业 所 构成 的 轮作 、 间 作 、 套 作 
的 相互 依赖 性 ， 能 起 到 以 地 养 地 和 生物 防治 。 具 有 地 带 性 的 耕作 
类 型 都 应 注意 适当 的 保持 ， 并 在 此 基础 上 不 断 扩大 种 植 指数 和 提 
高 产品 的 数量 和 质量 ， 确 立 有 机 农业 的 不 断 发 展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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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既 要 重视 引进 高 产品 种 ， 更 要 注意 保持 原 有 的 作物 、 林 
果 、 蔬 菜 和 冀 禽 等 的 地 方 品 种 ， 特 别 是 一 些 特 有 的 和 优 恨 的 品 
种 ,并 利用 现代 科学 技术 来 培育 各 个 区 域 所 要 求 的 稳产 、 高 产 、 
抗 病虫害 和 抗 逆境 的 品种 ， 以 满足 农业 生产 发 展 的 要 求 。 

(3) 保持 绿肥 品种 和 栽培 习惯 ， 充 分 利用 秸秆 、 人 凑 尿 和 畜 
禽 娄 便 等 制作 优良 左 肥 ， 达 到 以 地 养 地 ， 保 持 土壤 肥力 ， 不 能 再 
完全 依靠 化 肥 ， 提 倡 田 间 零 星 种 植木 本 绿肥 和 树种。 研究生 物 防 治 
枝 术 ， 科 学 地 安排 作物 以 及 与 环境 之 间 的 配 量 ， 减 少 对 农药 的 依 
赖 ， 避 免 环 境 污 染 ， 提 高 产品 质量 。 

(4) 有 目的 、 有 计划 地 建立 有 机 农业 发 展 基地 ， 为 社会 提供 
更 多 的 优质 食品 。 

(S) 要 和 周边 邻近 的 山地 和 湿地 保护 区 密切 结合 ， 建 立 生 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 使 之 成 为 实施 可 持续 发 战略 的 示范 基地 。 

(6) 积极 实施 退耕 还 林 还 草 还 湖 政策 ， 为 栽培 地 区 恢复 天 然 
生态 系统 及 其 多 种 多 种 样 的 物种 提供 适当 的 空间 ， 使 辽阔 的 栽培 

地 区 形成 一 种 由 水 田 、 旱 地 、 有 果园 、 葬 园 、 药 园 、 牧 地 、 经 济 
林 、 用 材 林 、 防 护林 、 渔 塘 、 湿 地 及 其 组 成 成 分 的 遗传 多 样 性 彼 
此 之 间 巧 妙 的 结合 ， 由 充满 活力 的 不 同 生态 系统 构成 的 景观 多 样 
性 格局 0? - ae 

2. 生态 城镇 的 建设 

当前 ， 世 界 已 有 12 以 上 的 人 口 生活 在 城市 ， 而 且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发 展 ， 从 乡村 流向 城市 的 人 口 还 在 不 断 地 增加 。 乍 看 起 

来 ， 城 市 似乎 没有 那样 大 的 空间 提供 现 野生 物种 的 生存 。 其 实 ， 
| 现在 的 城镇 已 经 不 是 只 由 小 范围 繁华 拥挤 的 商业 区 、 哈 唆 的 工业 
区 和 一 些 文教 、 住 宅 区 所 组 成 ， 还 包括 广阔 的 农业 区 域 、 山 地 、 

湿地 或 海域 ， 既 有 摩天 大 楼 和 各 种 用 途 的 楼 群 和 厂房 ， 也 有 城市 
广场 ， 沿 河岸 、 公 路 、 铁 路 或 海岸 的 绿化 地 带 、 片 林 ， 动 物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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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园 ， 大 学 校园 ， 高 尔 夫 球场 和 墓地 等 一 些 开 阔 的 空间 ， 那 里 

还 保存 有 多 种 多 样 的 生态 系统 和 物种 多 样 性 。 它 们 能 为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作出 积极 的 贡献 ， 而 且 也 是 城市 本 身 发 展 的 需求 。 现 

代 化 与 自然 共存 、 经 济 建 设 与 生物 多 样 性 共存 是 当代 城市 所 奋斗 
NAR". RO, ， 城 镇 环境 将 会 更 加 优美 ， 更 加 符合 人 们 生 

活 和 居住 的 要 求 ， 要 达到 这 个 目的 ， 必 需 做 好 下 列 两 方面 的 
工作 : 

(1) 建立 保护 区 网 “根据 系统 保护 规划 和 不 可 代替 性 分 析 的 
观点 的 要 求 ， 把 城镇 及 其 周边 地 区 凡 有 价值 和 可 能 建立 保护 区 的 
地 方 都 尽量 建立 ， 并 与 已 有 的 风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海 岸 公园 、 农 田 保护 区 、 保 护 小 区 等 保护 实体 连结 在 一 起 ， 
有 目的 的 有 计划 地 把 它们 建设 成 为 一 个 既 有 观光 游览 价值 的 区 

城 ， 也 能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和 科研 、 教 育 方面 发 挥 其 应 有 作 

用 ， 使 之 成 为 现代 城市 的 一 个 不 可 缺少 的 组 成 部 分 ， 并 做 成 一 个 二 
生态 城市 的 明显 标志 。 现 在 ， 我 国 的 许多 城市 ， 包 括 北京 、 上 
海 、 天 津 、 重 庆 四 大 直辖 市 都 具备 足够 的 条 件 ， 并 且 都 已 建成 了 

相应 的 网 络 ， 只 要 进一步 认识 到 它们 对 建设 国际 化 大 都 市 的 作 
用 ， 加 大 投入 的 力度 ， 组 织 相应 的 人 力 ， 认 真 制定 切实 可 行 的 规 
划 和 行动 计划 ， 就 一 定 能 达到 预期 的 目标 "9) 。 

(2) 规划 生态 城镇 的 绿化 ”过 去 ， 城 镇 绿化 总 被 放 在 次 要 的 
地 位 ， 不 但 面积 小 ， 而 且 常 常 被 见缝插针 服务 设施 短 食 ， 直 至 消 
失 为 止 。 即 使 一 些 高 级 的 文化 和 住宅 区 域 ， 虽 然 仍 较 重视 庭院 设 
计 和 布局 ， 但 大 多 注重 人 工 景物 的 建立 ， 绿 化 大 多 以 二 般 的 或 外 
来 的 花木 子 以 点 缀 ， 很 少 认 真 考虑 绿化 对 维护 环境 质量 ， 提 高 大 
类 生活 水 平 的 作用 。 随 着 人 们 对 环境 保护 的 认识 不 断 提 高 ， 绿 花 
在 城市 建设 的 作用 愈 来 愈 引起 普遍 的 关注 ， 而 且 特 别 强调 营造 片 ，， 
林 ， 并 在 树种 选择 及 其 合理 的 配置 上 下 功夫 。 这 样 ， 不 但 可 增强 
整个 城市 抵抗 灾害 防止 污染 的 能 力 ， 而 且 能 提高 其 环境 质量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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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显得 美观 舒适 ， 适 合 人 类 的 生活 和 居留 。 当 前 绿化 较 好 的 城市 
绿色 空间 常常 占据 总 面积 的 40% ~70% 不 等 ， 构 成 一 个 人 造 景物 
与 自然 半 自 然 景观 的 镶 骨 体 ” 。 

城市 绿化 质量 的 标准 : 当 人 们 对 工业 文明 造成 的 城市 荒漠 感 
到 厌倦 时 ， 人 迫切 希望 摆脱 钢筋 水 泥 的 攀 篇 ， 回 归 绿 化 自然 的 生活 

环境 。 这 是 现代 城市 共同 追求 的 目标 ， 因 而 园林 城市 的 标准 主要 
放 在 绿化 这 个 环节 上 ， 例 如 ， 城 市 绿化 覆盖 率 、 建 成 区 绿地 率 、 
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积 、 公 园 绿地 占 陆地 面积 、 街 道 绿化 普及 率 、 市 
区 干道 绿化 占 道路 总 面积 、 新 建 居 住 小 区 绿地 率 、 旧 居住 区 绿地 

率 、 绿 化 达标 单位 、 绿 化 先进 单位 、 生 产 绿地 建成 区 面积 、 苗 木 
自给 率 、 植 物 成 活 率 和 保存 率 等 。 毫 无 疑问 ， 这 些 指标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 但 从 生态 学 和 上 自然 保护 的 观点 来 看 ， 还 必需 强调 有 和 否 天 然 
生态 系统 的 存在 ， 占 据 多 大 面积 ， 分 布 是 否 均匀 ， 人 工 绿 地 究竟 
是 由 那些 物种 组 成 ， 它 们 对 环境 保护 有 什么 作用 ， 是 否 真正 适应 
本 地 的 生境 ， 给 人 们 和 舒适、 安全 和 美化 的 程度 ， 能 否 提供 一 定 的 
经 济 效益 ， 即 所 谓 绿化 、 美 化 、 净 化 、 香 化 和 产业 化 的 要 求 。 妆 
然 ， 其 中 会 有 许多 矛盾 之 处 ， 问 题 就 是 要 使 它们 能 因地制宜 协调 
起 来 ， 这 就 是 当今 各 地 建立 生态 城镇 在 绿化 方面 所 要 达到 的 目 
标 。 这 样 ， 保 护 天 然 生态 系 统 ， 促 进退 化 生态 系 系统 的 恢复 和 重 
建 ， 并 在 其 中 选择 最 适宜 的 物种 ， 因 地 制 宜 地 通过 人 工种 植 、 饲 
养 和 管理 ， 使 它们 能 持续 发 展 就 是 十 分 重要 的 任务 。 种 源 和 苗木 
自给 率 在 这 方面 就 起 着 最 为 关键 的 作用 ， 许 多 地 方 就 是 因为 没有 
解决 这 个 问题 无 法 创新 ， 而 永远 停留 在 原 有 的 水 平 上 上” ” 。 

如 何 规 划 生 态 城镇 的 绿化 : 当今 的 城镇 大 多 是 一 个 工农 商学 
综合 发 展 的 整体 。 绿 化 任务 要 根 所 在 地 不 同 生态 环 境 来 规划 ， 按 
实施 现代 化 与 自然 共存 的 目标 ，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创 
造 适当 的 条 件 。 首 先 ， 如 有 原生 性 生态 系统 的 存在 ， 就 应 该 加 强 
保护 ;其 次 ， 利 用 景观 管理 技术 ， 选 择 本 地 有 发 展 前 景 的 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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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退化 生态 系统 进行 恢复 和 重建 ， 以 及 建立 一 系列 片 林 和 人 工 绿 

地 ， 使 与 各 个 功能 区 的 建筑 物 和 道路 构成 一 组 宕 伟 和 美丽 景观 
群 。 还 要 对 公园 、 植 物 园 、 动 物 园 、 街 心 人 花园、 花坛、 街道 两 

旁 、 河 岸 、 湖 岸 和 海岸 、 庭 院 、 绿 篇 、 房 项 、 墙 壁 、 疗 人 台 和 室内 
盆景 等 ， 都 应 在 种 类 选择 和 合理 配置 上 下 一 番 功 夫 ， 使 在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上 发 挥 应 有 的 作用 。 

总 之 ， 从 生态 学 的 观点 来 看 ， 城 镇 绿化 是 一 项 重要 的 任务 ， 
不 是 一 种 点 缀 。 它 与 经 济 建设 与 环境 保护 都 有 密切 的 关系 ， 而 且 
正 是 保护 和 发 展 的 一 个 结合 点 ， 应 投入 相应 的 人 力 、 物 力 来 开展 

研究 ， 以 适应 各 地 建立 生态 城镇 ， 实 施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的 迫切 
要 求 。 

四 、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与 生态 旅游 

1. 生物 多 样 性 与 生态 旅游 的 关系 
生物 多 样 性 不 仅 可 以 直接 提供 人 类 多 种 多 样 的 资源 ， 而 且 ， 

许多 物种 及 其 与 环境 所 构成 的 生态 系统 ， 形 成 区 域 美丽 的 风光 ， 
提供 观光 旅游 ， 从 而 繁荣 地 方 经 济 和 提高 当地 人 民生 活水 平 。 非 
洲 许 多 国家 公园 靠 野 生动 物 吸 引 大 批 旅客 ， 有 人 和 研究， 一头 雄 狮 
一 生 能 创收 51. 5 万 美元 ， 如 果 用 作 狩 猜 战利品 ,每 只 狮 子 只 获 
8 500 美 元 ， 作 为 商品 出 售 只 值 1 000 美元 左右 忆 ] 。 肯 尼 亚 安博 塞 
A] (Amboseli) 国家 公园 ， 通 过 发 展 生态 旅 游 ， 每 年 可 收入 800 
万 美元 ， 而 养 牛 收 入 只 有 45 万 美元 。 按 面积 计算 ， 发 展 生态 旅 
游 每 年 每 公顷 土地 纯 收 入 40 美元 ， 而 发 展 农业 只 有 0. 8 S70, 
美国 国家 公园 系统 生态 旅游 的 各 种 活动 ， 年 收入 达 30 多 亿美 元 ， 
许多 国家 公园 年 收入 10 倍 于 投资 ， 关 键 在 于 管理 得 好 。 美 国 香 
类 和 野生 生物 局 估计 ， 从 20 世纪 80 年 代 起 ， 每 年 约 有 3 000 万 
左右 的 人 进行 3 亿 次 观光 野生 动物 的 旅行 。 国 际 旅游 组 织 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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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世界 有 4 亿 以 上 的 旅游 者 ， 花 费 400 亿 ~ 500 亿美 元 到 各 地 

观光 。 这 些 花 钱 的 活动 对 各 地 经 济 发 展 有 很 大 的 促进 作用 ， 也 为 

当地 居民 提供 许多 就 业 机 会 ， 从 而 大 大 减少 了 非法 的 伐木 、 星 

殖 、 采 药 、 狩 猎 等 破坏 活动 ， 也 有 利于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和 经 

济 繁荣 522] 。 我 国 许多 地 区 的 发 展 也 呈现 类 似 的 情况 ， 人 民 就 业 
机 会 增加 了 ， 生 活水 平 提高 了 ， 区 域 环境 改善 了 ， 地 方 经 济 不 断 

繁荣 起 来 。 肯 尼 亚 20 世纪 80 年 代 以 后 发 展 生态 旅游 几乎 每 年 都 

有 2 亿 ~3 亿美 元 的 收入 ， 其 中 1/3 是 从 7 个 国家 公园 取得 。 尼 

TAA SEL 4p (khumbu) K (He RAE RSI) 旅游 的 收入 占 总 

收入 的 90% 。 哥 斯 达 黎 加 的 旅游 收入 始终 稳定 地 占 总 收入 的 第 

二 、 三 位 ， 保 护 区 在 其 中 起 了 作 大 的 作用 。 

2. 生态 旅游 的 基本 含义 和 发 展 
旅游 是 经 济 、 科 学 和 文化 发 展 的 产物 ， 它 对 繁荣 地 方 经 济 和 

提高 人 民生 活水 平 起 着 重要 作用 。 当 前 ， 旅 游 者 愈 来 愈 向 往 大 自 
然 ， 保 护 区 及 其 他 保护 实体 将 首当其冲 ， 不 管 人 们 愿意 与 否 ， 是 
香 赞成 ， 事 情 就 是 这 样 地 发 展 。 当 然 ， 如 果 管理 跟 不 上 去 ， 负 面 
影响 是 很 大 的 ， 可 见 ， 旅 游 是 项 有 风险 的 事业 。 既 要 最 大 限度 
地 满足 旅游 者 的 要 求 ， 又 要 不 以 凰 牲 环境 为 代价 ， 生 态 旅游 就 在 
这 样 的 背景 下 产生 了 :2 。 以 上 所 论述 的 保护 区 、 生 态 农业 、 
退耕 还 林 还 草 还 湖 和 生态 城镇 的 建设 做 得 愈 好 ， 必 然 就 能 吸引 更 
多 的 旅游 者 前 来 观光 。 生 态 旅游 的 基本 含义 可 以 从 以 下 几 个 方面 
来 认识 ， 

(1) 生态 旅游 是 旅游 的 众多 分 类 的 一 种 类 型 ， 森 林 、 草 原 、 
芒 江 湿地、 冰川 和 海洋 旅游 等 都 属于 其 范畴 ， 并 被 认为 是 一 种 
高 层次 的 旅游 ， 具 有 求知 、 求 新 的 学 习 和 探索 性 质 ， 与 一 般 的 旅 
游 如 野餐、 游泳 、 冲 浪 、 大 阳 洽 、 骑 马 、 身 笠 等 有 所 区 别 ， 但 它 
衔 彼 此 是 密切 相关 的 。 从 旅游 者 的 角度 来 看 ， 生 态 旅游 是 人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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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 济 条件 和 文化 、 科 学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的 结果 。 人 们 渴望 了 解 各 种 

书刊 中 经 常 提 到 的 生物 圈 、 生 态 系统 、 生 物 多 样 性 、 保 护 区 、 国 

训 公 园 、 濒 危 物种 、 红 色 名 录 等 陌生 的 名 词 以 及 各 种 复杂 的 自然 

保护 问题 ， 必 需 亲 自 观 察 自然 界 原来 的 面 瑶 及 其 变化 的 各 种 影 

响 ， 形 形 色色 的 野生 物种 ， 例 如 猩猩 、 大 熊猫 、 狮 子 、 大 象 、 长 

Sie. URS. PSP SSE WHE TER, ETE, REE | 

aoe ABI EY, RAZ, EAU, RAI, 

它 的 活动 内 容 常 常 包括 其 他 旅游 的 内 容 ， 而 其 他 的 旅游 内 容 则 包 
BEET Eo | 

(2) 生态 旅游 是 一 种 指导 思想 ,不管 人 们 进行 什么 样 的 旅 

游 ， 都 应 遵循 它 的 基本 要 求 ， 在 旅游 中 不 要 损害 旅游 的 对 象 及 其 

周围 环境 ， 并 从 中 学 习 各 种 知识 ， 获 得 身心 每 畅 和 享受 。 可 以 。 

说 ， 生 态 旅游 是 以 生态 学 的 理论 为 指导 ， 欣 赏 、 探 索 和 认识 自然 | 

和 文化 历史 遗产 的 活动 ， 并 要 通过 宣传 、 教 育 、 立 法 、 科 研 和 持 

续 发 展 等 一 系列 有 效 措施 ， 最 大 限度 地 满足 旅游 者 对 大 自然 美景 | 

的 享受 与 民族 文化 的 了 解 和 环境 保护 之 间 的 平衡 与 同步 发 展 ， 以 

促进 区 域 环境 保护 、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民生 活 与 生态 意识 的 提高 5 
(3) 持续 管理 是 实施 生态 旅游 的 关键 ， 是 生态 旅游 在 经 营 管 

理 上 最 确切 的 表达 。 经 济 可 行 、 环 境 保护 和 社会 安全 三 者 之 间 的 | 
平衡 是 持续 旅游 的 关键 因素 。 成 本 一 损益 分 析 、 环 境 承受 能 力 的 | 
确定 、 环 境 保 护 和 社会 变化 控制 在 可 接受 的 限度 之 内 ， 是 实施 持 | 
续 旅 游 必需 解决 和 协调 的 问题 。 建 立 监 测 系统 、 通 过 问卷 调查 
专题 讨论 、 座 谈 会 和 研讨 会 等 不 同 的 方式 ， 广 泛 征求 和 收集 社会 | 
各 界 人 士 和 广大 公众 的 意见 ， 随 时 对 规划 进行 必要 的 调整 ， 保 持 | 
环境 、 社 会 和 经 济 三 者 之 间 的 平衡 ， 确 保持 续 旅 游 不 断 地 向 更 高 
BA) 7K Se fag 19 150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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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 旅游 的 基本 观念 和 规划 要 求 
生态 旅游 和 传统 旅游 在 理念 上 的 差异 ， 在 追求 目标 、 爱 益 

者 、 管 理 方式 和 影响 方式 等 方 都 有 明显 的 不 同 。 对 于 传统 旅游 来 
说 ， 利 润 是 开发 商 的 主要 追求 目标 ， 而 追求 享乐 原则 则 是 旅游 者 
的 主要 目标 ， 价 格 是 调节 供需 的 杠杆 和 旅游 者 与 旅游 区 建立 联系 
的 纽带 。 其 最 大 的 受益 者 是 开发 商 和 旅游 者 ， 而 由 旅游 活动 所 带 
来 的 环境 破坏 代价 ， 主 要 由 当地 居民 承担 ， 以 牺牲 自然 资源 的 持 
续 价 值 来 获取 的 短期 经 济 效 益 ， 这 样 的 旅游 是 难以 持续 下 去 的 。 
生态 旅游 既 要 求 经 济 可 行 ， 又 要 使 环境 的 破坏 和 社会 变化 控制 在 
可 接受 的 水 平 上 。 生 态 旅 游 者 的 目的 在 于 享受 目 然 赋予 的 美丽 风 
光 和 当地 居民 长 期 与 自然 共处 所 产生 的 文化 遗产 。 通 过 约束 旅游 

者 和 开发 商 的 任意 行为 ， 使 之 共同 分 担 维护 自然 资源 价值 的 成 
本 ， 从 而 使 保护 区 与 当地 社会 和 居民 也 成 为 直接 的 受益 者 。 生 态 
旅 洲 的 发 展 要 在 详细 分 析 旅 游 区 的 目 然 资 源 与 文化 特色 ， 以 及 地 
区 发 展 目标 的 前 提 下 ， 制 定 可 持续 发 展 的 规划 -…” 。 规 划 要 求 
应 注意 下 列 各 个 方面 : 

(1) 主管 保护 区 和 旅游 部 门 应 在 政策 上 统一 协调 ， 分 工 合 
作 ,， 在 投入 和 产 出 、 发 展 旅游 经 济 、 服 务 项 目 、 质 量 及 其 收费 标 
准 与 收入 的 分 配 等 方面 有 妥善 的 安排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矛盾 发 生 ， 
以 发 挥 各 方面 的 积极 性 。 

(2) 生态 旅游 是 建筑 在 保护 区 优质 而 有 特色 的 环境 质量 上 
的 ， 因 此 ， 一 切 建设 和 活动 都 不 能 不 考虑 自然 和 环境 的 保护 。 这 
样 ， 才 能 使 保护 区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 保 护 区 应 严格 划分 旅游 区 域 和 
路 线 ， 制 定 适当 的 保护 条 例 ， 加 强 管理 。 

(3) 生态 旅游 能 否 持续 发 展 ， 能 否 从 中 获 益 ， 必 需 有 经 济 发 
展 作 为 后 盾 。 已 确定 为 发 展 旅游 的 区 域 ， 就 应 围绕 旅游 发 展 的 要 
求 进行 建设 ， 如 交通 运输 、 通 讯 联络 、 食 品 工 业 、 土 特产 、 手 工 
业 、 旅 馆 、 人 饭店、 商业 网 络 等 都 应 加 以 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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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护 区 要 利用 已 有 的 科研 成 果 和 联络 网 来 制定 规划 ， 特 

别 要 根据 自己 的 区 域 生态 、 风 景 名 胜 和 经 济 上 所 超 的 作用 ， 建 立 

展览 馆 、 拍 摄 电视 片 、 编 写生 态 旅游 指南 ， 并 广 为 传 播 ， 让 旅游 

者 了 解 其 存在 的 重要 性 ， 以 促进 各 方面 对 它 的 支持 和 帮助 。 委 加 

强 对 工作 人 员 的 培训 ， 使 之 真正 能 够 承担 发 展 生 态 旅游 所 应 开展 

的 各 项 工作 。 
(5) 保护 区 要 发 挥 自己 的 资源 优势 ， 安 排 好 旅游 路 线 和 重点 

观光 景点 ， 使 旅游 者 得 到 尽情 地 享受 。 同 时 ， 要 建立 旅游 服务 中 

心 和 生态 监测 站 ， 尽 量 为 旅游 者 提供 更 高 层次 的 服务 ， 并 推动 保 

护 区 本 身 的 科研 、 教 育 和 建设 。 

4. 保护 区 开展 生态 旅游 的 工作 步 聂 | 

为 了 使 保护 区 能 科学 地 实施 生态 旅游 的 要 求 ， 应 该 有 条 不 紊 

地 把 下 列 各 方面 工作 做 好 0 : | 

(1) 确定 旅游 的 景点 和 路 线 ， 对 它们 进行 价值 评估 ， 究 竟 让 

旅游 者 观光 什么 ， 将 会 得 到 什么 收获 ， 能 否 引 起 人 们 的 兴趣 。 然 ， 

后 ， 通 过 各 种 传媒 进行 科学 宣传 介绍 ， 让 人 们 有 所 了 解 ， 切 鼠 随 | 

意 炒 作 ， 欺 骗 公众 。 
(2) 分 析 客 源 及 其 需求 ， 估 计 什 么 地 方 的 人 会 来 观光 ， 和 希望 | 

那些 人 来 ， 如 何 组 织 他 们 前 来 ， 并 尽量 满足 他 们 的 需求 ， 并 从 中 | 
获得 相应 的 利益 。 

(3) 大 力 开展 人 才 培 训 ， 包 括 对 决策 者 、 管 理 者 、 导 游 、 旗 | 
游 者 和 当地 居民 ， 把 各 个 景点 和 路 线 讲 解 词 编 好 ， 重 点 放 在 解释 | 
所 在 地 的 生态 过 程 、 区 域 地 理 特 性 、 生 物 区 系 特 点 ， 生 态 系统 和 | 
景观 类 型 形成 和 发 展 的 概况 和 可 能 性 。 有 关 保 护 区 的 基本 情况 忆 ， 

生态 意义 、 经 济 价值 、 管 理 条 例 等 也 作 扼要 介绍 ， 必 要 时 也 可 畏 | 
以 一 些 神话 和 笑话 活跃 气氛 ， 但 不 应 以 其 为 主 ， 以 增强 人 们 对 天 
自然 的 认识 和 获得 相应 的 科学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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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 必要 的 生态 旅游 设施 ， 但 应 和 上 自然 相 协调 ， 诸 如 旅 
游 者 服务 中 心 、 展 示 系 统 、 监 测 系统 、 道 路 系统 、 后 勤 支持 系统 
和 公共 事业 系统 等 都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以 满足 旅游 者 和 各 方面 的 要 
求 ， 但 不 能 以 牺牲 环境 为 代价 ， 切 忌 随 意 在 旅游 区 内 兴建 过 多 的 
人 工 建筑 和 现代 化 道路 。 

(5) 充分 尊重 和 保护 原 住 民 的 生活 习惯 和 利益 。 
(6) 广 交 伙 伴 ， 共 同 管理 ， 利 益 公 平分 享 ， 多 渠道 筹集 资 

金 ， 争 取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积极 参与 和 地 方 政 府 的 支持 和 领导 ， 任 何 
单独 一 个 部 门 开 展 都 是 十 分 困难 的 。 

(7) 制定 生态 旅游 指南 ， 通 过 一 个 阶段 的 工作 ， 就 应 认真 总 

结 经 验 教训 ， 除 了 尽量 介绍 观光 内 容 外 ， 还 应 对 旅游 者 ， 旅 游 部 
门 和 导游 、 主 管 部 门 和 保护 区 管理 者 ， 本 地 社区 和 居民 ， 研 究 
者 、 投 资 者 、 传 媒 和 地 方 政府 提出 一 些 要 求 ， 使 各 方面 都 有 一 定 
的 共识 ， 使 管理 工作 的 规范 地 进行 。 

五 、 中 国保 护 区 生态 旅游 的 主要 路 线 

世界 保护 联盟 为 了 促进 生态 旅游 事业 的 发 展 ， 专 门 建立 了 一 
项 保护 区 生态 旅游 研究 计划 ， 鼓 励 各 国 确定 若干 生态 旅游 路 线 ， 
以 利 交 流 。 中 国 自 然 条 件 多 种 多 样 ， 有 许多 独特 的 区 域 ， 而 且 保 
护 区 网 也 已 初步 形成 ， 可 选择 若干 具有 独特 景色 ， 交 通 比较 方便 
的 保护 区 参与 这 项 活动 ， 下 列 各 条 路 线 是 令 人 感 兴趣 的 。 

1. 北京 一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保 护 区 或 芜 塘 保护 区 
有 世界 屋 冰 之 称 的 青藏 高 原 被 认为 是 世界 第 三 极 ， 是 人 们 向 

往 的 地 方 ， 可 以 珠 峰 保护 区 为 基点 ， 沿 拉萨 、 日 喀 则 、 芸 拉 木 、 

标 木 一 线 进 行 观光 ， 不 但 可 以 看 到 各 种 高 寒 植被 的 景色 ， 而 且 还 
可 在 一 个 不 大 的 范围 内 ， 领 略 热带 北 缘 山 地 垂直 带 各 类 森林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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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风光 ，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乃 至 北半球 自然 植被 的 一 个 缩影 ， 十 分 引 

人 人 入 胜 〈 图 47) 。 如 果 能 适应 高 海拔 严酷 环境 的 话 ， 去 一 趟 海拔 

在 4 000 米 以 上 的 羌 塘 高 原 ， 那 里 见 到 成 群 的 野 驴 和 藏 羚羊 的 活 

动 ， 将 会 使 你 美不胜收 ， 可 与 非洲 许多 国家 公园 中 天 然 动物 园 相 

nese 

图 4-7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保 护 区 

宏伟 的 森林 景观 

2. 北京 一 新 疆 阿 尔 金 山 保 护 区 或 哈 纳 斯 保护 区 
以 乌鲁木齐 和 吐 鲁 藩 为 先导 ， 领 略 了 各 种 荒漠 植被 和 山地 植 

被 带 与 天 池 的 风光 之 后 ， 再 去 阿尔 金山 保护 区 或 哈 纳 斯 保护 区 5 
前 者 可 欣赏 高 寒 荒 漠 、 高 寒 草 原 和 高 寒 草 甸 及 生活 其 中 的 野生 动 
物 ， 情 况 与 西藏 芜 塘 保护 区 有 许多 相似 之 处 ， 有 发 展 直 升 飞机 观 
光 的 前 景 。 后 者 可 看 到 中 国 惟一 的 由 西伯 利 亚 生 物 区 系 构成 各 种 
森林 和 草原 生态 系统 雄伟 的 景象 。 哈 纳 斯 湖 衬托 在 这 些 原生 性 极 
强 的 生态 系统 中 ， 真 是 美丽 如 画 ， 令 人 留恋 忘 返 ， 甚 景色 与 著名 
的 四 川 九 寒 沟 保护 区 相 比 ， 难 分 高 低 (图 4-8 ~ 图 4-10)。 如 果 对 
塔克拉玛干 沙漠 感 兴趣 ， 可 专程 前 往 ， 其 景色 也 是 十 分 独特 而 吸 | 
加 六 的 只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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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新疆 里 康 天 池 周 围 广 泛 分 布 的 雪 岭 
云 杉 (Picea schrenkiana) 林 

图 4.9， 新 疆 布 里 津 哈 纳 斯 保护 区 广泛 分 布 
的 西伯 利 亚 云 杉 (Picea obovata) 林 
和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林 

3. 北京 一 青海 可 可 西里 保护 区 

可 可 西里 地 处 青藏 高 原 腹 地 ， 是 寺 塘 高 原 内 流 湖区 和 长 江河 
源 水 流 交 汇 地 区 ， 湖 泊 众 多 ， 湖 水 有 和 白 、 蓝 、 绿 、 欧 青 等 色 ， 由 

近 而 远 ， 湖 色 由 浅 而 深 ， 形 成 一 条 条 色 带 ， 与 羌 塘 保护 区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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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新疆 布 里 津 附近 额 尔 齐 斯 河岸 的 胡杨 
(Populus euphratica) 林 和 银白 杨 (Populus 

alba) 林 | 

野生 动物 成 群 出 没 ， 十 分 吸引 人 ， 也 有 发 展 直 升 飞 机 观光 的 潜 

力 ， 但 防止 破坏 乃 是 当务之急 。 

4. 北京 一 吉林 长 白山 保护 区 
长 白山 保护 区 是 我 国 温 带 区 域 森林 保护 较 好 的 地 方 ， 可 以 看 

到 温带 山地 比较 完整 的 植被 垂直 分 带 情况 。 值 得 指出 的 是 ， 高 山 ， 

冻 原 或 许 在 中 国 仅 分 布 在 这 里 ， 文 献 中 记载 哈 纳 斯 保护 区 阿尔 泰 ” 
山地 有 分 布 ， 好 像 不 易 见 到 。 山 顶 上 的 天 池 、 瀑 布 和 温泉 的 沐 、 
浴 ， 平 地 上 的 大 片 的 森林 、 草 甸 、 沼 泽 景色 迷人 。 许 多 地 方 可 观 一 
察 到 各 种 鸟 兽 的 活动 及 聆听 其 呼叫 的 声音 ， 是 一 种 独特 的 享 上 

[170 有 ”后 

5. 北京 一 内 蒙古 呼伦贝尔 达 责 湖 保 护 区 
烟波 浩渺 的 达 责 湖 ， 像 一 颗 明 珠 镶嵌 在 呼伦贝尔 草原 上 ， 叭 

海拉尔 向 西 或 满洲 里 向 南 ， 沿 着 辽阔 的 草原 一 直 奔 向 湖畔 ， 漫 无 
边际 的 湖面 ， 像 置身 于 大 海 之 滨 ， 吃 着 丰 肴 的 鱼 刘 ， 怎 么 也 不 究 
想到 依 假 在 草原 上 。 达 责 湖 滨 的 砾 崖 阶地 、 石 山崖 壁 ， 鸟 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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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WRB, ZK RK. HW, PGA, WY 
浴 、 骑 马 、 射 箭 等 ， 游 游 生活 十 分 丰富 多 彩 …” (图 4-11， 图 4- 
12) 如 有 时 间 不 妨 去 额 尔 古 纳 市 ， 那 里 的 森林 、 草 原 和 湿地 都 十 
DRSA (AA 4-13 ~ A 4-16). 

图 4-11 内 蒙古 呼伦贝尔 达 责 湖 

保护 区 辽阔 的 草原 

图 4-12 ”内 蒙古 海拉尔 附近 砂 地 樟 子 松 
( 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lica) Fi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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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内 蒙古 额 尔 古 纳 大 兴安 岭 边缘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的 兴安 落叶 松 (Larix gmelinii) 

PK. AREAL RB 

Al4-14 ”内 蒙古 额 尔 古 纳 白 鹿 岛 附近 广泛 

分 布 的 樟 子 松 ( 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 

jica) 林 、 兴 安 落 叶 松 (Larix gmelinii)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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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内 蒙古 额 尔 古 纳 根 河流 域 湿地 

RP KS Ht 

图 4-16 ”内 蒙古 额 尔 古 纳 根 河流 域 湿地 保护 

广泛 分 布 的 柴 桦 (Betula fruticosa) 灌木 沼泽 

6. 北京 一 内 蒙古 锡林郭勒 保护 区 
锡林郭勒 保护 区 是 我 国 典型 草原 保护 较 好 的 区 域 ， 从 北京 经 

赤峰 ， 沿 区 什 克 腾 旗 向 北 ， 辽 阔 的 草原 ， 雄 伟 的 山地 森林 ， 订 和 白 
群 和 冰 石 林 ， 独 特 的 沙 地 玻 林 ， 内 蒙古 第 二 大 湖 一 一 达 里 诺尔 
湖 ， 以 及 许多 文化 古迹 ， 在 蓝天 白云 球 底 下 ， 隐 约 可 见 的 蒙古 包 
和 羊 群 马匹 的 奔跑 和 观 食 ， 景 色 迷 人 ， 身 临 其 境 ， 胸 怀 感 到 十 分 
开 益 ， 这 样 的 区 域 为 热带 区 域 的 中 、 小 学 生 设置 实习 观光 ， 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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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 一 四 川 卧龙 和 九寨 沟 保 护 区 
卧龙 和 九寨 沟 保 护 区 位 于 川西 高 山峡 谷地 区 ， 是 大 熊猫 比较 

集中 分 布 的 区 域 ， 离 成 都 150 ~300 千 米 。 卧 龙 保 护 区 在 水 平 距离 

KY 50 千 米 范围 内 ， 海 拔高 差 达 5 000 米 ， 最 高 峰 达 6 250 米 。 

这 里 ， 保 存 着 东亚 特有 的 典型 湿润 亚热带 山地 植被 垂直 带 的 各 种 ， 

景观 ， 是 发 展 生态 旅游 最 好 的 区 域 0 。 九 寨 沟 保护 区 山水 林 景 

色 的 优美 更 是 名 扬 天 下 ， 难 怪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的 调查 人 员 看 到 这 

处 景色 之 后 ， 毫 不 犹 殉 地 表示 ， 这 是 世界 自然 遗产 地 当之无愧 的 

区 域 ， 它 是 当前 具有 国际 保护 称号 最 多 的 一 个 保护 区 。 

8. 北京 一 湖北 神农 架 保护 区 
神农 架 保护 区 是 华中 地 区 森林 保护 较 好 的 区 域 ， 大 神农 架 是 
华中 第 一 高 峰 ,， 海 泼 3 105.4 米 。 这 里 可 以 看 到 东亚 特有 的 中 国 
华中 湿润 亚热带 山地 植被 垂直 分 布 的 各 种 森林 类 型 和 许多 中 国 古 
老 而 特有 的 珍稀 物种 ， 其 中 金丝猴 其 为 喜人 喜欢 ， 丰 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绚 丽 的 自然 风光 吸引 着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科学 工作 者 和 自然 爱 

好 者 ， 不 失 为 生态 旅游 胜地 (图 4-17) 。 

图 4-17 湖北 神农 架 保 护 区 广泛 分 布 的 

巴山 冷杉 (Abies farge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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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 一 陕西 太白 山 保 护 区 
西安 是 我 国 历史 文化 遗产 最 为 丰富 的 区 域 ， 在 观光 了 这 些 文 

化 古迹 之 后 ， 前 住 秦 岭 主峰 太 昌 山 ， 海 拔 3 676m, BIRAA LA 
景 名 胜 区 和 保护 区 ， 观 光 暖 温带 山地 植被 垂直 分 布 和 冰川 遗迹 ， 
MiEFA— EMA (图 4-18 ) 。 系 岭 是 中 国 中 部 一 条 横贯 东西 的 巨 
型 山脉 ,是 南方 和 北方 自然 地 理 条 件 的 天 然 分 界线 。 许 许多 多 的 
自然 景象 都 会 引起 您 的 关注 。 邻 近 的 华山 风景 区 也 是 一 个 十 分 吸 
引 人 的 好 去 处 177) 

图 4-18 ”陕西 太 日 山 保 护 区 密 成 的 

落叶 栎 林 

10. 北京 一 贵州 苏 波 茂 兰 保护 区 

荔 波 度 兰 保护 区 是 我 国 湿润 亚热带 石灰 岩山 地 森林 保护 较 好 
的 区 域 ， 悬 崖 峭壁 和 裸露 的 岩石 所 构成 的 山峰 ， 全 被 高 大 而 茂密 
的 林木 所 履 盖 ， 其 中 生物 之 间 及 其 与 环境 之 间 复 杂 的 相互 关系 ， 
有 许多 还 未 被 人 们 所 了 了解。 岩溶 地 瑶 秀 丽 的 风光 ， 山 、 水 、 河 、 
湖 、 地 下 河 、 瀑 布 、 急 流 险 浴 、 林 、 田 、 路 、 洞 等 巧妙 的 镰 符 ， 
身 临 其 境 ， 令 人 心旷神怡 ; 大 、 小 七 孔 景 区 已 逐渐 被 人 们 所 了 解 
和 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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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 一 湖南 八大 公 山 保护 区 和 武陵 园 保护 区 
八大 公 山 保护 区 是 我 国 湿润 亚热带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华中 植物 区 

系 保存 较 好 的 区 域 ， 丰 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十 分 吸引 人 人 ， 特 别 是 邻近 

的 武陵 园 保护 区 ,包括 张家界 森林 公园 ，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国内 外 知 

名 的 旅游 区 。 它 以 其 雄伟 、 奇 特 和 秀丽 的 群 峰 ， 即 所 谓 索 溪 地 瑶 

而 闻名 于 世 ， 加 上 茂密 的 森林 ， 清 澈 的 河水 和 多 种 多 样 的 民族 风 

情 ， 可 开展 研究 、 登 山 、 漂 流 、 习 武 和 绘画 等 多 种 活动 ， 十 分 吸 | 
AU, 

12. 北京 一 浙江 百 山 祖 、 凤 阳 山 保护 区 和 南 魔 列岛 保护 区 

杭州 西湖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旅游 区 域 。 在 杭州 作 短期 观光 后 〈 图 

4-19), ， 如 果 热 心 生 态 旅游 的 人 们 ， 不 妨 南下 百 山 祖 、 凤 阳 山 保护 
区 去 欣赏 一 下 浙 闻 山地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和 热心 维护 植物 生存 的 人 们 
挠 救世 界 最 受 严重 的 威胁 的 极 危 种 一 WHOS 
南 谭 列 岛 保护 区 位 于 平阳 县 东海 海域 ， 南 北 贝 、 营 类 汇集 于 此 ， 
种 类 繁多 ,水 产 丰富 ， 蓝 色 的 海水 、 岛 同 、 沙 滩 、 岩 岸 景色 优 ， 
美 ， 置 身 其 间 ， 精 神 振奋 ， 令 人 留恋 不 已 0@] 。 

2 

图 4-19 浙江 临安 天 目 山 保 护 区 残存 的 天 目 铁 木 
( Ostrya rehderi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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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就 地 保护 

13. 北京 一 福建 武 正 山 保护 区 

武夷 山 保 护 区 包括 武夷 山 风 景 名胜 区 ， 是 华东 地 区 秋 林 保护 
较 好 ， 生 物 多 样 性 丰富 而 独特 的 区 域 ， 山 水 风景 优美 ， 吸 引 了 国 
内 外 不 少 人 士 前 往 观 光 和 研究 ” 。 邻 近 的 三 明 市 是 一 个 生态 旅 
游 胜 地 ， 景 点 很 多 ，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文化 多 样 性 十 分 丰富 。 大 时 间 

xs ci ee pa CA oR ¥ SR, 4. 
gf 这 > 2 

过 OTE 5 ge 
¥ NG Ps Ss 

“水 ‘ = ee 

rd a £x 
Sy 

N 23 ¢ 

* 
% 

图 4-20 fa = AABN IAS CPS PR Ke RS 

( Castanopsis kawakami) 林 

图 4-21 fa OKE AR TE AL PR PK RS 

( Castanopsis carlesii) #sH A ( Castanopsis ey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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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图 4-22 ”福建 沙县 附近 常 绿 阔 叶 林 下 天 然 分 布 的 

四 川 苏铁 〈Cycas szechuanensis ) 

14. 北京 一 广西 兴安 猫 儿 山 保护 区 、 REARS BAe 
NF RAF ER 

“桂林 山水 甲 天 下 ， 阳 朔 山 水 甲 桂 林 ”， 这 是 我 国 湿润 亚热带 
石灰 岩山 地 美丽 的 风光 ， 吸 引 着 千 百 万 国内 外 的 游人 。 但 是 离 桂 
林 不 过 100 千 米 左右 的 兴安 猫 儿 山 和 龙 胜 花 坪 保 护 区 ， 前 者 是 广 
西 第 一 高 峰 ， 后 者 为 银 杉 首先 发 现 的 地 方 ， 那 里 的 砂岩 山地 戊 密 
的 疝 绿 阔 叶 林 和 山地 常 绿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却 是 另 一 番 景 色 〈 图 4- 
23); 观光 这 些 山地 之 后 ， 沿 着 兴安 、 灵 川 返回 桂林 途中 可 看 到 
秦 始 星 时 代 三 大 建筑 之 一 的 灵 渠 和 延绵 不 断 古 老 的 银杏 树 群 ， 说 
明 我 国人 民 对 水 利 工程 的 修建 和 珍稀 濒危 物种 的 保护 与 持续 利用 
成 功 结合 的 一 个 实例 ， 很 有 观光 、 欣 赏 和 研究 价值 … 。 往 南 
至 龙 州 弄 岗 保护 区 观光 北 热带 石灰 岩 季 节 性 雨林 景观 ， 岩 溶 地 竹 
非常 宏伟 ; 治 宁 明 县 明江 两 岸 的 风光 与 桂林 漓江 两 岸 的 景色 相 比 
有 过 之 无 不 及 ， 特 别 是 悬崖 陡 壁 上 茂密 的 森林 ， 林 中 大 树 板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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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就 地 保护 

es . # 

图 4-23 J PE Hh FLIP KA RERG ( Castanopsis 

lamontii) FAlZE"T AKA] ( Fagus lucida) 为 主 的 山地 常 绿 

FET RE] EY PRE CK 

ZEEE, BRIM, Ace H Rare, TT i Al ha Ha 
科 植 物 和 可 怕 的 绞 杀 植物 汇集 在 一 起 时 ， 一 幅 热带 森林 的 景色 ， 
令 人 眼花 绑 乱 。 喜 人 喜欢 的 白头 叶 猴 是 这 里 所 特有 ， 石 壁 上 的 壁 
国 更 是 令 人 好 奇 〈 图 4-24， 图 4-25 ) 。 沿 着 龙 州 、 大 新 、 隆 安 还 
有 许多 石灰 岩山 地 保护 区 ， 各 有 特色 ， 一 直到 武 鸣 大 明山 保护 区 
出 现 一 派 南亚 热带 砂 页 岩山 地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景色 达到 高 潮 ， 南 北 
景色 的 差异 ， 石 灰 岩 和 砂 页 岩 物 种 的 对 比 ， 确 是 有 趣 的 生态 旅游 
观光 185， 186 | 3 

1S. 北京 一 广东 深圳 福田 和 内 伶 体 保护 区 

深 圳 是 闭 名 的 新 兴 开 放 的 商业 城市 ， 随 着 各 种 文化 娱乐 的 建 
届 ， 旅 游 事业 蒸蒸日上 。 如 果 把 珠江 口 南海 海岸 红 树林 和 海域 岛 
上 美 丽 的 风光 以 及 珠海 特区 的 旅游 景点 联系 起 来 ， 就 更 加 丰富 多 
彩 了 ” 。 这 对 途经 香港 和 澳门 来 回 的 国际 旅游 者 来 说 ， 在 此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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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你 护 

图 4-24 “广西 大 新 砚 龙 附近 石灰 岩 季 节 性 雨林 

和 德 天 瀑布 宏伟 的 景观 

图 4-25 ”广西 崇 左 白头 叶 猴 保护 区 石灰 岩山 地 山 

海带 (Pieomele cambodiana) 灌 从 的 外 瑶 

留 几 天 ， 既 方便 ， 也 有 特殊 的 风味 。 

16. 北京 一 海南 各 个 保护 区 
海南 是 中 国 仅 有 的 少数 几 个 热带 区 域 之 一 ， 旅 游 业 逐 渐 被 雇 



第 四 章 中国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就 地 保护 

为 是 它 发 展 的 重要 产业 ， 有 足够 的 保护 区 可 供 观 光 旅 游 。 当 前 ， 

海南 保护 区 的 网 络 已 经 形成 ， 经 营 管理 好 保护 区 ， 保 护 好 热带 森 

林 ， 大 力 开 展 生 态 旅 游 ， 已 成 为 发 展 海南 经 济 的 一 个 重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东 海岸 琼 山 东 寨 港 、 文 昌 清 澜 港 与 钢 豆 岭 、 万 宁 青 皮 林 、 

陵 水 南 湾 、 三 亚 亚龙湾 和 珊瑚 礁 、 中 南部 山地 陵 水 帅 罗 山 、 乐 东 

尖峰 岭 、 昌 江 坝 王 崔 和 琼 中 五 指 山 、 西 海岸 东方 大 田 海 南 坡 鹿 等 

保护 区 具有 较 重 要 的 作用 (图 4-26 ~ 图 4-28) 。 那 里 是 红 树林 、 

热带 森林 、 稀 树 草原 、 海 岸 沙 滩 、 上 崖 岸 和 海底 奇观 等 景色 十 分 吸 

引 人 ， 有 许多 观光 内 容 和 研究 思考 的 问题 ” 。 

4-26 海南 昌江 坝 王 岭 保 护 区 以 青梅 (Totzca astrotricha) 、 

墅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var. euspontanea) 和 白茶 

(Coelodepas hainanensis) 为 主 的 季节 性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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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图 4-27 ”海南 万 宁 附 近海 滨 青梅 林 保 护 区 

密 茂 的 青梅 林 防 护林 带 

a 

¢ 
¥ | 

图 4-28 海南 琼 山 东 寨 港 红 树林 保护 区 
以 红 树 (Rhizophora appiculata) 和 

( Bruguiera sexangula) 为 主 的 高 大 的 红 树林 a “> 

al Wie mJ 17. 北京 一 云南 西双版纳 和 高 丽 贡 山 保 护 区 
迄今 西双版纳 仍 是 我 国 热带 森林 分 布 面积 最 大 的 区 域 ， 是 

我 国 野 象 仅 有 的 活动 区 域 ， 热 带 森 林 的 各 种 特色 和 风光 在 这 里 二 
以 尽 收 眼底 ， 早 已 成 为 国内 外 知名 的 旅游 区 域 ， 动 腊 、 动 骨 、 动 
养 、 曼 搞 和 版 纳 河 5 个 保护 站 各 有 千秋 ; 动 养 野 象 谷 和 动 腊 望 天 
树林 的 空中 走廊 都 是 十 分 吸引 人 的 〈 图 4-29) 。 高 黎贡山 以 其 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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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就 地 保护 

特 的 生态 环境 ， 丰 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壮 丽 的 奇特 而 完整 的 植物 垂 
直 分 布 而 闻名 ， 早 为 中 外 学 者 所 回 往 ， 它 被 党 为 “许多 现存 哺乳 
动物 分 化 的 中 心 之 一 、“ 世 界 稚 前 类 的 乐园 ”、“ 南 北 动物 的 走 
廊 ” 和 “第 四 纪 、 冰 川 活动 时 期 原生 动物 的 避难 所 ”等 这 些 称 
号 ， 足 可 证 是 它 的 生态 旅游 的 价值 。 此 外 ， 大 理 、 丽 江 一 带 还 有 
许多 保护 区 、 风 景 各 胜 和 文化 遗产 ， 值 得 安排 较 充 足 的 时 间 进 行 
观光 游览 吕 9?,.2 -52 。 

> ¥ 

meh] 

We 

: SSS eed < ae . See SS 淹 4 B. ol Se os 2 
ve ae Ry 时 4 

图 4-29 ”云南 西双版纳 保护 区 动 腊 

蚌 附 近 高 大 而 繁茂 的 望 天 树 〈Sjo- 
rea wangtiensuea)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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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对 策 和 建议 

一 、 制 定 生 物 多样 性 保护 法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进程 中 的 具有 划时代 
意义 的 文件 。 自 1992 年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通过 该 公约 以 后 ,， 
有 关 的 国际 组 织 和 各 国政 府 积极 行动 ， 认 真 履 行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通 过 制订 生物 多 样 性 国情 报告 、 国 家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 
等 一 系列 活动 ， 大 大 促进 了 全 球 性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行动 。 

中 国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的 少数 几 个 国家 之 一 ， 在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具有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中 国政 府 相当 重视 生物 多 样 “ 
性 保护 工作 ， 在 1992 年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上 签署 了 该 《公约 》, 并 
很 快 得 到 了 中 国政 府 的 批准 。 继 而 在 国务 院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之 下 
成 立 了 履约 协调 组 ， 并 开展 了 包括 制订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国情 报 
告 ” 和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行动 计划 》 等 在 内 的 一 系列 履约 行动 。 
根据 《公约 》 要 求 ， 要 制定 国家 生物 多 样 性 战略 ， 缔 约 国 履 行 公 
约 义务 的 核心 内 容 。 国 家 生物 多 样 性 战略 是 确定 优先 项 目的 有 效 
依据 ， 所 以 ， 首 先 要 确定 行动 范围 ， 然 后 ， 根 据 国 力 、 财 力 、 大 
员 、 技 术 和 有 关 政 策 等 来 制定 具体 的 项 目 和 计划 ， 一 步 一 步 地 去 
实施 。 |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履约 已 经 11 年 了 ， 但 至 今 还 没 健全 的 潜 
律 ， 为 此 ， 有 关 部 门 应 组 织 力量 ， 制 定 “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搞 j 
法 ”， 因 为 有 许多 行动 无 疑 需要 依靠 法 律 来 控制 ， 如 控制 渔业 捕 
捞 或 林业 中 的 林木 砍伐 量 ， 限 制 野 生 植物 的 采集 和 野生 动物 的 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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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 建 立 和 维持 保护 区 以 及 争取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 企 业 家 
和 社会 各 界 人 士 的 积极 参与 等 都 需要 有 法 律 来 保障 和 执行 。 

由 于 国家 生物 多 样 性 战略 必须 涉及 所 有 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可 持续 利用 其 组 成 部 分 的 部 门 ， 所 以 必要 时 它 也 应 确认 现行 的 
有 关 法 律 和 需要 法 律 的 领域 。 

二 、 制 定 自 然 保 护 区 法 

自然 保护 区 作为 自然 保护 的 一 种 特殊 而 重要 形式 ， 作 为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最 主要 方法 ， 有 其 特殊 的 意义 ， 在 保护 具有 特殊 
科学 文化 价值 的 自然 资源 中 起 着 其 他 自然 保护 形式 所 起 不 到 的 重 
要 作用 。 它 对 物种 基因 库 的 保存 ， 社 会 经 济 的 繁 宁 和 人 类 生存 与 
发 展 以 及 对 科学 技术 、 生 产 建 设 、 文 化 教育 、 卫 生 保 健 、 目 然 保 

护 等 事业 的 发 展 都 具有 不 可 估量 的 积极 意义 。 尤 其 是 在 自然 环境 
和 目 然 资 源 承 受 的 人 类 活动 的 压力 日 益 加 重 的 今天 ， 目 然 保护 区 

的 价值 显得 更 为 珍贵 ， 在 西部 大 开发 的 当今 形势 ， 加 快 建设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和 法 律 显得 尤为 迫切 。 

WARM 1956 年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算 起 ， 我 国 开展 现代 意义 的 

目 然 保 护 区 工作 已 有 49 年 历史 了 ， 到 2004 年 底 ， 保 护 区 已 达到 
国土 总 面积 的 14. 8% ， 已 超过 发 达 国 家 12% 的 平均 水 平 ， 居 世界 

前 列 ， 基 本 形成 了 布局 合理 、 类 型 齐全 、 结 构 平衡 、 履 盖 全 国 的 
自然 保护 区 网 络 。 这 是 国家 国土 资源 的 精华 所 在 ， 国 家 质量 最 高 
的 自然 环境 ， 最 好 的 自然 景观 、 地 质 遗 迹 ， 最 丰富 的 野生 生物 资 
源 ， 最 关键 的 生态 平衡 要 素 ， 最 大 多 数 野生 动 植物 种 (80%) 及 
其 栖息 地 等 ， 都 在 自然 保护 区 中 。 建 设 和 管理 好 这 些 自然 保护 
区 ， 和 是 涉及 国家 生态 安全 、 索 襟 富强 和 子孙 后 代 发 展 潜力 的 大 

事 ， 是 历史 赋予 我 们 光荣 而 艰巨 的 任务 ， 需 要 强大 的 法 律 武器 给 
PHA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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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明确 自然 保护 区 的 地 位 ， 规 范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与 管 

理 ， 世 界 各 国 普 遍 和 颁布 了 有 关 法 律 、 法 规 和 相关 规范 。 如 灿 国 

1949 年 的 《国家 公园 与 乡土 利用 法 》，1981 年 的 《野生 生物 与 森 
林 法 》; 美国 1916 年 的 《国家 公园 署 组 织 法 》，1996 年 的 《国家 
野生 生物 避难 所 体系 管理 法 》，1964 年 的 《荒野 法 》，1972 年 的 
《海洋 保护 研究 和 避难 所 法 》 等 法 律 ; 日 本 1931 年 的 《国立 公园 
法 》，1957 年 的 《自然 公园 法 》，1972 年 的 《自然 环境 保全 法 》 
等 ; 新 西 兰 1971 年 的 《保护 区 法 》 等 法 律 ; 澳大利亚 1975 年 的 
《国家 公园 与 野生 生物 保护 法 》，1980 年 的 《 鲸 保 护法 》，1983 年 
的 《世界 遗产 财产 保护 法 》 和 1992 年 的 《濒危 物种 保护 法 》 等 ; 
加 拿 大 1930 年 的 《国家 公园 法 》，1973 年 的 《加 拿 大 野生 生物 
法 》 等 ;印度 1972 年 的 《野生 生物 法 》; 韩国 1991 年 的 《自然 
环境 保护 法 》《 自 然 公 园 法 》《 鸟 兽 与 禁 猜 区 法 》《 湿 地 保护 法 》 
《无 人 居住 岛屿 生态 系统 保护 法 》 等 ; 俄罗斯 1995 年 的 《俄罗斯 

联邦 自然 保护 区 法 》 等 法 律 。 
通过 以 上 9 个 国家 自然 保护 区 立法 情况 进行 比较 ， 到 目前 为 

止 ， 我 国 还 没有 健全 的 自然 保护 区 法 。1985 年 6 月 21 目 经 国务 
院 批准 ，1985 年 7 月 6 日 林业 部 公布 施行 了 《森林 和 野生 动物 类 
型 目 然 保护 区 管理 办 法 》，1994 年 10 月 9 日 国务 院 令 第 67 号 发 

布 了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条 例 》。 上 述 两 个 有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法 律 ， 前 者 仅 针对 森林 和 野生 动物 类 型 的 保护 区 ， 后 者 虽 针 
对 全 国 目 然 保护 区 ， 但 不 够 细致 、 具 体 ， 原 则 性 太 强 ， 权 威 性 不 

高 ， 有 些 条 文 已 不 适应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 随 着 形势 的 发 展 ， 管 理 
要求 的 提高 以 及 解决 实际 存在 问题 的 迫切 需要 ; 同时 ， 我 国 应 与 
国际 上 接轨 ， 以 法 治理 自然 保护 区 ， 囊 需 尽快 制订 一 部 较为 完善 
并 适当 应 当前 自然 保护 区 现状 的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自 然 保护 区 
法 》， 才 能 使 我 国 自然 保护 区 走向 科学 管理 和 法 制 管理 的 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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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建 立国 家 保护 区 分 类 系统 

我 国 于 1993 年 发 布 的 《自然 保护 区 类 型 与 级 别 划分 原则 》 
国家 标准 ， 是 根据 自然 保护 区 保护 对 象 的 生态 学 、 生 物 学 属性 进 

行 分 类 ， 将 自然 保护 区 分 为 3 个 类 别 、9 个 类 型 ， 即 

1. 自然 生态 系统 类 
包括 森林 生态 系统 类 型 、 草 原 与 草 旬 生 态 系统 类 型 、 莽 省 生 

态 系统 类 型 、 内 陆 湿地 和 水 域 生 态 系统 类 型 、 海 洋 和 海岸 生态 系 

统 类 型 。 

2. 野生 生物 类 

包括 野生 动物 类 型 和 野生 植物 类 型 。 

3. 自然 遗迹 类 
包括 地 质 遗 迹 类 型 和 古生物 遗迹 类 型 。 
以 上 分 类 只 具有 统计 学 意义 ， 同 保护 功能 及 管理 目标 脱节 。 

实际 上 ， 我 国 众 多 目 然 保 护 区 之 间 的 差异 很 大 ， 一 个 大 的 保护 区 

内 部 不 同 区 域 也 有 较 大 差异 ， 有 的 是 国家 公园 类 型 ， 有 的 是 目 然 
遗迹 类 型 ， 有 的 是 栖 县 地 /物种 管理 类 型 ， 有 的 是 资源 管理 类 型 ， 
都 按 单 一 科研 类 型 来 对 待 是 不 全 面 的 。 保 护 区 要 从 建立 的 多 样 性 
目标 及 其 实际 ， 按 其 具有 的 功能 出 发 ， 在 分 类 管理 上 进行 改革 完 
善 ， 变 自然 系统 要 素 〈 如 森林 生态 系统 、 野 生动 物 类 型 等 ) 分 类 
为 功能 目标 分 类 〈 严 格 的 保护 区 、 国 家 公园 、 资 源 管 理 保 护 区 

等 ) 体系 ， 实 现 与 国际 上 接轨 ， 与 IUCN 自然 保护 区 分 类 体系 相 
对 应 。 主 管 部 门 应 组 织 全 国有 关 科 研 、 教 学 、 法 律 和 保护 区 管理 

单位 共同 商讨 和 研究 ， 尽 快 制定 符合 中 国 国 情 的 自然 保护 区 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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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 

四 、 保 护 区 分 类 和 分 级 的 动态 管理 

在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条 例 》 (以 下 简称 条 例 ) 第 

三 章 自 然 保 护 区 管理 第 十 九条 规定 : “全 国 上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的 技 

术 规 范 和 标准 ， 由 国务 院 环 境 保护 行政 主管 部 门 组 织 国务 院 有 关 

自然 保护 区 行政 主管 部 门 制 定 。” 至 今 为 止 ， 全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技术 规范 和 标准 仍 在 制定 过 程 中 。 至 于 自然 保护 区 如 何 进 行动 

态 管理 , 《条 例 》 中 未 涉及 此 类 问题 。 

根据 《条 例 》 第 二 十 一 条 规定 : 我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分 为 两 级 : 

即 国家 级 和 地 方 级 自然 保护 区 。 根 据 《 国 务 院 办 公 打 转发 国家 环 

保 局 关于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申报 审批 意见 报告 的 通知 》， 国 家 环 

境 保护 总 局 于 1999 年 公布 了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评审 委员 会 组 

织 和 工作 规定 》 和 2001 年 修订 了 《建立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申报 

书 》 等 文件 ， 均 未 涉及 保护 区 的 动态 管理 问题 。 这 里 提出 的 保护 

区 的 动态 管理 主要 是 指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的 动态 管理 。 在 1992 
年 以 前 ， 我 国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仅 有 56 处 ，1992 年 增加 到 72 
处 ，1994 年 发 展 到 85 处 ，1997 年 已 发 展 到 124 Ab, 2001 年 底 我 

国 已 建立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171 处 ， 到 2004 年 ， 达 226 处 。 可 

见 ， 国 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速度 是 很 快 的 ， 但 是 管理 水 平 差 别 很 

大 ， 有 的 保护 区 被 地 方 乔 食 ， 有 的 被 地 方 改 变性 质 ， 将 保护 区 改 

为 或 开发 为 风景 旅游 区 ， 有 的 由 于 缺乏 资金 和 管理 人 才 ， 自 晋升 和 
为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之 后 ， 未 开展 什么 工作 ， 也 不 具备 国家 级 自 王 | 
然 保 护 区 的 水 平 。 因 此 ， 主 管 行政 部 门 应 制定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检查 标准 和 监督 机 制 ， 建 立 保护 区 有 效 管理 评估 制度 ， 实 施 分 类 
分 级 动态 管理 ” 。 保 护 区 大 量 建立 之 后 ， 关 键 问题 是 有 效 管理 ， 
有 效 管 理 在 20 世纪 70 年 代 就 已 正式 提出 ， 现 在 一 些 自然 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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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 管理 粗放 ， 建 立 保护 区 有 效 管理 评 佑 制度 ， 对 各 个 保护 区 进 
行 定期 的 检查 和 评估 ， 根 据 其 管理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 采 取 改 变 类 型 
和 级 别 升降 的 措施 。 建 立 有 效 管 理 典型 示范 区 ， 引 入 竞争 机 制 ， 
推动 各 个 保护 区 不 断 向 前 发 展 ， 对 有 示范 作用 的 保护 区 ， 给 予 奖 
励 和 表彰 。 

五 、 实 施 生 态 补 侍 制 度 

1. 国外 生态 效益 补偿 政策 
国外 对 生态 公益 林 的 补偿 已 制度 化 、 法 律 化 。 如 德国 黑 条 州 

《森林 法 》 规 定 ， 如 林 主 的 森林 被 宣布 为 防护 林 、 禁 伐 林 或 游 列 林 ， 

或 者 在 土地 保养 和 自然 保护 区 范围 内 ， 颁 布 了 有 利于 公众 的 经 营 规 

定 或 限制 性 措施 ， 因 而 对 林 主 经 营 其 林地 产生 不 利 ， 则 林 主 有 权 要 

求 赔偿 。 瑞 典 《 森 林 法 》 也 规定 ， 如 果 某 块 林地 被 宣布 为 自然 保护 

区 ， 那 么 该 地 所 有 者 的 经 济 损失 将 由 国家 给 予 充 分 补偿 。 

在 具体 措施 上 ， 日 本 为 了 解决 缺 水 问题 ， 充 分 发 挥 森林 涵养 

水 源 作 用 ， 建 立 了 水 源 林 基金 ， 河 川 下 游 的 受益 部 门 ， 采 取 联 合 

集资 方式 补贴 上 游 的 林业 ， 用 于 河川 上 游 的 水 源 涵 养 林 建设 。 日 

本 对 水 的 使 用 者 收费 补偿 河流 上 游 的 林 主 这 种 形式 已 经 成 功 运作 

了 100 多 年 。 法 国 、 英 国 、 美 国 等 国家 均 有 类 似 的 补偿 措施 。 

实践 证 明 ， 上 述 补偿 制度 为 生态 公益 林 和 保护 区 的 建设 提供 

了 资金 来 源 ， 提 高 了 林农 培育 森林 的 积极 性 ; 生态 公益 森 和 保护 

区 的 发 展 ， 对 于 生态 环境 的 改善 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至 关 重 要 ， 并 

取得 了 显著 的 效果 ， 其 做 法 值得 借鉴 。 

2. 我 国生 态 效益 补偿 政策 进展 

从 1986 年 以 来 ， 有 关 和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方面 的 文件 ， 政 策 
相继 出 台 。1992 年 ， 国 务 院 批准 国家 体 改 委 《 关 于 一 九 九 二 年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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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制 度 改革 要 点 的 通知 》 明确 提出 : “要 建立 林 价 制度 和 和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制 度 ， 实 行 森林 资源 有 偿 使 用 。”1992 年 ， 中 共 中 央 

IAT 国务 院 办 公 厅 转发 外 交 部 、 国 家 环保 局 《关于 出 席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的 情况 及 有 关 对 策 的 报告 》 中 提出 , “按照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的 原则 ， 要 逐步 开征 资源 利用 补偿 费 ， 并 开展 对 环境 

税 的 研究 。”1993 年 ， 国 务 院 《关于 进一步 加 强 造林 绿化 的 通 

知 》 指 出 : “要 改革 造林 绿化 资金 投入 机 制 ， 逐 步 实行 征收 和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制度 。”1994 年 3 月 国务 院 第 16 次 常会 议 讨论 通 过 

的 《中 国 21 eA, PRES REAR) HP, te Bt 

林 生 态 效 益 补偿 使 用 制度 ; 实行 森林 资源 开发 补偿 收费 。1996 年 

1 月 21 日 中 共 中 央 国务 院 《 关 于 “ 九 五 ”时 期 和 今年 农村 工 

作 的 主要 任务 和 政策 措施 》 再 次 明确 :“ 按 照 林 业 分 类 经 营 原则 ， 

逐步 建立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费 制度 和 生态 公益 林 建 设 投 入 机 制 ， 

加 快 森 林 植 被 的 恢复 和 发 展 。” 1998 年 4 月 29 日 第 九 届 全 国人 大 

常务 委员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通过 的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 》 修 正 案 

明确 规定 : “国家 设立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基金 ， 用 于 提供 生态 效 

益 的 防护 林 和 特种 用 途 林 的 森林 资源 ， 林 木 的 营造 、 抚 育 、 保 护 

和 管理 ， 和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基金 必须 专款 专用 ， 不 得 挪 作 他 用 ， 

具体 办 法 由 国务 院 规定 。” 到 目前 为 止 ， 国 务 院 尚 未 出 台 具 体 办 

法 。 根 据 国 内 外 的 经 验 ， 建 议 采 取 以 下 办 法 和 措施 ， 实 施 生态 效 

益 补 偿 。 

(1) 财政 补助 ”一 些 发 达 国 家 对 公益 林 采 取 国 家 投入 的 预算 
管理 方式 ， 其 依据 是 公益 林 属 于 公共 物品 ， 而 财政 主要 职能 之 一 

就 在 于 提供 公共 物品 。 在 我 国 社会 主义 市 场 经 济 体制 下 ，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也 属于 政府 的 职能 。 对 于 一 些 重大 的 国家 及 林业 生态 环境 

工程 体系 建设 ， 如 野生 动物 保护 和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工程 ， 其 主要 
生态 效能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国 土 保安 、 固 碳 与 稳定 当地 或 全 球 
气候 ， 其 受益 者 是 整个 社会 和 人 类 ， 国 家 承担 其 价值 补偿 是 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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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议 的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国 为 了 推动 一 些 关 系 到 国计民生 的 重 

要 基础 产业 的 发 展 ， 从 20 世纪 80 年 代 起 发 展 建立 了 能 源 交 通 重 

点 建设 基金 ， 电 力 建设 基金 ， 水 利 建设 基金 等 。 保 护 环境 是 国家 

一 项 基本 国策 ， 自 然 保护 区 以 其 特殊 的 功能 在 环境 建设 中 发 挥 着 

不 可 替代 的 作用 ， 为 推动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 尽 快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生态 效益 补偿 基金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另 外 ， 对 自然 保护 区 采取 税 

收 减 免 政 策 。 

目前 森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费 制 度 在 各 地 已 经 进行 了 试点 与 尝 

试 。 如 1998 年 10 月 广东 省 人 民政 府 通过 了 《广东 省 生态 公益 林 

建设 管理 和 效益 补偿 办 法 》， 明 确 了 生态 公益 林 建 设 资金 来 源 主 

要 是 财政 预算 内 拔 款 和 财政 预算 内 的 基本 建设 投资 ……。 

2001 年 底 ， 国 家 林业 局 正式 启动 了 全 国 和 森林 生态 效益 资金 补 

助 试点 工作 ， 其 中 包括 24 个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 

加 强 自 然 保护 区 建设 和 管理 是 我 国 实施 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实施 我 国 《 全 国生 态 环境 保护 纲要 》 的 核心 内 

容 ， 是 落实 我 国 加 入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的 具体 行动 ， 是 保护 我 

国 自 然 资源 、 生 态 环境 和 生物 多 样 性 ， 维 护 生 态 平 衡 的 最 根本 、 

最 有 效 的 方法 。 我 国 现 有 的 上 自然 保护 区 保护 了 我 国 85% 的 陆地 生 

态 系统 类 型 、85% 的 野生 动物 种 群 和 65% 的 高 等 植物 群落 。 国 家 

重点 保护 的 300 余 种 珍稀 濒危 野生 动物 的 主要 栖息 地 ，130 多 种 

珍贵 树种 的 分 布 区 。 自 然 保护 区 不 仅 保 护 着 当代 人 的 生存 环境 ， 

而 且 保护 着 子孙 后 代 的 生存 条 件 和 物质 财富 。 因 此 ， 建 设 好 、 管 

理 好 我 国 自 然 保护 区 极为 重要 。 但 是 由 于 国家 和 省 、 市 计划 和 财 

政 主管 部 门 对 这 项 极其 重要 的 事业 了 解 不 够 ， 认 识 不 足 ， 至 今 尚 

未 将 我 国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和 管理 经 费 纳入 国民 经 济 和 社会 发 展 

计划 ， 相 应 的 基本 建设 费 、 人 员工 资 和 保护 管理 事业 费 、 科 研 

费 、 科 普 教 育 费 。 常 常 没有 纳入 各 级 政府 的 财政 预算 ， 业 务 主 管 

部 门 对 自然 保护 区 的 投入 也 很 少 。 国 家 对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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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来 源 不 足 ， 已 经 成 为 影响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的 关键 问题 。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就 是 最 重要 、 最 有 实效 的 “天 然 的 生态 工 

程 ”， 与 其 他 生态 工程 相 比 ， 建 立 目 然 保 护 区 “ 花 小 钱 叶 办 大 
事 ”， 因 此 ， 应 该 把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纳入 生态 环境 建设 规划 之 
中 ， 列 和 各 级 政府 的 计划 经 济 预算 之 中 ， 加 大 保护 力度 和 资金 
投入 。 

国家 目前 在 保护 区 生态 补偿 方面 ， 已 经 开始 研究 ， 并 出 台 了 
一 些 政策 。 虽 然 规定 生态 效益 补偿 费 中 应 该 支持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 
设 和 管理 费用 ,但 目前 事实 上 ， 自 然 保 护 区 根本 得 不 到 生态 补 公 
费 。 和 希望 有 关 生 态 补 偿 具 体 办 法 尽快 出 台 ， 有 利于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 

(2) 社会 补偿 ”获得 目 然 保 护 区 生态 效益 相关 的 单位 如 水 
库 、 电 厂 、 水 三 、 公 园 、 风 景 旅游 等 ， 应 按 经 营 收 入 的 一 定 比 例 
或 按 计 价 单位 ， 给 予 保护 区 一 定 的 生态 补偿 费 。 这 方面 国外 经 验 
很 多 ， 我 国 借鉴 就 行 了 。 来 自 公 共 捐 资 机 构 的 资助 、 私 人 基金 的 

RN. Wis BR. DASHA oS AE AALS AME. 

六 、 加 大 履约 的 力度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已 经 生效 11 年 了 ,在 这 11 年 间 ， 使 我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达到 一 个 高 潮 ， 具 体 行动 是 : 中 国 自 然 保护 区 

数量 增加 了 1 倍 ， 同 时 ， 已 有 26 处 自然 保护 区 加 入 了 世界 “人 
与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网 ”了 。 已 有 27 处 湿地 保护 区 被 《湿地 公约 》 
列 人 “国际 重要 湿地 ”名 录 。 九 寨 沟 、 武 夷 山 、 武 陵园 、 黄 龙 4 
个 目 然 保护 区 被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列 为 “世界 自然 遗产 ”或 “ 世 
界 目 然 与 文化 双 遗 产 ”。 

西部 开发 ， 生 态 先行 。 我 国 在 生物 多 样 性 较为 丰富 、 生 态 环 
代 相 对 脆弱 的 西部 地 区 ， 已 抢救 性 建立 起 一 批 各 种 类 型 的 自然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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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区 ， 使 西部 地 区 自然 保护 区 的 数量 占 到 全 国 的 3/4 ， 其 中 西藏 、 

新 疆 、 内 蒙古 3 个 自治 区 的 自然 保护 区 面积 居 全 国 前 三 位 。 

2000 年 7 月 ,我 国 面 积 最 大 的 自然 保护 区 一 一 三 江 源 自 然 保 

护 区 建立 ,面积 3 180 万 公 硕 。 青 海 已 有 1Z2 以 上 的 土地 纳入 上 自 

然 保 护 区 。 云 南 省 自然 保护 区 数量 居 我 国 第 一 位 ， 全 省 自然 保护 

区 总 数 达 146 个 约 占 全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9% ， 面 积 273 万 倾 。 西 

藏 自治 区 自然 保护 区 面积 居 我 国 第 一 位 ， 总 面积 达 3 819 万 公顷 ， 

占 全 自治 区 总 面积 的 32.7% 。 另 外 ，1994 年 颁布 了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自 然 保护 区 条 例 》， 同 时 ， 发 布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行动 计划 》，1999 年 制订 了 《中 国人 民 共 和 国 野生 植物 保护 条 例 》 

等 一 系列 履约 行动 。 但 是 还 需 在 以 下 几 个 方向 加 大 履约 的 力度 。 

1. 增强 主管 部 门 和 保护 区 的 管理 能 力 
建立 专业 的 干部 队伍 ， 充 实 必 需 的 仪器 设备 和 基础 设施 ， 积 

极 发 动 广大 公众 参与 ， 把 保护 区 建设 成 为 真正 的 科研 、 教 学 、 资 
源 持续 利用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基地 。 对 于 重要 的 保护 区 在 
地 方 政府 领导 下 建立 管理 委员 会 ， 协 调 部 门 之 间 、 保 护 区 域 社 区 

之 间 出 现 的 各 种 刻 盾 。 保 护 教育 已 成 为 管理 好 保护 区 的 关键 因 

素 ， 应 给 予 必要 的 重视 ， 无 论 在 校内 或 校外 都 应 加 强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教育 。 

2. 把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纳入 生态 环境 建设 规划 之 中 ， 加 大 
保护 力度 和 资金 投入 
自然 保护 区 的 建设 就 是 最 重要 、 最 有 实效 的 天 然 的 生态 工 

程 ， 无 需 从 头 做 起 。 但 是 由 于 国家 、 省 、 市 以 及 计划 和 财政 主管 
部 门 对 这 项 极其 重要 的 事业 了 解 不 够 ， 认 识 不 足 ， 至 今 尚未 将 我 

国 目 然 保 护 区 的 建设 和 管理 经 费 纳 入 国民 经 济 和 社会 发 展 计划 ， 
相应 的 基本 建设 费 、 人 员工 资 和 保护 管理 事业 费 、 科 研 费 、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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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费 没 有 纳入 各 级 政府 的 财政 预算 。 业 务 主管 部 门 对 自然 保护 

区 的 投入 也 很 少 。 

国家 对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和 管理 投资 严重 不 足 ， 已 经 成 为 影响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的 关键 问题 ， 全 国 目 前 有 1/3 以 上 的 自然 保护 区 

还 没有 建立 管理 机 构 和 配备 人 员 ; 273 的 保护 区 虽然 已 建立 管理 

机 构 ， 并 配 有 人 员 编 制 ， 但 投资 数量 也 远 远 不 能 满足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和 管理 的 要 求 。 世 界 各 国政 府 财 政 拔 款 是 保护 区 建设 与 管理 

的 主要 经 费 来 源 。 加 拿 大 于 1997 年 已 建立 了 38 个 国家 公园 ， 

1998 ~ 1999 年 度 的 财政 预算 约 合 人 民 币 20 亿 元 ， 其 中 除 约 5 亿 

元 需 创 收获 得 ， 其 余 均 由 中 央 财 政 安排 。 美 国有 398 个 国家 公 

园 ， 国 会 每 年 对 国家 公园 的 预算 是 12.6 亿 元 ， 这 笔 经 费 主 要 用 

于 职工 工资 和 保护 区 日 常 运转 。 澳 大 利 亚 卡 卡 杜 国 家 公园 面积 2 

万 平方 千 米 ， 联 邦 政府 每 年 拔 给 国家 公园 的 人 事业 费 与 基建 费 为 

6 000 万 元 ， 科 人 研 经 费 600 万 元 。 瑞 典 的 Hombogar 湖 鸟 类 保护 区 ， 

有 职员 6 人 ， 每 年 国家 投资 就 达 600 万 元 。 另 外 ,我 国 台湾 省 保护 
区 建设 和 管理 费用 完全 来 自 的 财政 拔 款 ， 经 费 来 源 相 当 充 足 ， 保 护 
区 无 后 顾 之 忧 ， 以 1999 年 所 统计 的 6 个 国家 公园 为 例 ， 其 财政 预 

算 投 入 为 8.5 亿 人 民 币 ， 平 均 每 个 国家 公园 投入 1.4 亿 元 。 
以 保护 区 每 1 平方 千 米 投 入 计算 ， 发 达 国 家 平均 为 1.7 万 元 / 

平方 千 米 ， 发 展 中 国家 只 有 1 303 元 /平方 千 米 ， 例 如 加 拿 大 平均 为 
9 1637/ 平 方 千 米 ， 美 国平 为 21 248 元 /平方 千 米 ， 澳 大 利 亚 平均 

为 11 105 元 /平方 千 米 ， 巴 西平 均 为 1 859 元 /平方 千 米 ， 非 洲 东 南 
部 平均 为 133 元 /平方 千 米 ， 而 中 国平 均 不 足 100 元 /平方 千 米 。 

3.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域 和 自然 保护 区 网 络 
把 区 域 相 连 的 主要 保护 对 象 相同 的 自然 保护 区 统一 规划 ， 建 

攻 和 管理 。 依 据 生 物 地 理 和 野生 动物 的 空间 和 时 间 生 态 位 ， 充 分 
评价 各 自然 保护 区 的 价值 和 作用 ， 对 它们 进行 统一 规划 ， 重 点 建 
136 



GAR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对 策 和 建议 

设 ， 做 到 有 效 管理 ， 真 正 发 挥 其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作用 ， 合 理 设 
计 中 国 自 然 保 护 区 网 络 体系 结构 ， 逐 步 建 立 由 生境 岛屿 和 廊 道 构 

成 的 生物 保护 网 络 系统 。 同 时 ， 要 实施 保护 区 生物 区 域 规划 与 管 
理 ， 因 为 保护 区 生物 区 域 规划 和 管理 被 看 为 是 新 世纪 保护 区 管理 

的 新 方向 ， 世 界 保护 联盟 世界 保护 区 委员 会 正在 全 球 代表 性 区 域 
进行 试点 ， 我 们 也 应 选择 适当 的 保护 区 来 开展 试验 示范 。 可 

先 从 26 个 “国际 生物 圈 保 护 区 ”做 起 ， 按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的 
要 求 管理 好 自身 的 基础 上 ， 帮 助 周边 社区 规划 好 土地 合理 利用 ， 

发 挥 自己 的 资源 优势 ， 丰 富 栽培 地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景观 多 样 
性 ， 作 出 试验 示范 ， 供 各 地 借鉴 。 《中国 21 世纪 议程 》 提 出 计划 
在 2000 年 建立 20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试点 ， 把 保护 区 的 建设 列 
入 区 域 经 济 建设 和 社会 发 展 计划 之 内 ， 在 这 方面 还 很 薄弱 。 

另外 ,保护 区 的 基础 工作 也 需要 加 大 力度 ， 通 过 资源 本 底 调 

查 ， 作 好 生物 多 样 性 编目 ， 作 为 监测 它们 的 现状 和 发 展 趋势 的 基 

础 。 同 时 对 保护 区 的 生态 功能 、 文 化 价值 和 经 济 价值 也 重视 不 够 ， 
应 当 把 保护 区 建设 成 为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基地 。 

为 加 大 履行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的 力度 ， 必 须 把 自然 保护 区 

建设 纳入 生态 工程 建设 规划 和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规划 之 中 ， 解 决 生态 
多 样 性 保护 与 当地 居民 生计 性 开发 的 矛盾 ， 是 实现 自然 保护 区 可 

持续 发 展 的 途径 。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目标 是 不 仅 要 建立 和 完 
善 全 国 自然 保护 区 网 络 ， 而 且 要 寻求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与 生物 资源 
持续 利用 相 协调 途径 。 通 过 建立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和 恢复 退化 的 
生态 系统 ， 解 决 保护 区 的 居民 与 开发 的 矛盾 ， 为 此 ， 必 须 加 大 履 
约 力度 才能 实现 这 个 目标 。 

七 、 加 强 信息 交流 与 多 边 合 作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第 7 条 要 求 各 缔约 国 尽 可 能 查 明 对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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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持续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至 关 重 要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成 分 ， 并 监测 它 

们 ; 查 明 对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产生 或 可 能 产生 重大 不 利 

影响 的 过 程 和 活动 种 类 并 监测 其 影响 ， 同 时 ， 以 各 种 方法 保存 并 

整理 从 各 项 查 明和 监测 活动 所 获得 的 数据 。《21 世纪 议程 》 对 建 

立 生 物 多 样 性 信息 系统 有 更 详细 的 要 求 ， 在 第 十 五 章 第 6 AM 

定 : 各 国 应 定期 收集 、 评 价 相关 的 可 靠 数据 ， 及 时 为 各 级 决策 痢 

服务 ;定期 比较 、 评 价 、 交 换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生物 资源 可 持续 利用 

的 各 种 信息 ， 系 统 地 评价 和 分 析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各 组 成 成 分 。 

随 着 信息 收集 、 处 理 和 传输 技术 的 进步 ， 各 种 新 工具 和 新 方 

法 被 应 用 到 生物 多 样 性 信息 系统 的 建设 中 ， 并 取得 了 良好 的 效 采 。 

新 技术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信息 系统 中 的 应 用 主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1. 地 理 信息 系统 
世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利用 地 理 信 息 系统 工具 建立 了 一 个 生物 多 

样 性 图 型 库 ， 用 于 分 析 和 展示 一 些 国家 物种 的 空间 分 布 规律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状态 。 

2. RFE DRT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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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特定 波段 光谱 图 像 的 一 种 技术 手段 ， 它 极 大 地 提高 了 大 范围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数据 的 采集 速度 。 最 新 的 图 像 分 析 系 统 可 以 与 大 型 
数据 库 连 接 在 一 起 ， 将 卫星 图 像 、 航 空 照 片 和 矢量 数据 综合 在 一 
起 ， 建 立 复杂 的 分 析 模型 ， 可 以 与 地 理 信息 系统 紧密 配合 在 一 起 
应 用 。 

3. 全 球 定 位 系统 
全 球 定位 系统 利用 若干 个 卫星 ， 可 以 在 地 球 表面 上 精确 地 赴 

位 。 接 收 器 可 以 与 计算 机 相连 ， 将 纪录 的 数据 转 到 计算 机 上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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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 同 时 画 出 地 图 并 标记 出 定位 的 地 点 。 
以 上 3 种 新 技术 简称 为 (3S) 系统 。 此 外 ， 还 有 多 媒体 集成 

技术 、 计 算 机 网 络 技术 等 。 
由 于 世界 各 国 及 国际 组 织 越 来 越 重 视 生 物 多 样 性 信息 的 收 

集 、 管 理 和 传播 ， 近 几 年 来 ， 生 物 多 样 性 信息 系统 的 建设 取得 相 

当 大 的 成 就 ， 为 全 球 范围 内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履行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方 面 作出 了 巨大 的 贡献 。 

目前 ， 由 世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建立 并 维护 的 数据 库 有 : 

(1) 濒危 物种 数据 库 ; 

(2) 自然 保护 区 数据 库 ; 

(3) 森林 数据 库 ; 

(4) 世界 珊瑚 礁 和 红 树 林 数 据 库 。 

中 国 科 学 院 已 初步 建立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信息 系统 。 

总 之 ,政府 机 构 、 地 方 社 区 和 自然 保护 组 织 都 需要 信息 资 

料 ， 以 便 使 他 们 能 够 更 有 效 管理 他 们 的 生物 资源 和 保护 区 。 任 何 

一 个 国家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资源 保护 和 可 持续 发 展 是 地 球 上 所 有 国家 

和 人 民 的 共同 资源 与 财富 ， 即 全 人 类 只 享有 一 个 ， 且 惟一 一 个 地 

球 。 从 长 远 利 益 来 讲 ， 关 系 到 地 球 上 全 人 类 的 共同 利益 和 命运 

因此 ， 必 须 加 强 信息 交流 ， 国 际 合作 。 

中 国 是 一 个 人 口 众 多 的 发 展 中 国家 ， 经 济 和 技术 落后 是 困扰 

国家 自然 资源 保护 的 关键 问题 。 尽 管 国家 在 有 限 财 力 条 件 下 ， 大 

力 支 持 和 发 展 自然 保护 区 事业 ， 但 始终 不 能 解决 急剧 恶化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衰减 问题 。 随 着 人 口 的 不 断 增 加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 需 要 更 多 

的 财力 和 技术 力量 投入 自然 保护 区 事业 ， 这 就 必须 发 展 多 种 形式 

的 环境 保护 国际 合作 ， 以 寻求 外 部 经 济 和 技术 援助 来 促进 和 发 展 

我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与 经 济 的 协调 发 展 ， 中 国 一 直 重 视 、 关 心 并 
积极 参与 国际 上 对 全 球 自 然 保 护 的 有 益 活 动 ， 例 如 《濒危 野生 动 

物 植 物 物 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 作 为 水 禽 栖息 地 的 国际 重要 湿地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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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等 。 
中 国政 府 及 有 关 部 门 还 参加 了 国际 组 织 所 开展 的 各 项 有 益 于 

世界 自然 保护 的 合作 项 目 ， 包 括 在 中 国境 内 开展 的 一 些 具 有 世界 

意义 的 保护 活动 。 中 国 是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的 理事 国 ， 自 该 理事 
会 成 立 以 来 ， 中 国 参加 了 历届 理事 会 会 议 ， 并 积极 与 该 署 及 世界 

各 国 合作 ， 为 促进 环境 保护 的 国际 合作 作出 了 贡献 。 
中 国 环境 科学 学 会 与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签署 了 “关于 保护 野生 

生物 资源 的 合作 协议 。”1978 年 ， 林 业 部 与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又 签 
署 了 “西双版纳 自然 保护 区 发 展 的 协定 。”1978 年 ， 中 国 参加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的 “人 与 生物 圈 计 划 ”， 成 立 了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人 与 生物 圈 计 划 国家 委员 会 ， 中 国 已 有 26 个 保护 区 加 入 “国际 
生物 圈 界 保护 区 网 络 ”， 而 且 还 建立 了 “中 国生 物 圈 保 护 区 网 
络 ” ， 促 进 保护 区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贯 穿 于 实际 管理 
的 工作 中 。 | 

中 国政 府 很 重视 与 有 关 国家 共同 解决 双边 感 兴趣 的 自然 保 
护 ， 包 括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问题 。 例 如 : 中 国 与 日 本 、 澳 大 利 亚 、 美 
国 先后 签订 了 双边 性 质 的 候鸟 及 栖息 地 保护 协定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这 个 领域 ， 中 国政 府 以 及 有 关 管 理 、 保 护 和 研 
究 机 构 已 同 国际 组 织 、 各 种 基金 会 、 大 学 和 研究 机 构 等 建立 了 广 
泛 的 关系 ， 使 国际 对 中 国 在 自然 保护 区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各 种 情 
况 有 了 进一步 的 了 解 ， 也 逐步 使 中 国 在 这 一 领域 有 更 多 的 发 言 
权 ， 与 一 些 国际 机 构 以 及 许多 其 他 的 非 政府 组 织 也 都 有 了 良好 的 
合作 与 交流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生态 环境 、 自 然 保 护 的 核心 ， 它 与 当代 人 类 所 
面临 的 人 口 、 资 源 和 能 源 等 问题 的 产生 与 解决 密切 相关 。 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最 有 效 和 最 根本 的 办 法 就 是 建立 自然 保护 区 ， 而 保 
护 区 是 一 项 国际 性 事业 ， 加 强国 际 合作 和 交流 是 提高 保护 区 管理 
能 力 的 途径 之 一 ， 特 别 是 那些 已 加 入 国际 保护 组 织 的 国际 级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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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应 把 它 放 在 重要 地 位 。 要 为 保护 区 管理 者 参加 国内 外 交流 活 
动 提供 更 多 机 会 ， 大 力促 进 国内 外 保护 的 合作 ， 建 立 跨 界 保护 区 
和 姊妹 保护 区 ， 定 期 互 访 与 交流 ， 开 展 合作 项 目 是 非常 必要 
的 所 2 213] J 

总 之 ， 从 20 世纪 50 年 代 以 来 ， 逐 步 认识 到 自然 保护 包括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重要 性 ， 建 立 了 大 量 保护 区 ， 在 管理 、 保 护 和 科 
学 研究 等 方面 做 了 大 量 的 工作 。 但 是 ， 由 于 经 费 、 管 理 和 科研 人 
才 方 面 的 严重 不 足 ， 许 多 问题 还 没有 解决 ， 并 有 新 的 问题 产生 ， 
使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日 趋 恶化 ， 仍 对 中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 人 民生 活 、 
环境 质量 、 自 然 资源 等 造成 了 严重 的 影响 。 面 对 这 严峻 的 局 面 ， 
加 强 信息 交流 ， 发 展 双边 、 多 边 等 多 种 形式 的 国际 合作 ， 争 取 国 
内 外 社会 各 界 人 士 的 积极 参与 ,是 十 分 有 效 的 途径 。 

八 、 中 国 履行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的 简略 回顾 与 展望 

1992 年 中 国 在 巴西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上 签署 了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同年 11 月 ， 经 第 7 届 全 国人 大 常委 会 第 28 次 会 议 审议 
和 批准 ， 于 1993 年 1 月 7 日 作为 第 7 个 国家 正式 加 入 该 公约 。 接 

着 ， 国 务 院 批准 由 国家 环境 保护 总 局 负责 组 建国 家 履约 协调 组 ， 
成 员 包括 外 交 部 、 财 政 部 、 公 安 部 、 国 家 发 展 与 改革 委员 会 、 科 
技 部 、 国 家 林业 局 、 农 业 部 、 建 设 部 、 国 家 海洋 局 、 国 家 中 医药 
管理 局 、 国 家 工商 管理 总 局 、 中 国 科 学 院 、 教 育 部 、 国 家 广播 电 
视 总 局 、 国 家 知识 产权 局 、 海 关 总 署 、 新 华 社 、 人 民 日 报 和 光明 
日 报 共 20 个 部 门 的 代表 ， 阵 容 雄 厚 而 齐全 ， 权 威 性 强 ; 下 设 办 

公 室 负责 日 党 工作， 可 见 ， 国 家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工作 的 重视 和 认真 
态度 。《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 》 生 效 11 年 了 ,我 国 履 行 也 11 年 了 ， 
现 把 情况 简要 论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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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 成 就 

(1) 出 版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国情 研究 报告 ， 概 略 地 论述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本 底 情 况 ， 对 其 价值 和 效益 进行 了 分 析 ， 对 
履约 必需 的 经 费 作 出 了 估算 ， 提 出 了 加 强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必要 的 国家 能 力 的 建设 ” 。 

(2) 出 版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行动 计划 ”， 提 出 了 保护 
目标 、 优 先 保护 行动 和 重点 研究 项 目 ， 列 出 优先 保护 的 生态 系统 
AMA 。 

(3) 科技 部 、 中 国 科 学 院 、 自 然 科学 基金 会 和 各 主管 部 门 都 
确定 和 批准 了 多 项 生物 多 样 性 重大 研究 项 目 ， 组 织 专门 队伍 开展 
多 学 科 综 合 研究 ， 写 出 了 许多 研究 专著 和 宣传 手册 ”'。 

(4) 中 国 科学 院 成 立 了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 组 织 相应 人 力 和 
物力 开展 研究， 主持 召开 了 多 次 大 型 全 国 性 研讨 会 ， 出 版 了 系列 © 
处 书 和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学 术 刊 物 ， 并 通过 “生物 多 样 性 通 “ 

讯 ” 作 简要 宣传 和 报道 -” 。 
(5) 中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国际 合作 委员 会 设立 了 生物 多 样 性 专门 

工作 组 ， 组 织 专人 进行 了 大 量 研究 ， 提 出 了 不 少 有 价值 的 建议 ， 
并 出 版 了 不 少 专著 等 和 有 关 刊 物 ， 介 绍 国际 工作 的 进展 ” 。 

(6) 在 北 系 建立 了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基金 会 ” 非 政府 组 
织 ， 多 途径 筹集 资金 ， 在 研究 、 普 及 宣传 、 教 育 培训 、 经 验 交流 
和 促进 生物 多 样 性 产业 建立 等 都 做 了 大 量 工作 ， 出 现 了 相应 的 专 
TRE AER EE — 

(7) 许多 科研 和 教育 部 门 建立 了 一 些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方面 的 
人 研究 机 构 、 数 据 管理 和 信息 网 络 能 力 建设 ， 开 设 了 相应 的 课程 和 
短期 培训 班 ， 培 养 了 不 少 人 才 ， 大 大 推动 了 事业 的 发 展 。 

(8) 作为 10 个 国家 首先 试点 之 一 , 由 国家 环境 保护 总 局 牵 
头 ， 组 织 有 关 部 门 建立 了 生物 多 样 性 数据 库 ， 制 定 了 一 系列 基础 
数据 管理 指南 、 国 家 生物 多 样 性 数据 管理 计划 ， 对 各 类 信息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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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编目 ， 大 大 促进 了 数据 管理 和 部 门 间 信息 交流 和 共享 ， 增 强 
国内 生物 多 样 性 信息 网 络 建设 和 国际 生物 多 样 性 信息 交流 机 制 的 
形成 。 

(9) 有 关 部 门 编制 了 “中 国 21 世纪 议程 一 一 人 口 、 环 境 与 
发 展 白 皮 书 "。 书 中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提出 了 许多 
明确 的 要 求 ， 特 别 是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的 建设 提出 了 明确 的 目 
标 ， 具 有 极 大 的 指导 意义 。 这 正 是 国际 上 提倡 保护 区 生物 区 域 规 
划 管 理 新 方向 的 具体 体现 。 “濒危 动 植物 物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办 

公 室 和 科学 委员 会 也 围绕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许多 问题 ， 特 别 是 贸易 有 

关 的 问题 作 了 大 量 工 作 。 
(10)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 迁 地 保护 、 离 体 保 存 和 生产 发 

展 的 场所 迅速 增加 ， 出 现 了 保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和 森 林 公园 、 地 

. 质 公 园 、 水 利 风景 区 、 海 岸 公 园 、 农 田 保护 区 、 保 护 小 区 、 文 化 

保护 区 等 许多 保护 实体 。 现 在 的 问题 在 于 提高 管理 质量 。 植 物 
园 、 树 木 园 、 动 物 园 、 野 外 动物 园 、 野 生动 物 索 殖 场 、 饲 养 场 、 

水 族 馆 等 的 数量 也 在 不 断 增 加 ， 质 量 也 有 所 提高 ， 有 些 已 成 为 把 
保护 、 科 研 、 教 育 、 资 源 开 发 和 生态 旅游 密切 结合 起 来 的 综合 性 
机 构 。 许 多 有 发 展 前 景 的 国家 保护 物种 得 到 了 广泛 的 栽培 与 饲 

养 ， 建 立 了 相应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产业 ， 从 而 使 其 在 发 展 中 摆脱 了 受 
威胁 的 处 境 。 一 些 主管 部 门 还 成 立 了 “生态 安全 办 公 室 ”、“ 农 业 

生物 基因 工程 安全 管理 办 公 室 ”、“ 农 业 生 物 工 程 安全 委员 会 ”， 
指导 人 们 对 基因 资源 的 研究 。 利 用 转基因 物种 的 培养 和 创建 及 其 
食品 生产 与 对 入 侵 种 的 防除 等 发 挥 了 巨大 作用 。 

2. 经 验 和 问题 
从 签署 、 批 准 、 正 式 加 入 到 履约 的 过 程 中 ， 工 作 都 是 在 不 断 

克服 困难 的 情况 下 有 条 不 素 地 进行 ， 积 累 了 大 量 有 关 科 研 和 管理 

的 资料 和 经 验 ， 但 也 存在 不 少 问题 ， 需 要 在 今后 实践 过 程 中 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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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 
(1) 保护 和 发 展 必须 密切 结合 “在 制定 和 实施 生物 多 样 性 战 

略 和 行动 计划 时 ， 所 面临 最 主要 的 问题 在 于 ， 如 何 使 人 们 真正 认 
识 到 必需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在 中 国 当 前 经 济 迅速 发 
展 ， 但 人 们 生态 意识 较 弱 的 情况 下 ， 不 强调 保护 必然 会 导致 破 
坏 ， 所 取得 的 成 绩 就 会 建筑 在 以 牺牲 环境 为 代价 上 ， 甚 至 得 不 偿 
失 。 而 过 分 强调 保护 ， 不 与 发 展 相 结合 ， 所 制定 的 目标 就 难以 实 
现 ， 因 为 各 地 的 经 济 实力 毕竟 十 分 薄弱， 而 且 保护 的 意义 在 人 们 
的 认识 中 所 占 比重 很 小 。 所 以 ， 应 该 把 保护 看 为 是 发 展 的 组 成 部 
分 ， 把 经 济 手段 引入 到 保护 事业 中 去 ， 特 别 要 注意 对 资源 拥有 者 “| 
和 管理 者 给 予 必要 的 补偿 。 

如 果 要 公众 参与 保护 ， 但 使 其 遭受 损失 ， 破 坏 就 难以 避免 ; 
保护 的 成 果 必 需要 计算 出 经 济 价值 ， 才 能 激励 人 们 的 积极 性 ,而 
如 何 补偿 才能 科学 地 计算 出 来 。 当 今 经 济 全 球 化 和 保护 地 方 化 的 

发 展 趋势 ， 市 场 的 力量 正在 导致 各 地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破坏 ， 只 有 用 
上 述 的 方法 解决 生态 补偿 ， 并 帮助 人 们 把 各 种 保护 实体 搞 好 搞 
活 ， 充 分 利用 好 不 同类 型 的 土地 ， 保护 的 效果 才 得 以 提高 。 因 
为 ， 只 依 顿 “靠山 吃 山 ， 靠 水 吃水 ”的 人 们 来 承担 保护 的 任务 是 
难以 实现 的 。 难 以 想像 一 些 地 方 迅速 致富 ， 一 切 应 有 尽 有 ， 但 不 
担负 任何 保护 的 责任 ， 而 另 一 些 地 方 为 承担 保护 而 过 着 清贫 的 目 
子 。 实 践 证 明 ， 当 本 地 居民 在 保护 中 得 益 时 ， 保 护 的 目标 才能 较 
好 地 达到 ， 这 就 是 为 什么 要 把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的 根本 原因 ， 
发展 是 硬 道理 ”， 意 思 似 乎 就 在 于 此 。 

(2) 要 完善 “统一 协调 ， 分 散 管理 ”的 方针 “我 国有 关 自 然 ， 
保护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在 内 ， 主 要 是 遵循 “统一 协调 ;分 散 管 
理 的 方针 ， 也 就 是 说 ， 在 一 个 有 权威 性 的 部 门 统一 协调 下 , 发 | 
挥 各 个 主管 部 门 的 积极 性 来 开展 保护 工作 。 在 现 阶段 的 条 件 下 ， 
这 个 方针 无 疑 是 正确 的 。 但 是 ， 实 践 证 明 ， 必 需 进 一 步 完 善 才能 
144 

| 



第 五 章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的 对 策 和 建议 

有 突破 性 进展 。 首 先 ， 要 由 最 有 权威 性 的 领导 机 构 来 担负 统一 领 
导 协 调 工 作 ， 国 家 拨 给 其 相应 的 经 费 预 算 ， 由 其 合理 分 配 使 用 ， 
主持 一 些 重 大 方向 性 的 工作 。 其 次 ， 在 统一 规划 的 基础 上 ， 充 分 

发 挥 各 个 主管 部 门 、 地 方 政府 ， 特 别 是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集 
团 、 企 业 家 、 社 区 和 社会 各 界 人 士 的 积极 性 ， 在 利益 公平 分 享 的 

基础 上 开展 工作 。 应 该 认识 到 ， 生 物 多样 性 工作 涉及 到 每 一 个 
人 ， 政 府 不 可 能 全 部 包办 下 来 ， 而 且 当 前 社会 各 界 人 士 对 其 重要 

性 已 有 较 深 刻 的 认识 ， 愿 意 积极 投入 ， 参 与 其 中 。 只 有 这 两 方面 
的 工作 都 做 好 ， 保 护 和 发 展 才能 真正 密切 结合 起 来 。 

(3) 要 加 强 基 础 性 和 综合 性 工作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含义 非常 广 
泛 而 次 刻 ， 不 是 任何 人 或 短期 内 就 能 弄 清 楚 。 如 果 基 础 工作 没有 

做 好 ， 许 多 更 深 入 、 更 实用 的 工作 就 难以 科学 地 进行 。 因 此 ，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编目 、 生 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和 热点 地 区 的 科学 确定 、 

重要 生态 系统 关键 种 的 确定 等 这 样 一 些 基 础 工作 是 不 能 忽视 的 ， 
也 不 是 短期 就 能 完成 ， 缺 乏 这 些 基 础 研究 ， 要 认识 各 个 区 域 丰富 

多 采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就 十 分 困难 。 同 时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综合 性 研究 
也 十 分 重要 ， 因 为 它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综合 性 概念 ， 不 开展 综合 性 研 

究 就 不 能 科学 地 去 认识 它 。 因 此 ， 对 生态 系统 中 物种 之 间 以 及 与 
环境 之 间 相 互 关 系 的 研究 必需 加 强 ， 对 不 同 区 域 、 不 同 生态 系统 

食物 链 的 关系 和 规律 以 及 生态 系统 管理 途径 的 研究 要 给 予 充分 的 
关注 。 这 样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的 规划 才能 科学 地 制 
定 ， 区 域 生态 平衡 才 得 以 继续 。 许 多 保护 区 管理 有 效 性 不 强 的 主 
要 原因 可 能 就 在 于 此 。 看 来 ， 要 深刻 地 认识 和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 
必需 要 遵循 理论 联系 实际 的 方针 ， 做 到 础 研究 和 实际 应 用 、 微 观 

和 宏观 、 保 护 和 发 展 、 近 期 和 长 远 这 四 个 结合 来 规划 和 发 展 。 

3. 展望 
综合 上 述 可 以 看 出 ， 我 国 履 约 10 周年 来 得 成 绩 巨 大 ， 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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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 不 少 ,但 是 ， 要 充分 认识 我 国 丰富 而 独特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并 

做 到 应 用 自如 ， 相 差 甚 远 ， 有 大 量 工 作 要 开展 和 加 强 。 

(1) 研究 方面 
@ 强 化 基础 和 综合 性 研究 : 履约 需要 建筑 在 科学 基础 上 ,在 

国际 会 议 上 的 许多 争论 问题 难以 积极 参加 讨论 ， 发 表 目 己 的 见 

解 ，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上 与 掌握 基础 材料 不 够 ， 缺 乏 综合 分 析 有 关 。 

看 来 ， 在 编目 、 监 测 、 评 估 、 跟 踪 、 信 息 管理 和 网 络 能 力 、 生 物 
技术 和 生态 安全 等 方面 再 下 一 番 功 夫 是 必要 的 。 凶 评估 各 类 保护 

实体 的 现状 、 管 理 有 效 性 ， 及 时 予以 调整 和 提高 。 作 为 就 地 保护 
主要 场所 一 一 国家 保护 区 分 类 系统 的 制定 是 当务之急 。 对 国家 保 

护 物 种 从 受 威 胁 类 型 、 保 护 措 施 和 发 展 潜力 等 进一步 开展 研究 ， 
制定 更 加 符合 实际 情况 的 综合 保护 和 发 展 规划 也 是 十 分 迫切 的 。 
@ 对 作物 、 果 蔬 、 牧 草 、 药 物 、 经 济 林木 、 畜 禽 和 水 产 基因 资源 

及 其 野生 亲缘 种 要 进行 深 一 步 的 调查 研究 ， 加 强 保护 和 广泛 利 
用 ， 扼 制 其 大 量 流 失 ， 为 “三 农 ” 工 作 做 出 更 大 的 贡献 。@ 通 过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 生 态 城 镇 、 保 护 海域 等 加 强 保护 实体 以 外 的 就 地 

保护 工作 。 包 实施 “中 国 21 世纪 议程 ”要 求 建立 生物 多 样 性 管 
护 区 的 规划 ， 把 保护 区 和 周边 地 区 有 关 部 门 和 社区 的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起 来 ， 争 取 广 大 公众 积极 参与 到 实践 中 来 。 这 样 ， 搞 好 
一 个 保护 区 就 能 带动 一 个 区 域 全 面 的 发 展 。 

(2) 管理 方面 

完善 立法 和 执法 体系 : 当前 ， 有 关 保 护 方面 的 法 律 大 多 过 
于 帝 统 ， 而 且 已 经 远 远 落后 于 形势 发 展 的 要 求 。 应 根据 保护 和 发 
展 密切 结合 的 总 体 要 求 ， 从 整个 自然 保护 领域 来 考虑 立法 和 执法 
的 体系 ， 孤 立 的 考虑 必然 要 产生 片面 的 结果 ， 像 “自然 保护 法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法 “保护 区 法 ”“ 受 威胁 物种 保护 法 ”"、“ 生 

物 换 源 管理 条 例 ”、“ 有 关 生态 补偿 的 若干 规定 ”等 都 是 十 分 迫切 
的 ， 前 面 已 有 重点 说 明 。@ 建 立国 家 统一 协调 机 构 : 自然 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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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家 乃至 全 球 所 占 的 位 置 愈 来 愈 重 要 ， 因 此 ， 建 立 一 个 全 国 性 
有 权威 性 的 统一 协调 机 构 就 成 为 一 项 迫切 的 任务 。 这 个 机 构 应 该 
掌握 国家 所 拨 给 的 专门 经 费 ， 主 管 有 关 财 政 、 立 法 、 宣 教 、 科 研 
监测 等 这 样 一 些 重大 问题 的 规划 和 监督 ， 并 发 挥 各 主管 部 门 、 非 
政府 组 织 、 公 私企 业 和 社会 各 界 人 士 积极 参与 。 必 要 时 ， 还 要 组 
织 有 关 专 家 和 公众 代表 组 成 咨询 委员 会 来 协助 推动 各 方面 的 工 

作 。@) 加 强 宣 传 普及 基本 知识 : 至 今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深刻 意义 和 
对 国计民生 的 价值 还 不 是 广大 公众 ， 特 别 是 决策 者 所 充分 了 解 ， 

要 长 期 耐心 地 开展 宣传 教育 工作 。 一 旦 人 们 的 认识 提高 ， 特 别 是 
决策 者 下 定 决 心 ， 困 难 就 容易 解决 。 首 先 ， 要 加 强 传 媒 的 宣传 报 
道 , 广泛 地 建立 专家 讲座 、 咨 询 和 论坛 ; Hk, BRA, Fb 
教育 ， 根 据 高 等 院 校 、 中 等 专科 学 校 、 中 小 学 、 教 师 培 训 和 就 业 
培训 的 不 同 要 求 来 开展 。 外 多 途径 筹集 资金 ， 大 力 发 展 国际 合 
作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和 持续 利用 是 一 项 国际 性 事业 ， 内 容 涉 及 到 
全 球 各 行 各 业 ， 光 靠 政府 拨 款 是 不 够 的 ， 必 需要 通过 国内 外 不 同 
途径 去 争取 资金 ， 大 力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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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就 地 保护 重点 地 区 
一 一 国 冢 级 目 然 保护 区 名 录 

1. 北京 市 : 1 处 

松山 目 然 保 护 区 

2. RE: 3 Mb 

古 海 岸 与 湿地 自然 保护 区 欧 县 中 上 元 古 界 自 然 保 护 区 
八仙 出 自然 保护 区 

3. 河北 省 : 7 处 

黄金 海 涯 自然 保护 区 筋 灵山 自然 保护 区 

小 五 台山 自然 保护 区 红 松 洼 草原 自然 保护 区 
泥 河 湾 地 质 遗 迹 自然 保护 区 衡水 湖 自 然 保 护 区 
大 海 陀 自 然 保 护 区 

4. 山西 省 : 4 处 

历 山 自然 保护 区 户 芽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BERR’ BRP EK BASE TA BARK 

5. 内 蒙古 自治 区 : 18 处 
达 里 诺尔 自然 保护 区 达 责 湖 自 然 保 护 区 ” 
科尔沁 自然 保护 区 育 沟 自然 保护 区 
锡林郭勒 草原 自然 保护 区 * 西 辑 尔 多 斯 自然 保护 区 
大 黑山 自然 保护 区 aD AR & rie BS B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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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山 自然 保护 区 
ARM a IZ BARK 
大 兴安 岭 尘 马 目 然 保 护 区 
红 花 尔 基 樟 子 松 目 然 保护 区 
图 牧 吉 自 然 保 护 区 

. 辽宁 省 : 10 处 

鸭绿江 口 演 海 湿 地 目 然 保 护 区 

医 巫 韶山 自然 保护 区 
北 票 马 化 石 群 自 然 保 护 区 
仙人 洞 自 然 保 护 区 
BULL Sk vee ee HA ARK 

. 吉林 省 : 7 处 

伊 通 火 山 群 目 然 保 护 区 
回 海 目 然 保 护 区 
鸭绿江 上 游 自 然 保 护 区 
龙湾 自然 保护 区 

. 黑龙 江 省 : 14 处 

扎 龙 自然 保护 区 

疗 水 自然 保护 区 

车 北 黑 蜂 自然 保护 区 

MALIA AARP 

呼 中 自然 保护 区 

七 星河 自然 保护 区 

八 岔 岛 目 然 保 护 区 

上 海 市 : 1 处 

长 江口 九段 沙 湿地 保护 区 

10. 江苏 省 : 2 处 

盐城 自然 保护 区 ” 

Ht 

乌拉 特 梭 梭 林 上 自然 保护 区 
He Spl RRP EK" 
PTT AHA aK BARK 
辉 河 湿地 上 自然 保护 区 
rll EARP 

HAM BRR EK 
台子 河口 和 目 然 保 护 区 

RE Sy —— RL BRR K 
ERWF BRR EK 
大 连 斑 海豹 自然 保护 区 

莫 莫 格 自然 保护 区 
RAW AARP E 
Abts LAA BARK 

丰 林 目 然 保 护 区 - 

洪 河 目 然 保 护 区 
牡丹 峰 自 然 保 护 区 
五 大 连 池 火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 

三 江 目 然 保 护 区 

BET) GEA BRR 
Made) BARK 

AF Bee BARR 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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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浙江 省 : 8 处 

天 目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 

乌 岩 岭 自然 保护 区 

清凉 峰 自 然 保 护 区 

大 盘山 自然 保护 区 

12. 安徽 省 : 5 处 

i Fis FARK 

BSA LE A ARK 

BERS AARP K 

13. 福建 省 : 9 处 

次 沪 海 底 古 和 森林 遗迹 上 自 

然 保 护 区 

梅花 山 目 然 保护 区 

厦门 珍稀 海洋 物种 自然 

保护 区 

采 野 山 自 然 保护 区 

漳 江 口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14. 江西 省 : 5 处 

邵阳 湖 自 然 保 护 区 

井 内山 自然 保护 区 

九 连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15. 山东 省 : 4 处 

马 山 自然 保护 区 

Rly BRR 

16. 河南 省 : 8 处 

鸡 公 出 自然 保 护 区 

伏 牛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太行 山 猕猴 自然 保护 区 

南 魔 列岛 目 然 保 护 区 - 
风 阳 山 一 百 山 祖 目 然 保 护 区 

古田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九龙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特 牛 降 自 然 保护 区 
升 金 湖 自 然 保 护 

武夷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 

eA St ARP 
龙 栖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KE A ARP 

桃红 岭 梅花 鹿 自 然 保护 区 
武夷 山 自 然 保护 区 

黄河 三 角 洲 自然 保护 区 
山 旺 证 生物 化 石 自 然 保 护 区 

AE ARP K 

BAC AGE BARK 
1s ARP ER 



19. 

20. 

21. 

PSSA E EIA BAR eh ARK 

. 湖北 省 : 7 处 

神农 架 上 自然 保护 区 后 河 目 然 保 护 区 

KRYLKISH A BRAS Kile RRA AARP R 

保护 区 

青龙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石 首 廉 鹿 自然 保护 区 

星斗 山 自 然 保护 区 

. 湖南 省 : 8 处 

东 洞 庭 湖 自然 保护 区 壶 瓶 山 目 然 保护 区 

Pl) BARK 八大 公 出 自然 保护 区 

KARA tht BAR 小 溪 目 然 保护 区 

都 宠 岭 自然 保护 区 桃源 洞 自然 保护 区 

广东 省 : 9 处 

车 八 岭 自 然 保 护 区 FEL BARR 

内 伶 体 一 福田 自然 保护 区 ”湛江 红 树 林 自 然 保 护 区 

BA Oe AARP | ALL A APR 

FAL BARK 象 头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珠江 口中 华 白 海 脉 自然 保护 区 

广西 壮族 自治区: 11 处 

龙 州 弄 册 目 然 保 护 区 猫 儿 山 自 然 保护 区 

龙 胜 花 坪 目 然 保 护 区 山口 红 树林 自然 保护 区 ” 

防 城 金 花 条 目 然 保护 区 木 伦 自然 保护 区 

合浦 儒 民 自然 保护 区 北仑 河口 海 岩 自然 保护 区 

大 瑶 山 上 自然 保护 区 十 万 大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大 明山 上 自然 保护 区 

海南 省 : 8 处 

ARBRE FARE 大 洲 岛 自然 保护 区 

三 亚 珊瑚 礁 目 然 保 护 区 大 田 坡 鹿 自 然 保 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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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aos 

170 

坝 王 岭 目 然 保 护 区 

尖峰 岭 目 然 保护 区 

四 川 省 : 18 处 

唐 家 河 自然 保护 区 

龙 溪 一 一 虹口 自然 保护 区 
马 边 大 风 项 自然 保护 区 

九寨 沟 自 然 保护 区 ” 

四 姑 妇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大 尔 盖 湿 地 自然 保护 区 

稻城 亚丁 自然 保护 区 ” 

日 水 河 自 然 保 护 区 

长 宁 竹 海 自 然 保 护 区 

(黄龙 自然 保护 区 ” ) 

重庆 市 : 3 处 

金 佛山 自然 保护 区 

大 巴山 自然 保护 区 

贵州 省 : 7 处 

赤水 检 攀 自然 保护 区 

习 水 自然 保护 区 

成 兰 自然 保护 区 

WR BA Tay Ey SR RSP 

云南 省 : 13 处 
西双版纳 自然 保护 区 
苑 山 洱海 自然 保护 区 
日 马 雪山 自然 保护 区 
版 纳 河流 域 自然 保护 区 
大 山 包 黑 颈 鹤 自 然 保 护 区 

铜鼓 岭 自 然 保护 区 
五 指 山 自然 保护 区 

卧龙 自然 保护 区 ” 

和 擎 枝 花 苏铁 自然 保护 区 
REMI ZS BR PRP 
DoS LL ARP 
美 关 大 风 顶 自然 保护 区 
合 江 一 雷 波段 珍稀 鱼 类 自然 
保护 区 

王 朋 自然 保护 区 

察 青松 多 白唇鹿 自然 保护 区 
画 稿 溪 自 然 保护 区 

绒 云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FETS LL EPA PREP I * 
雷公 山 自 然 保护 区 
草 海 自然 保护 区 

素 牢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高 黎贡山 自然 保护 区 * 

南 滚 河 自然 保 区 

无 量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分 水 岭 自然 保护 区 



20. 

ake 

28. 

2. 

30. 

ak: 

大 围 山 自然 保护 区 

文山 自然 保护 区 

西藏 自治 区 : 7 处 

珠穆朗玛 峰 自 然 保 护 区 ” 

雅 鲁 藏 布 大 峡谷 自然 保护 区 
RE IATA BAR XK 
RES eA LP A SES 
自然 保护 区 
陕西 省 : 5 处 
AAW BARK 
长 青 目 然 保 护 区 
周至 自然 保护 区 
甘肃 省 : 8 处 
兴隆 山上 自然 保护 区 
安西 极 旱 充 漠 自然 保护 区 

连 证 城 自 然 保护 区 
莲花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青海 省 : 5 处 
青海 湖 目 然 保 护 区 
隆 宝 自然 保护 区 
三 江 源 目 然 保 护 区 

宁夏 回族 目 治 区 : 5 处 
货 兰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沙 坡 头目 然 保 护 区 
罗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新 组 维吾尔 自治 区 : 7 处 
阿尔 金山 目 然 保 护 区 
巴 音 布鲁克 目 然 保 护 区 

黄连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芜 塘 目 然 保 护 区 
芒 康 演 金 丝 猴 自 然 保 护 区 
色 林 错 自 然 保 护 区 - 

佛 坪 自然 保护 区 - 

AR BRR K 

祁连山 自然 保 护 区 
日 水 江 目 然 保 护 区 - 
东海 一 一 则 盆 目 然 保 护 区 
DUE ai BAR 

可 可 西里 自然 保 护 区 

重 达 自然 保护 区 

六 盘山 自然 保护 区 

日 芒 滩 自然 保护 区 

喀 纳 斯 目 然 保 护 区 
甘 家 湖 梭 梭 林 自然 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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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木 尔 峰 目 然 保 护 区 西天 山 目 然 保 护 区 

罗布 泊 野 骆驼 自然 保护 区 “〈 博 格 达 自然 保护 区 ) 

注 : 属于 国际 生物 圈 保 护 区 ; () 不 属于 国家 级 自然 保护 区 

科 院 植物 所 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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