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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是 持续 发 展 的 基础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持续 利用 越 来 越 受到 世界 各 国 的 重视 对 

于 中 国 这 样 的 发 展 中 国家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持续 利用 对 社会 经 济 的 稳定 和 发 展 具有 万 

其 重要 的 意义 。 我 国 这 方面 工作 起 步 晚 ,基础 薄弱 ,任务 艰巨 。 但 是 ,生物 多 样 性 问题 已 经 引 

起 我 国政 府 的 重视 。 中 国 科学 院 为 此 专门 成 立 了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 

为 了 推动 我 国 在 这 方面 工作 的 发 展 ,促进 国际 交流 ,中 国 科 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将 陆 

续 编 译 出 版 (生物 多 样 性 译 从 》, 系 统 地 向 国内 读者 介绍 世界 上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的 纲领 性 文 

献 和 重要 的 论著 。 

作为 《生物 多 样 性 译 从 》( 一 ) ,本 集 包 括 J. McNecly 等 编著 的 《保护 世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和 Otto T. Solbrig 著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一 -有关 的 科学 问题 与 合作 研究 建议 》。 

《保护 世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主要 介绍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基本 概念 、 全 球 现状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价 

值 和 意义 、` 面 临 的 威胁 .保护 途径 、 优 先 保护 工作 及 其 确定 方法 、 保 护 经费 的 来 源 等 等 生物 

多 样 性 一 有关 的 科学 问题 与 合作 研究 建议 ?介绍 了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全 面 理论 和 最 重要 

的 问题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基本 属性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产生 、 分 化 和 进化 .内 在 性 质 和 外 部 表 

现 ; 据 此 ,作者 提出 了 建立 生物 多 样 性 基本 原理 和 发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研究 的 一 系列 基本 假设 ; 

最 后 ,作者 在 比较 生物 地 理学 的 基础 上 提出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的 基本 梗概 关键 问题 和 项 目 

实施 措施 等 。 

参加 本 书 翻译 的 人 员 有 李 文 军 、 郭 实 峰 、 马 克 平 .康乐 .能 文 、 韩 建国 、 曹 京华 \ 陈 思 亮 、. 传 

京 钟 . 郑 小 淮 , 赵 文 柱 、 沈 创 力 ,参加 审 校 的 有 汪 松 、 陈 灵芝 、 陈 永 林 、 吴 燕 如 、 健 淑琴 和 李 文 

军 , 最 后 全 书 由 李 文 军统 稿 并 编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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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RANA ABS 

(M.S.Swaminathan)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主席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印度 主 遍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理事 

1989 年 2 月 7 日 , 当 我 提 笔 作 此 序 时 ,眼前 的 电视 正 播放 着 数 百 万 印度 阿拉 哈巴 德 朝 

对 者 汇聚 在 恒 河 与 亚 穆 纳 河 及 远 处 的 萨 拉 斯 瓦 锡 河 汇合 处 沐浴 的 情景 。 约 瑟 夫 ， 坎 贝尔 

(Joseph Campbell) 在 他 的 《创造 性 神话 (Creative Mythology ) ) 一 书 中 写 到 “那些 信奉 当 地 

神话 的 人 ,享有 同 社会 秩序 相符 合 .与 宇宙 \ 相 一 致 的 经 历 ”。 

在 世界 上 许多 文明 国家 的 神话 中 ,人 同 自然 和 谐 相 处 始终 是 豆 古 不 变 的 规律 .有 关 恒 河 

的 传说 与 其 冰川 起 源 紧 密 相 连 , 山 林 的 积 水 与 蓄 水 的 双重 作用 以 及 江河 入 海口 ,共同 创造 了 

富有 动 植物 遗传 多 样 性 的 沼泽 森林 .在 阿拉 哈巴 德 圣 沐 的 朝圣 者 相信 ,是 神 用 他 的 头发 掌管 

痢 奔 腾 的 恒 河 的 威力 。 在 某 种 程度 上 ,这 个 神话 象征 着 特 里 加 维尔 (Tehri Garhwal) 地 区 成 

密 的 森林 控制 住 了 奔腾 的 溪流 .不 幸 的 是 ,现在 森林 正在 消失 ,奔腾 的 河流 无 法 控制 ,造成 淤 

积 和 经 常 性 的 泛滥 。 森 林 一 旦 消失 ,与 之 相关 的 动 植物 也 将 不 复 存 在 。 

当 洪 水 泛滥 的 镜头 出 现在 视屏 上 时 ,那些 舒适 地 生活 在 城市 里 的 人 ,很 少 有 谁 看 得 出 下 
游 的 泛滥 和 上 游 的 毁 林 间 的 关系 。 当 市 场 上 摆 满 各 式 各 样 的 食品 时 ,我 们 却 忘记 了 自己 生活 
在 地 球 上 ,作为 宾客 ,受到 绿色 植物 款待 ;是 它们 把 阳光 、 营 养 物质 和 水 转变 为 食物 。 倘 若 绿 
色 植 物 不 复 存在 ,动物 也 将 难以 生存 。 在 自然 界 里 ,在 所 有 生物 体 间 以 及 生物 圈 和 地 理 圈 间 
都 存在 着 一 个 相互 依存 的 微妙 的 网 络 。 

生物 多 样 性 为 进一步 持续 稳定 地 提高 地 球 上 生物 的 生产 力 黄 定 了 基础 。 这 一 基础 之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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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就 是 动 植物 体内 含有 的 基因 ， 因为 基因 的 多 样 性 能 使 所 有 有 机 体 适 应 于 不 断 变化 的 环境 。 

分 子 生 物 学 和 遗传 工程 学 方面 的 研究 进展 为 异体 基因 移植 揭示 了 新 的 前 景 。 因 此 ,遗传 

工程 学 提高 了 人 类 继承 的 丰富 的 遗传 资源 的 价值 。 于 是 保护 野生 动 植物 种 之 任务 显得 更 为 

迫切 。 

那么 生物 多 样 性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什么 呢 ? 

+ 我 们 所 有 的 食物 都 来 自 于 被 驯化 的 野生 动 植物 ,而 这 些 栽培 的 品种 在 优化 过 程 中 又 

不 断 地 同 害虫 做 斗争 ,因为 它们 是 害虫 最 诱 人 的 目标 。 于 是 以 野生 物种 为 研究 对 象 

变 得 十 分 必要 ,以 维持 为 人 类 提供 食物 来 源 的 植物 的 生产 力 ( 人 类 一 半 以 上 的 营养 仅 

由 水 稻 、 小 麦 和 玉米 三 种 植物 供给 ) 。 

sl icc eee 自然 界 最 重要 的 过 程 之 一 ,用 术语 来 说 是 水 循环 供给 的 。 被 森林 

覆盖 的 流域 是 清洁 、 高 质量 的 民用 及 工业 用 水 的 源泉 。 未 被 污染 的 江河 为 人 类 提供 了 

Fk 8 AAAI. 

> 现 生 物种 和 灭绝 物种 是 工业 生产 的 命脉 。 石 油 和 煤炭 ( 数 干 万 年 前 生物 吸收 太阳 能 

量 , 经 过 长 期 演化 而 形成 ) 是 化 学 工业 的 主要 原料 , 它 保障 了 人 类 的 取暖 及 交通 运输 。 

水 泥 由 石灰 石 制 成 ,石灰 石 又 是 由 贝壳 和 珊瑚 虫 及 其 它 海 洋 生物 的 遗 通 形成 。 橡 胶 、 

纸张 木材、 农药 及 许多 来 自 自 然 界 的 产物 支撑 着 我 们 的 工业 。 和 森林 与 湿地 则 帮助 我 

们 净化 污染 物质 。 

* 我 们 的 大 部 分 医药 最 终 也 是 来 源 于 野生 动 植物 ,其 中 包括 常用 的 止痛 药 、` 节 育 药 及 抗 

疙 疾 药物 .虽然 现 在 许多 药物 是 由 化 学 方法 合成 的 ,但 药 用 植物 在 世界 许多 地 方 依然 

十 分 重要 。 在 印度 ,民间 医生 使 用 2500 种 药 用 植物 。 而 在 中 国 已 有 记载 的 药 用 植物 

就 有 5000 多 种 。 奎 宁 、 洋 地 黄 制 剂 和 吗啡 都 是 从 植物 里 提取 的 。 在 美国 ,40 久 以 上 的 

药 都 是 取 自 自然 的 。 

以 上 的 几 个 例子 表明 ,滥用 有 限 的 自然 资源 也 就 是 自我 毁灭 ,是 缺乏 理智 的 。 许 多 现代 

科学 的 发 展 非但 没有 养育 资源 为 人 类 造福 ,而 是 适得其反 :为 一 两 代 人 创造 过 剩 的 利益 而 得 

用 自然 资源 。 这 种 现象 从 地 方 的 森林 砍伐 到 全 球 的 气候 变化 ,随处 可 见 

《保护 世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即 是 为 那些 志 在 把 破坏 自然 的 潮流 改变 成 一 种 人 与 自然 的 新 

的 、 积 极 的 关系 的 所 有 人 提供 一 种 基本 指导 。 已 证 明了 资源 是 可 以 更 新 的 。 建 立 在 这 个 基础 

4 



上 的 一 种 新 形式 的 文明 不 仅 是 可 能 的 ,而 且 是 必要 的 。 本 书 提出 了 可 以 促进 这 种 新 文明 的 准 

则 和 方式 .以 下 面 这 几 方 面 做 为 基础 , 那 就 是 社会 的 自力 更 生 、 自 然 与 人 类 文化 的 繁荣 昌盛 。 

考虑 到 整体 的 收 支 平衡 经 济 体系 ,人 类 能 够 应 用 科学 技术 征服 自然 ,应 用 现代 信息 技术 保证 

决策 活动 都 是 以 全 面 的 现 有 知识 为 基础 。 

许多 影响 自然 资源 应 用 的 主要 决策 都 是 在 城市 里 确立 的 ,因而 是 脱离 自然 资源 是 有 限 

的 这 一 事实 。 贸 易 、 国 际 合 作 、 土 地 使 用 ,防御 农业、 林业 、 渔 业 , 教 育 . 卫 生 及 金融 等 方面 的 

政策 都 影响 着 生物 资源 是 被 合理 利用 还 是 被 滥用 ,本 书 可 使 决策 者 们 不 忘记 人 类 繁荣 昌盛 

的 源 录 是 在 乡村 ,而 新 的 政策 应 确保 人 类 能 从 生物 资源 中 不 断 地 获 益 。 



致 。 珊 

本 书 中 的 文献 资料 在 准备 的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以 下 组 织 的 资助 。 他 们 是 :亚洲 开发 银行 、 国 

际 保 护 协会 .高 利 公司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麦克 阿 瑟 基金 会 .公共 慈善 理事 会 托 

拉 斯 洛克菲勒 基金 会 . 奥 尔 顿 。 琼 斯 基金 会 .废品 回收 利用 公司 、 世 界 银 行 . 世 界 资源 研究 

所 、 世 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 美 ) 以 及 丹麦 政府 芬兰 政府 .荷兰 政府 .挪威 政府 、 瑞 典 政府 及 瑞 

士 政府 。 

此 书 中 的 思想 得 益 于 1988 年 8 月 29 一 31 日 在 肯尼亚 的 内 罗 毕 的 讨论 。 受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执 行 主席 称 斯 塔 法 。 托 尔 巴 的 邀请 ,以 下 诸位 参加 了 讨论 :马丁 。 霍 尔 盖 特 、 汤 姆 。 
RIM TL + 芒 罗 、 和 鲁 本 . 奥 伦 堡 ̀  皮 尔 效 。 奥 林 多 、 彼 得 。 雷 文 和 迈克 尔 。 索 尔 。 文 献 
当中 ,特别 是 有 关 经 济 情况 及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大 部 分 从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先前 
的 工作 成 果 中 引用 的 (MecNeely ,1988)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编写 的 关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白皮书 草 
稿 是 在 洛克 菲 勒 基金 会 的 资助 下 完成 准备 工作 的 。 本 书 论 及 的 许多 题目 最 初 是 由 诺 曼 。 和 迈 
尔 斯 引起 世界 关注 的 。 他 常常 是 走 在 自己 时 代 的 前 面 。 在 学 术 上 ,这 篇 文章 还 要 归功 于 雷 。 
达 斯 曼 、 贾 里 德 。 戴 蒙 德 , 大 卫 . 皮尔 斯 邓肯。 普尔. 罗伯特。 克里斯蒂 、 普 雷 斯 科 特 。 艾 
伦 及 杰 丽 。 沃 尔 福特 。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许多 成 员 为 此 也 做 出 了 努力 ,其 中 包 

括 史 蒂 夫 。 戴 维 斯 、 帕 特 。 杜 根 . 杰 丽 。 哈 里 森 、 弗 农 . 海 伍德 .彼得 . 希 斯 莱 尔 .马丁 。 雹 
fae: ES «HUE ARIS + FEHB OR + 辛 格 西蒙 .斯图尔特 和 吉姆 。 桑 塞 尔 。 乔 安娜 。 拨 
法 尼 和 珍妮。 科隆 波 和 孜孜 不 倦 的 秘书 工作 也 给 予 本 书 以 极 大 的 支持 。 

初稿 的 讨论 是 在 "世界 银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工作 任务 "的 一 次 会 议 上 进行 的 。 这 次 会 议 是 

FE * 皮尔 顿 和 约翰 ,斯 皮尔 斯 主持 ,玛丽 ， 戴 淋 和 拉 斯 。 米 特 迈 耶 组 织 的 .会议 期 间 我 们 

收 到 了 大 量 的 评议 ,这些 都 反映 在 这 本 文献 中 。 杰 拉 尔 多 。 布 达 威 斯 基 .比尔 。 康 韦 、 普 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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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 尔 。 苏 莉 ,汤姆 .斯 托 尔 .比尔 * BUA BIE VE A AB Ie A BE OK 

初稿 还 曾 送 给 世界 各 地 的 许多 专家 审阅 ,从 而 收 到 了 许多 有 益 的 建议 ,他 们 是 华 伦 " 布 



拉克 和 尔 曼 (泰国 ) 大 卫 。 奇 威 斯 ( 英 国 剑 桥 )、 J。c.， 丹尼尔 (印度 ) . 道 格 。 福 勒 (华盛顿 特 
区 )、 乔 格 。 甘 效 霍 (前 联邦 德国 )\ 柯 林 。 格 罗 夫 斯 (澳大利亚 ) .区 芭 拉 。 哈里 森 ( 荷 兰 ) K 
. 埃 伦 . 霍 格 兰 (华盛顿 特区 ) . 幸 西 娅 . 杰 森 (华盛顿 特区 )、 莫 力 。 库 克 斯 (华盛顿 特区 )、 
KD + 兰 东 ( 澳 大 利 亚 )\ 杰 里 米 。 马 里 逊 (英国 )\ 克 来 夫 。 马 歇 (马来西亚 )、 莎 伦 . 马 托 拉 
(比利时 )、 诺 曼 . GHB GED) J + C+ 奥 格 顿 (佛罗里达 )、 朱 莱 蒂 。 佩 思 ( 马 来 西亚 )、. 乔 蒂 
+ 萨 巴 特 ( 西 班 牙 )、 阿 杰 。 拉 斯 托 吉 ( 印 度 )、 普 拉 莫 托 . 赛 维 切 恩 (泰国 ). 雪 莉 。 斯 图 拉 姆 
(肯尼亚 ) 以 及 朱 迪 思 . 威 斯 ( 华 盛 顿 特区 ) 。 



内 容 概 要 

当 人 类 进入 工业 时 代 时 ,伴随 着 10 亿 人 口 和 空前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一 “地 球 上 全 部 的 
基因 、 物 种 和 生态 系统 。 为 推动 工业 的 发 展 ， 人 类 便 肆 意 利用 生物 资源 对 人 类 有 现实 或 洪 
在 用 途 的 那 部 分 多 样 性 。 

至 20 世纪 末期 ,人 类 开始 意识 到 ,生物 资源 是 有 限度 的 ,而 且 这 一 限度 已 被 突破 ， 因 此 

人 类 正在 削减 生物 多 样 性 .于 是 ,人 类 同 其 赖 以 生存 的 生物 资源 间 的 关系 进入 了 一 个 特殊 的 

变革 时 期 。 人 口 的 增长 越 来 越 快 ,而 在 已 知 地 质 年 代 中 ,物种 的 灭绝 速率 已 达到 最 高 程度 , 气 
候 变 化 也 比 过 去 更 加 剧烈 。 

人 类 活动 渐渐 答 食 着 地 球 维持 生命 的 能 力 。 与 此 同时 ,迅速 增长 的 人 口 和 不 断 提 高 的 消 

费 水平 对 地 球 上 资源 的 需求 愈 来 愈 大 。 占 地 球 上 多 数 的 贫困 国人 民 为 争 得 生存 和 占 少 数 的 
富裕 国人 民 在 消费 资源 的 过 程 中 共同 造成 的 破坏 作用 ,至少 在 全 球 范围 内 ,无情 并 迅猛 地 打 
破 了 人 类 资源 消费 和 地 球 生产 力 之 间 固 有 的 平衡 。 

地 球 的 维持 生命 系统 将 始终 遭受 和 虱 食 ,除非 人 类 的 索取 与 地 球 上 资源 的 承受 力 及 发 生 

过 程 更 加 趋 于 一 致 ,最 终 使 任何 活动 都 具有 持续 性 。 所 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遇 到 的 问题 不 可 

与 社会 和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的 问题 分 隔 开 来 。 

随 着 环境 变化 速率 的 提高 ,最 大 限度 地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之 任务 越发 显得 急切 。 基 因 、 物 

种 及 生态 系统 的 多 样 性 为 不 同 的 人 类 社会 适应 自然 变化 提供 了 原材料 。 任 何 一 个 物种 的 消 

失 都 将 会 减少 人 类 选择 自然 的 机 会 ,削弱 适应 自然 变化 的 能 力 。 

热带 地 区 绚 藏 着 地 球 上 绝 大 部 分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工业国 同 样 依赖 于 热带 资源 ,以 作为 工 

业 材 料 .食物 与 饲料 的 来 源 和 药物 .旅游 区 及 广泛 的 有 形 和 无 形 的 财富 来 源 。 迄 今 为 止 , 工 业 

社会 通过 开发 热带 地 区 获得 了 巨大 的 利益 ,然而 他 们 却 没 有 对 保护 资源 进行 相应 的 投资 ,也 

没有 对 过 度 开 发 作出 环境 破坏 的 补偿 。 廉 价 的 劳动 力 和 原材料 并 未 体现 出 真实 价值 .开发 者 

发 展 援助 不 足 及 其 商品 价格 和 利润 率 失控 ,只 不 过 进一步 加 快 了 他 们 对 资源 的 毁灭 和 破坏 。 

发 展 中 国家 债务 危机 的 扩大 及 相应 的 高 利润 率 表 明 , 这 一 情形 在 继续 恶化 。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减少 日 益 引起 各 国政 府 . 工 业界 .各 发 展 机 构 及 广大 公众 的 关注 。 他 们 逐 

渐 认 识 到 ,发展 依 赖 于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 

怎样 才能 运用 科学 知识 最 有 效 地 保护 地 球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呢 ? 怎样 才能 遏制 破坏 的 步伐 
% 



使 生物 资源 对 持续 发 展 作出 最 大 的 贡献 呢 ? 揭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中 遇 到 的 问题 需要 什么 信 
BE? 需要 最 先 揭示 的 问题 是 什么 ? 怎样 才能 最 有 效 地 协调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中 众多 的 努力 
呢 ? 解决 这 些 问题 相应 的 资金 来 源 从 何 挖掘 ? 

本 书 就 是 要 探索 这 些 问 题 的 答案 。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价值 
生物 资源 是 地 球 上 生命 存在 的 基础 ,其 中 也 包括 人 类 生存 的 基础 。 这 些 资源 重要 的 社 

会 .伦理 ,文化 及 经 济 价值 有 史 以 来 便 在 宗教 ,艺术 与 文学 中 得 到 认识 。 孩 子 们 对 自然 富有 的 
极 大 兴趣 ,数不胜数 的 野生 生物 俱乐部 ,对 非 政 府 保护 组 织 慷慨 的 捐助 ， 绿 色 国 家 ?在 政治 
上 受到 的 支持 以 及 动物 园 和 野生 生物 电影 的 魅力 等 爱 物 舍 财 的 表现 说 明 , 公 众 并 不 以 金钱 

来 衡量 生物 资源 的 价值 。 

然而 ,为 争 得 世界 各 政府 和 商业 决策 者 的 重视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决策 应 首先 用 经 济 术 
语 表现 出 生物 资源 对 一 个 国家 的 社会 经 济 发 展 作出 的 贡献 。 即 使 是 从 经 济 效益 角度 部 分 地 

评价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利益 ,也 至 少 会 起 到 一 部 分 作用 ,表明 保护 将 会 给 国家 财政 收入 带 来 收 
益 。 

用 来 确定 生物 资源 价值 的 方法 主要 有 三 种 ; 
“ 评价 不 需 经 过 市 场 而 直接 被 消费 的 自然 产物 的 价值 (消费 价值 ,如 薪 柴 \ 饲 料 及 

野味 。 

“评价 商业 性 开发 利用 的 产品 的 价值 (生产 价值 > ,如 木材 、 鱼 ,市场 出 售 的 野味 、 象 
牙 和 药 用 植物 。 

“评价 生态 系统 功能 的 间接 价值 (“ 非 消费 价值 ?) ,如 水 源 保 护 . 光 合作 用 、 气 候 调 节 和 
土壤 肥力 以 及 保持 未 来 选择 机 会 (选择 价值 7 和 仅仅 掌握 某 些 物种 生存 (“ 生 存 价 

值 ” 的 无 形 价值 。 

生物 资源 遭受 威胁 的 原因 与 方式 
生物 资源 减少 的 近 因 十 分 明了 .生物 资源 主要 由 于 以 下 活动 造成 退化 和 减少 :大 规模 皆 

伐 或 烧毁 森林 、 过 度 猫 捕 野 生动 物 和 采集 植物 、 滥 用 杀 虫 剂 ̀  抽 取 湿 地 水 体 和 填充 湿地 、 破 坏 

性 渔业 捕捞 、 空 气 污染 以 及 把 野生 地 改 为 农田 和 城区 。 

如 果 把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减少 归结 于 直接 原因 ,那么 应 当 采取 保护 性 或 更 常见 的 针对 性 措 
施 , 例 如 制定 法 律 封 闭 资 源 以 及 规定 新 增 的 保护 区 . 当 资 源 遭 受 大 规模 过 度 利 用 时 ,以 上 措 
施 更 为 必要 。 然 而 在 改变 威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社会 及 经 济 原因 时 ,这 些 措施 常 显 不 足 。 



过 度 利 用 资源 的 基本 形式 包括 对 产品 的 需求 ,诸如 热带 硬木 .野生 生物 、 纤 维 、 农 产品 

等 .在 没有 经 济 增长 和 发 展 保障 下 不 断 增加 的 人 口 ,日 益 加 重 了 对 已 趋 贫乏 和 枯竭 的 自然 资 
源 及 生态 系统 的 依赖 。 移 居 政 策 促 使 更 多 的 无 业 劳 动力 向 边缘 地 带 流动 。 债 务 的 压力 迫使 
政府 鼓励 生产 创汇 产品 .许多 国家 的 能 源 政策 刺激 了 能 源 的 低 效能 使 用 ,结果 造成 空气 污染 

物 增多 以 及 全 球 大 幅度 变温 的 威胁 .不 适当 的 土地 占有 制度 限制 了 农民 进行 投资 ,以 致 不 能 
持续 地 利用 有 限 的 自然 资源 。 

如 果 把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减少 归结 于 根本 原因 ,应 采取 措施 进一步 加 强 保护 ,努力 合作 , 揭 
示 毁 灭 资 源 的 社会 和 经 济 形式 。 

在 取得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更 大 成 绩 的 过 程 中 ,应 当 注 意 六 个 主要 问题 : 

“ 国家 发 展 目标 没有 给 予 生物 多 样 性 以 足够 的 重视 。 

“ 贸易 和 生产 经 营 者 (他 们 能 够 转嫁 环境 费用 ?通过 利用 生物 资源 获得 最 大 利益 ,而 当 
地 民众 谋生 之 路 狭窄, 蒙受 过 度 利用 带 来 的 环境 影响 , 却 无 利 可 图 。 

“。 对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仍 了 解 不 详 。 

“ 已 掌握 的 科学 知识 没有 充分 应 用 到 解决 管理 问题 的 实践 中 去 。 

“ 多 数组 织 的 保护 行动 涉及 范围 狭 罕 。 

“ 负责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机 构 缺 乏 进 行 工作 的 充足 的 经 费 来 源 和 组 织 来 源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途径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需要 找 出 近 因 和 远 因 .威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因素 错综复杂 ,这 就 要 求 众多 

的 私有 部 门 和 公共 部 门 采取 广泛 的 对 策 . 所 有 各 种 对 策 都 很 必要 ,当然 也 包括 适应 地 方 情况 
的 对 策 。 由 于 国家 政策 往往 会 造成 资源 毁坏 ,所 以 政策 调整 理应 是 实现 保护 必要 的 第 一 步 。 

直接 关系 到 荒地 管理 和 林业 的 国家 政策 ,通过 土地 所 有 制 、 乡 村 发 展 ̀ . 计 划 生 育 和 对 食物 、 杀 
虫 剂 及 能 源 进 行 补 贴 等 间接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国家 政策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至 关 重 要 。 国 
家 和 地 方 保护 对 策 常 常 可 以 作为 评价 此 类 政策 的 一 种 方法 。 

保护 物种 最 好 通过 保护 栖息 地 来 实现 。 大 多 数 国家 政府 已 制定 了 对 保护 生物 资源 至 关 

重要 的 栖息 地 保护 法 规 。 这些 规定 可 包括 : 国家 公园 和 其 他 类 型 的 保护 区 (主要 保护 区 约 有 

4500 个 , 占 地 面积 近 5 亿 公 顷 ); 保护 特殊 森林 、 珊 瑚 礁 或 湿地 的 地 方法 律 ;， 特许 权 协 议 内 
加 入 的 规定 ; 对 某 些 种 类 的 土地 规划 的 限制 以 及 保护 宗教 圣地 及 其 它 特殊 景观 的 贯 例 法 。 

在 公共 机 构 和 私有 机 构 中 ,这 些 管理 责任 往往 十 分 普遍 。 尽 管 已 取得 令 人 瞩目 的 成 就 ,但 是 
受 保护 栖息 地 的 总 数 还 应 当 增加 三 倍 ,才能 使 这 些 区 域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作出 必要 贡献 ; 

同时 在 这 些 区 域 应 采取 比 在 国家 公园 更 灵活 的 管理 措施 。 

另外 ,只 有 有 效 管理 保护 区 ,对 其 周围 土地 的 管理 与 保护 区 宗旨 相 一 致 ,才能 实现 保护 

的 目的 .这 样 保护 区 将 特别 地 被 列 为 较 大 区 域 性 项 目的 一 个 部 分 ,以 确保 资源 的 生物 学 和 社 
10 



会 的 持续 性 ,并 为 乡村 人 口 谋 取 适 当 的 利益 。 

易 地 (ez sttz ) 保 护 项 目 ( 动 物 园 , 水 族 馆 、 种 子 库 和 植物 园 等 ) 补 充 了 就 地 (am situ) RF Z 
不 足 , 它 通过 对 濒危 珍稀 动 植 物种 及 其 繁殖 体 的 长 期 储存 分析、 检测 和 繁殖 而 实现 这 一 目 

标 。 对 于 种 群 数量 又 减 的 野生 物种 , 易 地 保护 尤其 重要 , 它 可 作为 就 地 保护 的 补充 、 物 种 再 引 
进 的 材料 来 源 和 未 来 繁殖 驯化 物种 的 遗传 物质 的 主要 载体 .一 些 易 地 保护 设施 (主要 是 动物 

园 和 植物 园 ) 为 公共 教育 提供 了 重要 场所 ,其 中 许多 还 对 分 类 学 和 野外 研究 作出 了 重要 贡 

献 。 

防止 生物 图 污染 采取 的 措施 也 许 是 最 广泛 的 了 .。 它 耗费 最 大 ,最 能 引起 公众 和 政府 的 关 
注 。 生 物 多 样 性 受到 多 种 化 学 污染 的 威胁 ,但 最 严重 的 威胁 也 许 是 来 自 空气 污染 和 因 筑 林 及 

矿物 燃料 燃烧 致使 大 气 二 氧化 碳 含量 增 加 而 造成 的 气候 变化 。 在 今后 40 年 ,世界 平均 气温 

将 升 高 约 2C ,海平 面 将 平均 上 涨 30 一 50 厘米 。 保 护 区 内 包含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当然 也 会 

受到 温度 变化 的 影响 ,期 望 现 有 保护 区 界限 随 温度 变化 而 移动 将 不 大 现实 ,因为 保护 区 周 
围 通常 是 受到 人 类 强度 利用 的 土地 。 这 样 就 需要 在 管理 上 进行 新 的 干预 以 维持 以 上 系统 正 

常 运 转 。 

刚才 讨论 过 的 许多 对 策 受 到 国际 法 规 的 支持 ,它们 推动 了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有 效 合作 。 
然而 ,物种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利用 率 仍然 远 远 超过 其 持续 生产 能 力 。 当 认识 到 生物 多 样 性 日 益 
遭受 的 严重 威胁 以 及 采取 国际 行动 揭示 这 些 威胁 的 迫切 性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与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CUNEP) 着 手 准备 缔结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国际 公约 》。 这 一 行动 赢得 了 
各 国政 府 的 广泛 支持 ,其 中 包括 美国 国会 的 联合 决议 。 | 

人 民 英 定 了 持续 利用 生物 资源 的 基础 .地 方 社会 需要 进一步 参与 生物 资源 的 管理 ,并 受 

益 于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 因 为 世界 上 许多 地 区 的 土著 居民 把 自然 资源 尤其 是 野生 生物 视 为 文 

化 发 展 和 经 济 繁荣 的 必要 基础 ,所 以 在 保护 计划 中 应 当 特 别 重 视 他 们 。 地 方 人 民 要 跟 负责 管 
理 生物 资源 以 及 建立 和 管理 保护 区 的 机 构 保持 密切 联系 。 不 过 地 方 利益 与 国家 利益 在 保护 

中 发 生 冲 突 时 ,要 极为 谨慎 ,采取 因地制宜 的 措施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需要 的 信息 
有 效 的 行动 应 该 建立 在 准确 信息 的 基础 上 .信息 传 播 得 越 广 ,个 人 与 机 构 就 问题 与 措施 

的 理解 越 会 趋 于 一 致 。 所 以 ,发 展 与 使 用 信息 在 从 地 方 到 国际 社会 的 不 同 层 次 ,都 是 保护 的 
一 个 必要 组 成 部 分 。 

可 悲 的 是 ,目前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认识 还 很 不 够 ;甚至 对 非洲 灵 长 类 这 样 经 充分 研 

完 的 大 型 动物 的 分 布 和 种 群 状态 , 仍 缺 乏 详细 了 解 。 增 加 对 地 球 上 有 机 体 的 种 类 和 多 样 化 、 

有 机 体 彼 此 之 间 以 及 它们 与 人 类 的 关系 的 了 解 , 必 将 是 保护 计划 的 基础 。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11 



所 以 ,主要 工作 应 致力 于 ， 

“ 统计 世界 上 动 植物 物种 的 丰富 程度 ,包括 博物 馆 、 动 物 园 \ 水 族 馆 、 植 物 园 , 大 学 及 研 
FE ME s 

“ 进行 野外 生态 调查 ,揭示 生态 系统 各 部 分 共同 组 合 的 方式 ,调查 具有 特殊 意义 的 物种 

的 种 群 动态 ,评价 天 然 栖息 地 分 裂 造成 的 影响 ,确定 生态 系统 及 其 组 成 物种 繁盛 需 采 
取 的 管理 措施 ; 

。 寻求 易 地 保护 的 新 方法 ,包括 人 工 繁 殖 和 最 终 放 归 “自然 ?生态 系统 ; 
* 监测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及 其 功能 在 人 类 影响 加 强 的 情况 下 的 变化 ,包括 气候 变化 、 毁 林 
及 多 种 形式 的 污染 ; 

“ 评价 面积 较 大 、 受 影响 较 小 的 生态 系统 与 受 人 类 影响 较 大 的 生态 系统 间 的 生态 差异 ， 

以 作为 提高 生产 力 和 恢复 退化 生态 系统 生产 力 的 基础 ; 

“ 进行 社会 科学 研究 ,确定 地 方 人 民 管 理 资源 的 方式 资源 量 和 土地 利用 的 变化 影响 人 

类 行为 的 形式 以 及 人 民利 用 生物 资源 的 手段 。 

这 些 本 底 调 查 和 基本 研究 工作 应 当 与 实际 行动 同时 开展 ,以 加 强 两 者 的 实施 。 

政府 机 构 、 地 方 社会 和 保护 组 织 都 需要 信息 来 保证 他 们 更 有 效 地 管理 生物 资源 .有 助 于 

实现 这 一 目的 的 信息 工具 包括 对 动 植物 的 基本 描述 .实用 野外 鉴别 手册 、 快 速 调查 方法 以 及 

使 用 微型 计算 机 的 基本 计算 机 程序 。 

对 热带 地 区 的 信息 要 求 尤为 重要 ,因为 这 些 地 区 列 藏 着 世界 上 绝 大 部 分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并 且 物 种 正在 以 人 类 远 不 及 记录 的 速率 消失 。 最 优先 的 基础 调查 工作 应 给 予 多 样 性 最 丰富 、 

特有 分 布 性 强 , 而 且 最 受 威胁 的 地 区 ,因为 这 些 地 区 物种 带 有 的 信息 在 人 类 还 没有 了 解 它们 

的 时 候 就 可 能 消失 了 。 

发 展 机 构 应 当 通过 传授 方法 ,提供 分 类 学 者 和 生物 学 者 培训 机 会 ,资助 出 版 状态 研究 报 

告 等 方式 ,支持 一 些 国家 建立 地 方 、. 部 门 和 国家 信息 管理 系统 .大 学 、 研 究 机 构 和 非 政府 组 织 
的 力量 应 大 力 加 强 , 以 协助 政府 评价 生物 资源 。 博 物 馆 、 其 他 以 分 类 为 主 及 与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有 关 的 研究 机 构 间 应 建立 更 为 密切 的 工作 关系 。 

确立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优先 工作 
当 1982 年 各 国政 府 在 联合 国 通过 《世界 自然 宪章 ?时 ,一 致 同意 所 有 物种 和 栖息 地 应 当 

在 技术 上 、 经 济 上 和 政治 上 受到 妥善 保护 。 不 过 能 用 于 保护 的 资金 总 是 有 限 的 ,所 以 花费 精 

力 确定 优先 工作 往往 会 节省 大 量 的 时 间 、 财 力 和 人 力 。 

确定 优先 的 保护 工作 是 一 项 复杂 的 工作 .生物 最 初 的 遗传 概貌 在 进化 过 程 中 不 断 变 化 ， 

通过 有 限 的 保护 计划 难以 保护 世界 上 难以 预料 的 丰富 变化 ; 此 外 ,各 国政 府 或 私有 机 构 解 

决 环境 问题 的 能 力也 很 有 限 ,许多 人 迫切 的 问题 都 急 待 解决 。 所 以 ,要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各 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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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国 际 组 织 和 保护 机 构 必 须 加 以 选择 ,并 提出 哪些 物种 、 哪 些 栖息 地 最 能 吸引 公众 参与 到 

保护 中 来 。 

如 何 确定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优先 工作 尚 没有 一 个 普遍 接受 的 方案 ,而 且 制 定 这 样 一 个 方 
案 既 不 可 能 又 不 可 行 。 不 同 的 组 织 和 机 构 目标 不 同 ,确立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方式 不 同 。 例 如 ， 
从 全 球 角度 看 生物 多 样 性 ,具有 丰富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地 区 或 许 最 为 “宝贵 ;然而 ,从 撒哈拉 畜 

它 的 多 样 性 相对 贫乏 。 

确立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方法 不 同意 味 着 采取 不 同类 型 的 保护 行动 ,但 都 有 利于 世界 各 地 

的 生物 资源 保护 。 任 何 一 种 方法 都 各 具 千 秋 , 主 要 不 同 之 处 是 制定 每 种 方法 的 目的 不 同 。 

对 策 和 行动 计划 在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的 作用 
保证 参加 机 构 一 致 同意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最 好 方法 之 一 ,是 制定 一 项 限定 基本 问题 、 确 立 

适当 目标 的 对 策 。 对 策 转变 为 行动 ,要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酝酿, 以 安排 实现 对 策 广泛 宗旨 的 具 
体 工作 ,其 中 通常 包括 制定 行动 计划 。 

一 项 全 球 性 对 策 需 要 为 地 方 和 地 区 措施 提供 蓝本 ,并 为 既 反 映 地 方 优 先 保护 工作 ,又 能 
够 实现 全 球 保 护 目 标的 行动 选择 和 行动 时 机 作出 准确 指导 。 全 球 性 对 策应 当 得 到 地 区 、 国 
家 、 地 方 和 部 门 对策 及 其 实施 的 支持 。 

目前 ,一 项 涉及 生物 多 样 性 各 个 方面 ,包括 所 有 纬度 的 海洋 和 陆地 生态 系统 的 对 策 正在 
酝酿 中 , 它 由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和 联合 国 发 展 规划 署 发 起 ,会 
同 世 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国际 保护 协会 ,世界 银行 .亚洲 发 展 银行 以 及 其 他 热带 和 温带 国家 
主要 的 政府 和 非 政 府 机 构 联 合 制定 。 世 界 粮农 组 织 和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预计 也 将 参加 。 对 
策 的 目的 是 : 

“ 建立 一 个 共同 的 观点 ,促进 国际 合作 ,同意 国际 间 付 诸 行动 的 优先 保护 工作 ; 
“ 分 析 前 进 中 的 主要 障碍 ,分 析 国内 和 国际 政策 变革 的 需要 

“ 明确 生物 资源 保护 与 发 展 更 有 效 统一 的 方式 , 认 清 它 与 人 类 面临 的 其 他 问题 间 的 联 
系 ; 

“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地 区 ,国家 和 专 类 行动 计划 的 进一步 发 展 和 实施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资金 慕 集 的 方式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措施 需要 新 的 集资 方式 来 支持 .这 些 方式 应 当 以 谁 受益 于 生物 资源 , 谁 

必须 付出 更 大 的 代价 ,以 保证 持续 利用 这 部 分 资源 。 在 地 区 范围 内 ,应 努力 保持 促进 保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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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鼓励 ;在 国家 范围 内 ,应 努力 确保 政府 的 政策 与 这 些 经 济 鼓 励 相 一 致 ;在 国际 范围 内 ,应 

努力 保证 受益 于 热带 生物 资源 的 富裕 国家 能 够 投资 保护 这 些 资 源 的 生产 能 力 。 

在 国家 范围 内 ,基本 可 靠 的 集资 方式 包括 收取 国家 公园 参观 费 和 其 他 费用 ,收取 生态 服 

务 费用 、 征 收 特别 税 , 与 大 的 发 展 项 目 建立 集资 联系 、 回 收 生 物资 源 利 用 利润 ,在 特许 权 协 议 
中 签订 限制 条 件 、 向 私人 部 门 寻求 支持 、 建 立 保 护 基 金 等 .在 世界 范围 内 ,有 效 方式 包括 提供 

援助 资金 的 国际 公约 、 国 际 保护 组 织 的 直接 资助 债务 转换 ,有限 的 货币 控制 以 及 保护 特许 
权 等 。 

总 的 来 说 ,保护 应 当 在 可 能 的 最 大 限度 内 通过 市 场 得 到 支持 ,而 市 场 则 需 建立 在 中 央 政 

府 适 当政 策 的 基础 上 .本 书 中 讲 到 的 所 有 集资 方式 中 都 存在 着 一 个 社会 成 本 问题 ,因为 酬 集 

到 的 资金 或 许 会 被 政府 用 于 认为 更 紧要 的 其 他 方面 。 不 过 资金 用 于 保护 的 优势 在 于 收入 来 
源 于 自然 资源 ,而 且 其 中 一 些 是 由 公众 提供 ,以 表达 他 们 对 非 消 耗 式 利用 自然 资源 的 支持 。 

在 许多 国家 ,资金 不 是 保护 成 功 与 和 否 的 主要 制约 。 当 保护 机 构 始终 缺乏 足够 的 资金 时 ， 

当然 需要 额外 资金 。 不 过 即使 具有 庞大 的 经 费 , 如 果 政 府 在 其 他 部 门 的 政策 与 保护 背 道 而 

驰 ,同样 不 会 取得 成 功 。 所 以 ,任何 新 的 集资 方式 应 当成 为 一 揽 子 规划 中 的 一 部 分 ,包括 在 国 
家 安全 、 土 地 占用 、 能 源 ,边缘 地 带 移民 、 外 贸 、 交 通 等 方面 必要 的 政策 调整 。 

政府 决策 者 的 主要 任务 是 认识 生物 资源 的 多 方面 的 价值 ,不 失 时 机 地 对 维持 资源 持续 
生产 力 进行 投资 。 他 们 也 需要 集思广益 ,为 地 方 社会 .私人 机 构 或 非 政府 机 构 能 够 完全 控制 
管理 重要 的 生物 资源 或 地 区 ,以 及 在 有 效 的 税收 和 投资 环境 中 能 够 自 谋 资金 创造 条 件 。 通 过 

实施 由 政府 政策 支持 的 创造 性 的 集资 方式 ,保护 过 程 中 的 这 一 主要 障碍 是 可 以 消除 的 。 

结 束 i 
目前 加 剧 世 界 生物 资源 枯竭 趋势 的 因素 仍然 存在 新颖 的 措施 、 集 资方 式 和 政策 有 待 于 

实施 ,在 不 同 的 责任 范围 内 ,通过 新 的 措施 把 美好 的 人 类 生活 和 完整 的 生物 资源 遗产 转变 为 
现实 。 新 的 致力 于 保护 的 伙伴 有 待 于 结识 ,包括 所 有 直接 依赖 于 生物 资源 的 机 关 、 部 门 和 私 

人 机 构 。 例 如 ,国家 公园 部 门 应 该 与 代表 各 方 不 同 利益 的 众多 其 他 机 构 联合 起 来 管理 栖息 

地 。 此 外 ,其 他 行业 的 机 构 应 该 加 强 与 各 自 工作 有 关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管理 。 

20 世纪 90 年 代 是 进行 建设 性 和 创造 性 决策 .行动 和 投资 的 最 后 十 年 ,而 不 是 采取 紧急 
援救 措施 .只 有 这 样 ,才能 确保 世界 上 丰富 多 采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物质 及 生态 价值 得 到 维 
持 和 调查 ,其 持续 利用 ,得 以 推动 并 支持 通 向 发 展 的 办 新 和 革新 措施 的 最 后 十 年 。 最 大 限度 
地 维持 生物 多 样 性 文化 多 样 性 和 科学 动力 ,将 共同 成 为 人 类 将 来 面临 的 最 切合 实际 的 措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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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正 处 在 人 类 文 时 史 的 十 字 路 口 .今后 几 年 所 采取 的 行动 ,将 决定 我 们 继续 步 入 过 度 

利用 和 滥用 生物 资源 的 歧途 ,还 是 踏 上 保持 丰富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持续 利用 生物 资源 的 光明 之 

路 。 人 类 未 来 的 文明 取决 于 人 类 自己 。 



第 一 章 “ 生物 多 样 性 及 其 重要 意义 

作为 发 展 的 物质 基础 ,生物 资源 保证 了 当地 的 自给 自足 ; 同时 ,生物 多 样 性 是 

全 球 的 财富 ，, 它 给 所 有 地 区 的 人 们 带 来 利益 。 在 地 区 、 国 家 和 世界 范围 内 ,都 迫切 

需要 为 保持 生物 资源 的 多 样 性 作出 努力 。 

我 们 这 代 人 具有 真正 的 良机 ,也 担负 着 重大 的 责任 。 我 们 不 仅 继承 了 一 直 生 存在 我 们 这 

个 星球 上 最 丰富 多 样 的 生物 群落 (Wilson ,1988b), 还 拥有 迄今 最 尖端 的 技术 ,运用 这 些 现 

代 技 术 开 发 这 个 星球 的 资源 。 生 活 在 20 世纪 的 人 们 目睹 了 人 类 经 历 过 的 、 最 巨大 的 社会 变 
革 和 人 口 变 化 。 确 实 , 我 们 生活 在 一 个 重要 的 时 代 。 

资料 简介 1 什么 是 生物 多 样 性 ? 
“生物 多 样 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包括 所 有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物种 以 及 所 有 的 

生态 系统 和 它们 形成 的 生态 过 程 。 它 是 一 个 描述 自然 界 多 样 性 程度 的 内 容 广泛 的 概 

念 ,包括 生态 系统 、 物 种 以 及 某 一 特定 群体 的 基因 的 数量 和 频率 .通常 认 为 它 分 为 三 个 

不 同 层次 : 遗传 多 样 性 、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 遗 传 多 样 性 是 遗传 信息 的 总 

和 , 列 藏 在 地 球 上 植物 .动物 和 微生物 个 体 的 基因 中 。 物 种 多 样 性 是 指 地 球 上 生物 有 机 

体 的 复杂 多 样 性 ,估计 大 约 有 500 一 5000 万 种 ,甚至 更 多 ,但 实际 上 被 记述 的 仅 有 140 

万 。 生 态 系 统 多 样 性 是 指 生 物 圈 内 栖息 地 .生物 群 落 和 生态 过 程 的 多 样 化 以 及 生态 系 

统 内 栖息 地 差异 .生态 过 程 变化 的 惊人 的 多 样 性 .生态 系统 使 营养 物质 得 以 循环 (从 生 

产 、 消 费 到 分 解 ) ,这 些 营 养 物 包括 : 水 、 氧 .甲烷 和 二 氧化 碳 ( 它 们 对 气候 有 影响 ) 以 及 

硫 、 氮 和 碳 等 其 它 所 有 化 学 物质 。 

生物 学 家 把 地 球 上 的 生物 归并 入 一 个 公认 的 等 级 系统 , 它 反映 了 所 有 有 机 体 的 进 

化 关系 。 从 低级 到 高 级 ,生物 的 主要 类 群 或 分 类 单位 是 : HIRE. ALATA. BA 

如 ,人 被 归 类 为 : 动物 ( 界 ) HET) PL CAD ` 灵 长 ( 目 ) 人 ( 科 )、 人 ( 属 )、 智 人 

CH) 。 最 后 两 个 名 称 共 同 构成 拉丁 文 的 双 名 法 ,通常 用 来 确定 某 种 生物 ,并 将 它 与 其 它 

生物 区 别 开 来 。 一 个 物种 至 少 在 一 个 特征 上 与 另 一 个 不 同 ,而 且 通 常 不 杂交 (Raven 和 

Johnson，1989) 。 总 之 ,有 机 体 的 分 类 名 称 排列 越 高 ,其 进化 趋向 越 古老 。 而 对 于 智 人 

来 说 , 它 比 人 属 出 现 较 晚 ,而 人 属 则 比 人 科 出 现 得 晚 , 依 此 类 推 直 到 界 。 大 多 数 生 物 学 

家 认为 ,有 机 体 分 为 五 个 界 : 原核 生物 界 (细菌 ) 真 核 生物 界 ( 包 括 藻 类 和 原生 动物 )、 

真菌 界 ( 菌 类 植物 霉菌、 地衣) 动物 界 ( 所 有 动物 ) 和 植物 界 ( 所 有 植物 )(Margulis 和 

Schwatrtz，1982。 目 前 ,认为 大 约 有 100 个 门 〈 请 见 附 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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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多 少 物 种 存在 ? 资料 简介 2 

评介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性 的 基础 是 要 一 个 说 明 多 少 物 种 存在 以 及 这 些 物 种 存在 

于 什么 地 方 的 目录 清单 。 从 全 球 范 围 讲 ,对 鱼 类 和 植物 的 一 些 类 群 仍 不 时 有 重要 发 现 

的 报道 ,但 对 植物 和 将 椎 动物 是 相对 清楚 的 .可 是 对 于 许多 昆虫 类 群 ( 特 别 是 热带 两 林 
中 的 甲虫 ) 科 学 家 只 能 猜测 其 数量 .例如 ,Erwin(1982) 提 出 有 机 体 物种 总 数 有 3000 多 
万 之 多 , 绝 大 多 数 未 被 描述 过 的 种 类 生活 在 热带 雨林 中 。 螨 类 和 线虫 的 种 数 如 果 没 有 

几 百 万 也 有 几 十 万 。 由 于 绝 大 多 数 对 物种 灭绝 的 估计 是 建立 在 推断 之 上 的 ,因此 对 物 

种 总 数 的 不 精确 估计 导 致 了 对 物种 灭绝 速度 估计 的 明显 的 的 不 精确 性 .May(1988) 提 
出 ,在 对 食物 网 相对 丰富 度 以 及 生物 个 体 数量 与 体型 间 关 系 的 研究 ,可 以 找 出 一 些 方 
法 ,依据 适当 的 规则 推断 出 植物 、 动 物 和 微生物 多 样 性 的 总 量 。 

但 实际 上 对 组 成 生态 系统 的 生物 ,特别 是 对 热带 地 区 生物 的 基本 了 解 是 极 不 精确 
的 。 热 带 生物 学 优先 研究 项 目 委员 会 (国家 科学 院 NAS,1980) 总 结 道 : 当 前 大 约 有 
1500 多 名 训练 有 素 的 职业 分 类 学 者 有 能 力 从 事 热带 生物 分 类 学 工作 ,为 了 保证 在 多 
许 的 时 间 内 ， 开展 估计 生物 多 样 性 中 有 重要 价值 的 那 部 分 工作 ,至 少 需要 5 倍 于 上 述 
数量 的 分 类 学 家 。 为 了 简便 ,很 多 人 假设 大 约 有 1000 万 种 物种 存在 ,虽然 最 终 数 量 大 
约 是 3000~5000 AF. 

由 于 这 些 局 限 ,以 下 一 览 表 说 明了 当前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了 解 的 状况 ( 除 另 注 明 外 , 均 

由 Wilson 提供 ,1988a) ; 

类 OF 

细菌 和 蓝 绿 藻 

描述 过 的 物种 数 

4760 

26900 

750 

(Raven 4, 1986) 

250000 

(Raven 等 ,1986) 

24000 

751000 

50000 

6100 

4184 

9198 

(Clements ,1981) 

类 OF 

真 ” 菌 

SHED 

(BEA All Hh RR ) 

原生 动物 

海绵 动物 

珊瑚 和 水 母 

甲壳 动物 

其 它 节肢 动物 和 

小 型 无 脊 椎 动物 
鱼 类 ( 真 骨 鱼 ) 

Ne 47 zh 

哺乳 动物 

ott: 

描述 过 的 物种 数 

46983 
17000 
(WCMC, 1988) 
30800 
5000 
9000 
38000 

132461 

19056 

6300 

4170 

(Honacki 4F , 1982) 

143566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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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 们 未 来 的 繁荣 还 远 远 没 有 保证 。 如 果 目 前 的 变化 仍然 继续 ,我 们 这 代 人 将 要 对 

大 量 破坏 我 们 继承 来 的 自然 资源 承担 责任 。 我 们 今后 几 年 有 关 自 然 资源 利用 的 决策 ,将 决定 
全 球 人 类 文明 和 生物 世界 的 未 来 发 展 。 

太阳 能 和 地 球 自然 资源 ,共同 为 人 类 的 繁荣 提供 了 基础 。 其 中 有 些 资源 是 不 可 再 生 的 ， 

如 石油 煤炭、 黄金 和 铁 , 它 们 一 旦 被 消耗 , 便 不 能 在 可 期 望 的 时 间 范 围 内 恢复 。 其 它 一 些 是 

可 以 再 生 的 ,水 可 以 反复 循环 ,野生 动物 、 和 森林 以 及 农作物 可 以 自我 繁衍 ,如 果 管 理 适 当 , 它 
们 甚至 还 可 以 增加 数量 。 

关于 如 何 利用 非 再 生 资源 的 决策 需要 了 予以 足够 重视 .人 们 正在 许多 方面 作出 努力 ,包括 
寻找 那些 被 消耗 列 尽 的 资源 的 替代 物 (Borman ,1976) 以 及 有 效 的 资源 再 循环 ,确保 最 有 效 
且 实 际 的 利用 方法 (包括 减少 浪费 )。 但 是 更 多 的 注意 力 应 放 在 再 生 资源 的 管理 上 ,因为 它 
们 是 人 类 福利 所 需 商 品 和 社会 服务 的 长 期 持续 生产 的 基础 。 

生物 资源 ,包括 基因 、 物 种 以 及 生态 系统 ,对 人 类 具有 现实 的 和 潜在 的 价值 ; 它们 是 地 

球 上 生物 多 样 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有 时 缩写 为 biodiversity) 的 物质 体现 。 生 物 多 样 性 可 简 

单 地 表述 为 :生命 有 机 体 及 其 藉以 存在 的 生态 复合 体 的 多 样 化 和 变异 性 (OTA ,1987) 。 物 种 

是 生态 系统 的 组 成 部 分 ,生态 系统 为 人 类 提供 生命 维持 系统 。 现 代 技 术 、 资 本 投入 .国家 机 

构 、 社 会 团体 等 可 能 增强 或 削弱 这 些 生命 维持 系统 。 近 来 的 二 氧化 碳 增 加 ,地 球 变 暖 以 及 地 

球 臭 所 防护 层 消 弱 等 现象 表明 ,自然 对 于 环境 滥用 的 承受 能 力 是 有 限度 的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一 个 涉及 所 有 物种 .基因 和 生态 系统 的 外 延 广阔 的 概念 .生物 资源 可 以 实 
际 地 管理 ,可 以 被 消耗 或 补充 ,可 以 是 有 指导 的 保护 行动 的 对 象 。 管 理 生 物资 源 的 方法 可 以 

增加 或 者 减少 生物 多 样 性 .在 利用 生物 资源 的 同时 ,有 效 的 管理 系统 可 以 保证 生物 资源 不 仅 
能 够 生存 ,而 且 还 能 够 增加 ,从 而 为 持续 的 发 展 提供 基础 。 在 实际 应 用 中 ,应 该 采取 行动 , 重 
视 抽 象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和 具体 的 生物 资源 两 个 方面 。 

许多 发 展 计划 未 能 认识 到 ,保持 自然 系统 往往 形成 对 所 涉及 的 土地 在 经 济 上 和 生态 上 

的 最 佳 利 用 。 改造 自然 区 域 所 引起 的 危害 常常 超过 所 得 到 的 利益 。 在 自然 状态 下 ,这些 系统 

平衡 水 流量 、 畜 积 有 价值 的 植物 和 动物 .持续 地 生产 木材 ,形成 土壤 .防止 侵蚀 以 及 吸引 旅游 

收入 。 当 维持 较 高 的 生活 水 准 生 产 仍 然 过 剩 时 ,改进 物种 和 生境 管理 ,可 以 在 生态 系统 中 为 
人 类 社会 保藏 可 利用 的 资源 。 

但 是 ,当前 的 发 展 进程 不 是 对 丰富 的 森林 ,湿地 和 海洋 资源 加 以 保护 ,而 是 正在 以 这 些 

生物 资源 无 法 再 生 的 速度 耗 尺 它们 。 例如 ,一 旦 某 一 热带 雨林 的 树木 被 伐 斥 , 营养 物 便 从 系 

统 中 丧失 ,而 恢复 该 系统 可 能 需要 1000 年 (Gomez 一 Pompa 等 ,1972; Whitmore ,1984) 。 因 

此 ,可 以 认识 到 这 种 利用 方式 给 人 类 带 来 的 利益 必然 会 远 远 少 于 在 持续 利用 基础 上 管理 资 

源 所 带 来 的 利益 。 经 验 表明 , 唯 有 市 场 力量 常常 导致 过 度 开 发 ,大 部 分 原因 是 对 于 这 种 发 展 

其 许多 成 本 是 外 部 的 ,人 们 得 到 利益 而 无 须 付 出 .由 于 不 足 的 生物 资源 将 只 能 通过 当前 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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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途径 来 保护 ,这 种 全 社会 的 保护 需要 只 能 通过 社会 各 界 共同 参与 来 实现 , 它 包 括 国际 合 
作 、 政 府 的 有 效 干预 以 及 商业 .工业 .地 方 社会 ,大 学 和 其 它 公 共 机 构 的 广泛 参加 。 

一 、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发 展 

近 十 年 来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领域 中 的 工作 (资料 简介 3) 表 明 ,保护 对 发 展 的 贡献 已 经 
被 世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员 会 承认 。 该 委员 会 1987 年 说 :“ 今 天 ,世界 各 国 所 面临 的 挑战 ,不 再 是 
判定 保护 是 否 是 个 好 建议 ,而 是 各 国 如 何 从 本 国 利益 出 发 ,采取 各 种 可 能 的 措施 去 执行 。” 

在 现代 观念 中 ,保护 是 发 展 的 一 部 分 .根据 (世界 保护 策略 》, 保 护 是 “对 人 类 利用 生物 圈 

的 管理 , 旨 在 使 生物 圈 为 当代 人 生产 最 大 的 持续 利益 ,同时 保持 满足 人 类 后 代 需 要 和 实现 

抱负 的 潜力 ,因此 ,保护 的 内 容 是 明确 的 ,包括 对 自然 环境 的 保存 (preservation )、 保 持 Cmain- 

tenance) 持续 利用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 恢复 和 加 强 ”(IU CN ,1980) 。 

《世界 保护 策略 ?为 参与 保护 与 发 展 两 方面 工作 的 人 们 提供 了 一 个 有 用 的 基本 原理 和 如 

何 使 保护 支持 持续 发 展 的 政策 指导 。 它 集中 讨论 了 直接 影响 实现 保护 目标 的 主要 问题 ,并 确 
定 了 为 提高 保护 效率 和 协调 保护 与 发 展 所 需 的 行动 。 它 特别 指明 : 首先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存 
是 保护 的 三 个 主要 基础 之 一 ; 第 二 是 ,维持 基本 的 生态 过 程 和 生命 支持 系统 ,为 生物 多 样 性 
提供 基础 ; 第 三 是 ,论述 生物 资源 的 利用 ,确保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持续 利用 。 

HAT iar 3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的 最 新 进展 

人 们 已 经 开展 了 许多 强调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之 必要 性 的 科学 工作 ,并且 记述 了 

可 用 于 这 一 领域 的 技术 和 方法 。80 年 代 的 突出 例子 包括 : 

1. 实现 生态 发 展 观 的 国家 公园 规划 (Miler , 1980) 

. 保护 生物 学 : 一 种 新 的 进化 生态 学 方法 (Soule 和 Wilcox ,1980) 

.保护 与 进化 (Frankel 和 Soule, 1981) 

. 遗传 学 与 保护 一 一 供 野 生动 植物 种 群 管理 参考 (Schonewald 一 Cox 等 ， 

1983) 

. 国家 公园 :保护 和 发 展 (McNeely 和 Miller ,1984) 

. 海洋 及 海岸 保护 区 : 规划 与 管理 人 员 指 南 (Salm 和 Clark ,1984) 

. 植物 遗传 资源 : 一 种 保护 规划 (Yeatman 等 ,1984) 

. 盖 尔 星球 管理 设想 (Gaia Atlas) (Myers ,1985) 

10. 热带 保护 区 的 管理 (Mackinnon 等 ,1986) 

ll. 保护 生物 学 关于 贫乏 与 多 样 性 的 科学 (Soule,1986) 

5 

6 

7. 保护 遗传 资源 的 价值 COldfield ,1984) 

8 

9 



.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技术 (美国 国会 技术 评价 处 ，1987) 

。 基 因 库 与 世界 食物 (Plucknett 等 ,1987) 

. 生物 多 样 性 (Wilson 和 Peter ,1988) 

。 经济 学 与 生物 多 样 性 (McNeely,1988) 

. 经 济 发 展 中 荒芜 地 的 保护 与 管理 (世界 银行 ,1988) 

.保持 灵活 的 选择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科学 依据 CReid 和 Miller , 1989) 

管理 野生 生物 保护 区 的 政府 部 门 需要 加 强 , 因 为 即使 是 最 成 功 的 物种 保护 项 目 和 保护 
区 系统 也 只 是 其 它 部 门 一 整套 适宜 的 保护 政策 和 项 目的 一 部 分 。 为 了 使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努力 得 以 成 功 ,对 林业 、 农 业 、 农 村 发 展 . 国 际 贸 易 、 灾 害 防止 能源、 气候 变化 人口、 国家 安 
全 以 及 其 它 方 面 的 不 断 改进 和 研究 ,对 成 功 地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它 包括 对 生物 

资源 有 影响 的 各 部 门 的 政策 调整 和 改进 管理 以 及 经 常 呼 吁 各 行业 机 构 一 一 林业 、 农 业 、 渔 
业 \ 旅 游 . 通 讯 、 卫 生 以 及 国防 等 部 门 担负 起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新 职责 。 

二 、 保 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现代 方法 

在 人 类 历史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自然 界 之 所 以 从 人 类 最 严重 的 破坏 中 被 保护 下 来 ,是 由 于 
当时 相对 落后 的 技术 以 及 文化 和 生态 的 因素 ,诸如 防止 过 度 开 发 的 禁忌 , 因 部 落 间 冲突 而 保 
留 下 来 作为 “缓冲 地 带 ” 的 宽阔 的 荒野 ,祖辈 或 家 族 而 非 个 人 的 土地 所 有 制 , 相 对 稀少 的 人 口 

以 及 许多 其 它 等 因素 。 然 而， 伊甸园 ?也 非 十 全 十 美 。 当 人 类 进入 这 种 充满 猎物 的 新 栖息 地 
时 ,这 些 动物 从 没有 与 人 类 打 过 交道 ,因而 大 规模 的 灭绝 经 常 发 生 。 美 洲 国家 、 澳 大 利 亚 、 马 
达 加 斯 加 以 及 新 西 兰 就 是 最 著名 的 例子 (Martin ,1984) 。 由 于 农业 的 发 展 , 人 类 与 地 中 海地 
区 90%% 特 有 哺乳 动物 属 的 灭绝 有 关 (Sondaar ,1977)。 尽 管 存在 当时 这 种 狩猎 和 农业 社会 引 
起 的 物种 灭绝 ,但 是 直到 工业 时 代 的 早期 ,自然 界 仍 保持 着 高 度 多 样 的 生态 系统 和 人 类 文 
化 。 

但 在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或 说 在 过 去 大 约 几 代 人 的 时 间 里 ,以 化 石 燃 料 能 源 为 基础 的 经 济 发 

展 ,国际 贸易 的 巨大 发 展 以 及 公共 卫生 措施 的 改善 ,刺激 了 人 口 的 迅速 膨胀 (图 1) 。 因 而 需 

要 一 种 新 的 方法 对 待 资源 管理 。 在 过 去 100 年 里 ,许多 政府 制定 了 旨 在 保护 野生 资源 的 一 系 
列 明确 政策 。 今 天 , 除 少 数 国家 外 ,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都 有 了 国家 公园 或 自然 保护 区 以 及 促进 保 

护 的 法 律 。 绝 大 多 数 政府 加 入 了 各 种 国际 保护 公约 ,而 且 将 环境 问题 列 入 了 国民 教育 制度 
中 。 非 政府 组 织 则 积极 提高 保护 问题 的 公众 意识 ,其 中 也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 

但 是 为 什么 破坏 自然 资源 的 现象 仍 在 继续 ,甚至 还 在 加 快速 度 ? 

问题 之 一 可 能 是 保护 制度 尚 不 健全 。 保 护 行动 一 直 由 自然 主义 者 所 领导 ,其 中 包括 对 此 

感 兴趣 的 业余 爱好 者 们 和 训练 有 素 的 生物 学 家 。 虽 然 他 们 的 贡献 是 十 分 重要 的 ,但 是 他 们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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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完全 解决 伦理 方面 的 保护 的 基本 问题 ,因为 这 些 问 题 不 是 生物 学 的 ,而 是 政治 的 、 经 济 

的 、 社 会 的 甚至 是 伦理 道德 方面 的 。 影 响 自 然 环 境 的 一 系列 决策 受 压 力 和 刺激 的 影响 。 这 些 

压力 和 刺激 远 远 不 是 在 理论 上 对 保护 生物 资源 最 有 利 的 相对 简单 的 技术 性 考虑 。 

因此 ,保护 行动 需要 建立 在 最 可 靠 的 科学 信息 基础 上 ,并 由 开发 者 .工程 师 、 政 治 家 、 乡 

村 社会 学 家 、 农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共同 执行 。 当 地 资源 的 使 用 者 常常 是 当地 的 决策 者 ,其 决策 
往往 明显 地 受到 他 们 自身 利益 的 影响 .致力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人 员 ,首先 应 该 能 够 确定 当 
地 人 的 合法 利益 ,并 且 制 定 使 保护 利益 与 当地 社会 自身 利益 一 致 的 办 法 。 

没有 简单 现成 的 方法 来 确定 保护 各 地 生物 资源 的 最 佳 方法 以 及 如 何 使 用 土地 才能 最 好 
地 实现 保护 目标 .制定 决策 时 ,要 考虑 生态 的 、 社 会 的 、 政 治 的 、 经 济 的 以 及 技术 等 各 种 因素 。 

这 些 因 素 都 可 以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而 改变 ,而 且 由 于 它们 是 相互 联系 的 ,因此 一 个 因素 的 变化 
对 其 它 所 有 因素 都 有 影响 ,有 时 这 种 影响 还 是 无 法 预料 的 。 归 根 结 蒂 ,决策 需要 在 了 解 现状 

并 作出 最 佳 判断 的 基础 上 来 作出 全球 发 展 的 不 断 变化 仍 将 继续 ,因此 人 类 需要 采取 一 致 行 
动 来 增加 对 持续 变化 的 适应 能 力 。 

图 1 人 口 增长 

三 ,制订 一 项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物种 灭绝 加 剧 、 遗 传 多样 性 减少 .大气 .水 源 、 渔 业 以 及 森林 破坏 ,引起 了 国际 上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日 益 关 注 。 随 着 气候 、 政 治 以 及 经 济 条 件 在 未 来 几 十 年 的 变化 ,人 类 各 民族 将 受到 
能 否 继续 以 其 固有 生活 方式 生存 的 挑战 .人 类 各 民族 借助 生物 多 样 性 提供 的 物质 基础 ,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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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 才智 适应 了 自然 的 变化 ,同时 拥有 的 物质 基础 越 雄厚 ,他们 适应 新 环境 的 机 会 也 越 多 。 

各 国政 府 和 广大 公众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意义 的 逐步 认识 产生 了 一 种 愿望 , 即 确保 世界 自然 
遗产 的 任何 部 分 不 致 因 人 类 的 疏忽 和 无 知 而 丧失 。 生 物 多 样 性 将 许多 领域 联系 起 来 ,例如 ， 

林学 、 农 学 .生物 技术 学 .制药 学 以 及 国际 贸易 等 等 .这 些 领 域 以 它们 各 自 不 同 的 角度 看 待 生 

物 多 样 性 ,但 所 有 的 方式 都 建立 在 一 个 共同 的 理解 之 上 , 即 各 种 各 样 的 生命 形式 都 是 一 种 原 
材料 、. 一 种 资源 .一 种 无 价 的 宝贵 遗产 。 

当 许 多 热带 地 区 的 国家 处 在 外 债 压力 下 时 ,为 了 执行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新 行动 ,各 有 关 
机 构 ( 包 括 国家 的 和 国际 的 \ 政 府 的 和 非 政 府 的 ) 行 动 需要 互相 支援 ,而 不 要 由 于 互 不 了 解 而 

相互 抵触 。 国 际 机 构 应 该 支持 各 国政 府 的 行动 。 非 政府 组 织 应 该 促使 有 关 国家 和 地 区 采取 
新 方法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全 球 策略 应 该 为 地 方 和 地 区 的 努力 提供 思路 ,并 且 为 选择 既 强 调 地 

方 优 先 又 可 实现 全 球 目的 保护 行动 提供 简明 指导 。 这 种 策略 需要 地 区 、 国 家 、 地 方 和 部 门 的 
策略 以 及 特定 行动 的 支持 。 

全 球 及 地 区 策略 应 该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寻找 办 法 解决 生物 多 样 性 所 面临 的 问题 : 

“ 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有 重要 影响 的 非 传 统 保护 部 门 中 ,进行 适当 的 政策 改革 和 改善 管理 
〈 例 如 农业 、 林 业 、 旅 游 .运输 和 通讯 、 教 育 和 国防 等 部 门 ); 

“ 确保 传统 开发 活动 有 益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即 贯 彻 世 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员 会 (WCED) 

的 持续 发 展 的 观点 ; 

“加强 发 展 机 构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直接 贡献 ; 

“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国际 合作 和 支持 国家 的 积极 性 提供 有 力 的 法 律 依据 ; 
“ 通过 加 强 培训 、 新 的 财政 机 制 , 更 强 的 法 令 以 及 争取 大 众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更 大 支 

持 , 来 加 强 保护 部 门 的 公共 机 构 ; 

目前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 国 际 自然 及 自然 资源 保护 同盟 、 联 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正 在 共同 发 

起 ,并 与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国际 保护 协会 ,世界 银行 .亚洲 开发 银行 以 及 热带 和 温带 地 区 国家 

的 主要 政府 部 门 和 非 政 府 部 门 保持 着 密切 合作 ,共同 制定 一 项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这 

项 全 球 策 略 涉及 到 生物 多 样 性 所 有 方面 ,包括 所 有 纬度 带 的 海洋 和 陆地 生态 系统 。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和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也 可 能 参与 这 项 策略 的 制定 。 作 为 新 的 4 世界 保护 策略 ?的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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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 国际 进展 的 主要 障碍 ,分析 需 要 改进 的 国家 和 国际 政策 ; 

。 说明 怎 样 使 生物 资源 的 保护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与 发 展 协调 一 致 ,并 分 析 它 与 人 类 面临 的 

其 它 有 关 问 题 的 联系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研究 和 持续 利用 方面 ,促进 地 区 级 .国家 级 和 专 类 行动 计划 的 

进一步 制定 和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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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 代 必 将 是 在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加 强行 动 ,吸收 大 量 的 国家 和 国际 投资 的 时 代 。 

正如 哈佛 大 学 著名 生物 学 家 Edward O. Wilson 说 的 那样 “为 了 继承 这 宗 巨 大 的 自然 遗产 ， 

人 类 在 未 来 将 如 何 对 待 地 球 上 的 生命 ,无 论 好 坏 , 都 将 在 今后 十 年 内 确定 下 来 ”"(Wilson， 

1988b) 。 本 文献 所 建议 的 种 种 方法 都 是 为 了 证 这 一 代 人 使 地 球 变 得 富饶 而 不 是 枯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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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价值 

尽管 生物 资源 的 价值 不 总 是 体现 在 市 场 上 ,然而 其 价值 是 重要 的 。 需 要 采取 新 
的 方法 以 保证 这 种 价值 在 国家 发 展 计划 中 得 到 体现 ,从 而 使 投资 和 效益 赵 向 平衡 。 

生物 资源 是 地 球 上 生命 的 基础 。 生 物资 源 重 要 的 社会 .伦理 ,文化 和 经 济 价值 在 人 类 最 

早 的 宗教 ,艺术 和 文学 记载 中 就 已 被 认识 到 了 .有 了 这 么 多 的 价值 , 绝 大 多 数 人 类 文明 (和 政 
府 ) 都 接受 了 保护 原则 就 不 奇怪 了 。 普 通 群 众 也 认为 生物 资源 不 仅仅 具有 金钱 价值 ,儿童 对 

自然 的 浓厚 兴趣 、 众 多 的 野生 动物 俱乐部 ̀ , 对 民间 保护 组 织 的 慷慨 捐赠 、 对 “ 绿 党 ”的 政治 支 
持 、 动 物 园 和 野生 动物 电影 的 大 众 化 以 及 其 它 许 多 无 形 的 标志 都 是 有 力 的 证 据 。 

但 为 了 引起 当今 政府 决策 者 的 注意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政策 应 首先 从 经 济 角度 来 反映 
生物 资源 对 国家 社会 经 济 发 展 的 价值 。 因 为 生物 资源 提供 了 支持 各 种 经 济 发 展 所 需 的 最 基 

本 生物 原材料 ,所 以 一 些 人 认为 生物 资源 在 某 种 意义 上 超出 了 普通 价值 范畴 (Oldfield， 
1984) 。 但 那些 企图 开发 生物 资源 的 人 们 找到 了 充足 的 经 济 学 理论 ,因而 有 必要 应 用 同样 的 

方法 寻找 理论 依据 ,支持 利用 这 些 资源 的 其 它 方式 。 

可 是 ,经 济 分 析 中 仍 存在 着 一 些 严重 的 问题 :标准 模式 对 长 期 效益 并 没有 给 予 足够 的 重 
视 ; 对 自然 过 程 ,如 流域 保护 和 气候 改善 的 评价 方法 仍然 很 不 成 熟 ; 必须 成 为 经 济 学 方程 
组 成 部 分 的 美学 .伦理 道德 ,文化 和 科学 等 方面 的 考虑 常常 被 忽略 。 

新 经 济 评 价 方法 应 保证 经 济 价值 体现 在 货币 和 非 货币 的 两 种 表现 形式 上 ,而 且 并 不 仅 

仅 是 简单 地 试图 给 自然 界 贴 上 价格 标签 。 确 定 这 些 定 性 的 和 定量 的 价值 可 以 为 更 有 效 的 行 
政 管理 提供 依据 ,保护 生物 资源 一 般 要 通过 运用 经 济 鼓励 来 实现 (McNeely,1988) 。 

一 \ 伦 理学 经济 学 和 生物 多 样 性 

在 检验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经 济 因素 之 前 ,值得 注意 的 是 各 国政 府 已 经 对 目 然 给 予 了 重要 

的 道义 支持 ,但 这 方面 在 以 前 很 少 受到 注意 。1982 年 10 月 28 日 ,联合 国 大 会 (General As- 

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采纳 并 正式 颁布 ”了 《世界 自然 宪章 兴 附 录 2), 它 表达 了 各 国 

政府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原则 的 绝对 支持 。 该 宪章 认识 到 : 人 类 是 自然 的 一 部 分 ;每 种 生命 形 

式 都 是 独特 的 ,无 论 对 人 类 有 多 大 价值 ,都 理应 受到 关注 ; 从 自然 获得 持续 利益 ,依赖 于 对 

基本 生态 过 程 和 生命 支持 系统 的 维持 ,依赖 于 生命 形式 的 多 样 性 。 它 呼吁 ,采取 对 策 保护 自 

然 , 进 行 科 学 研究 ,监测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在 保护 行动 中 开展 国际 合作 。 但 是 , 除 各 国政 府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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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学 家 外 ,世界 自然 宪章 ;已 经 被 遗 迄 了 ,因此 今后 应 予 更 加 广泛 的 宣传 。 

依靠 4 世界 自然 宪章 ?的 原则 和 《世界 自然 保护 大 纲 》(GIUCN ,1980)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 

源 保护 联盟 (IUCN ) 伦 理学 和 保护 工作 小 组 已 经 提出 了 保护 的 伦理 学 基础 (资料 简介 4) 。 这 

个 工作 组 总 结 到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伦理 学 基础 需要 与 生态 学 原理 相 一 致 ,重要 的 是 促进 其 

长 期 持续 的 有 效 。 必 须 认 识 到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存在 的 理由 要 比 简 单 满 足 当 代 消 费 者 的 经 

济 欲 望 更 微妙 ,更 难以 理解 .如 果 我 们 只 顾 最 大 限度 地 满足 当代 人 的 利益 而 导致 一 个 基因 库 

灭绝 , 则 人 类 所 有 后 代 都 将 为 此 蒙受 损失 (Rolston 1985b; Norton ,1986; Zhronfeld ,1972， 

1988), 

自然 还 具有 相当 抽象 的 重要 价值 ,例如 旷野 是 自然 的 象征 ,是 城市 紧张 生活 的 对 立 面 ， 

它 的 这 种 重要 价值 是 通过 电影 .电视 ,书籍 .商品 .照片 \ 画 片 及 许多 其 它 媒 介 传播 给 公众 的 。 

自然 旷野 的 这 些 象征 性 受到 普遍 喜爱 ,可 以 看 出 ,它们 必 有 助 于 使 人 类 把 城市 生活 的 压抑 感 
控制 在 一 个 可 容忍 的 程度 。 

Ehrenfels(1988) 告 诚 说 :保护 的 理论 不 可 单纯 从 经 济 方面 考虑 。“ 训 无 疑问 ,如果 我 们 

仍然 只 重视 本 就 明显 的 价值 ,忙乱 之 后 ,除了 贪 焚 之 外 ,我 们 将 一 无 所 有 。 需 要 指明 的 是 ,我 

不 仅 致力 于 给 生物 多 样 性 确定 一 个 实际 价格 ,而 且 还 试图 重新 限定 它们 模糊 的 生存 价值 

0 正如 在 热带 森林 中 艰难 地 寻找 新 药 一 样 ,经 济 学 的 价值 标准 在 实际 应 用 中 是 变化 的 和 

不 固定 的 ,而 且 还 完全 是 机 会 主义 的 .这 与 漫长 岁月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所 需要 的 价值 体系 是 

对 立 的 ”。 

进一步 说 ,许多 科学 家 认为 ,还 没有 人 对 每 一 种 基因 、 物 种 或 生态 系统 有 足够 的 了 解 , 从 

而 更 广泛 地 计算 出 他 们 的 生态 学 和 经 济 学 价值 。Ehrenfeld(1988) 还 谈 到 ， 数 量 最 少 、 最 稀 

有 、 分 布 最 狭窄 的 物种 (简单 地 说 , 即 是 最 可 能 灭绝 的 物种 ) 很 明显 ,是 最 不 能 被 生物 圈 所 遗 

漏 的 种 类 ”。 另 一 方面 ,其 中 许多 物种 被 人 类 严重 地 忽视 了 ; 野生 水 稻 的 种 群 是 一 个 显著 的 

例子 ,这 种 水 稻 是 禾 本 科 植 物 抗 乱 化 病毒 的 唯一 来 源 ( 许 多 其 它 例子 见于 Myers,1983a 

Prescott—Allen 和 Prescott 一 Allen ,1982a 文中 ) 。 

这 种 观点 当然 值得 牢记 ,实际 上 影响 生物 资源 现状 和 变化 趋势 的 主要 决策 仍然 依赖 于 

包括 价值 确定 在 内 的 各 种 经 济 因素 ,即使 是 部 分 地 以 货币 形式 评价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效益 也 

能 反映 出 保护 的 部 分 或 是 全 部 效益 ,并 可 向 政府 表明 保护 能 够 获得 利润 ,有 助 于 扩大 财政 收 

入 。 即 使 意识 到 这 些 问题 的 伦理 限制 ,有 效 的 生物 资源 管理 仍然 不 可 避免 地 要 强调 这 些 经 济 
价值 问题 。 因 为 , 仓 床 实 而 知礼 节 , 而 事实 上 那些 在 饥 狐 线 上 挣扎 的 人 们 常常 生活 在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然而 ,由 于 自身 的 局 限 ,经 济 学 方法 不 可 能 是 高 度 精 确 的 。 正 如 世界 银行 的 经 济 学 家 杰 

瑞 米 ， 沃 福特 (Jeremy Warford ,1987b) 所 述 , “经 济 方法 能 否 奏效 ,关键 在 于 它们 的 局 限 性 

能 够 被 理 限 并 时 刻 牢 记 ”。 应 当 认 识 到 ,特别 是 对 于 分 布 和 不 可 逆 影 响 作 出 价值 判断 是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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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的 。 但 是 ,以 货币 形式 定量 分 析 尽 可 能 多 的 变量 ,对 这 类 问题 的 (包括 易 忽 略 潜 在 价值 的 
判断 ?明确 化 和 具体 化 是 非常 重要 的 。 

资料 简介 4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伦理 学 基础 

x* 世界 是 由 自然 群落 和 人 类 群落 组 成 的 相互 依赖 的 整体 ,任何 部 分 的 健康 与 兴旺 都 
依赖 于 其 它 部 分 。 

人 类 是 自然 的 一 部 分 ,与 地 球 上 其 它 物 种 一 样 , 受 到 永恒 的 生态 学 规律 的 制约 。 所 
有 生命 都 依赖 于 自然 系统 不 间断 的 运行 ,自然 系统 的 运行 保证 了 能 量 和 营养 的 供 
给 ,因此 人 类 担负 起 生态 职责 对 维持 地 球 上 各 类 群 的 生存 .安全 ,平等 和 尊严 是 必 

需 的 。 人 类 文化 必须 建立 在 对 大 自然 深切 关注 的 基础 上 ,建立 在 与 自然 和 谐 相 处 
的 观念 上 ， 建 立 在 人 类 活动 必须 与 自然 相 平衡 的 认识 上 。 

我 们 必须 遵从 的 生态 学 规律 并 不 是 对 人 类 努力 的 限制 ,相反 , 它 给 人 类 维护 环境 的 
稳定 性 和 多 样 性 指明 方向 ,提供 指导 。 

* 所 有 物种 都 有 天 赋 的 生存 权利 。 维 持 生 物 圈 完 整 性 及 其 各 个 物种 .景观 和 栖息 地 的 
生态 学 过 程 将 被 保持 。 同 样 ,所 有 适应 当地 环境 的 各 种 人 类 文化 的 繁荣 都 会 得 到 促 
it. 

* 持续 性 是 所 有 社会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基本 准则 。 必 须 选 择 有 关 的 个 人 和 社会 价值 标准 
以 着 重 强调 动 植物 区 系 和 人 类 经 验 的 丰富 性 。 这 一 道德 准则 使 自然 的 多 种 实际 价 
值 ,如 食物 、 健 康 、. 科 学 技术 .工业 和 娱乐 等 等 ,得 以 公平 的 分 配 并 维持 到 后 代 。 

* 保障 后 代 的 幸福 是 当代 人 的 社会 责任 。 因 此 ,当代 人 应 当 将 非 再 生性 资源 的 消耗 限 
制 在 满足 社会 的 基本 需求 的 水 平 ,并 保证 再 生 资源 得 到 维护 ,保持 其 持续 生产 力 。 

* 人 类 必须 对 自身 和 地 球 生命 履行 应 尽 的 义务 。 因 此 人 们 必须 具有 充分 的 接受 教育 、 

参与 政治 和 维持 生计 的 机 会 与 权力 。 
* 不 论 一 个 社会 具有 何 种 最 主要 的 政治 .经济 和 宗教 等 思想 意识 ,都 应 当 鼓 励 尊重 和 
加 强生 命 多 样 性 的 各 种 联系 ,促进 自然 和 人 类 生活 的 伦理 学 和 文化 前 景 多 样 性 的 

FR 

3 El El in Ft RS CUSAID) (1987) A, 现 有 经 济 学 主流 是 汇集 以 货币 价值 形式 表现 的 

实 利 性 计算 结果 ,包括 (以 原始 的 和 标准 化 形式 ) 反 映 在 市 场 上 的 商业 价值 。 无 论 如 何 , 它 扩 

展 了 核算 方法 ,引进 了 人 类 不 能 在 有 序 市 场 上 交换 的 .好 恶性 因素 。 在 保护 生物 资源 方面 ,这 

种 实 利 性 核算 方法 的 开展 和 完善 非常 有 用 ,因为 它 表 明 商 业 利益 并 不 总 优 于 包括 更 广泛 经 

济 因 素 的 理由 (Randall,1988) 。 

完善 这 种 实 利 性 核算 方法 ,不 需要 承认 实 利 性 方法 的 基础 本 身 就 是 人 们 赞赏 的 伦理 体 
系 这 类 先决 条 件 。 伦 理 目 标 也 可 以 通过 完善 这 种 实 利 性 核算 得 到 体现 ,从 而 表明 从 商品 到 生 
物 多 样 性 等 方面 ,人 类 偏好 的 价值 含意 。 有 些 人 可 能 坚持 ,关于 生物 多 样 性 价值 的 全 面 讨论 

26 



不 应 当局 限于 对 实际 利益 的 关心 ,“ 即 使 是 这 类 人 ,， 他们 也 倾向 于 选择 一 个 合理 的 、 全 面 平 
衡 的 实 利 性 分 析 , 而 不 是 依据 商业 帐 目 , 牌 曲 片面 的 分 析 ”CRandall,1988) 。 

《世界 自然 宪章 ?中 包含 的 道德 承诺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提供 了 强 有 力 的 理由 ,但 它 还 只 

是 不 能 约束 各 国政 府 的 “ 软 法 律 ”. 因 此 , 它 很 少 被 引用 和 摘录 ,事实 上 , 它 总 是 在 被 违反 而 不 

是 被 遵守 时 才 更 受到 重视 。 我 们 还 无 法 希望 资料 简介 4 中 的 道德 准则 本 身 能 够 使 人 类 行为 
发 生 重大 变化 .此 外 ,还 需要 有 理由 去 改变 政府 的 决策 方法 ,这 通常 需要 经 过 经 济 学 论证 。 生 

物 多 样 性 在 物质 上 、 美 学 和 伦理 学 方面 都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价值 .尽管 公众 越 来 越 认 识 到 那些 
无 形 的 价值 ,但 发 展 的 进程 仍 趋向 强调 物质 利益 。 

二 、` 评 价 生 物资 源 的 价值 

为 了 评估 保护 生物 资源 方面 投资 的 优先 度 ,政府 需要 有 说 明 这 些 资源 对 国家 经 济 贡献 

的 明确 指标 。 经 济 学 家 们 已 经 设计 出 许多 确定 自然 生物 资源 价值 的 方法 ( 详 见 Barrett， 
1988; Brown 和 Goldstein, 1984; Cooper ,1981; Fiwher ,198lb; Hufschmidt 等 ,1983; Jo- 

hansson ,1987; Krutilla 和 Fisher,1975; Peatce,1976; Peterson 和 Randall,1984; 以 及 Sin- 

den 和 Weorell,1979) 。 预 计 还 会 有 更 多 的 方法 出 现 , 因 为 评估 一 种 生物 资源 所 带 来 的 利益 ， 

目的 不 同 ,方法 不 一 ; 而 且 对 于 不 同 资源 ,评价 方法 也 不 一 样 。 例 如 ,测定 森林 原木 生产 价值 

的 方法 ,与 评估 森林 的 娱乐 价值 及 森林 对 保护 流域 的 价值 的 方法 就 大 不 一 样 。 

评价 生物 资源 的 价值 目前 有 三 类 主要 方法 ， 

“评价 自然 产品 价值 一 一 例如 薪 柴 、 饲 料及 野味 等 ,这 些 产 品 都 不 经 过 市 场 流 通 而 直接 
被 消费 (“ 消 费 使 用 价值 ”) 。 

"评价 商业 性 收获 的 产品 价值 一 一 例如 市 场 上 出 售 的 野味 ` 木 材 ̀  鱼 、 象 牙 和 药 用 植物 

生产 使 用 价值 >) 。 

“评价 生态 系统 功能 的 间接 价值 一 一 例如 流域 保护 .光合 作用 、 气 候 调 节 和 土壤 肥力 

等 ( 非 消费 性 使 用 价值 ?) ,此 外 还 包括 使 未 来 选择 成 为 可 能 或 仅仅 使 人 了 解 某 个 物 
种 存在 的 无 形 价值 (分 别称 为 “选择 价值 ?和 “存在 价值 。 

有 些 生物 资源 被 收获 后 很 容易 被 转变 为 收入 ,而 有 些 却 只 有 无 明确 价格 标志 的 贡献 。 因 
此 ,为 了 使 政府 能 够 依据 最 多 的 情报 作出 分 配 稀有 资源 的 决策 ,必须 应 用 多 种 不 同 的 方法 来 
衡量 正 负 影 响 的 显著 性 和 价值 .政府 还 应 当 寻 求 确定 总 价值 的 机 制 ,这 种 机 制 需要 一 系列 广 

谤 的 方法 作 基础 。 主 要 的 方法 简要 地 汇编 在 资料 简介 5, 并 在 以 后 部 分 讨论 (摘自 MeNeely， 
1988) 。 

评估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效益 和 成 本 ,为 确定 保护 区 或 其 它 生物 资源 保护 系统 的 总 价值 建 

立 了 基础 。 保 护 生 物资 源 的 价值 是 明显 的 ,应当 把 保护 视 为 一 种 经 济 发 展 方式 。 因 为 生物 资 

深 有 经 济 价值 ,对 保护 的 投资 应 当 以 经 济 形式 来 确定 ,这 就 需要 用 可 信 可 靠 的 方法 来 衡量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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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的 效益 。 

资料 简介 5 生物 资源 价值 的 分 类 

直接 价值 : x 消费 使 用 价值 (如 薪 柴 ,野味 等 的 非 市 场 性 价值 等 ) 

* 品 使 用 价值 (木材 、` 鱼 等 的 商品 价值 等 ) 

间接 价值 : x 非 消费 使 用 价值 (科研 、` 乌 类 观赏 等 ) 
* 选择 价值 (保存 未 来 选择 机 会 的 价值 ) 

x 存在 价值 (野生 生物 存在 的 伦理 感情 价值 ) 

三 .生物 资源 的 直接 价值 

直接 价值 与 生物 资源 消费 者 的 直接 享用 和 满足 相关 。 相 对 而 言 ,通过 标价 ,直接 价值 通 
常 比较 容易 觉察 和 衡量 。 

1. 消费 使 用 价值 

消费 使 用 价值 是 指 那些 不 经 过 市 场 流 通 、 直 接 被 消费 的 自然 产品 的 价值 .这 些 价值 可 以 

是 非常 重要 的 ;例如 ,每 年 大 约 有 84%% 的 加 拿 大 人 参加 与 野生 生物 有 关 的 娱乐 活动 ,每 年 给 

加 拿 大 人 带 来 约 8 亿美 元 的 收入 (CEinon 等 ,1985) 。 

尽管 有 关 发 展 中 国家 物种 的 消费 使 用 价值 的 详细 研究 开展 较 少 , 但 是 已 有 的 资料 已 由 
Myers(1983b) .Oldfield(1984) 、Krutilla 和 Fisher(1975) 以 及 Fitter(1986) 作 了 很 好 的 总 结 。 

特别 有 趣 的 是 ,Prance 等 (1987) 的 研究 ,他 们 介绍 了 四 个 亚 马 孙 印 第 安土 著 部 落 使 用 树木 

的 数据 资料 “使 用 被 定义 得 相当 狭窄, 它 仅 包 括 用 作 食 物 、 建 筑 材料 其它 技术 的 原材料 A 

物 和 贸易 商品 ,但 不 包括 作为 薪 柴 和 圈养 动物 饲料 的 部 分 。 四 个 部 落 的 树种 使 用 率 从 48. 

6% 到 78.7% 变 化 不 等 ,这 表明 亚 马 孙 地 区 的 热带 雨林 蕴含 着 极其 丰富 的 对 当地 人 有 用 的 

消费 使 用 价值 很 少 反 映 在 国家 收入 账目 上 ,但 似乎 没有 什么 严重 障碍 阻止 它们 被 纳入 

国民 总 产值 (GDP) 等 的 统计 尺度 中 (Repetto 等 1989) 。 例 如 , 薪 柴 和 姜 肥 提供 了 尼泊尔 、 坦 

桑 尼 亚 和 马 拉 维 主要 能 源 需 求 的 90% 以 及 许多 其 它 国家 的 80% (Pearce, 1987a), MAH 

这 种 贡献 可 被 确定 为 一 种 财政 价值 。 

28 



在 非洲 ,收获 生物 作为 农业 人 口 的 食物 为 人 类 幸福 作出 了 巨大 的 贡献 ,尤其 是 对 那些 居 

住 在 最 偏僻 地 区 的 最 贫困 的 村 民 。 这 些 生物 大 部 分 被 直接 消费 掉 ,而 不 是 在 市 场 上 出 售 , 但 

其 价值 无 疑 是 重要 的 ,而 且 经 济 价值 也 能 够 被 确定 。 在 博 效 瓦 纳 的 某 些 地 区 ,50 多 种 野生 动 

物 每 年 平均 为 每 人 提供 的 蛋白 质 超过 90 公斤 (大约 占 食物 总 量 的 40% ) ,从 春 免 CSpring- 

hare) 一 种 动物 每 年 就 可 收获 300 多 万 公斤 肉食 。 在 加 纳 , 大 约 75%% 的 人 口 主 要 依靠 传统 的 

蛋白 质 来 源 , 主 要 是 野生 动物 ,包括 鱼 类 昆虫 .毛虫 . 蛆 类 和 蜗牛 。 在 尼日利亚 边远 地 区 , 猎 

物 约 占 人 类 年 动物 蛋白 质 消耗 量 的 20%% (包括 约 10 万 吨 俗称 * 剪 草 机 ?的 巨 鼠 ,per Myers, 

1988b); 扎 伊 尔 所 需 动物 蛋白 质 的 75% 来 自 野 生 资 源 。 塞 内 加 尔 的 500 万 人 口 每 年 至 少 消 

费 373631 吨 野生 哺乳 动物 和 乌 类 (Sale,1981) 。 

假设 产品 不 是 被 消费 而 是 在 市 场 上 出 售 ,通过 类 似 估计 市 场 价格 的 方法 ,我 们 就 可 以 给 

消费 使 用 价值 定价 。 例 如 ,在 马来西亚 沙 捞 越 (Sarawak ) ,一 项 细致 的 野外 研究 发 现 , 人 类 每 
年 捕获 到 的 野猪 具有 相当 于 1 亿美 元 的 市 场 价值 (Caldecott ,1988) 。 

请 特别 注意 ,许多 热带 国家 野生 生物 的 消费 使 用 价值 已 经 诱发 了 过 度 利 用 (如 

Daries1987 , 详 见 Sierra Leone) 。 人 类 利用 野生 生物 已 有 数 十 万 年 历史 ， 现 代 不 断 增 长 的 人 

0 ,变化 中 的 社会 和 政 管 经 济 结构 已 经 消除 了 对 和 狩猎 的 传统 控制 .如 果 需 要 野生 生物 为 经 济 

继续 作出 重大 贡献 , 那 就 必须 采取 更 有 效 的 控制 措施 ,以 确保 野生 生物 种 群 保持 其 生产 力 。 

为 此 ,各 种 采取 的 方法 会 不 尽 相 同 ,但 都 必须 遵从 可 靠 的 经 济 学 和 生态 学 原则 。 

就 经 济 发 展 而 言 ,消费 使 用 的 最 主要 问题 是 要 保证 临近 森林 或 其 它 自然 区 域 的 边远 社 
群 能 够 通过 野生 生物 的 持续 收获 方式 而 繁荣 昌盛 ,而 且 几 乎 所 有 的 边远 社 群 通过 对 直接 消 _ 
耗 的 生物 资源 进行 管理 而 至 少 能 够 取得 一 定 的 发 展 利益 。 少 量 投资 以 保持 这 些 保 护 系统 继 
续 生 效 ,可 以 使 生物 资源 兔 遭 严重 破坏 ,从 而 避免 不 得 不 重建 生态 环境 所 需 的 大 量 投资 。 

利用 生物 资源 维持 人 类 基本 需求 ,具有 高 经 济 学 效率 和 高 产 的 系统 并 不 存在 于 市 场 经 

济 之 中 。 从 长 远 看 ,有 些 有 现代 生产 方式 也 许 是 不 能 持续 生产 的 ,在 企图 采用 它们 代替 上 述 
那 种 高 效 高 产 系统 之 前 ,人 们 应 当 准 确 地 了 解 这些 系 统 。 

2. 生 产 使 用 价值 

生产 使 用 价值 是 指 商业 性 收获 的 ,用 于 市 场 上 正式 交换 的 产品 的 价值 ,因此 通常 是 生物 

资源 价值 在 国民 收入 中 的 唯一 反映 .生物 资源 产品 的 生产 性 使 用 对 国民 经 济 有 重要 影响 .这 

类 资源 产品 包括 : 薪 柴 ,木材 、 鱼 类 、 动 物 的 皮毛 、 廊 香 、 象 牙 . 药 用 植物 .蜂蜜 、 蜂 螨 . 纤 维 、 模 
胶 、 树 脂 、 荐 条、 建筑 材料 、 观 赏 植物 野味、 饲料. 蘑菇、 水 果 、 染 料 等 等 .这 类 价值 的 估算 通常 
不 是 在 零售 地 而 是 在 原 产 地 作出 的 (地 产 价 值 ,收获 价值 和 农场 租金 等 等 ); 因为 在 销售 地 

产品 增加 了 运输 \, 加 工 和 包装 的 费用 ,产品 的 价值 要 高 得 多 。 例 如 ,在 美国 , 药 鼠 李 ( 一 种 从 
怪 皮 中 提取 的 轻 泻 剂 ) 的 估计 产品 价值 是 每 年 100 万 美元 ,而 销售 价值 是 每 年 7500 万 美元 
(Prescott—Allen 和 Prescott 一 Allen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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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 生物 资源 在 下 列 几 个 方面 对 家 畜 和 农作物 资源 有 所 贡献 : 

。 野生 遗传 资源 被 用 来 改良 已 有 家 冀 和 农作物 ,这 种 贡献 每 年 价值 达 数 10 亿美 元 ; 

。 牧区 和 天 然 野 生 饲料 物种 对 家 畜产 量 的 作用 ， 

。 野生 物种 ,特别 是 植物 ,可 作为 新 的 驯化 物种 的 源泉 ; 

。 野生 的 传粉 者 对 许多 农作物 是 必须 的 ,并 且 天 敌 可 控制 害虫 对 农作物 的 危害 。 

在 这 点 上 ,人 类 应 明确 区 分 两 类 产品 ,一 类 是 类 似 象牙 和 药 用 植物 ,可 从 上 自然 界 不 断 获 

取 的 ;一 类 是 作为 微型 “原始 基因 库 ?, 偶 尔 用 来 繁殖 或 实现 遗传 设想 的 产品 。 就 植物 而 言 , 后 

者 通常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因为 任何 植物 都 可 以 用 来 繁殖 和 培育 .这些 植 物 作为 遗传 资源 的 价值 
也 许可 喻 为 一 种 知识 产权 (William ,1984; de Klemm,1985), 

Prescott 一 Allen (1986) 曾 总 结 到 , 野生 遗传 资源 的 生产 使 用 价值 表明 它 对 现代 农业 生 
产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其 中 绝 大 多 数 资源 源 自 一 个 国家 ， 而 被 许 许多 多 其 它 国家 所 利用 ; ALD 

遗传 资源 的 周转 非常 迅速 ,对 新 遗传 资源 的 利用 日 益 增 加 (因此 要 求 从 其 它 国家 供给 的 渠道 

保持 畅通 ,并 且 保 持 遗 传 资 源 的 多 样 性 )。 驯 化 植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将 是 保证 下 一 世纪 粮食 充 

图 2 巴西 帕 拉 省 (Para) 牧 场 与 其 它 土 地 利用 方式 的 产量 比较 

足 的 一 个 重要 因素 (Hoyt ,1988)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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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WEF) 和 国际 植物 遗传 资源 委员 会 (GBPGR) 已 经 呼吁 开展 “寻找 和 拯救 运动 ”>, 以 便 就 地 和 

易 地 培植 和 保护 作物 野生 亲缘 种 ,从 而 完善 现 有 的 、 同 样 重 要 的 栽培 植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工 

” 作 。 这 些 栽 培 作物 主要 是 陆 生 亲 品种 ,大 部 分 是 主要 农作物 。 

具有 经 济 意义 的 多 年 生 橡胶 、 油 棕 和 可 可 ,一 年 生 的 药 鼠 李 和 甘蔗 ,对 于 发 展 中 国家 间 

的 遗传 资源 交换 尤其 重要 。 这 类 作物 通常 在 非 原 产地 区 的 产量 要 高 得 多 ,但 它们 极 易 受 到 病 
虫害 侵害 ,还 需要 注入 新 的 遗传 物质 以 提高 抵抗 力 (Frankel 和 Bennett, 1970;Frankel 和 

Hawkes,1974; Plucknett 等 ,1987) 。 

生产 使 用 价值 可 以 直接 从 被 消耗 资源 的 市 场 需求 曲线 中 推出 ,这 种 曲线 可 衡量 消费 者 
对 大 量 消 耗资 源 的 支付 意向 。 在 有 类 似 替 代 品 时 ,需求 曲线 相当 平缓 ,生产 使 用 价值 接近 于 

市 场 价格 。 而 在 无 类 似 替 代 品 时 ,将 产生 超过 市 场 价格 的 “消费 者 剩余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应 
用 价格 数据 可 能 会 低 佑 生产 使 用 价值 。 

Prescott —Allen (1986) 在 一 项 揭示 怎样 佑 算 生 物资 源 的 货币 价值 的 开创 性 研究 中 就 
野生 动 植物 物种 对 美国 经 济 的 贡献 进行 了 详细 分 析 ,结果 发 现 ,国民 生产 总 值 CGDP) 的 4. 

5 狼 应 当归 功 于 野生 物种 . 在 1976 一 1984 年 期 间 , 收获 野生 资源 对 国民 生产 总 值 GDP 的 贡 

献 高 达 876 亿美 元 /年 。 

野生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对 发 展 中 国家 的 经 济 贡献 通常 比 对 美国 这 样 的 工业 化 国家 的 贡献 
要 大 得 多 ; 当 消费 使 用 价值 也 包括 在 内 时 ,更 是 如 此 。 例 如 , 产 自 天 然 森林 的 木材 是 印度 尼 

西亚 的 第 二 大 出 口 换 汇 产品 , 仅 次 于 石油 。 所 有 湿润 的 热带 国家 的 经 济 都 依靠 采伐 天 然 木 

材 ; 在 1981 一 1983 年 期 间 , 亚 洲 、 非 洲 和 南美 的 木材 产品 出 口 年 期 平均 量 达 到 81 亿美 元 
(WRI/IED, 1986), 

森林 的 非 木 材 产 品 也 具有 相当 重要 的 价值 。 例 如 ,印度尼西亚 在 1982 年 非 木 材 产 品 的 

对 外 贸易 获胜 2 亿美 元 的 外 汇 ; 最 近 一 年 来 , 非 木 材 森林 产品 占 印 度 林产 品 出 口 的 63%， 

占 印度 政府 林业 净 收 入 的 40% (Gupta 和 Guleria, 1982), Myers 在 比较 木材 和 非 木材 产 品 

时 总 结 出 ,5 万 公顷 管理 得 当 的 热带 森林 “在 可 自我 更 新 的 情况 下 ,每 年 的 产 出 价值 可 达 

1000 万 美元 ,或 说 每 公顷 200 美元 强 ”。 与 此 比较 ,该 地 区 商业 性 采伐 每 公顷 的 收入 才 略 高 

于 150 美 元。 此 外 采纳 现行 的 采伐 方式 ,商业 性 采伐 在 生 资 学 上 是 一 种 破坏 过 程 ,会 导致 环 

境 亚 化 ,而 收获 野生 生物 可 以 使 森林 生态 系统 完全 免 受 干扰 。 

在 秘鲁 亚 马 孙 地 区 物种 丰富 的 森林 中 ,对 每 公顷 森林 所 有 经 济 树木 的 市 场 价值 的 估算 

得 出 了 同样 的 结果 (Peters 等 ,1989) 。 在 位 于 伊 魁 托 斯 城 (Iquitos)30 公里 的 里 约 那 内 (Rio 

Nanay) ,每 公顷 森林 蕴藏 着 275 种 树木 ,共有 842 棵 直径 大 于 10 厘米 的 树木 .41%% 以 上 的 树 

木 生产 水 果木 材 和 具有 当地 市 场 价值 的 乳胶 。 水 果 和 乳胶 每 年 产值 约 为 700 美元 (422 美 

元 的 劳力 和 运输 ) ,考虑 到 这 两 种 资源 是 可 更 新 的 ,并 且 每 年 均 可 收获 ,估计 这 些 水 果 和 乳胶 

的 现 有 纯 价值 为 8400 美元 。 这 一 地 区 可 销 的 木材 约 有 94 立方 米 ,但 最 大 持续 产量 约 为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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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30 立方 米 。 按 目前 价格 ,每 棵 成 材 树 木 的 纯 价 值 为 490 美元 。 因 此 ,水 果 和 乳胶 占 森 林 
全 部 市 场 价值 的 90%; 野生 动物 和 药 用 植物 持续 产 出 可 以 大 大 提高 非 木材 林产 品 的 产 出 

量 。 

与 亚 马 孙 森 林 的 其 它 利 用 方式 比较 ,巴西 采伐 制 浆 木 材 的 森林 每 公顷 价值 约 为 3184 
美元 ,而 用 作 养 牛 场 则 更 低 , 仅 有 2960 美元 。 这 些 价 值 明 显 低 于 用 于 持续 生产 水 果 和 乳胶 
的 方式 。 可 以 看 出 ,与 已 知 的 绝 大 多 数 热带 森林 系统 相反 ,这 种 利用 方式 是 持续 性 的 。 

在 较 干 燥 地 区 ,虽然 高 于 同 地 区 的 其 它 利 用 方式 ,但 野生 生物 的 产 出 要 低 得 多 。 例 如 ,在 
津巴布韦 的 赞 帕 效 谷 地 (Zambezil ,Cumming (1985) 估计 野生 生物 的 潜在 收益 值 为 每 公顷 

12 美元 。 他 指出 ， 这 种 收益 即使 不 超过 也 不 会 低 于 该 国 的 肉牛 牧场 的 收益 ,而 且 利润 盈余 

有 可 能 要 高 得 多 ”。 

外 国人 开展 的 体育 狩猎 必然 会 有 形象 问题 ,在 被 禁止 狩猎 的 当地 人 看 来 , 颇 有 些 帝 国 主 
义 味道 .这 些 问题 可 以 这 样 解 决 , 在 持续 生产 的 基础 上 收获 过剩 ”肉食 的 过 程 中 使 当地 人 也 
能 得 益 。 

总 之 ,生产 使 用 价值 代表 的 市 场 价格 是 一 个 非常 重要 的 价值 指标 。 尽 管 如 此 ,正如 对 后 
面 间接 价值 的 讨论 所 揭示 的 一 样 ， 市 场 价格 并 不 总 是 对 资源 真实 经 济 价值 的 准确 反映 ,也 
不 能 有 效 地 处 理 分 配 与 平衡 这 类 问题 .很 明显 ,消费 使 用 价值 对 资料 的 估价 方法 可 能 与 生产 
者 不 同 ; 风暴 观赏 者 与 林木 消费 者 对 热带 森林 的 估价 方式 肯定 也 不 一 样 , 但 还 没有 办 法 调 
和 这 类 主张 。 

四 ,生物 资源 的 间接 价值 

间接 价值 主张 与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环境 功效 ”7 有关 ,通常 它 并 不 表现 在 国家 核算 体制 
上 ,但 如 果 计 算出 来 ,它们 的 价值 可 能 大 大 超过 直接 价值 。 直 接 价值 倾向 于 反映 在 区 域 或 更 

大 范围 内 生物 多 样 性 对 社会 的 价值 ,而 不 是 针对 特定 个 人 或 团体 。 

直接 价值 通常 源 于 间接 价值 ,因为 收获 的 动 植物 物种 得 益 于 它们 生存 的 环境 .没有 消费 

和 生产 使 用 价值 的 物种 可 能 在 生态 系统 中 起 着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并 供养 着 那些 有 消费 和 生 

产 使 用 价值 的 物种 .例如 在 沙巴 ,近期 的 研究 表明 ,在 商业 性 的 丝 树 (Alzizia ) 种 植 园 中 ,高 密 

度 的 野生 乌 类 限制 着 毛虫 的 数量 ,否则 它们 可 能 会 损毁 树木 ; 而 这 类 乌 类 需要 利用 热带 森 
林 筑 梨 (CFitter ,1988) 。 

另 一 个 例子 是 ,美国 国家 海洋 渔业 处 估计 在 1954 年 一 1978 年 间 , 由 于 美国 港湾 被 破 

坏 , 使 整个 国家 在 商业 和 体育 渔业 方面 每 年 损失 2 亿美 元 的 收入 .商业 性 渔业 提供 生产 使 用 

价值 ,而 体育 性 的 捕 鱼 活动 则 提供 了 消费 使 用 价值 。 这 些 价值 都 是 港湾 贡献 的 ,但 港湾 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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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没有 被 消费 掉 。 

1. 非 消费 性 使 用 价值 

环境 资源 一 一 一 般 是 指 自然 功能 而 不 是 其 产品 和 受益 者 ; 它 的 价值 通常 不 被 消费 ,不 

在 市 场 上 交换 ,也 不 反映 在 国民 收入 中 。 虽 然 如 此 ,人 们 正在 努力 对 这 些 资 源 的 贡献 进行 经 
Fr PE Uh (Oldfield ,1984; Peterson 和 Radall,1984; Sinden 和 Weorrel,1979; deGroot ,1986 ) 。 

显然 ,环境 功能 的 效益 在 地 处 范围 内 较 全 球 范 围 内 更 容易 衡量 。 例 如 ,给 一 个 流域 的 水 文 效 

益 定 量 就 比较 直观 ,而 对 衡量 全 球 碳 循环 的 价值 则 是 一 项 艰难 的 课题 ,而 且 几 乎 没有 应 用 价 

值 。 资 料 简介 6 和 下 文 将 要 总 结 一 些 生 物资 源 的 非 消费 使 用 价值 ,尤其 是 大 自然 的 生态 作 

用 。 

资料 简介 6 保护 环境 资源 的 非 消 费 性 效益 

保护 环境 资源 的 投资 给 社会 带 来 日 益 增 长 的 利益 ,这 种 效益 因 地 域 和 物种 不 同 而 

各 不 相同 。 绝 大 多 数 这 类 利益 可 以 归纳 为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 光合 作用 固定 太阳 能 ,使 光 能 经 绿色 植物 进入 自然 食物 链 ; 从 而 给 可 收获 物种 提 

供 维持 系统 ; 

*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包括 传粉 .基因 流动 . 异 花 授精 的 繁殖 功能 、 维 护 环境 的 效力 和 对 

经 济 物种 获取 有 益 遗 传 品质 有 影响 的 物种 、 保 持 进化 过 程 、 在 生态 系统 中 使 竞争 者 

之 间 保 持 永 恒 变 化 的 张力 ; 

* 保持 水 循环 ,包括 重新 注入 地 下 水 、 保 护 流域 和 极端 水 资源 状况 (例如 干旱 .洪水 

等 ); 

* 大 范围 和 小 范围 内 的 气候 调节 (包括 对 气温 温度 、 降 水 量 和 大 气 汕 流 的 影响 ); 

x* 土壤 生成 和 防止 土壤 侵蚀 ,包括 防止 海洋 对 海岸 的 冲 蚀 ; 

x* 碳 ̀ 氮 、 氧 等 必需 营养 元 素 的 储存 和 循环 、 维 持 氧气 和 二 氧化 碳 平衡 ; 

* 污染 物 的 吸收 和 分 解 , 包 括 有 机 废物 .农药 以 及 空气 和 水 污染 物 的 分 解 作 用 ; 

* 提供 自然 环境 的 娱乐 .美学 .社会 文化 .科学 教育 .精神 和 历史 的 价值 。 

稳定 水 文 功 能 “” 集 水 区 的 植被 调节 和 稳定 着 水 的 流失 。 树 木 或 其 它 植物 的 根深 入 土壤 ， 

使 土壤 对 雨水 的 渗透 性 提高 ,因而 土壤 水 分 的 流失 速度 较 裸露 地 表 要 缓和 均匀 。 因此 , 在 森 

林 覆 盖 区 ,在 雨季 洪水 减弱 ,而 干旱 期 河流 仍 有 流水 。Daniel 和 Kulasingham (1974) 指 出 ， 

在 马来西亚 ,单位 面积 森林 集 水 区 的 最 高 流失 量 约 为 橡胶 和 油 棕 种 植 园 的 一 半 ,而 最 低 水 流 

量 却 是 后 者 的 一 倍 。 流 域 保 护 有 助 于 证 明 许多 有 价值 保护 区 的 建立 是 正确 的 ,否则 它们 就 不 

可 能 被 设立 ; 因此 ,对 那些 有 流域 保护 作用 的 自然 保护 区 的 保护 工作 来 说 ,水 利和 能 源 部 门 

可 能 是 潜在 的 有力 的 同盟 者 (McNeely,1987) 。 

洪都拉斯 拉 提 格 拉 (La Tigra) 国 家 公园 主要 由 云雾 林 组 成 ,面积 7500 公顷 ,终年 有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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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良 好 的 高 质量 水 流 ,为 首都 特 古 西 加 尔 巴 提 取 40 办 以 上 的 用 水 。 因 水 质 纯 净 ,几乎 没有 沉 

TED ,散布 在 公园 内 的 大 约 25 个 集 水 设施 只 需要 有 限 的 管理 . 因 其 对 流域 保护 的 价值 , 拉 提 
格拉 成 为 一 个 重要 的 投资 点 ,这 项 投资 包括 给 附近 村 民 的 一 系列 经 济 鼓励 。 

另 一 项 估计 说 明 ,1 公顷 大 西洋 Spartina 沼泽 的 经 济 价值 约 高 于 7200 美元 /年 。 根 据 美 

国 陆 军工 兵部 队 的 资料 ,保留 麻 省 波士顿 城郊 的 系列 湿地 仅 防 洪 一 项 每 年 就 可 节约 1700 万 

美元 (不 包括 当地 居民 从 湿地 得 到 的 其 它 收 益 一 一 如 沉淀 减少 ,出 产 鱼 类 和 野生 动物 以 及 美 

学 价值 等 )(Hair ,1988) 。 

在 许多 情况 下 ,建立 和 管理 保护 集 水 区 的 保护 区 的 总 费用 可 看 成 是 水 利 投资 的 一 部 分 ， 

并 予以 满足 。 赫 夫 施 米 特 和 施 瑞 瓦 得 拉 (Hufschmidt 和 Srivardana,1986) 报 道 ,泰国 对 南 莲 

(Nam Pong) 水 库 流 域 保 护 区 的 150 万 美元 年 度 投资 证 明 对 水 库 本 身 就 很 有 益处 。 在 印度 尼 

西亚 ,利用 120 万 美元 世界 银行 贷款 建立 的 都 蒙 加 莲 (Dumoga 一 Bone) 国 家 公园 ,经 证 明 在 

保护 的 基础 上 ,该 公园 还 是 其 下 游 低 地 的 一 项 重要 灌溉 工程 。 

保护 土壤 受 目 然 植被 覆盖 和 凋落 层 保 护 的 优质 土壤 可 保持 肥力 、 防 止 危 险 滑坡 、 保 护 

海岸 和 河岸 以 及 防止 淤积 作用 对 珊瑚 礁 、 淡 水 和 近海 渔业 的 破坏 。 在 马来西亚 过 伐 区 的 悬浮 

沉积 量 与 未 砍伐 地 区 相 比 增加 70% 到 97% (Kasran ,1988) 。 因 此 将 水 源 作为 保护 区 进行 管 
理 可 以 大 量 降低 沉积 量 , 因 而 能 够 对 延长 下 游 水 库 和 灌溉 系统 的 寿命 发 挥 重 要 作用 。 尼 泊 尔 

星 家 奇特 旺 (Royal Chitwan) 国 家 公园 的 土壤 保护 是 一 个 惊人 的 例子 。 在 那里 ， 由 于 拉 普 提 

河北 岸 ( 公 园 边 界 ? 的 植被 被 过 分 铲除 ,土地 极 易 被 迅速 侵蚀 ;， 南岸 位 于 公园 内 ,受到 保护 

的 植被 固定 了 南岸 土壤 ; 当 雨 季 来 临 , 河 水 上 涨 时 ,被 冲 蚀 的 正好 是 北岸 ,结果 在 不 到 十 年 

的 时 间 里 ,由 于 河北 自然 改道 ,村 民 所 有 的 北岸 土地 大 约 100 公顷 转 到 属于 公园 的 南岸 。 

保持 环境 的 自然 平 侨 ”保护 区 的 存在 有 利于 保持 更 大 范围 内 生态 系统 更 自然 的 平衡 。 

在 农业 区 ,自然 栖息 地 为 控制 兽 害 虫害 的 乌 类 繁殖 提供 了 庇护 所 。 在 保护 区 内 筑 梨 、 栖 居 和 

繁殖 的 蝙蝠 . 乌 类 和 蜜蜂 的 活动 可 能 远 远 超出 保护 区 范围 ,为 周围 地 区 的 果树 传粉 。 菜 德 克 

Fil th #8 == ( Ledec 和 Goodland,1986) 已 经 证 明 , 巴 西 坚果 的 产量 依赖 于 许多 鲜 为 人 知 的 森 

林 动 植物 。 为 巴西 坚果 树 传粉 的 雄 Englossine 蜜蜂 从 寄生 兰花 中 采集 某 种 有 机 物 以 吸引 上 峻 

蜂 进 行 交 配 。 在 自然 状态 下 ,坚果 的 硬 壳 只 有 栖 居 于 该 森林 中 的 豚鼠 (一 种 大 型 鼠 类 ) 能 够 喷 

开 , 使 树木 种 子 得 以 传播 。 因 此 ,保持 巴西 坚果 的 产量 需要 保留 足够 的 自然 森林 以 保护 蜜蜂 

的 栖息 地 、 采 食 植物 、 某 些 兰花 及 其 寄生 树木 ,为 兰花 传粉 的 昆虫 或 蜂 乌 (及 其 所 有 需求 ) 以 
及 豚鼠 。 

在 坦桑尼亚 也 有 一 个 很 好 的 例子 , 坦 容 吉 瑞 (CTarangire) 国家 公园 东南 部 由 于 偷 猎 和 无 

限制 捕猎 大 象 和 犀牛 ,使 草食 动物 对 植被 生长 不 再 有 重要 影响 ,结果 引起 灌 丛 草 延 ,导致 吸 

血 蝇 数量 增长 ,使 当地 家 畜 减 产 。 由 此 可 见 保持 大 象 和 犀牛 远 远 不 只 是 一 种 道义 上 的 行动 ， 

它 还 能 提高 当地 畜牧 业 产 量 (Peterson ,19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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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在 观 鸟 和 其 它 一 些 科学 研究 中 (特别 是 生态 学 野外 研究 ) ,物种 还 具有 非 消费 使 用 

价值 。 通 过 电影 、. 录 相 和 文学 等 公共 传播 媒介 ,人 们 得 到 物种 的 间接 非 消费 使 用 价值 。 

2. 选择 价值 

未 来 不 定 而 灭绝 不 断 发 生 。 普 雷 斯 科 特 一 阿 伦 (1986) 说 到 : 社会 应 在 生物 学 和 社会 经 

济 两 方面 ,为 不 测 事件 的 发 生 作 好 准备 。 就 野生 生物 利用 而 言 , 最 好 的 准备 即 是 拥有 一 个 多 

样 性 安全 网 一 一 保持 尽 可 能 多 的 基因 库 , 特 别 是 那些 具有 或 可 能 具有 经 济 重 要 性 的 野生 物 
种 ”。 由 于 其 不 确定 性 ,选择 价值 可 能 是 一 种 令 人 反感 的 价值 确定 方法 。 

自然 栖息 地 是 保留 不 断 进化 的 遗传 物质 的 储备 所 。 不 论 这 项 物种 的 价值 有 没有 被 认识 
到 ,它们 使 得 各 物种 能 够 适应 变化 的 环境 条 件 。 受 保护 的 动 植物 可 能 会 扩散 到 周围 地 区 ,被 

当做 农作物 种 植 ,或 者 不 断 为 农作物 或 家 畜 提 供 遗 传 物质 。 因 此 ,保护 自然 栖 息 地 可 以 看 作 
是 维护 国家 财富 ,特别 是 在 物种 丰富 的 热带 国家 ,为 了 人 类 的 未 来 利益 ,至 少 应 当 保 留 一 部 
分 未 受 破坏 的 生物 资源 。 

因此 ,为 保留 将 来 获取 特定 物种 或 多 样 性 层次 的 机 会 ,全 社会 应 当 愿 意 付出 代价 。 由 于 
对 生物 资源 的 需求 日 益 增加 而 供给 能 力 却 不 断 减 少 ( 如 果 目 前 的 趋势 仍 进行 下 去 )， 生 物资 
源 的 价值 将 会 升 高 。 所 以 ,有 些 经 济 学 家 提出 ,常规 的 成 本 /效益 关系 还 应 当 包括 有 关 方 法 ， 
以 处 理 可 能 的 更 高 未 来 价值 以 及 无 法 弥补 的 保护 自然 环境 和 遗传 物质 的 机 会 。 

3. 存在 价值 

对 有 些 物种 和 栖息 地 ,尽管 人 们 并 不 期 望 去 游览 或 利用 (特别 是 在 工业 化 国家 ) ,其 存在 

价值 也 受到 相当 的 重视 ， 人 们 和 希望 其 后 代 ( 或 整个 人 类 后 代 ) 能 够 从 这 些 物种 的 存在 获得 一 
定好 处 ,或 者 是 仅仅 满足 他 们 了 解 物种 存在 的 欲望 ,如 海洋 中 生活 有 鲸鱼 ,喜马拉雅 山 有 雪 

兔 , 塞 内 吉 提 (Serengeti) 有 羚羊 等 等 。 在 确定 “存在 价值 ?时 ,伦理 斥 度 非常 重要 ,因为 它 反 

映 了 人 们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同情 责任 感 和 关注 。 对 于 这 类 价值 ， 进行 成 本 /效益 的 精确 
分 析 显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是 ,这 些 价值 的 重要 性 已 经 反映 在 工业 化 国家 的 人 民 自 愿 给 予 私 

人 保护 机 构 的 可 观 捐赠 上 ,尽管 他 们 并 无 企图 去 游览 或 利用 所 要 保持 的 资源 。 

五 总 结 

要 生物 种 及 其 遗传 变异 每 年 给 农业 、 医 药 业 和 工业 作出 价值 以 数 十 亿美 元 计 的 贡献 .也 

许 更 重要 的 还 是 大 自然 进行 的 必需 生命 进程 ,这 类 进程 包括 稳定 气候 、 保 护 水 源 、 保 护 土壤 

和 保护 繁殖 地 等 等 。 保 护 这 些 进 程 与 保护 组 成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各 个 物种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发 展 中 国家 特别 容易 滥用 生物 资源 ,因为 他 们 大 多 数 是 农业 国 , 大 部 分 人 口 居 住 在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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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是 城市 ,生物 资源 对 这 些 农 村 地 区 的 经 济 贡献 (至 少 在 百分比 上 ) 远 远大 于 对 国家 和 国 

际 工业 经 济 的 贡献 .对 发 达 和 发 展 中 国家 人 民 的 福利 具有 重要 意义 的 物种 ,不 局 限于 农作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或 收获 来 作为 食物 药物 和 燃料 的 动 植物 物种 ; 它 还 包括 是 晴 、 蜜 蜂 和 白蚁 这 

类 对 社会 可 能 作出 更 重要 贡献 的 物种 一 一 就 维持 健康 多 产 的 生态 系统 而 言 , 他 们 发 挥 着 更 
加 重要 的 作用 。 

生物 资源 在 所 有 社会 中 都 具有 多 种 价值 ,但 是 层次 不 同 ,估算 方法 不 一 。 在 地 区 水 平 上 ， 

消费 使 用 价值 通常 是 最 贴切 的 ; 而 在 国家 水 平 上 ,政府 似乎 对 与 出 口 创 汇 有 关 的 生产 使 用 

价值 最 感 兴趣 .虽然 生 物资 源 产品 被 用 于 国际 贸易 ,国际 社会 似乎 对 生物 资源 的 存在 价值 和 
非 消费 使 用 价值 也 感 兴趣 (将 这 种 兴趣 转变 为 财政 支持 的 途径 在 第 八 章 中 讨论 ) 。 与 有 沉重 

债务 负担 而 不 得 不 对 生物 资源 进行 非 持 续 性 利用 的 国家 相 比 ,富裕 的 个 人 和 国家 更 重视 选 
择 价值 。 

不 论 用 什么 方法 ,评价 是 最 基本 的 一 步 。 它 使 策略 者 、 资 源 管理 人 员 和 当地 群众 了 解 到 

生物 多 样 性 对 国家 发 展 是 何等 重要 ; 它 说 明 包 含 着 丰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地 区 的 重要 性 ; 它 反 
映 了 各 部 门 对 保持 的 共同 兴趣 , 它 还 便于 比较 不 同 发 展 方案 的 成 本 /效益 比 。 

第 二 步 是 确定 怎样 保持 这 些 物种 和 地 区 。 正 是 在 此 方面 经 济 鼓励 和 限制 能 够 发 挥 重要 

作用 ,以 保证 有 关 社 会 能 够 确实 获得 上 述 利益 ,确保 这 些 社会 能 够 保证 他 们 赖 于 继续 繁荣 的 

资源 (McNeely,1988) 。 



第 三 章 ”生物 资源 面临 的 威胁 及 其 原因 

当今 生物 物种 和 生态 条 统 所 受到 的 威胁 是 有 史 以 来 最 为 严重 的 。 几 乎 所 有 的 
威胁 都 是 人 类 对 生物 资源 管理 不 善 引起 的 ,并 通常 被 错误 指导 的 经 济 政策 和 不 完 
善 的 制度 所 加 剧 。 正 是 这 些 政策 或 制度 使 资源 开发 者 能 够 逃避 偿付 开发 的 代价 。 

在 寻求 生物 资源 保护 途径 的 过 程 中 ,必须 清楚 地 了 解 陆地 和 水 域 生 物资 源 所 受 的 主要 

威胁 是 什么 。 解 决 的 办 法 尤其 依赖 于 如 何 阐明 这 些 问题 。 人 们 已 经 试图 用 各 种 方法 来 阐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所 面临 的 问题 ,但 应 用 这 些 方法 又 似乎 仍 不 能 找到 被 各 方 所 接受 的 答案 。 

如 果 把 问题 归结 为 保护 区 不 足 . 过 度 掠 取 、 法 制 不 严 . 土 地 侵占 和 非法 交易 ,其 相应 的 解 
决 办 法 就 是 设置 更 多 的 保护 区 ,提高 对 物种 及 保护 区 的 管理 水 平 ,制定 国际 性 法 规 以 控制 濒 
危 动 物 交 易 。 但 这 些 也 只 能 解决 部 分 问题 。 通过 设置 自然 保护 区 .野生 生物 管理 和 国际 自然 
保护 法 ,物种 多 样 性 只 能 得 到 部 分 保护 ,其 根本 问题 并 不 在 于 设立 保护 区 ,而 在 于 诸如 农业 、 
矿业 、 污 染 ̀  居 住 分 布 、 资 金 流动 以 及 其 它 与 更 大 范围 的 国际 经 济 有 关 的 许多 因素 。 

本 章 旨 在 从 一 个 更 加 全 面 的 角度 阑 述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存在 的 问题 ,以 期 得 到 更 为 有 

效 的 解决 办 法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存在 的 问题 及 其 解决 途径 都 依赖 于 经 济 基础 。 生 物 多 样 性 

所 面临 的 主要 威胁 包括 : 

“。 栖息 地 的 改变 ,通常 是 指 多 样 性 极其 丰富 的 自然 生态 系统 向 多 样 性 单调 的 农业 生态 

系统 ( 常 为 单一 作物 种 植 田 ) 转 变 。 这 显然 是 最 严重 的 威胁 , 常 与 一 个 地 区 导致 自然 

植被 了 骤 减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的 改变 有 关 。 一 个 地 区 自然 植被 面积 的 陡然 下 降 , 常 引起 

物种 栖息 地 片断 化 ,也 就 不 可 避免 地 引起 物种 数量 的 减少 ,最 终 导 致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丧 

失 ， 物 种 或 种 群 对 疾病 、 猫 捕 以 及 随机 种 群 变 化 的 抵抗 力 的 降低 (Soule 和 Wilcox, 

1980), 

。 过 度 猎 取 , 即 掠 取 率 超过 一 个 种 群 自 然 繁 殖 力 所 能 承受 的 限度 。 当 物种 受到 法 律 保护 

时 ,这 种 掠 取 就 应 称 其 为 “ 偷 猎 ”。 

“化 学 污染 ,几乎 在 世界 所 有 地 区 都 是 对 生物 的 主要 威胁 ,如 欧洲 森林 的 枯 化 , 鸟 类 的 

畸形 发 育 (Anderson ,1987) 以 及 海豹 未 成 年 生育 等 都 与 之 密切 相关 。 化 学 污染 既 复 杂 

又 普遍 , 它 有 多 种 表现 形式 ,如 硫化 物 、 氮 氧化 物 及 氧化 剂 引起 的 大 气 污 染 、 酸 雨 沉 

降 、 陆 地 植被 和 淡水 水 域 等 的 直接 危害 ;过 量 施用 农药 引起 的 河道 污染 以 及 硝酸 盐 、 

磷酸 盐 流失 的 浊 地 和 近海 生态 平衡 的 破坏 。 不 断 积累 的 难 降解 杀 虫 剂 对 野生 生物 的 
危害 ;工业 排放 的 重金 属 化 合 物 及 其 有 害 物 质 严重 影响 陆地 、 淡 水 水 域 和 内 海 生物 等 
等， 

“ 气候 变 化 , 常 与 区 域 性 植被 格局 的 改变 有 关 ,涉及 到 全 球 二 氧化 碳 浓度 上 升 , 区 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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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埃 尔 尼 诺 效应 (Graham 和 White,1988) 和 季风 规律 以 及 地 方 性 火灾 管理 等 因素 有 
关 。 这 种 似乎 以 迄今 最 快速 度 发 生 的 气候 变化 ,对 北方 森林 、 融 瑚 礁 、 红 树林 、 湿 地 会 
有 强烈 影响 ,同时 也 会 改变 全 球 生 物 群 落 的 分 布 界限 。 

。 引 进 物 种 ,在 许多 海岛 上 ，* 引 进 植 物 已 经 彻底 取代 了 当地 土生 植物 (Eosberg ,1988) 。 

即使 在 加 拉 帕 哥 斯 群岛 那样 保护 的 相当 好 的 岛屿 上 也 有 与 土著 植物 同样 多 的 引进 

植物 种 (Andersen ,1989) 。 大 陆 也 受到 同样 的 影响 ,引进 植物 所 带 来 的 问题 ,已 被 认为 

是 美国 国家 公园 所 面临 的 最 严重 的 威胁 。 动 物 也 难免 遭 厄 运 , 例 如 在 具有 极 高 特有 

种 的 非洲 裂 谷 省 (African Rift Valley) 的 一 些 湖 泊 里 ,引进 鱼 种 已 使 当地 的 土生 种 濒 

临 灭绝 CMiler,1989) 。 外 来 的 嵌 、 蛇 和 其 它 引进 动物 ,可 能 很 快 就 会 导致 当地 土生 动 

物 的 灭绝 ;而 引进 的 食 草 动物 ,如 羊 、 驯 鹿 等 也 会 使 土生 的 植物 消失 (Savidge,1987; 
Primm ,1987;Mooney,1985) 。 

。 人 口 增 长 , 随 着 工业 革命 全球 贸易 、 化 石 炊 料 能 源 利 用 以 及 更 有 效 医疗 措施 的 发 展 ， 

人 口 数量 在 从 19 世纪 初 的 10 亿 ,20 年 代 的 20 亿 发 展 到 目前 ,总 数 已 超过 50 亿 。 乐 

观 的 估计 认为 ,发 展 . 教 育 \ 生 育 措 施 以 及 明智 的 自我 控制 的 共同 作用 ,会 使 人 口 数量 
在 下 个 世纪 后 半 叶 低 于 80 一 100 亿 。 一 个 冷静 的 观察 者 不 禁 要 间 ,在 目前 人 口 增长 即 

已 导致 的 资源 严重 退化 的 基础 上 ,能 够 维持 如 此 庞大 的 人 口 吗 ? 旱灾 、 洪 水 饥荒、 战 

争 、 疾 病 等 自然 灾害 仍然 会 在 某 些 地 区 频繁 发 生 , 这 必然 会 继续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有 大 量 

的 需求 。 显 然 , 控 制 人 类 生育 所 需 时 间 越 长 ,痛苦 也 就 更 广泛 。 

以 上 所 述 的 威胁 只 是 一 种 表面 现象 ,并 没有 对 引起 威胁 的 根本 原因 进行 探讨 尽管 这 些 

问题 的 特点 在 各 地 不 尽 相 同 ,但 这 些 现象 的 主要 根源 在 于 开发 和 保护 在 成 本 /收益 分 配 之 间 

的 了 矛盾。 那些 开发 中 的 受益 者 没有 付出 全 部 应 付 的 代价 ,而 在 保护 中 付出 巨大 代价 者 却 不 能 
得 到 相应 的 报 偿 。 

调整 这 种 不 平衡 的 办 法 最 终归 结 为 确保 开发 者 付出 资源 开发 的 全 部 代价 ,而 资源 保护 

者 得 到 更 多 的 应 得 利益 。 这 就 要 求 对 保护 和 发 展 有 更 加 全 面 的 认识 和 更 综合 完善 的 决策 。 

一 、 问 题 面面观 

当 各 种 威胁 因素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威胁 加 剧 时 ,考虑 到 物种 与 栖息 地 的 紧密 关系 ,更 加 深 
入 地 了 解 物种 与 栖息 地 所 面临 的 威胁 的 表示 形式 是 明智 的 .必须 切记 ,热带 栖息 地 是 地 球 上 

物种 最 密集 的 场所 ,但 只 有 占 其 总 数 10 站 的 物种 被 描述 过 。 如果 对 系统 的 各 个 部 分 不 了 解 ， 

就 无 从 了 解 整个 生态 系统 本 身 。 那 么 ,关于 热带 生物 有 机 体 和 生态 系统 我 们 就 的 确 太 无 知 

下 

1. 物种 

自从 生命 在 海底 沉积 物 中 最 初出 现 开 始 ,生物 的 灭绝 就 已 出 现 。 目 前 的 几 百 万 个 物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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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 大 约 几 十 亿 个 物种 中 的 现代 幸存 者 .以 往 所 有 的 灭绝 都 是 自然 发 生 的 ,但 目前 人 类 影响 
无 疑 是 生物 灭绝 的 最 主要 原因 。 

一 般 认 为 兰 椎 动物 物种 的 平均 生存 期 为 500 万 年 。 最 新 的 估计 认为 ,在 过 去 的 2 亿 年 

中 ,平均 每 100 万 年 有 90 万 种 峭 椎 动物 灭绝 ,因此 灭绝 的 “背景 速率 ?是 每 世纪 大 约 90 BF 
椎 动物 (Raup ,1986) 。 根 据 Myers(1988c) 引 述 的 粗略 估计 ,大 约 每 27 年 就 有 一 种 高 等 植物 

灭绝 ,并 随 着 高 等 植物 品种 的 增多 ,这 个 速度 不 断 加 快 。 最 近 几 百年 中 ,人 类 活动 导致 的 生物 

灭绝 也 冲击 海岛 ,主要 原因 是 低地 和 森林 的 破坏 以 及 捕食 性 动物 .草食 性 动物 ,疾病 和 适应 性 
极 强 的 杂 草 的 引入 。 最 近 灭 绝 的 物种 中 ,有 75 兴 的 哺乳 动物 和 鸟 类 是 生活 在 海岛 上 的 (Er- 

ankel 和 Soule,1981) ,而 且 可 能 还 会 有 更 多 的 岛屿 生物 灭绝 .世界 上 大 约 有 10%% 的 鸟 类 生活 

在 孤岛 上 。 与 动物 的 情况 相似 ,岛屿 植物 的 濒危 程度 远 远 大 于 大 陆 物种 。 在 几 个 岛 上 ( 亚 森 
逊 岛 . 诺 特 豪 岛 . 诺 福 克 岛 、 罗 德里 格 斯 品 和 圣 赫 勒 拿 铝 ),90% 以 上 的 特有 维 管 植物 是 稀有 、 

受 威胁 甚至 行将 灭绝 的 物种 ( 表 1)。 

世界 上 多 样 性 最 高 的 生态 系统 的 快速 解体 (尤其 在 热带 ) ,使 得 大 部 分 专家 认为 ,今后 

20 一 30 年 间 , 地 球 生物 多 样 性 总 量 的 1/4 将 面临 灭绝 的 严重 威胁 (Raven ,1988) 。 种 种 迹象 
表明 ,当今 世界 正 度 过 着 一 个 地 球 史上 影响 最 大 的 生物 灭绝 速率 最 高 时 代 (Wilson , 1988a) 。 
从 来 没有 过 如 此 多 的 物种 遭受 到 灭绝 的 威胁 ,甚至 在 被 描述 之 前 每 年 有 数 以 千 计 的 物种 (大 

部 分 是 昆虫 ) 消 失 。 最 近 一 个 关于 世界 鸟 类 区 系 的 综合 评价 总 结 说 ,在 9000 种 世界 鸟 类 中 ， 
有 1000 种 ( 占 11%%) 不 同 程度 地 受到 灭绝 的 威胁 。 而 1978 EA RA 290 FAS 

地 质 年 代 ( 百 万 年 ) 
400 300 200 

. 奥 陶 纪 后 期 (一 125%) 
- WRWERM(—14%) 

- SBRERM(—52%) 

- Z2RREM(—12%) 

。 白垩 纪 后 期 (一 11%) 

GPO HF FRE SF 

图 3 地 球 上 生命 的 五 个 主要 灭绝 事件 的 例证 :在 地 质 历 史 变 迁 过 程 中 ， 

海 生 脊 椎 动物 和 无 峭 椎 动物 科 的 多 样 性 变化 ( 引 自 :E. Wilson1988b )。 

39 



Rl 部 分 大 洋 岛 屿 上 特有 维 管 植物 类 群 的 状况 

岛 & 总 计 未 受到 不 十 分 ”稀少 的 , 受 威胁 的 

威胁 的 清楚 的 或 濒临 灭绝 的 

Lee A NS ri 
亚 速 群岛 5614 10 32 (57%) 

加 那 利 群岛 612169 36 407 (67%) 

加 拉 帕 哥 斯 群 岛 22289 3 130 (59%) 

侏 安 非 南 德 茨 群岛 1196 17 95 (81%) 
诺 特 豪 岛 782 1 75 (96%) 

马 德 拉 群岛 129 2319 87 (67%) 

英里 西 斯 群岛 280 3118 194 (69%) 

诺 福 克 岛 48 12 45 (94%) 

罗 得 里 格 斯 岛 55 32 50 (91%) 

Ei WMS 49 02 47 (96%) 

塞 舍 尔 群岛 x 90 01 72 (81%) 

索 科 得 拉 岛 215 812 132 (61%) 

* 不 包括 火山 岛 。 

引 自 :Davis 等 ,1986 。 

这 一 数目 的 增加 ,至 少 部 分 是 由 于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间 有 了 更 全 面 的 资料 (Collar 和 Andrew, 
1988),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是 关于 濒危 物种 资料 的 主要 贮存 机 构 ( 见 第 六 章 )。 按 

照 IUCN 红皮书 的 划分 类 型 (资料 简介 7) ,该 中 心 已 记录 了 6 万 种 植物 和 2 千 种 动物 的 濒 

危 程度 。 这 些 类 型 的 划分 已 经 受到 一 些 批评 (Fitter 和 Fitter ,1987) ,特别 是 关于 这 些 类 型 只 

适用 于 有 可 能 得 到 充分 的 资料 说 明 一 个 物种 数量 下 降 以 及 对 整个 分 布 区 威胁 的 情况 。 

这 类 信息 仅 在 少数 的 类 群 中 能 够 得 到 .例如 Whiten 等 (1987) ,在 编辑 苏 拉 威 西 ( 印 度 尼 

西亚 ) 博 物资 料 的 过 程 中 发 现 , 蓝 青 乐园 的 食 虫 鸟 (Butrichkomgyias romleyi) BAA ILE FR 
有 被 看 到 了 。 苏 拉 威 西 销 科 的 一 些 特 有 鱼 种 最 近 也 没有 被 发 现 。 至 少 有 7 种 苏 拉 威 西 特有 

鸟 种 十 多 年 来 没有 被 观察 到 ,但 它们 没 被 列 入 红皮书 。 同 时 红皮书 也 不 包括 热带 森林 的 无 峭 
椎 动物 ,其 中 有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物种 仍 未 被 描述 ,但 可 以 肯定 ,由 于 栖息 地 明显 丧失 时 ,它们 正 

处 于 威胁 之 中 。Diamond (1987) 曾 指出 , 现 有 的 名 录 主 要 包括 那些 已 知 的 濒危 物种 ,并 且 建 

议 除非 证 实物 种 的 真实 存在 或 安全 ,否则 就 应 该 认为 它们 是 绝 灭 种 或 濒危 物种 .这 样 的 一 个 

“绿色 名 录 ”" 也 许 比 红皮书 名 录 要 简明 的 多 。 

对 于 热带 植物 ,IU CN 的 植物 信息 计划 (CTPU ,1988) 提 出 一 份 行将 灭绝 的 物种 名 录 , 这 

些 物种 规定 为 局 限 分 布 在 濒危 植物 类 型 中 的 物种 以 及 列 入 红皮书 的 受 危 物 种 。 书 中 建议 , 查 

明 植物 丰富 地 区 以 便 进 行 保 护 ,作为 进一步 查 明 受 到 威胁 的 植物 多 样 性 的 一 种 手段 ( 见 第 六 

章 ) 。 红 皮 书 中 和 濒危 物种 名 录 提 供 的 资料 只 涉及 到 问题 的 一 个 方面 ,实际 上 总 体 情况 要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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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多 。 

近期 研究 表明 ,“ 稀 有 程度 (rarity)” 概 念 远 比 红皮书 中 描述 的 要 复杂 ,Rabinowitz 等 

(1986) 基 于 下 述 三 种 因素 ,将 植物 的 稀有 度 至 少 划 分 为 7 HIER: 

< 地 理 范围 : 某 个 物种 是 分 布 于 大 范围 的 区 域 ,还 是 小 区 域 的 特有 种 ? 

* 栖息 地 的 特殊 性 : 某 一 物种 是 分 布 于 多 种 栖息 地 ,还 是 局 限于 一 种 或 少数 几 种 特殊 的 

栖息 地 ? 

x 当地 种 群 数量 : 某 一 物种 在 它 的 分 布 范 围 内 ,是 有 无 大 群体 种 群 还 是 仅 发 现 有 小 群体 

种 群 ? 

资料 简介 7 UCN 划分 的 濒危 程度 类 型 

灭绝 种 (EX) :一 个 物种 在 野外 50 年 没有 被 肯定 地 发 现 \CITES 所 使 用 的 标准 )。 

濒危 种 (E) :该 类 群 ( 种 和 亚 种 ) 面 临 灭绝 的 危险 ,如 果 致 危 因 素 继续 存 在 ,它们 就 

不 可 能 生存 .包括 那些 数量 已 经 降低 到 临界 水 平 或 者 是 其 栖息 地 剧烈 地 缩小 以 至 于 被 

认为 随时 会 有 灭绝 危险 的 类 群 , 也 包括 那些 可 能 已 经 灭绝 ,但 是 在 过 去 50 年 内 在 野外 
肯定 被 观察 到 的 类 群 。 

易 危 种 (V ) :如 果 致 危 因 素 继续 存在 ,可 能 很 快 就 会 沦 为 濒危 种 的 类 群 ; 包 括 那些 
由 于 过 度 开 发 和 栖息 地 急剧 破坏 或 其 它 环 境 干扰 ,使 得 大 部 分 或 全 部 类 群 的 数量 继续 
下 降 的 类 群 ; 以 及 那些 种 群 已 经 被 严重 地 捕杀 耗 尽 ,它们 最 基本 的 安全 不 能 得 到 保证 

的 类 群 ; 同 时 还 包括 那些 种 群 尽 管 较 丰 盛 , 但 整个 分 布 范 围 都 处 在 严重 的 恶劣 因素 威 
胁 下 的 类 群 。 

稀有 种 CR ) :在 全 世界 总 数量 很 少 , 但 现在 尚 不 属于 濒危 种 、 受 危 种 的 类 群 ,实际 

上 N.B. 常 将 有 些 类 群 也 归并 在 “濒危 种 "和 " 受 危 种 "的 类 型 中 ,由 于 补救 行动 ,它们 
的 种 群 开 始 恢复 ,但 这 种 恢复 暂时 尚 不 能 使 其 地 位 转变 到 其 它 类 型 。 这 些 类 群 常 分 布 
于 有 限 的 地 理 区 或 栖息 地 ,或 者 稀疏 地 分 布 在 更 为 广阔 的 范围 。 

AEH :已 知 属于 “濒危 种 "“ 受 危 种 ?或 者 “稀有 种 ”, 但 无 充分 的 资料 说 明 它 
究竟 应 属于 哪 一 个 类 群 。 

如 果 这 些 因素 确实 是 连续 变量 的 话 ,Rabinowitz 等 (1986) 为 简便 起 见 , 在 资料 简介 8 中 
列 出 了 一 个 二 歧 对 照 表 .根据 这 种 模式 ,在 一 般 情况 下 ,唯一 可 能 被 认为 是 常见 种 的 生物 ,应 
该 具有 分 布 区 广 、 栖 息 地 多 样 化 、 种 群 数量 大 等 特点 ,其 它 的 则 是 稀有 种 。 具 有 窦 分 布 的 、 栖 
息 地 专 一 的 、 数 量 小 的 (资料 简介 8) 物 种 是 通常 意义 上 的 “稀有 种 ”。 但 是 ,分 别 具 有 6 种 因 
素 中 的 一 些 因素 的 也 都 应 看 作 稀有 种 ,所 有 这 些 都 必须 引起 特别 的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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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8 稀有 程度 的 各 种 形式 

地 理 分 布 

栖息 地 特 化 程度 

地 区 种 群 大 小 : 

在 某 些 地 区 大 常 见 Wi A AY (A) 稀有 的 (B) 稀有 的 (C) 

在 任何 地 区 都 小 稀有 的 (D) 稀有 的 CE) Fi A AY (CF) i A AY (G) 

引 自 :Rabinowitz 等 ,1986 年 。 

表 2 濒危 物种 的 现状 

-_ ‘ " . 地 球 上 总 的 濒危 

RHR A 

植物 384 3325 3022 6749 5589 19078 

fi 26 23 81 135 83 21 343 

两 栖 类 2 9 9 20 10 : 50 

Metts 21 37 39 41 32 170 

Stay 98 221 234 188 614 1355 

鸟 类 113 111 67 122 624 1037 

哺乳 类 83 172 141 37 64 497 

EX: 灭 绝种 ,E :濒危 种 ,V : 受 危 物 种 ,R :稀有 种 ,I: 未 定 种 

引 自 :Reid 和 Miller,1989 年 ;WCMC,1989 年 未 发 表 的 数据 。 

“稀有 程度 "的 不 同 划分 类 型 对 生物 保护 具有 重大 的 实用 意义 , 它 有 助 于 确定 所 采用 的 
管理 对 策 和 给 予 特定 物种 保护 的 优先 权 。 例 如 ,资料 简介 8 中 区 域 性 极 强 的 C 类 稀有 种 的 
管理 ,应 着 重 于 保护 此 物种 的 特殊 栖息 地 ;而 另 一 种 区 域 性 极 强 的 G 类 稀有 种 , 则 应 侧重 于 
将 此 类 物种 引渡 到 适宜 的 栖息 地 ;对 于 分 布 范 围 窗 的 E 类 ,其 保护 对 策应 致力 于 对 直接 消 

费 和 贸易 的 法 律 限制 。 点 片 状 分 布 的 D 型 稀有 种 ,种 群 数 量 少 但 地 理 分 布 广 并 生存 于 各 类 
栖息 地 中 ,只 有 在 大 范围 的 栖息 地 被 破坏 时 , 才 可 能 濒临 危险 ,Rabinowitz 等 (1986) 总 结 认 
为 ， 保 护 者 对 特有 种 的 优先 重视 是 合理 的 ”, 因 为 这 些 分 布 范围 狭 窜 的 物种 , 当 被 栖 上 地 破 
坏 或 受到 过 度 开发 时 , 极 易 受到 威胁 .他 们 认为 ,保护 栖息 地 仍 是 保护 物种 最 有 效 的 途径 , 另 
外 ,稀有 种 的 保护 者 必须 在 其 评估 中 考虑 到 地 理 区 域 , 栖 姑 地 特点 以 及 当地 物种 的 丰盛 度 。 

目前 ,对 稀有 程度 概念 理解 的 最 大 局 限 性 及 其 原因 ,可 以 通过 加 深 理 解 和 提高 野外 技术 
予以 克服 。 同 时 ,濒危 物种 的 概念 对 促进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是 一 种 非常 有 效 的 工具 。 考虑 到 这 
种 局 限 性 , 表 2 列 出 了 目前 已 知 的 濒危 物种 种 类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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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目前 还 暂时 没有 面临 灭绝 危险 的 动物 ,也 受到 种 群 数量 及 遗传 多 样 性 严重 下 降 的 
威胁 。 尽 管 一 些 野生 物种 一 一 如 麻 省 、 云 省、 负 子 袋鼠 、 鼠 类 、 浣 能 、 郊 狼 、 白 尾 鹿 及 其 它 幸 存 
者 的 分 布 范 围 和 种 群 数 量 正 在 增加 ,但 绝 大 多 数 动 物 将 遭 到 种 群 衣 溃 的 厄运 。 种 群 数 量 低 的 
物种 ,对 疾病 .气候 变化 、 栖 乱 地 改变 .杂交 等 影响 其 生存 的 因素 的 抵抗 力 要 低 得 多 。 不 断 下 
降 的 种 群 数量 ,对 发 展 也 有 严重 的 影响 ,因为 数量 减少 的 种 群 潜在 利用 价值 也 就 低 。 例 如 ,一 
个 受到 强烈 捕猎 的 地 区 ,大 型 动物 的 数量 远 远 低 于 该 生境 环境 容纳 量 , 其 猜 捕 的 经 济 效益 也 
远 远 低 于 达到 环境 容纳 量 并 被 持续 利用 的 种 群 的 经 济 效益 。 

由 于 驯化 物种 的 品系 及 品种 多 样 性 相对 减少 ,也 使 得 这 个 星球 变 得 更 单调 。 单 个 物种 存 

在 的 遗传 多 样 性 ,在 其 多 种 多 样 的 品系 中 得 以 体现 ,如 狗 、 猫 ̀  马 及 培养 的 土豆 苹果、 玉米 特 

化 品种 。 但 整个 系统 及 栽培 品种 正在 迅速 减少 ,使 其 遗传 多 样 性 相对 减少 ,从 而 导致 它们 适 

应 气候 变化 ,抵抗 疾病 能 力 大 大 降低 。 尽 管 物种 本 身 并 没有 受到 威胁 ,而 且 还 保存 着 许多 品 

种 ,主要 栽培 作物 玉米 .水 稻 中 现存 的 基因 库 , 只 是 几 十 年 前 它们 保存 的 遗传 多 样 性 的 一 小 

部 分 。 在 种 资 库 中 是 难以 发 生 进 化 和 适应 的 。 因 此 ,对 于 生物 资源 来 说 ,品种 和 基因 库 的 减 

少 同等 重要 。 许 多 农学 家 认为 农家 作物 及 家 养 动 物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丢失 , 比 野 生物 种 多 样 性 的 

于 失 对 人 类 寿福 的 威胁 更 大 (Plucknett 等 ,1987;EFrankel 和 Hawkes,1974) 。 

濒危 物种 名 录 不 断 增加 的 潜在 威胁 ,在 于 名 录 上 每 增加 一 种 动物 或 植物 ,恢复 的 希望 就 
减少 一 些 (Seott 等 ,1987) 。 有 些 人 强调 ,为 防止 物种 受到 威胁 ,应 多 关注 对 生态 系统 进行 更 
全 面 的 研究 ,因为 保护 完整 的 、 功 能 健全 的 \ 包 括 所 有 物种 的 生态 系统 , 比 一 个 个 临时 性 的 抢 
救 活动 或 等 到 普通 物种 变 成 濒危 物种 时 再 保护 来 得 更 容易 .更 有 效 (Scott 等 ,1987)。 

另 一 方面 ,在 生态 系统 的 研究 中 可 能 会 过 份 偏 重 整 体 和 群落 组 织 , 而 忽略 单个 物种 的 作 

用 。 所 以 ,针对 物种 的 研究 ,对 类 群 的 保护 是 必要 的 ,否则 ,这些 类 群 有 可 能 被 忽略 。 为 引起 

对 这 一 系列 这 类 物种 保护 的 普遍 关注 ,红皮书 (Red Data Book ) 发 挥 着 重要 作用 。 

2. 栖息 地 

据 佑 计 ,40%% 的 陆地 净 初 级 生产 量 , 包 括 植物 、 治 类 和 光合 细菌 会 由 于 人 类 活动 而 被 消 
耗 、 滥 用 甚至 于 被 浪费 掉 (Vitousek 等 ,1986) 。 这 个 估计 充分 表明 了 人 类 对 整个 地 球 有 多 人 么 

强烈 的 生态 影响 。 许 多 世纪 以 来 ,由 于 毁 林 、 火 灾 和 畜牧 业 使 整个 自然 面 狐 已 经 被 人 类 改变 
和 简化 。 

热带 雨林 只 占 地 表面 积 的 7% , 却 拥有 全 球 一 半 以 上 的 物种 。 如果 对 数 百 万 种 经 描述 的 
森林 甲虫 的 估计 是 精确 的 话 ,其 甲虫 种 类 占 全 球 的 90% ,或 者 更 多 ,因为 在 有 些 栖 息 地 种 类 
更 为 丰富 。Whitmore 等 (1985) 在 哥 斯 达 尼 加 低地 热带 雨林 100 平方 米 范围 内 ,发 现 了 233 
种 维 管 植物 ;在 这 片 半 个 网 球场 大 小 的 面积 中 ,植物 种 类 数量 竞相 当 于 英伦 三 岛 (British 
Isles) 所 有 植物 种 类 数量 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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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人 奇怪 的 是 ,关于 热带 森林 现存 面积 的 估计 缺乏 公认 的 数据 ,变动 幅度 在 8 一 12 {ZZ 
间 。 无 疑 , 毁 林 正在 加 剧 ,其 速度 在 象牙 海岸 高 达 每 年 6.5% ,并 且 在 热带 国家 年 平均 速度 为 

0. 6%%( 约 730 万 公顷 )( 表 3) 。 考 虑 到 新 植 林 和 上 自然 生长 的 净 速 度 , 所 有 封 育 的 森林 在 177 
年 之 内 将 会 全 部 消失 (FAO ,1987)。 包 括 封 育 的 和 开放 的 热带 林地 ,世界 粮农 组 织 及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1982 年 估计 ,每 年 约 有 1100 万 公顷 森林 被 毁坏 ,有 1000 万 公顷 受到 严重 侵害 ， 

但 这 仅仅 还 是 非常 保守 的 估计 。 巴 西 空 间 研究 所 曾 报导 ,1987 年 的 森林 火灾 毁 掉 巴西 2000 

万 公顷 森林 ,其 中 包括 800 万 公顷 原始 雨林 ,这 个 数据 超过 了 世界 粮农 组 织 对 全 世界 森林 损 
失 所 做 的 佑 计 。 

总 之 ,对 世界 森林 帮 盖 率 和 毁 林 速度 的 估计 还 缺少 确切 的 统计 数据 。 因 为 大 部 分 保护 行 

动 都 要 基于 这 类 可 靠 的 数据 ,由 于 迁 感 技术 能 够 提供 相当 精确 的 估计 值 ,所 以 ,全 球 性 的 调 

查 变 得 更 为 紧迫 。 对 现 有 森林 和 毁 林 速度 的 系统 调查 研究 ,大 约 每 年 需 耗 资 500 万 美元 
(Booth ,1989 ) 。 

由 于 资料 不 足 , 只 能 脐 测 热带 森林 全 部 消亡 的 时 间 。Raven(1988) 估 计 , 世 界 植物 种 类 

的 48% 生 长 在 森林 或 森林 边缘 ,在 今后 20 年 内 ,这 些 地 区 90%% 以 上 将 被 毁坏 ,从 而 导致 1/ 

4 物种 的 丢失 。 更 为 严重 的 是 , 随 着 毁 林 日 益 严 重 和 可 利用 森林 被 开发 ,收获 率 ( 林 业 出 口 收 

入 ) 趋 于 下 降 . 许 多 60 和 70 年 代 的 主要 热带 木材 出 口 国 已 经 停止 出 口 , 甚 至 有 些 国家 ,如 泰 
国 已 经 成 为 纯粹 的 木材 进口 国 。 

假设 人 口 及 人 类 经 济 活动 不 断 加剧 , 毁 林 速 度 无 疑 会 不 断 上 升 .世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员 会 
《1987) 认 为 ,在 本 世纪 末 前 后 , 除 少 数 地 区 外 ,保护 区 以 外 的 天 然 季 雨林 几乎 不 可 能 保存 下 

来 。 尚 能 保存 的 地 区 仅 包 括 扎 伊 尔 盆地 ,与 圭亚那 南部 接壤 的 巴西 亚 马 孙 河 流域 ,西亚 马 孙 
南美 洲 北部 圭亚那 森林 带 及 新 几内亚 岛 的 部 分 地 区 ( 见 第 六 章 ) 。 随 着 全 世界 对 其 木材 生产 
需求 的 日 益 增 大 ,再 过 几 十 年 ,在 这 些 地 带 内 可 利用 的 森林 也 不 可 能 幸存 下 来 。 另 一 方面 , 山 

地 陡坡 上 的 森林 由 于 无 法 采伐 及 在 流域 保护 中 的 重要 经 济 作用 ,很 可 能 免 遭 高 密度 人 口 所 

带 来 的 破坏 。 

表 3 世界 热带 地 区 森林 面积 和 砍伐 率 估 计 表 

家 封 育 面积 FRR 家 封 育 面积 FRR 
(FAR Batt (FEED BSH 

热带 非洲 地 区 : 

象牙 海岸 4458 6.5 尼日利亚 5950 5.0 

卢旺达 120 2.7 布隆迪 26 2.7 

nh oF 47 2.6 几内亚 一 比 绍 660 2.6 

利比亚 2000 2.3 几内亚 2050 1.8 

肯尼亚 1105 1.7 马尔 加 什 10300 1.5 

安哥拉 2900 1.5 乌干达 765 1.3 

44 



赞比亚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苏 Ft 

喀麦隆 

索马里 

扎 伊 尔 

加 莲 

津巴布韦 

博茨瓦纳 

布 基 纳 法 索 

塞内加尔 

冈比亚 

总 计 

热带 美洲 地 区 : 

巴拉圭 

海 地 
牙买加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墨西哥 
贝 利兹 
特 立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巴西 
玻利维亚 
法 属 几内亚 
圭亚那 

Sit 

热带 亚洲 地 区 : 

尼泊尔 

泰 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巴基斯坦 

柬埔寨 
Ft 
总 it 

3010 

935 

1440 

650 

17920 

1540 

105750 

20500 

200 

(a) 

(a) 

220 

65 

216634 

4070 

48 

67 

14250 

4442 

46250 

1354 

208 

357480 

44010 

8900 

18475 

678655 

194] 

9235 

20995 

9510 

8770 

2185 

7548 

2100 

305510 三 = 

加 纳 

塞拉利昂 

多 哥 

年 本 得 

埃塞俄比亚 

赤道 几内亚 

中 非 共和 国 

刚果 

纳米 比 亚 

马里 

尼日尔 

马 拉 维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哥伦比亚 

巴拿马 

多 米 尼 加 

秘 & 

委内瑞拉 
ae 

苏里南 

斯 里 兰 卡 
xR 
老挝 
孟加拉 国 
印度 尼 西 亚 

缅 多 
印 度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1718 

740 

304 

500 

4350 

1295 

3590 

21340 

(a) 

(a) 

(a) 

186 

1638 

141 

4496 

3797 

46400 

4165 

629. 

69680 

31870 

1455 

14830 

1659 

323 

8410 

927 

113895 

31941 

51841 

34230 

essserereer 

Sp Ses ee we A Or Gam NN YS CO 

o, SBR ie S&S Be se 

~ — br RD Bm BX CO. w 

—-wownons oOo wo 

4a) :无 详细 资料 ,通常 是 由 于 该 地 区 面积 太 小 。 

引 自 :世界 粮农 组 织 (FAO) ,1981 年 , 绝 大 多 数 资料 认为 这 些 数 据 是 可 车 的 ,但 这 些 数据 远 远 低 于 森林 消失 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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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下 撒哈拉 非洲 GIUCNVUNEP ,1986b) 和 热带 亚洲 (IUCNVUNEP ,1986b) 这 类 栖息 地 

改变 的 情况 ,在 表 4 和 表 5 中 已 有 评价 。 热 带 亚洲 地 区 灵 长 类 栖 上 地 改变 的 情况 ,在 表 6 中 

已 有 概括 的 总 结 (IUCNVUNEP ,1986c) 。 在 这 些 表 格 中 “原始 栖息 地 ?的 确定 ,主要 是 根据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为 非洲 (White,1983) 和 热带 亚洲 地 区 (van Steenis ,1958) 所 绘制 的 植被 

图 。 根 据 气 候 \ 海 拔 、 土 壤 因素 ,这 些 植被 图 标明 了 理想 的 顶 极 群体 ,但 它 却 忽略 了 人 类 活动 

影响 这 一 重要 因素 。 这 种 标定 方法 常 与 这 些 国 家 面积 大 小 相 一 致 。 因 此 ,需要 根据 实际 情况 

进行 修订 。 由 于 资料 来 源 不 同 ,精度 不 一 ,现存 的 自然 栖息 地 的 估计 面积 只 是 一 个 参考 值 ,而 

并 非 确定 值 。 

尽管 提供 的 是 参考 值 , 但 明显 可 以 看 出 ,在 旧 大 陆 热带 区 的 几乎 所 有 国家 ,野生 生物 的 
原始 栖息 地 面积 已 大 大 下 降 。 仅 非洲 的 安哥拉 刚果、 吉布提 ,加 姓 、 肯 尼 亚 、 纳 米 比 亚 , 索 马 
里 坦桑尼亚、 赞比亚 及 亚洲 的 不 丹 , 文 莱 和 马来西亚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的 丢失 少 于 50%. KM 
物种 的 角度 讲 ,栖息 地 的 丢失 对 东南 亚 的 灵 长 类 影响 极 大 (这 可 以 作为 该 地 区 其 它 动 植物 区 

系 的 合适 的 指示 体 )。 经 过 对 人 口 稠密 的 爪哇 (爪哇 长 臂 狼 及 爪哇 狼 ) 和 印度 支那 ( 菲 氏 叶 
猴 ) 与 人 口 稀 朴 的 门 塔 瓦 伊 群岛 ( 门 塔 瓦 伊 长 臂 猿 ) 的 灵 长 类 进行 比较 ,发 现 生 物种 受到 人 口 

密度 变化 的 影响 大 小 不 一 样 。 

如 果 有 关 林 地 的 现状 及 其 价值 的 精确 资料 信息 充分 的 话 ,热带 国家 的 政府 ,即使 从 强调 

自身 利益 出 发 ,也 希望 保持 本 国 一 定数 量 森林 面积 的 稳定 ,以 使 分 流域 保护 、 旅 游 业 、 薪 材 
林 、 建 筑 业 及 物种 等 国家 发 展 目标 的 需要 。 当 今 有 责任 感 的 政府 ,都 在 不 断 地 寻求 把 保护 森 
林 与 国家 发 展 目标 相 协调 的 途径 。 世 界 粮 农 组 织 协同 世界 银行 、 联 合 国 开发 计划 署 ,由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及 其 它 研 究 机 构 具 体 实 施 制订 的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 详 细 说 明了 各 种 需要 采取 
的 行动 (FAO 等 ,1987, 也 可 参阅 本 卷 第 六 章 和 第 七 章 )。 

事实 上 ,热带 森林 并 不 是 唯一 拥有 最 高 物种 多 样 性 的 生态 系统 .具有 地 中 海 式 气候 的 地 

区 ( 即 冬 季 寒 冷 潮湿 、 夏 季 炎 热 干燥 ) 也 拥有 包括 大 量 特有 类 和 群 .非常 丰富 的 植物 区 系 。 南 非 

好 望 角 地 区 大 约 有 8600 种 植物 ,其 中 68%% 是 特有 的 。 加 利 福 尼 亚 有 5000 种 植物 (30 色 是 特 

有 种 ) ,澳大利亚 西南 部 有 3600 种 植物 (68%% 是 该 地 区 特有 种 )C(Reid 和 Miller,1989)。 在 温 

带 森 林 土 壤 中 ,物种 多 样 性 可 富 达 每 平方 米 1000 种 动物 ,而 且 数 量 超过 两 百 万 。 如 果 加 上 微 
生物 数量 ,这 个 数目 会 更 惊人 (Stanton 和 Lattin ,1989) 。 

虽然 湿地 并 不 以 丰富 的 物种 多 样 性 及 地 区 特有 性 (这 部 分 是 由 于 它们 比 大 部 分 其 它 生 

态 系统 寿命 更 短 ) 著 称 , 但 它们 确实 组 成 了 相当 复杂 的 生态 系统 ,一 些 古 老 的 湖泊 还 呈现 出 

极 高 的 物种 多 样 性 .非洲 的 裂 谷 省 (African Rift Valley) 大 湖 , 比 世界 上 所 有 其 它 湖泊 拥有 更 

多 的 物种 ,其 中 还 包括 相当 丰富 的 特有 种 。 坦 噶 尼 喀 湖 (Lake Tanganyika) 140 多 个 特有 
种 ,维多利亚 湖 (Lake Victoria) 有 200 多 个 特有 种 , 马 拉 威 湖 (Lake Malawi) 至 少 有 500 个 特 

有 种 (估计 还 有 差不多 相同 数量 的 物种 有 待 描述 )(Miller ,1989;Ribbink 等 ,1983) 。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物种 多 样 性 也 是 很 可 观 的 ,珊瑚 礁 有 时 可 以 与 热带 雨林 的 物种 多 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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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南 撒哈拉 非洲 地 区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丧失 情况 

RAW RAN ”栖息 地 RAW RAH 栖息 地 

i 栖息 地 ”栖息 地 BAK x 栖息 地 ”栖息 地 Fee 

面积 面积 (% 面积 面积 (%) 

( 千 公顷 ) “〈 千 公顷 ) (FAH) “〈 千 公顷 ) 

安哥拉 124670 76085 39 贝 宁 11580 4632 60 

博 效 瓦 那 58540 25758  .、 56 布鲁诺 。 法 索 27380. 5476 80 

布隆迪 2570 359 86 喀麦隆 46940 19245 59 

中 非 共 和 国 62300 27412 56 乍得 72080 ”17299 76 

Mi) 32 34200 17442 49 象牙 海岸 31800 6678 79 

吉布提 2180 1112 49 赤道 几内亚 2500 920 63 

埃塞俄比亚 110100 3030 70 tn 26700 17355 35 

x] Ee We. 1130 124 89 加 44 = 23000 4600 80 

几内亚 24590 7377 70 几内亚 比 绍 3610 794 78 

肯尼亚 56950 29614 48 莱索托 3040 973 68 

利 比 利 亚 11140 1448 87 马尔 加 什 59521 14880 75 

马 拉 维 9410 4046 57 马 里 75410 15836 79 

毛里 塔 尼 亚 38860 7383 81 莫桑比克 78320 3678 57 

SKU 82320 44453 46 尼日尔 56600 12788 77 

尼日利亚 91980 22995 75 卢旺达 2510 326 87 

塞内加尔 19620 3532 82 塞拉利昂 7170 1076 85 

索马里 63770 37624 4] 南非 “123650 53170 57 

苏 丹 170300 51090 70 Hmte 1740 . 766 56 

坦桑尼亚 88620 50513 43 多 FF 5600 1904 66 

乌干达 19370 ~ 4261 78 扎 伊 尔 233590 105116 55 

赞比亚 75260 53435 29 津巴布韦 39020 17169 56 

ie th 2079641. 773774 65 

注 :毛里 塔 尼 亚 、 马 里 .尼日尔 \ 乍 得 和 苏丹 的 数据 仅 包括 这 些 国家 的 下 撒哈拉 部 分 。 除 马达 加 斯 加 以 外 ,其 

它 岛 屿 没有 被 包括 在 内 。 

引 自 :IUCNVUNEP ,1986b。 

媲美 (Connell,1978) 。 在 较 高 级 的 分 类 阶 元 上 ,海洋 生态 系统 比 陆地 生态 系统 的 多 样 性 要 高 

得 多 。 例 如 ,33 个 动物 门 中 ,只 有 11 个 分 布 在 陆地 上 (一 个 特有 门 ) ,而 海洋 中 则 有 28 个 门 

《13 个 特有 门 )(May,1988) 。 再 者 ,Ray(1988) 指 出 , 滤 食 性 动物 ,特别 是 浮游 动物 构成 了 陆 
地 上 并 不 存在 的 特有 水 生食 物 链 的 环节 。 从 动物 体型 大 小 来 讲 ,海洋 也 拥有 上 比 陆地 更 丰富 的 
多 样 性 一 一 从 巨大 的 鲸鱼 到 微小 的 浮游 生物 ,应有尽有 。 因 此 ,水 生食 物 网 比 陆 生 食物 网 更 
复杂 ,水 生食 物 链 也 包括 更 多 的 营养 层次 。 另 外 ,海洋 生物 在 遗传 上 具有 更 高 的 多 样 性 ,许多 
类 群 基因 序列 的 5 一 15% 是 杂 合 型 的 ( 相 比 之 下 ,哺乳 动物 平均 为 3. 6% , 鸟 类 为 4. 3%) 

《Polunni,1983) 。 所 有 这 些 因素 都 使 海滨 和 海洋 生态 系统 形成 一 种 与 陆地 明显 不 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形式 ,因而 要 求 有 不 同 的 保护 途径 。 

总 之 ,世界 上 许多 地 区 分 布 着 极其 丰富 多 样 的 生态 系统 ,所 有 的 生态 系统 都 在 对 人 类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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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亚洲 热带 地 区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背 失 情况 

x RAW RAH ew 家 RAN RAH sew 

栖息 地 ”栖息 地 ARE 栖息 地 WE sue 

和 地 区 面积 面积 (%) 和 地 区 面积 面积 (%) 
(FAHD) FAD (FAM) 〈 千 公顷 ) 

孟加拉 国 14278 867 94 不 丹 3450 2277 34 

x 莱 576 438 24 缅 向 77482 22598 71 

中 国 42307 16500 61 = 107 103 97 

Ep 度 301701 61509 80 日 ”本 32 14 57 

印度 尼 马来西亚 和 

PEW 144643 74686 49 新 加 坡 35625 21019 41 

Cees 18088 4341 76 老挝 23675 6866 49 

尼泊尔 11707 ”5385 54 巴基斯坦 “16590 “3982 76 

菲律宾 30821 6472 79 斯 里 兰 卡 6470 1100 83 

中 国 台 湾 3696 1072 而 *% 50727 ~—- 13004 74 

越南 33212 6642 80 

总 计 ， 815186 248765 67 

注 :a: 只 包括 热带 地 区 (如 云南 南部 丘 岭 地 区 、 南 方 沿海 地 区 和 海南 岛 ) 。 
b: 只 包括 热带 地 区 (如 琉球 群岛 南部 ) 。 

引 自 :IUCN/VUNEP ,1986c。 

益 作 出 贡献 。 有 效 地 保护 这 些 生态 系统 ,不 能 只 对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进行 直接 保护 ,相反 ,为 寻 

求 更 有 效 的 途径 实施 保护 计划 ,各 国政 府 也 要 改变 严重 影响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资源 管理 政 
策 ,诸如 交通 、 国 防 、 林 业 、 国 际 贸 易 、 能 源 及 农业 发 展 等 方面 。 

表 6 东南 亚 地 区 某 些 灵 长 类 分 布 范围 的 缩小 

和 受 保 护 的 栖息 地 

种 类 原 分 布 范围 Bont ”丢失 率 受 保护 率 

(FAHD (FAHD (%) (%) 

猩 ” 猩 55300 20700 63 2.1 

& LAR 46511 16980 63 6. 8 

x 58 53227 18435 65 Ae 

白 掌 长 臂 猿 28070 10024 641 3.5 

婆罗 洲 长 臂 狼 39500 25300 3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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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TEAK BR 650 450 312 2.9 

JIN RE AR 4327 161 96 1268 

印度 支那 长 臂 猿 34933 8753 75 3.1 

3 #5 15 SR 16835 5638 67 tei 

冠 长 臂 猿 7000 1120 84 9.9 

KER "38318 12332 68 3. 4 

ER 156862 48169 69 4.1 

短 尾 猴 154696 55647 | al 3.7 

fe 80219 33500 59 2.5 

Be OF 173227 56864 67 2.8 

长 鼻 猴 2950 1775 40 ee 

金丝猴 2969 906 70 1.5 

A Bor 29600 7227 76 3.1 

爪哇 叶 猴 4327 161 96 1.6 

银 叶 猴 41217 16997 59 3.9 

黑 叶 猴 9740 1411 86 2 

JE RR 70857 19317 73%) 3. 8 

3] § :IUCN, 1986. 

二 、 刺 激 生 物资 源 过 度 开 发 的 经 济 因素 

许多 导致 物种 消失 和 栖息 地 破坏 的 原因 正在 加 强 并 共同 作用 ,引起 了 所 谓 的 “迫近 性 灭 
绝 痉挛 ”(Myers,1987b) 。 以 上 所 引用 的 资料 已 经 说 明 , 令 人 震惊 的 警钟 已 被 敲 响 。 但 物种 和 

栖息 地 的 消失 只 是 问题 的 痛苦 表现 而 已 ,其 真正 的 根源 还 在 经 济 方 面 。 

越 来 越 多 的 经 济 学 家 已 经 认识 到 ,目前 的 经 济 体制 已 经 促成 了 对 生物 资源 的 主要 威胁 
(详细 的 讨论 参见 ,Clark ,1973a;Dasgupta,1982;Fisher ,1981lb;Norgaard ,1984;Pearce,1976 

和 Randall,1979) 。 由 于 地 处 热带 的 国家 (包括 中 国 ) 拥 有 仍 在 迅速 增长 的 全 球 人 口 的 75%， 

We Se NG 15% ,使 得 生物 资源 所 受 威胁 的 问题 变 得 更 为 尖锐 。 很 清楚 ,不 同类 型 的 生物 资源 

承受 着 来 自 不 同方 面 的 威胁 ,开放 的 渔场 ,热带 森林 和 适 于 耕作 的 土地 , 均 具 有 不 同 的 经 济 

学 特征 ,也 就 必须 区 别 对 待 。 这 里 ,只 讨论 其 中 的 六 个 主要 问题 ( 引 自 MeNeely,1988) 。 

其 一 ,在 市 场 中 ,生物 资源 的 价格 极 不 合理 ,即使 是 直接 的 生物 资源 贸易 ,也 并 不 反映 它 

们 真正 的 价值 .再 者 , 某 一 特定 水 平 上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存在 价值 ,是 由 所 有 估价 者 评定 的 ,而 

某 一 个 人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非 消耗 性 使 用 ,并 不 降低 其 他 人 对 它们 的 可 利用 量 。 因 此 ,生物 多 

翌 性 是 一 种 “公共 财富 ”。 所 有 个 人 及 企业 都 可 以 不 付 任何 代价 而 从 中 得 益 ( 即 所 谓 “ 免 票 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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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问题 ) 。 耗 尽 生物 多 样 性 这 种 无 形 的 和 广泛 的 潜在 价值 ,特别 是 当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与 计 
划 中 开发 的 金钱 利益 ,最 典型 的 是 , 仅 对 少数 人 有 利 相 矛盾 时 , 常 导致 对 自然 保护 的 忽视 。 

其 二 ,从 收 支 分 析 中 看 ,保护 自然 区 域 的 效益 实际 上 没有 得 到 充分 的 体现 。 因 为 保护 生 

物资 源 的 社会 效益 是 无 形 的 .广泛 的 ,而 且 在 市 场 价格 上 无 法 完全 反映 相反, 开发 自然 资源 

的 收益 却 很 容易 衡量 .于 是 , 收 支 分 析 中 党 低 佑 了 自然 保护 的 纯利 ;或 者 说 ,高 估 了 资源 开发 

的 纯利 。 正 象 Oldfield(1984) 所 说 ， 提 出 了 发 展 ,连同 发 展 的 选择 余地 也 做 了 估计 ,在 经 济 信 
BASHA OL PME IE RAED KN LS it RS ,但 发 展 计 划 仍 在 贯彻 

实施 ”. 简 言 之 ,目前 的 土地 利用 形式 主要 由 其 当地 土地 出 租 潜力 所 决定 ,根本 不 考虑 在 更 自 
然 状 态 下 对 社会 的 总 价值 ,这 里 所 说 的 价值 是 指 资源 包含 的 所 有 价值 。 

其 三 ,那些 开发 森林 、 湿 地、 珊瑚 礁 获 益 者 , 极 少 付出 开发 的 全 部 社会 和 经 济 代价 ,这 些 

代价 (这 些 代 价 迟 早 都 要 付出 ) 被 转嫁 给 全 社会 ,或 者 那些 几乎 没有 从 原始 开发 中 没有 获得 
任何 收益 的 个 人 和 团体 .同时 这 种 "额外 代价 ?常常 是 发 展 计划 的 副产品 , 故 这 种 损失 在 私人 

和 社会 的 收 支 分 析 中 并 没有 被 考虑 进去 .例如 ,伐木 特许 权 的 所 有 者 并 不 对 由 其 引起 的 下 游 
河道 浴 积 负 有 责任 ,也 不 关心 物种 的 消失 ,因为 他 们 不 考虑 任何 后 果 。 一 旦 砍伐 完 “ 他 们 的 ” 
和 森林 ,他 们 随即 离 去 ,而 下 游 的 农民 却 必 须 承担 因 河道 淤积 所 带 来 的 损失 .所 以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减少 ,最 主要 的 原因 是 人 们 没有 认识 到 ,在 获取 某 一 特定 资源 时 ,人 类 要 付出 比 直接 
经 济 收益 更 大 的 额外 代价 。 

其 四 ,受过 度 开 发 影响 最 严重 的 物种 ,生态 系统 及 附属 功能 的 所 有 权 往 往 是 最 不 明确 
的 ,其 中 许多 是 开放 性 资源 ,传统 的 资源 控制 机 制 在 高 度 集权 的 政府 、 国 家、 发 展 . 国 际 贸 易 、 
人 口 膨 胀 面前 失去 了 作用 。 在 现代 集权 制 的 行政 管理 中 ,森林 及 其 野生 生物 常 为 公有 资源 ， 

不 是 按 市 场 价格 计价 ,而 是 被 特权 者 作为 免费 商品 进行 开发 。 一 般 说 来 ,生物 资源 不 论 是 被 
个 人 ,团体 或 联合 组 织 所 拥有 ,其 所 有 权 越 明确 , 越 巩 固 ,在 市 场 流通 中 对 其 利用 越 有 效 。 当 
所 有 权 没 有 保障 时 (不 论 是 政府 还 是 个 人 ) ,开发 权 并 不 是 给 予 那 些 能 充分 认识 到 生物 资源 
价值 的 人 ,而 是 那些 能 为 开发 付出 最 多 资金 的 人 。 在 一 个 由 中 央 政 府 控制 资源 利用 及 高 消费 
需求 的 市 场 上 ,保护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免 遭 过 度 开 发 所 需 经 费 , 对 于 政府 的 掌权 者 来 说 常常 是 
不 能 忍受 的 ;他 们 通常 既 缺 乏 足 够 的 资金 ， eee Ee 它 限 制 措施 来 管理 资源 
的 能 力 和 有 关 地 区 的 知识 。 

其 五 ,被 最 近 经 济 计 划 所 采用 的 贴现 率 手 段 是 在 促进 生物 资源 的 消耗 ,而 不 是 保护 。 当 

自然 保护 为 了 后 代 的 利益 ,而 寻求 最 优 近 期 利益 以 及 对 相同 贮 量 的 资源 的 广泛 平等 使 用 机 
会 时 ,经济 分 析 常 常 低估 了 未 来 的 利益 和 价值 。 因 为 社会 更 注重 于 眼前 利益 而 非 将 来 ,认为 

将 来 的 耗资 不 如 现在 的 重要 ,于 是 国家 经 济 对 风险 投资 的 比例 加 大 。 这 种 贴现 率 越 大 ,生物 

资源 被 耗 尽 的 可 能 性 就 越 大 。Clark (1976) 指 出 ,如果 贴 现 率 高 而 生物 增长 率 低 (如 鲸 和 热带 

森林 ) ,这 种 对 资源 的 经 济 学 有 效 利用 就 可 能 导致 资源 枯竭 ,甚至 于 灭绝 ;这 种 经 济 活 动 纯粹 

是 为 了 当代 人 的 利益 而 牺牲 后 代 的 利益 。 再 者 ,贴现 率 越 高 ,对 自然 保护 投资 的 优先 权 越 小 
(Pertrings,1988) 。 很 明显 ,保护 投资 的 收回 期 太 长 ,以 至 于 一 旦 贴现 ,当前 的 纯 收 益 就 相应 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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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然 而 ,现在 低 的 贴现 率 可 以 使 将 来 比 目 前 少 受 损失 ,使 后 代 享 受到 更 高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或 

更 高 的 消费 水 平 C(Barrett,1988) 。 

TER Warfork (1987b) 指 出 的 那样 ,传统 的 国民 收入 计算 法 (人 均 国 民 总 产值 ) 没有 考 

虑 到 自然 资源 贮存 量 的 减少 ,相反 ,把 资源 的 耗 尽 , 即 财富 的 丢失 看 作 是 纯 收 入 "。 许 多 热带 
国家 的 经 济 是 以 生物 资源 (特别 是 森林 ) 为 基础 的 ,但 这 些 资 源 的 消耗 速度 远 远大 于 其 净 生 

成 速度 。 结 果 , 尽 管 人 均 国民 总 产值 CGNP) 在 不 断 上 升 ,但 整个 经 济 的 总 产值 却 在 不 断 下 降 
(Repetto 等 ,1989)。Warford 估计, 在 主要 热带 硬 杂 木 输出 国 中 , 对 森林 非 持续 性 消耗 引起 

的 经 济 损失 ,大 约 占 国 民生 产 总 值 的 4 一 6% ,抵消 了 在 其 它 所 有 方面 取得 的 经 济 增长 。 依 赖 
耗费 资源 的 经 济 增长 ,明显 不 同 于 依赖 生产 的 经 济 增长 ,这 种 增长 当然 是 不 能 持续 的 。 

三 ,威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社会 因素 

生物 资源 的 保护 必须 针对 不 合理 利用 和 过 度 开发 ,而 不 是 针对 国民 。 不 幸 的 是 ,保护 计 
划 中 当地 居民 常 被 当 作 对 手 ,而 不 是 合作 者 。 那 些 对 于 特定 生态 系统 缺乏 足够 了 解 和 技术 实 

践 的 新 移民 ,与 具有 长 期 持续 利用 资源 传统 的 当地 居民 尚 没有 被 区 别 对 待 。 前 者 在 选择 合理 

的 土地 及 农场 管理 上 需要 帮助 和 支持 ,这 些 所 选择 的 地 方 应 远离 具有 突出 生态 价值 的 关键 
性 地 点 。 而 后 者 可 以 参与 保护 区 管理 ,并 以 其 特有 的 知识 和 经 验 来 帮助 科学 研究 。 当 在 某 一 

地 区 居住 相当 长 时 间 的 情况 下 ,甚至 于 长 达 1000 年 ,对 具有 共同 保护 利益 的 地 区 进行 合作 
管理 ,对 整个 社会 及 当地 居民 都 会 有 好 处 。 

官方 对 国家 自然 公园 的 定义 包括 这 样 的 内 容 , 即 它 应 是 没有 被 人 类 开发 和 侵入 而 导致 
实质 性 变化 的 自然 生态 环境 。 国 家 的 最 高 权力 机 构 在 法 律 上 是 这 些 地 区 的 所 有 者 ,应 尽 一 切 
可 能 来 防止 和 消除 对 这 些 地 区 的 开发 和 侵占 (IUCN ,1985)。 从 某 种 意义 上 说 ,这 种 栖息 地 
保护 的 方法 是 我 们 人 类 不 能 与 环境 和 了 睦 相处 的 反映 。 如 果 我 们 与 自然 之 间 不 存在 这 样 一 种 
开发 关系 ,按理 说 就 不 需要 国家 自然 公园 .这 就 给 国家 自然 公园 的 管理 者 们 反 过 来 提出 两 个 
既是 社会 学 也 是 生态 学 的 环 手 问题 。 

首先 ,国家 公园 对 自然 资源 的 控制 ,使 得 最 直接 关心 维持 资源 生产 并 赖 以 生存 或 受益 的 

当地 居民 受到 排斥 。 从 效果 上 看 ,中 央 政府 表明 这 些 地 区 属于 国家 所 有 ,对 于 这 些 国 家 所 有 
的 地 区 ,政府 控制 要 比 地 方 有 效 得 多 .这 种 声称 实际 上 是 中 央 政 府 对 森林 所 有 权 和 使 用 权 的 

延伸 ,并 以 某 种 融合 着 封建 性 .殖民 性 及 民主 性 观念 的 土地 所 有 制 形式 得 以 补充 。 

许多 热带 国家 ,政府 负责 森林 的 开发 ( 常 通过 协商 ) ,并 且 建 立 保护 区 作为 国家 土地 利用 

计划 的 一 部 分 。 这 样 ,当地 居民 的 利益 和 需求 就 被 忽视 了 ;所 以 “ 偷 猎 ?和 “侵占 “行为 如 此 常 

见 也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 在 国有 森林 被 快速 开发 的 一 段 时 期 内 ,国家 公园 有 时 被 作为 一 种 把 政府 

的 影响 扩大 到 最 边缘 和 最 不 稳定 地 区 的 一 种 机 制 , 所 以 在 有 些 国家 ,国家 公园 常 沿 着 国境 线 

分 布 (Thorsell,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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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国家 公园 具有 界限 。 作 为 一 个 联合 建立 的 土地 保护 单位 ,在 地 面 上 常 有 表明 权限 
的 围栏 或 其 它 具 体 标 志 。 然 而 ,自然 界 本 身 并 无 界限 可 言 。 保 护 生物 学 的 最 新 发 展 也 表明 ， 

国家 公园 的 范围 太 小 ,以 致 于 不 能 有 效 地 保护 旨 在 保护 的 大 型 哺乳 动物 、 猛 禽 和 树木 。 这 种 

边界 还 是 一 种 心理 界限 , 它 似 乎 意味 着 既然 自然 已 由 国家 公园 加 以 保护 了 ,当地 居民 当然 就 

可 以 随意 进入 和 滥用 公园 外 围 的 土地 。 于 是 ,国家 公园 就 变 成 为 一 个 栖息 地 “岛屿 ”, 极 易 受 
到 通常 是 岛屿 化 所 引起 的 各 种 威胁 (例子 参见 Soule,1986) 。 

再 者 ,几乎 所 有 的 土地 都 被 "占据 了 ”, 以 至 于 生活 在 森林 中 或 森林 外 围 地 居住 的 人 们 认 

为 ,这 本 来 就 是 属于 “他 们 的 ”资料 简 介 9) 。 在 马来西亚 ,土著 居民 和 政府 为 沙 捞 越 森林 砍 
伐 权 的 归属 问题 争论 不 休 , 就 是 一 个 极 好 的 例子 (Scott,1988) 。 

世界 上 许多 地 区 的 国家 公园 管理 者 们 深 受 各 方面 非法 行为 的 困扰 ,于 是 开展 了 所 谓 的 
“精神 围 期 ”。 在 这 种 与 当地 利益 相悖 的 条 件 下 ,进行 土地 保护 的 两 难 之 境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国 

家 公园 是 时 代 的 产物 ,是 最 普遍 采用 的 保护 机 制 之 一 。 政 府 常 常 肯定 , 当 国家 利益 超过 地 方 
所 期 望 的 利益 时 ,采取 一 个 折 中 的 方案 是 很 有 必要 的 ,而 更 有 效 的 措施 是 需要 确保 国家 公园 
与 当地 居民 协同 合作 ,而 不 是 相互 对 抗 。 如 果 这 种 冲突 维持 下 去 ,以 上 所 说 的 这 种 不 稳定 局 
面 对 保 护 区 的 长 期 生存 是 极为 不 利 的 。 

在 现 有 条 件 下 ,特别 是 在 以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作为 管理 目的 的 地 区 (多 种 经 营 管理 地 区 ) 

各 国政 府 应 同时 考虑 生态 及 经 济 可 行 性 。 政 府 也 许 希 望 通过 权力 和 责任 的 下 放 来 弥补 国家 

公园 管理 上 的 不 足 , 使 当地 社会 得 到 更 多 的 资源 管理 机 会 (Klee, 1980;McNeely 和 Pitt, 

1984;Markes,1984) 。Houseal 等 (1985) 发 现 ,在 中 美洲 ,土著 人 综合 农业 移动 耕作 与 林业 

栽培 及 野生 生物 管理 的 经 验 , 建 立 了 一 种 长 期 持续 利用 的 方法 …… 他 们 将 农业 和 林业 系统 

有 机 地 结合 起 来 ,在 单位 面积 的 土地 上 创造 出 更 多 的 劳动 量 和 产品 。 与 那些 强加 于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其 它 生 产 方 式 相 比 ,在 生态 学 意义 上 更 合理 ,在 收入 分 配 上 也 更 趋 平 衡 。 对 热带 雨林 的 

土地 利用 ,迄今 还 没有 一 种 模式 比 土著 部 落 的 利用 方式 对 维持 生态 稳定 性 或 生物 多 样 性 更 

为 有 效 ”。 

政府 也 希望 建立 特殊 保护 区 来 保护 那些 传统 的 、 经 时 间 证 明 是 成 功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 例 

如 ,传统 的 移动 耕作 制度 就 能 较 好 地 适应 热带 森林 环境 ,有 利于 森林 物种 多 样 性 的 保护 和 野 

生生 物种 群 数量 的 保持 。 保 持 这 样 的 种 植 方式 对 于 现代 发 展 具 有 相当 重要 的 意义 。 森 林 中 

有 许多 重要 作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这 些 亲 缘 种 和 原始 栽培 者 们 培育 的 农家 品种 ,是 现代 作物 育 

种 家 们 极为 珍贵 的 遗传 资源 。 例 如 ,水 稻 是 亚洲 的 主要 作物 ,生长 在 高 地 新 拓 地 的 传统 水 稳 

品种 具有 极 高 的 遗传 多 样 性 。 新 拓 地 的 种 植 者 们 常常 把 驯化 的 水 稻 品 种 与 其 野生 亲缘 种 进 

行 杂 交 ,培育 出 抗 虫 的 水 稻 新 品种 (Oka 和 Chang ,1961)。 生 长 在 新 拓 地 的 品种 不 断 地 适应 

这 种 环境 ,在 许多 地 方 , 这 些 作物 与 野生 品系 或 草本 品系 发 生 基 因 交 流 而 不 断 强化 。Altieri 

和 Merrick (1987) 认 为 ， 维 持 传 统 的 农业 生态 系统 是 原 地 保藏 作物 种 质 资 源 丰 富 地 区 的 唯 

一 明智 的 对 策 ”。 此 外 ,只 有 在 依据 深入 研究 后 得 到 的 有 关 当 地 植物 及 其 生态 需求 科学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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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指导 下 ,在 当地 最 有 生产 活力 的 管理 实践 指导 下 ,传统 的 农业 管理 制度 才能 得 以 保持 。 

第 四 章 提出 的 土地 管理 途径 就 是 为 了 顺应 保护 栖息 地 免 于 过 度 开 发 ,又 使 当地 居民 成 
为 保护 活动 的 积极 参与 者 。 

资料 简介 9 自然 栖息 地 “自然 " 吗 ? 

许多 人 认为 “自然 ?就 意味 着 “完全 没有 受到 人 类 影响 ”。 从 这 个 定义 出 发 ,世界 上 

就 根本 就 不 存在 自然 生境 。 因为 ,由 于 污染 和 和 气候 变化 ,人 类 影响 无 处 不 在 。 长 期 的 历 

史 经 验 告 诉 我 们 ,从 火 作 为 人 类 的 一 种 主要 技术 措施 开始 ,人 类 对 非洲 和 亚洲 大 陆 的 
影响 已 有 数 十 万 年 了 (Hough,1926)。 当今 世界 大 多 数 热带 稀疏 草地 ,就 是 人 类 活动 影 
响 的 结果 。 如 前 面 所 论述 的 那样 ,美洲 新 大 陆 及 澳洲 ,人 类 成 为 其 生态 系统 的 一 部 分 已 

有 几 万 年 了 ,对 于 海洋 生态 系统 也 有 几 千 年 的 历史 (Martin Fil Klein, 1984), 

工业 革命 前 ,人 类 就 几乎 占据 了 所 有 陆地 ,对 自然 栖息 地 造成 了 相当 大 的 影响 如 

Spencer(1966) 提 出 ,用 于 移动 式 耕 种 农作物 ,几乎 整个 亚洲 的 森林 在 同一 或 不 同时 间 
都 已 被 人 们 砍 光 ;而 且 Wharton(1968) 提 出 亚洲 的 大 型 动物 都 已 经 适应 了 在 森林 砍伐 
后 的 空地 上 取 食 ,因此 也 能 从 轮作 种 植 中 获得 很 大 的 益处 。 

在 中 、 南 美洲 的 一 些 部 落 民 族 中 也 有 类 似 情 况 , 某 些 特定 的 动 . 植 物 的 获取 方式 就 

是 依靠 使 生态 系统 发 生 明 显 改 变 , 从 而 提供 给 当地 人 们 更 多 最 希望 得 到 的 天 然 产 品 

(Warran 等 ,1989;Prance 等 ,1987;Boom ,1985;Gomez 一 Pompa,1988;Gomez 一 Pompa 

等 ,1987) 。 总 之 ,由 于 火 的 使 用 和 移动 式 耕 作 , 历 史上 人 类 对 环境 的 影响 早 就 存在 , 即 

使 是 “自然 ”的 生态 系统 ,在 过 去 的 岁月 中 也 受到 过 人 类 的 重大 影响 (Thomas,1956; 

Elliott,1964) 。 完 全 排除 人 类 对 生态 系统 影响 的 任何 努力 ,例如 受到 严格 保护 的 国家 

公园 ,会 导致 千 百 年 来 不 曾 发 生 过 的 情况 ,并 且 可 能 引起 不 为 人 知 的 效应 。1988 年 美 

国 黄石 国家 公园 所 遭受 的 破坏 性 火灾 就 是 一 个 生动 实例 .这 场 火 灾 就 是 在 没有 人 类 干 

预 下 , 顺 其 自然 发 展 而 产生 的 。Lugo(1988) 总 结 说 ,环境 改变 及 人 为 干扰 对 维持 一 个 

物种 丰富 的 热带 景观 可 能 是 必要 的 。 

由 于 人 类 干扰 对 森林 和 热带 荒漠 的 现 有 结构 有 决定 性 的 影响 ,建立 保护 区 除了 迁 
除 人 类 外 ,还 需要 积极 的 管理 ,以 保持 它们 的 “原始 > 自然 状态 (实际 上 或 多 或 少 的 受 

到 史前 或 史 后 人 类 活动 的 改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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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一 步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主要 障碍 

从 根本 上 说 ,生物 多 样 性 面临 的 威胁 主要 是 人 类 与 他 们 的 环境 之 间 的 不 协调 ;从 开发 自 
息 地 中 获 益 , 却 没有 付出 开发 的 全 部 代价 .当今 人 口 及 人 类 生活 标准 依赖 于 几 亿 年 积累 

下 来 的 非 再 生 资 源 , 这 些 资 源 将 在 几 代 人 之 内 消耗 殊 尽 。 基 于 持续 利用 再 生 资 源 的 古老 文化 

也 已 被 基于 过 度 开 发 的 现代 文化 学 所 代 奉 。 世 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WCED,1987)、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1980) 以 及 《世界 自然 保护 宪章 (WCN ) ) 呼 吁 :人 类 社会 的 深 

刻 革 变 取决 于 改革 和 投资 水 平 , 而 这 种 改革 和 投资 目前 尚未 引起 有 关 政 府 的 密切 关注 。 

为 避免 简单 化 ,在 人 们 认识 到 各 个 方面 问题 不 同 的 基础 上 ,可 以 确定 进一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存在 以 下 六 个 主要 障碍 : 

o4 

x 国家 发 展 目标 中 低估 了 自然 生命 资源 的 实际 价值 。 维持 一 个 国家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就 

是 维持 它 的 整个 财富 。 然 而 ,在 制订 国家 发 展 政策 时 ,生物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重要 性 

没有 得 到 应 有 的 重视 。 发 展 总 是 强调 短期 开发 赢得 的 收入 和 外 汇 , 而 不 注重 对 自然 生 

命 资 源 的 维持 利用 。 国际 发 展 组 织 也 仅 着 眼 于 发 展 中 国家 的 眼前 利益 。 另 外 ,国际 社 

会 也 倾向 于 支持 这 种 趋势 ,以 便 促 进 南 北 双方 的 商品 流通 。 

x 自然 生命 资源 开发 的 目的 是 获取 高 额 利润 ,而 不 是 为 了 满足 当地 居民 的 合法 需求 。 

世界 性 的 无 节制 利用 野生 生物 产品 ,加剧 了 物种 的 灭绝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丧失 。 哪 里 有 

利 可 图 ,哪里 作为 摄取 目标 的 物种 或 生态 系统 就 要 遭 掠 村 ;如 非洲 的 犀牛 和 热带 条 

林 , 而 当地 居民 却 几 乎 一 无 所 获 。 大 部 分 市 场 消费 需求 的 增长 都 发 生 在 远离 有 关 物 种 

或 栖息 地 的 地 区 ,那些 依靠 持续 利用 上 述 被 过 度 开 发 物种 维持 生活 和 作为 长 期 财富 

的 当地 居民 , 仅 能 从 这 种 商业 利润 中 得 到 少 得 可 怜 的 收益 。 

< 人 类 对 其 赖 以 生存 的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仍然 了 解 太 少 。 研究 生物 物种 .生物 多 样 性 、 

生态 系统 及 资源 管理 的 专业 人 员 人 少 得 可 怜 , 远 不 能 满足 目前 总 的 需求 。 现 有 的 专门 机 

构 主 要 设置 在 工业 化 国家 ,而 不 是 那些 最 需要 专家 确定 对 策 以 维持 生物 资源 持续 利 
用 的 发 展 中 国家 。 热 带 地 区 国家 的 科学 家 和 技术 人 员 只 占 全 世界 总 数 的 6% (NAS, 
1980) 。 几 乎 没有 一 个 热带 国家 (印度 除外 ) 具 有 保护 所 需 的 研究 能 力 。 并 且 , 关 于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研究 (分 类 学 、 编 目 等 ) 在 整个 科学 研究 领域 中 ,处 于 极 低 的 水 平 , 因 此 常 

x 已 有 的 科学 技术 没有 充分 应 用 于 解决 自然 资源 的 管理 问题 。 最近 几 十 年 的 科研 成 

果 为 资源 管理 黄 定 了 一 个 比 以 往 好 得 多 的 基础 。 当 前 急需 寻求 途径 运用 生物 科学 和 

社会 科学 的 研究 成 果 来 管理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促进 退化 生态 系统 的 恢复 ,把 生物 保护 

的 益处 带 给 那些 最 直接 相关 的 人 。 



< 大 部 分 保护 组 织 的 保护 行动 目标 被 近 变 得 狭 黄 。 绝 大 多 数 保护 工作 都 致力 于 保护 

几 个 物种 ,如 哺乳 动物 、 鸟 类 及 几 种 重要 植物 或 特定 树种 ,建立 生物 多 样 性 不 详 的 保 
留 地 或 其 它 新 的 保护 区 。 而 且 , 管 理 主要 是 针对 那些 所 谓 的 标志 种 (常常 是 某 种 动 

物 ) 的 保护 ,而 不 是 整个 生物 多 样 性 。 自 然 保 护 活动 之 所 以 常常 必须 集中 在 一 个 狭 罕 

的 目标 上 ,主要 是 为 了 赢得 资助 ,引起 注意 和 取得 成 果 。 但 是 ,对 于 更 大 范围 的 物种 保 
护 也 需要 引起 重视 ,对 于 目前 保护 区 中 所 包括 的 物种 究竟 有 多 少 需 作出 估计 ,确定 现 

行 的 管理 计划 对 那些 已 鉴定 的 物种 保护 是 否 适合 .更 为 重要 的 是 ,对 人 类 行为 所 导致 
的 非 持续 性 生物 资源 利用 的 内 在 原因 进行 研究 。 

* 担负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科研 机 构 缺 乏 足 够 的 研究 经 费 。 在 绝 大 多 数 国家 ,负责 野生 生 

物 和 自然 保护 区 管理 的 机 构 经 费 严 重 不 足 , 缺 乏 专业 化 培训 和 进修 ,没有 权威 性 ,并 

缺乏 必须 的 发 展 机 会 。 野 外 工作 人 员 和 常常 与 家 人 及 当地 社会 相隔 离 。 在 缺乏 充足 设 

备 和 管理 者 能 力 的 同时 ,这 些 机 构 和 单位 也 缺乏 吸引 力 和 充分 利用 新 投资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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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途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技术 一 直 倾 向 于 集中 在 受 保 护 的 地 区 和 基因 库 。 虽 然 这 些 

方法 将 继续 是 重要 的 ,但 是 保护 必须 是 更 富有 创造 性 和 多 方位 的 。 保 护 技术 的 有 效 

应 用 将 要 求 更 多 部 门 的 合作 努力 并 需要 增加 资源 投入 ,包括 人 力 、 资 金 和 政策 上 的 

支持 。 

对 生物 资源 的 威胁 是 复杂 和 多 种 多 样 的 ,需要 社会 上 各 政府 部 门 和 私人 团体 采取 广泛 

的 措施 .一 般 来 说 ,致力 于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国际 社会 和 政府 部 门 作 以 下 六 个 方面 的 努 
力 :政策 调整 .土地 综合 利用 和 管理 ,物种 保护 ,栖息 地 保护 . 迁 地 保护 及 污染 控制 。 当 然 , 以 
上 只 是 对 一 些 行动 的 罗列 ,使 此 事 大 大 地 简单 化 ,实际 上 每 一 种 方法 的 成 功 与 否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取决 于 其 他 措施 的 实施 效果 ,并 且 任 何 一 种 措施 局 限 性 和 失败 都 有 可 能 对 其 它 措施 产 
生 不 良 的 影响 。 

一 政策 的 调整 .综合 土地 利用 和 生物 多 样 性 

既然 政府 的 政策 往往 对 生物 资源 的 枯竭 负 有 责任 ,那么 理所当然 地 ,调整 政策 常常 是 实 

施 保护 目标 的 第 一 步 。 无 论 是 直接 影响 土地 或 森林 管理 ,或 通过 土地 使 用 权 、 乡 村 发 展 规划 、 

计划 生育 、 对 食品 .农药 和 能 源 的 补贴 等 间接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国家 政策 , 均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有 着 重要 的 作用 。 例 如 ,巴西 政府 取消 对 森林 采伐 的 补贴 ,有 效 地 减缓 了 森林 退 

化 (Binswanger,1987;Repetto,1988) ;并 且 在 有 些 地 区 ,将 土地 使 用 权 交 给 那些 长 期 和 谐 利 

用 资源 的 当地 居民 ,能够 鼓励 为 生物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投入 必需 的 新 资本 。 

前 面 的 讨论 已 经 说 明 , 很 多 非 传 统 保护 部 门 的 政策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可 以 产生 根本 性 的 影 

响 。 例 如 ,Repettoe 和 Gillis(1988) 引 述 了 许多 由 于 政策 失误 导致 滥用 森林 资源 的 实例 。 世 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WCED) 指 出 ,如 果 要 使 生物 资源 得 到 持续 利用 ,需要 对 几 个 方面 的 多 边 

政策 予以 调整 (WwWCED,1987)。McNeely(1988) 阐 述 了 生物 资源 与 农业 .旅游 业 、 水 资源 开 

发 .科学 研究 .渔业 和 交通 等 诸 方面 之 间 的 联系 。 

乡村 发 展 与 生物 资源 保护 之 间 的 紧密 联系 说 明 任何 单方 面 的 努力 都 不 能 完全 解决 问 

题 。 要 想 真 正解 决 问题 ,必须 将 保护 与 农业 、 林 业 、 渔 业 、 交 通 、 国 防 和 其 它 方面 的 工作 有 机 地 

结合 起 来 。 这 种 综合 性 的 行动 应 主要 包括 如 下 内 容 ， 

“发展 多 边 合作 ,各 部 门 应 该 共享 信息 ,寻求 共同 的 目标 并 且 以 统一 的 方式 认识 问题 。 

* 定量 分 析 与 生物 资源 保护 相关 的 许多 乡村 综合 发 展 计 划 所 带 来 的 经 济 和 财政 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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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 使 政策 者 重视 这 些 利益 。 

。 在 综合 发 展 项 目 和 计划 中 ,应 指出 农业 、 渔 业 、 和 森林 、 保 护 和 恢复 等 不 同 活动 之 韶 的 矛 

盾 。 

。 机 构 的 改革 及 管理 的 改进 也 是 有 效 制定 和 实施 综合 性 部 门 发 展 计划 所 要 求 的 。 

。 制 定 新 法 规 要 依照 实施 对 象 (居民 或 机 构 ) 的 社会 经 济 特征 和 自然 资源 的 需要 ,同时 

建立 非 鼓 励 制度 并 保障 鼓励 措施 受 法 律 保护 。 

。 需 要 审议 在 其 它 部 门 的 政策 和 立法 ,看 其 能 否 应 用 于 生物 资源 保护 ,适应 有 关 社 会 团 

体 开 展 工作 的 需要 。 

。 需 要 制定 有 效 的 刺激 方式 以 加 速 综 合 开发 ,以 便 缩小 个 体 的 投资 利益 和 政府 的 国家 

利益 之 间 的 差距 。 

。 乡 村 居民 不 仅 要 参与 计划 和 项 目的 执行 ,而 且 应 参与 设计 和 检查 (De Camino Velozo， 

1987) 。 

提高 政策 协调 性 的 一 种 方法 是 建立 国家 级 或 次 国家 级 的 保护 策略 (NCS) ,这 是 一 个 内 
容 极 广泛 的 国家 环境 管理 计划 .以 这 种 策略 为 基础 ,可 以 形成 一 个 依靠 自然 资源 保护 的 新 的 

”更 广泛 的 协调 发 展 计划 .将 保护 过 程 与 发 展 有 机 地 相 结合 ,可 以 获得 极 大 的 、 持 久 的 利益 。 国 
家 保护 策略 的 制定 过 程 中 ,通过 提高 对 政策 和 行动 认识 ,帮助 有 关 国 家 认识 这 种 潜力 .当然 ， 
持续 发 展 所 依赖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也 是 其 中 一 个 方面 。 

一 个 成 功 的 国家 保护 策略 首先 要 求 有 尽 可 能 广泛 的 组 织 和 机 构 参 与 认识 现实 存在 的 问 
题 和 确定 可 能 采取 的 措施 .在 国家 保护 策略 的 制定 过 程 中 ,需要 政府 机 构 , 非 政府 组 织 ` 个 人 
团体 和 社会 各 界 参与 分 析 和 探讨 自然 资源 问题 和 将 来 的 优先 工作 .这 样 , 有 本 部 门 利 益 的 组 

织 可 以 更 好 地 理解 它们 与 其 它 部 门 的 相互 关系 ,从 而 发 掘 出 保护 和 开发 的 潜力 .不 管 一 个 政 

府 的 建立 基础 有 多 么 广泛 ,政府 部 门 的 性 质 ( 实 际 上 这 也 是 任何 集权 的 性 质 ) 决 定 了 它们 能 
有 效 考 虑 的 问题 是 有 限 的 .制定 国家 保护 策略 使 得 政府 能 以 合作 者 的 姿态 和 非 政府 组 织 、 群 
众 团体 .大专 院 校 ̀ , 工 业界、 金融 机 构 以 及 许多 其 它 部 门 和 组 织 一 起 ,共同 探讨 如 何 为 国家 发 
展 更 好 地 利用 生物 资源 .因此 ,通过 这 样 的 途径 (一 般 来 说 ,没有 危险 性 ) ,可 以 就 生物 资源 的 
应 用 政策 取得 全 国 性 的 一 致意 见 , 似 乎 没有 比 这 更 好 的 办 法 了 。 

世界 上 已 有 40 多 个 国家 开始 以 各 种 方式 制定 此 类 保护 策略 。 着 眼 于 制订 有 关 自 然 资 源 
利用 的 全 国 性 规划 和 政府 部 门 要 采取 的 一 系列 政策 (无 论 是 自觉 地 ,还 是 不 自觉 地 ) ,国家 保 
护 策略 可 以 帮助 政府 解决 很 多 面临 的 最 基本 的 政策 问题 , 即 如何 更 好 地 持续 利用 自然 资源 。 

Precott 一 Allen(1986) 在 分 析 国 家 保护 策略 如 何 解决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问题 时 指出 ,目前 
还 没有 一 个 国家 保护 策略 能 够 全 面 描述 生物 多 样 性 在 本 国 社会 经 济 中 的 作用 ,也 还 没有 提 

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所 迫切 需要 的 综合 性 措施 。 他 呼吁 各 国 更 好 地 解决 面临 的 困难 ,把 握 机 

会 ,发 展 各 部 门 的 协作 ,并 将 保护 和 发 展 有 机 地 结合 起 来 .在 大 多 数 国 家 保护 策略 工作 中 ,最 

恨 本 的 要 求 是 ,政策 的 制定 和 实施 能 够 同时 达到 保护 和 发 展 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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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发 展 的 其 它 一 些 方法 ,如 环境 影响 评估 (CEIA ) ,考虑 了 曾经 被 认为 是 社会 发 展 决策 中 

的 外 部 条 件 因素 ,它们 在 实际 应 用 中 产生 了 许多 恨 好 效果 (Ahmad 和 Sammy, 1985), #ifl, 

环境 影响 评估 仅仅 是 在 所 有 可 选 方案 中 选 定 最 基本 方案 之 后 提供 一 些 指导 。 国 家 保护 策略 

通过 建立 环境 问题 和 发 展 目标 之 间 的 联系 ,提供 了 一 个 通过 寻求 共同 意识 ,达到 更 合理 平衡 
点 的 可 能 性 。 

要 达到 乡村 的 综合 发 展 , 必须 利用 国家 保护 策略 和 其 他 技术 推动 有 利于 环境 的 大 范围 

的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管理 .虽然 这 些 发 展 计划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有 益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但 是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起 最 重要 作用 的 工作 大 部 分 是 稳定 物种 多 样 性 贫乏 地 区 的 资源 利用 。 这 些 活 

动 旨 在 维护 和 恢复 自然 生态 系统 ,一 方面 使 它们 支持 生态 和 水 文 过 程 能 够 延续 , 另 一 方面 使 
其 为 人 类 社会 的 发 展 持续 地 发 挥 作用 。 

通过 对 生态 系统 的 持续 管理 和 土地 的 稳定 使 用 ,解决 了 人 口 流动 的 根本 原因 ,同时 也 使 

生物 多 样 性 得 到 保护 .例如 ,在 很 多 热带 地 区 ,由 于 刀 耕 火种 农业 使 得 森林 遭 到 破坏 ,在 多 数 

地 区 ,这 种 农 作 方 式 是 不 能 持续 利用 资源 和 其 它 生态 系统 ,农业 生产 力 日 益 下 降 , 人 迫使 贫民 
百姓 迁移 所 带 来 的 结果 。 通 过 集中 精力 恢复 原 有 的 农业 生态 系统 的 生产 力 和 维护 支持 这 些 

系统 的 生态 和 水 文 过 程 , 可 以 减少 对 边远 土地 的 农业 压力 ,使 这 些 土 地 能 够 安排 开展 其 它 有 
区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活动 。 

一 些 发 展 资助 机 构 可 能 会 对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内 容 的 乡村 综合 发 展 计 划 感 兴趣 , 因 

为 这 种 计划 很 可 能 符合 它们 工作 的 目标 。 

二 、 保 护 物 种 及 其 栖息 地 需要 进行 综合 治理 

物种 是 生态 系统 的 基本 组 成 部 分 ,常常 是 生态 系统 是 否 健康 的 标志 。 自 然 地 ,各 国政 府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国际 机 构 对 物种 保护 十 分 重视 ,制定 了 有 关 保 护 特殊 物种 和 种 群 免 遭 毁 灭 性 

掠夺 的 国际 性 措施 。 其 中 包括 《国际 捕 鲸 管理 公约 (ICRW ,华盛顿 ,1946)》《 濒 危 野 生动 植 

物 物 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CITES ,华盛顿 ,1973)》《 早 生 迁 徙 动物 保护 公约 (CCMS ,波恩 ， 

1979)》( 此 外 参见 附录 三 )。 在 各 国 , 野 生物 种 受到 狩猎 规定 、 保 护法 规 以 及 内 容 广 证 的 其 它 

野生 动 植物 管理 规定 的 保护 。 

显然 ,物种 和 其 它 遗 传 资 源 造 福 于 全 人 类 。 虽 然 动物 物种 更 受到 关注 ,植物 可 能 与 人 类 

的 生存 有 更 直接 的 关系 。 植 物种 质 是 世界 的 主要 资源 之 一 ,人 类 未 来 的 食物 生产 将 取决 于 人 

类 在 收集 和 管理 植物 方面 所 作 的 努力 和 物质 投入 的 多 少 .研究 表明 , 源 于 墨西哥 和 中 美洲 的 
野生 遗传 资源 满足 了 全 世界 玉米 种 植 和 消费 的 需要 。 大 多 数 主要 可 可 生产 国 在 西非 ,然而 现 

代 可 可 种 植 园 保持 生产 力 所 依 赖 的 遗传 资源 来 自 西亚 马 孙 河 流域 的 秩 林 。 

为 了 咖啡 的 正常 生长 ,种 植 者 和 消费 者 需要 咖啡 野生 亲缘 种 不 断 提 供 新 的 遗传 物质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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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野生 亲缘 种 主要 生长 在 埃塞俄比亚 和 马达 加 斯 加 。 巴 西 在 为 东亚 橡胶 种 植 园 提供 野生 橡 

胶 种 质 的 同时 ,本 身 也 依靠 世界 各 地 为 其 甘 芒 、 黄 豆 及 其 它 主要 作物 提供 植物 种 质 。 美 国 

98%% 的 农产品 源 于 非 本 地 品种 ;从 洲际 范围 而 言 ,一 半 美 洲 大 陆 的 农业 产量 来 自 亚 洲 或 非洲 

物种 ,整整 70% 的 非洲 农作物 产品 源 自 亚洲 和 美洲 物种 ,而 30%% 的 亚洲 农作物 产量 与 源 自 

美洲 和 非洲 的 物种 有 关 (Wood ,1988) 。 显 然 , 如 果 每 年 不 能 得 到 新 的 外 来 植物 种 质 , 世 界 上 

所 有 的 国家 会 很 快 出 现 农 业 减 产量 的 状况 。 

就 家 畜 而 言 , 如 同 农 作物 和 森林 一 样 ,人 为 控制 育种 和 迅速 开发 适宜 于 当代 高 耗 能 的 商 
业 生 产 的 品种 引起 了 遗传 对 样 性 的 消失 .这 种 现象 在 发 展 中 国家 表现 得 尤其 严重 ,在 这 些 国 

家 ,地 方 品种 正 不 断 被 进口 品种 所 取代 .尽管 很 多 家 畜 的 野生 亲缘 种 ,如 野牛 ̀ . 野 绵羊 和 野山 
羊 以 及 野 象 对 物种 繁育 很 重要 ,但 它们 正 遭 到 灭绝 的 严重 威胁 。 

虽然 一 些 物 种 保护 措施 被 证 明 是 有 效 的 ,而 且 人 类 也 经 常 采 取 一 些 应 急 的 特别 保护 措 
施 来 避免 物种 的 消亡 ,但 是 最 好 的 保护 方法 是 把 它们 作为 整个 较 大 生态 系统 的 一 部 分 ,让 它 
们 在 各 自 的 范围 内 适应 日 益 变 化 的 环境 .为 此 ,各 国政 府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努 力 采 取 措 施 保 护 特 

殊 栖息 地 ,如 建立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类 型 的 保护 区 。 国 际 社会 已 经 采取 了 类 似 的 方法 ,制定 了 
《国际 重要 湿地 一 一 特别 是 水 禽 栖息 地 保护 公约 (Ramsar,1971)》《 世 界 自然 和 文化 遗产 保 

护 公约 (Paris,1972)》( 人 参见 附录 三 姓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的 4 生物圈 保 护 计 划 》 和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的 4 地 区 海洋 计划 ;的 部 分 内 容 。 

多 数 国家 的 政府 已 经 通过 立法 来 保护 和 管理 对 保护 生物 资源 有 重要 意义 的 栖息 地 。 这 

些 措施 可 以 包括 :建立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类 型 保护 区 的 国家 立法 ,保护 特殊 地 区 的 木林、 珊瑚 

礁 或 湿地 的 地 方法 律 , 包 含 在 租赁 协议 中 的 有 关 规 定 , 对 特定 类 型 土地 的 规划 限制 和 保护 圣 

地 或 其 它 特别 场所 的 传统 习惯 。 应 该 管理 政府 和 私营 部 门 已 普遍 承担 起 保护 和 管理 这 些 保 

护 区 的 责任 。 
表 7 世界 上 的 保护 地 区 

的 第 一 至 五 类 ,由 其 所 在 国 最 权威 的 机 构 管 理 。 其 中 数据 将 随 着 新 保护 区 的 建立 和 资料 的 更 新 而 变动 。 但 本 表 提 供 了 蕉 

止 1989 年 5 月 1 日 所 能 得 到 的 最 详细 的 数据 。 特 别 值得 一 提 的 是 ,在 新 北极 地 区 的 格陵兰 国家 公园 , 绑 盖 面积 为 7000 万 

公顷 ,对 世界 所 有 保护 区 有 着 十 分 重要 的 影响 。 就 其 重要 性 而 言 , 它 比 其 它 任何 一 个 单独 的 保护 区 都 大 。 

生物 地 理 区 保护 区 数目 总 面积 ( 千 公 顷 ) 
非洲 热带 区 44 86090 
印度 马来西亚 676 32280 
古 北 区 1684 73190 
大 洋 洲 52 4890 
新 北极 区 478 172560 
新 热带 区 458 76810 
澳大利亚 623 35690 

南极 区 130 3120 
总 i 4545 484630 (〈 占 世界 土地 面积 的 3.7%) 

资料 来 源 :保护 区 数据 集 (WwCMC,198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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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 通过 立法 来 防止 土地 挪用 的 地 区 应 不 再 考虑 它们 的 其 它 用 途 。 这 些 地 区 对 于 发 展 

的 贡献 是 通过 保护 其 典型 的 相对 自然 的 状态 来 体现 的 。 实 际 上 ,世界 银行 关于 荒芜 地 的 保护 

政策 (附件 五 ) 明 确 禁 止 使 用 世 行 贷款 改变 受 法 律 保护 的 地 区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除非 出 现 了 

极端 和 最 特殊 的 情况 。 

随 着 过 去 几 十 年 的 加 速 发 展 , 各 国政 府 已 经 认识 到 将 法 定 保护 区 作为 整个 土地 利用 规 

划 的 一 部 分 的 重要 性 。 在 《巴厘 宣言 (Bali Declaration) 》 中 (InMcNeely 和 Miller ,1984) ,世界 

上 有 关 保 护 区 研究 的 权威 人 士 指出 ,这些 地 区 是 保护 工作 必 不 可 少 的 组 成 部 分 ,因为 它们 可 

以 维护 自然 生态 系统 所 依赖 的 关键 生态 过 程 ;它们 保护 着 物种 及 其 遗传 变异 的 多 样 性 ,从 而 

避免 对 我 们 的 自然 遗产 造成 不 可 挽救 的 破坏 ;它们 保护 生态 系统 的 生产 能 力 并 且 维护 对 物 

种 持续 利用 所 必需 的 栖息 地 ;此 外 ,这 些 地 区 还 为 科学 研究 教育、 培训、 娱乐 和 旅游 提供 了 

机 会 。 

很 多 传统 的 保护 区 已 经 有 几 百 年 甚至 上 千年 的 历史 了 ,但 是 现代 保护 区 工作 始 于 1872 

年 黄石 (Yellowstone) 公 园 的 建立 。 从 那 时 起 ,保护 区 作为 保护 自然 生境 的 主要 手段 在 全 世界 

逐步 开展 起 来 。 目 前 ,已 经 建立 了 4500 多 个 面积 超过 1000 公顷 保护 区 ( 列 为 IUCN 保护 区 

名 录 的 第 一 至 五 类 ) ,总 覆盖 面积 大 约 为 5 亿 公顷 ,相当 于 多 数 西欧 国家 面积 的 总 和 或 两 个 

印度 尼 西 亚 的 面积 。 表 7 说 明 这 些 得 到 国家 保护 的 地 区 的 分 布 情况 。 新 的 保护 区 每 年 还 在 

增加 。 目 前 ,已 有 130 多 个 国家 认识 到 保护 区 在 平衡 土地 利用 方面 意义 重大 。 但 是 应 该 承认 ， 

还 有 更 多 的 地 区 为 维持 社会 的 发 展 作出 了 重要 贡献 。 

保护 地 区 的 命名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同 样 的 名 字 可 能 包含 着 非常 不 同 的 内 容 。 例 如 ,加 拿 大 
的 国家 公园 不 包括 人 类 居住 的 地 区 ,而 所 有 的 英国 国家 公园 则 包括 人 类 集 居 地 。 显 然 , 尽 管 

用 统一 的 命名 和 标准 来 建立 和 管理 保护 区 有 利于 提高 管理 水 平 ,促进 国际 交流 和 合作 ,但 是 
实际 上 对 某 一 特定 地 区 采取 的 保护 措施 可 以 因 国家 甚至 于 地 区 的 不 同 而 有 巨大 的 差异 。 

人 口 增长 和 经 济 不 断 发 展 正 威胁 着 很 多 保护 区 的 生存 ,而 且 人 类 对 各 种 荒芜 保留 地 的 

需求 也 越 来 越 多 。 因 此 各 国政 府 现在 意识 到 ,严格 保护 的 地 区 已 经 不 能 满足 社会 不 断 增长 的 

物质 和 服务 要 求 , 包 括 进行 遗传 资源 的 管理 ,流域 保护 ,娱乐 和 教育 等 多 种 活动 。 需 要 增加 一 

些 荒芜 地 管理 措施 来 补充 受 严格 保护 的 国家 公园 ,使 生物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成 为 地 区 管理 的 

目标 之 一 。 

遵循 上 述 原 则 ,为 使 社会 真正 受益 ,必须 将 保护 区 与 其 周围 的 地 区 联系 起 来 考虑 。 具 体 

的 实施 措施 当然 因 各 地 的 实际 情况 不 同 而 有 所 区 别 , 但 是 4 巴厘 行动 计划 兴 附 录 四 ) 提 出 的 

主要 原则 是 :通过 教育 .收益 分 享 、 制 定 保护 区 周围 地 区 的 补充 发 展 计 划 和 在 不 违背 保护 目 

标的 前 提 下 ,当地 居民 有 权 支 配 资源 等 措施 来 保证 当地 居民 对 保护 区 工作 的 支持 。 总 之 ,应 

该 采用 经 济 刺激 手段 促使 当地 居民 按照 其 开明 的 自身 利益 来 进行 活动 (参见 McNeely， 

1988) ,并 且 政 府 制 定 的 合理 政策 应 保证 有 关 措 施 确实 是 为 了 当地 居民 的 自身 利益 (关于 该 

措施 的 具体 建议 参见 McNeely ,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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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寻找 既 有 益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又 有 益 于 持续 发 展 的 土地 管理 机 制 和 技 制 ,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制订 了 一 套 保护 区 分 类 系统 ,每 种 类 型 的 保护 区 都 有 一 系列 管理 目 
标 ( 资 料 简介 11)。 虽 然 从 定义 上 讲 ,在 国家 公园 内 禁止 从 事 商 业 性 活动 ,但 是 其 它 类 型 的 保 

护 区 ,如 狩猎 区 .风景 区 和 多 用 途 管理 区 ,可 以 建立 在 这 些 严 格 保护 区 的 周围 ,以 防 保护 区 成 

为 生物 学 上 枯萎 的 “孤岛 ”. 同时 ,它们 本 身 也 在 土地 经 营 系统 中 发 挥 重 要 作用 。 有 几 类 保护 

区 可 以 将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看 作 是 一 个 管理 目的 ,以 此 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同时 又 使 当地 居民 

通过 利用 资源 而 不 断 受 益 。 例 如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分 类 系统 中 的 第 VI 类 可 作 
为 国家 保护 区 系统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用 于 保护 传统 的 农业 耕作 方式 。 

最 近 在 保护 生物 学 方面 的 进展 (例如 ,Harris ,1984;Diamond 和 May,1976;Higgs,1981; 

Soule,1986) 表 明 , 光 凭 受 严 格 保护 的 地 区 本 身 ( 第 1.2.3 类 ) 不 可 能 保护 所 有 ,甚至 是 大 多 

数 物 种 .遗传 资源 和 生态 过 程 , 需 要 大 大 地 扩展 保护 区 的 面积 ,这 远 比 现代 社会 愿意 从 直接 

生产 的 土地 中 抽出 的 要 多 .摆脱 这 一 困境 的 最 好 办 法 是 规划 和 管理 不 同类 型 的 保护 区 ,包括 

人 允许、 甚至 鼓励 合理 利用 有 关 资 源 保护 类 型 中 的 大 量 土地 ,以 支持 社会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总 体 结 

构 ( 表 4) 。 通 过 有 计划 地 分 配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类 型 的 保护 区 之 间 的 比例 ,处 于 有 林业 、 农 业 

和 畜牧 业 之 内 的 保护 区 不 仅 能 为 当地 居民 服务 ,而 且 还 能 保证 其 子孙 后 代 得 以 与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协调 发 展 。 

今后 数 十 年 保护 工作 的 发 展 主要 依靠 建立 和 实施 那些 能 允许 、 甚 至 鼓励 某 种 人 类 资源 
利用 活动 的 保护 区 ,同时 加 强 对 它们 的 管理 以 及 进一步 改善 一 些 景观 曾经 受 破 坏 、 现 已 恢复 

并 适合 开展 有 利于 保护 之 生产 活动 的 新 型 保护 区 。 从 数量 上 讲 ,严格 保护 区 (第 1.2、3 类 ) 的 
面积 不 可 能 超过 地 表面 积 的 4% 。 但 是 ,很 少 有 国家 将 多 于 1/4 的 国土 长 期 用 于 农业 活动 ， 

那么 就 还 有 足够 的 土地 可 从 事 林 业 、 移 动 式 耕作 、 放 牧 等 活动 ,管理 得 当 , 也 能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做 出 贡献 .此 类 地 区 大 多 数 分 布 在 严格 保护 的 国家 公园 的 外 围 , 可 以 缓冲 人 类 活动 的 不 
良 影 响 。 

小 型 保护 区 也 可 能 在 保护 工作 中 起 到 重要 作用 (Simberloff ,1982,1983) 。 如 果 能 保证 保 

护 区 有 稳定 的 边界 ,即使 是 面积 不 到 10 公顷 的 地 方 也 能 有 效 地 保护 具有 生存 能 力 的 植物 群 

落 。 在 从 植物 学 家 开始 记录 它们 以 来 ,很 多 植物 种 一 直 生 活 在 一 公顷 左右 的 范围 内 。D.R. 
Given( 个 人 交流 ) 曾 经 记录 过 ,在 上 述 大 小 的 一 块 地 方 , 植 物 生存 演化 已 有 几 百 万 年 历史 。 在 

毛里 求 斯 ,一 个 国际 自然 与 资源 保护 联盟 和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的 合作 项 目 旨 在 1989 年 底 建立 

一 个 由 10 个 小 型 保护 区 组 成 的 网 络 , 其 中 包括 300 种 被 大 多 数 科学 家 认为 已 基本 上 灭绝 的 

特有 植物 种 的 80% 左 右 (H.Synge, 个 人 交流 ) 。 因 为 这 些 保护 区 的 范围 小 ,可 以 把 它们 圈 起 

来 ,外 来 的 有 害 物 种 也 易 清除 掉 , 而 且 在 每 公顷 的 面积 上 仍然 可 以 有 24 万 个 植物 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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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区 最 终 要 实现 自己 的 保护 目标 ,不 仅 需 要 其 自身 有 有 效 的 保护 措施 ,而 且 要 求 其 周 

围 土地 的 管理 目标 与 保护 区 的 相 吻 合 .一般 说 来 ,这 要 求 把 保护 区 看 作 是 更 大 区 域 计 划 的 组 

成 部 分 ,以 保持 生物 学 和 社会 发 展 的 持续 性 ,并 且 给 当地 居民 提供 适宜 的 利益 .总 的 说 来 , 负 
责 管 理 保护 区 的 机 构 应 当 寻 找 新 的 更 有 力 的 合作 者 来 加 强 保护 区 管理 ,如 当地 社会 ,林业 
部 .农业 部 和 外 交 部 发展 资助 机 构 、 国 际 银行 及 决策 者 。 

资料 简介 “10 需要 增加 新 保护 区 的 地 区 

从 1970 年 以 来 ,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地 区 范围 已 经 增加 了 80% 以 上 ,其 中 2/3 

是 在 第 三 世界 。 但 是 ,还 有 很 多 工作 需要 做 。 有 关 专 家 认为 ,如 果 人 类 要 实现 

对 生物 资源 的 长 期 合理 的 利用 ,还 必须 将 保护 区 的 总 面积 至 少 增加 3 倍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下 属 的 国家 公园 和 保护 区 委员 会 与 联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合作 已 经 对 亚洲 热带 地 区 (IUCNVUNED, 1986a) .非洲 

(1986b) 和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1986c) 的 保护 区 进行 了 评估 。 虽 然 世界 上 已 经 存在 

很 多 国家 公园 和 保护 区 以 保护 地 球 最 典型 的 自然 环境 ,但 是 还 有 很 多 地 区 需 

要 保护 。 据 调查 ,在 印度 马来西亚 地 理 区 ,有 十 个 生物 地 理 单元 ( 动 植物 特别 

集中 的 地 区 ) 严 重 缺乏 保护 , 另 有 四 个 单元 需要 适当 的 调整 , 仅 有 十 个 单元 被 

认为 得 到 了 充分 的 保护 。 在 非洲 ,有 五 个 生物 地 理 单 元 需要 大 量 地 增加 保护 

措施 ,七 个 需要 适当 调整 , 仅 有 四 个 被 认为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保护 。 在 太平 洋 地 

区 ,需要 在 数 十 个 地 区 采取 保护 措施 。 虽 然 还 没有 对 拉丁 美洲 和 加 勒 比 海地 

区 的 系统 进行 调查 ,可 以 想象 ,调查 的 结果 会 是 一 样 的 。 从 全 球 范围 看 ,海洋 

带 和 栖息 地 在 整个 保护 体系 中 的 重要 性 还 没有 充分 的 体现 出 来 ,需要 做 更 多 

的 工作 才能 保护 这 些 栖息 地 。 

62 



资料 简介 11 保护 区 的 类 别 及 其 管理 目标 

尽管 所 有 的 保护 区 都 在 某 种 程度 上 限制 人 类 居住 和 资源 利用 ,但 是 限制 的 程度 却 

在 各 个 保护 区 之 间 有 明显 的 不 同 。 按 允许 人 类 直接 利用 保护 区 程度 的 递增 顺序 ,保护 

区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类 ; 

1) 科 学 保护 区 /严格 自然 保护 区 

在 不 受 外 来 干扰 的 自然 状态 下 ,通过 保护 自然 及 其 生态 过 程 , 提 供 在 生态 学 上 

具有 典型 意义 的 自然 环境 ,用 来 进行 科学 研究 、 环 境 监测 和 教育 以 及 为 在 动态 

和 进化 的 状态 下 维护 遗传 资源 。 

2) 国 家 公园 

为 科学 .教育 和 娱乐 之 目的 ,保护 具有 突出 国家 和 国际 意义 的 自然 和 风景 区 。 包 

括 较 大 面积 尚未 受到 人 类 破坏 的 自然 区 域 , 在 这 些 地 区 禁止 进行 商业 性 资源 开 

发 。 

3) 自 然 遗 迹 / 自 然 标志 地 

保护 和 维护 具有 国家 意义 的 自然 风 瑶 , 因 为 它们 有 着 特殊 的 意义 或 独特 的 特 

征 。 这 些 地 区 面积 相对 较 小 ,专门 保护 当地 特殊 特征 。 

4) 自 然 保 护 区 /野生 生物 禁 猎 ( 采 ) 区 

确保 在 保护 自然 环境 中 具有 国家 意义 的 物种 .类 群生 物 群落 或 其 它 具 体 环 境 

特征 所 必需 的 自然 状态 。 这 些 状 态 的 长 期 存在 需要 人 类 的 特殊 管理 ,而 这 些 地 

区 允许 有 控制 地 利用 某 些 资源 。 

5) 风 景 保护 区 

在 保持 当地 正常 的 生活 和 经 济 活动 的 情况 下 , 既 保 护 居民 和 土地 相 协调 的 具有 

国家 意义 的 自然 景观 ,又 为 社会 提供 娱乐 和 旅游 的 场所 。 

6) 资 源 保护 区 

为 未 来 的 综合 利用 ,保护 当地 的 自然 资源 。 在 确立 有 充分 认识 和 规划 为 基础 的 

目标 前 ,禁止 或 控制 可 能 影响 资源 的 开发 活动 。 

7) 自 然 生物 区 /人 文保 护 区 

进一步 促进 与 自然 环境 相 协 调 的 社会 生活 方式 ,保持 其 不 受 现代 技术 的 影响 。 

区 内 以 传统 的 方式 进行 资源 开发 活动 。 

8) 多 用 途 管理 区 /资源 管理 区 

用 于 永 续 开发 水 ` 木 材 、. 野 生生 物 .草场 资源 及 户外 娱乐 活动 .同时 ,自然 保护 的 

目的 也 主要 是 为 了 经 济 的 需要 (当然 在 这 类 地 区 还 可 以 设立 特殊 保护 地 带 以 实 

现 特殊 的 保护 目的 ) 。 

资料 来 源 :IUC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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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制定 全 面 的 保护 区 网 络 计划 ,还 需要 考虑 以 下 几 点 : 

。 保 护 区 的 管理 计划 必须 与 其 周围 地 区 的 土地 管理 计划 同时 做 出 ,因为 没有 

一 个 保护 区 是 自我 独立 的 整体 。 在 严格 保护 的 核心 区 周围 建立 “过 度 带 "， 

允许 在 其 附近 地 区 进行 自然 资源 利用 等 人 类 活动 ,是 与 核心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功能 相 一 致 的 ,同时 这 样 也 可 以 保证 核心 区 的 完整 性 。 

“在 气候 变化 和 人 口 压 力 的 影响 下 ,在 考虑 所 研究 地 区 及 其 邻近 地 区 的 可 能 

的 人 口 数 量变 化 趋势 的 基础 上 ,需要 对 其 管理 内 容 和 可 能 的 生态 反应 予以 

认真 的 研究 。 

。 假定 能 够 保障 各 类 物种 生存 的 栖息 地 得 到 保护 ,人 们 不 太 了 解 的 物种 也 就 

会 得 到 保护 的 话 ,那么 ,一 些 关键 物种 (Keystone 或 Critical Species) ,特别 是 

养 椎 动物 就 可 以 作为 保护 区 系统 保护 是 否 有 效 的 标志 (这 种 方法 也 有 某 些 

缺点 一 一 参见 Landra 等 ,1989) 。 

。 就 地 (az situ) FB Ayer situ) 两 种 保护 措施 之 间 , 需 要 建立 一 种 融洽 的 关 

系 , 并 且 要 综合 在 整个 地 区 的 总 体 发 展 规划 中 ( 见 下 一 部 分 )。 

“人 们 对 保护 工作 的 重视 程度 往往 取决 于 是 否 对 自然 资源 和 生物 多 样 性 是 否 

作出 了 充分 的 经 济 评价 ,常常 需要 以 事实 说 明 ,这 些 保护 区 肯定 会 给 其 周转 

的 居民 带 来 益处 ( 见 第 二 章 ) 。 

.国家 的 管理 体系 应 当 保证 把 保护 区 看 作 是 国家 财产 的 一 部 分 ,并 且 投 入 充足 
的 人 力 物 力 来 加 强 保护 区 管理 。 

“必须 审查 有 关 管 理 政策 及 落实 情况 ,特别 注意 它们 是 否 最 大 限度 的 适合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例 如 ,一 些 国家 公园 制定 了 严格 的 管理 规定 ,限制 用 于 研究 目的 

的 标本 采取 ,这 就 影响 了 对 其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科学 评估 ,同时 也 给 判断 是 否 需 

要 采取 某 些 措施 来 加 强 物种 的 管理 增加 了 困难 。 此 外 ,为 解决 其 它 问题 ,比如 

旅游 ,' 有 时 也 会 采用 与 保护 特殊 生命 形式 相悖 的 方法 。 

“需要 尽 更 大 的 努力 来 保证 为 保护 区 管理 人 员 提 供 自 然 和 社会 科学 方面 的 研 

究 成 果 , 管 理 人 员 也 应 该 将 生态 系统 的 管理 过 程 看 作 是 一 个 需要 不 断 监测 的 

科学 实验 。 因 为 这 种 管理 方式 需要 以 现 有 最 详细 的 资料 基础 ,所 以 ,制订 长 期 

的 研究 计划 来 评价 生态 关系 、 动 态 变化 、 管 理 效果 和 旅游 的 影响 等 对 于 保护 

区 工作 是 有 用 的 ,而 且 也 是 必要 的 (Thorsell,1989) 。 

“需要 作出 巨大 努力 来 提高 公众 的 意识 ,谋求 该 领域 专家 的 支持 (如 大 专 院 校 、 

博物 馆 和 学 术 性 团体 等 ), 向 当地 居民 宣传 保护 区 的 价值 。 

三 . 迁 地 方法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作用 

尽管 人 们 都 知道 保护 栖息 地 是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最 有 效 的 方法 ,人 们 同样 也 认识 到 移 地 

(MEM er situ) 保 护 方 法 是 综合 保护 计划 的 非常 重要 的 组 成 部 分 (Conway,1988;Ash- 

ton ,1988) 植物园 , 狩 狂 场 、 动物园 的 圈养 繁殖 计划 以 及 基因 库 等 都 是 加 强 迁 地 物种 保护 的 

措施 .过 去 20 多 年 ,世界 粮农 组 织 (EAO)、 国 际 农 业 研 究 顾问 委员 会 【CGIAR, 包 括 国际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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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尼泊尔 Annapurna 保护 区 内 不 同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遗传 资源 委员 会 (IBPGR ) 以 及 其 它 12 个 国际 农业 研究 中 心 人 全 世界 150 个 基因 库 以 及 其 它 

的 作物 遗传 资源 中 心 对 作物 物种 (主要 是 粮食 作物 )、 一 些 树 木 和 牧草 植物 进行 了 最 广泛 的 

迁 地 保护 ,总共 涉及 到 约 500 种 植物 物种 (包括 作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 占 植物 种 类 总 数 的 0. 2% 

左右 .野生 物种 的 绝 大 部 分 迁 地 种 质 都 保存 在 全 世界 1300 个 植物 园 里 。 植 物 园 保护 秘书 处 

(BGCS , 受 国际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资助 ) 协 调 全 球 的 植物 迁 地 保护 工作 。 该 处 保存 了 2 

万 余 种 在 植物 园 栽培 的 物种 ( 约 占 全 球 植物 种 数 的 8%%) 的 记录 。 目 前 正 计 划 进 一 步 扩大 这 项 

Te x: 

通过 对 濒危 珍稀 动 植物 物种 及 其 后 代 进 行 长 期 保存 .分 析 、 检 测 和 繁殖 , 迁 地 保护 活动 

补充 了 原 地 (in sitx) 保 护 活动 .对 于 数量 剧 减 的 野生 物种 来 说 , 迁 地 保护 活动 尤为 重要 , 它 是 
对 原 地 保护 的 一 种 补充 ,再 引进 的 物质 来 源 以 及 今后 家 养 物种 繁殖 计划 的 主要 遗传 物质 储 
存 库 . 有 些 迁 地 保护 设施 (主要 是 动物 园 和 植物 园 ) 也 为 进行 公共 教育 提供 了 许多 重要 机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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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未 受 威胁 的 野生 种 群 也 需要 进行 迁 地 收集 ,以 便 随 时 利用 这 些 物 种 进行 繁殖 一 一 

尽管 需要 定期 从 野外 得 到 补充 ,但 是 饲养 人 员 通 常 并 不 到 野外 去 获取 他 们 所 需要 的 材料 。 

迁 地 保护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首先 ,动物园 、 种 子 库 或 植物 园 只 能 储存 一 个 物种 很 少 几 种 

遗传 多 样 性 的 样品 ,否则 经 济 上 就 不 划算 .Conway(1988) 认 为 ,由 于 空间 有 限 ,而 保存 生存 

种 群 所 需要 的 数量 太 多 ,动物 园 不 可 能 长 期 保存 900 种 以 上 的 肴 椎 动物 ,常规 繁殖 计划 所 能 

保存 的 种 类 可 能 更 少 . 其 次 ,不 太 可 能 在 迁 地 环境 下 产生 适应 栖息 地 的 定向 演化 ,所 以 圈养 

的 种 群 并 未 在 适应 变化 的 环境 条 件 。 第 三 , 迁 地 保护 的 种 群 的 遗传 背景 可 能 很 狭隘 ,而 且 被 

收集 的 样品 不 大 可 能 确实 代表 物种 的 大 部 分 的 基因 型 .第 四 , 迁 地 保护 取决 于 政策 和 资金 的 
连续 性 ,而 这 是 很 难保 证 的 ,在 热带 国家 更 是 如 此 (Ledig ,1988) 。 

最 后 , 迁 地 方法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作用 是 确保 那些 依靠 人 类 种 植 的 作物 的 生存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 它 是 使 野外 数量 已 经 很 少 的 野生 动 植物 物种 免 遭 灭绝 的 重要 的 保险 措施 .但 是 它 

需要 原 地 保护 不 断 充实 和 补充 它们 的 遗传 资源 库 。 因 此 ,应 当 把 这 两 种 保护 方法 看 作 是 有 效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全 局 中 两 个 对 应 的 方面 。 

1. 动物 园 

目前 在 动物 园 和 其 它 动 物 圈养 设施 里 繁衍 着 3000 余 种 冰 椎 动物 ,总 数 达 到 54 万 头 (Con- 

way,1988) .尽管 这 个 数字 对 整个 野生 种 群 来 说 是 微不足道 的 ,大 约 只 占 美 国家 猫 的 1% ,但 
人 们 有 时 对 动物 园 . 水 族 馆 和 其 他 类 似 的 机 构 圈 养 和 繁殖 濒危 动物 提出 了 批评 .动物园 过 去 

一 度 确实 只 是 消耗 野生 动物 的 地 方 , 但 是 今天 大 部 分 现代 化 动物 园 的 动物 一 般 都 自给 自足 ， 

有 的 还 开展 了 各 种 动物 (许多 是 濒危 动物 ) 重 返 大 自然 的 工作 .阿拉 伯 羚 羊 \. 曲 角 羚 羊 、 普 氏 

野马 、 欧 洲 野 牛 \ 大 熊猫 ̀  黑 脚 雪 貂 、 金 丝 猎 、 夏 威 夷 禾 . 巴 厘 欧 术 鸟 .关岛 秧 鸡 、 游 华 和 美洲 移 
等 都 受益 于 圈养 繁殖 计划 .还 需要 做 许多 工作 以 便 使 大 猩猩 ,大 熊猫 ,大 象 以 及 黑猩猩 这 样 
的 物种 在 圈养 条 件 下 形成 生存 种 群 , 而 不 必 依靠 野生 种 群 补充 数目 。 

现代 化 动物 园 积累 了 大 量 的 经 验 , 包 括 动物 的 科学 管理 .兽医 学 .生殖 生物 学 ,行为 学 以 

及 遗传 学 它们 为 供养 许多 濒危 物种 种 群 提供 了 生存 空间 ,而 且 所 利用 的 是 与 原 地 保护 不 相 

竞争 的 资源 .确实 ,不 少 的 大 型 动物 园 , 如 圣地 亚 哥 .芝加哥 纽约 .华盛顿 特区 以 及 法 兰 克 福 
动物 园 都 有 支持 物种 保护 区 和 原 地 管理 的 重要 的 野外 研究 和 保护 项 目 。 

只 要 真正 下 决心 去 做 ,就 可 以 使 绝 大 多 数 物种 在 圈养 状态 下 党 殖 ,并 能 长 期 保持 生存 所 

需 的 数量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IUCN/SSC) 圈 养 繁殖 专家 委员 

会 主席 U.S. Seal 列举 了 对 过 去 20 年 成 功 进行 圈养 管理 有 重大 贡献 的 几 个 方面 : 

“改进 型 的 营养 和 配制 食物 ; 

“化 学 保定 术 和 麻醉 法 ; 

“免疫 接种 和 抗生素 ; 

“个 体 动物 鉴定 和 记录 ;再 加 上 中 心 数 据 库 ( 国 际 物种 编目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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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生殖 (避孕 ) 和 增强 生殖 能 力 ; 

“种 群生 物 学 和 分 子 遗 传 学 ; 

“信息 技术 和 微机 ; 

“决策 分 析 和 危机 处 理 。 

但 是 当 物 种 接近 灭绝 的 时 候 再 建立 圈养 繁殖 种 群 往往 已 经 为 时 太 迟 .相反 , 尽 可 能 减少 

物种 灭绝 危险 的 方法 是 在 野生 群体 尚 以 千 计 的 时 候 就 建立 支撑 圈养 群体 .野生 保护 学 家 和 
圈养 繁殖 专家 需要 紧密 合作 ,来 保护 野外 数量 已 不 足 干 计 的 将 椎 动物 (IUCN ,1987b) 。 亚 

洲 野 牛 (Kouprey) 行 动 计 划 》 充 分 说 明了 这 个 原则 ,这 项 计划 使 动 植物 产地 国 的 政府 动物园 

和 野外 工作 的 科学 家 共同 努力 ,开展 大 规模 的 保护 活动 (Mackinnon 和 Stuart , 1989), 

通过 对 圈养 群体 的 研究 ,动物园 也 在 学 习 管理 野生 动物 的 方法 .这些 方 法 可 以 用 来 管理 

生存 着 某 些 数量 相对 较 少 但 又 特别 重要 的 种 群 的 保护 区 .经常 需要 用 动物 园 研究 出 来 的 各 

种 方法 和 管理 技术 ,如 诱发 排卵 ,为 保证 基因 流动 而 进行 的 种 群 之 间 某 些 个 体 的 移植 以 及 各 
种 兽医 方法 ,来 管理 变 得 象 孤 岛 似 的 (因而 也 就 是 大 型 的 、. 半 自然 的 动物 园 ) 栖 上 地 保护 区 。 

动物 园 系 统 组 织 完善 ,有 许多 国家 和 国际 性 的 协会 ,能 对 物种 保护 做 出 贡献 .国际 动物 

园 园 长 联合 会 (CUDZG) 和 美国 动物 园 与 水 族 馆 协 会 (AAZPA) 都 有 重大 的 保护 计划 ,向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圈养 繁殖 专家 委员 会 (IUCNV/VCBSG ) 提 供 了 很 大 支持 .许多 

最 重要 的 动物 都 保留 着 血统 记录 夭 , 制 定 了 关键 物种 的 总 体 规划 ,自由 交换 繁殖 用 的 种 动 

物 ,定期 出 版 一 系列 的 刊物 ,以 使 动物 园 专业 人 员 随 时 了 解 当 前 的 进展 。 

动物 园 的 经 费 一 般 都 很 充足 ,全 世界 的 动物 园 每 年 要 接待 数 以 亿 计 的 参观 者 .对 许多 人 

来 说 ,参观 动物 园 是 他 们 一 生 能 够 接触 世界 许多 最 重要 的 生物 资源 的 唯一 机 会 。 今 天 的 现代 

化 动物 园 对 参观 者 进行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教育 ,支持 野外 保护 工作 ,为 野生 动物 管理 人 员 提 
供 培训 机 会 ,在 圈养 状态 下 繁殖 濒危 动物 ,使 它们 有 朝 一 日 能 重 返 自己 的 历史 自然 栖息 地 。 

2. 植物 园 

目前 全 世界 已 经 建立 了 1300 多 个 植物 园 和 树木 园 来 保存 和 展示 各 种 植物 .许多 植物 园 

都 很 注意 调查 植物 生物 学 中 的 某 些 问题 ,如 研究 这 些 问题 通常 需要 种 植 多 种 大 型 的 或 寿命 
长 的 野生 植物 ,或 需要 经 过 长 期 地 种 植 或 大 规模 实验 性 种 植 植 物 . 这 些 植物 园 可 能 具有 良好 

的 设备 来 研究 植物 繁殖 的 各 个 方面 ,包括 种 子 生理 学 、 发 荐 和 移植 生长 以 及 无 性 繁殖 .它们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有 利于 研究 繁殖 系统 、 病 理学 和 饲 草 ̀  共 生 关 系 以 及 ( 原 地 和 迁 地 ) 保 护 所 需 

要 的 最 低 的 种 群 数量 。 

植物 园 在 保护 和 保持 遗传 多 样 性 方面 发 挥 着 日 益 重 要 的 作用 .目前 的 活动 包括 ; 

' 文 献 记 载 地 方 植物 区 系 , 包 括 派 考 察 队 考察 新 的 地 区 ,进行 系统 研究 ,调查 地 方 植物 
区 系 中 记 今 尚未 确认 的 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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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采集 的 标本 ,以 便 能 将 有 关 物 种 分 布 . 丰 度 和 生长 栖息 地 的 记录 能 用 于 研究 活动 ， 

包括 估价 有 潜在 农业 ,园林 ,医药 和 经 济 用 途 的 物种 ; 

“通过 研究 和 野外 调查 ,使 植物 园 工作 人 员 逐 步 形成 专长 (这 常常 会 使 他 们 对 需要 进行 

原 地 保护 的 地 区 或 者 对 保护 区 内 植物 持续 生存 的 管理 政策 提出 建议 六 

“管理 和 监控 植物 园 和 树木 园 内 或 与 之 有 关 的 自然 保护 区 (250 多 个 植物 园 和 树木 园 在 
其 园 内 或 别 的 地 方 建 有 面积 从 1 公顷 到 1000 多 公顷 的 自然 植被 区 或 保护 区 ); 

“用 栽培 的 方式 保存 濒危 稀有 物种 的 样品 ,繁殖 和 培植 稀有 和 濒危 物种 以 重 返 自然 或 者 
用 这 些 物 种 重建 和 恢复 其 栖息 地 ,保存 特别 的 保护 收藏 品 ( 有 350 多 个 植物 园 里 种 植 了 
这 类 物种 ,其 中 不 乏 称 有 和 濒危 物种 ) 。 

国际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认识 到 植物 园 在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发 挥 的 重要 作用 。 

它 于 1987 年 成 立 了 植物 园 保护 秘书 处 (BGCS ) ,以 使 世界 的 植物 园 形 成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有 

效力 量 。 其 目标 是 :促进 《植物 园 保护 策略 》 的 执行 ,监督 和 协调 有 保护 价值 的 植物 的 迁 地 采 

集 , 开 展 联 络 和 培训 ,组 织 每 三 年 一 次 的 植物 园 保护 大 会 ,制定 教育 计划 (BGCS ,1987) 。 

今天 ,我 们 应 当 把 植物 园 (它们 自己 也 应 把 自己 ) 看 作 是 进行 保护 .研究 和 发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资源 中 心 。 不 应 当 狭 义 地 看 待 它 们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价值 ,而 应 当 把 这 些 价值 与 应 用 

科学 的 各 个 方面 联系 起 来 .用 Ashton(1984)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植物 园 有 机 会 (实际 上 是 它们 特 
有 的 义务 ) 把 系统 生物 学 传统 的 研究 课题 与 农业 .林业 和 医学 为 保护 和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而 提 
出 的 需要 结合 起 来 。 

不 过 , 现 有 的 热带 国家 植物 园 显然 远 远 不 能 满足 需要 .尽管 在 一 些 热 带 地 区 ,如 爪哇 ,斯 
里 兰 卡 和 哥伦比亚 建立 了 不 少 很 好 的 植物 园 ,但 还 必须 十 分 重视 扩展 这 些 地 区 ,使 它们 作为 

强化 原 地 保护 自然 栖息 地 的 一 种 手段 ( 表 8) 国际 上 大 幅度 加 强 对 热带 植物 园 的 支持 将 能 使 
它们 充分 参与 国际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活动 。 

3. 种 子 库 

以 保存 种 子 的 方式 来 储存 保护 材料 是 一 种 应 用 最 广 . 最 有 价值 的 迁 地 保护 措施 .过 去 20 

多 年 里 ,从 事 植物 遗传 资源 工作 的 组 织 和 研究 机 构 在 这 方面 积累 了 大 量 的 经 验 。 与 其 它 迁 地 

保护 措施 相 比 ,种 子 储存 法 有 相当 大 的 优点 ,如 易于 储存 , 占 地 面积 少 ,需要 的 劳动 力 不 多 ， 

因而 能 够 比较 经 济 地 保存 大 量 样品 。 

《除了 所 有 迁 地 保护 方法 共有 的 缺点 之 外 ) 种 子 库 还 有 一 些 不 足 之 处 ,如 它 必 须要 有 可 

人 靠 的 供电 ,需要 监测 种 子 的 活力 以 及 种 子 需 要 定期 更 新 。 此 外 ,许多 物种 的 种 子 都 很 “ 难 对 

付 ” 它 们 在 低温 和 低 湿 的 常规 技术 储存 条 件 下 很 容易 死亡 。 据 估计 ,全 世界 15 儿 的 植物 
《37500 种 左右 ) 种 子 都 很 " 难 对 付 ”, 因 此 无 法 在 现 有 技术 的 种 子 库 里 保存 (BGSC ,1989) 。 需 

要 投入 更 大 的 研究 力量 来 确定 如 何在 迁 地 状态 下 保存 这 些 物 种 ,使 它们 在 遗传 方面 对 研究 
工作 做 出 最 有 效 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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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 几 十 年 里 已 经 投入 巨 资 为 世界 主要 的 粮食 作物 兴建 种 子 库 ,利用 的 常常 是 世界 农 

业 研 究 磋商 小 组 (CGIAR ) 的 网 络 系统 。 今 天 ,全 世界 已 经 兴建 了 50 多 个 种 子 库 ,半数 以 上 建 

在 发 展 中 国家 。 它 们 大 多 数 是 根据 三 个 重要 原则 ,按照 国际 植物 遗传 资源 委员 会 制定 的 一 系 

列 指南 或 规定 进行 管理 :种 质 应 向 所 有 真正 的 科学 家 和 研究 人 员 开 放 ,而 不 管 他 们 的 政治 背 

景 和 机 构 隶 属 ; 在 某 个 国家 进行 采集 应 与 这 个 国家 共同 进行 ,采集 的 样品 半数 应 留 在 产地 

国 ;采集 到 的 所 有 种 质 都 应 在 其 它 地 方 复 制 。 

现在 大 部 分 主要 粮食 作物 (具有 全 球 经 济 价值 的 植物 如 小 麦 、 玉 米 、 燕 麦 以 及 土豆 )90%% 

以 上 的 地 方 品种 已 经 进行 了 迁 地 采集 保护 (Plucknett ,1987) 。 估 计 到 1990 年 很 可 能 完成 其 它 

物种 ,如 大 米 、 高 粱 和 小 米 大 部 分 地 方 品种 的 保护 工作 (Wiliams, 1984)。 但 是 Peters 和 

Williams(1984) 估 计 , 全 世界 种 子 库 的 200 万 份 植物 种 质 中 ,有 65 上 %% 连 产地 这 样 的 基本 数据 都 

没有 ,80 儿 缺少 包括 繁殖 方法 这 样 的 有 用 特征 数据 ,95%% 没 有 任何 评价 数据 ,如 对 种 子 发 芽 

率 检测 的 反应 ,只 有 1%% 的 样品 有 详尽 的 数据 .人 们 担心 ,未 经 发 芽 率 检测 的 新 种 质 中 ,相当 

大 部 分 已 经 死亡 。 

尽管 在 种 子 库 建 设 方面 取得 了 重要 的 成 就 ,但 是 还 需要 做 大 量 的 工作 以 保证 作物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首先 ,国际 上 现在 主要 保存 的 是 具有 普遍 重要 性 的 作物 ,因此 种 子 库 里 很 少 保存 

对 全 球 可 能 并 不 很 重要 但 对 特定 地 区 和 国家 却 十 分 重要 的 或 具有 特殊 用 途 ( 如 医药 植物 ) 的 

物种 (Baskin 和 Baskin ,1987) 。 

其 次 ,由 于 许多 具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植物 的 种 子 难以 储存 ,或 者 由 于 它们 通常 是 无 性 繁 

殖 , 因 此 在 迁 地 收藏 品 中 数量 很 少 。 例 如 ,许多 热带 森林 物种 的 种 子 经 不 起 干燥 或 冷冻 处 理 

(Plucknett ,1987) 。 橡 胶 、 可可、 棕榈 树 和 许多 热带 水 果 只 能 保存 在 与 植物 园 相似 的 野生 基因 

库 里 。 许 多 无 性 繁殖 的 葵 根 作物 必须 每 年 栽种 ,以 保持 其 品系 。 由 于 这 种 方法 所 涉及 的 费用 

问题 ,尽管 木薯 是 排 在 大 米 、 玉 米 和 甘 董 之 后 热带 发 展 中 国家 第 四 种 最 重要 的 热 卡 来 源 , 葵 

根植 物 中 只 有 50%% 的 土豆 地 方 品种 被 收集 在 内 (Cock , 1982;Gulick 等 ,1983) 。 

最 后 , 迁 地 收藏 的 物种 (小 麦 和 西红柿 除外 ) 中 极 少 有 作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 仅 占 种 子 库 里 

储存 品种 总 量 的 2% ( 表 8) .驯化 植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历来 被 认为 是 植物 培育 家 们 的 最 后 一 招 

儿 , 同 时 它们 也 在 保持 农业 生产 力 方 面 发 挥 了 重要 作用 。 例 如 有 20 个 野生 物种 为 土豆 提供 了 
基因 .种 间 杂 交 的 困难 限制 了 野生 亲缘 种 的 作用 ,但 是 随 着 生物 技术 的 发 展 , 今 后 它们 可 能 
会 发 挥 很 大 的 作用 。 

\ 对 污染 和 气候 变化 采取 的 行动 

控制 污染 物 对 生物 圈 的 污染 可 能 是 最 普遍 .也 是 最 晶 贵 的 保护 措施 , 它 引起 了 公众 和 政 
府 的 深 切 关注 。 当 灌溉 田 里 排放 的 水 中 的 硒 造成 加 州 凯 斯 特 森 国家 野生 保护 区 数 百 只 水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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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种子 库 储 存 的 主要 作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种 子 库 只 大 量 收藏 和 保存 少数 作物 ,如 小 麦 \ 土 豆 和 西红柿 的 野生 亲 综 种 。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野生 种 质 只 占 种 子 库 里 每 种 作物 储存 量 的 2% ,作物 的 大 多 数 野 生 亲 综 种 都 只 在 野外 生 

长 本 

作物 野生 物种 估计 仍 需 作物 野生 物种 估计 仍 需 

占 库 存 总 量 ”采集 的 野生 占 库 存 总 量 ”采集 的 野生 

的 百分比 ”物种 量 (%) 的 百分比 ”物种 量 (%%) 

粮食 作物 
KK 2 70 小 麦 10 20~25 

高 梁 0.5 9 珍珠 米 10 50 

k# 5 0—10 玉米 5 50 

小 米 0.5 90 

SRD 
土豆 40 30 KE 2 80 

Ae 10 40 

BRED 
豆 1.2 50 iA ad 0.1 50 

Ie 0.5 70 落花 生 6 30 

木 豆 0.5 40 

资料 来 源 :Hoyt,1988。 

死亡 或 致 残 后 ,政府 命令 进行 大 规模 清理 行动 ,最 终 花 费 了 5000 多 万 美元 (Aderson ,1987) 。 

国际 上 采取 的 措施 有 《防止 倾倒 废物 和 其 它 物 品 污染 海洋 公约 (伦敦 ,1972 年 ,修正 案 ) 为 《 保 

护 臭氧 层 公约 (维也纳 ,1985 年 )》 以 及 《蒙特 利 尔 破 坏 臭 氧 层 物质 协议 (1987 年 )》。 治 理 污染 

最 初 一 般 是 由 国家 采取 措施 治理 严重 的 河流 和 城市 空气 污染 ,但 近年 来 已 扩大 到 区 域 问题 
(如 在 远离 污染 源 的 地 区 造成 酸雨 的 跨国 界 长 期 空气 污染 ) 或 象 同 温 层 臭氧 破坏 之 类 的 全 球 

性 问题 。 

生物 多 样 性 受到 各 种 化 学 污染 的 威胁 .已 经 有 足够 的 证 据 使 各 国政 府 相信 ,春天 南极 上 

空 同 温 层 臭 毛 层 破坏 与 排放 含 氯 氟 烃 有 关 .。 这 些 含 氯 氟 烃 是 被 用 作 航 空 推 进 剂 、 制 冷 剂 和 泡 

沫 塑料 发 生 剂 而 散 锡 到 大 气 中 的 。 新 的 迹象 表明 ,中 纬度 上 空 同 温 层 臭氧 普遍 减少 了 3 多 
(McElroy fil Salawitch , 1989) ,使 更 多 的 有 害 紫 外 辐射 到 达 地 面 ,造成 一 系列 的 后 果 , 如 海洋 

表层 海水 中 海藻 产量 减少 , 白 皮 肤 的 人 皮肤 瘤 增多 等 .矿物 燃料 燃烧 时 硫化 物 和 氧化 物产 生 

的 磷酸 盐 和 硝酸 盐 沉 积 使 (北欧 和 北美 大 面积 的 ) 湖 泊 、 河 流 和 土壤 酸化 ,加 上 主要 是 汽车 排 
放 的 碳 氢 化 合 物 和 氮 化 物 反 应 而 产生 的 氧化 物 ,引起 了 这 些 地 区 和 森林 枯死 。 

但 是 最 大 的 威胁 (或 者 至 少 说 是 压 断 骆驼 肴 背 的 那 根 稻草 ) 可 能 来 自 砍 伐 森 林 和 燃烧 矿 

物 燃料 引起 的 空气 污染 和 大 气 二 氧化 碳 增加 所 造成 的 气候 变化 .尽管 数 亿 年 来 地 球 受益 于 

温室 效应 (是 温室 效应 使 这 个 星球 变 得 适 于 生物 生存 ), 但 是 现在 温室 效应 正在 加 剧 ,以 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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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有 些 栖息 地 被 周围 的 农田 隔离 起 来 ,野生 动物 无 处 可 去 的 时 候 , 这 些 栖息 地 可 能 就 不 再 适 

合 于 目前 生息 在 那里 的 物种 了 (Strain, 1987). 

到 2030 年 ,大气 中 二 氧化 碳 . 甲 烷 、 一 氧化 二 所 和 含 氯 氟 烃 积累 造成 的 温室 效应 很 可 能 

使 世界 平均 温度 升 高 2C ,并 在 差不多 这 一 时 间 使 海平 面 上 升 30 一 50 厘 米 (Warrick ,1988 ) 。 

到 下 不 世纪 未 ,估计 全 球 表 面 平均 温度 将 上 升 2 一 6C ,海平 面 也 将 随 之 上 升 0. 5 一 1. 5K 
(Schneider ,1989 ) 。 

这 些 效应 威胁 着 生物 多 样 性 ,因为 变化 的 广度 和 速率 加 起 来 远 远 超过 过 去 几 十 万 年 其 

至 几 百 万 年 来 生物 所 承受 过 的 变化 (Holdgate,1989) 。 海 平面 上 升 速 度 超过 了 珊瑚 礁 的 生长 
速度 ,造成 沿海 红 树 地 带 大 大 减少 ,以 至 使 海岸 线 遭 受 海浪 和 风暴 潮 的 袭击 。 在 世界 许多 地 

区 ,珊瑚 礁 正 出 现 原因 不 明 的 死亡 最 近 的 研究 发 现 了 一 种 非常 值得 警惕 的 现象 :多 氟 化 联 

葵 (PCBs) 在 海洋 和 淡水 体系 中 逐渐 增多 ,并 在 鲸鱼 海豚 和 海豹 等 海洋 哺乳 类 动物 的 细胞 

中 积累 浓缩 到 很 高 的 程度 (Cummins ,1988) .世界 主要 的 河流 ,如 莱茵 河 以 及 主要 的 淡水 体 
系 , 如 北美 大 湖 都 因 化 学 污染 而 导致 生物 枯竭 .采取 措施 使 这 种 污染 不 随 人 日 的 增长 和 工业 

化 程度 的 提高 而 成 比例 地 加 重 是 极端 重要 的 .采取 减少 污染 物 的 行动 应 当 包 括 尽 可 能 早 地 
逐步 停止 使 用 破坏 臭氧 的 多 氯 氟 烃 , 最 大 限度 地 减少 排放 其 它 "温室 气体 ”, 采 取 严 格 的 预防 

措施 , 尽 可 能 减少 向 海洋 排放 有 害 物 质 。 

大 气 中 三 氧化 碳 含量 的 变化 以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气候 变化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影响 可 能 是 
巨大 的 .Strain(1987) 证 明 ,在 实验 条 件 下 ,增加 大 气 二 氧化 碳 的 含量 改变 了 植物 的 生长 速率 

和 繁殖 能 力 ,因而 最 终 必 将 影响 种 群 及 更 大 范围 内 的 相互 作用 .Crowley 和 North(1988) 发 

现 ,急剧 的 气候 变化 造成 了 地 球 历史 上 物种 的 大 量 灭 绝 .Peters 和 Darling(1985) 更 详尽 地 研 

究 了 气候 变化 对 自然 保护 区 的 影响 ,得 出 结论 认为 ,由 于 许多 保护 区 现在 变 成 了 物种 非常 适 

应 的 的 栖息 "小 岛 >, 如 果 不 迁 进 “ 新 ”物种 加 以 补充 ,气候 变化 很 可 能 使 保护 区 内 的 物种 灭 

绝 .MacArthur(1972) 推 断 出 一 些 关于 生态 系统 适应 气候 变化 的 广义 定律 ,并 且 认 为 ,气候 

每 变化 3C ,就 能 使 栖息 地 类 型 在 纬度 上 移动 大 约 250 公 里 或 者 在 高 度 上 移动 约 500 米 .这 并 
不 是 说 所 有 的 物种 会 象 士兵 奔赴 战场 一 样 将 一 起 迁移 ,估计 不 同 的 物种 对 气候 变化 的 反应 

不 同 , 所 以 生态 系统 的 特征 物种 种 类 也 会 改变 。 

除非 伴随 气候 变化 而 来 的 还 有 其 它 的 生态 原因 ,如 大 火 和 疾病 ,否则 生态 系统 也 不 会 对 
气候 变化 做 出 迅速 的 反应 。 各 种 土壤 类 型 变化 很 慢 .许多 树木 是 长 寿 的 ,即使 他 们 不 繁殖 ,也 
可 以 活 数 百年 此 外 ,现今 生存 的 物种 已 经 适应 了 过 去 200 万 年 持续 不 断 的 相对 较 快 的 气候 
变化 ,而 且 对 许多 物种 的 分 布 区 域 来 说 ,竞争 之 类 的 因素 造成 的 影响 似乎 比 气候 变化 的 影响 
更 大 :MacArthur(1972) 详 细 讨论 了 这 一 点 ,指出 许多 物种 一 旦 确立 ,往往 就 会 长 久 地 生存 
下 去 .在 “新 "的 种 群 中 究竟 能 形成 哪些 动 植物 物种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受 从 “ 旧 ” 种 群 中 生存 下 来 
的 物种 的 影响 现在 能 得 出 的 唯一 有 把 握 的 结论 是 ,在 气候 变化 的 条 件 下 ,估计 当地 动 植物 
的 反应 各 不 相同 ,而且 根据 现 有 的 知识 ,很 难 预测 究竟 是 些 什么 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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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预料 现 有 保护 区 的 边界 也 不 会 有 很 大 的 变化 ,因为 这 些 保 护 区 周围 的 土地 通常 都 

被 人 类 利用 ,不 可 能 有 太 大 的 变化 .相反 ,需要 大 力 加 强 管 理 措施 (如 强化 栖息 地 ,人 工 受精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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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井 提供 饮用 水 等 ) 以 使 生态 系统 合乎 生存 需要 。 让 大 自然 自由 地 发 展 , 让 现 有 的 保护 
成 它们 自己 “新 ”的 生态 系统 这 种 方法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可 能 更 有 吸引 力 。 

在 这 方面 ,特别 值得 注意 的 是 纬度 梯度 相当 大 ,因而 包括 了 形形色色 的 生态 系统 类 型 的 

区 .正如 Peters 和 Darling(1985) 指 出 的 ,许多 保护 区 ,是 建 在 山区 位 因为 这 些 地 区 一 般 
适合 农业 生产 .为 了 估价 全 世界 保护 区 按 高 度 分 布 的 情况 ,McNeely 和 Harrison 审查 了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第 一 至 第 五 类 规定 的 \ 面 积 在 1000 公 顷 以 上 .有 高 度 分 布 资料 

的 所 有 保护 区 。 在 符合 头 两 个 条 件 的 4518 个 保护 区 中 ,有 2290 个 保护 地 (51%7 有 高 度 分 

料 。 表 9 为 调查 结果 。 这 些 保护 区 中 半数 以 上 的 海拔 高 度 低 于 1000 米 。 

表 9 保护 区 的 高 度 分 布 

高 EF 分 AK 

生物 地 理 区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999 1999 2999 3999 4999 5999 6999 “总 数 

新 北 区 171 41 27 4 6 2 2 253 

古 北 区 423 146 49 25 6 4 4 657 

非洲 热带 区 319 50 14 2 2 = “= 387 

印度 马 来 区 346 92 21 7 “ 7 466 

大 洋 洲 区 23 8 1 2 2 1 = 37 

澳大利亚 85 26 -- -- = = oe tus 

南 tk 76 21 4 3 Se Re su 104 

新 热带 区 161 51 34 21 5 3 = 275 

总 计 1604 435 150 64 21 10 6 2290 

人 类 活动 引起 的 气候 变化 对 生物 多 样 性 造成 了 深远 的 影响 ,需要 详细 研究 ,以 描述 政府 

际 社会 为 适应 几乎 是 必 将 来 临 的 各 种 变化 所 能 采取 的 措施 .这 种 研究 应 当 建 立 在 三 个 
基础 之 上 : 

“首先 ,由 于 迅速 变化 的 气候 对 世界 的 威胁 越 来 越 大 ,所 以 目前 十 分 紧迫 的 任务 是 最 大 
限度 地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物种 的 多 样 性 为 各 个 群落 提供 了 适应 这 些 变化 的 原始 材料 ， 

而 且 每 失去 一 个 物种 就 使 自然 界 ( 以 及 人 类 ) 减 少 了 一 分 对 变化 着 的 环境 做 出 反应 的 
选择 余地 。 

“第 二 ,采取 全 球 性 一 刀 切 的 措施 不 足以 成 为 解决 这 些 问题 的 基础 .尽管 可 以 预测 气候 

变化 大 的 格局 ,但 是 真正 能 察觉 到 气候 变化 影响 的 是 局 部 地 区 ,而且 无 法 准确 地 预测 

这 些 影 响 。 在 很 不 确定 的 情况 下 就 建议 采取 行动 是 鲁莽 的 . 但 基于 对 当地 生态 系统 的 

了 解 和 现 有 的 管理 知识 (以 及 其 它 方面 ), 使 当地 社会 有 能 力 适 应 这 些 变化 肯定 是 明 

智 的 。 

“第 三 ,所 有 的 迹象 都 表明 ,气候 变化 是 一 种 随 着 一 系列 不 可 思议 的 周期 进行 循环 的 持 



续 现 象 .要 从 科学 上 更 进一步 重视 气候 变化 对 所 有 生态 系统 (陆地 的 、 海 洋 的 和 淡水 
的 ) 的 影响 以 及 面 对 气 候 变化 人 们 可 能 采取 的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管理 措施 。 

五 、 一 个 新 的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全 球 公约 

前 面 提 到 的 以 及 附录 3 中 汇总 的 国际 法 规 是 促进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国际 合作 的 重要 手段 。 
《世界 自然 宪章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附 录 2) 为 进一步 促进 这 种 合作 提供 了 “ 软 法 

律 ”. 不 过 ,现在 对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利用 仍然 远 远 超过 了 它们 的 持续 生产 力 。 需 要 更 多 的 国 

际 合作 来 扭转 这 种 趋势 。 

国际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和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认 识 到 ,生物 多 样 性 面临 着 日 益 严 

峻 的 威胁 ,需要 采取 全 球 性 的 行动 来 消除 这 些 威 胁 , 并 已 经 着 手 准 备 制 定 一 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国际 公约 。 这 项 努力 得 到 了 各 国政 府 的 广泛 支持 。 美 国 国会 也 通过 了 一 项 联合 议案 (H. 

R. Res. 648,1988 年 9 月 27 日 ), 呼 吁 总 统 加 紧 努 力 “ 以 便 尽 可 能 早 地 就 达成 保护 地 球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国际 公约 进行 谈判 ,包括 保护 足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态 系统 的 代表 系统 。” 

一 批 高 级 专家 向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执行 主席 建议 ,需要 制定 一 项 新 的 公约 。 他 们 认为 国 

际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起 草 的 公约 为 制定 这 样 一 个 公约 开 了 个 好 头 .1988 年 8 月 ,这 些 

专家 聚集 在 肯尼亚 内 罗 毕 ,他 们 建议 ,制定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全 球 公 约 的 目的 应 当 是 为 了 采取 
行动 尽 可 能 多 地 保护 全 世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它 应 当 能 提供 一 个 场所 ,使 人 们 能 确定 国际 优先 
领域 , 它 赋予 的 义务 应 当 与 结果 联系 起 来 ,而 让 缔约 的 各 方 制定 最 适合 自己 国家 法 律 和 管理 

体制 的 具体 措施 。 主 要 应 当 是 保护 栖息 地 ,但 要 纳入 在 预定 的 保护 区 及 其 以 外 地 区 尽 可 能 保 
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国家 土地 利用 规划 和 物种 保护 的 总 体 计划 .公约 也 应 当 使 缔约 国 采 取 措施 ， 

尽 可 能 减少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威胁 ,如 掠夺 式 的 利用 ,对 生物 圈 的 污染 .引进 不 良 的 异种 和 转 

基因 物种 以 及 其 它 因 素 。 应 当 认识 到 ,采取 全 球 行动 的 动力 应 当 来 自生 物 多 样 性 对 人 类 的 价 

值 以 及 物种 本 身 的 内 在 价值 和 伦理 价值 .人 们 还 应 当 进 一 步 认识 到 ,作为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管 
者 ,各 国 不 仅 应 当 保护 它们 自己 的 自然 遗产 ,还 要 制止 不 利于 其 它 国家 自然 遗产 的 行动 。 

值得 强调 的 问题 主要 是 如 何 资 助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全 球 性 行动 。 有 些 国家 的 政府 已 经 
向 国家 保护 项 目 提供 了 很 多 的 经 费 , 但 有 充分 理由 证 明 这 些 投资 是 不 够 的 .可 以 从 利用 生物 

人 源 产生 的 效益 中 筹集 资金 直接 资助 新 的 公约 ,或 是 通过 对 使 用 生物 多 样 性 征收 几 项 新 的 
数额 不 大 的 税收 ,如 对 利用 种 质 ( 进 行 繁殖 或 研制 新 药 )、 收 获 ( 林 业 、 渔 业 产品 或 通过 经 批准 

或 得 到 许可 的 野生 产品 ) (旅游 ) 娱 乐 用 途 以 及 废物 处 理 和 再 循环 等 征 税 (关于 资助 机 制 的 

进一步 讨论 HS BAB), 

还 需要 强调 这 项 国际 公约 的 某 些 其 它 特 点 。 很 显然 ,公约 能 否 奏 效 取决 于 它 是 否 有 可 靠 

的 科学 基础 缺少 了 这 一 点 ,国家 对 关键 地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调查 就 无 法 实施 ,国际 上 就 无 

法 佑 价 重 点 项 目 , 也 就 无 法 确定 特别 需要 采取 行动 的 领域 ,公约 的 缔约 国 需要 定期 开会 ,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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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公 约 的 实施 情况 .为 了 做 到 这 一 点 ,他 们 需要 强 有 力 的 、 独 立 的 专业 科学 顾问 委员 会 (或 者 

要 有 和 象 国际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这 样 的 机 构 来 提供 服务 )。 这 些 都 需要 进一步 重视 。 

这 个 问题 十 分 紧迫 ,需要 采取 行动 。 但 是 现在 旭 欣 的 是 ,国际 社会 尚未 准备 好 采纳 一 项 

新 的 . 附 有 经 费 义务 的 重大 措施 .不 提供 新 的 资金 以 及 (或 者 ) 不 在 大 范围 内 重新 分 配 现 有 资 
金 , 就 无 法 有 效 地 解决 本 报告 所 讨论 的 那些 问题 .一 个 全 球 公 约 将 是 一 种 强 有 力 的 催化 剂 ， 

它 通 过 把 全 世界 在 这 方面 的 活动 具体 化 并 指出 其 战略 方向 ,将 这 一 领域 内 各 种 部 门 性 和 区 

域 性 公约 的 活动 汇集 到 一 起 。 但 是 全 球 公约 应 当 远 远 不 止 是 一 系列 宏伟 的 雄心 壮志 。 它 不 应 

当 仅 仅 在 纸 面 上 谈论 需要 采取 的 因为 缺乏 资金 或 者 因为 各 国政 府 缺 少 政治 意愿 而 无 法 付 诸 
实施 的 行动 .不 能 用 公约 来 代 蔡 行动 ,否则 就 会 削弱 世界 需要 付出 的 努力 .因此 ,任何 公约 ， 
只 有 具备 了 下 列 条 件 才能 开展 : 

“ 具有 可 靠 的 科学 基础 ; 
“确实 是 综合 性 的 ,包括 了 原 地 和 迁 地 保护 以 及 保护 生物 圈 免 受 所 有 重大 的 破坏 性 影 

响 ,并 且 与 这 一 广泛 领域 里 现 有 公约 .协议 和 计划 协调 一 致 ,相互 补充 ; 
“实事求是 地 确定 各 项 义务 和 目标 ,由 缔约 国 负责 完成 这 些 义 务 和 目标 ; 
“ 政府 承诺 给 予 实际 资助 ; 
“为 转移 资源 做 实际 的 准备 ,以 便 使 较 穷 的 国家 (也 是 地 球 大 部 分 生物 资源 的 保管 者 ) 

能 贯彻 和 执行 公约 ; 

“能够 促进 和 协调 其 它 公 约 下 政府 和 其 他 机 构 的 活动 。 

现在 已 经 到 了 要 把 地 球 物种 和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恩惠 看 作 是 一 种 为 了 全 人 类 利益 必须 加 | 
以 保护 和 管理 的 财产 的 时 候 了 .这 必然 会 把 物种 保护 的 挑战 加 到 国际 政治 日 程 上 去 。 它 意味 

着 双重 责任 :首先 ,所 有 的 国家 都 有 责任 为 了 全 人 类 而 保护 自己 境内 的 物种 ;其 次 ,全 人 类 都 
有 责任 提供 需要 的 任何 支持 (资金 .技术 等 等 ) ,以 保证 各 个 国家 履行 他 们 的 责任 。 

74 



SHS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需要 的 信息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需要 各 种 各 样 的 信息 ,包括 人 类 利用 、 基 础 分 类 、 分 布 、 现 状 和 

发 展 趋势 以 及 生态 学 关系 等 情况 。 近 年 来 数据 管理 技术 的 新 发 展 使 这 类 信息 变 得 

比 以 往 任何 时 候 都 更 为 普及 。 

有 效 的 行动 必须 建立 在 准确 的 信息 之 上 ,而 且 信 息 传 播 范 围 越 广 , 对 问题 的 看 法 及 其 解 

决 措施 持 共 识 的 单位 和 个 人 就 越 多 。 所 以 说 ,开发 并 利用 信息 是 从 地 方 至 全 球 社会 的 各 级 机 
构 贯 彻 保护 宗旨 所 不 可 缺少 的 一 个 部 分 。 

前 几 章 介绍 了 自然 界 的 多 姿 多 态 ,并 指出 了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使 其 更 好 地 为 社会 发 展 服 
务 的 方式 。 但 目前 对 于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的 认识 实在 是 浮 浅 得 可 怜 ,甚至 象 非洲 灵 长 类 这 样 的 
大 型 而 且 有 充分 研究 的 动物 种 类 ,也 缺乏 关于 分 布 及 种 群 大 小 方面 的 详细 资料 (Oates， 
1985) 。 根 据 目 前 物种 灭绝 的 速率 ,今后 几 年 将 是 收集 对 人 类 幸福 至 关 重 要 的 问题 信息 的 唯 

一 机 会 .对 于 许多 热带 生物 而 言 ,在 这 几 年 所 采集 到 的 标本 将 会 成 为 今后 研究 仅 有 的 样品 ， 

并 向 子孙 后 代 展 示 , 人 类 在 生存 空间 取得 优势 之 前 ,地 球 生命 是 多 么 丰富 多 和 采 。 

浮 浅 的 认识 主要 由 两 方面 原因 造成 的 。 

第 一 ,陆地 和 海洋 的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是 如 此 的 多 样 化 ,以 致 我 们 必须 把 大 部 分 精力 用 于 
收集 关于 系统 分 类 的 资料 。 描 记 世 界 上 已 知 的 140 万 物种 , 共 花 费 了 约 230 年 ;为 了 方便 起 见 ， 
我 们 假设 全 世界 现存 物种 共有 1000 万 种 (实际 数字 可 能 比 这 还 要 大 ) ,那么 按照 现在 的 速度 ， 

我 们 尚 需 1643 年 才能 完成 描记 工作 。 

第 二 ,基础 分 类 研究 工作 已 不 再 时 入 ,尤其 是 在 热带 地 区 ,只 有 少数 重要 研究 机 构 仍 致 
力 于 描记 各 类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有 一 点 是 毋庸 置疑 的 , 即 进一步 了 解 地 球 生物 的 种 类 

及 变种 (或 品种 ) ,它们 相互 间 及 与 人 类 关系 的 方式 是 我 们 采取 保护 行动 的 基础 .所 以 ,下 一 
步 的 主要 工作 应 是 : 

“记录 世界 上 包括 博物 馆 、 植 物 园 ,大 学 和 各 种 研究 站 在 内 的 动 植物 物种 的 丰富 程度 这 

项 工作 需要 评价 某 些 特别 重要 物种 种 群 的 遗传 多 样 性 以 及 它们 代表 的 基因 库 的 大 小 

和 性 质 ; 
“进行 野外 的 生态 研究 工作 ,了 解 生态 系统 不 同 部 分 的 组 合 方式 ,发 现 某 些 特 别 受 注意 

的 物种 种 群 的 动态 ,评价 自然 栖息 地 中 间断 化 的 结果 ,决定 采取 何 种 保护 步骤 才能 使 

生态 系统 及 其 所 有 组 成 部 分 都 繁盛 下 去 ; 
发展 新 的 易 地 保护 (ez sitx) 措 施 ,包括 人 工 繁殖 及 最 终 的 放 归 自然 生态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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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 人 类 活动 影响 的 不 断 增 加 ,监测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及 其 功能 的 改变 ,包括 气候 的 变 
化 、 和 森林 的 消失 及 各 种 形式 的 污染 ; 

“比较 相对 较 大 但 较 少 受到 人 类 活动 影响 的 生态 系统 与 已 受到 人 类 活动 严重 影响 的 生 

态 系统 ,对 其 生态 学 差异 做 出 评价 ,作为 恢复 和 提高 已 退化 的 生态 系统 生产 力 的 基础 ; 

“进行 社会 科学 的 研究 工作 ,了 解 地 方 居民 如 何 管理 资源 ,资源 可 能 的 变化 ,土地 的 使 用 
如 何 影响 人 类 的 行为 以 及 人 们 是 怎样 决定 如 何 使 用 他 们 的 生物 资源 的 。 

这 些 基 本 数量 的 调查 及 基础 研究 工作 必须 与 野外 保护 行动 同步 进行 ,这 二 者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 关 于 优先 研究 领域 的 详尽 讨论 可 以 从 热带 生物 学 优先 研究 项 目 委 员 会 (NAS ,1980) 

以 及 Soule 和 Kohm 等 处 得 知 (1989) 。 

一 、 所 需 信息 的 种 类 

1. 科学 知识 

随 着 分 类 及 调查 工作 的 增多 ,科学 知识 也 不 断 增 加 ,同时 人 类 也 越 感受 到 对 自然 界 的 无 

知 :新 的 发 现 越 多 ,知识 结构 中 的 缺陷 出 现 的 也 越 多 .行动 (包括 调查 编目. 分 类 及 分 析 研究 
等 ) 既 需要 在 国内 也 需要 在 国际 水 平 上 开展 ,尤其 是 在 物种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这 是 一 个 无 法 回避 且 令 人 生 晤 的 挑战 目前 描记 的 热带 生物 远 小 于 5%% (实际 数字 可 能 

还 要 小 ) ,并且 随 着 问题 紧迫 性 的 增加 ,能 对 热带 生物 进行 分 类 鉴定 工作 的 分 类 学 家 却 越 来 

越 少 了 .热带 生物 优先 研究 项 目 委员 会 认为 ,至 少 需要 增加 五 倍 的 分 类 学 工作 者 才能 在 这 些 

地 区 开展 研究 工作 并 完成 所 评 计 的 多 样 性 的 重要 工作 。 处 理 这 个 问题 的 方法 包括 

“热带 及 温带 各 国 的 主要 分 类 学 研究 单位 (包括 研究 所 和 大 学 ) 间 的 密切 合作 。 

“更 好 的 利用 生物 圈 保 护 网 络 (Biosphere Reserves Network ) , 它 包括 206 个 管理 下 的 地 

区 ,在 这 些 地 区 内 基本 的 保护 问题 研究 至 少 是 部 分 的 得 到 了 开展 (Unesco,1985) 。 

“训练 大 量 的 保护 分 类 工作 者 ,就 象 哥 斯 达 黎 加 现在 正在 做 的 那样 去 采集 记录 物种 ,并 

进行 初步 的 鉴定 (Janzen ,1988) 。 

目前 迫切 需要 的 一 项 重要 工作 是 建立 一 些 热 带 研 究 中 心 , 训 练 人 员 进 行 急 需 的 研究 工 

作 以 及 把 这 些 紧 人 迫 的 工作 提高 到 应 有 的 高 度 . 这 些 研 究 中 心 正 在 描绘 出 人 类 长 期 利益 的 基 

础 ,为 社会 投资 提供 保证 。 如 果 没 有 这 些 野 外 工作 提供 的 知识 ,那么 ,为 生活 于 热带 地 区 的 人 

们 建立 一 个 所 需 的 良好 的 生态 资源 管理 系统 是 不 可 能 的 ,更 谈 不 上 将 来 改善 他 们 的 生活 条 

件 。 

由 于 以 上 诸 原 因 ,分 类 研究 机 构 要 大 力 加 强 与 保护 机 构 的 合作 关系 ,而 且 保护 机 构 需要 
进一步 同 与 农林 业 有 关 的 更 具 应 用 意义 的 动 植物 遗传 资源 领域 的 工作 合作 。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许多 可 供 利用 的 现代 技术 的 应 用 尚 不 充分 。 通 过 让 世界 上 的 人 们 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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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 到 残存 热带 森林 的 重要 性 以 及 卫星 图 象 精确 调查 的 能 力 , 人 们 将 会 更 加 注意 到 :目前 世 
界 仍旧 依赖 于 一 些 相当 可 疑 的 关于 热带 森林 覆盖 情况 的 数据 ,这 些 数据 是 世界 粮农 组 织 
(FEAO)1981 年 根据 70 年 代 末 的 调查 结果 编制 发 表 的 。 

而 且 , 信 息 的 可 得 性 不 仅仅 意味 着 调查 和 发 表 结果 ,还 要 加 以 利用 。 这 就 涉及 到 建立 地 

方 、 国 家 及 国际 等 不 同 水 平 上 的 信息 中 心 网 络 , 它 知道 去 何 处 搜寻 有 关 信息 ,并 能 把 它 转化 
成 可 利用 的 形式 供 计划 者 和 决策 者 参考 。 

新 技术 使 信息 管理 比 以 前 任何 时 候 更 加 富有 成 效 ( 资 料 简介 12) 。 计 算 机 化 的 地 理 情 报 

系统 (GIS) 的 完善 使 一 个 全 面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战略 的 制定 工作 大 为 简化 。 最 新 的 进展 使 

价格 便宜 的 微机 系统 能 够 贮藏 和 分 析 多 地 理 层 次 的 数据 .计算 机 依据 指令 可 以 从 不 同方 面 

找 出 保护 区 系统 中 的 缺陷 ,或 者 论证 不 同 的 管理 和 发 展 选 择 如 何 从 环境 方面 影响 生态 脆弱 

区 (Chalk 等 1986) ,甚至 确定 地 区 有 关 的 脆弱 性 。 

新 技术 使 我 们 能 容易 地 确定 哪些 物种 和 群落 现在 处 于 保护 之 下 .同时 在 选择 何 种 保护 
对 策 来 对 其 他 丰富 多 样 性 地 区 进行 不 同 水 平 上 的 保护 时 ,也 变 得 容易 多 了 .所 以 发 展 机 构 也 

越 来 越 把 地 理 情 报 系统 (GIS ) 当 作 一 个 重要 的 计划 工具 (Bailey 和 Hogg,1986) 。 

资料 简介 “12 m@ 感 技术 

遥感 技术 的 使 用 早 在 1972 年 就 开始 了 ,但 应 用 于 保护 工作 却 是 近年 的 事 。 利 用 迁 

感 技术 .人 造 卫 星 测定 由 不 同 地 表 覆 盖 类 型 反射 回 的 能 量 , 并 用 得 到 的 数字 材料 绘 成 
卫星 图 .以 特定 可 见 的 颜色 来 代表 特定 的 不 同 数量 ,这 些 数 据 就 可 变 为 图 像 .通过 这 种 

常规 步骤 产生 的 图 像 可 清晰 地 表示 出 各 种 生境 ,如 和 森林、 草原 河流、 道路、 城市 等 . 根 
据 技 术 人 员 的 要 求 , 不 同 的 土地 类 型 可 通过 预先 选择 的 颜色 成 为 曝光 最 强 者 而 充分 显 
示 出 来 。 

卫星 数据 可 为 地 理 信 息 系统 (GIS ) 提 供 资 料 。 与 其 它 来 源 的 数据 相 结合 ,GIS 可 利 
用 这 些 数 据 进行 土地 使 用 及 生境 变化 方面 的 分 析 .。 遥 感 产 生 的 卫星 图 所 提供 的 信息 ， 

可 以 通过 地 面 观察 对 图 像 进行 核实 ,这 个 过 程 常 称 为 “地面 证 实 ”。 最 后 解 出 的 图 像 揭 
示 了 人 类 的 活动 及 研究 地 域内 自然 组 成 情况 等 重要 信息 .这 为 保护 工作 者 们 提供 了 关 
于 某 一 地 区 内 所 发 生 事件 的 图 像 ,提高 了 他 们 做 出 有 效 管理 决策 的 能 力 。 定 期 收集 新 
的 数据 ,这 决定 于 卫星 通过 该 地 上 空 的 频次 , 它 提 供 了 某 段 时 间 后 大 范围 内 情况 的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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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热带 地 区 ,遥感 技术 正在 应 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工作 .例如 ,在 使 用 地 面 技术 无 

法 完成 的 大 面积 地 区 ,进行 森林 消失 的 监测 活动 .卫星 图 在 各 地 方 工 作 中 用 来 保护 自 
然 区 域 也 是 一 个 有 用 的 工具 , 它 可 以 提供 环境 破坏 的 直观 证 据 及 自然 资源 图 .不仅 如 
此 ,由 于 近年 的 保护 工作 开始 集中 于 热带 地 区 ,因此 出 现 了 一 些 特 殊 难 题 , 如 在 象 热带 

雨林 这 类 丰富 而 又 高 度 分 化 的 生境 中 , 把 各 种 独立 的 组 成 成 分 区 别 开 来 是 十 分 困难 
的 。 但 随 着 卫星 图 象 的 谱 带 特性 的 不 断 改进 ,于 感 技术 对 于 区 分 不 同 植被 类 型 的 敏感 
性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高 而且, 于 感 技术 比 之 地 面 测绘 经 济 效果 也 更 好 。 如 果 地 面 测绘 需 80 

元 /平方 公里 的 话 , 使 用 琐 感 技术 测量 同样 地 区 仅 需 5 元 (CIL, 未 发 表 ,1989) 。 遥 感 技术 
及 与 之 共同 组 成 一 个 完整 信息 系统 的 其 它 技 术 正在 不 断 的 改进 过 程 中 , 毫 无 疑问 , 它 
将 为 保护 工作 方法 做 出 重要 的 贡献 。 

2. 地 方 性 知识 

有 一 个 非常 丰富 的 关于 资源 管理 信息 的 丰富 来 源 往往 被 决策 者 甚至 科学 家 们 忽略 , 那 

就 是 被 地 方 居民 作为 生计 的 生物 资源 管理 的 知识 (McNeely 和 Pitt ,1984;Geertz,1983;War- 

ren 等 ,1989) 。 

农村 社会 常常 对 他 们 接触 的 生态 系统 及 物种 有 着 极其 丰富 和 详尽 的 知识 ,而 且 已 发 展 

出 一 些 进 行 持续 利用 的 有 效 方法 (IUCN ,1980) .这 些 知识 必须 收集 起 来 ,尤其 在 热带 国家 。 

这 些 知 识 涉及 土著 百姓 对 生物 资源 的 利用 和 已 发 展 出 的 管理 方法 。 

为 了 确定 那些 生物 资源 正在 被 利用 、 获 得 的 方式 .人 们 对 有 计划 调节 的 理解 程度 以 及 其 

他 外 来 资源 引进 的 可 能 性 等 问题 ,必须 对 某 些 生物 资源 的 利用 加 以 控制 .因为 与 地 方 的 合作 
是 长 期 保护 的 基础 ,所 以 ,通常 要 对 那些 由 于 控制 利用 而 生活 受到 影响 的 百姓 进行 社会 与 经 

济 的 调查 。 

这 些 调查 还 可 以 提供 必要 的 原始 材料 来 帮助 决定 采用 怎样 的 鼓励 方式 才能 使 人 们 的 行 

为 方式 按 设想 的 进行 改变 以 及 提供 鼓励 的 最 佳 方式 ,并 使 人 们 认为 它 是 合理 的 .公平 的 和 相 
当 有 益 的 .收集 的 信息 应 包括 :当地 社会 的 民族 多 样 性 以 及 社会 结构 ,其 中 包括 传统 的 居住 
地 ,户主 及 宗教 关系 、 劳 动 交换 及 其 它 重 要 社会 活动 .这 些 信息 可 以 帮助 生物 资源 管理 者 们 
深入 了 解 当 地 居民 的 需求 ,以 免 在 实施 鼓励 措施 时 发 生 误解 与 冲突 。 

这 些 对 有 关 生 物 及 人 类 资源 的 评价 工作 会 帮助 政府 认识 到 ,他 们 关于 生物 资源 的 发 展 

计划 带 来 的 后 果 , 并 保证 发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计划 会 收 到 直观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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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国 家 及 地 方 水 平 上 所 需 的 信息 

为 了 制定 有 关 资 源 消 耗 速度 , 永 续 利用 速度 .国家 计量 系统 以 及 土地 使 用 计划 等 政策 ， 

政府 需要 有 关 本 国生 物资 源 的 现状 和 发 展 趋势 的 可 靠 数据 .因此 ,在 制定 每 一 个 有 可 能 影响 
到 这 些 资 源 的 重大 决定 前 ,都 必需 谨慎 地 分 析 一 下 现存 有 关 信 息 。 

政府 在 决定 他 们 需要 哪些 信息 来 改善 本 国 的 保护 工作 时 ,可 能 考虑 的 有 以 下 三 个 主要 
问题 ， 

“需要 哪些 信息 来 支持 政策 的 改变 (例如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经 济 意义 的 信息 或 者 关于 人 
们 习惯 上 对 生物 资源 的 依赖 程度 等 )? 

“需要 哪些 信息 来 帮助 确定 重要 保护 地 点 (如 生态 脆弱 区 ) 和 分 配 投资 的 次 序 ? 

“需要 哪些 信息 来 帮助 管理 这 些 地 点 (例如 生物 资源 在 该 地 区 分 布 及 利用 的 情况 以 及 该 
地 区 及 其 周围 居民 的 社会 需要 与 经 济 需求 等 )? 

所 有 政府 都 必须 具备 对 它们 的 生物 资源 现状 .变化 趋向 及 使 用 进行 评价 的 能 力 , 并 以 此 

作为 制定 和 实施 它们 的 发 展 计 划 的 基础 。 这 种 建立 在 现 有 知识 基础 上 、 并 应 成 为 永久 性 管理 

机 构 一 部 分 的 能 力 ,应 包括 : 

“ 除 常 用 的 林业 、 渔 业 及 矿业 评价 外 ,国家 还 应 编辑 关于 国内 全 部 动 植 物 区 系 的 材料 ; 

“使 生物 调查 制度 化 .这 些 调查 可 以 由 大 学 的 生物 系 开 展 , 通 过 调查 决定 哪些 种 类 分 布 

在 哪些 地 区 以 及 数量 如 何 . 有 时 可 通过 “赤脚 分 类 学 专家 ”(D. Janzen, 宾 斯 法 尼 亚 大 

学 ,个 人 交流 ,1988) 和 地 方 上 对 可 提取 有 用 化 学 制品 的 生物 进行 的 调查 CT. Eisner , 待 

BRR); 

“建立 一 个 国家 级 系统 来 监测 生物 资源 的 现状 及 趋势 ,并 把 这 一 系统 与 国际 上 的 系统 联 

系 起 来 ,如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UNEP) 的 全 球 环境 监测 系统 (GEMS) 及 世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 ; 

“定期 出 版 发 行 关 于 生物 资源 现状 ,趋向 及 影响 这 些 趋向 的 各 种 因素 的 信息 材料 。 

不 论 是 通过 保护 还 是 生产 或 消费 ,各 种 资源 都 通过 一 定 的 方式 管理 着 .为 了 使 资源 得 到 

持续 利用 ,监测 并 和 弄 懂 各 种 不 同 管理 活动 的 影响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同 时 ,任何 以 往 的 教训 都 必 
须 在 将 来 的 管理 中 加 以 考虑 。 需 要 回答 的 问题 大 概 有 以 下 几 个 : 

“在 各 个 地 区 必须 实施 什么 类 别 的 管理 方式 ? 
' 这 将 包含 哪些 基础 和 资源 ? 

“对 自然 资源 进行 管理 有 什么 效应 ?价值 如 何 ? 

“需要 哪些 进一步 的 信息 来 完善 对 这 些 地 区 和 资源 的 管理 ? 

评价 生物 资源 的 一 个 重要 部 分 是 估计 它们 对 国家 经 济 做 出 的 贡献 ,这 需要 : 
.根据 国家 的 需要 ,完善 一 套 确定 对 这 些 非 市 场 性 生物 资源 价值 的 方法 ; 
“使 国家 的 财政 系统 懂得 权衡 和 估 值 对 生物 资源 的 影响 ,这 种 影响 是 无 法 用 金钱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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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开展 关于 资源 利用 多 方面 影响 评价 方法 的 研究 ; 

“记录 关于 野生 物种 及 其 产品 或 本 生物 在 过 去 、 现 在 及 将 来 作为 供 人 类 利用 的 医药 、 营 

养 和 其 他 用 途 的 价值 ; 
"收集 关于 资源 在 特殊 环境 下 和 具 特 殊 用 途 时 ,具体 特性 的 信息 ; 
“对 各 种 生态 系统 的 经 济 生产 力 进行 评价 。 

1. 信息 交流 的 管理 

不 同 国家 或 地 区 间 以 及 同一 国家 的 不 同 地 区 ,在 机 构 设置 ,技术 发 展 和 数据 可 取 性 等 方 
面 都 有 非常 明显 的 差别 。 信 息 经 常 是 非常 分 散 的 ,有 时 是 不 易 获得 的 .有些 甚至 不 可 能 在 收 
集 它 的 国家 直接 获得 .有 些 国 家 中 , 某 些 地 区 或 部 门 有 良好 的 数据 库 ,而 另 一 些 却 非常 缺乏 。 

KF BRAM. Fe HW HE Hi ,Rennie 和 Convis 在 资源 管理 的 信息 使 用 方面 的 详细 
调查 说 明 , 最 主要 的 需要 不 是 从 单一 来 源 去 获得 信息 ,而 是 区 别 各 种 信息 来 源 , 更 有 效 地 以 

有 用 的 形式 获取 信息 ,并 把 获得 的 信息 融合 到 其 他 正在 进行 的 工作 中 去 。 使 用 者 遇 到 的 主要 
障碍 就 在 于 难以 发 现 信息 、 获 得 信息 并 把 它 融 入 规划 和 管理 工作 中 去 。 

另 一 个 潜在 的 问题 是 数据 的 质量 ,年 代 、 代 表 性 以 及 使 用 的 数据 贮存 方式 (计算 机 或 其 
它 ) 等 方面 的 不 统一 .这 给 使 用 者 带 来 两 个 问题 :一 、 制 定 管理 计划 时 , 当 需 要 使 用 这 些 信息 

时 ,这 些 信 息 必 须 以 一 个 标准 的 且 可 用 的 方式 提供 给 计划 者 和 决策 者 ;二 、 提 供给 其 它 信 息 
中 心 ( 如 国家 机 构 ) 的 数据 的 设置 必须 与 其 他 地 区 的 有 可 比 性 。 

不 应 期 望 计 划 者 和 决策 者 们 能 处 理 多 种 形式 和 多 个 领域 的 信息 ,而 利用 这 些 处 理 过 的 

信息 ,通过 遵 慎 的 计划 和 调整 ,可 以 得 到 更 集中 更 协调 的 效果 .需要 建立 一 个 表达 信息 的 标 
准 方法 ,这 个 标准 必须 基于 可 得 到 的 信息 及 可 利用 的 技术 ,充分 揭示 信息 的 精确 性 和 现实 
性 。 

关于 数据 库 ( 或 信息 中 心 ) 间 信息 的 协调 一 致 性 .为 了 交换 信息 的 方便 ,实行 标准 化 是 非 
常 需要 也 是 可 行 的 (BGCS ,1987) .信息 中 心 不 大 可 能 会 使 用 他 人 指定 的 方法 、 分 类 系统 及 技 
TR (软件 和 硬件 ), 但 是 它 能 够 作出 努力 ,使 它们 拥有 的 信息 资料 标准 化 (或 转 为 恰当 的 文 
件 ), 从 而 使 这 些 信息 得 到 广泛 的 使 用 。 

改善 信息 交流 (并 因此 在 制订 管理 措施 时 更 好 的 利用 这 些 信 息 ) 的 关键 问题 是 : 

“加 强 数据 库 建 设 , 表 明 什 么 信息 在 什么 地 方 可 以 得 到 (也 许 还 应 包括 提供 书目 的 服 

务 ); 

“完善 一 套 展示 信息 的 标准 化 方法 (包括 用 户 参 与 信息 管理 及 用 户 的 教育 ); 

“完善 信息 传递 的 标准 化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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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 方 性 信息 的 管理 

大 多 数 短期 资源 管理 的 决议 是 地 方 性 的 ,因此 ,信息 必须 在 当地 加 以 处 理 并 将 所 需 部 分 

提供 给 管理 者 和 计划 者 .所 以 省 级 的 计划 者 要 求 把 信息 按 地 理 区 综合 起 来 ,帮助 制定 当地 的 
土地 使 用 规划 ,签发 许可 证 和 加 强 限制 .在 这 一 级 水 平 上 ,特定 地 区 的 信息 就 更 重要 了 ,综合 

这 些 信 息 并 与 其 它 地 区 的 资料 综合 起 来 ,是 做 出 合适 决策 的 关键 .因此 说 ,地 方 水 平 (一 个 省 
政府 或 一 个 国家 公园 ) 上 的 有 效 的 信息 管理 是 非常 重要 的 .数据库 管理 系统 的 设计 必须 有 用 

户 们 的 全 面 参与 .不 断 地 同 用 户 们 进行 磋商 ,可 以 使 数据 库 无 论 在 技术 上 还 是 在 社会 性 上 都 
能 充分 达到 设计 的 功能 ,把 信息 以 可 用 的 形式 提供 给 用 户 (Rennie 和 Convis ,1989) 。 

另外 ,生物 资源 管理 无 论 在 地 方 . 国 家 和 国际 水 平 上 ,都 有 很 多 共同 的 方法 .因此 ,一 个 
国家 的 资源 信息 需要 汇 成 一 个 整体 ,这 包括 许多 地 方 性 信息 中 心间 互相 帮助 和 广泛 交流 .但 

地 方 上 资源 管理 的 信息 要 比 国家 水 平 上 详尽 得 多 ,后 者 往往 仅 是 前 者 的 一 部 分 。 

3. 国家 级 保护 信息 的 管理 

最 详细 的 信息 材料 都 由 地 方 性 计划 机 构 保 存 . 国 家 保护 数据 库 则 需要 掌握 各 类 自然 资 
源 信 息 情 报 的 存放 处 ,掌握 一 个 反映 国家 概貌 .综合 了 国内 较 重 要 信息 的 完整 的 数据 库 , 确 
定 国家 级 重要 地 区 ,与 其 它 国家 或 国际 信息 中 心 相 互 交流 , 找 出 国内 信息 需要 弥补 的 短 弱 环 
节 .。 一 个 国家 的 信息 中 心 不 一 定 需要 在 一 个 办 公 中 心 (尽管 这 可 能 是 一 种 比较 理想 的 方式 )， 

它 可 以 分 布 在 现 有 基础 上 的 各 个 机 构 中 。 

建立 一 个 国家 的 信息 中 心 主要 着 眼 于 确定 .支持 和 发 展 一 个 现存 的 ,从事 信息 管理 方面 
工作 的 国家 或 者 其 它 研 究 单位 .这 个 从 零 开始 的 工作 ,从 一 开始 就 必须 将 可 能 的 用 户 尤其 是 

政府 机 构 考虑 进来 ,因为 只 有 他 们 参加 中 心计 划 的 制定 ,将 来 中 心 提 供 的 情报 才能 得 到 官方 
的 承认 。 

资料 简介 13 中 国 国家 数据 库 

由 世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WwWEF ) 为 中 国 设计 的 数据 库 可 以 做 为 如 何 建设 国家 数据 
库 的 良好 典范 。 它 设计 的 主要 目的 就 是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这 项 工作 包括 收集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信息 ,并 为 27 个 省 自治 区 各 自 设 置 了 六 个 主要 的 资源 类 型 , 它 主 要 包括 下 列 
AR: 

“根据 物种 及 遗传 学 价值 划分 的 区 域 地 图 。 主 要 依据 物种 丰富 度 . 地 方 特 有 性 ̀ 濒 

危 程度 有 特殊 经 济 ( 医 药 ) 价 值 的 物种 .更 新 世 避 难 所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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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受 危 生 境 划分 的 区 域 地 图 ,主要 依据 稀有 程度 ` 消 失速 度 、 在 国内 各 种 不 同 
自然 植被 类 型 以 及 淡水 及 海岸 生境 受 保护 的 程度 。 

“标记 有 现存 及 计划 中 所 有 保护 区 的 地 图 ,并 记 有 其 自然 重要 性 ;标记 有 较 高 风景 
及 景观 价值 的 地 图 ,并 按 相应 的 重要 性 排列 。 

“ 依 流域 划分 的 区 域 地 图 ,主要 依据 降雨 强度 .山坡 情况 .土壤 类 型 .危险 程度 ( 洪 

在 的 洪水 、 对 灌溉 的 依赖 程度 .水 库 、 渔 业 等 ) 。 

“标记 人 类 对 环境 压力 的 区 域 地 图 ,主要 依据 人 口 压 力 对 农业 扩展 的 影响 (现在 密 

度 X 地 区 人 口 增长 X 洪 在 的 农业 扩展 ), 和 森林 压力 ( 现 有 林 久 价值 X 可 采 获 程度 ) 

和 经 济 压 认 [经济 刺 激 状况 ,如 经 济 特区 义 潜力 (包括 矿业 和 能 源 十 可 取得 的 能 

71. 

SARARAH fe BTU AMER RAR GINA RAMAN BARAS 
起 来 ,这 样 就 可 以 绘 出 两 种 中 国 各 省 或 自治 区 各 种 信息 的 综合 图 。 第 一 种 主要 是 关于 
“基因 库 脆 弱 性 ?简要 的 分 型 (上 述 前 三 种 地 图 的 结合 ), 第 二 种 是 关于 物理 环境 脆弱 性 

的 分 型 (上 述 后 两 种 地 图 的 结合 ) .这 两 种 地 图 结合 最 后 可 提供 一 个 各 种 环境 类 型 的 概 
盘 , 告 诉 我 们 某 些 地 区 的 环境 不 能 再 受 任何 干扰 ,不 能 开发 ; 某 些 地 区 在 建立 了 各 种 保 
护 措施 的 前 提 下 ,是 可 以 进行 开发 利用 的 .这 些 地 区 将 依据 所 需 的 保护 措施 (如 集 水 区 
的 保护 ,污染 的 控制 .野生 生物 问题 等 ) 进 行 编码 。 

这 些 数据 都 贮存 在 软盘 上 ,以 便 世 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WWEF ) 在 个 人 计算 机 上 使 
用 .这 种 类 型 的 地 区 数据 库 将 要 在 中 国 的 七 个 生物 地 理 区 建成 。 这 些 数据 和 其 它 物 理 

环境 数据 最 后 将 汇集 在 北京 ,由 综合 考查 委员 会 具有 地 理 情报 系统 (GIS ) 处 理 能 力 的 
计算 机 进行 管理 。 

随 着 微机 的 广泛 使 用 ,应 用 软件 的 智能 化 及 简单 化 ,国家 级 保护 数据 库 也 越 来 越 普遍 。 
通过 与 各 国 研 究 机 构 的 密切 合作 ,自然 保护 组 织 (TNC) 长 期 以 来 在 建立 这 种 数据 中 心 方面 

一 直 处 于 领先 地 位 ,尤其 是 在 拉丁 美洲 。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也 正在 帮助 
沙特 阿拉 伯 、 和 孟加拉 国 以 及 非洲 撒哈拉 一 带 及 南部 非洲 发 展 协调 会 议 成 员 国 (SADCC ) 建 立 

国家 数据 中 心 。 世 界 自然 基金 会 (WWF) 也 在 资助 这 方面 的 工作 ,特别 是 在 泰国 .巴西 和 中 
国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UNEP) 一 直 在 帮助 乌干达 建立 环境 数据 中 心 , 并 正在 与 哥斯达黎加 

的 保护 数据 中 心 合作 工作 。 

至 目前 为 止 ,在 根据 良好 的 信息 尤其 是 关于 物种 的 信息 来 帮助 确定 保护 发 展 决策 的 工 

作 方 面 ,效果 最 好 的 是 始 建 于 秘鲁 、 玻 利 维 亚 、 哥 斯 达 黎 加 、 哥 伦比 亚 . 巴 拿 马 . 安 的 列 斯 、 波 

多 黎 各 、 委 内 瑞 拉 、 伯 利 效 和 巴拉圭 等 国 的 国家 “保护 数据 中 心 (CCNCS)"。 这 些 数据 中 心 是 

由 美国 的 自然 保护 组 织 (TNC) 和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资助 的 .在 这 些 中 心里 ,一 个 由 生物 学 
家 和 生态 学 家 组 成 的 小 组 织 不 断 地 对 这 些 国家 的 物种 及 生态 系统 的 现状 进行 佑 测 ,为 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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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的 保护 建议 提供 了 强 有 力 的 佐证 .许多 新 的 更 详细 的 植被 图 正在 不 断 绘 出 ,并 用 来 对 已 

建立 的 保护 区 植被 类 型 的 保护 工作 做 更 精密 的 分 析 。 

下 一 步 工 作 就 是 将 信息 定期 的 送 往 政府 机 关 和 有 关 发 展 部 门 , 以 便 在 制定 自然 资源 发 
展 计 划 时 利用 这 些 信 息 (Jenkins,1985)。 但 数据 仅 是 工具 ,保护 数据 中 心 (CDCs) 也 正在 帮助 
培养 有 关 专 业 技能 , 即 把 这 些 数据 变 成 有 用 信息 并 用 来 解决 管理 中 的 问题 .从 长 远 看 ,保护 

数据 中 心 可 能 成 为 最 权威 最 及 时 的 国家 级 保护 信息 机 构 , 它 为 规划 保护 系统 提供 数据 ,对 野 
生生 物 及 关键 生态 系统 的 状况 进行 监测 ,并 揭示 发 展 项 目 对 环境 的 影响 。 

为 了 对 有 关 资 源 的 决策 有 充分 的 影响 ,国家 数据 中 心 不 仅 要 包括 保护 方面 的 数据 ,还 要 

将 所 有 有 关上 自然 资源 管理 的 数据 综合 进来 .有 关 保 护 方面 的 数据 必须 融 以 (或 可 能 融 以 ) 农 

业 、 林 业 、 渔 业 、 土 地 利用 土壤、 气候 .人 类 居住 情况 以 及 其 它 对 资源 规划 者 有 实际 意义 的 数 

据 内 容 。 中 国 建立 的 国家 数据 库 就 是 这 种 系统 的 一 个 例证 (资料 简介 13) 。 输 出 的 信息 应 以 地 

图 的 形式 ,并 与 地 理 情 报 系统 (GIS ) 一 起 提供 出 详细 情况 ,如 生态 脆弱 区 , 适 于 永 续 利 用 资 

源 的 地 区 以 及 非常 重要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区 。 这 种 地 理 情 报 系统 的 软件 现在 可 以 在 个 人 计 

算 机 上 运行 ,在 大 多 数 发 展 中 国家 不 需要 专门 训练 都 可 正确 地 使 用 。 为 哥斯达黎加 所 做 的 评 

论 工 作 是 GIS 应 用 的 一 个 杰出 的 例子 (Backus 等 ,1988) 。 

数据 库 间 数据 交换 的 重要 性 前 面 已 经 谈 过 了 ,与 此 相关 的 还 有 交流 的 连续 性 .比较 理想 
的 交流 方式 是 所 有 数据 库 都 采用 统一 的 管理 程序 和 设置 ,这 在 现实 中 是 不 大 可 能 的 ,因为 现 
在 需要 的 是 发 展 和 支持 这 些 这 些 数据 库 的 建设 ,而 不 应 把 一 个 解决 方法 强加 于 人 。 虽 然 完善 
一 个 数据 交流 的 方式 和 普遍 接受 的 标准 是 解决 连续 性 的 最 好 方法 ,应 用 统一 的 信息 管理 工 
具 是 帮助 解决 交流 问题 的 另 一 方法 .这 不 是 一 个 完整 的 数据 库 ,而 是 一 种 工具 ,用 以 帮助 管 
理 数据 库 的 各 个 部 分 ,将 其 附加 到 现存 的 程序 和 设备 上 即 可 。 

三 、 国 际 水 平 上 的 信息 管理 

除 在 国家 水 平 上 对 信息 的 需求 外 ,还 有 一 些 用 户 ,尤其 是 一 些 国际 组 织 需 要 一 个 关于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概括 性 数据 库 。 一 些 国家 也 需要 全 球 性 数据 库 , 例 如 在 处 理 有 关 迁 徒 物种 及 
与 野生 动物 贸易 问题 时 ,这 类 数据 库 就 非常 需要 。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是 关于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的 主要 情报 交换 处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是 由 《世界 保护 战略 ;的 三 个 参加 者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和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联合 建成 ,作为 世界 范围 内 生物 多 样 性 信息 的 中 央 存 贮 地 .为 使 

信息 管理 保持 在 一 定 范围 内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集中 收集 以 下 方面 的 信息 : 

“ 受 保 护 物 种 的 现状 及 分 布 【数据 库 现 存 18000 种 动物 ,其 中 4500 种 被 列 为 全 球 受 危 种 

CIUCN ,1988A) 以 及 52000 个 植物 种 ,其 中 19500 种 被 列 为 受 危 种 (Davis 等 ,1986)】;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关键 地 带 【 尤 其 是 热带 森林 、 湿 地 和 珊瑚 礁 (IUCN/VUNEP,1988)】; 

83 



“世界 范围 内 的 保护 区 (数据 库 现存 17000 个 保护 点 的 详细 材料 以 及 有 关 保 护 区 系统 及 

个 别 地 点 更 详细 的 材料 ); 

.濒危 物种 及 其 衍生 物 的 国际 贸易 【有 900 万 件 有 关 《 濒 危 野 生动 植物 国际 贸易 公约 
(CITES)》 附 录 种 的 贸易 案 】。 

这 些 数据 通过 以 下 不 同 途径 得 来 :发 表 的 文章 .未 发 表 的 报告 .政府 报告 .保护 组 织 以 及 

遍布 发 展 中 国家 的 不 断 接触 和 通信 的 情报 网 络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所 属 的 国家 

公园 委员 会 、 保 护 区 及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也 提供 了 许多 关于 保护 区 和 物种 的 数据 。 

1.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CMC)7 有 关 物 种 的 数据 

数据 库 给 我 们 提供 了 多 方面 的 完整 材料 ,其 中 最 为 著名 的 有 关 物 种 的 材料 是 4 红皮书 
(Red Data Book )》。 它 提供 了 有 关 濒 危 物种 (包括 绝 灭 濒危 、. 易 危及 稀有 ) 状 况 评价 的 标准 。 

有 关 这 些 物 种 的 数据 贮存 在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计算 机 系统 里 ,所 列 数据 如 资料 简介 
14, 贮 存 于 主题 文件 (Text fne) 的 信息 如 资料 简介 15。 其 它 信息 如 已 知 的 分 布 、 繁 殖 季节 、 首 

次 繁殖 的 年 龄 . 梨 穴 的 大 小 .平均 寿命 .主要 及 次 要 的 食物 等 需要 补充 进去 ,从 而 在 充实 的 生 
物 学 基础 上 来 确定 所 需 的 保护 措施 。 

资料 简介 14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 

关于 物种 数据 范围 

， 高 级 分 类 单元 名 称 ( 科 ) 

.学 名 ( 属 ,种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保 护 级 别 
， 野生 种 群 大 小 
.野生 种 群 变化 趋势 

» 饲养 状况 

. 饲养 种 群 大 小 

. 人 类 利用 的 情况 

. 对 该 分 类 单元 的 威胁 

. 主题 文件 鉴别 

2 

3 

4. 

5. 

6 

7 

8 

9 

84 



15. 濒危 野生 动 植 物 国 际 贸易 公约 (CITES) 数 据 

16. 分 布 情况 资料 

17. 有 分 布 的 国家 

18. 在 保护 区 内 的 分 布 情况 

19. 引入 (引出 ) 情 况 

20. 各 地 区 种 群 的 大 小 .变化 趋势 

21. 合法 分 布 区 

22. dh FEAR 

资料 简介 15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 

关于 物种 主题 文件 
. fz 
.俗名 及 学 名 
.名 称 根据 
. BRA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分 类 级 别 

.分 布 情况 
种 群情 况 
生境 及 生态 学 
所 受 生 存 威胁 

. 已 实施 的 保护 措施 

. 计划 中 的 保护 措施 
圈养 

. 参考 文献 

. 信息 摘要 

1 

2 

3 

4 

5 

6 

z 

8. 

- 8 

ee e-wn & © 

在 这 些 数据 的 基础 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每 二 年 出 版 (濒危 动物 红 

色 名 录 站 以 地 区 及 分 类 单元 出 版 红皮书 ( 见 参考 文献 ) 。 许 多 已 出 版 的 国家 或 国际 红皮书 都 

采用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 CN ) 关 于 濒危 物种 划分 的 标准 ,这 显示 出 对 于 物种 
保护 的 定量 分 析 的 重要 性 .Burton (1984) 列 出 了 截止 1982 年 底 出 版 的 154 种 仅 涉及 动物 的 红 

皮 书 ,这 些 工 作 大 多 是 由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联合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或 其 它 保护 组 织 资 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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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植 物 保护 的 情况 更 难 估计 ,这 一 方面 是 因为 植物 种 太 多 , 另 一 方面 是 因为 对 于 它们 

的 了 解 太 少 。 植 物 学 家 估计 约 有 1 一 2 万 种 显 花 植 物 尚 一 无 所 知 (A. Gentry, FA ZR)» i AL 

许多 国家 甚至 对 于 维 管 植物 区 系 也 缺乏 一 个 相对 完整 的 描记 (Daris 等 ,1986) 缺乏 一 个 标 

准 的 命名 法 规 及 分 类 学 上 经 常 的 变更 使 建立 一 个 全 球 性 数据 库 成 为 一 个 难题 .尽管 如 此 , 世 

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濒危 物种 部 已 建立 了 18000 种 全 球 性 濒危 的 植物 种 的 文件 ,各 国 的 专 
家 们 也 已 准备 了 不 少 濒危 植物 红皮书 。 

世界 上 约 有 2/3 的 植物 生长 在 热带 地 区 ,但 由 于 数据 的 缺乏 ,要 评价 某 一 物种 的 保护 状 
况 经 常 是 非常 困难 的 .世界 自 然 保 护 监测 中 心 (WCMC) 选 择 了 一 种 替代 方法 ,就 是 选择 少 

数 几 个 多 样 性 程度 较 高 的 关键 地 区 ,只 要 对 这 些 地 区 进行 保护 ,就 可 以 使 较 大 比例 的 植物 种 
得 以 保存 ,这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进行 植物 保护 的 方法 .另外 ,由 于 动物 的 多 样 性 往往 反映 了 植物 
的 多 样 性 ,保护 这 些 关键 地 区 同时 也 保存 了 较 大 比例 的 动物 种 类 。 就 在 植物 多 样 性 项 目 中 心 

刚刚 开始 工作 时 ,通过 保护 关键 地 区 而 不 是 某 一 国家 或 地 区 的 植物 多 样 性 进行 评价 而 不 必 
去 摘 清 它 的 全 部 物种 . 某 些 特定 的 土壤 或 地 层 , 如 石灰 岩 或 碱 基 岩 往往 有 一 些 独 特 的 区 系 ， 

具有 富 质 土壤 的 山脉 (如 某 些 火山 ) 常 常 在 不 同 的 高 度 梯度 上 有 着 丰富 的 多 样 性 组 成 , 某 些 
较 古 老 的 山脉 在 其 较 高 的 地 区 常常 有 一 些 古老 区 系 的 残余 。 

气候 的 变化 对 天 然 的 植被 的 影响 比 对 作物 的 影响 要 慢 得 多 ,所 以 用 以 保护 丰富 多 样 性 
的 关键 地 区 成 为 一 个 “全 新 世 和 避难 所 ”, 它 可 以 作为 一 个 基因 库 ,为 已 荒芜 的 地 区 提供 基因 。。 

进一步 而 言 ,基于 植物 而 建立 的 重要 保护 地 区 可 以 和 基于 乌 类 或 哺乳 动物 建立 的 地 区 进行 
多 方面 的 相互 查 对 ,从 而 为 动 植物 学 家 的 进一步 合作 提供 方便 。 

2.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CMC) 有 关 保 护 生境 的 数据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地 区 保护 区 数据 部 (PADU ) 和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紧密 合作 管理 着 一 个 有 关 保 护 生境 的 信息 中 心 为 帮助 该 中 心 

的 工作 ,地 区 保护 区 数据 部 (DADU ) 保 存 着 全 世界 各 重要 保护 区 的 基础 材料 (所 列 数 据 如 资 
料 简 介 16 ,主题 文件 见 资料 简介 17) 。 

在 这 些 信 息 的 基础 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定期 的 再 版 联合 国保 护 区 名 录 》 

〈 它 包括 地 区 、 管 理 等 级 .大 小 .生物 地 理 省 , 另 附 有 世界 文化 遗产 保护 区 名 录 、 生 物 圈 保 护 计 

划 ̀ 湿 地 的 重要 性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和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与 其 它 几 个 组 

织 一 起 ,已 出 版 了 许多 非常 详细 的 保护 区 指南 材料 .其 中 有 某 些 地 区 ,如 旧 热 带 界 的 保护 区 

指南 (IUCN ,1987a) ,生物 圈 保 护 指南 (IUCNVUNESCo ,1987), 有 关 国 际 公约 ,如 《湿地 公 

约 》 所 列 所 有 保护 点 。 实 际 上 ,任何 其 它 概况 的 材料 都 可 以 得 到 。 

这 些 指 南 的 材料 是 从 各 国 的 管理 机 构 那里 收集 来 的 常常 是 通过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CNPPA ) 在 各 地 举行 的 会 议 以 及 与 其 它 熟 悉 有 关 保 护 
区 系统 的 各 种 接触 中 得 到 的 .这 些 信 息 通过 通信 、 查 阅 发 表 和 未 发 表 的 文献 综述 以 及 国家 及 

86 



地 区 的 各 种 会 议 等 形式 不 断 得 到 更 新 .在 取得 这 些 信息 的 过 程 中 ,也 促进 了 各 国保 护 区 管理 

机 构建 立 各 自 的 数据 库 ,也 为 国际 保护 工作 的 评估 提供 了 方便 。 

资料 简介 16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 出 中 心 C(WCMC ) 

关于 保护 区 的 数据 范围 

， 保 护 区 名 称 

， 所 在 国家 
.面积 
建立 的 时 间 ( 年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的 管理 级 别 

.国内 管理 级 别 
生物 地 理 编码 

. 经 纬度 

.海拔 高 度 
. 主题 文件 鉴别 
. 文件 中 地 图 的 类 型 

12. 文件 中 可 能 的 管理 计划 

oO 9 人 IO LO fF O ND & 

资料 简介 17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CMC ) 
关于 保护 区 的 主题 文件 

.保护 区 名 称 12. 当地 居民 人 口 

， 国 家 13. 自然 特征 

.管理 级 别 14. 植被 

.生物 地 理 省 .动物 区 系 

.有 关 法 律 的 保护 情况 .管理 中 存在 的 问题 

.建立 的 时 间 及 历史 . 保护 措施 

.地 理 位 置 18. 参观 者 及 有 关 设 施 

.海拔 高 度 19. 科学 研究 

. 面积 20. 主要 文献 资料 
10. 土地 使 用 权 21. 工作 人 员 及 预算 
11. 文化 遗产 22. 当地 政府 的 情况 。 

© ON OO OH fF WH LH -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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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也 从 事 确定 保护 区 网 络 外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关键 地 区 方面 的 工 

作 。 这 些 工作 在 《保护 区 评介 》(GUCNVUNEP ,1986a,b) 的 倡导 下 ,对 全 球 范 围 内 保护 区 系统 

内 的 各 种 主要 植被 类 型 的 代表 进行 分 析 。 地 理 情 报 系统 的 应 用 使 这 项 工作 正在 扩大 , 它 使 与 

地 质 有 关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资料 与 其 它 生 物 地 理学 及 生态 学 的 资料 融 为 一 体 , 从 而 产生 了 许多 

对 保护 评价 和 管理 生物 资源 有 实用 价值 的 地 图 式 文件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正 在 利用 这 

些 技术 使 保护 区 网 络 数字 化 ,并 将 它们 与 各 主要 热带 森林 类 型 的 分 布 情 况 相 对 照 , 从 而 找到 

在 地 方 或 全 球 水 平 上 合适 的 保护 措施 。 

新 近 完 成 的 一 项 关于 非洲 中 部 七 个 国家 一 一 喀麦隆 .中 非 共 和 国 、 刚 果 、 加 蓬 、 赤 道 几 内 
亚 、 圣 多 美 钨 和 普 林 西 比 岛 . 扎 伊 尔 一 一 的 研究 工作 形成 了 一 个 数据 库 , 包 含有 104 个 已 知 的 
关键 性 森林 保护 地 区 ,其 中 41 个 已 经 受到 一 定 程 度 的 保护 (IUCN ,1989a)。 有 这 样 一 种 可 能 ，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森林 转 为 其 他 用 途 或 处 于 强化 管理 下 以 及 有 关 生 物资 源 管 理 知识 的 不 断 增 
加 ,管理 者 开始 在 问题 出 现 之 前 就 注意 小 面积 和 森林 了 ,因为 这 些小 面积 森林 最 易 因 不 断 地 开 

发 利用 而 引起 改变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关键 地 区 数据 库 ? 就 是 为 监测 这 种 地 区 而 设 
计 的 .初步 的 调查 结果 将 要 以 一 系列 热带 森林 资源 图 表册 的 形式 出 版 ,其 中 第 一 部 是 关于 亚 

洲 的 情况 ,将 在 1990 年 发 行 .地 理 情 报 系统 有 关 这 些 资料 的 数字 化 结果 将 不 断 更 新 ,国家 和 
地 区 的 关键 地 区 的 地 图 将 定期 发 表 。 

最 后 说 明 一 点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刚刚 发 行 了 三 卷 关 于 世界 珊瑚 礁 的 文件 ， 

它 划 出 了 需要 保护 的 珊瑚 礁 , 并 包含 了 所 有 重要 珊瑚 礁 的 详细 资料 (IUCNVUNEP ,1988) 。 

3.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CMC) 关 于 野生 生物 贸易 的 数据 

为 了 商业 目的 而 过 度 地 狂 获 野生 生物 是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主要 威胁 之 一 ,濒危 野生 动 植 
物 国际 贸易 公约 (CITES ) 就 是 为 调节 这 种 商业 活动 而 建立 的 国际 条 约 , 现 已 有 96 个 成 员 国 。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数据 库 收 集 了 各 成 员 国 有 关 濒 危 野 生动 植物 国际 贸易 公约 附录 物 

种 的 全 部 贸易 记录 .在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指 导 下 对 挑选 出 的 附录 物种 的 重要 贸易 活动 
进行 分 析 ,并 对 未 列 入 附录 的 物种 的 商业 活动 进行 监测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也 对 一 些 有 

保护 价值 或 由 于 非法 贸易 致 危 的 物种 状况 进行 调查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对 野生 生物 贸 
易 及 其 影响 的 监测 则 为 濒危 野生 动 植 物 国际 贸易 公约 有 效 工作 的 基础 。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也 管理 着 一 个 象牙 贸易 数据 库 ,在 濒危 野生 动 植物 国际 公约 象 

的 限额 系统 之 下 进行 监测 协调 非洲 象 的 贸易 .由 于 象牙 非法 贸易 的 影响 ,非洲 象 已 成 为 由 各 

国政 府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以 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支持 的 许多 保护 工作 的 焦点 。 为 支 

持 这 些 项 目 , 世 界 监测 中 心 正 在 建立 一 个 关于 象 的 数据 库 , 它 将 象牙 贸易 统计 数值 同 各 国 大 

象 的 数量 联系 起 来 .其 它 与 保护 监测 中 心 共 同 工 作 ,与 贸易 有 关 的 组 织 有 TRAFFIC MH, 
它 是 由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管理 的 国际 合作 机 构 。 国 际 热带 木材 组 织 (ITTO)、 保 护 监测 

中 心 与 该 组 织 正 共 同 开展 多 项 关于 热带 木材 植物 种 贸易 活动 的 分 析 。 

88 



野生 生物 的 开发 利用 所 带 来 的 经 济 效益 是 保护 促进 运动 中 的 争议 焦点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现 在 正在 建立 一 个 关于 野生 生物 永 续 利 用 项 目的 数据 库 , 通 过 对 这 些 数 据 的 分 析 
来 寻找 成 功 或 失败 的 共同 特征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对 部 分 利用 项 目 进行 调查 ,如 钱 鱼 、 

蝴蝶 的 养殖 、 娱 乐 狩猎 活动 等 ,并 评估 这 些 项 目 对 保护 工作 的 影响 。 

\ 关 于 立法 的 信息 

关于 生物 多 样 性 尤其 是 某 些 动 植物 种 ,目前 世界 各 地 已 有 许多 国家 及 国际 法 规 存在 . 许 
多 多 边 、 双 边 及 地 区 的 条 约 ( 附 件 3) 促 进 了 各 国立 法 的 发 展 , 同 时 ,各 国政 府 越 来 越 多 地 意识 
到 在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合作 的 必要 性 ,也 促进 了 这 些 条 约 的 不 断 完 善 。 

世界 各 国 的 科学 家 政府 官员 以 及 律师 们 都 需要 能 非常 容易 找到 有 关 其 它 国家 和 地 区 
物种 法 律 方面 的 信息 ,以 便 有 效 地 加 强 本 国 的 立法 工作 .各 公约 的 秘书 处 需要 通过 各 国法 律 
的 改善 来 得 到 有 关公 约 执行 的 情况 ;为 帮助 制定 未 来 的 保护 方法 ,正在 对 物种 状况 进行 监测 
及 规划 的 研究 人 员 也 需要 有 关 的 法 律 条 文 的 信息 。 最 后 ,立法 者 也 需要 有 关 物 种 法 律 的 信 
息 , 他 们 希望 在 决定 本 国 或 地 区 所 采取 的 措施 以 前 知道 其 它 国家 所 采取 的 正确 步骤 。 

由 于 上 述 原因 , 设 在 前 联邦 德国 波恩 的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环境 法 中 心 

《ELC) 编 辑 了 一 个 物种 立法 问题 的 索引 。 约 1500 多 部 国际 及 国家 的 法 典 组 成 了 这 个 索引 ,有 

10000 个 兽 类 、 鸟 类 、 怜 行 类 \ 两 栖 类 、 鱼 类 及 无 冰 椎 动物 的 分 类 单元 包含 在 这 个 数据 库 中 .可 
以 通过 分 类 单元 法律 保护 类 型 .司法 或 任何 三 者 的 结合 类 型 来 来 进行 检索 。 

环境 法 中 心 关 于 物种 数据 库 的 检索 可 以 提供 一 个 有 关 物 种 及 高 级 分 类 单元 立法 情况 的 
总 的 概括 ,并 通过 符号 注释 及 摘要 使 之 尽 可 能 地 准确 而 简短 .这样 一 个 概括 的 检索 有 它 本身 

的 局 限 性 , 它 不 能 代替 完整 而 详细 的 文件 .所 有 在 检索 中 查 到 的 立法 文件 的 复制 件 均 可 以 方 
便 地 从 环境 法 中 心 处 得 到 。 

五 .总 结 

政府 机 构 、 地 方 社会 以 及 保护 组 织 都 需要 信息 资料 ,以 使 它们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管理 他 们 的 
生物 资源 。 信 息 工具 有 助 于 满足 他 们 下 列 有 关 和 需求, 包括 动 植物 区 系 的 基本 描记 、 野 外 工作 

实用 鉴定 手册 、 快 速 检 索 编目 技术 及 使 用 微机 需要 的 各 种 基本 程序 。 

对 热带 地 区 信息 的 需求 尤其 重要 ,因为 那些 地 区 拥有 世界 上 大 多 数 生物 多 样 性 并 正在 

以 比 我 们 记录 它们 更 快 的 速度 消失 着 .对 一 些 具有 高 度 多样 性 、 或 正 受到 高 度 威胁 的 ̀  具 地 

方 特有 性 地 区 的 基础 调查 工作 应 给 予 最 大 的 优先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许多 物种 所 包含 的 信息 其 
至 在 人 们 发 现 它们 以 前 就 消失 了 ( 见 第 六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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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促进 机 构 应 通过 演示 方法 ,为 分 类 学 家 和 生物 学 家 提供 培训 机 会 ,资助 出 版 现状 报 
告 等 方法 ,帮助 各 国 建立 地 方 的 \. 地 区 的 及 国家 级 的 信息 管理 系统 .大 专 院 校 ̀  研 究 机 构 及 非 

政府 组 织 需 加 强力 量 , 从 而 能 帮助 政府 估算 它们 的 生物 资源 .各 博物 馆 及 其 它 分 类 研究 单位 
之 间 应 建立 紧密 合作 关系 并 注意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 

各 信息 中 心 都 应 在 合适 的 水 平 上 发 展 。 无 论 是 小 区 域 (例如 一 个 国家 公园 ), 国 家 或 地 区 
范围 ,还 是 在 国际 水 平 上 ,都 应 使 需要 者 能 够 得 到 所 需 信 息 。 各 种 土地 决策 严重 地 影响 当地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而 制定 决策 往往 主要 考虑 当地 或 省 区 的 情况 ,这 一 问题 必须 在 建立 国家 信息 

系统 时 反映 进去 ,从 而 使 计划 者 可 以 得 到 充足 的 地 方 性 数据 .尤为 重要 的 是 ,建立 并 不 断 完 
善 管理 国家 资源 信息 的 国家 数据 库 必 须 作 为 国家 保护 策略 的 一 部 分 。 

所 有 国家 水 平 以 上 的 信息 管理 机 构 应 该 密切 合作 ,协同 工作 ,从 而 尽 可 能 少 地 进行 重复 

劳动 以 及 避免 多 个 机 构 去 查找 地 方 上 及 国家 的 同样 的 信息 .各 机 构 协 同 工 作 也 为 使 各 方面 

的 信息 更 有 效 地 结合 在 一 起 ,尤其 是 通过 联合 国 环境 规 划 署 (UNEP)、 全 球 环境 监测 系统 

(GEMS) 和 全 球 资源 信息 库 (CGRID) 的 程序 。 

参加 设计 和 运行 国际 自然 资源 数据 库 的 各 机 构 应 互相 合作 ,根据 当地 用 户 的 需要 ,根据 

当地 国家 现存 的 材料 设备 和 机 构 ,帮助 它们 建立 和 完善 地 方 和 国家 的 数据 库 。 此 类 信息 中 心 

和 数据 库 网 络 应 努力 发 展 , 进 一 步 完 善 标准 化 及 方便 经 验 和 方法 学 的 交流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 

测 中心 C(WCMC) 和 自然 保护 组 织 (TNC) 决 定 集中 他 们 的 专长 ,开发 建设 适合 于 发 展 中 国家 

的 数据 库 系统 ,这 仅仅 是 一 个 开端 。 

所 有 对 生物 资源 有 兴趣 的 国际 组 织 , 包 括 发 展 资助 机 构 、 各 国政 府 、 联 合 国 系统 、 非 政府 

组 织 及 其 下 属 机构 ,都 应 通力 合作 ,去 全 面 了 解 全 球 生物 资源 及 其 管理 现状 .这 种 概括 的 了 
解 可 以 鼓励 这 些 组 织 行动 起 来 ,并 大 大 促进 不 断 增加 的 各 种 基金 和 其 它 方面 的 支持 。 这 些 合 
作 的 目标 就 是 ,使 人 们 确实 地 认识 到 能 严重 影响 生物 资源 状况 的 土地 使 用 政策 ,必须 建立 在 
可 靠 并 可 靠 的 信息 材料 上 ,无知 不 能 继续 作为 环境 恶化 的 借口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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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入 章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优先 工作 的 确定 

可 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财力 远 远 不 能 满足 解决 现 有 问题 和 开展 优先 工作 的 

需要 ， 怎 样 确定 哪些 是 优先 工作 ?保护 目的 不 同 ， 方 法 有 别 。 

1982 年 ,各 国政 府 在 联合 国 签 置 了 《世界 自然 宪章 》 公认 物种 及 其 栖息 地 应 在 技术 
上 、 经 济 上 和 政治 上 许可 的 情况 下 受到 保护 。 然 而 用 于 保护 的 财力 总 是 有 限 的 ,因此 ,确定 

优先 保护 工作 对 于 有 效 使 用 和 节省 人 力 、 物 力 和 时 间 具 有 重要 价值 。 

确定 优先 性 是 一 项 复杂 的 工作 .生物 的 遗传 概貌 在 生物 进化 过 程 中 不 断 变化 ,生物 世 
界 蕴 含 丰富 的 变化 , 远 远 超过 预计 的 直接 保护 项 目 所 能 涉及 的 范围 .各 国政 府 和 民间 保护 

组 织 致力 于 解决 环境 问题 的 能 力 是 有 限 的 , 许 许多 多 的 的 紧迫 问题 都 需要 引起 他 们 关注 。 
因此 各 国政 府 . 各 国际 组 织 和 民间 保护 团体 只 能 选择 性 地 开展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工作 , 这 就 

需要 了 解 哪些 物种 及 其 栖息 地 的 保护 最 需要 得 到 全 社会 的 关注 和 参与 .如 果 这 些 物种 及 其 
栖息 地 的 保护 还 未 受到 重视 ,就 应 当 制 定 有 关 法 律 及 政策 以 适当 增强 个 人 ,团体 以 至 全 社 

会 的 责任 。 

此 外 ， 有 些 栖 息 地 的 保护 并 不 需要 政府 投资 , 而 只 需 政府 促使 当地 人 民 继 续 有 效 地 管 

理 好 这 些 资源 适度 放任 (Benign neglect) ”是 可 能 的 最 佳 策略 ， 施 行 这 种 政策 有 时 也 需要 

付出 一 定 代 价 ， 例 如 在 有 些 本 可 以 生产 木材 换取 外 汇 的 林 区 ， 可 能 栖 居 着 以 收获 非 林 木 产 

品 为 生 的 原始 部 落 。 

确定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优先 工作 目前 还 没有 一 个 令 人 普遍 满意 的 方案 ， 甚 至 于 还 没有 

建立 这 种 方案 的 可 行 性 和 可 能 性 .由 于 目标 不 一 , 各 个 保护 组 织 和 研究 机 构 所 使 用 的 方法 
也 必然 不 同 。 

应 用 不 同方 法 确定 优先 工作 , 会 提出 不 同形 式 的 建议 措施 , 将 全 球 生物 资源 划分 成 不 
同 的 亚 单位 (Subsets) 。 每 种 方案 都 有 其 优点 与 不 足以 及 制定 这 种 方案 的 侧重 点 。 第 五 章 已 

经 讨论 了 确定 保护 目标 及 优先 工作 所 必需 的 信息 基础 ， 第 七 章 将 要 讨论 到 怎样 施行 这 些 优 

先 计 划 。 本 章 要 讨论 确定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几 种 方法 ， 并 提出 如 何 确定 优先 工作 ,以便 在 可 

靠 的 准则 下 有 效 利 用 资金 。 

一 ` 国 家 级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确定 

每 个 国家 生物 资源 的 管理 都 要 达到 永 续 利 用 的 目的 。 随 着 人 口 的 增长 ， 有 些 区 域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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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栖息 地 需要 用 来 兴建 农业 区 造林 或 进行 其 他 强度 开发 .但 其 中 一 些 区 域 具有 重要 的 自然 
价值 而 必须 在 开发 中 予以 保护 ， 甚 至 保持 自然 状况 。 

在 开发 活动 中 ,需要 特别 谨慎 ， 甚 至 于 完全 不 允许 开发 利用 ， 具 有 水 文 ̀, 地 质 、 景观. 野 
生动 植物 等 方面 突出 价值 的 区 域 称 为 生态 敏感 区 (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ESAs) .类 : 

似 的 定义 环境 敏感 区 (Enviro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已 被 联合 国有 关 法 律 采 录 , 以 确保 当 . 

地 居民 从 事 传统 耕种 方式 能 够 得 到 必需 的 财政 资助 ,使 他 们 乐于 从 事 这 种 保护 工作 而 不 是 

采用 现代 化 的 精耕细作 了 .这 些 区 域 或 具有 独特 的 特征 与 作用 ,如 大 型 水 体 、 湖 泊 、 石 灰 岩 溶 

洞 温泉、 陡峭 崎 赋 的 坡地 、 珍 稀 动 植物 及 其 栖息 地 以 及 野生 动物 的 重要 繁殖 区 等 等 。 有 些 生 

态 敏感 区 仍然 保持 着 自然 状态 , 但 有 些 早 已 被 人 类 活动 明显 地 改变 了 .有 原始 部 落 生存 的 

国家 可 能 希望 将 这 些 原始 部 落 生 存 的 区 域 也 纳入 生态 敏感 区 范畴 ， 以 保证 这 种 自然 与 文化 

的 联系 能 够 得 到 良好 的 管理 。 在 管理 方面 ， 有 些 生态 敏感 区 仅 需 最 低 水 准 的 投入 , 而 有 些 

却 需要 进行 精细 地 管理 以 重建 和 保持 其 自然 价值 。 

生态 敏感 区 是 指 具 有 以 下 特征 的 栖息 地 : 

“防止 侵蚀 ， 特 别 是 保护 分 水 岭 区 域 的 险要 陡坡 ; 

“支持 重要 自然 植被 ,而 其 土壤 自然 生产 能 力 极 低 , 缺 乏 开发 价值 ; 
“调节 或 净化 水 流 ( 如 谷地 森林、 湿地 等 ); 

' 为 具有 重要 的 医学 或 遗传 学 保护 价值 的 物种 提供 必需 的 生存 繁衍 条 件 ; 

' 为 那些 提高 景观 吸引 力 或 提高 保护 区 生存 力 的 物种 提供 生存 延续 的 必要 条 件 ; 
"为 濒危 物种 提供 繁殖 、 采 食 和 栖 居 的 关键 性 栖息 地 。 

后 两 点 是 选择 保护 区 的 传统 标准 。 目 前 的 保护 区 网 络 很 少 具备 上 述 所 有 的 特征 ,但 是 

如 前 三 项 特征 所 描述 的 情况 需要 在 管理 中 受到 格外 注意 。 鉴 于 生态 敏感 区 常 被 建议 改变 用 
途 和 降级 管理 ,各 国都 需要 建立 一 套 标准 来 决定 是 否 可 以 改变 以 及 所 必需 的 条 件 。 这 套 标 

准 可 以 保证 对 生态 敏感 区 经 济 开发 谨慎 地 进行 ,以 免 使 生态 敏感 区 遭 到 不 必要 的 破坏 和 忽 
视 。 

一 些 生态 敏感 区 由 于 不 适当 的 利用 ,生产 力 已 经 降低 ， 而 另 一 些 正面 临 着 现实 的 威胁 。 

人 类 已 经 证 明 人 类 有 能 力 开垦 任何 一 片 自 然 栖息 地 ,即使 是 一 片 仅 能 种 植 几 季 的 栖息 地 。 

Spencer 〈1966) 在 论述 东南 亚 种 植 方式 的 变化 时 指出 ,在 过 去 一 万 年 中 热带 亚洲 大 陆 实际 
上 已 经 被 或 早 或 迟 地 开明 过 了 ， 但 是 不 适宜 种 植 的 区 域 都 已 迅速 退化 成 荡 地 ， 如 大 规模 的 

白人 茅草 草地 。 更 严重 的 是 不 适宜 的 改变 流域 ， 如 非法 采伐 等 ， 可 能 引起 下 游 洪 水 水 土 流 

失 、 土 地 盐 涡 化 及 其 他 变化 的 恶果 , 造成 巨大 损失 。 

生态 系统 可 作为 评价 生态 敏感 区 能 和 否 开发 的 一 种 有 效 尺 度 。 生 态 系统 是 一 个 生命 有 机 

体 群 落 及 其 所 依赖 的 生物 或 非 生物 环境 因素 组 成 的 能 够 保证 生命 过 程 顺利 延续 的 系统 。 生 

态 系统 的 功能 即 是 通过 光合 作用 和 分 解 作 用 等 生物 学 过 程 进 行 物质 和 能 量 的 储藏 .循环 和 

转换 。 这 种 生态 过 程 通常 依靠 水 作为 生物 能 量 和 物质 储藏 转换 的 媒介 (Siegfried 和 Da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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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生态 系统 的 边界 常常 用 植被 .土壤 或 景观 类 型 的 变换 来 确定 .生态 系统 的 大 小 取决 于 研 
究 目的 ,山地 的 水 塘 可 以 作为 一 个 生态 系统 ,而 水 塘 所 在 的 山地 本 身 也 是 一 个 生态 系统 。 

绝 大 多 数 生态 系统 都 与 不 同类 型 的 其 他 生态 系统 有 联系 。 一 个 有 人 工 边 界 的 保护 区 ， 可 能 
是 一 个 完整 的 生态 系统 ,也 可 能 仅仅 是 生态 系统 的 一 部 分 , 这 完全 取决 于 面积 大 小 .分 析 

统 。 

资料 简介 18 建立 国家 级 生态 敏感 区 保护 体系 
的 四 个 步骤 

每 个 国家 都 需要 建立 各 自 确定 生态 敏感 区 的 方法 ,并 作为 相应 的 管理 依据 ， 以 
下 是 几 个 可 能 的 步骤 : 

第 一 步 : 评估 栖息 地 和 植被 土壤、 矿产 .地形 .河流 及 其 它 水 文 特征 、 气 候 、 土 地 

利用 状况 、 民 族 和 人 口 密度 ; 

第 二 步 : 建立 确定 生态 敏感 区 的 标准 和 进行 适当 管理 的 客观 原则 ; 

第 三 步 : 根据 已 建立 的 标准 ,确定 在 自然 状况 下 特别 脆弱 的 地 区 ， 具 有 极 高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地 区 或 具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地 区 ， 

第 四 步 : 起 草 保护 生态 敏感 区 的 国家 计划 , 包括 确定 国家 目标 、 经 济 关系 、 制 定 
必要 的 法 律 条 文 \ 规 定 管理 职责 等 。 

有 些 生态 系统 的 承受 能 力 相 对 较 强 , 能 够 忍受 持续 的 破坏 ， 而 有 些 生 态 系统 对 外 界 干 
扰 却 相 当 敏 感 ， 一 旦 受到 破坏 需要 很 长 时 间 方 能 恢复 .草地 经 常 遭 受 周期 性 火烧 ,能 很 快 
恢复 ; 而 成 熟 热带 雨林 一 旦 遭 到 破坏 则 需要 几 十 年 甚至 于 几 个 世纪 才能 恢复 (如 Gomez 一 
Pompa 等 ，1972) .特别 敏感 的 生态 系统 常 位 于 不 稳定 的 基质 上 ， 如 经 常 发 生 山 裔 的 陡坡 、 
河口 和 三 角 洲 等 ， 易 受 外 界 系统 影响 。 

1. 生态 敏感 区 的 确定 方法 

每 个 国家 都 存在 生态 敏感 区 ， 有 些 很 闻名 ， 有 些 在 局 部 地 区 有 了 解 ， 有些 则 鲜 为 人 知 。 
为 了 确定 怎样 对 生态 敏感 区 进行 特别 保护 和 适当 利用 ,首先 需要 对 现存 所 有 栖息 地 进行 调 

查 ， 确 定 具 有 最 高 自然 价值 而 且 保护 只 引起 最 低 限度 的 损失 (比如 保护 只 需 最 少 经 费 ) 的 栖 

Sih, 根据 已 有 资料 ,调查 还 需要 包括 其 他 生物 学 和 社会 学 内 容 .确定 生态 敏感 区 的 标准 
必须 依靠 这 些 资料 ， 对 最 重要 的 地 区 还 要 特殊 对 待 ( 参 见 资料 简介 18) 。 

确定 保护 区 以 外 的 生态 敏感 区 ,理论 上 要 求 进行 一 定 的 研究 和 收集 必需 的 资料 ,但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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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需要 , 常常 不 可 避免 地 需要 根据 有 限 的 资料 进行 相对 主观 的 决策 .在 实践 中 , 如 果 全 

面 的 资料 无 法 获得 而 又 必须 赁 经 验 决 策 时 ， 最 好 采用 资源 管理 部 门 正在 应 用 的 原则 或 方 

法 。 国 与 国之 间 、 部 门 与 部 门 之 间 这 些 方法 或 原则 差异 很 大 , 即使 在 同一 国家 ， 国 家 公园 管 

理 机 构 很 可 能 与 水 域 管理 机 构 的 标准 大 不 相同 .总 的 说 来 , 一 级 优先 生态 敏感 区 包括 法 律 

上 明文 规定 予以 保护 的 地 区 (尽管 并 非 所 有 法 律 上 规定 保护 的 地 区 都 具备 生态 敏感 区 的 特 

征 ), 二 级 优先 生态 敏感 区 包括 所 有 建议 保护 和 重建 的 地 区 , 三 级 优先 生态 敏感 区 包括 所 有 
仍 有 自然 栖息 地 存在 的 地 区 。 

2. 生态 敏感 区 确定 和 管理 的 标准 

为 设计 适应 国家 发 展 需要 的 生态 敏感 区 保护 体系 , 选择 和 管理 生态 敏感 区 的 标准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这 一 评判 体系 详细 区 分 了 需要 特殊 管理 的 重要 特征 ,便于 比较 不 同 地 区 ， 便 于 

决策 者 了 解 这 些 特 定 地 区 及 有 关 保 护 议案 的 重要 性 ， 有 助 于 将 研究 工作 集中 在 最 重要 的 问 
AE, 便于 区 别 生 态 敏感 区 的 界线 , 能够 促进 社会 宣传 。 

确定 适合 多 种 主要 生态 敏感 区 (包括 但 不 局 限于 类 似 保 护 区 的 设立 ) 的 保护 体系 ,必须 

全 面 考虑 生态 因子 以 及 当地 有 关 的 政治 .经济 和 社会 因素 .下 面 叙 述 的 就 是 这 类 标准 体系 的 

一 种 模式 ,大 致 按 重要 性 大 小 顺序 排列 ， 对 个 别 特 殊 情 况 必 须 进行 适当 变更 .其 中 每 项 标 
准 都 是 根据 被 研究 地 区 的 条 件 而 理想 化 的 , 任何 地 区 都 不 可 能 满足 所 有 理想 条 件 , 不 同 的 
标准 适合 于 不 同 地 区 .为 制定 计划 ， 有 些 情 况 下 不 妨 给 各 项 标准 确定 分 数 ,， 便 于 评判 。 

(1) 确 定 一 地 区 对 人 类 社会 具有 重要 性 的 标准 
BRAS: 这 一 地 区 为 人 类 提供 长 期 的 经 济 利益 , 如 流域 保护 或 开展 旅游 ,而 且 不 会 

造成 重大 经 济 损失 .这 项 指标 通常 是 生产 型 部 门 考虑 的 最 重要 指标 。 
多 样 性 :这 一 地 区 具有 很 高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具有 相当 的 面积 能 够 容纳 大 多 

数 物种 的 多 种 种 群 ,具有 较 多 的 地 形变 化 ， 较 高 的 土壤 水域 和 小 生境 变异 性 。 
世界 级 关键 栖息 地 : 该 区 域 对 一 个 或 几 个 仅 分 布 在 该 国 的 濒危 物种 是 必需 的 生存 环 

境 、 唯 一 的 独特 生态 系统 类 型 或 世界 性 的 特殊 景观 。 
国家 级 关键 栖息 地 : 该 区 域 是 该 国 的 一 个 或 几 个 濒危 物种 生存 所 必需 的 栖息 地 ， 或 具 

有 该 国 唯一 的 特殊 生态 系统 类 型 .这 一 地 区 的 生态 功能 对 保护 区 外 的 自然 系统 至 
关 重 要 (如 迁徙 物种 的 栖息 地 、 低 地 灌溉 系统 的 集 水 区 、 海 岸 防 台 风 保 护 堤 等 ) 。 

文化 多 样 性 : 该 地 区 生存 有 土著 居民 ,其 生存 方式 已 经 适应 当地 的 自然 生态 系统 ,并 
与 之 形成 持续 稳定 的 平衡 ,他 们 继续 在 这 片 生态 敏感 区 生活 有 助 于 保持 该 地 区 多 
样 性 的 稳定 。 

紧 近 性; 该 地 区 必须 立即 采取 保护 措施 以 防止 随时 可 能 发 生 的 直接 威胁 (必须 意识 到 
这 种 措施 常常 是 一 种 “控制 破坏 活动 ”的 措施 , 最 好 是 在 这 种 威胁 存在 之 前 即 予 以 
保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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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 他 增加 该 地 区 价值 的 决定 条 件 

示范 性 : 该 地 区 对 保护 的 良好 经 济 效益 .价值 或 方法 有 示范 性 ， 能够 展示 解决 自然 次 

源 价 值 与 人 类 活动 之 间 矛 盾 的 方法 。 
RAM: 该 地 区 代表 一 种 生态 系统 类 型 .一 种 生态 过 程 、. 一 种 生物 群落 .地 质 水文 特 征 

或 其 他 自然 特征 。 

旅游 价值 : 该 地 区 适合 与 保护 宗旨 相符 合 的 各 种 形式 的 旅游 ， 该 项 标准 通常 与 经 济 利 

益 和 社会 理解 有 紧密 联系 。 

ER: 该 地 区 具有 突出 的 自然 美 特征 ,这 一 特征 常常 是 唯一 的 ,任何 变化 都 会 降低 该 
地 区 的 游乐 价值 。 

娱乐 价值 : 该 地 区 为 当地 居民 提供 利用 .欣赏 和 了 解 自 然 环 境 的 场所 与 机 会 。 

研究 和 监测 价值 : 该 地 区 可 以 作为 衡量 其 他 地 区 变化 的 无 人 类 活动 影响 的 对 照 区 .有 

关 研 究 已 经 在 该 地 区 长 期 进行 , 重要 的 野外 工作 已 经 为 进一步 的 研究 提供 了 坚实 
的 基础 .该 地 区 代表 了 区 域 性 的 生态 学 特征 , 因此 研究 工作 能 够 为 保护 区 外 的 工 

作 提 供 理论 依 据 。 
认识 价值 : 在 该 地 区 进行 教学 或 培训 ,可 以 增加 社会 对 该 地 区 价值 的 认识 和 欣赏 , 在 

该 地 区 能 够 演示 一 些 科 学 技术 方法 ， 具有 特殊 的 教育 价值 。 

《3) 有 助 于 确定 一 地 区 管理 的 可 行 性 的 条 件 

BAER: 该 地 区 已 受到 当地 居民 保护 或 官方 保护 措施 (尤其 是 禁止 开发 利用 ), 受 当 

地 支持 ; 
机 会 : 当前 条 件 和 已 采取 的 行动 有 利于 开展 进一步 的 工作 (如 扩大 保护 区 或 在 现 有 公 

园 范围 建立 缓冲 区 )，; 

可 行 性 : 通过 国内 部 门 间 转让 、 开 放 或 其 他 法 律 控制 方式 ,容易 征 用 该 地 区 用 于 保护 ; 
便利 条 件 : 该 地 区 便于 研究 人 员 或 学 生 开 展 科 研 和 教学 活动 。 

二 、 国 际 性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确定 方法 

正如 一 个 国家 有 些 生 态 系统 生存 有 较 多 物种 ， 有 些 较 少 一样 ， 有 些 国 家 分 布 的 物种 要 
比 另 一 些 国家 多 (这 通常 是 由 于 这 些 国家 具有 更 高 的 生态 多 样 性 ) 但 这 并 不 是 说 生物 多 样 

性 就 是 指导 保护 投资 的 唯一 依据 ， 人 类 需要 和 保护 的 有 效 性 等 方面 也 必须 考虑 。 但 是 仍然 
有 必要 确定 世界 上 哪些 地 区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丰富 ， 对 此 问题 至 少 可 以 从 区 域 . 国 家 和 具体 地 

点 三 个 层次 进行 研究 。 

1. 区 域 级 研究 

(1) “热带 森林 和 温带 的 关键 区 域 

通常 认为 最 严重 的 物种 损失 发 生 在 热带 森林 , 这些 仅 占 世界 陆地 面积 7% 的 森林 容纳 
了 全 世界 一 半 以 上 的 物种 (Wilson ，1988a) 。 在 此 全 世界 物种 最 丰富 的 生物 群落 中 ,仅仅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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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几 个 特别 丰富 的 地 区 就 包含 了 全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最 重要 的 部 分 , 这些 地 区 具有 物种 尤其 

是 特有 物种 分 布 特别 集中 的 特点 。 

经 过 世界 各 地 各 领域 专家 的 广泛 商讨 , 根据 极其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高 度 的 特有 物种 

分 布 以 及 森林 被 占用 速度 等 方面 因素 分 析 ,， 热带 生物 学 研究 重点 委员 会 (Committee on Re- 

search Priorities in Tropical Biology) (NAS, 1980 ) 确 定 了 11 个 需要 特别 重视 的 热带 地 区 .。 这 

些 地 区 是 : 

“厄瓜多尔 海岸 森林 (Coastal Forest of Ecuador) 

.巴西 “可 可 ”地 区 (The “Cocoa region” of Brazil) 

* 巴 西亚 马 孙 河流 域 东部 和 南部 (Eastern and Southern Brazilian Ama- 

zon ) 

“喀麦隆 (Cameroon ) 

“坦桑尼亚 山脉 (Mountains of Tanzania) 

“马达 加 斯 加 (Madagascar ) 

“斯 里 兰 卡 (Sri Lanka) 

“缅甸 _ (Borneo) 

“ 苏 拉 威 西 岛 (Sulawesi)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New Caledonia) 

“夏威夷 (Hawaii) 

Mayers 〈1988c) 以 类 似 的 方法 也 确定 了 十 个 关键 热带 森林 区 ,并 称 之 为 “热点 地 区 
(Hotspot)”( 加 上 两 个 已 高 度 开 发 的 地 区 一 一 夏威夷 和 昆士兰 )( 见 图 5)。 这 十 个 地 区 约 占 

原始 热带 森林 总 面积 的 3. 5%， 全球 陆 地 面积 的 0. 2% » 但 却 拥有 占 世 界 总 种 数 27%% 的 高 等 

植物 ， 其 中 13. 8%% 还 是 这 些 地 区 的 特有 物种 (参见 表 10) 。 

Mayers 谨慎 地 指出 ， 这些 数 据 有 一 定局 限 性 ， 有 些 数 据 常 常会 迷惑 收集 这 类 资料 、 进 
行 评 估 的 保护 生物 学 家 们 。 采 用 的 这 些 数据 有 些 能 够 精确 到 5%% 以 上 , 而 有 些 则 只 是 多 年 在 
有 关 地 区 从 事 这 方面 研究 的 专家 们 的 推测 。 但 Mayers 指出 ,尽管 该 项 研究 各 部 分 质量 不 均 
匀 ， 但 作为 一 种 研究 尝试 ,已 经 能 够 反映 出 热带 森林 保护 所 面临 的 挑战 。 

重视 热带 森林 不 能 忽视 了 其 他 重要 的 热带 地 区 .比如 ， 分 布 于 南部 非洲 (南非 、 莱 索 

托 、 斯 威 士 兰 、 纳 米 比 亚 和 博 效 瓦 纳 ) 的 23,200 种 植物 中 ，18566 种 ( 约 占 总 数 的 80%% ) 是 该 地 

区 特有 种 (Pavis 等 ，1986), 使 该 地 区 具有 全 世界 最 高 的 物种 丰富 度 ( 按 物种 数 / 面积 比 计 

算 )， 约 为 巴西 的 1. 7 倍 。 据 报道 , 这 18560 种 中 已 有 2373 种 处 于 濒危 状态 ; 开 普 . 佛 罗 里 斯 提 

克 王 国 分 布 有 其 中 1621 种 ,是 温带 地 区 濒危 植物 最 集中 的 地 区 (Heywood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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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 马 孙 河 高 地 
记 2 

- 
— 

5|8:N. Myers,1988co 

5 ”热带 森林 热点 地 区 

表 10 热带 森林 的 热点 区 域 

地 原 有 森林 现存 原始 森林 原 有 森林 中 原 有 森林 中 百分比 

面积 :万 公顷 HR: AAR 植物 种 数 特有 植物 种 数 % 
马达 加 斯 加 620 100 6000 4900 82 

巴西 大 西洋 
沿岸 森林 10000 200 10000 5000 50 

厄瓜多尔 西部 270 20 10000 2500 25 

哥伦比亚 乔 科 省 1000 720 10000 2500 25 

西亚 马 孙 河 高 地 1000 350 20000 3000 25 

喜马拉雅 山东 部 3400 530 9000 3500 39 

马来西亚 半岛 1200 260 8500 2400 28 

缅甸 北部 1900 640 9000 3500 39 

菲律宾 2500 80 8500 3700 44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 法 ) 150 15 1580 1400 89 

总 it 22040 2920 x 34400 13. 8 

注 : 1. 每 行 最 末 数 字 是 该 地 区 特有 物种 占 植物 种 总 数 的 百分比 10 个 地 区 特有 种 占 全 世界 植物 种 总 数 的 13. 8%, 

2. 因 各 地 区 之 间 , 尤其 是 缅甸 马来西亚 和 菲律宾 等 地 区 , 物种 有 重复 ， 表 中 总 计数 值 无 关 紧 要 。 

* 引 自 NMyers，1988c。 

《2) 海洋 中 的 多 样 性 

热带 森林 中 还 有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物种 未 被 发 现 , 但 比较 起 来 ， 人 类 对 海洋 的 了 解 就 更 少 

本。 至 今 在 海洋 中 仍 有 许多 举世 瞩目 的 新 发 现 :1986 年 贝克 发 现 一 个 新 的 生物 门 
cifera (Bake 等 ，1986); 80 年 代 又 发 现 一 种 “ 巨 口 效 >;1986 年 在 墨西哥 海湾 天 然 气井 中 发 

现 一 种 以 食 沼气 为 生 的 贻 贝 (Childreas 等 ，1986) .深海 生物 群落 也 远 远 比 人 们 所 想象 的 丰 

富 ， 在 新 泽 西 州 海岸 1500 一 2000 米 深 的 海底 沉积 物 中 人 们 发 现 竟然 有 分 属于 十 多 个 门 和 一 

百 多 个 科 的 898 种 生物 〈 Grassle, 1989) 。 在 过 去 十 年 仅 在 温 海 出 口 ms ocean 
vents ) 3X FHA AG Hh RRA 164. IC PF HE Bh yA (Grassle, 1985). Em RIK TCI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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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上 , 海洋 生态 系统 确实 比 陆地 和 淡水 生物 群落 变化 多 ,具有 更 多 的 门 和 特有 门 ( 表 11)。 

在 海洋 如 此 丰富 的 多 样 性 中 , 维 梅 耶 (Vermejj，1988) 列 出 了 一 些 具 有 较 高 丰富 度 的 地 区 

(#212), 

海洋 是 一 个 广阔 的 新 领域 ， 人 类 对 海洋 生产 力 的 利用 才刚 刚 开 始 ( 尽 管 有 的 地 区 已 经 

出 现 过度 利 用 的 恶果 )。 开 发 利用 海洋 生产 力 是 社会 发 展 的 需要 , 许 许 多 多 的 工作 急需 开 

展 ， 以 全 面 了 解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结构 和 功能 , 海洋 生物 多 样 性 对 生产 力 的 作用 以 及 保持 海 

洋 的 特殊 多 样 性 所 需 的 管理 措施 ,保证 这 种 开发 利用 具有 可 靠 的 科学 依据 。 本 章 讨论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优先 工作 的 确定 就 是 其 中 一 项 艰辛 的 工作 。 

表 11 各 种 栖息 地 中 分 布 的 动物 门类 

* Orthonectida * Placozoa Porifera 

* Dicyemida * Ctenophora Cnidaria 

* Nematomorpha * Gnathostomulida 

* Acanthocephala * Kinorhyncha Platyhelminthes 

* Loricifera Nemertea 

Porifera * Priapula Nematoda 

Cnidaria * Pogonophora Rotifera 

Platyhelminthes * Echiura Gastrotricha 

Nemertea * Chaetognatha Tardigrada 

Nematoda * Phoronida Mollusca 

Rotifera * Brachiopoda Kamptozoa 

Mollusca * Echinodermata Sipuncula 

Kamptozoa * Hemichordata Annelida 

Annelida Arthropoda 

Arthropoda Bryozoa 

Chordata Chordata 

共生 型 共 15 门 ， 有 4 个 特有 门 

淡水 类 生境 共 14 门 ， 无 特有 门 

海洋 类 生境 共 28 门 ，13 个 特有 门 

陆地 类 生境 共 11 门 ，1 个 特有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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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ifera Cnidaria Onychopohora 

Platyhelminthes Platyhelminthes 

Nemertea Nematoda Nemertea Nematoda 

Rotifera Gastrotricha Rotifera Tardigrada 

Tardigrada Mollusca Molluscaa Sipuncula 

Kamptozoa Annelida Annelida Arthropoda 

Arthropoda Bryozoa Chordata 

Chordata 



表 12 热带 水 域 的 物种 丰富 度 

类 a 物 种 数 

西 印度 太平 洋 ” 东 太平 洋 西 大 西洋 RKB 

”软体 动物 (Molluscs) «6000+ 20 100 50 
甲壳 类 (Crustaceans ) 

口 足 类 (Stomatopods ) 150 十 40 60 10 

45 26 (Brachyura) 700+ 390 385 200 

4 26 (Fishes) 1500 650 900 280 

* 5/8 Vermeij, 1978. 

2. 国家 级 研究 

《1)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 家 

根据 Mittermeier 和 Werner (1989) 的 研究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Megadiversity Coun- 

tries) 的 概念 包括 以 下 几 方 面 的 含义 : 

1. 获取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濒危 生态 系统 的 最 基本 科学 资料 是 评估 国际 性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第 一 步 ， 但 是 保护 计划 必须 由 有 关 主 权 国 家 制定 或 参与 制定 ; 

2. 生物 多 样 性 并 非 均 匀 的 分 布 于 全 世界 168 个 国家 ; 

3. 位 于 或 部 分 位 于 热带 的 少数 国家 拥有 全 世界 最 高 比例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包括 海洋 、 淡 

水 和 陆地 中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这 些 国 家 值得 国际 社会 的 特别 关注 和 维护 。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的 概念 综合 了 多 方面 的 生物 学 信息 , 但 是 在 种 或 更 高 级 分 类 阶 元 ( 属 、 
科 等 )、 物 种 总 数目 及 特有 种 数目 是 这 一 概念 的 两 个 关键 内 容 。 

表 13 澳大利亚 和 马达 加 斯 加 的 特有 科 数 

类 和 群 澳大利亚 马达 加 斯 加 

鸟 “类 4 3 

哺乳 类 7 5 

种 子 植物 12 8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有 关 资 料 。 

尽管 各 种 资料 还 在 不 断 积累 ， 但 初步 研究 表明 ， 在 包括 有 巴西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 

秘鲁 ̀  墨 西 哥 \ 扎 伊 尔 . 马 达 加 斯 加 、 澳 大 利 亚 . 中 国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马 来 西亚 的 12 个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占有 全 世界 60 一 70%% 甚 至 于 更 高 的 多 样 性 。 根 据 现 有 资料 ,巴西 .哥伦比亚 、 印 

度 尼 西亚 和 墨西哥 在 大 多 数 生物 类 群 中 物种 特别 丰富 , 特有 种 相当 多 .马达 加 斯 加 和 澳 大 

利 亚 的 物种 数量 虽 不 太 高 (参阅 资料 简介 19 一 一 澳大利亚 怜 行 类 多 样 性 )， 因 其 物种 或 科 属 

的 高 度 特有 分 布 也 被 列 入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 比 如 , 巴西 植物 总 种 数 在 世界 上 最 高 ， 但 没有 
一 个 植物 科 是 特有 的 ， 而 马达 加 斯 加 却 有 5 个 特有 科 ， 澳 大 利 亚 有 12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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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都 是 世界 上 最 大 的 国家 之 一 ， 他们 的 多 样 性 远 远 超 过 同样 面积 的 其 他 国家 (如 加 拿 大 、 美 
国 和 苏联 ), 但 有 几 个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相当 小 (如 厄瓜多尔 .马达 加 斯 加 和 马来西亚 ) ,丰富 
的 多 样 性 部 分 是 由 于 他 们 广阔 的 疆域 ,但 其 主要 还 是 由 于 地 形 、 气 候 以 及 长 期 的 隔离 造成 
的 。 但 是 ,不 论 国 家 大 小 , 这 些 生 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在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具有 战略 重 
要 性 .他 们 对 全 人 类 具有 异乎 寻常 的 保护 这 些 生物 财富 的 义务 ， 为 实现 这 一 目标 ， 国 际 社 
会 也 有 向 他 们 提供 各 种 必要 援助 的 特殊 义务 。 

需要 强调 的 是 ,密切 注视 这 些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 决 不 是 只 注意 这 些 国家 而 忽视 和 
排斥 其 他 国家 (Myers，1979) As, 生物 资源 对 于 每 一 个 国家 自身 的 生存 和 发 展 都 至 

KEE, 仅 此 一 点 就 值得 世界 各 国 的 重视 .不管 这 些 国家 实现 保护 目的 的 困难 程度 , FS 

多 样 性 研究 使 高 度 变化 .具有 战略 意义 的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成 为 关注 的 中 心 ， 确 切 地 说 是 与 
他 们 的 生物 资源 在 全 世界 所 占 的 重要 地 位 一 致 的 .此 外 ,如 果 对 这 些 生 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不 子 以 特别 的 重视 ,不 论 在 其 他 国家 取得 什么 样 的 成 功 ， 也 会 丧失 全 世界 绝 大 部 分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比如 ,多样 性 特 丰 国 家 对 各 生物 类 群 的 生存 有 关键 性 作用 : 巴西 \ 扎 伊 尔 ` 马 达 加 斯 

加 ,印度尼西亚 四 国 拥有 全 世界 2/3 的 灵 长 类 ; 墨西哥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和 澳大利亚 分 布 有 
全 世界 1/3 的 爬行 类 ; 巴西 .哥伦比亚 墨西哥. 扎 伊 尔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和 澳大利亚 七 国 具 

有 全 世界 一 半 以 上 的 有 花 植物 ; 巴西 、 扎 伊 尔 .印度尼西亚 三 国 分布 有 全 世界 一 半 以 上 的 热 

带 雨 林 。 表 14 中 列 出 了 哺乳 类 、 马 类 、 疏 行 类 、 两 栖 类 和 凤 蝶 多 样 性 名 列 世 界 前 十 位 的 国家 
(选择 这 些 类 群 是 因为 他 们 是 最 受 人 类 重视 的 生物 类 和 群 , 而 且 人 类 对 他 们 也 了 解 最 多 最 详 

细 ) 。 表 15 一 17 列 出 了 各 主要 热带 区 域 前 十 个 国家 的 多 样 性 ,资料 简介 19 一 25 更 详细 地 描述 

了 巴西 .哥伦比亚 .墨西哥 . 扎 伊 尔 .马达 加 斯 加 ,印度尼西亚 和 澳大利亚 等 七 个 最 重要 的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的 现状 。 

表 14 重要 生物 类 群 物种 数 最 多 的 国家 

名 次 哺乳 类 gS 类 两 栖 类 
1 印度尼西亚:.. (515) 哥伦比亚 ..... CLORV Wee oes = (516) 

Je (449) #BB....... (1701) Rea... ..... (407) 

eee. ..... (428) Bw... Pee (1622) JEMARA..... (358) 

a (409) 印度尼西亚... (1519) BwR....... (282) 

OS (394) JEMBROO. (1447) ED REE PEW... (270) 

a (361) 委内瑞拉 ..... (1275) TER ites 21> (265) 

Re .4 . (359) 玻 利 瓦尔 ....( 十 1250) 秘鲁 ....... (251) 

OS Sa (350) EX RE....0.: (1200) #FRA....-.--- (216) 

ee (311) BRBW....(4+1200) BB..-..-... (205) 

10 ##SEW..... (310) ORs wh ae ke (1195) 委内瑞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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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四 0 四- wD 

_ oO 

* 5/8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有 关 资 料 。 

1# Collins 和 Morris, 1985, 

名 次 

心 局 产 

忆 0 ~ mo 

澳大利亚 . .... (686) 

印度 尼 西 亚 .. (+600) 

ee. se (467) 

Bl OE....... (453) 

哥伦比亚 ..... (383) 

0) 2 eee (345) 

a he (297) 

马来西亚 . ... . (294) 

% W/E AW. . (282) 

2# Davis #, 1986, 

凤 蝶 1# 

印度 尼 西 亚 ....(121) 

de SB A A (99—104) 

Le fee eS (77) 

Po ~ Diy wi te + eet (74) 

Spe gee (68) 

Ti (64) 

Wreia:..o. (59) 
wm of (58—59) 

马来西亚 ....(54 一 56) 
erie Hee eee AN (52) 

FHM (fhit)24 

re: ee (55000) 

哥伦比亚 ..….. (45000) 

Bait Bu dae (27000) 

墨西哥 ......， (25000) 

六 (23000) 

aoe Se (21000) 

Ef BF Je PHY... (20000) 

委内瑞拉 ..…..(20000) 

a ee (20000) 

Ol, OT naa (20000) 

表 15 亚太 地 区 重要 类 群 物种 数 最 多 的 国家 

哺乳 类 

印度 尼 西 亚 ...(515) 

Sa: eee (394) 
Ae (350) 

ee (300) 

马来西亚 ..... (293) 

he ee (276) 

oo (263) 

澳大利亚 ..... (255) 

cy. pa... 4.90 (201) 

6 Ose. . 2.8.) (165) 

Rix 

WMRAAM..... (686) 

Ef BEE PEW. . (>600) 

GL Salata (453) 

马来西亚 ..... (294) 

泰国 /巴布亚 一 

SILA... (282) 

mates ss. (278) 

| (241) 

越南 /菲律宾 ..(212) 

孟加拉 国 ..... (129) 

ke =e (125)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有 关 资 料 。 

1# Collins 和 Morris，1985。 

2# Davis 等 ，1986 。 

RS 类 

印度 尼 西 亚 ...(1519) 

a ae (1200) 

马来西亚 ...( 约 1200) 

Ht “Esl ob abe a (1195) 

| | (967) 

JETAR....-.-- (835) 

Se CRS (800) 

a eK. .... (728) 

巴基斯坦 ..... (612) 

EGR... (541) 

Rl 1+ 

Ef Fe PRU... (121) 

mH of... . (99—104) 

ES 大 C77) 

RS Ey ae ae (68) 

(印度 尼 西 亚 )... 

. (€66—69) 

马来西亚 ... (54—56) 

非 . 律 芝 errsreen (49) 

JBYAm..... Cot 35) 

巴布亚 一 

新 几内亚 了 

SR 有 (35—37) 

两 栖 类 

印度 尼 西 亚 ...(270) 

ft Bl... i a (265) 

WRKAW..... (197) 

巴布亚 二 

MILAM... (183) 

i <e e ee (182) 

HP W..... (171) 
ea SR (101) 

sense... (77) 

i —— 2 (75) 

ae eee (72) 

Fh hit) 2# 

we Sia. a (27000) 

WK Fl... . (23500) 

Ef BF Je PEW. . (20000) 

ree (20000) 

PRM... . (15000) 

Gr’ Be reas as (14500) 

- ae” (11500) 

= Re asts, (11500) 

Sah... .- (8000) 

al Aa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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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丰 多 样 性 的 研究 还 是 一 种 重要 的 媒介 , 已 经 引起 社会 的 广泛 兴趣 ， 有 利于 从 这 些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以 及 国际 组 织 募集 资金 . 特 丰 多 样 性 研究 还 使 这 些 国家 对 自己 生物 遗产 的 重 

要 性 有 了 更 清楚 的 认识 , 并 引 以 为 国家 的 骄傲 。 例 如 , 根据 这 一 研究 , 世界 银行 在 不 忽视 非 

多 样 性 特 丰 国 家 (如 毛里 求 斯 、 博 效 瓦 纳 ) 的 情况 下 , 已 经 加 强 对 巴西 .马达 加 斯 加 等 国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视 。 特 丰 多 样 性 思想 已 经 对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和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WWEF) 等 国 

际 组 织 的 投资 决策 产生 影响 ,他 们 还 特别 将 特 丰 多 样 性 概念 纳入 90 年 代 关 键 性 的 《雨林 紧 

急行 动 计 划 (Rain Forest Imperative Campaign)》， 而 且 已 经 对 巴西 、 墨 西 哥 和 马达 加 斯 加 给 

FART. 

表 16 非洲 地 区 重要 类 群 物种 数 最 多 的 国家 

名 次 哺乳 类 鸟 x 两 栖 类 

和 (409) FLFM....... (1086) FL#M....... (216) 

eh ES ee (311) Bie ee (1046) Mm Aw....... (190) 

3 JHAEW..... CT Ey ta. sss ae (973) BAM mM... (144) 

ED (308) #HAEW...... (969) 坦桑尼亚 ..... (127) | 

5 喀麦隆 ....... (297) We Rw....... (849) JEHAIM...... (96) 

oe) | (279) tRREREW...(827) BAER... ..... (93) 

7 SBhH....... (275) BRAM... s. CF FH95 IRM FE .or. hs (88) 

8  BHAE.-.:.. (274) RB RA ee. (728) RBH / Mm... (86) 

OS ttt: ie B (266). Rae. eeu C725). fe SP ee ee ae ue (80) 

1  ORBRWW... (2569 ma... (7219°/@ EUS, (79) 

名 次 R tx 凤 1# Fh th (fhit) 24 

ih mioe....8.. 2 (281)) FLAS Bee. (4805) RI4E....W.. (21000) 

oe eon. .W.. & (280) We BM........ (39) FLRM...... (10000) 

3 Orme mM...(269) mM R....... (37 一 38) 马达 加 斯 加 ..(10000) 

4~— THREW... (244) eee. (34) #HAW.... (10000) 

RE i (217) &FiK/IE(31—32) BBwB....... (9000) 

Ol See C183). Weer: ci ust COO). UME se aces (7900) 

7 纳米比亚 / ee Oe C27). eS ua we (6750) 

ol eae (166) 

‘)). (ae (158) “geese. (25 一 31) 埃塞俄比亚 ... (6200) 

a Jen am..... (147) 中 非 共 和 国 .(24 一 29) 莫桑比克 ..... (5000) 

0) | 2 ee (143) AM........ (23) "eerie. (4500) 

* 5/8 国际 保护 协会 (CCI) 有 关 资 料 。 

1# Collins 和 Morris, 1985, 

2# Davis , 1986, 

当然 ， 真 正 有 效 的 特 丰 多 样 性 研究 并 不 是 孤立 的 ， 它 只 是 一 种 根据 现实 的 政治 和 经 济 

条 件 确 定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优先 工作 的 方法 .无 论 如 何 ， 它 必须 在 特定 地 区 有 进一步 的 工 

作 ， 以 确定 这 个 国家 或 地 区 最 重要 、 最 优先 保护 的 生态 系统 和 濒危 物种 等 ， 甚 至 于 还 要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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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超越 国界 的 合作 , 如 迁 徒 物种 的 保护 .此 外 需要 再 次 强调 ， 特 丰 多 样 性 保护 并 不 能 代替 
非特 丰 多 样 性 国家 生物 财富 的 保护 ,这 些 国 家 的 保护 工作 同样 在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具 
有 重要 作用 。 

表 17 重要 类 群 物 种 数 最 多 的 新 热带 国家 

名 次 哺乳 类 鸟 “类 两 栖 类 

1 (449) 哥伦比亚 ..... 《TD 本 本 区 和 全 (516) 

@ A MEM. . os (428) ves saor.d.x (1701) BeHKE..... (407) 

| an CAB DFA Tie sake ieee B22). IB, I. Ave one. ane (358) 

ee: a (359) JEMABM..... CT Wh Pa. Gi eee (282) 

5 BARh..... (305) 委内瑞拉 ..... CS 全) BARS as ds (251) 

6 JEMBR..... (280) SAI... (41250) 委内瑞拉....: (197) 

7 KABKH..... C267) MWR xn sas. ORD PO eee (159) 

8 PP HRH....... (255) PR E........ (924) 哥斯达黎加 ...(150) 

Ti (217) B@Be...s.8. (907) Bal #8 HE... (130) 

10 哥斯达黎加 (203) 哥斯达黎加 ....(796) 圭亚那 ....... (100) 

名 次 肘 行 类 凤 蝶 14 FH {hit 24 
ee Ch CULT) ER ie erento tae ©" ae C74? CPU le. cata (55000) 

A! See (467) JEMAR...... (64) 哥伦比亚 ....(45000) 

3) Mreiw..... (383) AeKWW...... (59) Bwa®...... (25000) 

4> JERSR..... (345) H@....... (58-59) BAST. ... (20000) 

ee (297) PRy..... (57—58) OH........ (20000) 

eerie... . C246) PAR os cee (52) JEMAAR.... (15000) 

7 BMRB M... (218) RAR... (43-44) RAM... (15000) 

ae A 台 ve (212) Pa HRRE..... (36—37) 阿根廷 ......， (8500) 

9 ”阿根廷 / 委内瑞拉 ...(35 一 39) 哥斯达黎加 ...(8000) 

危地马拉 (204) 

10 三 玻 利 瓦尔 .. .… . (180) 圭亚那 /苏里南 Sy as ete (7750) 

RE Sie (30—31) 

* 5/8 国际 保护 协会 (CU 有 关 资 料 。 

1# Collins 和 Morris ，1985 。 

2# Davis 等 ，1986 。 

(2) 重要 热带 荒芜 区 

随 着 社会 发 展 , 大 面积 的 热带 荒芜 区 越 来 越 少 。 简 言 之 , 世界 上 仅 有 几 个 地 区 还 残存 
大 片 的 原始 森林 , 这些 地 区 人 口 稀 少 , 很 少 或 几乎 没有 经 济 发 展 的 压力 ， 有 可 能 保持 目前 

的 自然 状况 进入 下 个 世纪 (图 6) 正如 第 三 章 提 到 的 , 大 多 数 现存 的 自然 栖息 地 被 广阔 的 退 
化 土地 ,农田 \ 牧 场 或 城市 发 展 包围 形成 “森林 岛屿 ”， 他 们 只 有 受到 法 律 保护 才 可 能 保持 自 
然 状态 进入 下 个 世纪 。 这 些 曾 经 分 布 大 片 森林 的 小 区 域 需要 得 到 有 效 的 管理 , 才能 保证 他 

们 保护 的 物种 不 会 消失 .事实 上 这 意味 着 人 类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控制 着 这 个 地 区 的 进化 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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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19 澳大利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澳大利亚 地 区 除 澳 洲 大 陆 外 , 还 包括 新 玫 内 亚 及 邻近 岛屿 ， 统 属 世 界 八大 生物 

地 理 区 之 一 的 澳洲 界 。 由 于 长 期 的 地 理 隔离 ,澳大利亚 形 成 了 独特 的 动 植物 区 系 ， 具 

有 高 度 的 特有 分 布 现 象 .澳大利亚 面积 7682300 平 方 公 里 (Times，1988) 拥有 
16820000 A. (PRB, 1989), 

澳大利亚 是 最 干旱 的 大 陆 , 大 部 分 属于 干旱 区 , 但 从 大 堡礁 (Great Barrier Reaf) 

到 东北 部 的 热带 雨林 , 却 具 有 相当 高 的 栖息 地 多 样 性 .澳大利亚 有 686 种 爬行 动物 ， 

BAA; 23000 种 有 花 植物 ， 居 世界 第 五 位 ;197 种 两 栖 动物 ， 居 世界 第 十 位 。 

但 更 独特 的 还 是 占 很 大 比例 的 物种 仅 分 布 于 澳大利亚 ; 而 且 还 有 众多 的 特有 科 或 属 。 

有 七 科 哺 乳 动物 ,如 鸭 嘴 兽 、 考 拉 等 ; 四 科 乌 类 和 十 二 科 有 花 植 物 仅 分 布 于 该 地 区 ， 

远 远 超过 其 它 地 区 的 特有 科 数 量 。 就 属 而 论 ， 有 40%% 的 乌 类 ,37%% 的 哺乳 动物 是 特有 

的 ; 就 种 而 言 ， 陆 生 关 椎 动物 和 有 花 植 物 特 有 种 占 总 种 数 的 81%% ,正好 与 马达 加 斯 加 

相同 。 

位 于 澳大利亚 最 北端 的 昆士兰 州 北部 , 被 认为 是 发 达 国 家 中 的 两 个 正 遭 受 威胁 
的 “热点 "之 一 。 近 50 年 来 , 已 有 半数 热带 雨林 在 这 个 物种 丰富 的 环境 中 消失 ,而 且 他 
们 的 生存 现在 仍 受到 林业 采伐 的 威胁 .世界 上 最 大 的 珊瑚 礁 群 一 -大 堡礁 就 位 于 这 片 

森林 的 东部 和 东西 部 海岸 ， 这 个 珊瑚 礁 群 具有 全 世界 种 类 最 繁多 的 海洋 生物 .尽管 当 
地 旅游 业 不 断 发 展 , 但 大 多 数 地 区 仍然 保持 着 原始 风 瑶 ， 因 此 管理 良好 的 旅游 业 , 只 
会 对 环境 产生 最 低 限 度 的 影响 。 

世界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将 95 种 澳大利亚 将 椎 动物 列 为 受到 不 同 程度 威胁 
的 物种 ， 受 威胁 最 严重 的 首 推 哺乳 动物 ， 共 有 32 种 被 列 为 濒危 动物 .这 一 数字 不 包括 
16 种 由 于 人 类 定居 和 物种 引进 的 影 向 在 历史 时 期 已 经 灭绝 的 物种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D)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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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20 巴西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巴西 面积 8511965 平 方 公 里 (Timnes，1988) ,人口 147393000(PRB ,1989) ,是 全 世 

界 物种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国家 .许多 生物 类 群 的 多 样 性 在 世界 上 名 列 榜 首 ,， 其 中 灵 长 类 

55 种 , 占 全 世界 的 14%; 两 栖 类 516 种 , 陆 生 兰 椎 动物 3000 种 ,包括 310 种 濒危 物 

种 ; 55000 HA ED. 占 全 世界 的 22% ;淡水 鱼 3000 种 以 上 , 是 其 它 国家 的 三 倍 以 

LE; 估计 有 1000 一 1500 万 种 昆虫 ,其 中 大 多 数 在 科学 上 尚 无 记载 .如 果 说 巴西 还 算 不 
上 生物 多 样 性 最 最 丰富 的 国家 ,， 那 也 相差 无 几 : 疏 行 类 多 样 性 占 世界 第 四 位 (467 

种 )， 乌 类 占 第 三 位 (1622 种 )， 棕 榈 占 第 二 位 (387 种 )， 兽 类 占 第 十 位 (428 种 ) 此外， 
巴西 还 有 世界 上 最 集中 的 热带 雨林 , 面积 达 357 百 万 公顷 , 占 全 世界 热带 森林 面积 的 

30%, 面积 位 于 世界 首位 , 超过 居 第 二 位 的 印度 尼 西 亚 三 倍 以 上 , 超过 南美 洲 和 中 美 

PAA, 亚洲 和 非洲 热带 森林 总 和 ; 以 森林 总 面积 计 ， 巴 西 仅 次 于 苏联 。 

亚 马 孙 森 林 的 绝 大 部 分 (62%%) 位 于 巴西 境内 , 占 巴 西 土 地 面积 的 42% ,形成 世 

界 上 同一 国度 内 面积 最 大 的 成 片 森林 ， 其 中 约 80% 的 森林 仍然 保持 原状 ， 但 过 去 十 
年 里 ， 有 些 地 区 ( 朗 多 利 亚 , 帕 拉 南 部 ) 和 森林 破坏 相当 严重 ,而 且 已 经 没有 恢复 的 希望 。 
例如 , 仅 1987 年 佑 计 就 有 800 万 公顷 原始 森林 被 彻底 破坏 (根据 巴西 专家 的 卫星 琐 

感 照片 分 析 ) .巴西 东部 的 大 西洋 森林 地 区 从 北里 奥 格 兰 德 州 和 东北 部 的 塞 阿拉 州 延 
伸 至 巴西 最 南端 的 南里 奥 格 兰 德州 ,形成 一 条 狭长 的 连续 森林 带 , 面积 曾经 达到 100 

一 120 百 万 公顷 , 占 国土 面积 的 12% 。 但 是 这 一 地 区 是 巴西 最 早 的 殖民 区 , 现在 是 全 

国 最 主要 的 农业 区 和 工业 中 心 ， 和 森林 已 被 大 量 砍伐 ， 原 始 森 林 仅 残存 1 一 5%% 。 

马 托 格 罗 勃 州 和 南 马 托 格 罗 过 州 的 潘 塔 纳 尔 地 区 是 一 片 广阔 的 低地 沼泽 地 ,位 
于 巴西 大 陆 中 部 , 是 整个 南美 最 独特 .最 著名 的 野生 动物 集中 区 .尽管 这 个 地 区 仍 大 

DR RR, 但 该 地 区 已 经 受到 日 益 严 重 的 各 种 威胁 ,如 各 种 污染 .采矿 \、 上 游 森 林 
消失 引起 的 盐 碱 化 .过 度 捕 捞 、 偷 猎 、 错 误 的 发 展 规划 等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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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21 哥伦比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无 限制 的 人 口 增长 ( 约 31192000,PRB ,1989) MAK 

资源 开发 所 带 来 的 威胁 , 使 哥伦比亚 成 为 全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最 优先 的 地 区 .以 单 

位 面积 内 的 物种 数 计 , 哥伦比亚 是 全 世界 物种 最 丰富 的 国家 之 一 , 仅 次 于 巴西 。 

哥伦比亚 国土 面积 1138915 平方 公里 (Times，1988)， 仅 占 世 界 陆地 面积 的 0. 
77% , 却 分 布 有 约 占 全 世界 10% 的 陆 生动 植物 物种 .哥伦比亚 有 45000 一 50000 种 高 等 
植物 ,几乎 与 面积 七 倍 于 它 的 巴西 相同 ;非洲 整个 撤 哈 拉 周围 地 区 也 仅 有 30000 种 植 
物 。 哥 伦比 亚 有 3500 种 兰 科 植物 , 占 世 界 总 数 的 15% ,名 列 世 界 榜首 ; 分 布 有 占 世 界 
总 数 20% 的 1721 种 鸟 类 ,种 数 超过 任何 国家 。 哥 伦比 亚 的 陆 生 兰 椎 动物 有 2890 种 ， 
占 世 界 第 三 位 有 27 种 热带 灵 长 类 , 占 世 界 总 数 的 五 分 之 一 。 随 着 开展 深入 的 研究 ， 
哥伦比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尤其 是 在 无 冰 椎 动物 和 植物 ) 无 疑 会 有 更 详尽 的 记录 。 

除了 纯 生 物 的 多 样 性 外 , 哥伦比亚 还 栖 居 有 许多 土著 部 落 ,他们 仍 以 自然 植物 

作 药 物 或 其 它 用 途 。. 世 界 各 地 许多 工业 国家 使 用 的 原材料 都 源 自 南 美的 重要 经 济 植 

物 。 人 种 植物 学 (ethobotcnical) 的 研究 指出 ,哥伦比亚 土著 居民 应 用 这 些 植物 的 知识 

和 经 验 , 尽管 尚未 发 掘 整理 , 但 有 可 能 在 开发 药 用 和 工业 用 植物 方面 提供 难以 估价 
Ay EH YER (Plotkin, ，1988) 。 

哥伦比亚 丰富 的 物种 多 样 性 和 多 类 群 特有 分 布 ( 如 植物 、 两 栖 类 ) 主 要 是 由 于 哥 

伦比 亚 位 于 连接 南北 美洲 的 地 理 “ 桥 梁 ?” 位 置 上 ， 又 具有 降水 丰富 (可 可 地 区 年 降水 量 

高 达 13 米 , 占 世 界 首位 ) 和 多 山 的 特点 (三 条 安 迪 山脉 海拔 将 近 6000 K) 。 由 于 海拔 高 

度 和 气候 的 作用 ， 沿 这些 山 脉 形成 了 众多 具有 独特 动 植物 区 系 的 复杂 多 变 的 小 生境 。 

除 安第斯 山脉 (the Andes) 高 海拔 的 巴 拉 莫 (南美 赤道 高 山 寒冷 旱 生 植被 ,paramos)、 

超 帕 拉 莫 (super 一 paramos)、 常 绿林 和 云雾 林 (Cloud forest) 等 栖息 地 类 型 外 , 哥 伦 比 

亚 还 有 丰富 多 样 的 低地 栖息 地 ,包括 瓜 希拉 (Guajira) 半 岛 干 旱 沙漠 、 漫 长 的 海岸 线 . 大 

西洋 和 太平 洋 沿 岸 的 美洲 红 树林 、 原 始 珊瑚 礁 、 岛 屿 环境 、 亚 马 孙 和 森林 和 广阔 的 东部 稀 

树 草 原 (the Mano, 亚 诺 群 落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料 



资料 简介 “22 

印度 尼 西 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由 于 具有 独特 的 生物 地 理 位 置 和 丰富 的 热带 雨林 ,印度 尼 西 亚 几 乎 在 亚洲 所 有 
动 植物 类 群 中 变化 最 丰富 ， 有 些 类 群 名 列 或 几乎 名 列 世界 榜首 。 印 度 尼 西亚 是 连接 东 
洋 界 和 澳洲 界 两 大 生物 地 理 界 以 及 许多 动 植物 地 理 省 的 “桥梁 ”， 东 洋 界 和 澳洲 界 的 
过 度 区 华 伦 线 (wallace) 就 位 于 印度 尼 西 亚 境内 。 在 华 伦 过 度 区 中 分 布 有 大 量 特有 物 

种 .在 印度 尼 西 亚 114 万 平方 公里 的 茂密 森林 中 ,生存 有 比 任何 一 个 亚洲 和 非洲 国家 都 
多 的 热带 森林 ,在 全 世界 仅 次 于 巴西 印度尼西亚 的 森林 面积 是 亚洲 森林 第 二 丰富 国 
家 的 两 倍 以 上 。 

在 印度 尼 西 亚 物 种 丰富 的 森林 中 ,分 布 有 世界 上 最 多 样 化 的 棕榈 类 物种 ,以 及 大 
约 20000 种 有 花 植 物 . 许 多 在 世界 各 国 具 有 重要 经 济 价值 的 植物 都 发 源 于 印度 尼 西 亚 ， 

如 柑橘 、 黑 胡椒 和 甘蔗 等 。 

印度 尼 西 亚 还 有 丰富 的 动物 区 系 , 包 括 全 世界 的 哺乳 动物 多 样 性 (共有 515 种 ,其 

F360 eA PH s KS RAR CS GAA AS FESO FH, 40% EA MD 5 0 et HE 
ERAS WBE SA, 1515F SABHA 126 FH ls BOD s A121 RRR 44 1 FE EE 
西亚 特有 种 ;有 33 种 灵 长 类 ,其 中 18 种 是 特有 种 ,在 亚洲 名 列 第 一 。 

印度 尼 西 亚 面 积 1919445 平 方 公里 (Times，1988), 包括 13000 余 座 岛 贴 ;印度 尼 

西亚 海域 远 远 超 过 其 陆地 地 面积 ， 尚 未 深入 研究 的 海洋 动物 区 系 必 然 包含 着 全 世界 

最 丰富 的 多 样 性 .印度 尼 西 亚 拥 有 印度 洋 一 太平 洋 地 区 最 广阔 的 珊瑚 礁 群 以 及 热带 国 

家 最 长 的 海岸 带 ( 约 550 万 公顷 ) .印度 尼 西 亚 有 记录 的 海洋 鱼 类 约 有 7000 余 种 。 最 近 

在 桑 卡 旺 (Sangkarang ) 群 岛 的 一 次 小 范围 调查 发 现 有 262 种 硬 珊瑚 Chard corals ) ， 远 

远 超 过 印度 一 一 太平 洋 地 区 的 其 它 海域 。 

印度 尼 西 亚 人 口 184583500 (PRB ,1989)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家 中 人 口 最 多 的 

ie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107 



资料 简介 “23 马达 加 斯 加 的 生物 多 样 性 

马达 加 斯 加 面积 仅 有 594180 平 方 公里 (Times，1988), 但 这 片 小 小 的 陆地 却 分 布 
有 许多 仅见 于 该 地 区 的 独特 物种 .马达 加 斯 加 距 非洲 东海 着 仅 400 公 里 ， 但 与 非洲 大 

陆 已 经 隔离 了 近 两 亿 年 长 期 隔离 使 马达 加 斯 加 成 为 一 个 奇特 的 “进化 试验 场 "一 一 一 
个 循 着 完全 不 同 于 其 它 地 区 演化 方向 进化 的 生物 宝库 ， 具 有 有 异常 丰富 的 特有 物种 ， 

马达 加 斯 加 独特 的 自然 地 理 位 置 和 气候 使 某 些 生物 类 群 具 有 极 高 的 物种 多 样 性 ， 马 
达 加 斯 加 是 全 世界 灵 长 类 特有 种 分 布 最 集中 的 地 区 ,分布 在 马达 加 斯 加 的 5 科 30 种 灵 

长 类 中 有 4 科 28 种 是 该 岛 特有 的 ,马达 加 斯 加 的 9 种 食肉 类 有 8 种 ，30 种 无 尾 狂 中 有 29 

种 ,269 种 爬行 类 中 有 237 FH, 144 种 两 栖 类 中 有 142 种 ，133 种 棕榈 中 有 128 种 是 特 
有 的 .马达加斯加 鸟 类 特有 种 比 其 它 类 群 少 (150 种 鸟 类 中 有 106 种 是 特有 种 但 也 包 
括 三 个 特有 科 , 仅 澳大利亚 可 与 之 媲美 .马达 加 斯 加 有 7900 种 有 花 植 物 , 占 非 洲 总 数 

的 20%， 其 中 80% 为 特有 种 ,包括 五 个 特有 科 。 马 达 加 斯 加 面积 仅 为 非洲 的 1. 9% » 但 
其 兰花 种 类 多 于 整个 非洲 大 陆 。 

马达 加 斯 加 现存 森林 生态 系统 分 为 三 大 类 ,南部 具 刺 荒漠 ,西部 干旱 落叶 林 和 东 
部 热带 雨林 .每 种 生态 系统 都 有 自己 独特 的 物种 组 成 和 高 度 的 特有 分 布 现 象 。 例 如 ， 

南部 具 刺 荒漠 中 48 久 的 植物 属 和 95 党 的 种 不 仅 是 马达 加 斯 加 ,而 且 是 这 个 小 区 域 所 特 
有 的 。 

马达 加 斯 加 独特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正 遭 受 严重 威胁 ,中 部 平原 生存 过 的 许多 物 

种 已 经 灭绝 , 中 部 平原 本 身 也 已 经 毁灭 列 尽 ,其 他 生态 系统 的 状况 也 表明 必须 尽快 

采取 措施 加 以 保护 .马达 加 斯 加 至 少 有 80%% 甚 至 于 90%% 的 森林 已 经 消失 , 剩余 森林 还 

在 不 断 被 砍伐 用 作 燃 料 或 进行 原始 垦荒 。 在 这 个 物种 如 此 丰富 的 狭小 地 区 ， 和 森林 消失 

或 其 他 环境 因素 的 恶化 必然 会 毁灭 当地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大 约 在 1500 一 2000 ERT, A 

类 来 到 马达 加 斯 加 以 后 ， 人 类 对 环境 的 改变 已 经 引起 矮 河 马 、Ardvark GE). APM 

猴 属 、 巨 象 鸟 和 两 种 巨 龟 灭绝 .马达 加 斯 加 的 人 口 每 年 递增 3.1%， 现 在 大 口 已 达到 

11602000 (PRB，1989) ,已 经 成 为 当地 自然 环境 的 沉重 负担 .如 果 人 口 增长 仍 不 受到 

控制 ， 更 多 的 珍奇 生物 还 会 彻底 消失 。 

为 加 强 保护 ,一 个 称 为 《马达 加 斯 加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行动 计划 ?的 保护 策略 已 经 

制订 出 来 ， 世界 银行 和 美国 国际 开发 署 已 经 共同 致力 于 保护 马达 加 斯 加 独特 的 自然 

遗产 。 

注 : Ardvark 暂 无 中 文 译 名 

引 自 :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资料 简介 ”24 墨西哥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墨西哥 的 面积 为 1972545 平方 公里 (Times，1988)， 人 口 8674 万 (PRB 1989), 

墨西哥 拥有 全 世界 最 高 的 疏 行 动物 多 样 性 (包括 717 种 ,其 中 特有 种 占 53% ); 哺乳 
动物 449 种 , 特有 种 占 33% , 仅 次 于 印度 尼 西 亚 ; 两 栖 类 282 种 , HAA 68%, & 
样 性 占 世界 第 四 位 .墨西哥 有 鸟 类 1010 种 ， 多 于 美和 加 拿 大 总 和 的 30%, 是 该 地 区 
许多 迁徙 鸟 类 最 重要 的 越冬 区 .例如 : 每 年 有 51% 的 北美 迁徙 鸟 类 在 墨西哥 栖 居 6 一 9 
个 月 .其 它 迁 徙 物种 ,如 蝴蝶 鱼 类 、 鲸 .蝙蝠 和 龟 类 等 也 是 这 种 国际 共有 资源 的 良好 例 
子 。 

墨西哥 的 植物 区 系 也 极 富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特有 物种 , 包括 有 花 植物 2000 个 属 ， 有 

记录 的 物种 达 22000 种 ， 估 计 尚 有 30000 种 尚 无 记录 , 约 有 15% 的 植物 属 和 50 一 60 斩 

的 物种 是 特有 的 。 这 些 特有 种 包括 占 世 界 总 数 50% 的 豆 科 植物 ,82%% 的 龙 舌 兰 属 植物 ， 
88% 的 鼠 尾 草 属 植物 ，75%% 的 黄 苓 属 植物 ， 其 中 许多 物种 具有 重要 药 用 价值 (比如 ， 

FAT ETE BIG)» 这 仅 是 少数 几 个 例子 。 

墨西哥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由 于 墨西哥 具有 巨大 的 环境 变异 .变化 多 端的 生态 
区 、 复 杂 的 地 形 、 土 壤 和 和 气候 变异 .地 质变 化 和 独特 的 地 理 位 置 . 与 印度 尼 西 亚 相 似 ， 

墨西哥 是 连接 新 北 界 和 新 热带 界 两 大 生物 地 理 区 的 桥梁 ,有 利于 北方 和 热带 间 的 物种 
交换 大 量 相互 交 流 的 物种 构成 了 当地 具有 国际 性 重要 意义 的 独特 的 多 样 性 系统 。 

墨西哥 境内 还 有 包括 太平 洋 和 大 西洋 海岸 的 重要 海洋 栖息 地 .分隔 巴 加 (Baja) 半 

岛 和 墨西哥 大 陆 的 科 尔 特 斯 海 (Sea of Cortes) 是 瓜 德 罗 普 海豹 (4retocezja1zus 

tobmsendzi) 的 唯一 繁殖 地 ， 分 布 有 刚 发 现 不 久 的 特有 海豚 (Phocoena sinus) 。 

为 发 展 农业 和 畜牧 业 而 进行 的 土地 开发 是 对 墨西哥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威胁 . 墨 西 
哥 现 存 的 自然 栖息 地 已 不 足 40% 。 由 于 美国 对 鸟 类 和 仙人 掌 科 植物 的 大 量 需 求 ， 合 法 
与 非法 的 野生 生物 贸易 非常 活跃 。 值 得 欣慰 的 是 ,尽管 墨西哥 的 生态 环境 受到 多 种 威 
胁 ， 人们 的 保护 意识 已 越 来 越 浓 ， 而 且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专业 人 员 从 事 保 护 工作 , 他们 中 
许多 人 具有 良好 的 自然 科学 基础 ， 有 能 力 领 导 全 国 自然 遗产 的 保护 工作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T)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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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25 扎 伊 尔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扎 伊 尔 是 非洲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最 重要 的 国家 之 一 , 在 非洲 国家 中 兰 椎 动物 种 类 

最 多 。 扎 伊 尔 实际 上 是 非洲 大 陆 唯 一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特 丰 国 家 ， 具 有 现存 的 最 重要 的 热 

带 森 林 荒 芜 区 . 扎 伊 尔 自 然 资 源 丰 富 ， 如 矿产 资源 。 友 密 的 热带 雨林 位 居 世 界 第 三 位 。 

扎 伊 尔 面积 2345410 平 方 公里 (Timnes，1988) ,人口 34853000 (PRB，1989)， 境 内 有 

世界 第 二 大 河流 一 一 扎 伊 尔 河 ,世界 第 二 深 的 湖 一 一 坦 葛 尼 喀 湖 ， 以 及 最 大 的 热带 森 

林 公 园 一 一 萨 隆 亚 (Salonga) 国 家 公园 。 

”与 新 热带 界 和 东洋 界 比 较 ， 旧 热带 界 总 种 数 较 少 , 但 扎 伊 尔 仍 是 世界 上 物种 最 

丰富 的 国家 之 一 。 扎 伊 尔 有 哺乳 动物 409 种 ， 名 列 世界 第 四 位 ,淡水 鱼 类 占 世 界 第 二 
位 ， 其 中 70%% 为 特有 种 。 在 非洲 地 区 , 扎 伊 尔 种 类 最 丰富 的 哺乳 类 动物 ， 灵 长 类 (27 一 

32 种 )、 乌 类 (1086 种 )\ 两 栖 动物 (216 种 )` 鱼 类 和 凤 蝶 (48 种 )， 较 其 它 任 何 国家 都 多 ; 
植物 多 样 性 (11000 种 ), 仅 次 于 南非 。 随 着 调查 的 深入 ， 这 个 数量 肯定 还 会 增加 。 

E> Ak, 扎 伊 尔 人 口 稀 少 ,森林 采伐 率 极 低 ( 每 年 0. 15 一 0. 5% ) EFL EF AR AT AR 
林 及 其 野生 动物 的 环境 压力 保持 在 最 低 限度 但 是 扎 伊 尔 的 非法 狩猎 相当 严重 ， 如 非 
洲 象 目前 就 面临 这 种 情况 . 扎 伊 尔 有 最 大 的 非洲 国家 森林 和 沙漠 种 群 ， 数 年 来 ,一 直 
eB Feit» HH ATHY AE FF Bil Ee HERR 

扎 伊 尔 广 阔 的 原始 非洲 热带 雨林 值得 受到 特别 保护 。 例 入 IUCN 濒危 动物 名 录 

的 36 种 中 扎 伊 尔 哺 乳 动物 有 28 种 ，28 种 鸟 类 中 有 18 种 栖 居 在 这 些 和 森林 中 。 许 多 世 

界 上 独特 的 旧 和 森林 遗迹 保护 区 以 及 其 中 一 些 “ 活 化 石 ? 生 物 也 分 布 在 扎 伊 尔 东部 。 在 这 
些 活 化 石 中 ,野生 动物 包括 霍 加 狼 (Okazia g ohnstoni) . 大 猩猩 (Gorzla gorilla bering ei) 

与 人 类 亲缘 关系 很 近 的 黑猩猩 (Pa paxiscxs) 也 仅 分 布 在 扎 伊 尔 中 部 森林 。 

随 着 全 球 资源 不 断 减 少 ， 人 类 的 商业 和 其 它 生存 活动 早晚 也 会 进入 这 些 具 有 丰 

富 木材 矿产 和 动物 资源 但 尚未 开发 的 边远 地 区 .。 扎 伊 尔 是 世界 上 现存 有 热带 雨林 的 
少数 地 区 之 一 ， 这 些 森 林 几 乎 还 没有 受到 人 类 活动 影响 ,遭受 严重 威胁 .但 是 仍然 需 
要 采取 适当 措施 ,以 保证 扎 伊 尔 丰富 的 、 独 特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能 够 保存 下 来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D)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资料 简介 ”26 BSA isk 

南 圭亚那 : 
包括 圭亚那 和 苏里南 两 国 南 部 ,以 及 圭亚那 法 属 区 。 苏 里 南 是 其 中 最 重要 的 地 

K, A 397000 (PRB, 1989), 土地 面积 163820 平方 公里 (Times ,1989) 95%HWA 

口 沿 海岸 栖 居 ， 而 占 总 面积 80%% 的 内 陆 区 仅 有 少量 印第安 人 和 丛林 黑人 (Bush ne- 

groes) 居 住 . 苏 里 南 已 经 有 一 套 非常 有 效 的 自然 保护 系统 , 维持 和 发 展 仅 需要 最 底 限 
度 的 投资 , 而且 为 期 五 年 的 (苏里南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行动 计划 ;) 也 已 经 制订 出 来 (Mal- 
one 等 ，1990) 。 

南 委 内 瑞 拉 : 
位 于 奥 里 诺 科 河 (the Orinosco) 流 域 的 委内瑞拉 也 是 一 个 重要 的 热带 荒芜 区 , 广 

大 的 地 区 只 稀 玻 地 分 布 有 几 个 印第安 人 部 落 . 这 片 荒芜 区 包括 大 面积 未 受 人 类 影响 的 
热带 雨林 以 及 一 部 分 沙漠 。 多 山 的 特点 使 得 区 内 建筑 公路 异常 困难 .事实 上 曾经 有 人 
试图 在 该 地 区 殖民 , 但 最 终 失败 .委内瑞拉 政府 近期 内 可 能 也 没有 开发 这 一 区 域 的 计 
划 。 南 美 最 大 的 保护 区 一 一 卡 耐 马 (Canaima) 国 家 公园 (300 万 公顷 ) 也 位 于 该 地 区 。 

巴西 亚 马 孙 流域 最 北 段 
与 圭亚那 和 南 委内瑞拉 毗邻 的 亚 马 孙 河流 域 巴西 部 分 也 主要 保持 原始 状态 ， 该 

地 区 包括 阿 马 帕 州 \. 亚 马 孙 州 和 罗 赖 马 州 的 最 北部 .但 是 这 一 地 区 能 够 保持 多 长 时 间 
不 受 人 类 干扰 , 还 很 难 预计 .曾经 于 70 年 代 放 弃 的 该 地 区 筑 路 计划 又 正在 酝酿 中 。 

位 于 巴西 哥伦比亚. 尼 瓜 多 尔 、 秘 鲁 和 玻 利 瓦 尔 的 西亚 马 孙 低 地 : 
亚 马 孙 河上 游 的 广大 地 区 仍 分 布 有 广阔 的 原始 热带 雨林 。 在 殖民 者 经 阿 克 里 和 罗 

得 里 亚 越过 安 迪 斯 山 脉 进 入 巴西 南部 和 东北 部 时 , 这 片 地 区 就 已 经 不 可 能 保持 原始 
状况 .不 过 就 目前 而 言 ， 许 多 地 区 仍 被 认为 是 主要 荒 范 区 。 

LF RBH PR MEU RARE: 

这 些 地 区 位 于 非洲 赤道 附近 ,， 较 少 受 人 类 和 干扰， 人口 密 度 极 低 。 比 如 ,加 莲 面 积 
达 267165000 平方 公里 〈Times ，1989)， 而 人 口 只 有 110 万 (PRB ,1989)， 人 口 密 度 

与 苏里南 相当 。 扎 伊 尔 中 部 和 刚果 共和 国 也 有 人 口 密 度 极 低 的 大 面 森 林 (IU CN， 
1989) 。 

新 几内亚 岛 ( 包 括 巴 布 亚 新 几内亚 和 伊里 安 察 亚 ) : 
新 几内亚 整个 岛屿 尚未 遭 到 现代 生活 方式 的 破坏 ， 该 咏 的 印度 部 分 伊里 安 察 亚 

面积 达 345670 平 方 公里 ,而 人 口 仅 有 140 万 (Times，1988; 而 位 于 东部 属于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的 部 分 , 面积 达 462840 平方 公里 (Times，1988) ,人 口 390 万 (PRB ，1989) 。 尽 
管 试图 促使 未 哇 人 移居 到 伊里 安 察 亚 的 大 规模 移民 计划 以 及 巴布亚 新 几内亚 的 发 展 
变化 威胁 到 这 些 地 区 , 但 该 岛 仍然 保持 着 亚洲 太平 洋 地 区 最 大 片 的 成 熟 热带 雨林 。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D) 1989 年 未 发 表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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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在 这 些 现存 的 小 面积 热带 荒芜 区 中 ( 见 资料 简介 26)， 情况 不 同 ， 由 于 种 种 原因 ， 
这 些 地 区 变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这些 地 区 是 : 

“在 人 类 影响 很 少 的 条 件 下 继续 重要 进化 过 程 的 最 后 地 区 (尽管 面临 着 日 益 增长 的 环境 
污染 和 和 气候 变化 的 威胁 ); 

“在 人 类 影响 很 少 的 条 件 下 继续 重要 进化 过 程 的 最 后 地 区 (尽管 面临 着 日 益 增 长 的 环境 
污染 和 气候 变化 的 威胁 ); 

“衡量 人 工 管 理 生 态 系 统一 一 和 森林 怠 屿 ”成功 与 否 的 对 照 ;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宝库 , 使 各 种 动 植物 种 的 大 量 个 体能 够 生存 下 来 ; 
“对 维持 当地 甚至 于 全 球 的 气候 起 关键 性 作用 ， 

“是 热带 原始 土著 部 落 继续 按 传统 生活 方式 生存 的 最 后 地 区 ; 

“在 这 个 日 益 变 得 过 分 拥挤 和 城市 化 的 星球 上 ,具有 日 益 增 长 的 美学 .意识 和 科学 价 
值 。 

很 明显 , 目前 这 些 地 区 还 没有 受到 特别 关注 的 急迫 需要 , 也 不 需要 类 似 更 危险 地 区 所 
需 的 紧急 贷款 , 但 是 不 容 忽视 有幸 拥 有 这 些 地 区 的 国家 应 当 确 信 自 然 赋 予 这 些 地 区 的 价 
值 , 支持 和 维护 他 们 ,作为 对 未 来 的 一 种 投资 。 

ALP Ee 

引 自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1990 。 

6 主要 热带 荒芜 区 

3. 生物 多 样 性 突出 的 地 点 之 一 
(1) 非洲 濒危 乌 类 的 栖息 地 

Collar 和 Stuart(1985) 在 非洲 及 其 邻近 岛屿 濒危 鸟 类 的 研究 中 , 特别 注意 到 出 现 多 种 
濒危 鸟 类 的 地 区 ， 他 们 认为 拯救 这 些 物 种 的 工作 实际 上 也 是 拯救 整个 生态 系统 工作 的 一 部 
分 .他 们 确定 了 对 濒危 鸟 类 有 决定 性 意义 的 五 个 地 区 : 西非 的 上 几内亚 热带 雨林 ; 位 于 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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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隆 及 邻近 地 区 、 尼 日 利 亚 、 加 蓬 .赤道 几 内 亚 的 山区 和 附近 的 低地 森林 ; 阿尔 伯 丁 裂 谷 及 

其 邻近 地 区 森林 ; 向 南 延 伸 至 津巴布韦 东部 高 地 的 东非 海岸 和 山区 的 残 遗 森林、 安哥拉 惹 

崖 小 片 森林 。 

通过 深入 研究 ,他 们 还 确定 了 非洲 马达 加 斯 加 及 邻近 岛屿 对 濒危 鸟 类 保护 最 重要 的 特 

定 森 林 (Collar 和 Stuart 1989,， 见 图 7) 。 这 些 被 认为 “重要 ”的 森林 具备 以 下 特征 之 一 : 

“分 布 有 或 曾经 分 布 有 至 少 一 种 濒危 物种 ; 

*“ 仅 分 布 有 一 种 濒危 物种 , 但 该 物种 是 当地 特有 种 ,或 者 仅见 于 很 少 几 个 其 他 不 太 重 

要 的 地 区 ; 

“分 布 有 一 种 濒危 物种 以 及 至 少 一 种 接近 濒危 的 物种 。 

根据 《红皮书 ?的 乌 类 物种 等 级 为 基础 ， 可 建立 一 种 五 级 评分 制 来 综合 评价 一 个 地 区 的 
重要 性 .指定 分 布 有 一 种 濒危 物种 为 五 分 , 分 布 有 一 种 接近 濒危 的 物种 为 一 分 ， 如 果 某 物 

种 为 该 地 区 或 森林 的 特有 种 ,而 且 能 够 有 效 实现 保护 目的 , 则 给 予 加 倍 的 分 数 。 对 更 高 级 
的 分 类 单位 (如 特有 属 或 科 ) 不 子 加 权 ， 和 否则 有 可 能 大 大 增加 岛屿 森林 的 重要 程度 。 

根据 以 上 评分 体制 ,他 们 确定 了 总 共 75 片 对 濒危 马 类 保护 有 重要 作用 的 森林 .Collar 和 
Stuart(1988) 指 出 ， 如果 对 其 他 森林 有 更 深入 的 了 解 ， 他 们 也 完全 有 可 能 符合 这 一 标准 ; 但 

是 在 没有 考虑 肴 椎 动物 其 他 纲 濒危 物 种 的 情况 下 , 在 实践 中 乌 类 是 显示 各 地 生物 多 样 性 
(尤其 是 在 特有 种 方面 ) 的 有 效 依据 .这 75 片 森林 并 不 代表 非洲 需要 保护 的 最 小 范围 ,但 他 

们 无 疑 是 这 个 最 小 范围 的 一 部 分 .国际 乌 类 保护 理事 会 (ICBP) 仍 在 致力 于 确定 全 世界 对 乌 
类 至 关 重 要 的 地 区 ， 并 结合 物种 保护 专家 组 的 工作 , 确定 对 其 他 类 群 最 优先 的 地 区 ,这 一 
工作 完全 有 可 能 确定 对 世界 性 关键 物种 具有 最 重要 意义 的 地 区 。 

(2) 植 物 

植物 物种 的 保护 需要 与 管理 动物 物种 略微 不 同 的 方法 .植物 与 动物 有 以 下 五 个 方面 的 

差异 : 

“寿命 长 : 或 者 是 寿命 很 长 的 多 年 生 植 物 ， 如 树木 的 正常 寿命 远 远 长 于 哺乳 动物 ;或 者 

是 一 年 生 或 其 他 短 寿命 植物 种 , 但 其 种 子 能 够 在 地 下 存活 几 十 年 甚至 几 百 

年 。 
Hatt: 与 多 运动 的 动物 相反 , 植物 扎根 于 土壤 ， 而 动物 却 需要 一 定 范 围 的 栖息 地 来 

完成 交配 、 取 食 等 生命 过 程 , 大 多 数 情况 下 一 种 植物 在 同一 栖息 地 只 形成 一 

个 种 群 。 
‘K 殖 : 植物 繁殖 不 一 定 需要 两 性 个 体 参 与 ,营养 繁殖 使 许多 植物 种 群 能 够 在 只 剩 

单 株 植物 的 情况 下 迅速 恢复 。 
USC AINE : 植物 不 会 产生 类 似 动物 近 交 所 引起 的 严重 后 果 , 高 度 的 同型 接合 性 不 

会 影响 近 交 植 物种 群 的 健康 和 活力 。 
' 与 体型 比较 ， 仅 需要 极 小 面积 的 栖息 地 :许多 植物 能 够 在 只 略 大 于 其 树冠 直径 的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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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生存 好 几 个 世纪 。 

很 明显 , 动 植物 之 间 的 这 些 重要 差异 必然 会 影响 到 保护 区 地 点 和 大 小 的 确定 。 人 们 通 

常 偏向 于 建立 大 型 保护 区 , 但 在 无 法 建立 大 型 保护 区 的 情况 下 ， 建 立 以 保护 植物 为 主 的 小 
型 保护 区 无 疑 是 可 行 的 。 

实施 保护 大 量 热带 植物 种 特别 行动 ,必须 确定 可 能 实施 并 具有 较 高 多 样 性 的 地 点 。 如 马 

来 西亚 萨 巴 州 的 基 纳 巴 卢 山 (Mount Kinebalu) 被 誉 为 “具有 世界 上 最 丰富 最 奇特 植物 的 宝 

库 ?(Corner，1978),， 分 布 有 78 种 无 花 果 ，15 种 猪 笼 草 以 及 约 100 种 兰花 。 国 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1987d) 正 准备 一 本 介绍 这 些 植物 多 样 性 分 布 中 心 的 资料 ， 其 中 将 确定 约 

150 个 世界 上 最 重要 的 植物 栖息 地 ( 见 图 8) 。 由 于 资料 详 略 不 一 ， 而 且 一 个 地 点 可 能 多 样 性 

很 高 ,但 特有 种 很 少 ; 另 一 个 地 点 物种 多 样 性 低 , 但 特有 种 很 多 (如 岛屿 ) ,在 选择 这 些 地 点 

时 ， 当 然 不 可 能 有 一 套 严格 的 客观 标准 来 作 比 较 。 

在 各 种 限制 条 件 中 ,有 两 个 概括 性 的 标准 ， 一 个 是 物种 明显 丰富 的 地 点 ， 即 使 对 该 地 
点 物种 总 数 尚 无 精确 的 了 解 ; 另 一 个 是 已 知 具 有 大 量 特有 物种 的 地 点 。 列 入 名 单 的 地 点 必 

须 具备 以 上 两 个 条 件 之 一 .此 外 , 在 选择 时 还 要 考虑 其 他 四 个 附属 特征 ， 为 局 部 地 区 或 某 

种 植被 类 型 中 精确 的 地 点 选择 提供 依据 : 该 地 点 已 经 或 即将 受到 大 规模 破坏 的 威胁 ; 包括 
多 样 化 的 栖息 地 ; 分 布 有 高 比例 适应 这 种 特定 栖息 地 条 件 的 物种 ; 分 布 有 对 人 类 有 现实 或 
潜在 价值 的 重要 植物 基因 库 。 

通过 选择 物种 及 特有 物种 多 样 性 特 高 的 典型 地 区 ,建立 植物 多 样 性 研究 中 心 , 无 疑 有 

助 于 提高 保护 区 的 有 效 性 , 是 建立 适合 各 国 发 展 需 要 的 相关 数据 库 的 开端 。 

《3) 热带 雨林 

客观 的 分 析 物 种 多 样 性 总 的 分 布 格局 是 相当 困难 的 , 在 高 度 变 化 的 潮湿 热带 森林 建立 

一 套 制 定 保护 计划 的 综合 方法 只 是 一 个 难以 迅速 实现 的 目标 .同时 ， 具 有 生物 学 重要 性 地 

点 所 有 有 关 资 料 都 必须 有 规则 地 的 应 用 .如 果 期 望 热带 地 区 的 保护 达到 英国 国家 自然 公园 

物种 保护 的 细致 水 平 , 和 您 怕 还 需要 好 几 十 年 时 间 (CReteliffe，1977) 。 目 前 最 优先 的 工作 是 总 

结 那些 现 有 的 信息 资料 ,确定 和 执行 最 优先 的 保护 工作 , 并 根据 不 断 完 善 的 资料 加 以 改 

进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保护 区 系统 评价 (IUCNVUNEP，1986a,b,c) 已 经 建 

立 了 一 个 粗略 方案 , 用 以 确定 需要 保护 性 管理 投资 的 主要 地 区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最 近 在 中 非 七 国 ( 刚 果 、 扎 伊 尔 \ 加 蓬 、 喀 麦 隆 .中 非 共 和 

国 、 圣 多 美 普 林 西 比 和 赤道 几内亚 ) 的 一 项 研究 更 加 完善 了 这 一 方案 .所 有 涉及 到 各 动物 类 

群 保护 .具有 关键 性 生态 学 或 生物 学 因子 的 地 点 均 被 编 入 目录 ,同时 将 他 们 编辑 成 关于 地 区 
现状 ,威胁 其 完整 的 因素 以 及 需要 采取 的 保护 措施 等 方面 的 资料 卡 。 这 些 数 据 资料 最 后 被 总 

结汇 编 成 一 个 地 区 性 的 行动 计划 , 受到 各 有 关 国 家 的 广泛 重视 ( 见 第 七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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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 濒危 鸟 类 保护 有 重要 作用 的 非洲 和 马达 加 斯 加 森林 区 

(国际 鸟 类 保护 联合 会 , 引 自 Collar and Stuart,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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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说 明 : 对 濒危 鸟 类 保护 有 重要 作用 的 非洲 和 马达 加 斯 加 森林 区 
. 戈 兰 森林 (塞拉利昂 ) 

- 洛 法 曼 托 筹备 国家 公园 
- 宁 巴 山 ( 利 比 亚 ) 

， 萨 波 国家 公园 (利比亚 ) 

.大吉 德 县 /格雷 波 国 家 森林 

.泰国 家 公园 (象牙 海岸 ) 

普 比 亚 国家 公园 (加 纳 ) 

. 奥 布 都 高 原 ( 尼 日 利 亚 ) 

. 科 罗 普 国家 公园 及 曼 佛 地 区 

. 和 鲁 米 比 山 区 

ea all} 

. 库 拍 山 

. 曼 能 古巴 山 

. 诺 南 科 山 

. RW 

. KRARPE 

. Dns He EK RAK 

. 勤 都 高 原 ( 扎 伊 尔 ) 

. 伊 图 里 ( 扎 伊 尔 ) 

. FRA HEE RK EFA) 

. 基 巴 勒 森林 (乌干达 ) 

. 卡 卡 梅 加 一 楠 迪 森 林 ( 肯 尼 亚 ) 

. 爱德华 湖西 部 森林 ( 扎 伊 尔 ) 

. 布 温 但 森林 (乌干达 ) 

. 鲁 格 根 森 林 ( 卢 旺 达 ) 

. 基 伍 湖西 部 森林 ( 扎 伊 尔 ) 

， 伊 托 姆 布 韦 山 脉 ( 扎 伊 尔 ) 

， 卡 博 博 山 ( 扎 伊 尔 ) 

. 马 伦 古 高 地 ( 扎 伊 尔 ) 

. 塔 罗 河 下 游 森 林 ( 肯 尼 亚 ) 

， 索 科 克 森林 (肯尼亚 ) 

。 泰 特 山区 (肯尼亚 ) 

. 肯尼亚 东南 部 海岸 森林 

, SEE DW hk GARD) 

. 恩 古 鲁 山脉 (坦桑尼亚 ) 

， 乌 克 古 鲁 山脉 (坦桑尼亚 ) 

. 普 古山 区 (坦桑尼亚 ) 

. 乌 鲁 古 鲁 山脉 (坦桑尼亚 ) 

. 乌 松 瓦 悬 崖 (坦桑尼亚 ) 

， 南方 高 地 (坦桑尼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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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a Forest (Sierra Leone) 

Lofa— Mano proposed national park (Liberia) 

Mount Nimba (Liberia) 

Sapo National Park (Libera) 

Grand Gedeh County/Grebo National Forest 

(Liberia ) 

Tai National Park (Cote d’ Ivoire) 

Bia National Park (Ghana) 

Obudu Plateau (Nigeria) 

Korup Naitonal Park and Mamfe region 

Rumpi Hills 

Mount Cameroon 

Mount Kupe 

Mount Manenguba 

Mount Nlonako 

Mount Oku 

Dja Game Reserve 

Forests in Gabon 

Lendu Plateau (Zaire) 

Ituri Forest (Zaire) 

Semliki (Bwamba) Forest (Uganda) 

Kibale Forest (Uganda) 

Kakamega and Nandi Forests (Kenya) 

Forest west of Lake Edward (Zaire) 

Impenetrable (Bwindi) Forest (Randa) 

Nyungwe (Rugege) Forest (Randa) 

Forest west of Lake Kivu (Zaire) 

Itombwe Mountains (Zaire) 

Mount Kabobo (Zaire) 

Marungu Highlands (Zaire) 

Lower Tana riverine forests (Kenya) 

Sokoke Forest (Kenya) 

Taita Hills (Kenya) 

Coastal forests in south 一 east Kenya 

Usambara Mountains (Tanzania) 

Nguru Mountains (Tanzania) 

Ukaguru Mountains (Tanzania) 

Pugu Hills (Tanzania) 

Uluguru Mountains (Tanzania) 

Uzungwa escarpment (Tanzania) 

Southern Highlands (Tanzania) 



41. BB (BRUT) 

42. 见 拉 苏 鲁 山 ( 马 维 拉 ) 

43. Rye ( 马 维 拉 ) 

44. 目 兰 耶 山 ( 马 维 拉 ) 

45. 乔 科 山 ( 马 维 拉 ) 

46. 奇 柏 隆 ( 莫 桑 比 克 ) 

47. BEDI (GER WE) 

48. 乌 巴 高 地 (津巴布韦 和 莫桑比克 ) 

49. 吉 伦 达 ( 莫 桑 比 克 ) 

50. 索 法 拉 海 岸 森 林 ( 莫 桑 比 克 ) 

51. 安 波 及 邻近 森林 ， 加 贝勒 地 区 ( 安 

哥 拉 ) 

52. 拜 伦 多 高 地 ( 莫 科 山 ) (安哥拉 ) 

53. 安哥拉 北部 及 扎 伊 尔 西部 森林 

54. FUR BRK CH HE) 

55. 内 格 黑 里 周围 森林 (埃塞俄比亚 ) 

56. 尼日利亚 西南 部 森林 

57. 达 洛 森林 保护 区 (索马里 ) 

58. 因果 耶 ( 南 非 ) 

59. 图 莱 亚 尔 北部 灌木 林 ( 马 达 加 斯 加 ) 

60. 松 比 兹 森林 (马达 加 斯 加 ) 

61. 安卡拉 特 芳 效 卡 自然 保护 区 (马达 

加 斯 加 ) 

62. 安 多 哈 黑 拉 自 然 保 护 区 (马达 加 斯 

加 ) 

63. 察 拉 佛 第 及 安 卡 松 若 米 威 第 森林 

(马达 加 斯 加 ) 

64. 拉 若 马 法 拉 ( 马 达 加 斯 加 ) 

65. 帕 礼 尼 特 一 安 拉 拉 马 奥 特 拉 特 别 保 

护 区 (马达 加 斯 加 ) 

66. 斯 哈 纳 卡 森 林 ( 马 达 加 斯 加 ) 

67. 察 拉 塔 纳 纳 曼 斯 夫 ( 马 达 加 斯 加 ) 
68. 马 鲁 安 采 特 拉 森 林 ( 马 达 加 斯 加 ) 

69. 马 罗 耶 意 自然 保护 区 及 安达 帕 地 区 

(马达 加 斯 加 ) 

70. 圣 多 美 西南 森林 ( 圣 多 美 普 林 西 比 ) 

71， 比 奥 科 岛 马 拉 波 山 ( 赤 道 几 内 亚 ) 

72. 大 科 摩 罗 卡 尔 塔 拉 山 ( 科 摩 罗 岛 ) 
73. 马 埃 中 部 高 地 雨林 ( 塞 舌 尔 ) 
74. 留 尼 旺 奇 科 北平 原 ( 法 属 ) 
75. 麦克 卡 柏 /贝尔 翁 布 雷 自然 保护 区 
(毛里 求 斯 ) 

Mount Namuli (Mozambique ) 

Mount Chiradzulu (Malawi) 

Mount Soche (Malawi) 

Mount Mulanje (Malawi) 

Mount Thyolo (Malawi) 

Mount Chiperone (Mozambique) 

Gorongosa Mountain (Mozambique) 

Vumba Highlands (Zimbabwe and Mozambique) 

Chirinda Forest (Zimbabwe) 

Coastal forests in Sofala, Mozambique 

Amboim forests, Gabela 

(Angola) 

Bailundu Highlands (Mount Moco) (Angola) 

and adjacent region 

Forests of northern Angola and western Zaire 

Day Forest (Djibouti) 

Forests around Neghilli (Ethiopia) 

Forests of South — western Nigeria 

Daloh Forest reserve (Somalia) 

Ngoye Forest (South Africa) 

Bush forest north of Tulear (Madagascar) 

Zombitse Forest (Madagascar ) 

Ankarafantsika Reserve Naturelle Integrale (Mada- 

gascar ) 

Andohahela R.N.I. (Parcel 1) (madagascar) 

Tsarafidy anbd Ankazomivady Forests (Madagascar ) 

Ranomafana (Madagascar ) 

Perinet — Analamazaotra Special Reserve (Madagas- 

car ) 

“Sihanaka Forest” (Madagascar ) 

Tsaratanana massif (Madagascar ) 

Forests around M faroantsetra (M fadagascar ) 

Marojejy Reserve Naturelle Integrale and Andapa re- 

gion (Madagascar ) 

Forests in South — west Sao Tome (Sao Tome e 

Principe ) 

Mount Malabo on Bioko (Equatorial Guinea) 

Mount Karthala on Grand Comoro (Comoro Islands) 

Central highland rainforest, Mahe (Seychelles) 

Plaine des Chicots, Reunion (to France) 

Macchabe/Bel Ombre Nature Reserve (Mauritius ) 



。 玛 南 特 南山 脉 ( 置 西 哥 ) 
- HEKLAS(LSF) 

Dy hao — FD a ak EG) 
. BHFRFRR(MARLAMREPE ZS) 

RB) 
- BHAT RAL EDT REWBRRPE ,洪都拉斯 ) 

. FERPRRBE EHD EDD BBM 
已 布 达 生物 图 保护 区 局 部 , 哥 斯 达 繁 加 》 

8， 赛 尔 瓦 保护 区 ( 哥 斯 达 繁 加 )254a Rica) 
9， 奥 什 半岛 ( 科 尔 科 瓦 多 国家 公园 , 哥 斯 达 繁 加 ) 

10， 塔 拉 受 卡 山 区 ( 阿 来 什 特 法 国际 公园 ， 

FUER MO HEE) 
11， 达 连 省 ( 达 连 国家 公园 ,巴拿马 ) 

8 中 美洲 植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预选 地 区 IUCN) 

保护 资金 过 分 集中 在 所 谓 的 关键 地 点 ,会 转移 对 更 大 范围 生态 系统 保护 的 注意 力 和 投 
资 。 在 某 种 程度 上 , 这些 地 区 因 和 孤 立 狭 小 不 可 能 建立 多 个 “保护 单元 ”, 在 多 变 的 整个 景观 

中 岛屿 式 的 保护 难以 达到 保护 的 最 终 目 的 .因此 ,尽管 这 些 地 区 受到 最 高 度 重 视 ， 尽 管 这 

些 地 点 保护 所 应 用 的 技术 方法 能 够 给 森林 生物 群落 的 保护 提供 精良 的 技术 模型 ， 其 保护 措 
施 也 只 能 是 这 些 国家 森林 资源 管理 策略 的 必要 组 成 部 分 。 在 许多 潮湿 的 热带 地 区 , 应 采取 

的 最 佳 方案 可 能 是 建立 物种 丰富 的 小 规模 绝对 保护 区 ,保护 区 周围 环绕 更 大 面积 的 受到 管 
理 的 自然 森林 。 

根据 最 新 植被 图 和 各 国 专家 评定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和 英国 石油 

公司 (British Petroleu) 和 世界 粮农 组 织 (EFAO) 共同 建立 了 确定 热带 地 区 森林 保护 优先 地 点 

的 系统 方法 .这 项 研究 正 试图 建立 一 个 附 有 数字 化 地 图 的 现存 热带 森林 数据 库 。 这 些 资料 将 

在 《热带 森林 资源 图 集 (Tropical Forest Resource Altages)》 系 列 丛 书 中 发 表 , 首 卷 4 亚 洲 森 林 

资源 图 集 ;) 将 在 1990 年 10 月 出 版 .1990 年 1 月 , 世界 各 地 专家 聚集 在 一 次 关于 亚 马 孙 河流 域 

研讨 会 上 ， 确 定 这 个 地 区 热带 森林 保护 的 关键 地 点 .巴西 环 境 部 (IIBAMA ) .国际 保护 协会 

(CI) 以 及 皇家 植物 园 和 丘 园 (Kew Garden) 根据 与 会 代表 提供 的 资料 合作 编辑 出 版 了 会 议 

录 和 地 图 集 。 

可 以 想象 , 在 有 潮湿 热带 森林 的 57 个 国家 中 , 精细 地 选择 和 管理 好 500 个 平均 面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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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 公顷 的 保护 区 (其 中 包括 绝对 保护 的 核心 区 10 万 公顷 ) 构 成 网 络 ; 这 500 个 保护 区 总 面 

积 将 达到 1 亿 公 顷 ( 其 中 受 绝对 保护 的 核心 区 5000 万 公顷 ), 这 正好 是 12 亿 公顷 潮湿 热带 森 

林 (1980 年 估计 值 ) 的 9%， 是 一 个 可 望 实现 的 目标 (必须 注意 ,即使 这 一 数值 也 远 远 少 于 保 
护 生物 学 家 们 认为 保护 多 个 种 群 所 必需 的 面积 , 许多 专家 认为 保护 区 的 面积 应 达到 100 万 

公顷 ,如 此 广阔 的 地 域 只 有 通过 各 管理 部 门 间 的 合作 , 共同 控制 滥用 土地 才 可 能 实现 )。 例 

On, 分布 于 非洲 圭亚那 和 刚果 的 热带 森林 总 面积 达 2. 8 亿 公顷 ,但 其 中 仅 有 1000 万 公顷 受 
到 全 面 的 法 律 保 护 ， 仅 占 1980 年 森林 总 面积 的 8. 4%% 。 一 个 将 中 西非 森林 保护 区 扩 增 250 

ABH, 使 其 面积 达到 总 面积 的 10. 4%% 的 计划 正在 酝酿 中 。 

许多 热带 发 展 中 国家 已 有 5% 以 上 的 土地 面积 受到 不 同形 式 的 法 律 保 护 。 基 于 目前 情 

况 , 以 上 目标 在 整个 亚洲 和 非洲 热带 是 有 可 能 实现 的 , 在 拉丁 美洲 还 可 能 达到 更 大 面积 (人 参 

见 第 八 章 ) 。 

粗略 估计 ， 有 计划 的 适当 管理 这 些 保护 区 , 初期 的 基本 投资 约 需要 5 一 10 美 元 /公顷 
年 ， 以 及 每 年 1 一 3 美元 /公顷 的 维持 费 ( 费 用 估计 根据 保护 区 离 城市 距离 ， 旅 游 发 展 目标 ， 

邻近 土地 的 利用 状况 和 潜在 移居 等 方面 的 情况 不 同 差别 很 大 ) 。 因 此， 建立 一 个 热带 森林 保 
护 区 网 络 的 总 费用 大 约 是 5 一 10 亿 美元 ， 如 以 前 已 经 进行 过 部 分 投资 , 则 每 年 需要 大 约 1 一 

3 亿美 元 的 维持 费 。 

正常 情况 下 ,普通 的 热带 国家 每 年 需 花 费 500 万 美元 管理 这 些 保 护 区 并 用 一 定数 量 的 

资金 建立 新 的 保护 区 .这 一 数额 与 以 往 这 些 国家 用 在 保护 方面 的 容 金 相差 并 不 悬殊 ,尽管 这 
些 资金 很 少 被 有 效 使 用 , 而 且 由 于 受到 其 他 部 门 ( 如 农业 部 .外 贸 部 ) 抵 触 性 政策 的 干扰 ， 

保护 部 门 难以 完成 其 预定 任务 。 

=. 总 结 : 保护 行动 优先 程度 的 确定 原则 

生物 资源 是 各 国 永 续 发 展 的 基础 ， 因 此 需要 制定 一 个 以 维护 人 类 共同 利益 各 国家 协同 

行动 的 保护 战略 显然， 最 好 的 策略 是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最 高 的 地 区 ,并 对 该 地 区 的 濒危 动 
植物 或 受 严重 遗传 损害 的 物种 进行 特别 管理 ， 以 保证 他 们 的 生存 。 

但 是 , 每 一 个 国家 及 地 区 性 .国家 性 和 国际 性 的 研究 机 构 都 只 有 有 限 的 财力 开展 多 样 

性 保护 的 优先 工作 .困难 还 在 于 怎样 最 有 效 的 使 用 这 些 资 金 。 由 于 观点 价值观 和 保护 目标 

不 同 ,对 多 样 性 重要 作用 的 认识 也 不 一 样 , 因此 目前 还 没有 一 套 令 个 人 、 团 体 和 国家 普遍 

满意 的 确定 优先 保护 工作 的 方法 。 但 确立 一 些 基 本 原则 ， 有 利于 决策 者 权衡 利弊 , 正确 评 

价 和 确定 优先 保护 工作 .以 下 是 常用 的 基本 评价 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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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性 : 具有 多 样 化 的 生命 形式 和 生命 过 程 ， 对 多 样 性 中 的 特殊 因素 赋予 更 高 的 优 

先 度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 由 许多 包括 有 多 种 特有 物种 的 生物 群落 比 由 众多 广 布 种 组 成 

的 群落 更 为 重要 ; 单 型 种 或 某 目 、 科 或 属 的 唯一 代表 种 比 广泛 分 布 的 复 型 种 的 亚 种 更 值得 
关注 ; 同样 ,稀有 栖息 地 或 栖 居 有 特有 种 的 生境 比 广 泛 分布 的 栖息 地 或 普通 种 栖 居 的 栖息 

种 具有 更 高 的 优先 度 ; 目 前 尚 无 或 仅 有 很 少 保护 区 的 生物 地 理 单元 比 已 有 许多 保护 区 的 生 

物 地 理 单元 具有 更 高 的 优先 度 。 

ms 生物 多 样 性 在 世界 各 地 受到 不 同 程度 的 威胁 , 受 威胁 较 严重 的 地 区 应 具有 较 
高 的 优先 度 。 在 其 他 条 件 相同 的 情况 下 ,濒危 物种 比 易 危 物种 、 易 危 物 种 比 稀有 物种 、. 黎 有 物 

种 比 数量 下 降 但 未 列 入 IUCN 名 录 的 物种 具有 更 高 的 优先 度 。 如 第 二 章 所 讨论 的 ,这 种 方法 
存在 一 个 重要 缺陷 , 威胁 危急 程度 与 对 该 物种 的 了 解 程 度 有 关 ， 当 物种 的 数量 增长 时 , 即 
威胁 的 危急 程度 也 就 相应 下 降 。 

“用 途 : 不 同 地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可 能 在 “数量 "上 一 样 ， 但 其 现实 的 和 未 来 的 用 途 却 

可 能 大 不 一 样 。 在 评估 优先 程度 时 , 尤其 是 对 热带 国家 ,哪些 消失 后 会 对 人 类 产生 最 严重 

不 良 后 果 的 物种 应 具有 最 高 的 优先 程度 .这 是 公认 的 以 人 类 为 中 心 的 观念 ， 因 此 最 易 取 得 

保护 所 必需 的 社会 支持 的 物种 是 那些 与 栽培 植物 .家畜 ` 药 用 植物 、 猎 物 、 实 验 动物 和 饲料 植 
物 近 缘 的 物种 .与 此 相似 , 维护 各 种 濒危 物种 保护 或 起 某 种 关键 作用 的 生态 系统 要 比 维护 
只 与 人 类 有 间接 联系 的 生态 系统 容易 得 多 。 

以 上 三 类 特性 各 自 还 可 划分 为 特定 的 亚 类 ,例如 , 在 “特殊 性 ?方面 可 再 划分 为 遗传 特 

色 、 物 种 特色 和 生态 特色 ; “威胁 ” 类 分 为 物种 的 特有 程度 (或 分 布 区 )， 对 各 种 影响 的 敏感 

性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压力 等 方面 ; 对 于 “用 途 ” 类 ,可 以 评价 一 种 资源 的 现实 用 途 、 未 来 的 潜在 
用 途 . 地 区 性 和 全 球 性 价值 等 。 

利用 这 套 体系 ， 对 各 种 有 关 因 素 按 其 重要 性 进行 加 权 评分 ， 可 以 对 某 种 资源 进行 评 
估 。 各 项 因素 分 数 的 总 和 可 以 反映 出 某 地 区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相对 价值 ,便于 制定 保护 计划 时 
参考 。 

这 套 体制 的 “最 后 总 分 ?并 不 比 计算 总 分 的 过 程 本 身 更 说 明 问 题 。 当 某 种 因素 被 加 权时 ， 

实际 上 决策 者 已 经 把 自己 的 价值 观 挫 入 优先 程度 的 评价 标准 中 。 例 如， 如 果 决 策 者 首先 考 

虑 的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全 球 性 价值 >， 则 “全球 性 价值 ?就 比 地 区 性 价值 更 受 重视 ,在 评价 过 

程 中 会 受到 较 强 的 加 权 ; 但 最 后 结果 不 一 定 比 对 “地 区 性 价值 2 加权 较 强 的 评估 结果 更 正 

确 ， 很 明显 ， 差 别 仅仅 是 价值 观 不 同 而 已 。 根 据 各 国 或 各 机 构 的 特殊 需要 经 过 适当 改变 ， 以 

下 这 些 原则 在 指导 确定 某 些 项 目 计 划 的 优先 程度 时 可 能 会 有 帮助 : 

“保证 决策 有 最 丰富 可 靠 的 资料 依据 
可 靠 的 评估 优先 程度 首先 需要 可 靠 的 资料 .如 果 和 希望 保护 行动 不 会 因 缺 乏 资料 而 延误 ， 

那么 就 必须 充分 利用 可 能 得 到 的 所 有 资料 .通常 情况 下 , 这 些 资 料 零 零 散 散 或 没有 正式 发 
120 



表 , 但 官方 研究 机 构 的 调查 可 能 提供 相对 完整 的 资料 (如 和 森林 调查 报告 贸易 统计 等 ) 在 国 

际 上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CMC) 和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赤 全 球 环境 管理 处 (IUCN/ 
GEMS) 可 以 提供 有 益 的 指导 意见 。 许 多 方面 的 资料 一 包括 物种 ,栖息 地 .地方 社 团 、 资 源 

利用 方式 人口 动 态 和 地 区 发 展 规划 都 是 全 面 综合 评价 所 必需 的 .在 收集 有 关 资 料 时 ,缺失 
的 资料 可 以 标明 ,便于 进一步 收集 和 深入 研究 。 

“确定 保护 目标 

如 果 可 能 得 到 的 资料 都 已 经 收集 到 ,保护 目标 即 可 确定 .这 一 步骤 看 起 来 简单 ， 常 常 

不 被 明确 说 明 ,甚至 忽略 ， 有 时 常 引起 对 保护 工作 和 目标 的 错误 理解 .确定 保护 目标 最 好 作 
为 有 关 部 门 与 管理 所 涉及 人 员 间 协商 内 容 的 一 部 分 ,使 政府 官员 和 管理 者 都 能 参与 保护 工 

作 ( 详 细 讨论 见 第 七 章 ) 。 

“开展 援助 活动 ,增强 受 授 者 的 自立 能 力 ,减少 依赖 性 

前 面 已 经 强调 过 , 长 期 有 效 的 生物 资源 保护 取决 于 与 这 些 资源 有 最 直接 联系 的 人 民 的 

合作 .为 了 建立 当地 居民 与 自然 资源 间 协 调 稳定 的 联系 ,当地 社会 必须 为 他 们 提供 开展 自 
己 的 保护 活动 所 必要 的 手段 和 工具 ,培养 他 们 管理 资源 的 能 力 要 比 仅仅 让 他 们 起 到 监测 作 
用 要 好 得 多 。 例 如, 组织 一 个 皇 样 设计 物种 或 保护 区 管理 计划 的 训练 班 , 就 比 仅 派 专家 去 制 
定 这 样 一 个 计划 要 好 得 多 .制定 保护 活动 应 保证 保护 区 能 够 长 期 保持 经 济 活力 ， 如 设计 永 
续 利 用 生物 资源 的 系统 (在 能 够 容忍 这 种 利用 的 地 区 )。 

“确信 受 援 者 明确 需要 援助 
最 拙劣 的 国际 援助 莫 过 于 把 援助 强加 给 并 不 期 望 援助 的 国家 .最 好 的 援助 方式 应 该 是 

受 援 的 有 关 当 局 明确 表明 他 们 需要 援助 , 这 些 援助 对 他 们 更 有 效 地 履行 所 担负 的 保护 责任 

是 必需 的 。 当 局 明确 表明 需要 这 种 援助 后 ,保护 工作 所 需 的 各 种 政治 保障 就 象 附属 条 件 一 

样 很 容易 获得 .此 外 , 还 要 鼓励 各 国 积极 争取 外 界 援 助 , 在 酝酿 经 济 发 展 辅助 计划 时 给 予 
生物 多 样 性 更 高 的 优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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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的 作用 

为 了 引起 有 关机 构 和 人 员 的 重视 ， 以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的 方式 提交 成 画 的 议 

KAREN SEEM MA 最 直接 联系 并 致力 于 解决 的 人 员 起 草 的 策略 和 行 

动 计 划 必 然 是 最 有 效 的 。 

第 六 章 提 出 一 些 确定 优先 工作 的 方法 ,强调 了 确实 保护 生物 资源 各 层次 具体 目标 的 重 

要 性 .为 保证 各 保护 机 构 对 优先 保护 工作 有 一 个 一 致 的 认识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制订 一 个 保护 

策略 ， 确 定 基本 问题 并 大 致 描绘 出 适当 的 保护 对 象 . 将 策略 转变 为 行动 ,需要 经 过 更 加 复 
杂 的 过 程 ， 策划 特 定 的 行动 来 实现 ; 这 通常 包括 制订 一 个 行动 计划 。 

人 们 已 经 制订 了 许多 地 方 性 、 国 家 性 、 地 区 性 或 全 球 性 的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其 中 有 

些 非 常 实用 ,如 《世界 保护 策略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有 些 却 相 当 令 人 失望 ， 如 

《荒漠 化 行动 计划 (Desertification Action Plan)》。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方面 ,人 们 倾向 于 制订 全 

球 性 行动 计划 ， 如 《巴厘 行动 计划 (the Bali Actionn Plan)》( 附 录 4),《 海 兽 行 动 计 划 (Marine 

Mammal Action Plan)》《 热 带 森 林 行 动 计 划 (Tropical Forestry Action Plan)》; 地 区 性 行动 

计划 (如 IUCNVCNPPA 制订 的 各 种 保护 区 行动 计划 ,或 者 WWE 制订 的 地 区 性 计划 ) 或 类 

群 性 行动 计划 (如 IUCNVSSC 制订 的 物种 保护 计划 ) 。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存在 的 最 大 的 问题 是 缺乏 贯彻 执行 ,这 当然 与 制订 这 些 策 略 和 计 

划 的 过 程 有 关 。 经 验 表 明 ， 行动 计划 , 无 论 是 针对 局 部 地 区 单个 物种 .国家 还 是 地 区 的 ,都 
需要 在 与 计划 有 直接 关系 的 人 员 的 协作 下， 进行 改进 。 

本 章 将 回顾 一 些 现 有 的 物种 和 栖息 地 保护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反映 出 目前 这 类 计划 的 水 
平 ， 并 为 制订 其 它 类 似 计划 提供 背景 资料 。 

一 、 保 护 物种 或 类 群 的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1. 植物 园 保护 策略 

如 第 四 章 讨 论 , 植物 园 对 植物 保护 具有 很 大 潜力 .为 了 发 掘 这 种 潜力 , 植物 园 保护 秘 

书 处 (the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Secretatiat) 已 经 制订 了 一 个 《植物 园 保 护 策 略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Strategy)》， 发 表 于 198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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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发 表 的 : 

非洲 灵 长 类 
Bex 
Bal Bal BL A 28 28 
欧洲 蝙蝠 
林 牛 
非洲 森林 乌 类 
We ZS 

外 于 最 后 定稿 阶段 的 : 

非洲 象 和 犀牛 
正 进行 修订 的 

亚洲 象 

Ba SE i A dE HE 
正 制订 初稿 的 : 

犬 科 动物 

海豹 
be REAR 
免 形 目 
海牛 

羊 亚 科 动物 
欧洲 两 栖 怜 行 类 
新 热 界 灵 长 类 

筹划 中 的 

澳大利亚 有 袋 类 和 单 孔 类 

RR 

北非 和 亚洲 羚羊 

35 it 

海龟 

棕榈 

资料 简介 “27 UCN/SSC 的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SSC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的 制订 情况 (截至 1990 年 2 月 ) ， 

亚洲 灵 长 类 

东非 羚羊 

RIK A 

南非 羚羊 

海龟 和 淡水 多 

亚洲 犀牛 

软体 动物 
非洲 食 虫 类 和 巨 网 贿 

猫 科 动物 

7K Hit 

非洲 吐 齿 类 

野猪 和 西 蹦 

马 科 

x4 

北美 植物 

Malagasy 狐 猴 

“建议 每 个 植物 园 以 “义务 声明 书 ” 的 形式 阐明 自己 在 保护 中 承担 的 义务 ,并 采用 更 加 

专业 化 的 管理 标准 ， 以 履行 自己 的 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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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行 更 简明 的 资源 保险 记录 建立 基础 ， 这 种 资源 记录 将 登记 各 种 保护 需要 和 其 它 
植物 园 保存 的 植物 种 类 ; 
“提出 改善 植物 记录 文件 和 植物 标本 鉴定 方法 概要 ,包括 为 改善 标本 馆 管理 和 加 强 机 
构 间 数据 交换 而 进行 计算 机 化 处 理 ; 

“ 阑 明 野外 与 人 工 保护 在 植物 园 工作 中 的 关系 ; 对 野外 (就 地 ) 保 护 ,概述 植物 园 在 栖 
息 地 评价 、 稀 有 物种 管理 “栖息 地 园艺 化 "和 保护 区 管理 中 的 作用 ; SAT GEM) 

保护 ， 提 出 建立 保护 区 标本 馆 、 基 因 库 和 其 它 种 子 植物 标本 库 的 严格 的 规则 和 程序 ， 

概述 保护 独特 遗传 变异 的 取样 方法 ; 
“强调 为 1. 5 亿 植 物 园 游 客 提供 教育 机 会 所 需 的 设施 ; 

“建议 每 个 植物 园 都 为 当地 社会 提供 资源 和 信息 方面 的 服务 ; 
“提出 人 员 培 训 ( 尤 其 是 保护 方面 的 ) 的 设想 。 

2.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对 一 些 最 重要 的 动 植物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IUCNVSSC) 

建立 了 100 多 个 “专家 组 ”, 专 门 致力 于 研究 这 些 类 和 群 的 现状 和 优先 度 ( 参 见 资料 简介 27) 。 

依靠 世界 各 地 有 关 方 面 的 专家 ,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专家 组 的 工作 涉及 到 以 下 类 和 群 :羚羊 类 、 灵 
长 类 、 猫 科 动物 鳄鱼 、 移 类 [包括 国际 鸟 类 保护 理事 会 (ICBP) 和 世界 稚 类 基金 会 3 和 棕榈 。 
每 个 专家 组 都 负 有 制订 行动 计划 的 任务 ,包括 全 面 总 结 该 类 和 群 所 有 物种 的 现状 ， 确 定 优先 
工作 体系 ,确定 符 合 优先 工作 最 适宜 的 项 目 . 所 有 行动 计划 都 有 目前 生存 有 这 些 物 种 的 国 

家 的 专家 参加 , 并 且 受 到 许多 组 织 的 支持 ,包括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联合国 环境 规划 署 、 国 际 
野生 生物 保护 协会 .国际 毛皮 贸易 联合 会 .芝加哥 动物 学 会 .美国 鱼 类 与 野生 动物 司 、 海 洋 保 
护 中 心 . 美 洲 动物 园 与 水 族 馆 协会 和 国际 保护 协会 。 

制订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是 为 了 实现 以 下 目的 : 
“ 通过 确定 某 类 群 的 优先 工作 ,保证 由 有 能 力 解决 紧迫 问题 的 专家 们 采取 正确 行动 ， 

首先 开展 工作 。 

“ 行动 计划 以 一 定形 式 汇集 整理 大 量 资料 ， 其 中 一 些 还 是 未 发 表 或 未 受到 注意 的 资 
料 ,便于 其 它 组织 参 考 。 

“ 行动 计划 以 有 趣 的 形式 发 表 , 便于 酬 集资 金 , 开展 优先 保护 工作 。 

“ 行动 计划 使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能 够 抓 住 机 会 ,将 物种 保护 和 其 它 重要 发 
展 项 目 ( 如 旅游 .乡村 发 展 农 林业 和 资源 管理 ) 联 系 起 来 。 

“根据 各 专家 组 制订 的 一 系列 行动 计划 ,可 以 确定 “物种 保护 热点 地 区 (Hotspot)”， 在 

这 些 地 区 需要 采取 高 度 优先 的 行动 保护 多 种 类 群 ， 确 定 这 些 “ 热 点 "可 以 提高 保护 工 

作 的 效益 。 
“ 根据 各 行动 计划 ,圈养 专家 组 制订 各 类 群 独立 的 圈养 行动 计划 。 

“ 行动 计划 还 可 以 起 到 “ 粘 合剂 的 作用 ，, 使 不 同 国籍 .在 不 同 生 境 工 作 的 专家 们 团结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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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说 明 各 个 行动 计划 怎样 联系 起 来 相互 补充 ,是 否 确实 可 以 结合 起 来 以 确定 需要 急切 
关注 的 少数 “热点 ”,， 还 为 时 尚 早 。 针 对 分 类 类 群 的 行动 计划 可 以 与 地 区 性 或 国家 性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行动 计划 相互 补充 。 其 中 有 关 委 内 瑞 拉 和 马达 加 斯 加 的 行动 计划 正在 拟定 中 ， 有 关 
热带 非洲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的 工作 是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1989 年 工作 的 着 重点 ( 见 下 )。 

资料 简介 28 一 个 典型 的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一 一 非洲 灵 长 类 

以 下 是 《1986 一 1990 年 非洲 灵 长 类 保护 行动 计划 ?的 内 容 : 

序 
分 类 地 位 
种 或 亚 种 在 保护 行动 计划 中 的 优先 度 
特有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建议 实施 的 保护 行动 
结论 
参考 文献 
附录 1: 分 布 有 十 种 以 上 灵 长 类 的 国家 名 单 
附录 2: 最 受 威胁 的 灵 长 类 物种 的 分 布 和 现状 

引 自 Oates，1985。 

由 于 针对 特定 物种 ,这 些 行 动 计 划 的 内 容 不 可 避免 地 相当 局 限 . 他 们 只 涉及 到 部 分 问 
题 ， 通 常 只 涉及 到 计划 制定 者 能 够 开展 工作 的 范围 .因此 , 大 多 数 行动 计划 都 着 重 强调 更 
深入 的 调查 和 研究 ， 建 立 或 加 强 保护 区 .当然 ,这 些 行动 对 受 危 动 物 的 保护 是 必需 的 ,但 仅 
有 这 些 还 远 远 不 够 。 有 几 个 行动 计划 指出 了 物种 衰竭 的 间接 但 无 疑 是 根本 的 原因 ， 如 这 些 
地 区 的 国际 贸易 .农业 政策 .土地 所 有 制 和 经 济 动态 等 ; 换 句 话说 ,他 们 是 在 更 广泛 的 基础 
上 直接 阑 明 物 种 保护 的 优先 工作 .物种 保护 行动 计划 的 贯彻 执行 需要 与 更 广泛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因素 结合 起 来 ,才能 达到 保护 目标 。 

二 、 保 护 栖 息 地 行动 计划 

1.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TEAP ,Tropical Forestry Action Plan) 是 各 国政 府 、 林 业 部 门 、 联 合 

国有 关机 构 和 非 政 府 团 体 共同 制订 的 。 这 项 计划 被 设想 成 一 种 纲要 和 手段 ,以 促使 发 展 中 

国家 和 森林 及 其 它 部 门 支持 并 行动 起 来 关注 森林 资源 管理 ; 它 还 是 一 种 媒介 , 促使 人 们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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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森林 资源 永 续 利 用 对 乡村 谋生 方式 、 食 物 和 能 源 保 障 、 经 济 收入 与 就 业 和 其 它 国家 优先 

发 展 项 目的 潜在 价值 。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于 1985 年 由 世界 粮农 组 织 的 热带 森林 发 展 委员 会 开始 实施 。 该 委员 
会 是 一 个 旨 在 解决 热带 森林 问题 的 政府 间 团 体 , 它 已 经 使 热带 森林 训 退 的 严重 性 受到 政治 
上 的 高 度 重视 ,并 促进 各 界 广泛 努力 , 共同 发 展 国家 森林 保护 策略 .非洲 、 亚 洲 和 拉丁 美洲 
有 50 多 个 国家 正 致力 于 完善 和 实施 国家 森林 保护 策略 .运用 国家 性 策略 旨 在 加 强 各 国政 府 
间 资助 机 构 间 和 非 政府 团 体 间 有 关 优 先 保护 地 区 问题 的 对 话 ,改进 有 关 政 策 和 投资 , 阻止 
森林 退化 , 改善 森林 资源 管理 世界 银行 及 其 它 多 边 或 双边 的 援助 机 构 正 在 加 强 对 这 些 地 
区 的 资助 。 

根据 计划 纲要 ， 需 采取 行动 的 主要 问题 集中 在 五 个 相关 的 优先 地 区 ,其 中 之 一 是 “ 热 
带 森 林 生 态 系统 的 保护 ” .该 保护 方案 期 望 达到 以 下 目标 ， 

“发 展 和 应 用 森林 永 续 利用 的 方法 ,使 森林 能 够 永 续 地 生产 木材 、 食 物 、 饲 料 以 及 其 它 
非 林 木 产品 ; 

* 选 定 一 系列 包括 各 种 热带 生态 系统 的 保护 区 ; 

“扩展 保护 政策 和 管理 的 概念 , 包括 维护 具有 现实 和 潜在 社会 经 济 价值 的 物种 的 种 内 
变异 , 并 采取 措施 尽 可 能 地 保护 那些 特性 尚 不 清楚 的 物种 ; 

.考虑 国家 公园 或 其 它 保护 区 周围 地 区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规划 和 实施 受 当 地 人 民 欢 迎 并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短期 或 长 期 利益 的 土地 利用 方式 ; 
“加 强生 态 系 统 保护 政策 与 重要 物种 遗传 资源 保护 政策 间 的 联系 ,积极 采取 措施 ,鼓励 

恢复 有 利于 当地 水 土 保 持 的 自然 植被 ; 
“汇集 种 子 植 物 保 护 所 需 的 基本 的 生物 学 信息 ; 

“提高 各 阶层 对 生态 系统 和 遗传 资源 保护 重要 性 的 认识 ; 
“培训 实现 以 上 目标 所 需 人 员 。 

由 于 对 热带 林地 发 展 援助 的 作用 认识 不 够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已 经 受到 批评 。 它 没 能 指 

出 各 国际 组 织 以 往 “ 开 发 "热带 森林 资源 企图 的 严重 缺陷 , 却 过 分 注重 向 常规 林业 提供 更 多 

资金 的 具体 对 象 .该 计划 的 提议 者 们 已 经 认识 到 这 些 问题 ， 更 加 重视 进行 森林 管理 质量 的 
改进 ， 而 不 是 增加 资助 的 数量 但 是 , 林业 人 员 的 保守 情绪 以 及 国家 和 国际 机 构 的 惰性 ,已 
经 使 该 计划 所 追求 的 生态 系统 保护 和 社会 利益 很 难 被 理解 。 

还 有 一 些 方面 可 以 改善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的 规划 ; 

第 一 : 尽管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呼吁 基层 群众 参与 规划 , 但 实际 参与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实施 的 肯定 会 局 限 在 各 国政 府 间 和 国外 援助 机 构 间 。 

第 二 :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的 实施 倾向 于 集中 在 过 分 狭 窗 的 林业 方面 .许多 解决 条 林 退 

化 问题 的 办 法 取决 于 农业 ,规划 设计 、 财 政 以 及 其 它 方 面 ， 这些 都 必须 在 规划 中 考虑 到 。 

最 后 ， 需 要 更 加 重视 有 关 政 策 ,尤其 是 非 林业 政策 的 改革 , 通常 情况 是 , 政府 的 政策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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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了 森林 破坏 (如 Repetto 和 Gillis ，1988) .为 使 进一步 的 投资 和 技术 援助 项 目 更 有 效 ,改革 

政策 控制 森林 破坏 并 促进 永 续 利 用 森林 资源 是 关键 (Halzlewood 1989;WRI,1989b). 

2. 保护 区 行动 计划 

根据 世界 保护 监测 中 心 CWCMC ) 的 数据 库 并 依靠 大 约 来 自 各 生物 地 理 界 的 400 位 专 

家 ,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IUCN ) 将 大 洋 界 (IUCNVUNEP，1986c) , 旧 热 带 界 

(IUCN/VUNEP ,1986b) 和 印度 马来西亚 界 (IUCNVUNEP,1986c) 的 保护 区 体系 总 结 成 详细 

的 评介 。 这 些 评介 是 在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CUNEP) 协 助 下 编订 的 ,编订 的 目的 是 : 

“评估 各 界 现 有 的 保护 区 体系 的 典型 区 域 和 保护 的 重要 性 ; 

“ 找 出 该 体系 的 缺陷 和 差距 ; 

“评价 现 有 的 和 预计 的 保护 区 以 及 其 它 生物 丰富 地 区 的 保护 价值 ， 推 荐 需要 增加 保护 

区 的 区 域 ; 

“确定 需要 加 强 保护 的 优先 点 ; 

“评价 现 有 保护 区 体系 的 现状 .界线 .设计 和 效率 的 适宜 性 ; 

“确定 保护 区 外 关键 生境 需要 的 保护 管理 。 

这 一 评介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评估 了 保护 区 资料 : 各 生物 地 理 亚 区 有 多 大 面积 受到 保护 ， 

各 亚 区 需要 保护 的 区 域 范 围 和 高 度 以 及 其 它 特 征 ( 如 自然 的 或 种 族 利 益 的 ); 物 种 丰富 的 区 

域 ， 具 有 很 高 生物 学 特殊 性 或 特有 分 布 的 中 心 区 域 以 及 对 相关 栖息 地 的 威胁 ; 与 商业 利益 

或 潜在 价值 (如 “基因 库 2) 有 关 的 区 域 ; 各 保护 区 的 种 类 现状 ; 对 依据 岛屿 生物 地 理学 理论 

设计 的 保护 区 体系 的 评价 ; 各 保护 区 管理 的 有 效 性 ; 考查 邻近 地 区 的 土地 利用 和 必要 的 关 
键 生境 .实际 上 ,这些 评 价 已 经 在 应 用 保护 生物 学 中 得 到 运用 。 

由 于 这 些 评介 涉及 整个 生物 地 理 界 ,， 他们 还 需要 有 国家 级 的 评介 作 补 充 ; 事实 上 , 这 

些 评价 的 目的 之 一 就 是 促进 编订 类 似 的 更 详尽 的 国家 级 评介 .许多 国家 级 保护 区 体系 的 评 

价 已 经 编著 出 来 或 正在 编著 ,如 泰国 、 沙 特 阿 拉 伯 、 斯 里 兰 卡 、 加 茵 .马达 加 斯 加 、 澳 门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 

优先 工作 根据 在 以 上 过 程 中 得 到 的 信息 确定 .对 保护 区 的 总 看 法 反映 在 《巴厘 行动 计划 

(Bali Action Plan) 》 中 ,人 《巴厘 行动 计划 》 是 1982 年 在 印度 尼 西 亚 巴 厘 召 开 的 “世界 国家 公园 

大 会 ?制订 的 , 它 旨 在 为 使 保护 区 满足 80 年 代 的 需要 提供 指导 ( 见 附录 4) 。 国 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CCNPPA)(1988) 已 经 提交 了 《巴厘 行动 计划 》 头 五 年 执行 情况 的 总 结 , 结果 已 经 证 

明 这 项 计划 在 指导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关于 自然 保护 区 的 国际 性 活动 方面 特别 有 

Es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的 成 员 们 已 经 分 别 为 四 个 热带 地 区 (非洲 、 热 带 亚洲 、 热 带 美 
洲 和 太平 洋 地 区 ) 制 订 了 一 系列 行动 计划 ,其 中 每 项 计划 都 是 这 些 区 域 保护 区 管理 和 科学 
家 们 共同 努力 的 结晶 .每 项 计划 都 包括 一 系列 的 目标 和 在 整个 生物 地 理 界 高 度 优先 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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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 国家 级 优先 工作 和 建议 采取 的 国际 行动 。 

这 些 保护 区 行动 计划 相当 有 效 地 指明 了 这 方面 工作 的 主要 问题 ， 其 中 许多 优先 行动 已 
经 开始 实施 .例如 , 根据 ( 南 太平 洋行 动 计 划 (South Pacific Action Plan)》， 新西兰 政府 已 经 
调派 一 名 专职 公园 规划 人 员 加 入 南 太平 洋 委 员 会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以 协助 这 个 计 

划 的 实施 。 在 非洲 ,行动 计划 已 经 帮助 培训 工作 取得 一 定 的 经 济 资 助 。 在 热带 亚洲 ,行动 计 
划 曾 促成 许多 国家 的 政府 加 入 《世界 自然 遗产 宪章 》。 

三 、 跨 部 门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已 经 认识 到 针对 特定 生物 类 群 的 行动 计 

划 的 局 限 性 ,因此 委员 会 开始 着 手 制订 国家 性 和 区 域 性 的 生物 多 样 性 行动 计划 ， 企 图 将 有 

关 的 各 类 信息 综合 起 来 .委内瑞拉 和 马达 加 斯 加 ( 终 稿 ) 是 两 个 最 早 制订 国家 性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计划 的 国家 ,后 者 还 要 归功 于 世界 银行 在 非洲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工作 .此 外 ,国际 自 
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正 同 国际 乌 类 保护 理事 会 (ICBP) 一 起 制订 一 个 非洲 热带 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该 策略 试图 将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国际 鸟 类 保护 理 
事 会 和 其 它 机 构 的 大 量 建议 精练 成 简明 扼要 的 文献 ， 为 非洲 国家 的 决策 者 们 提供 参考 。 

但 是 ， 即 使 是 这 些 更 加 综合 性 的 计划 ,仍然 倾向 于 将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看 成 一 个 独立 的 
AH SLE, 各 方面 的 机 构 ， 如 国家 公园 和 野生 动物 保护 部 门 ， 都 确实 起 着 重要 的 甚至 是 
领导 的 作用 。 但 本 书 前 几 章 已 经 指出 , 针对 生物 类 群 或 保护 区 的 行动 计划 和 策略 依然 没 能 
明确 地 指明 重要 的 现实 问题 。 

世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WCED) 指 出 ,环境 和 发 展 不 是 两 个 可 分 割 的 方面 ， 而 是 不 容 

否定 地 紧密 联系 的 .WwWCED (1987) 阐明 :逐步 恶化 的 环境 资源 基础 上 不 可 能 存在 持续 的 发 

展 , 在 发 展 中 不 计较 环境 退化 的 代价 ， 环 境 就 不 可 能 得 到 保护 .这些 问题 相互 联系 ， 形 成 一 

个 复杂 的 因果 体系 ,依靠 零散 的 机 构 和 零星 的 政策 根本 不 可 能 解决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出 现 的 许多 问题 都 与 各 部 门 各 单位 的 职责 划分 有 关 ， 这 种 职责 划分 
导致 了 部 门 间 的 分 裂 ,不 协作 、 管 理 混乱 和 浪费 人 力 、 物 力 。 单 纯 增 加 经 费 或 检查 比较 使 用 同 
样 经 费 的 各 部 门 的 工作 政绩 并 不 能 解决 问题 .增加 经 费 并 非 易 事 ， 而 且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是 不 
现实 的 .还 有 ， 当 考虑 保护 的 后 续 ( 或 外 部 ) 利 益 尚 不 及 本 身 所 需 的 耗费 时 ， 可 以 寻求 一 个 

“最 佳 平 衡 点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目前 这 种 只 考虑 单个 部 门 狭隘 利益 而 执行 的 决策 中 , 并 
不 存在 这 样 的 “平衡 点 ”。 

作为 向 此 方向 努力 的 第 一 步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成 员 们 在 

中 部 非洲 地 区 已 经 共同 制订 了 一 个 保护 几内亚 一 刚果 大 片 森 林 的 行动 计划 , 这 片 连绵 的 森 

林 延 伸 在 该 地 区 的 六 个 国家 内 。 这 个 行动 计划 是 建立 在 这 样 一 个 共同 认识 的 基础 上 的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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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国家 的 保护 行动 都 影响 到 邻近 国家 的 森林 资源 ,保护 管理 的 知识 和 经 验 是 各 国 可 以 共 
享 的 财富 。 该 行动 计划 提议 建立 一 个 关键 保护 地 点 网 络 ， 作 为 欧洲 经 济 共同 体 (EEC) 提供 
的 3000 万 美元 资助 项 目 中 保护 管理 的 一 部 分 。 在 每 个 地 点 ,通过 发 展 其 周围 地 域 农 林业 的 

永 续 生 产 方 式 , 使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起 关键 作用 的 林 区 得 到 保护 。 每 个 项 目 关注 一 种 各 自 

不 同 的 土地 管理 方法 ,并 且 通 过 在 各 地 轮流 召开 的 年 度 讨论 会 交流 经 验 。 行 动 计划 还 确定 

了 许多 其 它 财 政 部 门 可 以 投资 以 重复 成 功 经 验 的 关键 地 区 , 即 扩大 这 个 网 络 .行动 计划 还 
确定 了 为 该 项 目 成 功 创造 有 利 条 件 所 需 的 补充 政策 措施 (IUCN ，1989a)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全 球 性 策略 

通过 以 上 讨论 可 见 , 恰当 地 制订 和 积极 贯彻 执行 保护 行动 计划 和 策略 可 以 在 保护 中 起 

到 重要 作用 。 正 如 上 面 提 到 的 ,通过 与 其 它 研 究 机 构 共 同 工 作 协同 努力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和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已 经 共同 制订 了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作 为 编订 中 的 新 版 (世界 保护 策略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 的 补充 指南 。 

这 个 策略 旨 在 提供 一 个 综合 的 基本 纲要 ,促进 采取 紧迫 的 、 建 设 性 的 、 创 造 性 的 和 协调 
的 行动 ,阻止 世界 生物 资源 的 退化 和 消失 , 使 这 些 资源 为 人 类 作出 更 多 的 贡献 .这 个 策略 还 

将 根据 各 自 需 要 , 由 各 国政 府 、 非 政府 组 织 ,资源 管理 人 员 、 科 学 工作 者 .国际 机 构 、 多 国 银 
行 和 双边 援助 机 构 加 以 修订 .对 “全 球 策略 “的 修订 工作 将 集中 在 亚洲 ,非洲 欧洲 \ 拉 丁 美 
洲 和 北美 洲 召开 的 一 系列 地 区 性 讨论 会 上 进行 ,其 中 一 些 会 被 修订 成 地 区 性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策略 世界 策略 ?还 将 考虑 各 种 影响 生物 资源 保护 的 因素 ， 如 国际 合作 、 研 究 . 教 育 、 培 
训 、 公 共 意 识 和 生态 恢复 等 因素 。 但 是 ,策略 的 修订 着 重 强调 以 下 六 个 关键 性 方面 : 

a) 根本 原因 

生物 资源 的 利用 方式 受到 有 关 农 业 、 林 业 、 土 地 所 有 制 、 国 外 援助 .贸易 协议 .关税 和 国 

防 等 方面 的 国家 和 国际 政策 倾向 的 影响 (MecNeely，1988) 。 由 于 推行 有 利于 非 持续 性 资源 

利用 的 刺激 性 政策 以 及 阻碍 有 关 乡 村 地 区 对 环境 条 件 的 适应 ,结果 许多 国家 目前 正面 临 着 

严重 的 经 济 损失 : 人 均 收 入 降低 ， 后 代 丧 失 了 难以 估价 的 宝贵 财产 .怎样 正 确 评价 生 物 多 

FETE. 开展 成 本 /效益 分 析 并 把 它 作 为 制订 鼓励 性 政策 体制 的 基础 ? 为 保证 资源 的 永 续 利 

用 , 制订 和 贯彻 鼓励 和 抑制 性 政策 , 改革 国家 和 国际 政策 有 哪些 可 能 的 选择 ? 有 哪些 经 济 
利益 可 以 鼓励 保护 区 周围 的 居民 保护 生物 资源 ? 为 使 高 层 官员 了 解 用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AR, 需要 开展 哪些 工作 ? 怎样 组 织 各 国 的 和 国际 的 保护 机 构 去 实现 这 些 目标 ? 

b) 持续 发 展 

在 这 个 人 类 土地 利用 方式 .技术 手段 .气候 和 一 系列 其 它 因素 迅速 变化 的 时 代 ， 对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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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预测 至 多 只 能 是 一 种 推论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什么 是 生物 资源 的 永 续 利 用 方式 ? 在 地 方 社 

会 维持 和 发 展 当 地 永 续 的 生产 体制 的 障碍 是 什么 ? 为 容许 和 促进 这 个 体制 ,应 当 怎 样 制约 

有 关 政 策 ? 

最 有 效 的 分 析 单 位 似乎 是 地 方 性 的 乡村 团体 , 因为 他 们 是 在 相对 较 小 的 地 区 最 直接 利 
用 资源 满足 大 部 分 需要 以 及 利用 外 来 技术 和 能 源 的 单元 .这些 团 体 单元 应 当 怎 样 管理 生物 

资源 才能 增强 自给 能 力 ， 而 不 会 为 维持 一 定 的 生活 水 平 而 过 度 利 用 资源 ? 很 明显 ， 影 响 资 
源 利 用 方式 的 鼓励 性 政策 纲要 必须 适合 当地 生态 系统 和 社会 体制 的 特点 。 政 策 大 纲 不 可 能 
指出 某 些 特定 的 永 续 利 用 方式 ; 不 同 的 生态 系统 和 社会 体制 需要 各 自 特 定 的 方法 。 换 言 之 ， 

这 些 政策 必须 容许 和 鼓励 维持 和 发 展 当 地 永 续 的 生产 体制 ,鼓励 控 索 提 高 这 些 资源 对 人 类 
贡献 的 方法 ,鼓励 发 展 和 创造 生物 资源 利用 的 变革 方式 。 

改善 地 方 资源 永 续 利 用 方法 ,增强 资源 基础 ， 需 要 ， 

“在 地 方 社区 建立 适宜 的 管理 责任 制 ; 
“生物 资源 利用 的 耗费 和 效益 通常 是 非 市 场 性 的 ， 需 要 进行 衡量 并 融入 到 经 济 模型 和 

公共 意识 中 去 ; 

“保持 和 完善 人 类 文化 中 有 关 地 方 资源 利用 的 实用 知识 ,作为 进一步 发 展 的 基础 ; 
“应 用 科学 技术 和 经 济 学 确定 生物 资源 保护 (包括 能 够 增强 资源 利用 持续 能 力 的 市 场 和 

贸易 因素 ) 给 当地 人 民 带 来 的 新 价值 (产品 、 食 物 、 农 产品 等 ) 。 

为 支持 社会 自足 的 原则 ,需要 制订 有 关 国 家 和 国际 政策 , 促使 各 国政 府 ̀ 各 行业 和 私 

有 企业 参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首先 必须 保证 地 方 资源 利用 单元 免 受 外 界 干扰 (或 更 确切 地 

说 ,在 此 条 件 下 保护 这 些 利 用 单元 ) .此 外 , 生物 多 样 性 面临 的 许多 问题 实际 上 是 全 球 性 的 
气候 变化 、 和 森林 破坏 、 环 境 污 染 和 物种 灭绝 等 ， 需 要 探索 全 球 性 的 解决 办 法 。 

c) 科学 知识 及 其 应 用 

有 关 生 物资 源 状 况 及 其 管理 方法 的 知识 是 决定 有 关 政 策 的 基础 ， 是 控制 资源 消耗 的 依 
据 CReid 和 Miller，1989) 。 科 学 研究 必须 提供 下 列 新 方法 : 

“加 速 鉴定 和 记述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未 知 物种 (如 果 缺 乏 记 录 就 无 法 开展 深入 研究 ); 

“致力 于 确定 提高 生态 系统 对 人 类 的 负载 能 力 的 方法 ; 

“指导 保护 、 编 目 、 研 究 \. 利 用 和 监测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生物 资源 ; 

“提供 确定 优先 保护 工作 必需 的 知识 ; 

“制订 指示 生物 或 测定 方法 ,为 决策 者 的 决策 活动 提供 准确 .及 时 的 信息 ; 

“评价 各 种 形式 的 栖息 地 管理 和 生物 资源 利用 方式 对 物种 群落 的 组 成 和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综合 整理 现 有 资料 ， 便 于 规划 人 员 、 管 理 人 员 和 地 方 居民 应 用 ; 

“修订 研究 规划 以 适应 "策略 "提出 的 要 求 。 

许多 地 方 社区 已 经 具有 良好 的 知识 基础 管理 当地 生态 系统 中 的 资源 (Warren 等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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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ID ,1986) 。 但 是 ,他 们 似乎 还 不 了 解 外 界 发 生 的 变革 ,这些 变 革 可 以 提高 有 用 产品 的 

产量 和 增加 生物 多 样 性 .通过 确认 生态 系统 各 组 成 部 分 的 生态 功能 ， 建 立新 方法 和 适应 特 

定 地 区 改良 的 农业 生态 系统 , 科学 知识 对 地 方 的 适应 性 具有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 

科学 技术 还 可 以 通过 以 下 方式 运用 传统 知识 : 

"为 收集 ` 评 价 和 展示 传统 保护 知识 的 方法 制订 指南 ; 

“编订 传统 知识 体系 的 目录 , 突出 那些 能 应 用 到 保护 和 发 展 中 的 部 分 , 特别 注意 那些 
面临 危险 的 知识 体系 。 

“记录 妇女 在 传统 社会 资源 利用 中 的 作用 ,保证 她 们 的 有 关 知 识 受到 应 用 的 重视 ; 

“将 传统 的 保护 手段 ,如 宗教 圣地 、 社 会 责任 .禁忌 等 转换 成 发 展 规划 人 员 和 生物 资源 管 
理 人 员 可 利用 的 形式 。 

d) 加 强生 物资 源 管 理 

管理 生物 资源 的 责任 落 在 众多 的 机 构 和 人 员 身 上 。 各 种 资源 保护 活动 都 有 不 同 的 对 象 
和 目的 以 及 不 同 的 土地 利用 范围 和 保护 活动 一 一 从 国家 公园 到 农 牧区 ， 从 多 功能 保护 区 到 
私有 林地 ， 从 动 植物 园 到 种 子 库 都 必须 形成 一 个 稳定 的 协调 的 系统 ,通过 永 续 的 资源 利用 

方式 满足 人 类 的 需求 .什么 样 的 土地 利用 和 迁 地 保护 活动 能 够 满足 这 些 需要 ? 什么 样 的 政 
策 和 体制 能 够 使 各 部 门 间 保持 必要 的 协调 ? 

世界 上 许多 地 区 的 土地 和 水 资源 利用 体制 需要 迅速 改良 ,以 达到 长 期 发 展 的 目的 ， 而 

不 会 导致 关键 资源 衰竭 .许多 自然 栖息 地 正 被 开发 成 农业 水产 养殖 和 林业 用 地 , 给 人 类 提 

供 更 高 的 生产 力 ; 但 有 些 地 区 自然 价值 特别 重要 , 在 开发 中 必须 特别 谨慎 ， 甚 至 于 必须 保 
持 其 自然 状态 .其 中 有 些 地 区 仅 需 采取 “适度 放任 (benign neglect)" 即 可 保留 或 保持 其 自然 

价值 ;而 有 些 地 区 却 必须 加 强 经 营 管理 以 恢复 或 维护 它们 的 自然 价值 .有 些 地 区 需要 以 法 律 
形式 指定 为 保护 区 , 而 有 些 地 区 实施 适当 的 鼓励 政策 , 即 可 保证 他 们 在 私有 或 公有 的 状况 
下 得 到 保护 。 

“策略 ”试图 探索 一 些 方法 ， 以 确定 对 遗传 物质 、 物 种 生存 和 水 流 净化 调节 有 重要 作用 

的 地 点 及 其 管理 的 必要 条 件 ; 以 及 确定 那些 由 于 内 在 的 低 生 产 力 和 易 受 侵蚀 性 而 对 人 类 没 
有 多 大 开发 价值 的 地 区 。 

e) 保护 行动 所 需 信 息 

从 多 种 来 源 可 以 获得 大 量 关于 生物 资源 利用 和 状况 的 信息 。 尽 管 大 家 都 认识 到 完整 的 、 

连续 及 时 的 资料 对 决策 者 的 潜在 价值 , 但 这 类 尝试 却 很 少 能 成 功 。 现 有 技术 手段 已 经 能 够 

将 各 个 数据 库 联 成 一 个 网 络 ,使 主动 利用 这 些 资料 的 人 员 能 够 将 他 们 统一 和 序列 化 。 随 着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重要 性 不 断 被 揭示 出 来 ( 见 上 述 ab), 随 着 应 用 这 些 信 息 解 决 现实 的 资 

源 管理 问题 的 方法 不 断 被 证 实 ,， 对 这 类 信息 的 需要 将 迅速 增加 .根据 第 五 章 的 讨论 ,“ 策 
131 



略 " 将 指明 下 列 问题 : 

“支持 改善 政策 需要 什么 信息 ? 
“确定 对 保护 有 重要 意义 的 地 点 需要 哪些 信息 ? 

“管理 这 些 地 点 需要 哪些 信息 ? 
' 监 控 生 物资 源 管理 政策 需要 哪些 信息 ? 

“怎样 报道 这 些 信息 使 他 们 对 决策 者 、 对 地 方 社 区 和 公众 产生 预期 的 影响 ? 

f) 系统 地 提出 解决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所 面临 问题 的 有 效 方法 

详细 地 分 析 问 题 的 原因 并 确定 解决 步骤 并 不 能 保证 该 解决 方案 会 被 采纳 ， 正 如 许多 不 

成 功 的 行动 计划 一 样 , 这 类 行动 计划 和 策略 之 所 以 失败 并 不 是 由 于 提出 了 不 合理 的 建议 ， 

而 是 由 于 没 能 考虑 到 实施 过 程 中 , 群众 支持 和 职责 义务 等 方面 的 因素 。 另 一 方面 ， 公 共和 

政府 行为 已 经 发 生 了 非常 积极 的 变化 , 这 种 变化 常常 还 是 非常 迅速 的 .反对 乱 扔 垃圾 和 禁 

烟 运动 在 有 些 地 区 相当 成 功 , 政府 对 人 为 的 大 气 变化 反映 已 相当 明显 。 根 据 对 现 有 行动 计 

划 和 策略 以 及 对 比较 成 功 的 社会 运动 的 评判 性 回顾 ,“ 策 略 ” 还 将 考虑 到 ， 

“怎样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争取 更 多 的 大 众 支持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真正 的 困难 在 哪里 ? 是 工业 ,商业 贸易 ,工业 政府 ,还 是 国防 机 构 ? 

“为 给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争取 到 更 多 的 社会 支持 ,需要 向 公众 说 明 的 保护 “ 理 想 ” 应 当 是 

什么 ? 

“推动 “策略 ”最 有 效 实 施 的 地 方 机 构 是 什么 ? 

四 ,总 结 

行动 计划 和 策略 可 以 作为 促进 和 协调 保护 活动 的 有 效 手 段 。 在 增强 生物 多 样 性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实用 性 的 诸多 因素 中 , 以 下 是 特别 重要 的 几 个 方面 : 

“计划 实施 者 对 计划 制订 的 参与 程度 (“ 自 下 而 上 ?的 制订 方法 通常 比 * 自 上 而 下 ?的 方法 

BARD; 

“政府 及 其 它 机 构 对 计划 实施 的 政治 和 财政 支持 程度 ; 

“行动 计划 对 有 关 地 区 或 物种 以 及 实施 机 构 的 真实 需要 程度 ; 

“指定 行动 的 实施 机 构 和 必要 的 协助 或 资助 机 构 的 工作 效率 ; 

为 解决 已 提出 问题 ， 策 略 和 行动 计划 建议 开展 活动 的 充分 性 和 必要 性 。 

行动 计划 还 需要 指明 各 地 理 区 域 ( 如 国家 或 地 区 性 海域 ) 的 特殊 需要 , 指出 特定 的 行动 
主题 (如 全 球 性 保护 网 络 、 物 种 类 群 和 多 样 性 等 )。 国 家 保护 策略 .环境 概况 .河谷 .地 区 发 展 

规划 以 及 其 它 现 实 条 件 ， 如果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是 必要 的 ,都 可 以 改进 。 国 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地 区 性 保护 区 策略 《巴厘 行动 计划 》《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生物 圈 保 护 区 行 
动 计 划 》 和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的 各 个 地 方 性 海洋 行动 计划 , 都 需要 在 财政 上 和 实施 中 得 到 

支持 。 同 样 , 重要 湿地 保护 行动 计划 《热带 森林 行动 计划 ;以 及 其 它 正在 起 步 的 计划 都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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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援助 。 

所 有 这 些 策略 和 行动 计划 都 有 益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但 是 绝 没 有 一 个 单 靠 自己 就 能 获 
得 巨大 成 功 的 计划 ， 因 为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各 部 门 间 的 联系 是 极其 复杂 的 。 即 使 所 有 这 些 

计划 都 得 到 实施 , 大 多 数 行动 计划 也 只 能 说 明 问 题 的 一 小 部 分 ,而且 常常 只 能 指出 问题 的 
ER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策略 》 计 划分 几 个 步骤 来 进一步 揭露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及 其 根本 原因 ， 并 提出 分 配 资金 解决 这 些 问题 的 办 法 .阻止 我 们 这 个 星球 生物 资源 受到 

侵蚀 是 一 项 非常 值得 投入 时 间 、 精 力 和 资金 的 事业 。 精 心地 制订 保护 的 策略 和 方法 有 助 于 保 
证 这 种 投资 获得 最 大 的 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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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怎样 负担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费用 

尽管 许多 人 都 会 赞同 对 生物 多 样 性 进行 必要 的 保护 ,但 各 国政 府 在 寻找 足够 

财源 来 处 理 保 护 问 题 方面 ’ 同 处 理 社会 需求 一 样 , 仍 有 一 定 困难 ,为 此 需要 一 些 新 

本 书 试图 说 明生 物 多 样 性 是 一 种 全 球 性 资源 ,也 是 一 种 国家 性 和 地 方 性 资源 , 它 的 保护 

会 给 全 人 类 带 来 许多 好 处 。 然 而 目前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威胁 在 发 展 中 国家 中 是 最 大 的 ,这 些 国 

家 有 很 丰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但 其 支持 保护 工作 的 财力 是 非常 有 限 的 .可 是 ,许多 政府 还 正 向 

那些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产生 严重 负 影 响 的 活动 提供 大 量 资助 ;在 这 方面 臭名 昭著 的 例子 是 得 到 

资助 的 亚 马 孙 河 (Binswanger,1987) 和 博茨瓦纳 (Perrings 等 ,1988) 的 牛 放养 工作 。 因 此 要 求 

在 国家 和 国际 水 平 上 采取 行动 ,确定 提供 额外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资助 的 办 法 。 

目前 有 两 项 计划 是 直接 处 理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国际 竟 助 问题 . 受 加 拿 大 国际 发 展 局 

(CIDA ) .麦克阿瑟 基金 会 (MacArthur Foundation) ) ,挪威 国际 开发 局 (NORAD) .美洲 国家 

组 织 、 会 众 (Pew) 慈 善信 托 基 金 会 .联合 国 开 发 计划 署 、 联 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的 支持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WRI) 保 护 援助 项 目 最 近 散 发 了 一 份 有 关 财 政 上 解决 国际 保护 需求 办 法 方面 的 调查 

报告 ,认为 生物 多 样 性 是 那些 需求 的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WRI,1989b) 。 此 外 ,国际 自然 与 自 

然 资 源 保护 联盟 (IUCN ) 和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UNEP) 正 率先 制订 一 项 国际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公约 ,其 中 包括 在 生物 材料 使 用 基础 上 的 资助 机 制 ,该 机 制 可 能 有 助 于 对 保护 工作 的 赞助 

(在 第 四 章 中 已 描述 ) .对 国际 上 其 他 诸如 “自然 债务 交易 ”之 类 新 机 制 的 潜在 作用 ,也 必须 进 

行 调 查 研究 。 

保护 已 经 给 当地 所 有 居民 带 来 了 大 量 的 和 持久 的 好 处 。 但 是 保护 生物 资源 需要 在 人 员 、 

基础 设施 滞后 利益 教育 等 方面 进行 投资 .这 些 投资 通常 是 有 效 的 ,表现 出 高 效益 成 本 比 ; 

经 济 分 析 越 全 面 ,这 种 比率 很 可 能 越 高 (USAID ,1987) 。 

目前 的 保护 计划 通常 是 由 资源 管理 机 构 来 履行 的 ,但 他 们 的 预算 一 般 说 来 是 不 足 于 有 

效 地 履行 其 职责 , 且 每 年 增 减 幅度 很 大 .资金 提供 上 的 种 种 困难 严重 地 阻碍 了 保护 机 构 的 工 

作 效 果 。 为 了 取得 理想 的 成 果 及 充分 地 发 挥 作用 ,保护 机 构 必 须 有 足够 的 和 可 靠 的 资助 来 
源 。 

遗 憾 的 是 ,在 当今 的 经 济 气候 中 ,负责 保护 工作 的 政府 机 构 长 期 缺乏 资金 ,这 样 势必 导 

致 自然 资源 的 滥用 .因而 显然 要 求 有 关 国 家 和 国际 社会 提供 大 量 的 额外 资助 .国际 资助 特别 

重要 ;一些 人 坚决 主张 富裕 的 温带 国家 ,尤其 在 热带 荒 无 人 烟 的 地 方 ,将 从 保护 当地 基因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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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获得 比 那 些 保护 它们 的 通常 贫困 得 多 的 国家 多 的 多 的 好 处 (Prescott 一 Allen,1986); 工 业 

化 国家 中 的 农业 、 医 药 和 林业 部 分 能 负担 得 起 把 种 质变 成 效益 所 需 的 投资 .此 外 ,工业 化 国 

家 里 的 人 们 通常 比 那 些 每 天 与 正 捕食 他 们 农作物 和 家 畜 的 野生 动物 面临 冲突 的 农民 更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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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自然 生命 资源 的 国家 从 中 所 获取 的 好 处 常常 比 远离 的 产地 并 消耗 这 些 自然 资源 产物 的 

国家 少 得 多 .此 外 ,在 热带 国家 ,即使 生活 在 带 来 大 量 旅游 收入 的 保护 区 边缘 的 居民 , 因 法 律 
禁止 收获 保护 区 内 的 资源 ,也 常常 得 不 到 任何 实际 好 处 .因此 ,保护 工作 通常 缺少 一 种 较 主 

要 的 动力 .很 显然 ,保护 工作 的 经 济 评价 需要 体现 出 国际 上 对 成 本 与 效益 的 看 法 ,而 且 还 需 
要 设计 出 一 套 向 当地 的 所 有 居民 提供 适当 刺激 的 办 法 (这 方面 工作 参见 McNeely, 1988) , 

最 后 ,提供 保护 资助 的 形式 必须 包括 国际 机 构 间 签 定 一 些 诸如 工作 计划 材料 之 类 的 双 

边 协 议 或 合同 在 许多 发 展 中 国家 ,得 到 外 界 资助 的 大 型 开发 项 目 可 能 通常 含有 支持 生物 资 
源 保 护 的 成 分 。 

在 力争 更 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资金 方面 ,需要 考虑 以 下 几 点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社区 (community) 的 开发 活动 早 在 一 些 对 生物 资源 保护 有 重要 意义 的 

地 区 里 或 其 附近 的 社区 内 被 规划 着 或 实施 着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可 以 把 那些 使 行为 朝 保护 

方向 变化 的 因素 纳入 到 开发 项 目 中 去 ,这 并 不 需要 增加 很 多 费用 (参阅 Reid 等 ， 
1988), 

“按照 授权 法 或 行政 命令 ,任何 一 种 资助 机 制 显 然 都 需要 来 自 政 府 的 主管 当局 ;也 许 需 

要 对 各 部 门 ( 从 财政 到 资源 管理 ) 之 间 的 工作 进行 大 量 的 协调 。 

“保护 需要 普及 到 所 有 乡村 活动 ; 它 不 仅仅 是 国家 公园 和 其 他 保护 区 的 事情 。 因 此 就 保 

护 成 就 而 言 ,那些 旨 在 鼓励 乡村 居民 保护 保护 区 外 的 生物 资源 的 经 济 鼓励 ,可 能 具有 

很 高 的 效益 成 本 比 。 尺 管 这 种 鼓励 不 可 能 使 保护 机 构 得 到 任何 资助 ,但 它们 可 使 该 机 

构 能 更 加 有 效 地 管理 保护 区 (McNeely,1988 ) 。 

“最 后 ,资助 对 保护 成 就 不 是 唯一 重要 的 限制 因素 .尽管 保护 机 构 从 未 有 过 足够 的 资助 ， 

并 无 疑 在 要 求 额 外 的 资助 ,但 如 果 政 府 其 他 部 门 的 政策 与 保护 不 相 容 的 话 , 即 使 有 丰 

富 的 预算 也 达 不 到 保护 目的 .因此 ,任何 新 的 资助 机 制 必须 成 为 土地 所 有 权 、 能 源 、 边 

境 殖 民 、 外 贸 .运输 等 方面 的 必要 政策 变化 包括 在 内 的 一 整套 内 容 中 的 一 部 分 。 

一 、 生 物资 源 所 有 权 的 问题 
许多 生物 资源 可 能 通过 那些 满足 贫困 村 民 眼 前 需求 所 采取 的 行动 来 进行 保护 .不 可 中 

的 是 ,与 乡村 发 展 相符 而 实施 的 保护 与 人 类 利益 的 理想 行动 之 间 存在 着 差 上 距 。 

例如 ,建立 国际 上 重要 农作物 的 种 子 库 的 好 处 是 非常 多 的 。 然 而 ,除了 重要 农业 国 是 这 

135 



种 农作物 种 子 库 的 唯一 资金 提供 者 外 ,建立 种 子 库 不 会 引起 任何 一 个 国家 的 兴趣 ,因为 对 该 

国 的 好 处 比较 少 ,而 承担 的 费用 却 很 高 .因此 大 量 农业 种 质保 护 工 作 的 集资 ,最 好 通过 诸如 

国际 农业 研究 磋商 小 组 (CGIAR ) 之 类 的 国际 机 构 来 完成 。 

在 那些 把 生物 资源 作为 一 种 眼前 经 济 因素 的 副产品 来 加 以 保护 的 极端 行为 与 保护 活动 
的 国际 资助 之 间 存 在 着 几 种 政策 上 的 选择 .这 些 选 择 集中 在 特定 生物 资源 的 所 有 权 问 题 。 

所 有 权 问 题 给 遗传 和 物种 保护 方面 的 政策 分 析 投 下 一 层 阴 影 .例如 :国际 上 的 种 子 库 遭 
到 了 批评 ,因为 从 发 展 中 国家 无 偿 提供 的 种 质 中 培养 出 来 的 新 农作物 品种 ,然后 为 了 赢利 又 

被 出 售 给 提供 种 质 的 国家 。 发 展 中 国家 主张 大 家 应 该 无 偿 地 使 用 从 种 子 库 材料 中 生产 出 来 
的 品种 。 

上 述 问题 可 以 通过 增加 对 国际 保护 工作 方面 的 投资 或 通过 授予 执行 有 效 的 生物 资源 保 

护 计 划 的 国家 所 有 权 来 加 以 解决 .对 后 一 种 选择 , 尚 没有 进行 充分 详细 的 探讨 ,但 此 种 探讨 

的 障碍 是 显而易见 的 .在 这 个 生物 技术 时 代 ,一 个 国家 想 知 道 或 证 明 来 自 于 该 国 一 种 物种 的 
基因 在 一 种 特定 的 有 机 体 中 使 用 ,实际 上 是 不 太 可 能 的 .可 是 ,可 能 也 有 人 主张 所 有 权 问 题 

不 会 比 国际 版 权 法 更 复杂 (de Klemm ,1985) .引用 一 书 中 的 一 小 段 内 容 , 象 使 用 一 些 基 因 一 

样 ,大 概 不 会 被 看 作为 是 一 种 版 权 侵犯 行 为 ,而 整个 一 部 书 的 复制 属于 侵犯 版 权 而 要 提供 赔 
偿 . 有 些 植物 品种 被 当成 是 知识 产权 的 一 部 分 ,在 这 些 品种 的 方面 已 开展 了 大 量 工作 。 
Winiams(1984) 得 出 的 结论 是 ,由 于 越 来 越 多 的 民间 研究 资金 已 被 投入 到 植物 品种 开发 中 

去 ,对 这 些 品 种 及 其 部 分 进行 稳定 和 一 定 的 保护 是 很 重要 的 .可 利用 的 保护 措施 在 现 有 的 专 
利 法 范围 内 是 否 恰当 或 是 否 需 要 新 的 法 规 , 人 们 正 拭目以待 。 

关键 的 是 ,保证 使 利用 野生 植物 的 受益 者 支付 一 些 费 用 ,以 保证 有 关 物 种 能 够 在 野外 生 
存 并 在 当地 继续 发 展 。 

二 .主要 在 国家 和 地 方 水 平 上 有 用 的 机 制 

尽管 每 个 国家 都 有 各 自 的 法 规 和 筹集 保护 资金 的 办 法 ,目前 预算 上 的 限制 需要 一 些 解 
决 老 问题 的 新 办 法 。 每 一 个 国家 有 它 自 己 的 历史 ,传统 和 法 规 , 因 此 资助 机 制 不 可 能 是 相同 
的 ,需要 适应 于 当地 的 条 件 。 在 本 文中 所 建议 的 那些 办 法 一 般 都 经 过 数 百 次 变更 ,而 且 无 疑 

还 可 以 确定 出 许多 其 他 办 法 。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可 以 确定 以 下 几 种 潜在 的 资助 来 源 ( 不 包括 从 
中 央 政府 的 正常 预算 分 配 ) 。 

1. 收取 国家 公园 的 门票 费 及 其 它 费用 

大 多 数 旅游 者 都 十 分 欣赏 大 自然 的 魅力 ,以 致 于 他 们 很 愿意 为 参观 一 些 特 别 引 人 注 目 

的 自然 地 区 支付 费用 。 例 如 ,加 拉 帕 戈 斯 国家 公园 (Galapagos National Park ) 通常 收取 每 一 

外 国 游 客 40 美 元 的 费用 ,这 40 美 元 仅 是 该 游客 为 这 次 公园 游览 所 支付 的 总 钱 数 中 的 很 小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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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在 哥斯达黎加 ,向 游客 所 收取 的 费用 预计 年 达到 168000 美 元 ;从 外 国 游客 中 收取 的 费用 

不 多 于 从 当地 游客 中 所 收取 的 费用 ,因此 在 增加 收费 方面 还 有 一 定 的 余地 。 在 以 山上 有 大 猩 

猩 出 名 的 卢旺达 国家 火山 公园 (Rwanda's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里 ,参观 一 次 大 猩猩 ( 包 

括 在 公园 里 停留 3 天 ) 每 人 通常 花 去 门票 费 约 180 美元 。 第 二 天 再 去 参观 大 猩猩 ,每 人 再 花 

150 美元 。“ 大 猩猩 旅游 业 ? 现 已 成 为 卢旺达 的 第 三 大 外 汇 收 入 ,对 保护 来 说 是 一 种 重要 的 

刺激 。 结 果 大 大 地 减少 了 对 大 猩猩 的 偷 捕 和 国家 公园 的 侵占 (Vedder ,1989) 。 

奇怪 的 是 ,许多 国家 公园 不 收 门票 ,常常 因为 他 们 不 想 使 那些 无 能 力 支付 费用 的 游客 浊 

丧 , 并 且 认 为 正 提 供 一 种 公共 服务 ;公园 被 视 为 ”上帝 的 恩赐 (merrit goods)”, 千 万 不 要 以 收 
益 为 条 件 而 拒绝 游客 使 用 这 些 “ 恩 赐 ”. 但 是 由 于 保护 区 管理 费用 上 涨 ,而 预算 却 下 降 , 大 多 
数 保 护 区 将 需要 考虑 收费 问题 。 

也 可 以 收取 其 他 使 用 费 ,尤其 对 那些 需要 养护 或 其 他 管理 输入 的 使 用 物 。. 这 些 可 能 包括 

营地 ,游泳 设备 、. 回 水 (white 一 water) 第 运 、 湖 泊 游 艇 、 晚 上 用 聚光灯 照明 野生 生物 .导游 、 停 
车 场地 等 等 。 

Cook (1988) 引 用 一 些 支 持 索取 使 用 费 的 理由 : 

“公众 往往 更 十 分 欣赏 那些 需要 他 们 付费 的 设备 和 地 方 ; 

“各 种 收费 是 使 利用 公园 使 用 物 的 游客 支付 比 一 般 公 众 更 大 费用 的 手段 ; 

“公众 愿意 为 某 些 活动 或 设备 付费 ,有 助 于 作 公园 规划 ; 

“费用 的 收取 提供 了 一 个 与 公园 游客 直接 接触 的 机 会 ,以 致 于 增加 提供 信息 和 保持 监督 

的 可 能 性 ; 

“公园 活动 计划 可 能 变 得 愈 来 愈 有 限 ,而 养护 计划 ,如果 通过 收费 获得 的 这 种 额外 资助 

不 能 被 使 用 的 话 ,就 被 延缓 。 

在 确定 收取 保护 区 内 可 利用 的 各 种 物品 和 服务 的 费用 结构 方面 ,应 该 考虑 以 下 几 点 : 
“收费 的 目的 是 什么 ?是 为 了 增补 政府 正常 拨款 之 不 足 ? 还 是 为 了 使 公园 设施 得 以 完善 ， 

实现 自给 自足 ? 
"收费 的 斥 度 应 该 如 何 与 那些 提供 同样 货物 和 服务 的 商业 机 构 所 制定 的 相 比 ? 
“应 该 如 何 针对 诸如 儿童 .学生 、 已 届 退 休 年 龄 的 公民 、 收 入 低 的 人 (尤其 当地 人 ) 及 外 国 
游客 等 不 同类 型 的 人 来 确定 费用 结构 ? 

费用 可 以 根据 货物 或 服务 的 实际 成 本 ( 当 可 以 确定 时 ) 来 计算 ,包括 人 员工 时 在 内 的 一 
些 直接 业务 开支 .贷款 的 利率 和 分 期 偿还 情况 ,为 保护 区 的 有 效 管理 (包括 必要 改进 措施 ) 所 

提供 的 支持 、 养 护 费用 或 市 场 消费 能 力 等 。 

由 此 所 得 的 资金 应 该 返回 到 保护 区 中 去 ,包括 对 以 改善 与 周围 居民 合作 关系 为 目标 的 

各 种 经 济 刺激 的 支持 不 幸 的 是 ,大 多 数 国家 所 筹集 的 费用 被 中 央 财 政 部 占有 ,而 且 为 保护 

区 业务 活动 所 拨 的 资金 或 投资 很 少 与 保护 区 系统 的 收益 发 生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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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取 生态 服务 的 费用 

保护 区 .自然 森林 和 湿地 所 提供 的 各 种 生态 服务 通常 被 认为 是 “公共 产品 ”因此 设计 一 

套 收 取 这 些 产品 费用 的 办 法 亦 是 有 可 能 的 。 最 好 的 例子 是 可 以 向 游客 提供 高 质量 的 水 .对 于 

座 落 在 丘陵 地 区 或 山地 中 的 保护 区 ,水 源 保 护 是 一 种 非常 有 价值 的 服务 .例如 委内瑞拉 的 
Canaina 国家 公园 保护 一 个 流域 ,进行 各 种 水 电 开发 ,这 些 水 电 开发 如 此 重要 ,以 致 于 该 国政 

府 最 近 使 公园 面积 增 至 300 万 公顷 ,目的 是 提高 公园 的 流域 保护 功效 ,用 石油 代替 这 种 水 利 
发 电 估 计 每 年 将 花费 30 亿 美元 (Garcia,1984) 。 

因此 对 上 述 地 区 来 说 ,从 灌溉 工程 或 水 电 设施 的 用 水 收费 中 受益 ,似乎 是 应 当 的 ,因为 

这 些 灌溉 工程 和 水 电 设 施 的 用 水 是 来 自 于 该 地 区 .这 种 办 法 可 以 说 既是 合理 的 ,又 是 有 益 

的 ,不 仅 提 高 了 用 水 效率 和 合理 性 ,而 且 还 保护 了 该 流域 生产 资金 .这 就 可 能 需要 对 保护 区 

目前 还 提供 的 益处 进行 定量 研究 ,例如 ,Hufschmidt 和 Srivardhana(1986) 指 出 每 年 150 万 美 

元 的 开销 ,就 对 泰国 东北 部 南 蓬 水 库 的 益处 而 言 ,将 会 被 证 明 是 合算 的 。 在 印度 尼 西 亚 , 世 界 

银行 投入 了 100 多 万 美元 建立 Dumoga 一 Bone 国家 公园 ,来 保护 这 一 重大 灌溉 工程 

(McNeely) 征收 水 费 可 能 是 为 了 保证 国家 公园 的 维护 费 由 该 公园 向 当地 居民 提供 的 各 种 

货物 和 服务 来 偿付 。 

其 他 例子 很 多 。 例 如 ,珊瑚 礁 和 红 树 林 支 持 渔 业 。 因 此 把 从 捕 鱼 中 获得 的 一 部 分 利润 返 
回 到 目标 鱼 繁殖 地 的 保护 方面 ,将 似乎 是 合理 的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征收 渔业 税 , 也 许 以 出 口 税 

的 形式 (由 此 避免 征收 当地 消费 者 的 税 ) 可 能 是 行 得 通 的 .在 其 他 情况 下 ,确定 上 述 联系 可 能 
有 助 于 使 渔业 部 门 确信 他 们 需要 在 管理 渔业 上 重要 的 自然 生态 方面 进行 投资 。 

3. 征收 特殊 税 

在 一 些 国家 中 ,如 哥斯达黎加 ,有 关 生 物资 源 方面 的 特殊 税 已 证 明 是 有 益 的 .有 关 ” 木 

材 贸 易 . 野 生生 物 及 其 产品 的 贸易 ,特许 ( 租 让 ) 权 或 其 他 与 该 部 门 有 关 的 活动 等 方面 的 税 都 

可 以 增加 收入 ,然后 可 以 把 这 笔 收 入 投入 该 部 门 中 去 .通过 让 纳税 人 在 那 种 用 税 促进 的 工程 

上 投入 一 定数 额 的 钱 , 可 以 使 这 变 得 更 灵活 。 特 殊 税 可 以 用 于 设立 发 展 基金 或 国家 信贷 资 

金 ,如 作 信 用 贷款 。 一 个 来 自 Coted'Ivoire 的 有 趣 例子 ,就 是 使 用 征收 船只 (尤其 是 油轮 ) 在 

该 国 靠 码头 的 税 来 创立 一 个 环境 基金 会 ;550% 的 税金 归于 该 基金 会 ,这 些 钱 然后 被 用 于 购置 

监测 生态 系统 ,防止 污染 或 改善 环境 管理 所 必须 的 设备 。 该 基金 会 自 1986 年 成 立 以 来 已 经 收 

入 约 30 万 美元 。 在 工业 国 中 ,有 关 这 方面 的 美元 数额 可 能 大 得 多 。 例 如 ,佛罗里达 州 的 回收 与 

管理 法 (Recovery and Management Act) 设 立 一 危险 废物 管理 信托 基金 会 (Hazordous Waste 

Management Trust Fund) ,为 制止 将 会 发 生 的 污染 问题 提供 资金 。 该 基金 会 是 靠 征收 4 色 的 

废物 处 理 税 来 筹措 资金 的 ,在 筹措 的 资金 数额 达到 3000 万 美金 后 该 基金 会 改 征收 2%% 废 物 处 

理 税 。 

在 哥斯达黎加 ,法 规 规定 所 有 市 一 级 的 法 律 文件 ,新 发 的 护照 ,出境 签 证 .首次 自动 登记 
138 



证 ,在 外 交 部 注册 的 真实 签名 以 及 所 有 酒吧 间 、 夜 总 会、 舞厅 、 任 何其 他 出 售 酒 的 场所 和 所 有 

诸如 室内 游泳 池 、 电 影院 .俱乐部 和 公共 游泳 池 之 类 的 娱乐 场所 的 营业 执照 都 需要 印花 税 

票 ,至 少 部 分 税收 被 返回 到 支持 保护 区 管理 的 保护 基金 会 中 去 。 每 年 的 机 动车 辆 注册 以 及 野 

生生 物 进 出 口 许可 证 也 需要 有 助 于 保护 的 印花 税 票 (Barborak , 1988a) 。 

此 外 ,哥斯达黎加 征收 武器 和 弹药 税 以 及 从 印花 税 票 中 获取 收入 .这 些 可 能 是 很 重要 

的 ,但 在 最 近 几 年 里 已 大 幅度 地 下 降 了 . 税 票 价 曾 在 1977 年 就 被 法 律 所 确定 ,自从 那 时 起 至 

今 没有 被 增加 ,因为 要 使 数额 变更 ,将 必须 由 立法 机 关 通 过 一 项 新 的 法 律 , 哥 斯 达 黎 加 科 妆 
《货币 单位 ) 现 只 值 1981 年 原价 值 的 11. 4%% ,这 种 货币 贬值 伴随 着 重大 的 、 不 能 控制 的 通货 膨 

胀 .1982 年 印花 税 票 收 入 的 元 价值 曾 为 88000 多 美元 , 按 近 于 1988 年 所 期 望 的 3 倍 .1987 年 的 
税收 收入 许多 不 得 不 被 用 于 支付 新 税 票 发 行 的 费用 .尽管 有 这 种 困难 ,但 使 用 印花 税 票 和 货 
物 税 支持 保护 工作 这 种 资助 机 制 将 似乎 有 和 希望 被 许多 热带 国家 采用 。 

工业 化 国家 亦 使 用 印花 税 票 来 筹集 保护 经 费 . 例 如 在 美国 ,要 求 所 有 捕 鸭 者 每 年 都 要 购 

买 联邦 鸭 税 票 (Federal Duck Stamps) 这 些 有 色 税 票 极 受 欢迎 ,甚至 受 非 捕 鸭 者 欢迎 , 且 在 

过 去 几 年 里 每 年 平均 筹集 到 了 5000 万 美元 这些 税 票 收 入 一 般 被 奉献 给 迁移 鸟 保护 基金 会 
(Migratory Bird Conservation ) ,上 且 通 常 被 用 于 增添 国家 残 遗 种 保护 的 生境 。 鸭 印花 税 票 计划 

已 证 明 如 此 成 功 , 以 致 于 个 别 一 些 州 已 制定 了 同样 的 办 法 。 

其 他 以 自然 区 旅游 业 为 基础 的 税收 机 制 可 能 包括 旅游 饭店 的 床铺 税 ,机 场 的 离 境 税 以 
及 许多 其 他 的 机 制 。 

4. 与 大 型 开发 项 目 建 立 资助 联系 

在 对 那些 乡村 开发 项 目 进行 重大 投资 的 地 方 , 与 保护 工作 的 联系 可 能 常常 证 明 是 有 益 

的 。 在 1986 年 世界 银行 公布 了 一 项 新 的 有 关 匾 地 的 重大 政策 ,为 了 保证 生物 资源 的 保护 ,对 

各 要 素 进行 特殊 设计 ,以 致使 许多 因素 成 为 大 型 开发 项 目 ( 主 要 是 农业 .畜牧 业 .运输 ,水 资 

源 开 发 及 工业 项 目 ) 的 不 可 分 的 部 分 ,这 些 因素 可 能 包括 对 受 影响 的 当地 社会 的 经 济 刺激 

(Goodland , 1988) 。 

例如 ,一 些 重大 的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可 能 通常 加 入 在 上 游 流域 内 建立 保护 区 的 重要 成 分 。 在 
斯 里 兰 卡 , 美 国 国际 开发 署 (USAID) 曾 为 一 项 建立 5 个 新 保护 区 的 计划 提供 了 500 万 美元 ， 
该 项 计划 是 一 项 重大 的 开发 马 哈 维 利 流 域 农业 资源 项 目的 一 部 分 .这 种 支持 不 是 出 于 利他 

主义 的 目的 ;相反 ,保护 区 被 认为 是 下 游 开 发 项 目 成 功 所 必要 的 (McNeely,1987) 。 

保护 工作 与 重大 开发 项 目 之 间 可 以 确定 的 一 种 重要 联系 ,也 许 是 一 种 “环境 维护 税 ”。 建 

造 水 坝 \ 灌 溉 网 和 道路 等 项 目 可 能 牵涉 到 彻底 评价 该 地 区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从 而 也 对 当地 进行 

此 类 调查 的 能 力 开发 的 支持 ) ,确定 和 管理 保护 区 以 及 为 继续 管理 该 地 区 建立 一 个 自给 自足 

的 “捐赠 基金 "等 工作 直接 调拨 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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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类 的 联系 的 另 一 种 形式 是 强制 性 地 将 总 费用 中 一 部 分 投入 于 那些 规模 大 的 、 依 赖 环 

境 保护 的 工程 (水 资源 开发 项 目 是 一 个 明显 的 例子 ). 有 时 候 给 造林 和 保护 工程 追加 10%% 经 
费 , 可 能 增加 工程 的 有 效 寿命 和 减少 年 保养 费 。 

当 农民 的 生活 条 件 可 能 得 到 改善 时 ,来 自 开发 援助 机 构 的 项 目 支持 通常 是 可 行 的 【我 们 
记得 这 些 农民 中 许多 人 是 “贫困 中 的 最 贫困 者 ”, 因 此 他 们 对 许多 双边 政府 机 构 以 及 对 各 种 
与 教会 人口 和 饥 俄 有关 的 私人 自愿 组 织 (PVOs) 特 别 关 注 】。 重 要 的 是 ,整套 有 效 刺激 计划 

很 少 需要 重大 的 资助 ,而 是 需要 把 有 效 的 资助 指定 用 于 特定 的 目标 .因此 ,开发 援助 机 构 可 
能 需要 聚集 许多 地 方 社 会 一 级 的 项 目 , 目 的 是 它 从 中 选择 一 些 意义 重要 的 在 行政 管理 上 有 
吸引 力 的 项 目 。 这 种 途径 的 主要 缺点 是 ,除非 非常 敏感 地 提供 支持 , 它 就 很 可 能 滋长 依赖 性 ， 
而 不 是 自力 更 生 。 

5. 归还 从 生物 资源 开发 利用 中 获得 的 利润 

生物 资源 可 以 从 其 旅游 业 和 资源 收获 中 谋取 利润 ,因此 需要 寻找 一 些 保 证 将 这 些 利 

一 部 分 返回 到 那些 因 不 能 收获 该 资源 付出 代价 的 当地 人 和 手中。 根据 保护 区 应 该 从 其 投资 所 
得 的 经 济 收 入 中 获取 部 分 利润 的 原则 ,肯尼亚 、 津 巴 布 志和 凌 比 亚 ( 资 料 简介 29) 都 已 制定 出 
适当 的 资助 机 制 . 这 些 资助 机 制 中 ,许多 早已 被 政府 用 于 弥补 其 他 开支 ;要 点 是 即使 保护 利 
益 是 间接 的 ,相当 一 部 分 利润 需要 返回 到 生产 资金 的 生物 资源 保护 上 去 。 

在 许多 非洲 国家 ,猎物 标本 的 猪 捕 已 带 来 了 大 量 的 资金 ,其 中 一 些 已 返回 到 资源 管理 上 

去 了 .。 随 着 非法 偷 狂 活动 的 增加 ,一 些 政府 已 经 禁止 猎物 标本 的 狩猎 ,但 这 主要 是 一 个 政治 
上 的 反应 ,这 种 反应 通常 对 野生 生物 产生 负 作用 。 就 保护 而 言 ,对 娱乐 性 狩猎 的 绝对 禁止 常 

是 一 种 误 入 歧途 的 对 策 ; 因 为 健康 的 野生 生物 种 群 产生 可 收获 过 量 , 因 为 合法 猎 捕 的 动物 数 
量 仅 达到 非法 猫 捕 的 一 小 部 分 ;从 猎 捕 中 所 得 的 经 济 收 入 可 以 补偿 当地 人 为 保护 所 牺牲 的 
利益 以 及 因为 合法 狩猎 队 的 存在 可 能 会 阻止 非法 狩猎 .在 结 比 亚 , 向 外 国 狩 猜 者 出 售 100 一 

200 张 猜 象 许可 证 ,将 会 筹集 到 一 笔 相 当 于 外 国 捐献 者 向 该 国 提供 资助 的 经 费 , 甚 至 超过 了 
当地 人 使 用 象牙 或 内 的 价值 。 

在 其 他 国家 ,已 经 制定 了 一 套 把 从 伐木 中 所 得 的 资金 返回 到 造林 工作 中 去 的 办 法 。 例 如 

在 印度 尼 西 亚 , 从 特有 木材 开采 权 者 中 收取 每 立方 米 木材 4 美元 税 款 , 当 他 们 在 其 开采 地 造 
材 时 再 把 这 些 税 款 补偿 进去 (不 幸 的 是 ,这 种 “押金 "常常 是 被 没收 的 ,因为 放弃 比 在 开采 区 
造林 更 经 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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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29 利润 使 赞比亚 卢 旺 瓜 流域 的 偷 猎 活动 减少 

为 使 国家 公园 和 野生 生物 管理 机 构 能 在 政府 编制 外 增加 工作 人 员 ,1983 年 在 赞 比 

亚 卢 旺 爪 流域 建立 了 野生 生物 保护 周转 基金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volving Fund), 

基金 来 源 于 收获 河马 和 狩猎 公司 拍卖 Lower Lupande 狩猎 管理 区 的 狩猎 权 ,而 拍卖 条 

件 包括 可 能 捕捉 到 的 动物 数额 以 及 从 当地 社区 雇 拥 工作 人 员 的 最 低 限 量 。 拍 卖 收 入 中 

的 40%% 被 移交 给 当地 负责 人 作 开 展 他 们 选择 的 社区 项 目 之 用 ,其 余 60% 用 作为 野生 生 

物 管理 费用 。 

该 基金 会 的 工作 取得 了 明显 的 结果 .人员 从 1985 年 的 11 人 增加 到 1987 年 的 26 人 。 

工作 人 员 的 野外 工作 天 数 从 176 天 增加 到 了 717 天 。 象 和 犀牛 的 年 死亡 率 , 用 每 年 每 百 

公顷 所 发 现 的 被 偷 猎 动 物 尸体 数目 来 表示 ,在 同一 时 期 里 降低 了 90% .在 1987 年 ,该 基 

金 会 的 总 数 收入 为 48620 美 元 ,其 中 4840 美 元 被 用 于 野生 生物 管理 ,包括 4410 美 元 用 于 

乡 民 侦察 计划 。 那 年 总 的 野生 生物 管理 方面 的 经 常 性 费用 为 9870 美 元 , 比 该 基金 会 所 

获得 的 少 得 多 。 乡 民 开 始 了 支持 国家 公园 和 野生 生物 管理 机 构 的 管理 工作 .而 且 当 地 
部 落 领导 建立 了 安全 委员 会 ,防止 偷 猎 者 进入 他 们 的 地 区 (McNeely,1988)。 

一 且 经 济 利益 开始 流入 当地 村 民 之 手 , 象 的 偷 猎 现 象 减少 ,导致 了 象 的 种 群 数 增 
加 , 当 数 量 增加 到 一 定 的 水 平时 ,持续 的 收获 所 得 可 能 远 远 地 超 过 有 效 管理 计划 的 总 

费用 。 此 外 ,在 支持 村 民 侦 察 的 费用 中 , 仅 有 一 半 相 当 于 在 侦察 过 程 中 从 自然 死亡 的 象 
中 所 收集 到 的 象牙 收入 的 总 额 . 当 这 种 收入 来 源 不 返回 到 该 基金 会 时 , 它 的 确 向 政府 
显示 了 可 以 以 当地 参与 野生 生物 管理 的 形式 补偿 资金 的 重要 性 。 

总 之 ,赞比亚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作为 合法 机 构 ,收取 租 让 费 、 销 售 野 生生 物产 品 以 及 

从 事 与 野 生生 物 开 发 有 关 的 商业 投资 .然后 该 基金 会 可 以 使 收入 通过 适当 的 渠道 ,为 
管理 该 地 区 的 生物 资源 的 利益 以 及 与 野生 生物 共存 的 当地 居民 的 利益 服务 .因此 它 减 
少 了 那 种 依赖 于 中 央 财 政 提供 资金 的 需要 ,在 最 近 几 年 里 ,中 央 财 政 已 不 太 可 能 满足 
日 益 增 长 的 保护 费用 。 

6. 使 限制 条 件 (conditionality) 成 为 租 让 协议 

(Concession agreements) 的 必要 部 分 

这 种 机 制 ,可 能 在 拥有 广泛 的 木材 或 渔业 资源 ,并 把 产权 租赁 给 私人 投资 者 的 国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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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有 效 的 手段 。 作 为 此 类 协议 的 一 部 分 ,可 以 要 求 持 租 让 权 者 向 各 种 旨 在 保持 采伐 或 捕捞 
区 长 期 生产 力 的 鼓励 计划 提供 支持 。 在 租赁 森林 时 ,政府 必须 保证 租赁 者 得 到 很 大 一 部 分 纯 

利 ,或 至 少 把 一 部 分 返回 到 和 森林 管理 中 去 ,以 保证 森林 的 长 期 生产 力 . 总 的 说 来 ,政府 应 该 设 
计 出 一 套 鼓 励 森 林 生 态 系统 中 生物 资源 持续 利用 的 刺激 办 法 。 

从 诸如 旅馆 、 观 光 旅 游 和 饭店 等 非 耗费 自然 资源 的 租 让 物 中 所 获得 的 利润 ,常常 可 以 为 

保护 区 经 营 管理 提供 足够 的 资金 .应 该 以 不 降低 保护 区 自然 价值 以 及 从 这 类 租用 物 中 所 获 
得 的 利润 被 返回 资源 管理 机 构 中 去 为 条 件 ,出 让 这 些 租 让 物 的 租 让 权 。 即 使 那些 被 带 入 保护 

区 的 旅游 者 不 过 夜 ,但 亦 要 求 旅游 公司 有 这 类 许可 ;这 可 能 补充 入 场 费 之 不 足 。 

7. 谋求 私营 部 门 的 支持 

在 许多 国家 ,私有 部 门 从 生物 资源 中 获得 大 量 的 经 济 利益 , 且 也 许 能 向 保护 那些 资源 提 

供 无 偿 资助 那些 来 自从 事 于 资源 开采 或 生物 资源 非 消 耗 性 利用 (例如 旅游 业 ) 的 企业 的 捐 
BY ,尽管 难以 预测 以 及 并 入 规划 工作 中 去 ,但 可 能 是 有 效 的 .此 种 无 偿 资助 ,在 一 些 旅 游 业 依 
赖 于 保护 区 生存 的 地 方 , 也 许 是 特别 合适 的 。 

私有 部 门 常常 通过 向 那些 有 可 能 会 促进 生物 资源 管理 的 活动 提供 资助 的 方式 ,为 保护 

提供 重大 的 刺激 。 突 出 的 一 个 例子 是 由 虎 山 团体 (Tiger Mountain Group) (一 个 主要 在 尼 泊 

尔 经 营 的 大 自然 旅游 组 织 ) 建 立 的 国际 自然 保护 信托 基金 会 (International Trust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成立 这 个 信托 基金 会 的 目的 是 使 从 大 自然 旅游 业 中 所 获得 的 一 部 分 利润 再 

返回 到 那些 会 促进 野生 生物 及 其 生境 保护 的 活动 中 去 。 

其 中 主要 的 一 项 活动 是 一 项 针对 皇家 奇 瓦 (Chitwan) 国 家 公园 周围 村 民 的 保护 教育 计 

划 ,在 该 公园 里 虎 顶 (TigerTops) 饭 店 是 虎 山 团体 的 总 部 。 最 近 , 该 信托 基金 会 的 活动 已 被 扩 

展 到 一 些 与 该 团体 业务 活动 地 区 的 持续 发 展 有 关 的 一 些 被 普遍 关心 的 事 。 该 信托 基金 会 正 

在 实施 它 的 信念 , 即 野 生生 物 如 果 要 在 今天 拥挤 的 世界 中 生存 下 来 , 越 来 越 必须 养活 它们 自 
tc (Roberts and Johnson ,1985) 。 

这 类 资助 的 另 一 种 形式 为 来 自 跨国 公司 的 捐款 ,他 们 对 在 发 展 中 国家 所 开展 的 以 资源 

为 基础 的 活动 进行 投资 上述 跨 国 公 司 向 保护 活动 提供 捐助 ,目的 是 既 能 保护 他 们 自己 的 投 

资 ,又 能 有 助 于 东道 国保 护 目标 的 实现 。 上 述 捐款 ,如 果 政 府 保护 机 构 或 民间 机 构 制 定 了 一 

种 接收 这 些 捐款 的 办 法 的 话 ,常常 就 变 得 更 为 方便 ;经 验 已 表明 私有 企业 不 太 愿 意向 政府 的 
正式 计划 而 愿意 向 独立 的 基金 会 提供 无 偿 的 资金 (尤其 是 这 些 捐款 可 以 减 税 的 话 ) 。 

8. 建立 保护 基金 会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由 或 为 一 保护 区 或 保护 区 系统 所 建立 的 基金 会 ,可 能 对 获取 非 政 府 的 资 

助 来 源 ( 其 中 许多 也 许 来 自 上 面 讨论 的 几 种 来 源 ) 是 一 种 有 益 的 刺激 。 例 如 在 印度 尼 西 亚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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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物 基 金 会 得 到 了 来 自 木材 贸易 无 偿 捐 助 的 支持 。 该 基金 会 是 由 林业 部 建立 的 ,但 其 工作 
是 在 董事 会 领导 下 独立 地 进行 的 。 该 董事 会 负责 分 配 支 持 各 种 保护 项 目的 资金 。 相 比 之 下 ， 

赞比亚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成 功 的 一 个 秘诀 是 该 基金 会 被 设立 在 国家 公园 和 野生 生物 管理 机 构 
内 。 

一 些 基 金 会 有 国际 联系 。 例 如 1960 年 建立 的 查尔斯 :达尔 文 基金 会 (Charls Darwin 

Foundation) 从 外 国 捐 款 中 筹集 资金 , 且 曾 负责 管理 加 拉 帕 戈 斯 国家 公园 ,一 直到 70 年 代 初 

期 为 止 . 从 70 年 代 初 期 开始 ,由 厄瓜多尔 国家 公园 管理 机 构 接管 了 该 基金 会 的 职责 。 该 基金 

会 继续 保持 查尔斯 “达尔 文 研究 站 以 及 对 各 种 公园 管理 方面 相当 重要 的 课题 进行 研究 .同样 

地 , 塞 舌 尔 群岛 基金 会 (Seychelles Islands Foundation ) 在 国际 的 理事 会 领导 下 以 及 在 来 自 于 

国际 方面 的 赞助 下 , 负 起 了 管理 阿尔 达 布 拉 严 格 自然 保护 区 (Aldabra Strict Nature Reserve) 

的 责任 , 它 也 每 年 得 到 塞 舌 尔 政府 的 拨款 。 

9. 从 保护 区 的 投资 中 收取 利息 

在 许多 情况 下 ,一 较 大 的 保护 区 可 以 建立 一 种 捐赠 基金 ,这 种 基金 将 由 管理 当局 或 由 一 
适当 的 非 政 府 机 构 来 管理 .Jansen(1988) 建 议 热 带 受 保护 的 荡 地 可 以 向 该 保护 区 邻近 农 地 

的 所 有 者 发 行 有 价 证 券 ; 农 业 上 的 收益 会 支持 这 个 地 区 的 管理 .这 通常 有 控制 该 保护 区 及 其 
附近 土地 上 所 进行 的 农业 种 类 作用 ,从 而 公开 地 显示 出 了 保护 区 与 农业 之 间 的 密切 关系 。 

三 、 主 要 在 国际 水 平 上 有 用 的 办 法 

正如 早已 指出 的 那样 ,在 国家 水 平 上 所 产生 资金 需要 得 到 来 自 国际 方面 的 资金 的 补充 。 

现 有 一 些 把 资金 从 工业 化 国家 转移 到 热带 地 区 的 办 法 。 

1. 利用 国际 公约 提供 财政 支持 

一 些 国际 公约 通常 以 组 织 项 目的 办 法 为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提供 一 些 资助 .例如 :世界 遗 

产 公 约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 》 每 年 向 那些 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有 重大 国际 意义 的 自 

然 生境 中 所 进行 的 项 目 提供 100 万 美元 。 在 国际 重要 湿地 公约 下 的 项 目 资 助 每 年 达 60 万 美元 

左右 。 由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建立 的 几 个 区 域 海事 公约 内 ,有 向 保护 活动 提供 重大 资助 的 信托 

资金 协议 。 

由 国际 保护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提出 、 正 在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考虑 研究 之 中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公约 草案 中 ,资助 问题 是 一 个 重要 部 分 根据 该 公约 ,将 要 建立 国际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基金 会 (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 该 基金 会 的 资 

金 将 被 用 于 促进 实现 该 公约 的 目标 (概括 地 说 ,用 于 促进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 .根据 使 生物 资 

源 的 受益 者 支付 保证 这 类 资源 被 持续 利用 所 需 的 费用 的 原则 ,该 基金 会 可 以 有 以 下 四 种 主 

要 来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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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那些 把 生物 圈 中 一 种 资源 用 作为 一 逸 散 系统 (例如 矿物 燃料 中 所 放出 的 二 氧化 碳 ) 
的 活动 所 征收 的 税 款 ; 
.对 天 然 生活 物质 或 从 中 直接 衍生 的 产品 的 一 般 贸易 所 征收 的 税 款 ; 
.对 可 取得 专利 权 的 新 遗传 物质 或 从 野生 来 源 中 衍生 的 合成 产品 所 征收 的 税 款 ; 
.由 任何 一 国家 、 政 府 间 组 织 (包括 开发 援助 机 构 )、 或 社会 和 民间 团体 、 或 个 人 所 提供 的 
无 偿 捐款 、 赠 品 或 遗产 。 

当 无 偿 捐款 被 指定 用 于 特定 项 目 或 地 区 时 ,向 基金 会 捐款 不 会 附带 任何 政治 条 件 . 此 

外 ,政府 还 会 同意 该 基金 会 的 资金 是 可 以 免税 的 ,而 且 可 以 自由 地 从 一 国 转移 到 另 一 国 。 该 
基金 会 将 由 成 员 国 大 会 管理 和 支配 ,大 会 将 设立 董事 会 .将 从 该 基金 会 中 向 有 关 生 物 材 料 或 
物种 起 源 的 国家 付款 ,这 些 款项 必须 被 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去 .此 外 ,基金 会 向 那些 在 生 

物 多 样 保护 方面 需要 财政 支持 的 国家 付款 ,优先 考虑 的 项 目 应 该 以 大 会 所 通过 的 长 期 保护 
计划 以 及 大 会 所 制定 的 准则 为 基础 。 

这 种 基金 会 成 功 的 一 个 关键 性 要 点 是 ,根据 发 展 依赖 于 生物 资源 的 持续 利用 以 及 这 些 

资源 的 耗 尽 是 一 种 成 本 外 转 的 原理 ,让 那些 支付 者 认识 到 该 费用 是 公平 的 ,而 且 会 被 有 效 地 

使 用 并 且 他 们 也 会 从 中 得 益 。 到 那 时 ,收取 保护 费 会 被 看 作为 一 种 成 本 内 消 和 一 种 对 未 来 福 
利 的 备 。 在 资金 使 用 国 建立 行政 管理 机 构 可 能 会 是 最 有 效 的 ,通过 国际 基金 会 把 经 费 转 移 到 
产地 国 的 保护 工作 中 去 。 目 标 产 业 也 许 包括 木材 【欧洲 木材 商 早 已 提出 一 种 自愿 的 进口 税 ， 
这 种 收入 将 由 国际 木材 贸易 组 织 (ITTO ) 来 管理 支配 且 种 子 .药品 .矿物 燃料 燃烧 器 (炉子 ) 

及 旅游 业 。 

任何 一 种 资助 国际 公约 的 办 法 必须 是 公正 的 和 公众 能 接受 的 ,并 且 必 须 使 用 起 来 简便 ， 

必须 符合 《关税 及 贸易 总 协定 (General Agreementon Tariffs and Trade)》 必须 筹集 到 相当 

数额 的 资金 (每 年 数 亿 美元 ) ,必须 向 付款 者 提供 好 处 以 及 必须 在 工业 化 国家 筹集 到 资金 ,但 

必须 向 发 展 中 国家 所 进行 的 真正 相关 的 并 被 适当 监测 的 项 目 提供 经 费 。 

2. 从 国际 保护 机 构 中 谋求 直接 支持 

生活 在 工业 化 国家 中 的 人 民 ,通常 从 热带 国家 的 生物 资源 中 获得 大 量 好 处 ,而 且 常 常 对 

保护 产生 重大 兴趣 ,这 种 兴趣 可 以 通过 向 保护 机 构 捐 款 的 形式 表示 出 来 ,这些 捐款 可 以 被 调 
拨 给 热带 地 区 的 保护 活动 项 目 ,而 且 常 起 到 了 重大 作用 。 

这 种 支持 过 去 往往 把 重点 放 在 生物 资源 上 ,而 不 是 放 在 人 民 上 ,但 目前 正在 开始 发 生变 

化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国际 保护 协会 (CD ,纽约 动物 学 会 法兰克福 动物 学 会 .自然 保护 组 织 
(CTNC) 及 许多 其 他 的 国际 组 织 , 越 来 越 充 分 地 认识 到 了 人 与 保护 之 间 的 内 在 联系 ,而 且 实 

际 上 国际 保护 协会 的 生态 系统 保护 措施 的 重点 主要 放 在 这 些 关 系 上 .上 述 组 织 可 以 经 常 提 

供 使 适宜 的 推动 性 项 目 得 以 启动 的 资助 。 国 际 保护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联盟 通过 其 在 国家 保护 
对 策 方 面 的 工作 ,促进 整套 刺激 性 计划 的 资助 办 法 的 研制 工作 .最 后 ,有 些 在 发 展 中 国家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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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的 私有 企业 的 部 分 资金 ,其 使 用 范围 受到 限制 ,一些 民间 保护 机 构 可 能 得 到 这 笔 资 金 并 用 “ 

于 保护 。 

这 种 办 法 的 另 一 形式 是 ,国际 保护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联盟 和 国际 动物 园 主任 联盟 提出 的 

一 项 新 的 倡议 ,被 称 之 为 “遗产 物种 计划 (Heritage Species Program)”。 某 些 物 种 由 于 完全 处 

于 濒危 状态 或 对 人 类 特别 重要 而 属于 特殊 物种 ,该 计划 基于 此 前 提 。 这 些 物种 中 一 些 将 被 称 

为 “遗产 物种 CHeritage Species)”, 而 且 将 被 著名 的 遗产 物种 中 心 正 式 通过 .遗产 物种 中 心 将 

专门 负责 筹集 在 物种 丰富 国家 或 地 区 开展 保护 活动 所 需 的 资金 ,每 一 物种 的 保护 行动 计划 ， 

将 根据 国际 保护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联盟 的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IUCNV/SSC 和 其 他 有 关 组 织 最 好 

的 技术 建议 来 制定 。 

3. 安排 自然 债务 交易 

不 断 增 加 的 国际 债务 目前 正 对 发 展 中 国家 经 济 发 展 ,政治 稳定 和 资源 保护 产生 严重 影 

响 。 特 别 在 债务 负担 最 严重 的 拉丁 美洲 ,经 济 萧 条 , 几 个 国家 的 财政 改革 措施 激 起 了 公众 的 
抗议 。 偿 还 债务 的 压力 加 快 了 许多 国家 的 生物 资源 退化 速率 .对 林地 进行 管理 ,经 常 是 为 了 
获得 直接 出 口 利 润 , 以 致 耗 尽 了 这 种 可 再 生 资 源 。 同 样 地 ,为 了 支持 出 口 销售 ,把 林地 变 为 农 
牧 地 ,从 长 远 的 观点 看 来 , 耗 尽 了 这 些 国家 的 资源 和 经 济 基础 。 

这 种 债务 交易 机 制 是 指 保护 机 构 ( 包 括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国际 保护 .自然 保护 组 织 等 等 ) 

购买 某 个 国家 正在 第 二 市 场 (Second Market) 上 贬值 的 债券 (资料 简介 30) ,向 债务 国 提供 这 
些 债券 ,并 按 债券 面值 来 兑换 成 当地 货币 ,在 当地 的 国家 机 关 的 管理 下 将 其 投入 保护 工作 中 

去 .这 种 办 法 在 那些 债务 严重 贴现 的 国家 (因此 对 那些 有 健全 的 财务 管理 办 法 的 债务 国 相当 

不 利 ) 最 有 用 时 , 它 在 一 些 具有 重要 生物 资源 的 国家 中 仍 是 有 用 的 。 然 而 到 目前 为 止 ,有 时 它 
们 仍 被 理解 为 另 一 种 外 来 的 强制 条 件 (conditionality) 。 

厄瓜多尔 是 南美 洲 的 一 个 小 国家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是 整个 北美 洲 的 两 倍 。 像 许多 

拉丁 美洲 国家 一 样 ,厄瓜多尔 目前 正 有 重大 的 外 债 , 它 的 债务 差额 在 过 去 10 年 里 已 增长 了 8 

倍 。 厄 瓜 多 尔 正面 临 着 偿还 债务 的 种 种 困难 ,以 致 于 信贷 银行 在 1988 年 的 最 后 6 个 月 里 把 价 

格 减低 一 半 。 厄 瓜 多 尔 的 一 些 专家 在 分 析 研 究 这 种 处 境 后 动员 一 民间 基金 会 , 即 大 自然 基金 

@ (Fundacion Natura), 把 债务 危机 作为 一 种 吸引 财源 投入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中 去 的 机 会 

(Sevilla, 1988) .该 大 自然 基金 会 将 负责 从 国外 通过 捐赠 硬 通货 币 获取 ;美国 野生 生物 基金 

& WWF-US 在 支持 这 项 工作 中 起 到 了 重要 的 作用 .用 这 些 资 金 在 第 二 金融 市 场 上 将 以 低 

于 正常 价值 购买 到 一 部 分 厄瓜多尔 外 债 ( 在 30 一 38% 面 值 之 间 浮 动 ) 。 该 基金 会 将 把 由 此 所 

得 的 债券 换 成 稳定 股票 .从 这 些 债 券 中 所 得 的 利息 将 被 投入 于 保护 项 目 中 去 。 第 一 年 从 带 利 

息 的 基金 中 所 获得 的 收入 主要 用 于 执行 国家 保护 对 策 , 特 别 着 重 于 桑 盖 (Sangay) 国 家 公园 

( 菲 )`. 亚 苏 尼 (Cyasuni) 国 家 公园 和 科 塔 卡 奇 ' 卡 亚 帕 斯 (Cotacachi Cayapas) 生 态 保护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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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30 安排 自然 债务 交易 

安排 一 自然 债务 交易 牵涉 到 许多 过 程 和 广泛 的 可 变 因素 ,要 达成 一 个 大 家 满意 的 
协议 ,需要 通过 努力 对 这 些 步骤 和 因素 很 好 地 进行 调整 。 首 先 在 原则 要 获得 债务 国 , 特 
别 是 该 国 的 政府 ,中央 银 行 以 及 将 接受 资金 和 管理 保护 计划 的 民间 保护 组 织 的 同意 。 

东道 国 必须 决定 在 将 债务 兑换 成 当地 货币 方面 所 使 用 的 兑换 率 是 多 少 , 在 债务 交换 中 
所 利用 的 支付 条 件 是 什么 以 及 指派 或 同意 谁 作 为 当地 代理 人 来 管理 (支配 ) 资 金 和 分 
配 收 入 。 保 护 计划 通常 要 根据 当地 优先 度 来 确定 ; 它 可 能 包括 特定 地 点 的 项 目 或 当地 
人 认为 合适 的 一 般 性 保护 活动 (如 公园 管理 人 员 的 培训 ) 的 清单 。 

其 次 ,必须 确定 将 能 获得 的 债券 .未 来 的 交易 人 必须 购买 面额 适当 的 可 为 债务 国 

家 政府 所 接受 的 有 一 定 接受 的 到 期 时 间 表 的 债券 .如 果 不 能 捐赠 债券 的 话 ,就 必须 以 
大 家 满意 的 贴现 价格 购买 它 ( 它 本 身 是 一 笔 技术 上 复杂 杂 的 交易 ) 。 

借款 一 旦 获得 ,必须 由 东道 国政 府 的 中 央 银 行 按 协议 中 所 指定 的 方式 把 它 兑 换 成 
当地 货币 最 后 ,实际 的 保护 方 可 进行 。 

资料 来 源 : 美 国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wwWEF 一 US)(1988) 和 国际 保护 协会 (1989) 

1987 年 保护 协会 与 玻利维亚 磋商 了 第 一 次 自然 债务 交易 .自从 那 时 起 ,已 为 哥 斯 达 黎 

加 、 菲 律 宾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 和 其 他 国家 ,通常 在 以 美国 为 基础 的 ,诸如 野生 生物 “ 金 会 、 

保护 协会 .自然 保护 组 织 以 及 国家 野生 生物 联盟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之 类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支持 下 ,安排 了 同样 的 债务 交易 .这 种 办 法 亦 可 能 适合 于 那些 由 第 三 世界 政府 与 诸 

如 世界 银行 、 国 际 金融 基金 会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和 美洲 开发 银行 (Interamer- 

ican Development Bank) 之 类 的 多 边 金 融 机 构 ,与 诸如 美国 国际 开发 署 (USAID)、 加 拿 大 国 

际 开 发 局 (CIDA) 和 瑞士 国际 开发 署 (SIDA) 等 的 双边 援助 机 构 以 及 与 其 他 政府 缔结 的 债 

务 。 如 果 债 务 人 保证 将 类 似 数量 的 资金 投入 于 旨 在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项 目 中 去 的 话 , 这 些 债务 

交易 就 使 债权 者 能 够 注销 债务 。 

4. 使 用 有 限 的 货币 储备 

在 许多 国家 ,由 跨国 公司 、 外 国政 府 拥有 的 多 余 收 益 或 当地 货币 必须 在 该 国境 内 花费 。 

如 果 采 用 适当 办 法 的 话 , 上 述 收益 就 可 以 被 调拨 给 保护 之 用 。 来 自 于 PL480( 一 条 美国 政府 

法 律 , 即 美国 允许 某 些 国家 可 以 用 当地 货币 支付 从 美国 进口 的 食物 的 费用 ,并 在 进口 国家 中 
使 用 这 些 货币 ) 和 其 他 政府 部 门 援助 行动 计划 的 资金 常常 可 以 被 用 于 支持 一 些 保 护 工作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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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一 系列 刺激 性 计划 .Kux(1986) 指 出 ,至 少 对 美国 际 开发 署 (USAID) 来 说 ,通过 更 多 地 使 

用 从 美国 向 一 些 发 展 中 国家 销售 农业 商品 所 得 的 当地 货币 来 大 大 地 增加 保护 投资 ,应 该 是 

不 太 困 难 的 。 这 些 资金 可 以 用 于 诸如 保护 区 土地 的 购买 .热带 森林 的 编目 .教育 与 培训 以 及 

对 替换 破坏 性 土地 使 用 的 可 供 等 方面 。 

5. 出 租 保护 租赁 权 ” 

上 述 租赁 权 与 森林 或 矿 开 采 权 是 相同 的 ,可 以 提供 给 国际 保护 组 织 用 于 具有 明显 世界 

性 重要 意义 的 地 区 ,以 换取 租金 ,由 资源 管理 机 构 用 于 资助 其 他 地 区 。 这 种 租赁 权 协 议 规定 
了 管理 标准 .公众 使 用 之 权利 ,容许 开 发 的 东西 (通常 是 非 耗 取 自 然 资源 的 ) 等 等 ,而 且 国际 
机 构 将 会 承担 实行 租赁 权 协议 的 全 部 责任 。 

这 种 办 法 的 一 个 主要 问题 是 对 帝国 主义 或 外 来 影响 指责 ( 它 忽视 外 界 影 响 是 造成 当地 

大 部 分 生态 系统 过 度 开发 的 主要 因素 这 一 事实 )。 对 开发 机 构 来 说 ,克服 这 一 问题 的 唯一 办 

法 是 向 当地 的 非 政府 组 织 或 其 他 机 构 提 供 资助 ,让 这 些 组 织 或 机 构 购 买 部 分 重要 地 区 的 租 
赁 权 , 在 经 济 上 持续 管理 当地 的 生物 资源 ,并 把 它 作 为 开发 该 地 区 的 示范 .显然 ,这 要 求 当 地 

非 政 府 组 织 发 挥 出 管理 自己 事务 以 及 小 型 自然 保护 区 的 能 力 ;由 大 学 来 管理 供 研究 用 的 示 
范 性 自然 保护 区 也 是 一 种 合适 的 模式 。 

作为 另 一 种 形式 ,可 以 向 保护 组 织 或 联合 国有 关机 构 发 放 明 显 重要 的 物种 或 保护 区 的 
财产 权 , 向 政府 支付 费用 以 及 要 求 租赁 者 按照 高 的 国际 标准 和 根据 与 政府 签 定 的 契约 协议 
对 该 物种 或 保护 区 进行 管理 。 

四 总 结 
在 通常 情况 下 ,应 该 在 最 大 的 程度 上 尽 可 能 地 通过 市 场 对 保护 进行 支持 ,但 这 种 市 场 需 

要 通过 中 央 政 府 的 适当 政策 来 确立 .一切 上 述 的 资助 办 法 所 面临 的 一 个 问题 是 它们 遇 到 机 

会 费 问 题 COPPORTUNITY COSTS) ;募集 到 的 资金 可 能 会 被 政府 挪用 到 其 他 比较 优先 项 

目 . 以 上 建议 办 法 的 吸引 力 在 于 生物 资源 正 获得 收入 以 及 公众 为 了 表达 他 们 对 生物 资源 非 

消耗 性 使 用 的 支持 正 提 供 一 些 资 助 。 

对 政府 决策 者 的 主要 要 求 是 他 们 应 该 认识 到 生物 资源 的 多 种 价值 以 及 充分 利用 机 会 对 

此 类 资源 持续 生产 进行 投资 . 亦 需 要 说 服 他 们 创造 条 件 ,使 色 有 或 非 政 府 组 织 部 门 可 以 承担 

重要 的 生物 资源 或 地 区 的 全 部 经 营 管理 工作 以 及 在 有 吸引 力 的 税收 条 件 下 谋求 他 们 自己 的 

SE BY « .通过 使 用 新 的 资助 办 法 ,在 政府 的 相 容 政 策 的 支持 下 ,可 以 克服 保护 工作 进展 中 的 这 
一 重大 障碍 。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资助 需要 由 有 关 专 家 紧急 和 现实 地 探讨 ,这 些 专家 应 当 能 够 提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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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可 被 政府 纳入 一 公约 或 约束 力 的 国际 协定 的 提议 .上 述 专家 们 应 该 特别 注意 : 

“给 予 生物 资源 适当 的 经 济 评价 的 必要 性 ,这些 生 物资 源 的 经 济 价值 在 国家 资本 清单 中 
应 当 适 当地 反映 出 来 ,而 且 当 资源 被 使 用 时 在 国民 收入 中 也 要 加 以 适当 的 说 明 ; 

'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提供 经 济 刺激 的 必要 性 ,在 国际 水 平 上 (通过 资源 转移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以 及 在 当地 ,保证 当地 居民 从 当地 生物 多 样 性 中 得 益 ; 

“以 各 种 各 样 方式 把 收费 和 征 税 办 法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使 用 联 在 一 起 的 前 景 ; 

“保证 使 最 穷 的 国家 或 与 生物 多 样 性 有 关 的 贸易 非常 有 限 的 国家 种 免 收费 的 措施 ; 
“在 公约 管理 下 的 国际 基金 会 (得 到 上 述 收费 的 支持 ) 的 情况 ; 

“关于 给 这 种 基金 会 无 偿 捐 款 的 情况 ,可 能 依据 捐款 国 从 生物 多 样 性 利用 中 所 获得 的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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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争取 新 盟友 

自然 保护 是 维持 社会 的 基础 ; 保护 的 利益 被 广泛 地 分 享 , 而 保护 的 责任 却 落 

在 少数 几 个 机 构 身 上 。 因 而 ,保护 需要 更 多 的 协作 者 ,包括 所 有 直接 依赖 于 生物 资 

源 的 政府 部 门 或 机 构 。 

前 几 章 提供 的 证 据 已 经 表明 ,发展 的 必要 基础 是 改进 资源 管理 ,确保 自然 生态 系统 的 物 

质 和 功能 能 够 持续 流动 或 运行 .这 通常 既 需 要 保持 该 地 区 相当 的 自然 植被 覆盖 率 ,也 要 求 改 
进 农 业 区 ,木材 生产 .渔业 ,海岸 带 管理 等 领域 的 资源 利用 。 

通过 前 几 章 的 讨论 ,人 们 可 以 清楚 地 认识 到 ,虽然 那些 受到 较 严 格 保护 的 地 区 一 一 自然 
保护 区 、 国 家 公园 和 历史 遗址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保护 区 分 类 目录 第 1.2、3 

类 ) 一 一 需要 得 到 更 有 效 的 管理 ,并 且 被 纳入 当地 总 体 发 展 规划 ,而 又 不 破坏 保护 区 旨 在 保 
护 的 原 有 价值 .另外 ,那些 将 出 产生 物资 源 作为 管理 目标 之 一 的 保护 区 ,需要 加 强 管理 ,促使 
它们 为 当地 乃至 全 球 提 供 更 多 的 物质 和 服务 .这 将 需要 更 多 的 资金 ,第 八 章 中 曾 提 出 了 一 些 
增加 资助 来 源 的 方法 。 

除 此 之 外 ,我 们 还 需要 从 各 行业 机 构 中 寻找 新 的 保护 伙伴 ,本章 将 说 明 , 如 果 他 们 更 积 

极地 保护 其 自身 发 展 所 依赖 的 资源 ,那么 ,保护 的 利益 也 同样 属于 他 们 。 

一 、 生 物资 源 对 " 非 保护 部 门 " 的 贡献 

为 什么 农业 、 国 防 或 卫生 部 门 要 关心 生物 资源 的 保护 ? 有 关 观 点 已 在 第 二 章 阐述 了 ,下 
面 一 些 例 子 将 进一步 说 明 这 些 观 点 当然, 随 着 国家 、 社 区 的 不 同 , 其 具体 实施 过 程 肯定 会 有 

所 不 同 。 

流域 管理 

MacKiannon (1983) 在 调查 了 由 世界 银行 贷款 的 印度 尼 西 亚 灌溉 项 目 中 11 个 集 水 区 情 
况 . 这 些 集 水 区 的 情况 变化 很 大 ,有 的 几乎 仍 处 于 太古 状态 ,而 有 的 则 是 由 于 森林 退化 、 伐 木 

或 随意 定居 而 造成 的 严重 破坏 区 。 根 据 发 展 保护 区 必需 的 造林 和 人 员 搬迁 费用 ,可 以 估计 出 

良好 地 保护 集 水 区 所 需 的 总 费用 。 其 费用 对 那些 基本 上 保持 自然 完整 的 集 水 区 而 言 ,不 到 其 

灌溉 项 目 投资 的 1%，, 对 需要 大 量 造林 的 则 需 5% ,对 那些 需要 搬迁 和 造林 的 最 大 费用 占 
10 久 .与 因 集 水 区 保护 不 善 而 引起 的 灌溉 系统 效率 下 降 40%% 的 损失 相 比 ,这 些 费 用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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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业 发 展 

自然 区 域 ,包括 山地 、 河 流 .湿地 、 和 森林、 热带 大 草原 .珊瑚 礁 、 沙 漠 海滩 一 一 对 旅游 者 最 

有 了 吸引 力 。 旅 游 业 可 以 给 一 个 国家 带 来 巨大 的 社会 经 济 效益 ,如 提供 就 业 机 会 ,刺激 当地 经 

济 发 展 , 创 造 外 汇 收入 ,促进 地 方 交通 设施 的 改善 以 及 创造 娱乐 条 件 . 这 些 社会 经 济 效益 通 
常 给 环境 带 来 良性 影响 (Goldsmith ,1975; McNeely 和 Thorsell, 1987), 

农业 发 展 

尽管 有 许多 ,甚至 绝 大 多 数 农 业 发 展 计 划 主 要 是 解决 农业 或 可 耕地 问题 ,但 农业 发 展 的 

成 功 却 经 常 与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有 重要 意义 的 自然 区 密切 相关 。 每 一 个 农庄 都 是 生态 系统 的 一 

个 部 分 .这 类 生态 系统 变化 很 大 ,有 些 是 全 年 都 能 得 到 灌溉 的 广阔 的 河流 三 角 洲 ,有 些 是 分 

散在 森林 地 区 的 季节 性 灌溉 区 ,有 的 则 是 “ 靠 天 吃饭 (rain 一 fed) "的 地 区 。 豆 科 植 物 ̀  药 用 植 

物 、 其 它 谷 类 作物 、 昔 类 作物 .经济 作 物 、 家 畜 、 野 生动 物 ( 如 猪 、. 猴 和 鼠 类 ) 以 及 鱼 类 在 多 数 农 

庄 都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因 此 ,农业 发 展 计划 需要 考虑 到 所 有 这 些 因素 .进一步 讲 , 各 个 农业 群 
落 都 有 远 远 超出 村 庄 范 围 的 生态 学 联系 。 比 如 ,Sattaur (1987) 指出 ,在 尼泊尔 山区 ,每 亩 耕 

地 需要 3. 48 亩 森林 来 维持 .尼泊尔 的 许多 和 森林 在 生态 上 都 很 脆弱 ,因此 ,如 果 想 让 它们 提 

供 饲料 、 薪 柴 、 建 筑 材 料 ̀  水 果 及 药 用 植物 的 话 , 就 要 进行 专门 管理 与 仅 着 眼 于 狭小 地 区 的 

规划 比较 ,那些 多 种 途径 保护 大 范围 生态 系统 的 农业 发 展 计划 获得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高 得 多 , 因 

为 这 些 生 态 系统 是 农庄 赖 以 生存 和 繁荣 的 基础 .这 通常 还 需要 保证 有 关 的 地 方 社 会 有 权 管 
理 他 们 继续 繁 乘 所 依赖 的 自然 区 域 。 

保护 作物 素 缘 种 

有 些 地 区 生存 有 大 量 重 要 驯化 植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种 群 ,为 保护 这 些 区 域 , 必 须 授 予 农 业 

部 门 适当 的 权力 。 对 这 些 区 域 可 能 是 极 重 要 的 ,比如 ,印度 某 地 生长 有 唯一 已 知 的 野生 水 稻 

(Oryza nizora) 种 群 , 它 是 抗 儿 本 科 矮 化 病毒 基因 的 唯一 资源 。 那 些 耐 盐 的 野生 水 稻 种 群 能 

帮助 作物 适应 盐 碱 土壤 或 盐分 多 的 灌溉 水 ; 另外 ,漂浮 水 稻 中 的 长 蕉 种 类 能 帮助 适应 由 于 

海平 面 上 升 而 引起 的 高 水 位 .这 些 对 驯化 植物 和 驯养 动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类 有 着 重要 意义 ,或 

者 对 保护 用 于 害虫 防治 中 的 野生 昆虫 种 群 有 重要 意义 的 自然 区 域 ,应 该 由 农业 部 门 建立 并 

管理 保护 区 ,以 确保 所 有 驯化 植物 的 野生 亲缘 种 类 得 到 保护 ,作为 适应 未 来 的 变化 的 基础 。 

渔 wb 

建立 和 管理 海岸 及 海洋 栖息 地 保护 区 的 工作 仍 处 于 初级 阶段 。 其 中 大 部 分 仅 为 现存 陆 

地 保护 区 在 海岸 的 延伸 ,譬如 爪哇 岛 的 乌 琼 库 隆 (CUjung Kulon ) 保 护 区 .。 然 而， 从 长 远 的 观 

点 看 ,要 为 人 类 提供 长 期 的 服务 ,就 要 对 许多 重要 的 沿海 栖息 地 加 以 保护 。 除 保护 海岸 线 [ 如 

孟加拉 国 的 桑 达 班 斯 (Sundarbans)] 和 持续 获取 建筑 材料 外 ,这 些 区 域 也 是 鱼 类 极其 重要 的 

产 卵 场所 (特别 是 在 附近 水 域 遭 到 过 度 捕 捞 时 ) (Hamilton 和 Snedaker, 1984;Ketchum, 

1972) .严格 说 来 ,所 有 湿地 区 域 对 于 渔业 都 十 分 重要 ,但 是 与 之 更 密切 相关 的 则 是 那些 常常 

被 发 展 项 目 所 影响 的 内 陆 漫 浴 (Goulding ,1980) 。 拦 水 大 坝 、 灌 溉 系统 及 其 它 设 施 都 会 影响 

对 渔业 至 关 重 要 的 内 陆 和 沿海 湿地 ,因此 ,制订 管理 这 些 系统 的 新 方案 势 在 必 行 。 渔 业 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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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 这 些 区 域 的 管理 中 起 到 更 加 积极 的 作用 ,甚至 要 划 定 一 些 区 域 进行 严格 保护 。 

能 混 

尽管 能 源 常 被 视 为 高 技术 领域 ,但 在 热带 地 区 ,当地 家 庭 所 用 的 能 源 多 数 仍然 取 自 传统 

资源 ,其 中 许多 是 取 自 对 生物 资源 保护 很 重要 的 自然 栖息 地 。 除 去 前 面 提 到 的 自然 区 域 的 水 

电 设 施 , 许 多 森林 为 当地 民众 提供 了 薪 柴 ;比如 ,在 尼泊尔 ` 坦 桑 尼 亚 和 马 拉 维 ,90% 以 上 的 

能 源 仍 来 源 于 薪 柴 (Pearce,1987a) 。 在 1983 年 ,全 世界 共 消 耗 了 1. 6 亿 立 方 米 以 上 的 薪 柴 ， 

占 森 林木 材 总 产量 的 54% (FAO, 1985) .即使 传统 的 能 源 供给 还 未 商品 化 ,这 仍然 可 能 是 国 

家 能 源 政策 的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改进 对 天 然 森 林 薪 柴 生 产 的 管理 ,能 够 给 当地 民众 提供 

更 多 的 利益 .因此 ,对 有 关 能 源 部 门 来 讲 , 管 理 天 然 森 林 是 相当 有 吸引 力 的 。 

公共 卫生 

许多 热带 国家 对 药 用 植物 的 依赖 程度 仍 很 高 (中 国 大 约 共 登 录 了 5000 种 ,印度 2500 种 ， 

东南 亚 6500 种 ), 其 中 许多 药 用 植物 生长 于 天 然 森 林 。 据 世界 卫生 组 织 (WHO) 估 计 ,80%% 的 
第 三 世界 人 民 的 健康 保障 是 依靠 药 用 植物 的 .这 些 药 用 植物 有 的 是 当地 种 植 的 ,有 的 则 取 自 
大 自然 (Farnsworth ,1988) .由 于 当地 多 数 民众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仍 要 依赖 传统 药物 ,因此 ,保护 
药 用 植物 资源 将 会 成 为 农村 卫生 工作 中 卓有成效 的 一 部 分 。 在 斯 里 兰 卡 ,传统 医药 卫生 部 已 

经 建立 了 一 系列 专门 的 小 型 保护 区 ,以 保护 当地 重要 的 药 用 植物 区 域 。 

工 业 

除去 前 文 提 到 的 水 电能 源 所 带 来 的 益处 外 ,自然 生境 也 同样 能 为 工业 生产 提供 大 量 的 

原材料 。 热 带 森 林 富 产 树 胶 、 脂 肪 、 油 料 ̀ 淀粉 .树脂 、 芯 条 、 纤 维 . 染 料 和 丹 宁 等 许多 工业 原 

料 。 珊 瑚 礁 和 其 它 海洋 生境 产 有 工业 所 需 的 大 量 原 料 .确保 这 些 原 材料 的 持续 生产 ,应 当 引 

起 从 这 些 依赖 天 然 原料 的 企业 的 足够 重视 。 这 就 需要 企业 部 门 投资 保护 某 些 有 重要 价值 的 

区 域 .这 些 区 域 使 企业 在 原材料 方面 基本 自给 ,同时 由 于 这 些 企 业 通常 能 够 获取 高 额 利润 ， 

这 就 为 企业 内 部 自行 消化 生产 成 本 提供 了 一 种 机 制 。 

控制 污染 

一 些 自然 区 域 , 特 别 是 邻近 都 市 中 心 的 湿地 ,是 有 效 的 天 然 污 水 处 理 中 心 。 璧 如 ,50 多 年 

来 ,加 尔 各 答 的 污水 一 直 由 城 东 4000 公顷 的 “盐湖 ?沼泽 地 净化 。 这 些 湿 地 起 到 了 高 效 氧化 

塘 的 作用 ,并 且 促 进 了 渔业 的 兴旺 ,为 渔民 提供 了 2000 人 的 就 业 机 会 ,年 捕捞 量 达 6000 吨 。 

凌 便 中 的 肠 道 细 菌 含 量 在 塘 中 被 降低 了 99.9% (Meltby,1986) .因此 ,盐湖 为 加 尔 各 答 人 民 

在 经 济 上 作出 了 重要 贡献 .同样 ,世界 上 众多 的 湿地 也 起 着 相似 的 作用 .对 于 公共 健康 部 门 

或 卫生 部 门 来 讲 ,为 保持 这 样 的 系统 进行 投资 ,要 比 建 立 昂 贵 的 新 污水 处 理 厂 经 济 得 多 。 

灾害 防治 
对 保护 生物 资源 有 着 重要 意义 的 自然 区 域 ,通常 有 利于 防止 诸如 滑坡 和 山 裔 (山地 林 

区 ) 的 发 生 , 或 减轻 台风 的 破坏 作用 (沿海 红 树林 区 )。 由 于 灾害 防治 费用 要 远 比 灾害 救济 低 

廉 ,特别 是 考虑 到 人 民 的 生命 财产 损失 ,因此 ,对 这 些 区 域 进行 适当 的 保护 投资 应 成 为 防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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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的 一 部 分 。 

土地 所 有 权 

土地 所 有 制 控制 着 土地 及 其 产品 的 使 用 和 转让 ,因而 ,土地 利用 才能 够 稳定 .没有 得 到 

可 靠 的 土地 所 有 权时 ,村 民 就 不 会 有 热情 为 持续 使 用 土地 投资 .此 外 ,所 有 权 不 确定 也 会 使 

人 们 偏重 某 些 作物 ,而 忽视 多 年 生 作物 、 林 业 作 物 及 和 森林 再 植 . 于 是 ,那些 没有 固定 土地 所 有 
权 的 村 民 就 被 迫 不 断 地 开明 新 土地 ,结果 破坏 了 自然 区 域 ,除了 废弃 的 土地 外 一 无 所 获 。 因 
此 ,土地 所 有 权 的 管理 对 自然 区 域 的 保护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Kennedy,1980) 。 

二 、 涉 及 摆 事 部 门 的 特殊 情况 

在 世界 上 的 绝 大 多 数 地 区 ,军事 部 门 在 政治 、 社 会 及 经 济 上 占有 主导 地 位 ,尽管 其 主要 

职能 是 保卫 国家 政权 的 生存 ,军队 也 越 来 越 清楚 地 认识 到 政治 .经 济 和 生态 的 生存 是 彼此 相 

关 的 。 然 而 ,他 们 却 很 少 系 统 地 支持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积极 行动 .这 些 措施 不 仅 有 价值 ,而 且 十 
分 有 效 , 下 面 将 一 一 指明 (注意 ,国家 间 的 差异 十 分 显著 ) 。 

“许多 政府 领导 人 来 自 军 队 , 他 们 能 作出 影响 保护 和 持续 发 展 的 重大 决策 (在 直接 军事 
管辖 期 ,这 种 情形 尤为 常见 ,一般 也 常见 于 多 数 发 展 中 国家 ) 。 

“军事 部 门 控制 着 大 量 的 土地 充 作 训练 基地 、 军 用 仓库 ,边境 “缓冲 带 ” 等 等 ,这 些 地 区 党 
常 具 有 重要 的 生物 学 和 生态 学 价值 。 

“在 许多 国家 ,军事 部 门 是 农村 发 展 项 目的 积极 参加 者 ,为 当地 农业 发 展 提供 了 后 勤劳 
动力 及 稳定 性 。 

“军队 中 有 大 量 可 塑性 很 高 的 年 轻 新 兵 , 对 他 们 的 高 强度 训练 很 容易 把 对 社会 及 生态 的 
考虑 结合 起 来 ,这 种 训练 贯穿 于 每 个 人 的 军事 生涯 ,并 通过 参谋 学 院 的 学 习 不 断 加 深 
他 们 的 领悟 能 力 。 

“军事 部 门 可 接近 那些 对 资源 保护 有 重要 价值 的 地 形 、 植 被 及 其 它 与 地 理学 有 关 的 可 靠 
信息 。 

“与 资源 保护 有 关 的 一 些 国际 法 ,如 《海洋 法 》, 只 能 在 军事 部 门 的 支持 下 才 具 有 效力 。 

“军事 部 门 中 有 许多 人 来 自 农 村 ,他 们 对 大 自然 及 户外 有 着 特殊 的 感情 ,这 使 他 们 易于 
接受 资源 保护 的 概念 。 如 能 正确 引导 ,这 些 在 遥 远 地 区 工作 的 人 员 可 为 就 地 及 易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作出 重要 的 贡献 。 

“军事 部 门 的 主要 职责 是 维护 国家 安全 .然而 越 来 越 明显 的 是 ,许多 对 国家 安全 的 威胁 
来 自 以 不 恰当 的 手段 和 方法 获取 自然 资源 ,因而 ,军事 部 门 对 资源 管理 更 要 认真 对 待 。 
“人 与 资源 间 的 矛盾 在 今后 会 愈加 剧烈 ,军事 部 门 若 想 有 效 地 处 理 这 些 矛 盾 , 他 们 就 应 
对 有 关 的 生物 学 .生态 学 .社会 和 经 济 问题 作 更 详尽 的 了 解 。 

总 之 ,国家 的 军事 机 器 都 是 为 各 国 的 利益 服务 的 。 由 于 生物 资源 的 保护 对 一 个 国家 的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因而 ,军事 部 门 为 了 国家 的 安全 也 应 支持 资源 的 保护 及 其 持续 发 展 。 他 们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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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做 作 得 很 少 的 原因 ,至 少 在 表面 上 是 由 于 对 他 们 缺乏 正确 的 引导 。 

途径 之 一 就 是 进行 一 系列 实例 研究 ,使 军队 发 挥 保护 生物 资源 的 积极 作用 (可 能 适 于 缅 

旬 、 中 国 、 印 度 、. 马 达 加 斯 加 ̀ 巴 基 斯 坦 、 秘 鲁 . 斯 里 兰 卡 、 委 内 瑞 拉 、 津 巴 布 韦 )。 制 订 一 项 军队 

教育 的 计划 ,其 中 包括 为 新 兵 训练 提供 以 资源 保护 为 主 的 教学 材料 ,为 军队 高 级 领导 人 提供 
能 表明 资源 保护 可 影响 国家 安全 的 材料 ,也 可 以 提供 一 些 指 南 和 手册 类 材料 ,指导 他 们 管理 

军队 控制 区 的 资源 保护 .一 些 对 环境 问题 感 兴趣 的 军官 可 以 跟 资源 保护 专家 共同 商讨 如 何 
更 加 有 效 地 影响 军事 部 门 ,以 提高 他 们 对 资源 保护 的 兴趣 。 

三 .生物 资源 持续 生产 的 新 管理 方法 

本 章 我 们 已 列举 了 许多 对 生物 资源 重要 的 自然 区 域 与 各 种 类 型 的 发 展 项 目 相关 联 的 例 

子 。 这 样 的 例子 还 有 许多 ,但 已 足够 证 明 发 展 项 目 要 获得 长 期 成 功 , 即 保持 其 持续 性 ,就 要 确 
保 那些 自然 区 得 到 充分 管理 ,使 之 不 断 地 造福 于 社会 我 们 需要 制订 新 的 管理 方法 ,以 确保 
这 些 利益 真 正 地 分 配 到 当地 社会 ,甚至 于 整个 人 类 。 

那些 直接 依赖 于 自然 区 域内 生物 资源 的 部 门 ,都 应 为 确保 这 些 区 域 提供 长 期 利益 而 负 
起 更 多 的 责任 .加 强国 家 公园 和 野生 动物 部 门 管理 的 同时 ,他 们 也 应 为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有 重要 
意义 的 区 域 的 管理 付出 更 多 的 努力 .此 外 ,许多 有 关 部 门 也 应 参与 管理 自然 栖息 地 的 保护 。 
所 以 ,国家 公园 部 门 应 和 代表 多 方 利益 的 其 它 机 构 一 道 参与 栖息 地 的 保护 。 

另外 ,其 它 行业 机 构 也 应 培养 管理 与 各 自 未 来 有 关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能 力 。 林 业 部 门 应 确 

保 每 年 的 采伐 计划 与 维护 活动 相 结合 ; 渔业 部 门 应 关心 红 树 林 区 的 天 然 繁 殖 场 ; 旅游 部 门 
应 关心 珊瑚 礁 的 质量 ; 工商 部 门 应 关心 他 们 的 原材料 来 源 ; 卫生 部 门 应 关心 药 用 植物 的 野 
生 资源 ; 水 利 部 门 应 关心 水 源 等 ,例子 不 再 一 一 列举 。 

因此 ,我们 需要 努力 使 各 有 关 行 业 机 构 形成 足够 的 技术 能 力 和 专长 ,使 他 们 能 够 管理 责 

任 区 域 , 进 而 确保 他 们 自身 发 展 的 持续 性 。 在 许多 情况 下 ,高 层次 的 协调 监督 机 构 可 以 确保 
各 行业 机 构 所 制订 的 管理 计划 在 实施 时 与 国家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目的 相 一 致 。 

四 .总 结 

许多 国家 已 认识 到 自然 区 域 对 国家 发 展 的 贡献 .湿地 、 珊 瑚 礁 、 红 树林 .山地 和 热带 森林 
对 社会 经济, 政治 和 伦理 有 重要 意义 ,而 且 , 如 果 管 理 得 当 , 它 们 可 以 为 林业 、 旅 游 业 等 与 乡 

村 发 展 有 关 的 部 门 提供 可 持续 利用 的 资源 。 

然而 ,许多 自然 区 域 却 正 遭 到 破坏 ,而 不 是 受到 养护 .为 此 ,我们 必须 改变 一 系列 总 体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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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以 确定 最 重要 的 区 域 ,并 且 还 要 设计 并 推行 最 适宜 的 管理 机 制 。 每 一 个 国家 都 有 自己 特 
殊 的 机 遇 和 局 限 ,没有 什么 现成 的 书籍 为 之 提供 正确 的 答案 。 但 其 基本 原理 应 该 是 保护 和 开 
发 的 投资 及 收益 的 分 配 应 该 是 公平 的 ,并 且 要 使 资源 能 长 期 持续 利用 。 地 方 可 以 通过 教育 、 

收入 分 配 、 参 与 决策 .制订 保护 区 邻近 区 域 的 有 关 的 补充 发 展 规划 以 及 在 与 资源 保护 目的 相 
一 致 时 允许 利用 资源 ,来 提高 对 保护 自然 区 域 的 支持 。 

欲 使 保护 利益 恰当 地 流向 社会 (包括 管理 不 同 级 别 自 然 区 域 的 许多 政府 及 私人 机 构 )， 

就 要 有 连接 保护 区 及 周围 土地 的 新 方法 .可 以 采取 适当 方法 和 具体 步骤 ,确保 这 些 区 域 得 到 

适当 的 管理 ,为 民众 带 来 持续 利益 ; 从 长 远 观 点 看 ,这 种 发 展 模式 可 能 持久 。 

现在 改变 世界 上 的 生物 资源 走向 枯竭 的 因素 仍然 存在 。 新 方法 、 新 资助 机 制 及 新 政策 要 

在 适宜 的 水 平 上 得 到 应 用 ,可 使 人 们 的 良好 愿望 转变 为 能 进一步 造福 人 类 和 可 靠 保持 生物 
遗产 的 现实 。 

90 年 代 是 关键 的 十 年 。 在 此 期 间 ,我 们 要 决策 ,行动 及 投资 ,以 确保 全 世界 众多 的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得 以 保持 ; 同时 ,还 要 查 明 它 们 的 物质 和 生态 学 价值 ,还 要 促进 这 些 资 源 的 持续 利 

用 ,为 未 来 新 的 、 创 造 性 的 探索 提供 可 能 .最 大 程度 地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文化 多 样 性 ,并 与 科 
学 上 的 最 大 努力 相 结合 ,可 能 是 人 类 迎接 多 变 未 来 的 最 明智 的 方法 。 

我 们 正 处 在 人 类 文明 史上 的 十 字 路 口 ,我 们 今后 几 年 的 行动 将 决定 人 类 是 继续 盲目 开 

发 .滥用 生物 资源 ,走向 凌 凉 的 未 来 ,还 是 最 大 限度 地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和 持续 地 利用 生物 资 
源 , 人 类 文明 的 前 景 正 等 待 我 们 去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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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名 称 

原核 生物 界 
产 甲烷 菌 门 
假 单 胞 菌 门 
哮 盐 菌 门 

* 1 

杂 菌 门 

螺旋 体 门 

化 能 在 养 菌 门 

粘 细 菌 门 

厌 氧 光 能 营养 菌 门 

发 酵 菌 门 

空气 内 孢 菌 门 

蓝 细菌 门 

微 球 菌 门 

绿 菌 门 

放 线 菌 门 

空气 固氮 菌 门 

大 核 菌 门 

RMIT 

eee] 

辐 足 虫 门 

RE HTT 

AFL BIT 

金 藻 门 

FER 

定 鞭 藻 门 

顶 生 扁平 

眼 虫 门 

丝 孢 子 门 

隐 口 门 

网 粘 菌 门 

动 凌 门 

集 胞 菌 门 

Re 

附录 一 : 地 球 生物 的 门类 

英文 名 称 

KINGDOM :PROKARYOTAE 

Methanocreatrices 

Pseudomonads 

Halophilicand 

ThermoacidophilicBacteria 

Aphragmabacteria 

Omnibacteria 

Spirochaetae 

ChemoautotrophicBacteria 

T hiopneutes 

M yxobacteria 

AnaerobicPhototrophicBacteria 

Fermenting Bacteria 

Aeroendospora 

Cyanobacteria 

Micrococci 

Chloroxybacteria 

Actinobacteria 

Nitrogen — fixing AerobicBacteria 

Caryoblastea 

Chlorophyta 

Dinoflagellata 

Actinopoda 

Rhizopoda 

Foraminifera 

Chrysophyta 

Ciliophora 

Haptophyta 

Apicomplexa 

Euglenophyta 

Cnidosporidia 

Cryptophyta 

Labyrinthulomycota 

Zoomastigina 

Acrasiomycota 

Xanthophy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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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名称 

粘 菌 门 

原生 生物 界 
*2 

根 肿 菌 门 

ea | 

PA te ae aT] 

褐藻 门 

ae A] 

红 营 门 

卵 菌 门 
RT] 

真菌 界 
接合 菌 门 
半 知 菌 门 
子 赛 菌 门 
真菌 门 
担子 菌 门 

动物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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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海绵 

meal 

多 孔 动 物 门 

腕 足 动物 门 

刺 胞 门 

软体 动物 门 

HRA 

2 oh TT 

中 生动 物 门 

星 口 动物 门 

扇形 动物 门 

益 虫 门 
纽 形 动物 门 

环节 动物 门 

RAOADI) 

缓 步 动 物 门 

腹 毛 动物 门 

五 口 动物 门 

RTT 

AMAwII 

动 吻 动 物 门 

节肢 动物 门 

英文 名 称 

Myxomycota 

KINGDOM :PROTOCTISTA 

Eustigmatohyta 

Plasmodiophoromycota 

Bacillariophyta 

Hyphochytridiomycota 

Phaeophyta 

Chytridiomycota 

Rhodophyta 

Oomycota 

Gamophyta 

KINGDOM :FUNGI 

Zygomycota 

Deuteromycota 

Ascomycota 

Mycophycophyta 

Basidiomycota 

KINGDOM :ANIMALIA 

Placozoa 

Phoronida 

Porifera 

Brachiopoda 

Cnidaria 

Mollusca 

Ctenophora 

Priapulida 

Mesozoa 

Sipuncula 

Platyhelminthes 

Echiura 

Nemertina 

Annelida 

Gnathostomulida 

Tardigrada 

Gastrotricha 

Pentastoma 

Rotifera 

Onychophora 

Kinorhynca 

Arthropoda 



XA 

FAA ET) 

须 腕 动物 门 

Ril 

棘皮 动物 门 

内 肛 动 物 门 

毛 显 动物 门 

线虫 门 

半 索 动物 门 

线形 动物 门 

BADD 

外 胚 动物 门 

植物 界 

SHED 

苏铁 门 

RR 

银杏 门 

石松 门 

裸子 植物 门 

契 叶 植物 门 

买 麻 茧 门 

BARD) 

被 子 植 物 门 

* 1]、* 2: 暂 无 中 文 名称 。 

英文 名 称 

Loricifera 

Pogonophora 

Acanthocephala 

Echinodermata 

Entoprocta 

Chaetognatha 

Nematoda 

Hemichordata 

Nematomorpha 

Chordata 

Ectoprocta 

KINGDOM :PLANTAE 

Bryophyta 

Cycadophyta 

Psilophyta 

Ginkgophyta 

Lycopodophyta 

Coniferophyta 

Sphenophyta 

Gnetophyta 

Filicinophyta 

Angiospermophy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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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 :世界 目 然 宪章 

(The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1982 年 10 28 日 联合 国 大 会 第 371 号 决议 ) 

大 会 
重申 联合 国 的 基本 宗旨 , 特别 是 维持 国际 和 平 与 安全 ,发 展 各 国 间 友好 关系 和 进行 国 

际 合作 以 解决 经 济 、 社 会 .文化 .技术 .知识 或 人 道 方面 的 国际 问题 等 宗旨 。 

UF: 
(a) 人 类 是 自然 的 一 部 分 , Ea AMT BRK SA REET AA, DA PRUE RE VR A FRY 

的 供应 。 
(o) 文明 起 源 于 自然 ， 自 然 塑 造 了 人 类 的 文化 ,一 切 艺术 和 科学 成 就 都 受到 自然 的 影 

响 , 人 类 与 大 自然 和 谐 相处 ， 才 有 最 好 的 机 会 发 挥 创造 力 和 得 到 休息 与 娱乐 。 

~~ 15: 

(a) 每 种 生命 形式 都 是 独特 的 ,无论 对 人 类 的 价值 如 何 ， 都 应 得 到 尊重 ， 为 了 给 予 其 

它 有 机 体 这 样 的 承认 ， 人 类 必须 受 行为 道德 准则 的 约束 。 

(o) 人 类 的 行为 或 行为 的 后 果 , 能 够 改变 自然 ,， 耗 尽 自然 资源 ; 因此 ， 人 类 必须 充分 认 

识 到 迫切 需要 维持 大 上 自然 的 稳定 和 素质 以 及 养护 自然 资源 。 

i 信 : 
(a) 从 大 自然 得 到 持久 益处 有 赖 于 维持 基本 的 生态 过 程 和 生命 维持 系统 ,也 有 赖 于 生 

命 形 式 的 多 种 多 样 ， 而 人 类 过 度 开发 或 破坏 生境 会 危害 上 述 现象 。 

(Co) 如 果 由 于 过 度 消 耗 和 滥用 自然 资源 以 及 各 国 和 各 国人 民间 未 能 建立 起 适当 的 经 济 

秩序 而 使 自然 系统 退化 , 文明 的 经 济 、 社 会 .政治 结构 就 会 月 溃 。 

Co) 争夺 黎 有 的 资源 会 造成 冲突 ， 而 养护 大 自然 和 自然 资源 则 有 助 于 伸张 正义 和 维持 

AIF, 但 只 有 在 人 类 学 会 和 平 相处 、 据 弃 战 争 和 军备 以 后 才能 实现 。 

重 申 
人 类 必须 学 会 如 何 维持 和 增进 他 们 利用 自然 资源 的 能 力 , 同 时 保证 能 够 保存 各 种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以 造福 今世 和 后 代 。 

坚 信 
必要 在 国家 和 国际 ,个 人 和 集体 \ 公 共和 私人 各 级 上 采取 适当 措施 ,以 保护 大 自然 和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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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这 个 领域 内 的 国际 合作 。 

为 此 目的 ， 兹 通过 本 《世界 自然 宪章 》 宣布 下 列 养护 原则 ， 指 导 和 判断 人 类 一 切 影响 

自然 的 行为 。 

一 一 \、 一 般 原 则 

1. 应 尊重 大 自然 ,不 得 损害 大 自然 的 基本 过 程 。 

2. 地 球 上 的 遗传 活力 不 得 加 以 损害 ;不论 野生 或 家 养 , 各 种 生命 形式 都 必须 至 少 维持 
其 足以 生存 繁 了 衔 的 数量 ， 为 此 目的 应 该 保障 必要 的 生境 。 

3. 各 项 养护 原则 适用 于 地 球 上 一 切 地 区 , 包括 陆地 和 海洋 ; 独特 地 区 .所 有 各 种 类 生 
态 系统 的 典型 地 带 、 罕 见 或 有 灭绝 危险 物种 的 生境 ,应 受到 特别 保护 。 

4. 对 人 类 所 利用 的 生态 系统 和 有 机 体 以 及 陆地 海洋 和 大 气 资源 , 应 设法 使 其 达到 并 

维持 最 适宜 的 持续 生产 率 , 但 不 得 危及 与 其 共存 的 其 它 生 态 系统 或 物种 的 完整 性 。 
5. 应 保护 大 自然 ,使 其 免 于 因 战 争 或 其 他 敌对 活动 而 退化 。 

功 能 

6. 在 决策 过 程 中 应 认识 到 ， 只 有 确保 自然 系统 适当 发 挥 功能 , HRSA EE RIN 

各 项 原则 , 才能 够 满足 人 类 的 需要 。 

7. 在 规划 和 进行 社会 经 济 发 展 活动 时 , 应 适当 考虑 到 养护 自然 是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8. 在 制定 经 济 发 展 . 人 口 增 长 和 提高 生活 水 平 的 长 期 计划 时 , 应 适当 考虑 到 自然 系统 

需 确 有 使 有 关 人 口 的 生存 和 居住 的 长 期 能 力 , 同时 认识 到 这 种 能 力 可 以 通过 科学 

和 技术 加 以 提高 。 

9. 应 有 计划 地 分 配 地 球 上 各 地 区 的 用 途 , 并 应 适当 考虑 到 有 关 地 区 的 实质 限制 .生物 

生殖 率 和 多 样 性 以 及 自然 美 。 

10. 自然 资源 不 得 浪费 , 应 符合 本 《宪章 ; 洽 列 的 原则 ,按照 下 列 规则 有 节制 地 加 以 使 
Fi: 

(a) 生物 资源 的 利用 ,不 得 超过 其 天 然 再 生 能 力 ; 

(bo) 应 采取 措施 保护 土壤 的 长 期 肥力 和 有 机 分 解 作 用 ， 并 防止 侵蚀 和 -- 切 其 他 形式 的 

退化 ,以 维持 或 提高 土壤 的 生产 率 ; 

《c) 使 用 时 并 不 消耗 的 资源 ,包括 水 资源 , 应 将 其 回收 利用 或 再 循环 ; 

《d) 使 用 时 会 消耗 的 不 可 再 生 资 源 ， 应 考虑 到 这 些 资源 是 否 丰富 ,是 否 有 可 能 合理 地 加 

工 用 于 消费 ,其 开发 与 自然 系统 的 发 挥 功能 是 否 相 容 等 因素 而 有 节制 地 开发 。 

11. 应 控制 那些 可 能 影响 大 自然 的 活动 , 并 应 采用 能 尽量 减轻 对 大 自然 构成 重大 危险 

或 其 他 不 利 影响 的 现 有 最 优良 技术 , 特别 是 : 
Ca) 应 避免 那些 可 能 对 大 自然 造成 不 可 挽回 的 损失 的 活动 ; 

(b) 在 进行 可 能 对 大 自然 构成 重大 危险 的 活动 之 前 应 先 彻 底 调查 ;这 种 活动 的 倡议 者 必 

须 证 明 预 期 的 益处 超过 大 自然 可 能 受到 的 损害 ;如 果 不 能 完全 了 解 可 能 造成 的 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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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影响 ， 活 动 即 不 得 进行 ; 
《c) 在 进行 可 能 干扰 大 自然 的 活动 之 前 应 先 估计 后 果 , 事 先 尽早 研究 发 展 项 目 对 环境 的 

影响 ;如 确定 要 进行 这 些 活动 , 则 应 周密 计划 之 后 再 进行 ,以 便 最 大 限度 地 减低 可 
能 造成 的 不 利 影响 ; 

Cd) 农 . 牧 、 林 、 渔 业 的 活动 应 配合 各 自 地 区 的 自然 特征 和 限制 因素 ; 
(e) 因 人 类 活动 而 退化 的 地 区 应 子 恢 复 ,用 于 能 配合 其 自然 潜力 并 符合 受害 居民 福利 的 

用 途 。 
12. 应 避免 向 自然 系统 排放 污染 物 ， 
Ca) 如 不 得 不 排放 污染 物 ， 应 使 用 最 佳 的 可 行 方 法 ,于 产生 污染 物 的 原 地 加 以 处 理 : 
(o) 应 采取 特殊 预防 措施 ， 防 止 排 放 放 射 性 或 有 毒 废料 。 

13. 旨 在 预防 控制 或 限制 自然 灾害 .虫害 和 病害 的 措施 ,应 针对 这 些 灾害 的 成 因 ， 并 
应 避免 对 大 自然 产生 有 害 的 副作用 。 

实 施 

14. 本 《宪章 溅 列 的 各 项 原则 应 列 入 每 个 国家 的 以 及 国际 一 级 的 法 律 中 , 并 预 实行 。 
15. 有 关 大 自然 的 知识 应 以 一 切 可 能 手段 广 为 传 播 ， 特别 是 应 进行 生态 教育 ,使 其 成 

为 普通 教育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16. 所 有 规划 工作 都 应 将 拟定 养护 大 自然 的 战略 ， 建 立 生 态 系统 的 清单 ,评估 拟 议 的 
政策 和 活动 对 大 自然 的 影响 等 列 为 基本 要 素 ; 所 有 这 些 要 素 都 应 以 适当 方式 及 时 
公告 周知 ， 以 便 得 到 有 效 的 咨 商 和 参与 。 

17. 应 提供 必要 的 资金 .计划 和 行政 结构 以 实现 养护 大 自然 的 目的 。 

18. 应 经 常 努力 进行 科学 研究 以 增进 有 关 大 自然 的 知识 ,并 不 受 任 何 限制 地 广 为 传 播 

这 种 知识 。 
19. 应 密切 监测 自然 过 程 \. 生 态 系统 和 物种 的 状况 ,以 便 尽 早 察 觉 退 化 或 受 威胁 情况 ， 

保证 及 时 干预 , 并 便利 对 养护 政策 和 方法 的 评价 。 
20.* 应 避免 进行 损 及 大 自然 的 军事 活动 。 

21. 各 国 和 有 此 能 力 的 其 他 公共 机 构 、 国 际 组 织 . 个 人 .团体 和 公司 都 应 : 
(a) 通过 共同 活动 和 其 他 有 关 活 动 , 包括 交换 情报 和 协商 ,合作 进行 养护 大 自然 的 工 

作 ; 

Co) 制定 可 能 对 大 自然 有 不 利 影 响 的 产品 和 制作 程序 的 标准 ， 以 及 议定 评估 这 种 影响 

的 方法 ; 

(c) 实施 有 关 的 养护 大 自然 和 保护 环境 的 国际 法 律 规定 ; 
(d) 确保 在 其 管辖 或 控制 下 的 活动 不 损害 别 国境 内 或 国家 管辖 范围 以 外 地 区 的 自然 

统 ; 

(e) 保护 和 养护 位 于 国家 管辖 范围 以 外 地 区 的 大 自然 。 
22. 在 充分 顾及 到 各 国 对 其 自然 资源 主权 的 情形 下 ,每 个 国家 均 应 通过 本 国 主 管 机 构 

并 与 其 他 国家 合作 ,执行 4 宪章 ;的 各 项 规定 。 
23. 人 人 都 应 当 有 机 会 按照 本 国法 律 个 别 地 或 集体 地 参加 拟订 与 其 环境 直接 有 关 的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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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遇 到 此 种 环境 受 损 或 退化 时 ,应 有 办 法 诉 请 补救 。 

24. 人 人 有 义务 按照 本 《宪章 》 的 规定 行事 ; 人 人 都 应 个 别 地 或 集体 地 采取 行动 ,或 通 

过 参与 政治 生活 ， 尽 力 保证 达到 本 《宪章 ?的 目标 和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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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三 : 支持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国际 法 规 

建立 在 彼此 承认 的 法 律 条 文 基础 上 的 国际 关系 通常 会 友好 发 展 ， 

因此 ， 相 当 大 的 努力 已 投入 到 制订 一 系列 公约 和 其 它 国际 法 规 ， 以 便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保护 。 本 附录 将 简明 介绍 现行 国际 法 律 体系 中 的 主 

要 部 分 。 

现行 公约 的 范围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 拉 姆 萨 国际 重要 湿地 尤其 是 水 禽 栖息 地 公约 》 以 及 《巴黎 世界 文化 与 

自然 遗产 保护 公约 ?涉及 到 栖息 地 的 保护 , 众多 的 地 区 性 措施 也 涉及 或 囊括 这 一 领域 ， 主 

要 有 : 
a)《 西 半球 自然 保护 及 野生 动物 保护 公约 光华 盛 顿 ，1940); 

b)《 南 极 条 约 》， 及 其 附属 的 《南极 动 植物 保护 一 致 性 措施 》; 

c)《 南 太平 洋 自 然 保 护 公约 》(Apia，1976) ; 

d)《 非 洲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公约 》(Algiers ，1968); 

e)《 欧 洲 野 生动 物 与 自然 栖息 地 保护 公约 》( 波 恩 ，1968); 及 

f) 一 些 欧 共 体 指令 , 主要 涉及 鸟 类 栖息 地 的 保护 。 

以 上 法 规 中 ,《 世 界 遗 产 公 约 》 在 加 强 一 些 已 保护 的 著名 遗址 ， 提 供 更 多 的 支持 方面 万 

为 突出 。 然 而 ， 目 前 它 把 保护 重点 主要 放 在 文化 遗址 而 不 是 自然 遗产 上 ，, 并且 这 一 法 规 不 

是 为 保护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而 制订 的 .《 拉 姆 萨 公约 ) 专 门 保护 世界 上 400 多 处 面积 达 3000 
万 公顷 的 自然 遗址 ， 虽 然 它 们 是 受到 国内 立法 保护 后 便 永 远 列 入 名 录 。 这 项 公约 包括 淡水 、 

河口 和 海岸 栖 且 地 ,它们 对 野生 物种 的 多 样 性 至 关 重 要 ,也 是 主要 栽培 作物 (尤其 是 水 稻 ) 

的 亲缘 种 的 分 布 区 。 随 着 公约 的 不 断 发展 , 加 入 国 渐 次 增多 , 成 为 栖息 地 保护 方面 的 最 重 

要 的 全 球 性 公约 。 不 过 很 显然 , 它 只 能 保护 世界 上 全 部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一 小 部 分 .以 上 列 出 的 
地 区 性 公约 以 及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指定 的 生物 圈 保 护 区 起 到 了 宝贵 的 作用 ,也 使 公众 熟识 

了 一 系列 的 保护 区 , 总 的 说 来 ,它们 同样 是 只 满足 了 我 们 在 本 书 中 提 及 到 的 许多 需求 的 一 

部 分 。 

为 数 众多 的 其 它 国际 法 规则 是 保护 具体 物种 或 物种 群 ， 或 者 是 保护 指定 的 海洋 区 域内 

的 生命 资源 。 在 国际 上 , 这 些 法 规 包 括 《濒危 野生 动 植物 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洒 华 盛 顿 ,1973) 和 
《野生 动物 迁徙 物种 保护 公约 兴 波 恩 ，1979) 以 及 在 局 限 的 地 理 范 围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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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 极 海洋 生命 资源 保护 公约 兴 堪 培 拉 ，1982); 及 

b) 不 同 的 保护 物种 或 类 群 的 协议 等 , 例如 

。《 捕 鲸 管理 国际 公约 》( 华 盛 顿 ，1946) ,组 成 了 国际 捕 鲸 委 员 会 ; 

。 保 护 鸟 类 的 协议 《 鸟 类 保护 国际 公约 》( 巴 黎 ，1950);《 贝 内 拉克 斯 (Benelux) 鸟 类 狸 

猎 与 保护 公约 》( 布 鲁 塞 尔 ，1970) ; 

。 有关 海 洋 与 两 极地 区 物种 保护 措施 的 协议 :对 是 .龙虾 和 艇 类 (奥斯陆 ，1952) ;海狗 
(华盛顿 ，1957); 南极 海豹 (伦敦 ，1972);《 波 罗 的 海 及 其 海峡 捕 鱼 及 生物 资源 保护 

公约 兴 格 但 斯 克 ，1973); 北极 能 (奥斯陆 ，1973) ;大 马 哈 鱼 ( 雷 克 雅 未 克 ，1982); 

。 保 护 骆 马 的 协议 ( 利 马 ，1979) 。 

由 于 地 球 上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同样 遭受 污染 的 威胁 ,所 以 许多 关于 这 方面 的 协议 也 应 引起 

注意 。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主要 包括 

a)《 防 止 倾倒 废物 和 其 它 物 质 污 染 海洋 公约 》( 伦 敦 ，1972); 以 及 

b)《 和 养 层 保护 公约 》( 维 也 纳 ，1985)， 有 及 附属 的 毛利 昂 生产 与 使 用 管理 草案 蒙特 利 

尔 ，1987 ) ; 

以 及 在 地 区 范围 内 的 众多 措施 , 包括 《欧洲 地 区 远程 路 界 空气 污染 公约 》( 日 内 瓦 ， 

1979， 附 草案 ),《 防 止 东北 大 西洋 水 域 海洋 污染 的 公约 闪 奥 斯 陆 ，1972),《 防 止 波罗的海 污 
染 公约 兴 替 尔 辛 基 ，1983),《 联 合 国 开发 计划 署 地 区 海域 公约 》 及 其 在 欧洲 和 北美 采取 的 
许多 具体 措施 。 

由 联合 国 开发 计划 署 主持 起 草 的 4 地 区 海域 公约 》 包括 海洋 环境 具体 区 域 的 保护 和 海 

洋 及 海岸 物种 的 保护 ,也 包括 防止 这 些 地 区 海洋 污染 的 行动 的 协调 和 执行 。 这 样 ， 它们 统 
括 了 上 述 三 类 法 规 。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主要 国际 法 规 内 容 细 节 

有 四 项 主要 国际 法 规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发 挥 了 重大 作用 ， 它们 至 关 重 要 ， 确 当 进一步 
拓展 。 以 下 部 分 概括 了 其 主要 内 容 。 

1.《 国 际 重要 湿地 尤其 是 水 禽 栖息 地 公约 兴 拉 姆 萨 ，1971) 。 

交 存 人 :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 秘 书 处 : 由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提供 ,一 个 支 

部 设 在 英国 的 国际 水 禽 研 究 所 总 部 ( 现 有 五 名 固定 职员 )。 
“ 全 球 唯 一 的 ,包括 尤其 广泛 的 栖息 地 种 类 (内 陆 、 沿 海 和 海洋 湿地 ) 的 自然 保护 公约 。 

“ 湿地 的 定义 涉及 较 广 泛 的 区 域 , 包括 河流 湖泊 、 沼 泽 、 海 涂 、 苔 原 、 漫 滩 及 低潮 期 水 

深 不 足 6 米 的 海域 。 涉 及 范围 广 为 本 公约 的 优势 , 也 是 它 的 弱点 , 因为 管理 措施 随 
栖息 地 种 类 变化 很 大 , 使 有 关机 构 很 难 全 部 到 会 。 

“ 缔约 国 同意 合理 利用 其 管辖 区 域内 的 湿地 资源 (合理 利用 的 要 求 由 成 员 国 大 会 分 析 

提出 ,其 中 的 准则 被 定 为 国家 的 实施 政策 ) ;缔约 国 亦 同 意 根 据 公约 指定 的 标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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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少 一 处 国际 重要 湿地 。 

“ 截止 1989 年 1 月 ,54 个 缔约 国 将 421 处 湿地 ( 占 地 近 3000 万 公顷 ) 列 入 了 《国际 重 

要 湿地 名 录 妆 目前 尚 无 一 处 湿地 从 名 录 中 删除 ,尽管 在 “紧急 国家 利益 ”的 情况 下 有 
删除 的 可 能 。 

“ 要 求 建 立 湿地 保护 区 ,不 管 是 否 列 入 名 录 。 

> 监测 秘书 处 常务 委员 会 通过 的 程序 ,以 便 检 查 列 入 名 录 的 湿地 的 状况 ,并 协助 缔约 国 

维护 这 些 地 区 的 生态 现状 。 

“ 要 求 对 共管 的 湿地 资源 进行 跨国 界 合作 ,并 要 求 迁 徙 水 禽 途经 的 国家 进行 国际 合作 。 

“ 从 1988 年 1 月 起 ,通过 缔约 国 的 义务 捐助 和 自愿 捐助 ,确定 了 财政 制度 。 每 年 财政 预 

i) 

BA 60 万 瑞士 法 郎 ,加 上 项 目 投资 ,每 年 所 需 经 费 总 额 为 100 万 瑞士 法 郎 。 

.《 世 界 文 化 及 自然 遗产 保护 公约 》( 巴 黎 ,1972) 。 

交 存 人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 秘 书 处 :由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提供 ,专家 来 自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以 及 国际 文物 古迹 理事 会 。 

。 目前 有 109 个 成 员 国 , 是 保护 公约 中 成 员 国 最 多 的 公约 。 

“ 独特 的 是 , 它 把 国际 非 政府 组 织 ( 国 际 文物 古迹 理事 会 和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 
盟 ) 作 为 技术 “仲裁 人 ”。 

。 认识 到 所 有 国家 在 保护 独特 的 自然 与 文化 领域 中 所 负 有 的 责任 ,同样 认识 到 国际 社 

会 协助 担负 经 费 负 担 所 负 有 的 责任 。 文 化 遗址 与 自然 遗址 相互 结合 ,使 本 公约 更 为 
全 面 , 但 同时 也 消 弱 了 其 保护 的 着 重点 ;从 参 会 情况 上 讲 , 有 关 文 化 遗址 方面 的 人 数 
要 比 自然 方面 的 多 得 多 。 

“建立 了 独特 的 世界 遗产 地 ,其 中 自然 遗址 (与 文化 遗址 比 ,数量 少 得 多 ) 保 护 其 内 的 野 

生动 植物 及 它们 的 基因 库 ; 在 一 些 尤 其 是 实行 联邦 制 的 国家 ,国内 立法 加 强 了 公约 的 
实施 。 

“ 名 录 中 纳入 了 几 处 全 世界 生物 学 上 最 富裕 的 遗址 ,包括 马 努 国家 公园 (秘鲁 )、 昆 士 兰 

雨林 带 ( 澳 大 利 亚 )、 迪 亚 国 家 公园 (喀麦隆 )、 塞 伦 盖 蒂 国家 公园 (坦桑尼亚 ) 火 山 潮 
国家 公园 (美国 )\ 伊 瓜 苏 河 公园 (巴西 ) 及 森 哈 拉 亚 森林 保护 区 (斯 里 兰 卡 )。 

“ 建立 了 世界 遗产 基金 会 ,确保 地 方 不 致 因 缺 乏 资金 或 技术 而 放弃 保护 (基金 会 每 年 发 放 基 

金 近 200 万 美元 ) 。 每 个 成 员 国 必须 向 基金 会 捐款 ,目前 按 他 们 向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年 预 
算 捐款 的 百 分 之 一 计算 。 

3. 《濒危 野生 动 植物 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CITES);》( 华 盛 顿 ,1973) 。 

交 存 国 :瑞士 政府 。 秘 书 处 :由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提供 ;目前 设 址 洛桑 ,有 八 名 专职 职 

员 。 

“截止 1989 年 3 月 ,本 公约 有 99 个 成 员 国 。 

“制订 了 濒危 物种 名 录 ,作为 对 付 非 法 贸易 和 过 度 利 用 的 手段 ,使 国际 贸易 通过 许可 证 

制度 得 到 控制 ;附录 ( 列 入 保护 物种 ) 经 修订 , 现 有 406 种 动物 和 146 种 植物 列 入 附录 

一 (禁止 贸易 ), 大 约 2500 种 动物 和 25000 种 植物 列 入 附录 二 (控制 贸易 ) 。 

“ 鼓励 政府 和 组 织 为 控制 贸易 而 进行 国际 合作 ,尤其 是 在 成 员 国 定期 大 会 期 间 进 行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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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磋商 。 

*。 建立 成 员 国 “ 管 理 机 构 光 负责 贸易 的 管理 ) 及 “科学 机 构 ”( 负 责 贸 易 的 生物 学 方面 的 
问题 ) 网 络 , 以 便 相 互 间或 与 秘书 处 之 间 进 行 直 接 联 系 。 

“建议 多 边 及 双边 开发 机 构 在 需要 时 帮助 开发 国家 ,促进 贸易 国之 间 相 互 交流 管理 上 

与 科学 上 的 经 验 。 
> 成 立信 托 基 金 会 ( 按 联合 国 程序 于 1979 年 建成 ) ,资助 秘书 处 和 成 员 国 大 会 会 议 。 
“ 重点 保护 物种 而 不 是 栖息 地 ,所 以 没有 制订 保护 环境 防止 退化 的 目标 和 措施 。 

。 有 时 因 阻 止 热带 国家 与 工业 化 国家 进行 野生 生物 产品 贸易 而 受到 指责 ,因为 进行 贸 
易 的 物种 在 该 国 得 到 有 效 管理 。 

“ 在 技术 咨询 方面 ,受到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野生 生物 贸易 专家 组 、 世 界 自然 

心 

基金 会 TRAFFIC 网 络 以 及 由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野生 生物 贸易 监测 中 心 提供 的 

贸易 数据 的 支持 。 

《野生 动物 迁徙 物种 保护 公约 六 波恩 ,1979) 。 

交 存 国 :联邦 德国 .秘书 处 :由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提供 ;目前 设 址 原 联 邦 德 
国 首都 波恩 ,有 一 名 专职 职员 。 

+ Bik 1988 年 8 月 ,已 有 24 个 成 员 国 。 

。 公 约 指 出 了 对 迁徙 物种 的 种 种 威胁 ,这 比 任何 其 它 全 球 性 公约 都 要 全 面 。 规 定 成 员 国 

必须 保护 濒危 迁徙 物种 ,尽量 通过 国际 保护 公约 保护 迁徙 物种 。 

> 为 以 下 活动 规划 了 蓝本 :(1) 加 强 分 布 国 间 的 国际 合作 ,保护 定期 经 过 或 迁 出 国界 的 
野生 物种 ;(2) 按 照 地 区 性 及 (或 者 ) 有 关 种 属 特 异性 的 协议 ,进行 协调 的 研究 、 管 理 和 
保护 ,如 栖息 地 保护 和 狩猎 管理 。 

. 为 湿地 和 水 禽 的 保护 提供 了 重要 的 帮助 ,因为 相当 数量 的 水 禽 为 迁徙 性 物种 。 

“ 为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全 面 规划 补充 了 重要 的 物种 保护 措施 ,因为 作为 国际 公约 它 是 
保护 穿越 国境 的 野生 动物 的 唯一 有 效 手 段 。 

“不 足 之 处 包括 :成 员 国 较 少 经费 来 源 不 足 \ 未 涉及 渔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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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四 :; 巴厘 行动 计划 (The Bali Action Plan) 

怎样 使 保护 区 满足 20 世纪 80 年 代 的 需求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es 86 

世界 国家 公园 大 会 于 19824108 11H~22 日 在 印度 尼 西 亚 的 巴厘 举行 。 大 会 的 基 

本 宗旨 是 ， 明 确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保 护 区 在 社会 经 济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作用 。 巴 厘 行动 计划 是 在 

来 自 世 界 八 个 生物 地 理 界 的 工作 组 提交 的 确定 各 界 保护 优先 次 序 的 报告 的 基础 上 制订 的 。 
计划 认识 到 ,多数 国家 已 组 建 政府 主管 机 构 ， 负 责 管 理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类 型 的 保护 区 ， 而 

且 每 个 机 构 都 在 执行 符合 本 国 国情 .适应 本 国保 护 优 先 次 序 的 工作 方案 ; 这 些 机 构 的 全 部 

财政 预算 已 超过 20 亿美 元 。 然 而 , 参 会 的 450 名 专家 也 认识 到 ， 人 们 仍 严重 缺乏 对 管理 方 

法 (生物 地 理学 .规划 工作 ,监测 工作 、 培 训 步 又、 保护 区 经 济 学 等 ) 的 理解 和 认识 ,经 费 并 没 

有 全 部 拨 配 给 最 重要 的 优先 保护 工作 , 制订 明确 目标 的 保护 区 还 寥 窒 无 几 ,， 执 行 管理 计划 

尚未 走 上 正规 ， 相 关 信 息 的 传递 仍 不 够 畅通 ,培训 工作 远 不 能 满足 需求 ,政府 官员 与 公众 

普遍 低估 保护 区 在 保证 环境 稳步 发 展 中 的 作用 。 

巴厘 行动 计划 和 旨 在 为 寻求 提高 管理 效率 ,实现 保护 区 目标 的 国家 机 构 提供 指导 和 帮 

By. WR, 这 不 单纯 是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秘书 处 的 任务 ,必定 也 是 联盟 的 所 有 
机 构 ( 成 员 国 政府 机 构 和 非 政府 组 织 ) 以 及 联盟 在 保护 自然 中 的 主要 国际 合作 者 :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 世 界 粮 农 组 织 及 世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的 任务 。 

巴厘 行动 计划 制订 了 十 个 目标 ,每 个 目标 包括 一 系列 的 活动 ， 每 项 活动 又 包括 一 系列 
的 优先 项 目 ， 所 列 项 目 远 不 够 全 面 ， 但 确 属 执行 活动 之 必需 项 目 。 

已 厘 行动 计划 

目标 一 、 至 1992 年 ， 建 立 一 套 包 括 所 有 陆地 生态 区 域 的 国家 公园 和 保护 区 世 

界 网 络 。 

活动 1. 1 制订 和 推广 面向 所 有 保护 区 工作 人 员 , 确定 并 选择 符合 保护 目标 ,促进 发 展 

的 重要 自然 区 域 作为 保护 区 的 方法 和 纲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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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项 目 
1. 1.1. 以 世界 国家 公园 大 会 的 讨论 会 内 容 为 基础 ， 筹 备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关于 保护 区 管理 概论 的 刊物 4 保护 区 的 管理 》。 

1.1. 2. 召开 筹备 讨论 会 议 ,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关于 确定 和 选择 自然 
保护 区 域 的 文件 (一 本 实用 的 野外 手册 ,可 直接 供 现场 使 用 ) 。 

1.1. 3. 研究 制订 更 详细 的 标准 ， 以 确定 和 选择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为 管理 

保护 区 规定 的 八 种 保护 区 类 型 的 每 一 种 。 

活动 1. 2 对 在 战略 上 纳入 世界 网 络 的 保护 区 的 确定 .选择 .规划 和 管理 加 强 技术 上 ， 科 
学 上 和 经 费 上 的 必要 援助 。 

优先 项 目 
1. 2. 1. 确定 需要 额外 援助 的 优先 区 域 。 

1.2.2. 把 援助 集中 在 优先 的 国家 和 地 区 (热带 森林、 受 沙 漠 化 威胁 的 区 域 ,湿地 及 冻 原 
环境 ) 。 

活动 1. 3 进一步 制订 和 推广 一 项 分 析 全 球 保护 区 覆 盖 面 的 生物 地 理 分 类 系统 。 

优先 项 目 
1.3.1. 制订 出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全 球 生物 地 理 省 分 类 系统 。 
1.3.2. 根据 优先 项 目 1.3.1. 和 2.3.1. 的 结果 ,出 版 一 册 生 物 地 理 图 集 。 

活动 1. 4 制订 和 推广 一 项 更 详细 的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 它 具有 一 定 程度 的 灵活 性 , 能 
够 用 来 分 析 地 区 级 和 国家 级 保护 区 的 范围 。 

优先 项 目 
1.4.1. 磋商 制订 一 项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 能 够 广泛 用 于 国家 级 保护 项 目 。 

1.4.2. 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用 于 入 选 的 优先 国家 。 
1.4.3. 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用 于 入 选 的 优先 国家 。 
1.4.4. 评述 拉丁 美洲 所 有 的 资源 分 布 图 ,筹备 新 热带 区 生物 地 理学 的 综合 评述 工作 

以 用 于 资源 规划 。 

活动 1. 5 详细 评价 地 区 级 和 国家 级 保护 区 范围 。 

优先 项 目 
1.5.1. 查 明 入 选 的 优先 国家 的 保护 区 范围 。 

目标 二 、 把 海洋 、 沿 海 和 淡水 保护 区 纳入 世界 保护 区 网 络 

活动 2. 1 制订 和 推广 在 海洋 、 沿 海 和 淡水 环境 中 建立 保护 区 的 概念 和 方法 。 

优先 项 目 

2. 1. 1. 筹备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关于 海洋 生境 保护 区 管理 概论 的 刊物 

《海洋 及 沿海 保护 区 的 管理 》。 
2. 1. 2. 筹备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关于 建立 和 管理 淡水 环境 保护 区 的 文 

RA 

2.1.3. 组 织 举 办 海洋 禁 渔 区 讨论 会 ,进一步 制订 建立 海洋 保护 区 的 科学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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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筹划 和 推行 研究 方案 , 重点 放 在 海洋 生态 系统 的 过 程 , 污 染 的 途径 和 后 果 及 应 
用 这 些 知 识 于 管理 的 方式 。 

2.1.5. 筹备 出 版 北海 与 波罗的海 海洋 资源 分 布 与 保护 图 集 。 

2.1.6. 为 保护 区 管理 者 和 规划 者 提供 指导 , 用 明了 确切 的 语言 指明 保护 区 对 保护 沿 
海 及 海洋 遗传 资源 的 重要 意义 。 

2. 1.7. 筹划 实例 研究 ,尤其 在 太平 洋 . 中 美 海域 及 加 勒 比 海地 带 ， 为 保护 区 规划 者 和 
管理 者 提供 确定 和 开发 沿海 资源 及 海洋 资源 的 信息 。 

活动 2. 2 制订 一 项 海洋 、 沿 海 及 淡水 保护 区 类 型 区 划 体 系 。 

优先 项 目 
2. 2. 1. 进一步 制订 和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沿海 及 海洋 保护 区 类 型 区 划 

体系 。 

活动 2. 3 进一步 制订 和 推广 世界 级 与 地 区 或 国家 级 的 海洋 .沿海 及 淡水 保护 区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 

优先 项 目 
2.3.1. 制订 最 终 的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沿海 及 海洋 生物 地 理 省 全 球 分 类 系 

统 。 
2. 3. 2. 磋商 制订 一 项 沿海 及 海洋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 能 够 广泛 用 于 国家 级 和 地 区 级 保 

护 项 目 。 

2. 3. 3. 把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沿海 及 海洋 生物 地 理 区 划 系 统 用 于 入 选 的 优先 
国家 和 地 区 (印度 尼 西 亚 . 美 拉 尼 西 亚 、 南 极 洲 . 加 勒 比 海 . 联 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地 
区 海域 ) 。 

活动 2.4 吸收 从 事 海洋 、 沿 海 及 淡水 环境 保护 的 科学 家 、 经 营 者 、 管 理 者 和 支持 者 加 入 

保护 区 团体 . 
优先 项 目 
2. 4. 1. 挑选 从 事 水 生 保 护 的 专家 加 入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委员 会 , 担任 保护 

数据 中 心 顾问 ， 参 与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的 项 目 审议 和 发 展 规划 及 其 
ELIF: 

2. 4. 2. 促进 任用 非 政 府 组 织 中 趋向 南极 环境 问题 的 专家 担任 南极 条 约 国 各 国 代表 团 顾 
问 。 

活动 2. 5 促使 所 有 国家 建立 海洋 、 沿 海 及 淡水 保护 区 、 其 中 包括 把 目前 受到 保护 的 所 
有 海岸 区 域 扩 大 到 水 生 环 境 。 

优先 项 目 
2. 5. 1. 查 明 把 目前 受到 保护 的 海岸 区 域 扩大 到 水 生 环境 所 需 的 法 律 和 行政 程序 。 

2. 5. 2. 确定 能 够 扩大 到 水 生 环境 、 目 前 受到 保护 的 所 有 海岸 区 域 。 

2. 5. 3. 筹备 出 版 面向 决策 者 的 文件 ,推动 目前 受到 保护 的 海岸 区 域 扩大 到 水 生 环 境 的 
工作 的 进行 。 

2.5.4. 在 不 违背 海洋 法 条 款 的 前 提 下 ,促使 在 公海 上 建立 大 型 禁 渔 区 。 

2.5.5. 拟定 模式 宣传 计划 , 重点 说 明海 洋 保护 区 的 重要 性 ,合理 利用 海洋 资源 的 必要 

性 以 及 人 类 对 自身 同 这 些 区 域 间 关 系 的 不 断 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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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在 地 中 海 筹建 海洋 保护 区 。 

活动 2. 6 加 强 共 有 居留 和 迁徙 物种 的 邻 国 间 的 合作 ,建立 保护 区 网 络 , 制订 其 它 满足 
以 上 物种 急切 需求 的 条 例 。 易 危 和 濒危 物种 应 特殊 优先 。 

优先 项 目 
2. 6. 1. 根据 《海洋 法 》， 联合国 环境 规划 署 《 地 区 海域 规划 》 及 粮农 组 织 《 海 洋 哺 乳 动物 

HRM A. 制订 政治 ,行政 及 法 律 措施 , 加强 邻 国 间 的 合作 。 

目标 三 、 提 高 现 有 保护 区 的 生态 质量 和 管理 水 平 

活动 3. 1 制订 和 推广 评价 保护 区 保持 生物 资源 的 生态 能 力 及 保护 区 管理 的 方法 和 纲 
要 ,确保 采取 相应 措施 。 

优先 项 目 
3.1.1. 进一步 提出 指导 保护 区 规划 的 生态 理论 。 

3. 1. 2 筹备 出 版 关于 确定 关键 野生 物种 环境 容纳 量 的 方法 的 刊物 。 
3. 1. 3. 制订 供 管理 者 使 用 .评价 保护 区 管理 的 体系 。 

活动 3. 2 尽快 提出 引导 管理 走向 科学 化 , 连续 分 析 各 保护 区 需求 的 概念 与 方法 。 

优先 项 目 
3. 2. 1. 组 建 工作 组 , 拟定 应 用 科学 原理 于 保护 区 管理 的 方式 与 手段 。 

3.2.2. 采取 适当 措施 ,确保 运用 有 效 手 段 ， 根除 或 控制 保护 区 内 的 引入 种 。 

活动 3. 3 统计 保护 区 拥有 的 生物 资源 ,包括 筹备 和 推广 对 作为 遗传 资源 具有 已 知 或 潜 
在 价值 的 野生 物种 和 种 群 的 编目 。 

优先 项 目 

3.3.1. 编目 东部 非洲 各 国 的 生态 系统 , 尤其 是 红 树 林 区 及 其 它 沿海 湿地 、 环 礁 和 珊瑚 
礁 ; 编目 该 区 各 国 易 危 和 濒危 的 沿海 及 海洋 物种 ， 详 述 相关 的 紧要 栖息 地 的 现 
状 ， 并 提出 保护 提案 。 

3. 3. 2. 统计 优先 热带 森林 国家 的 保护 区 拥有 的 生物 资源 。 
3. 3. 3. 统计 植物 规划 处 确定 的 优先 国家 所 拥有 的 植物 遗传 资源 。 

3. 3. 4 根据 优先 项 目 3.3.2. 和 3. 3. 3. 的 统计 结果 , 查 明 现 有 保护 区 体系 保持 野生 
遗传 资源 量 的 程度 。 

活动 3. 4 拟定 并 执行 报导 遭受 特殊 威胁 的 保护 区 情况 的 系统 。 

优先 项 目 | 
8.4.1. 拟定 报导 遭受 特殊 威胁 的 保护 区 情况 的 系统 。 

3.4.2. 筹备 出 版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受 危 保 护 区 年 度 名 录 。 
活动 3. 5 援助 一 项 系统 性 措施 ， 以 拟定 保护 区 管理 与 系统 管理 计划 ,使 管理 与 开发 符 

合 一 套 相应 的 保护 目标 。 
优先 项 目 

3. 5. 1. 研制 系统 计划 和 保护 区 管理 计划 的 纲要 。 
3. 5. 2 协助 优先 国家 制订 管理 计划 。 
活动 3. 6 加 强 措施 , 减少 保护 区 的 外 来 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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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 项 目 

3. 6. 1. 制订 模式 立法 措施 和 行政 措施 ,确保 立项 前 进行 环境 影响 评价 。 

3.6.2. 制订 模式 措施 ,使 影响 保护 区 事业 的 开发 项 目 在 不 损害 环境 的 原则 上 得 到 通 
The 

3.6.3. 制订 社会 经 济 持续 发 展 措施 , 减轻 保护 区 周围 的 人 口 压 力 。 
3.6.4. 通过 森林 再 植 及 其 它 措施 , 恢复 退化 土地 及 已 破坏 自然 区 域 的 原 狐 。 

3.6.5. 为 保护 区 以 外 的 计划 者 、 管 理 者 和 决策 者 编写 指导 手册 , 讲述 加 强 保护 区 安 全 

的 综合 性 环境 措施 和 其 它 技 术 。 

目标 四 、 确 定 整套 荒芜 地 管理 类 型 

活动 4. 1 提出 并 推广 规划 与 实施 陆地 和 水 生生 境 中 各 种 荒芜 地 类 型 管理 的 概念 和 方 
法 。 

优先 项 目 
4.1.1. 系统 规划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规定 的 陆地 和 水 生生 境 中 各 种 荒芜 地 

类 型 。 
4.1.2. 筹备 出 版 实施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规定 的 各 类 荒芜 地 管理 的 纲要 。 

4.1.3. 推动 4 世界 遗产 公约 ?的 执行 , 包括 技术 上 评价 提名 遗产 地 以 及 增加 提名 额 度 。 

4. 1. 4. 研 拟 世界 自然 遗产 地 管理 纲要 。 

4.1.5. 与 欧洲 理事 会 合作 , 保护 古 北 界 的 保护 区 。 

活动 4. 2 树立 各 生物 地 理 界 中 各 类 荒芜 地 的 典型 保护 区 ,向 政治 领导 者 和 地 方 公民 

表明 ,通过 持续 措施 管理 资源 这 些 选择 地 点 对 支持 社会 经 济 发 展 的 作用 。 

优先 项 目 

4. 2. 1. 择 取 适当 区 域 ， 建立 各 生物 地 理 界 中 ( 共 160 个 区 域 ) 各 荒芜 地 类 型 ( 陆 地 及 海 

洋 ) 的 典型 保护 区 。 

4.2.2. 建立 各 界 各 类 中 的 典型 保护 区 。 

活动 4. 3 将 所 有 十 种 荒芜 地 管理 类 型 纳入 4 联合国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名 录 》。 

优先 项 目 

4.3.1. 建立 报导 目前 尚未 列 入 《联合 国名 录 》( 五 类 ,六 类 ,七 类 和 八 类 ) 的 荒芜 地 类 型 

现状 的 网 络 。 

4.3.2. 筹备 出 版 (联合国 保护 区 名 录 》。 

活动 4. 4 筹建 就 地 基因 库 。 

优先 项 目 

4. 4. 1. 在 一 个 生物 地 理 界 中 , 拟定 一 项 就 地 基因 库 的 模式 计划 。 

4. 4. 2. 拟定 建立 就 地 基因 库 的 计划 , 包括 在 适当 情况 下 进行 现 有 保护 区 规划 和 新 建 

保护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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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五 、 加 强 保护 区 管理 与 持续 性 发 展 的 联系 

活动 5. 1 制订 和 推广 查 明生 态 过 程 、. 生 境 需 求 和 保持 保护 区 其 它 因素 的 方法 , 运用 这 
些 方法 能 够 确保 管理 者 灵活 运用 指导 工具 管理 保护 区 , 并 把 保护 发 展 相 结 
合 原则 运用 于 邻近 土地 。 

优先 项 目 
5. 1. 1. 制订 简易 方法 , 检测 野生 物种 的 种 群 现 状 . 变 化 趋势 及 生境 需求 。 
5.1.2. 制订 简易 方法 , 评价 保护 区 内 的 生态 过 程 。 
活动 5. 2 与 政府 和 发 展 机 构 共 同 协作 ,使 开发 项 目 与 保护 区 利益 相 结合 。 
优先 项 目 
5.2.1. 制订 开发 项 目 结合 保护 区 利益 的 纲要 。 
5.2.2. 与 发 展 援助 机 构 共 同 合作 , 使 开发 项 目 考虑 到 保护 区 利益 。 包 括 在 斯 里 兰 卡 

( 马 哈 维 利 ) 象牙 海岸 ( 泰 ) 和 其 它 待定 国家 的 合作 。 
5. 2. 3. 检测 在 非洲 热带 界 开 展 的 主要 国家 项 目 和 国际 项 目 ,， 选 出 能 够 运用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援助 可 获得 最 大 收益 的 有 限 几 个 项 目 。 
5.2.4. 筹建 顾问 团 , 以 便 对 必要 的 保护 区 事务 作出 相应 的 专家 评议 。 
活动 5. 3 制订 关于 在 保护 区 内 进行 科学 研究 、 环 境 监 测 和 科学 材料 采集 的 政策 纲要 和 
法 律 条 款 。 

优先 项 目 | 

5.3.1. 制订 有 关 模 式 纲要 ,促进 和 管理 在 保护 区 内 进行 的 科学 研究 。 
5. 3. 2. 制订 关于 科学 研究 、 环 境 监 测 和 科学 材料 采集 的 模式 立法 。 
活动 5. 4 制订 有 关 方 法 和 纲要 ,指导 与 持续 发 展 有 密切 联系 的 保护 区 管理 新 措施 之 

间 的 实际 结合 , 包括 环境 监测 和 遗传 资源 保护 。 
优先 项 目 
5. 4. 1. 确定 在 保护 区 建立 遗传 储备 的 技术 可 行 性 。 
5.4.2. 根据 优先 项 目 5. 4. 1. 确定 的 技术 可 行 性 , 制订 法 律 纲要 和 政策 纲要 。 
5.4.3. 根据 优先 项 目 5.4.1. 和 5. 4. 2. 的 结果 , 制订 行政 纲要 。 
5. 4. 4. 制订 有 限 猎取 四 类 保护 区 内 野生 生物 的 纲要 。 
活动 5. 5 调查 和 利用 受 保 护 措施 影响 村 落 的 传统 智慧 ， 包括 保护 区 当局 与 传统 管理 

资源 的 村 社 共同 执行 管理 措施 。 
优先 项 目 
5. 5. 1. 进一步 调查 传统 村 社 在 管理 生物 资源 中 的 作用 。 
5.5.2. 筹备 出 版 关于 保护 区 内 传统 村 社 作用 的 实例 研究 报告 。 
5.5.3. 制订 传统 村 社 参 与 保护 管理 的 典型 项 目 。 
活动 5. 6 研 拟 有 关 措 施 , 促进 在 保护 区 内 进行 娱乐 活动 以 及 被 视 为 目标 之 一 的 旅游 

活动 , 尽量 减少 此 类 活动 的 破坏 作用 。 
优先 项 目 
5. 6. 1. 拟定 管理 在 南极 进行 旅游 活动 的 纲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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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 评价 旅游 活动 对 东非 国家 公园 的 影响 。 

活动 5. 7 拟定 进一步 促进 公众 支持 保护 区 事业 的 方法 与 措施 。 

优先 项 目 

5.7.1. 提供 自愿 保护 组 织 以 资金 .技术 和 信息 ， 以 争 得 公众 对 保护 区 事业 的 支持 。 

5.7.2. 促进 青年 人 支持 保护 区 事业 的 活动 (包括 植树 运动 .工读 野营 、 野 外 研究 及 教 
学 课程 )。 

5.7.3. 开展 模式 解释 性 活动 , 向 地 方 人 民 宣 传 , 广泛 适应 地 方 情况 ， 强 调 保护 区 的 社 
会 和 科学 价值 ， 重点 放 在 公众 关注 的 问题 上 。 

目标 六 、 加 强 保护 区 管理 的 综合 力量 

活动 6. 1 提高 对 保护 区 管理 的 认识 ,确立 保 护 区 管理 作为 对 社会 至 关 重 要 的 一 门 专 
业 的 地 位 。 

优先 项 目 
6. 1. 1. 根据 世界 国家 公园 大 会 讨论 会 的 内 容 ， 出 版 4 保护 区 工作 人 员 培 训 ; 一 书 。 

活动 6. 2 为 保护 区 管理 人 员 积 极 举办 地 区 性 和 地 方 性 培训 研讨 会 .培训 班 和 培训 讨 论 
会 。 

优先 项 目 
6.2.1. 继续 援助 国际 国家 公园 研讨 会 。 

6.2.2. 组织 模式 培训 研讨 会 /新 建 保 护 区 讨论 会 /保护 区 管理 评价 /与 邻近 地 区 人 民 

的 协作 关系 。 

6. 2.3. 在 热带 举办 培训 研讨 会 和 培训 讨论 会 。 

活动 6. 3 加 强 援助 地 区 性 和 国家 性 培训 学 校 。 

优先 项 目 

6. 3. 1. 促进 实施 新 热带 区 培训 计划 方案 。 

6. 3. 2. 援助 非洲 和 亚洲 地 区 性 培训 学 校 。 

活动 6. 4 加 强 培训 地 方 工作 人 员 和 在 职工 作 人 员 。 

优先 项 目 

6.4.1. 为 各 级 保护 区 工作 人 员 制 订 模 式 教 学 大 纲 和 培训 方法 。 

目标 七 、 制 订 支 持 保护 区 事业 的 经 济 方 法 

活动 7.1 制订 和 推广 分 析 自 然 保护 区 价值 的 方法 ,包括 有 形 和 无 形 价值 、 货 币 和 非 货 
币 价 值 。 

活动 7. 2 用 数量 方法 衡量 保护 与 发 展 相 结合 的 价值 ,尤其 是 流域 保护 , 但 也 包括 遗 传 
资源 保护 ,污染 控制 .土壤 形成 ` 气 候 改善, 娱乐 与 旅游 以 及 其 它 自 然 功能 。 

活动 7. 3 分 析 和 出 版 关于 生态 学 与 经 济 学 概念 及 方法 的 刊物 ， 以 形成 更 为 一 致 的 观 
点 ， 分 析 和 解释 保护 对 持续 发 展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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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八 、 实 施 有 效 的 编目 和 监测 系统 

活动 8. 1 扩大 和 发 展 保护 区 数据 中 心 等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的 相关 机 构 的 力量 以 

提供 保护 区 信息 ,指导 优先 次 序 的 确定 和 支持 开发 机 构 ( 国 家 性 和 国际 性 )， 
使 开发 项 目的 规划 与 关键 保护 区 的 实情 相 结合 。 

优先 项 目 
8. 1. 1. 援助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保护 区 数据 中 心 。 

活动 8. 2 出 版 发 行 生物 地 理 界 指南 和 定期 报告 ,报导 和 推动 国家 组 织 和 国际 组 织 的 
计划 工作 。 

优先 项 目 
8. 2. 1. 准备 数据 资料 和 出 版 每 年 一 期 的 生物 地 理 界 指南 。 

8.2.2. 拟定 特别 报告 ， 报导 和 推动 国家 组 织 和 国际 组 织 的 计划 工作 。 

活动 8. 3 推动 国际 组 织 、 各 国政 府 和 地 区 性 国家 协会 ,就 长 期 发 展 和 利用 数据 收集 系 
KF MLBBRRAR), 制订 适用 于 所 有 保护 区 的 规划 活动 。 

优先 项 目 
8.3.1. 磋商 应 用 卫星 遥感 系统 于 保护 区 建设 。 

活动 8. 4 促进 和 实施 执行 监测 系统 的 方法 。 

目标 九 、 实 施 国际 合作 手段 

活动 9. 1 KAMER KSB ASEM RTL). (SRA EM ASA CF 

遗产 公约 ;的 纽带 关系 ,挖掘 这 些 法 律 机 构 的 最 大 潜力 ， 实 现 保护 和 持续 发 

展 的 共同 目标 。 

优先 项 目 

9. 1. 1. 参加 世界 遗产 委员 会 会 议 。 

活动 9. 2 鼓励 和 建议 所 有 国家 参与 制订 、 运 用 以 及 必要 时 更 新 支持 保护 区 事业 的 国 

际 法 规 。 

优先 项 目 
9. 2. 1. 编写 关于 支持 保护 区 事业 国际 法 规 的 简明 宣传 材料 。 

9. 2. 2. 拟定 《海洋 法 }) 关 于 沿海 和 海洋 保护 区 的 纲要 。 

活动 9. 3 探索 和 促进 方法 与 机 制 的 建立 , 均等 配置 国家 间 和 保护 区 同 邻 近 团 体 间 保 

护 区 管理 的 投资 和 收益 。 

优先 项 目 

9. 3. 1. 进行 磋商 ,提出 方式 和 方法 建议 以 制订 措施 , 均等 配置 保护 区 管理 的 投资 和 

收益 。 
活动 9. 4 探索 制订 新 协议 与 新 法 规 的 可 能 性 ,以 进一步 加 强国 际 合作 , 尤其 是 关于 遗 

传 资 源 方面 的 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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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十 、 制 订 和 执行 一 项 支持 保护 区 管理 的 全 球 性 方案 

活动 10. 1 规划 和 执行 地 区 行动 方案 ,确保 实际 结果 符合 自然 规律 ， 同 时 又 考虑 到 相 

关 的 文化 多 样 性 和 习俗 多 样 性 以 及 必要 时 满足 地 方 需求 。 

优先 项 目 

10. 1. 1. 协助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地 区 顾问 和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地 区 

副 主 席 拟 定 和 协调 地 区 行动 计划 。 

活动 10. 2 出 版 一 系列 文件 ,为 全 球 关注 的 保护 区 管理 实际 问题 ， 如 前 所 述 ， 提 供 技术 

上 和 科学 上 的 指导 。 

优先 项 目 

10. 2. 1. 出 版 世界 国家 公园 大 会 会 议 录 。 

10. 2. 2. 出 版 巴厘 行动 计划 产生 的 报告 和 文件 。 

活动 10. 3 与 全 球 指 导 或 支持 保护 区 事业 的 团体 建立 通讯 网 络 ， 确 保 信 息 流 通 ， 支 持 

保护 区 的 专业 地 位 。 

优先 项 目 

10.3.1. 调查 现行 的 方式 和 手段 ， 建 立 和 实施 一 套 国际 保护 区 通讯 网 络 。 

10. 3. 2. 保证 《公园 ?杂志 (英文 .西班牙 文 和 法 文 版 ) 的 发 行 ， 使 之 成 为 从 事 或 趋向 保 

护 区 事业 的 团体 和 个 人 的 最 有 效 通 讯 手 段 之 一 。 

活动 10. 4 取得 必要 的 制度 保障 作为 大 会 的 补充 ,执行 以 上 活动 。 

活动 10. 5 立即 制订 国际 `. 地 区 和 国家 项 目 , 进一步 推动 巴厘 行动 计划 的 执行 ,起 步 迎 

接 1992 年 下 届 世 界 国 家 公园 大 会 的 举行 。 

活动 10. 6 责成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监督 本 计划 的 执行 ,并 向 下 届 大 会 汇报 

取得 的 成 就 。 

174 



附录 五 : 世界 银行 欧元 地 政策 

一 一 经 济 发 展 与 荒芜 地 保护 和 管理 

(1986 6 月 生效 ) 

SRI OE 

保持 自然 地 域 和 水 域 几 乎 未 经 人 类 活动 改变 的 状态 (下 称 荒芜 地 管理 )， 是 《银行 界 在 

环境 方面 的 任务 (19847 ;指出 的 众多 环境 问题 的 一 个 重要 部 分 。 利 用 荒 鞠 地 进一步 集约 经 营 
土地 和 水 域 仍 不 窗 为 重要 的 开发 方向 ,也 是 部 分 世界 银行 援助 项 目的 一 个 基本 目标 。 与 此 

同时 , 许多 世 行 成 员 国 的 荒芜 地 正在 急剧 减 缩 。 剩 余 荒芜 地 倘 能 维持 自然 状态 ,往往 对 经 济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 尤其 从 长 远 角 度 来 看 。 因 此, 世界 银行 荒芜 地 政策 在 于 寻求 一 种 平衡 , 即 保 

存世 界 日 益 重 要 的 剩余 荒芜 地 的 环境 价值 ， 与 利用 一 部 分 为 人 类 创造 更 为 密集 的 短期 效益 

之 间 的 平衡 。 

世界 银行 从 它 援助 的 项 目 中 已 获得 相当 丰富 的 荒芜 地 管理 经 验 。 因 此 ,本 项 政策 是 现 

行 措施 的 系统 整理 ， 也 是 荒芜 地 保护 的 行动 指南 。 

—— Ce 

管理 荒芜 地 的 主要 原因 有 两 个 。 首先 , 荒芜 地 可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 即 世 界 上 生物 区 系 的 
总 和 )。 其 次 ,荒芜 地 为 社会 提供 了 重要 的 环境 功能 。 此 外 ,一 些 荒芜 地 对 维持 部 落 民族 的 
生计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1. 生物 多 样 性 

管理 荒芜 地 的 必要 性 在 于 ,， 它 可 以 使 地 球 上 剩余 的 主要 生物 区 系 免 曹 过 早 而 且 常 常 是 

不 可 挽回 的 损失 , 其 中 包括 较 常 见 的 动 植物 种 。 由 于 当今 荒芜 地 栖息 地 迅速 的 消失 , 越 来 

越 多 的 动 植物 种 濒于 灭绝 。 采 取 适 当 的 低 耗资 荒芜 地 管理 措施 , 能 把 目前 的 灭绝 速率 大 幅 

度 减缓 (或 许 接近 “自然 ”的 水 平 )， 同 时 又 不 影响 经 济 发 展 的 步伐 。 倘 能 维持 生物 群落 及 动 

植物 种 的 完整 性 ,荒芜 地 对 改造 周围 的 退化 或 废弃 区 域 将 至 关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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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生物 多 样 性 对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 因为 目前 尚未 发 现 的 、 估 价 不 足 的 或 利用 不 充分 的 

物种 具有 潜在 的 经 济 价值 。 许 多 从 前 不 了 解 或 了 解 不 深 而 往往 又 濒临 险 境 的 物种 ,结果 发 
现 具 有 重要 的 经 济 价值 然而 全 世界 动 植物 物种 中 , 被 编目 的 不 足 20% BERATED 

物 )， 调查 过 利用 可 能 性 的 更 微不足道 。 因 此 , 一 旦 它们 未 遭 永 久 破 坏 ， 便 能 为 人 类 发 展 提 
供 宝贵 的 机 会 。 此 外 ,避免 或 减少 现 有 生物 类 群 的 灭绝 , 也 有 它 重 要 的 科学 、 美 学 .伦理 和 
现实 原因 .尽管 对 一 些 物种 可 进行 易 地 保护 (如 动物 园 或 物种 库 ), 荒 芜 地 管理 仍然 是 保护 世 

界 上 大 部 分 现存 生物 多 样 性 在 技术 上 和 经 济 上 唯一 可 行 的 措施 。 

2. 环境 功能 

除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外 , 许多 荒芜 地 也 执行 重要 的 “环境 功能 ”。 譬如 扩大 淡水 来 源 、 满 足 
农业 灌溉 、 工 业 或 人 类 用 水 需求 ; 减轻 水 库 、 港 口 和 灌溉 工程 的 淤积 ; 控制 水 涝 、 泥 石 流 和 
沿海 侵蚀 (以 及 某 些 地 区 可 能 出 现 的 干旱 ); 改 善 水 质 ; 以 及 为 重要 的 经 济 鱼 类 提供 赖 以 生 

存 的 生境 。 尽 管 这 些 环境 功能 对 满足 人 类 需求 有 着 经 济 价值 和 重要 意义 ， 但 由 于 对 公共 财 

产 了 解 不 够 ， 估价 不 足 ， 甚至 被 忽略 ， 而 使 它们 往往 不 能 得 到 足够 重视 。 环境 功能 一 旦 因 匾 
芜 地 减 耗 而 丧失 ， 补 偿 措 施 则 几乎 总 是 比 提前 预防 措施 昂贵 得 多 。 通 过 强化 水 源 或 土地 利 
用 体系 , 许多 环境 功能 仍 能 得 到 维持 (如 生物 氧化 废水 处 理 、 植 树 造 林 )， 但 荒芜 地 管理 常 
常 是 事半功倍 的 。 

3. 应 特别 重视 的 荒芜 地 

应 特别 重视 的 荒芜 地 是 指 被 认定 为 对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或 永久 保持 环境 功能 尤其 重要 的 
Km. 它 可 分 为 两 大 类 型 。 第 一 类 指 由 政府 ,有 时 与 联合 国 或 国际 科学 团体 合作 , 正式 指定 

为 保护 区 的 荒芜 地 。 其 中 包括 国家 公园 .生物圈 保 护 区 、 世 界 自然 遗产 地 、 国 际 重 要 湿地 、 在 
国家 保护 对 策 或 主要 计划 中 规定 保护 的 区 域 和 类 似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WMAs)”, 即 荒芜 地 

受到 保护 和 管理 ， 以 相对 保持 其 未 经 人 类 改变 现状 的 区 域 。 

第 二 类 指 尚未 受 法 律 保护 ,但 已 被 国家 或 国际 科学 和 保护 团体 , 常常 与 联合 国 合作 ， 

认定 为 受到 特别 威胁 的 生态 系统 、 珍 黎 或 濒危 物种 的 已 知 分 布 区 或 野生 生物 主要 的 繁殖 、 觅 
食 或 栖息 地 区 域 。 其 中 包括 几乎 在 全 世界 都 受到 威胁 , 在 生物 学 上 具有 独特 性 .生态 学 上 较 
为 脆弱 、 或 对 地 方 人 民 及 环境 功能 特别 重要 的 一 些 荒芜 地 类 型 。 这 些 荒 芜 地 多 见于 热带 森 
林 、 地 中 海 类 型 的 灌 从 地带、 红 树 林 沼 泽 、 沿 海滩 涂 、. 江 河 入 海口 ,海草 底 床 珊瑚礁、 海岛 以 
及 一 些 热 带 淡水 湖 和 河岸 地 带 。 热 带 森 林 中 , 低地 湿润 或 潮湿 森林 栖息 的 物种 最 多 ,往往 也 

最 为 脆弱 。 应 特别 重视 的 荒芜 地 同样 见于 一 些 被 分 割 为 相对 独立 的 地 块 , 并 在 继续 迅速 损耗 
的 地 理 区 域 。 由 此 可 见 ,， 这 些 地 区 蕴藏 着 一 些 世 界 上 最 受 威胁 的 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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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迄今 为 止 世界 银行 参与 的 活动 

在 过 去 15 年 中 , 世界 银行 为 40 多 个 重要 荒芜 地 管理 项 目 提供 了 资金 援助 ,多 数 都 涉 - 
及 建立 荒芜 地 管理 区 和 加 强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建设 .所 援助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包括 国家 公园 、 自 

然 保护 区 、 野 生生 物 避 难 所 以 及 一 些 以 管理 森林 流域 或 其 生物 价值 而 不 是 木材 采伐 为 目的 
的 森林 保护 区 。 世 界 银行 援助 的 其 它 荒芜 地 管理 项 目 涉 及 野生 生物 管理 和 人 类 利用 野生 生 

物 活动 的 管理 , 包括 制订 防止 偷 猎 措 施 、 管 理 水 库 水 流量 、 维 持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和 某 些 物种 
的 移植 或 易 地 放养 。 

荒 范 地 管理 内 容 有 两 个 主要 目标 : 第 一 ， 防 止 ,减少 或 部 分 补偿 荒芜 地 的 耗 减 ， 藉 以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第 二 , 保护 或 改进 荒 范 地 环境 功能 , 以 提高 项 目的 经 济 效益 和 社会 效益 。 世 

界 银 行 援助 的 项 目 多 数 把 重点 放 在 二 者 之 一 , 但 也 有 一 些 项 目 二 者 兼顾 .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芜 地 管理 项 目的 特点 是 耗资 低廉 。 正 常情 况 下 ,实际 耗资 不 足 项 目 
全 部 耗资 的 3%， 其 中 一 半 项 目的 耗资 仅 占 1%% 。 在 众多 实例 中 , 由 于 对 荒芜 地 各 项 目的 统 

一 考虑 ,很 难 分 别 计算 荒芜 地 各 项 目的 耗资 情况 。 

其 中 有 一 个 项 目 ， 它 的 唯一 目标 是 荒芜 地 管理 , 因此 耗资 为 100% 。 相 反 地 ,大 部 分 世 
界 银 行 援助 的 项 目 额 外 耗资 为 零 ， 而 且 同时 实现 了 荒芜 地 管理 的 目标 。 例 如 ， 一 项 水 电 项 
目的 疏浚 工程 ， 为 下 游 的 野生 生物 及 人 类 和 家 畜 创 造 了 巨大 利益 , 但 耗资 低廉 ， 甚 至 为 零 。 

荒芜 地 管理 项 目 要 求 世界 银行 工作 人 员 花费 较 多 的 时 间 , 使 项 目 内 容 更 为 全 面 。 在 这 
一 方面 , 工作 人 员 几 乎 在 项 目 周 期 的 任何 阶段 都 没有 耽搁 。 此 外 , 若 兼顾 不 到 足够 的 荒芜 
地 项 目 , 今后 则 会 造成 较 长 的 延误 并 影响 项 目的 全 面 性 。 再 者 , 若 兼顾 不 到 足够 的 荒芜 地 
项 目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会 减低 项 目 效益 , 并 导致 项 目 中 途 而 废 。 随 着 世界 银行 援助 项 目的 荒 
芜 地 管理 内 容 更 趋 规范 化 ,对 管理 这 些 项 目的 工作 人 员 的 额外 要 求 将 会 进一步 减少 。 

世界 银行 实施 荒 鞠 地 管理 项 目的 成 就 记录 是 令 人 振奋 的 。 根 据 项 目 完成 报告 或 环境 事 
后 审计 结果 , 在 实施 的 43 个 荒芜 地 项 目 中 , 明显 落后 于 其 它 多 数 项 目的 仅 有 3 个 , 在 实施 

中 遇 到 困难 较 少 的 项 目 至 少 有 4 个 。 

经 验 教训 

到 目前 为 止 , 世界 银行 从 荒芜 地 管理 的 经 验 中 吸取 了 不 少 深 刻 的 教训 。 首 先 ,荒芜 地 

管理 内 容 与 世界 银行 某 些 项 目 类 型 的 结合 应 规范 化 和 系统 化 。 迄 今 为 止 , 做 到 这 一 点 的 还 

不 多 , 一 些 应 当 受益 于 荒芜 地 内 容 的 项 目 却 没有 得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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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荒芜 地 内 容 应 尽早 纳入 项 目 周期 ， 以 减少 耗费 , 便于 实施 .尽管 把 荒芜 地 内 容纳 

入 项 目 周期 后 期 有 时 也 很 必要 ，, 但 将 这 些 内 容 尽 早 纳 入 项 目 周期 会 更 为 有 效 ， 而 且 耗 资 更 
D>. 

BH, LAI SHAD, BRAM“ SH, 而 不 是 纸上谈兵 。 殖 民 者 和 资源 
掠夺 公司 迅速 销 入 此 类 “ 纸 上 公 园 ”( 仅 在 法 律 文件 或 地 图 上 存在 ,而 不 是 实际 存在 的 公园 )， 

除非 他 们 因 其 它 原因 无 法 涉足 。 荒 鞠 地 管理 目标 应 当 转 变 为 带 有 实施 预算 经 费 的 具体 措施 。 

这 些 措 施 包括 雇佣 和 培训 管理 人 员 ， 提供 必需 的 基础 结构 和 设备 ， 制 订 针 对 某 个 具体 荒 鞠 
地 在 科学 上 合理 的 管理 计划 ,创造 良好 的 政策 环境 (法 律 的 、 经 济 的 和 制度 的 ), 支 持 荒 芜 地 

保护 .单纯 表示 保护 荒芜 地 或 野生 生物 ,或 甚至 在 地 图 上 划 出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意愿 并 不 能 保 
证 实行 有 效 的 管理 ， 只 有 实施 具体 的 支持 措施 , 才能 达到 目的 。 

第 四 , 精心 设计 荒 范 地 管理 区 , 能 有 效 地 实现 荒芜 地 管理 的 诸 项 目标 。 例 如 ,过 小 的 匾 
芜 地 管理 区 将 难以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进 化 过 程 和 环境 功能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一 些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规划 规模 明显 较 大 ,足以 基本 实现 或 完全 实现 其 规定 的 目标 ， 而 另外 一 些 荒 范 地 管理 
区 由 于 规模 较 小 ,其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或 提供 环境 功能 ,或 实现 其 它 效 益 的 能 力 则 令 人 置 

SE. RMA. 荒 鞠 地 管理 区 的 具体 位 置 和 形状 同样 是 取得 效益 的 重要 因素 。 各 类 荒 范 地 管 
理 区 规划 的 最 佳 方案 最 好 由 保护 专家 来 制订 。 

最 后 ,一 个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成 功 与 否 , 同 其 它 项 目 一 样 ， 取决 于 政府 的 支持 程度 。 反 过 

来 ,政府 的 支持 又 常 取 决 于 世界 银行 为 建立 荒芜 地 管理 区 或 加 强 荒 范 地 管理 区 管理 而 提供 

直接 援助 的 多 午 程度 。 多 数 世 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 范 地 内 容 为 建立 或 完善 荡 范 地 提供 了 或 多 或 
少 的 直接 援助 。 然 而 , 在 某 些 项 目 中 , 建立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经 费 全 部 由 政府 承担 ， 而 世界 银 

行 则 不 采取 具体 措施 保证 其 持续 经 费 来 源 。 通 过 采取 措施 ， 保 证 对 应 经 费 的 来 源 ， 或 直接 
提供 经 费 , 世界 银行 能 够 协助 落实 建立 或 维持 荒 范 地 管理 区 所 必需 的 .相对 适宜 的 经 费 来 
源 。 

Rit, 仅 有 经 费 援助 是 不 够 的 。 因此, 同 政府 、 受 影响 的 当地 人 人 民 及 环境 保护 提倡 者 们 

就 保护 的 重要 性 和 匾 范 地 管理 区 的 作用 (旅游 .流域 保护 等 ) 进 行 对 话 ， 以 及 与 当地 人 民 共 
同 制 订 计 划 ， 分享 利 益 往往 也 很 必要 。 以 上 对 话 , 监 督 .国家 法 律 规章 的 监测 及 贷款 条 件 ， 

会 加 强 政 府 对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责任 。 此 外 , 两 项 补充 的 .同时 进行 的 活动 将 会 促成 荒芜 地 管 
理 区 的 成 功 : 〈1) 乡村 开发 投资 , 它 可 为 荒芜 地 管理 区 附近 的 农场 主 和 村 民 进 一 步 占 有 土 

地 提供 一 个 选择 。(2) 促进 荒芜 地 保护 的 、 一 致 的 国家 和 部 门 的 计划 和 政策 。 

四 政策 指导 

世界 银行 关于 荒芜 地 的 基本 政策 就 是 尽量 避免 荒芜 地 耗 减 ,支持 荒芜 地 的 保护 。 具 体 
说 来 ，(1) 世界 银行 通常 压缩 对 占用 应 特别 重视 的 荒芜 地 的 项 目的 援助 , 即使 该 项 目 在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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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银行 应 邀 作出 援助 决定 之 前 就 已 在 实施 。(2) 当 涉 及 应 特别 重视 的 荒芜 地 以 外 的 荒芜 地 

时 ,世界 银行 倾向 于 在 过 去 某 个 时 期 内 已 占用 (如 已 采伐 废弃 ,退化 或 已 耕耘 的 地 区 ) 的 地 

区 立项 , 与 政策 相悖 的 项 目 应 认真 审核 . (3) 当 审 核 开 发 荒芜 地 的 项 目 时 ,开发 对 象 应 是 价 
值 较 低 ， 而 不 是 价值 较 高 的 荒 范 地 。(4) 在 审核 开发 面积 较 大 (如 100 平方 公里 或 略 小 一 点 ， 

但 它 是 一 种 特殊 生态 系统 剩余 荒芜 地 的 重要 部 分 ) 的 荒芜 地 项 目 时 ,， 它 带 来 的 损失 应 通过 

制订 该 项 目的 荒芜 地 管理 内 容 进 行 补偿 ， 而 不 是 推托 到 今后 的 项 目 。 这 项 内 容 应 直接 支持 
对 类 似 生态 区 域 的 保护 。 本 政策 适用 于 世界 银行 参与 的 任何 项 目 , 不 论 世 界 银行 的 援助 是 

和 否 影 响 荒芜 地 项 目 内 容 。 

成 功 的 项 目 不 会 减 耗 荒芜 地 ,但 这 往往 依赖 于 荒芜 地 提供 的 环境 功能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世界 银行 的 政策 是 ,贷款 者 必须 制订 一 个 保护 荒芜 地 管理 区 内 相关 荒芜 地 的 项 目 ， 决 不 是 

置之不理 。 在 没有 荒芜 地 的 地 区 , 应 采取 其 它 保护 措施 , 创造 同样 的 项 目 利益 。 在 其 它 情 况 

下 ， 即 荒芜 地 不 能 直接 创造 利益 或 满足 项 目的 目标 ,应 当 通 过 支持 荒芜 地 管理 ,在 整个 项 

目 区 创造 社会 经 济 效益 , 使 该 项 目 得 到 改进 。 确 立 以 荒芜 地 管理 为 唯一 目标 的 项 目 ,， 也 应 

加 以 鼓励 。 

1. 应 具备 东 芜 地 管理 内 容 的 项 目 类 型 

凡 符 合 以 下 标准 的 项 目 , 通常 情况 下 应 具有 荒芜 地 内 容 : 
a) 农业 和 畜牧 业 项 目 : HECHT SWE FEI. He FEM SK. VA EK ETT Es 

护 灌溉 流域 ; 篇 栏 和 家 畜 造 成 野生 物种 消 匿 ; 包括 以 下 方面 的 渔业 项 目 : 破坏 鱼 类 
重 要 的 抚 幼 、 繁 殖 或 摄食 场所 ; 酷 渔 或 把 生态 危险 外 来 种 引入 水 生生 境 ; 还 有 其 它 

一 些 林业 项 目 , 如 通 往 森 林道 路 , 皆 伐 或 其 它 对 荒芜 地 森林 的 密集 采伐 方式 、 荒 鞠 
地 减 耗 等 。 

b) 交通 项 目 ， 包 括 : 穿越 荒 范 地 修建 的 公路 、 乡 村 公路 、 铁 路 或 隧道 而 造成 占用 荒芜 地 

和 相应 的 移居 ; 下 滩 河流 方便 江河 航运 ; 挖掘 或 填充 沿海 湿地 建 作 港口 的 项 目 。 
c) 水 利 项 目 , 包括 : 大 规模 水 利 开发 ， 如 水 库 ̀ . 电 力 和 引水 工程 ; 淹没 荒芜 地 或 其 它 改 

变 水 生 和 陆 生 荒芜 地 的 形式 ; 保护 流域 提高 水 利 发 电量 ;修建 输电 设施 。 
d) 工业 项 目 , 包括 : 危害 荒芜 地 的 化 学 污染 和 热 污染 ; 大 规模 采矿 造成 的 荒芜 地 减 

Ds 从 荒 范 地 获取 工业 燃料 和 原料 。 

2. 荒芜 地 管理 内 容 的 类 型 

匾 鞠 地 管理 内 容 最 有 效 的 类 型 是 ,在 一 个 或 多 个 荒芜 地 管理 区 中 , 支持 对 生态 上 相似 

的 荒 鞠 地 的 保护 。 在 相同 类 型 的 生态 系统 中 已 建立 一 个 荒 范 地 管理 区 ,而 且 世 界 银行 援助 

项 目 将 对 这 一 生态 系统 作出 改变 时 ， 出 于 行政 或 生物 保护 的 原因 ,扩大 现 有 荒芜 地 管理 区 

比 建立 新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将 更 为 适宜 .政府 的 荒芜 地 管理 机 构 、 地 方 院 校 的 野生 生物 系 以 及 

各 国际 组 织 常 常 可 为 此 类 决策 提出 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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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 荒芜 地 管理 内 容 除 保 护 现 有 栖息 地 外 , 也 可 包括 建立 野生 生物 栖息 地 或 以 建立 野 

生生 物 栖 上 地 取代 对 现 有 栖 县 地 的 保护 。 例 如 , 借助 灌溉 工程 水 源 便利 的 优势 ， 可 在 其 周 
围 的 空闲 土地 建立 野生 生物 保护 区 .天然 洼地 或 季节 性 沼泽 通过 从 河渠 网 络 引 水 (或 许 是 总 

水 量 的 很 少 一 部 分 ) 也 可 以 得 到 利用 。 此 类 保护 区 不 仅 耗资 . 占 地 都 少 , 而 且 还 吸引 了 大 量 
迁徙 和 居留 性 水 禽 。 

提高 现 有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管理 水 平 也 是 一 项 有 效 的 措施 。 世 界 银行 成 员 国 的 许多 荒 鞠 
地 管理 区 , 由 于 工作 人 员 的 薪水 低 、 培 训 、 住 房 . 其 它 基 础 结构 .设施 ̀  备 件 、 燃 料 等 问题 或 缺 
少 精 心 制订 的 决定 人 材 物 有 效 分 配 的 管理 计划 ,从 而 得 不 到 足够 的 实地 管理 。 制 订 出 详细 

的 内 容 常 常会 弥补 这 些 不 足 。 在 明显 缺乏 有 效 管理 的 国家 ， 一 般 说 来 ,改进 现 有 荒芜 地 管 

理 区 的 管理 方式 ， 比 建立 新 的 “ 纸 上 ? 管 理 区 更 为 切合 实际 ,避免 主管 机 构 有 限 能 力 过 分 分 

散 。 无 论 何 时 建立 一 个 新 的 荒 鞠 地 管理 区 , 作为 一 项 项 目 内 容 , 都 要 求 制订 有 关 规 定 ， 进 行 
有 效 管理 .由 于 许多 荒芜 地 管理 机 构 ( 如 国家 公园 和 野生 生物 部 门 ) 的 工作 并 不 是 那么 有 效 ， 

因此 ， 加 强 机 构 的 力量 (尤其 是 支持 培训 ) 应 该 是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 攻 地 管理 内 容 的 一 个 重 

要 部 分 。 

建立 荒芜 地 管理 区 , 加强 管理 , 在 政府 把 这 些 荒 芜 地 列 入 国家 保护 计划 或 土地 利用 计 
划 中 时 更 为 有 效 。 在 世界 银行 成 员 国 中 ,实施 系统 利用 土地 计划 ， 管理 荒芜 地 的 国家 越 来 
越 多 。 这 些 计 划 的 内 容 各 不 相同 ， 从 管理 国家 公园 和 其 它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主要 计划 ?到 确 

定 荒芜 地 管理 为 一 整套 自然 资源 规划 中 的 一 个 单独 内 容 ， 利 用 政策 干涉 ,如 经 济 刺激 引导 
资源 利用 的 “国家 自然 保护 纲要 ”, 应 有 尺 有 。 世 界 银行 对 此 类 规划 的 援助 措施 ,， 极 大 地 加 

强 了 国家 级 的 荒芜 地 管理 。 当 成 员 国 政府 同意 制订 适当 的 土地 利用 计划 时 ， 对 世界 银行 来 
说 ， 取 消 对 减 耗 荒 范 地 和 与 这 些 计划 相悖 的 项 目的 援助 将 非常 重要 。 

在 荒芜 地 破坏 不 十 分 严重 的 少数 借贷 国 中 , 可 灵活 制订 补偿 性 荒芜 地 的 内 容 ， 包 括 除 

建立 一 个 或 多 个 荒芜 地 管理 区 ,加 强 管理 以 外 的 一 些 措施 。 这 些 机 动 措施 包括 ， 周 密 地 进 
行 项 目 选 址 ， 避 免 影响 较 多 的 对 环境 脆弱 的 荒 范 地 ,支持 对 特别 脆弱 物种 的 研究 和 管理 ， 

支持 土地 利用 规划 措施 或 加 强 政府 荒芜 地 管理 机 构 力量 ,加 强生 态 学 .生物 保护 和 荒芜 地 
管理 的 培训 。 

五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规划 

1. 对 规划 的 考虑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规划 范围 包括 面积 \ 形 状 和 地 址 。 由 于 一 项 最 佳 规划 在 不 同 的 生态 系统 

中 差异 很 大 ,因此 ,规划 工作 最 好 由 保护 专家 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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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 性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面积 应 足以 维持 生物 多 样 性 或 其 它 可 利用 的 重要 资源 。 面 积 较 
大 ,足以 维持 当地 最 大 的 猿 食 者 (如 应 、 虎 ) 的 种 群生 存 , 或 为 当地 最 大 的 食 草 动物 提供 季 
节 领域 和 迁徙 路 径 的 一 个 荒芜 地 管理 区 , 最 有 保存 所 有 其 它 相关 生态 价值 的 可 能 性 。 要 实 
现 这 些 目标 ,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面积 最 好 不 少 于 1000 平方 公里 。 许 多 资源 在 面积 为 500 平方 
公里 的 潮湿 森林 荒芜 地 管理 区 内 得 到 了 保存 ,尽管 不 是 永远 把 它们 全 部 保存 下 来 。 面 积 不 
足 100 平方 公里 的 临时 性 荒芜 地 管理 区 可 以 不 断 扩 展 到 附近 已 退化 土地 , 这 也 是 一 项 有 效 
的 权宜 之 策 。 总 的 来 说 , 荒芜 地 管理 区 越 大 , 保存 的 生态 关连 物 和 基因 库 就 越 多 。 二 者 对 形 
成 一 个 稳定 的 .自生 自 灭 的 生态 系统 十 分 必要 。 据 认 为 ,进一步 进行 土地 集约 经 营 所 造成 的 
相抵 触 的 压力 ,使 得 建立 大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极为 困难 。 无 论 怎样 ,补偿 性 荒芜 地 管理 区 至 少 
要 同 由 项 目 改变 的 荒芜 地 的 面积 相等 。 荒 芜 地 管理 区 的 最 佳 形状 取决 于 它 的 目标 。 形 状 扁 
圆 的 管理 区 比 面 积 相同 的 其 它 形 状 的 管理 区 保存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更 多 。 管 理 区 的 形状 也 可 根 
据 特 有 物种 分 布 的 中 心 和 其 它 生 物资 源 的 分 布 来 决定 。 边 界 有 时 与 地 面 景观 相 重合 ,如 河 
流 和 流域 , 用 它 来 决定 管理 区 的 形状 将 更 为 有 效 。 

为 确保 补偿 性 荒芜 地 管理 区 在 生态 学 上 接近 拟 转变 的 荒芜 地 的 生态 状况 ， 可 以 把 荒 范 
地 管理 区 选 址 在 和 拟 转变 地 区 的 生境 相同 的 生态 系统 , 这 是 非常 必要 的 。 此 外 , 新 建 的 匾 

芜 地 管理 区 与 已 利用 的 地 区 保持 一 定 的 距离 (如 由 受 管理 的 缓和 区 分 离开 来 ), 减轻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人 民 占 用 荒芜 地 管理 区 所 造成 的 压力 。 

2. 管理 类 型 

众多 以 用 途 为 基础 的 类 型 可 用 来 建立 荒 范 地 管理 区 。 其 类 型 的 选择 取决 于 给 予 优先 管 
理 的 特殊 目标 。 国 际 自 然 及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规定 的 类 型 体系 ,指明 了 适应 不 同情 况 的 芒 

芜 地 管理 区 的 种 类 。 

3. 对 工作 人 员 及 培训 的 要 求 

妥善 管理 荒芜 地 管理 区 需要 由 训练 有 素 的 工作 人 员 来 完成 ， 不管 怎 样 强调 这 一 点 都 不 

会 过 分 。 缺 少 此 类 人 才 , 荒芜 地 管理 区 就 不 能 充分 发 挥 对 国家 和 社会 的 作用 。 所 以 , 世界 银 

行 援助 的 荒芜 地 项 目 内 容 应 当 帮 助 确定 工作 人 员 的 级 别 ， 组 织 培训 活动 ， 确 保 对 荒芜 地 管 

理 区 的 有 效 管理 。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人 员 编 制 和 配置 由 它 的 类 型 .面积 及 工作 强度 决定 。 一 个 
普通 荒 东 地 管理 区 工作 人 员 编 制 的 最 低 量 约 为 8 人 。 

4. 对 设备 .基础 设施 和 经 费 的 要 求 

纸 上 荒 芜 地 管理 区 决 不 可 能 保证 为 社会 创造 最 大 的 利益 。 有 效 的 就 地 管理 需要 进行 大 

量 的 物质 投入 。 对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应 采取 措施 ,保证 充分 及 时 地 提供 这 些 投 

A, 并列 入 项 目 内容 。 一些 类 型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 根据 其 具体 的 管理 目标 , 也 可 能 会 需要 大 

量 的 额外 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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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和 管理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经 费 预 算 , 根据 其 面积 的 大 小 和 所 需 基 础 设施 .设备 及 工 

作 人 员 的 多 少 而 不 同 。 印 度 尼 西亚 的 Dumoga Bone 国家 公园 由 “印尼 15 项 灌溉 工程 项 目 ” 

资助 , 面积 相对 较 大 (3200 平方 公里 ) ,建设 及 初期 运行 耗资 约 100 万 美元 。 不 过 多 数 小 型 

荒芜 地 管理 区 耗资 相当 少 。 

建立 或 扩大 荒芜 地 管理 区 时 需要 额外 经 费 , 用 于 购置 私有 或 部 落 所 有 的 土地 。 重 新 安 

置 或 对 居住 在 新 建 荒芜 地 管理 区 内 人 民 给 予 补偿 有 时 也 很 有 必要 。 不 过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匾 

芜 地 管理 区 建立 在 人 们 尚未 居住 的 国家 所 有 的 土地 上 。 

最 大 的 永久 性 花费 通常 是 荒 芜 地 管理 区 工作 人 员 的 薪水 。 把 薪水 保持 在 既 鼓 励 提高 工 

VER, 维持 人 员 稳 定性 ， 又 能 避免 腐化 现象 的 标准 上 将 十 分 重要 。 机 器 设备 的 备件 通常 
占用 的 经 费 相 对 较 少 , 但 也 是 重复 性 开 资 的 一 个 重要 部 分 。 地 处 偏僻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如 缺 

少 足 够 的 备件 供应 ， 便 会 出 现 设 备 闲 置 或 拆 东 补 西 的 现象 。 在 某 些 管理 区 ， 薪 水、 备件、 燃 

料 和 其 它 不 断 需求 经 费 的 项 目 ， 可 以 通过 向 旅游 者 、 狩 猎 采 集 者 或 科研 人 员 收 取 费 用 ,全 部 
或 部 分 地 得 到 满足 。 否 则 这 部 分 经 费 就 得 纳入 国家 或 政府 预算 。 

5. 管理 计划 

荒芜 地 管理 区 需要 精心 制订 的 管理 计划 ， 以 有 效 分 配 有 限 的 人 力 和 财力 。 管 理 计划 就 

是 指导 和 控制 荒芜 地 管理 区 的 资源 利用 , 制订 管理 与 开发 方案 的 书面 性 文件 。 一 项 完整 的 
管理 计划 应 当 ， 

a) 从 国家 、 地 区 和 地 方 角度 描述 荒 东 地 管理 区 的 物理 .生物 .社会 和 文化 特色 ; 

b) 抓 住 特别 令 人 关注 的 特征 ， 为 制订 管理 具体 区 域 的 荒芜 地 管理 目标 黄 定 基础 ; 

c) 通过 整个 荒 范 地 管理 区 的 区 划 工 作 , 说 明 利用 资源 的 适当 方式 ; 
d) 按照 时 间 顺 序 , 列 出 执行 管理 方案 的 活动 。 

管理 计划 的 制订 和 实施 由 政府 荒芜 地 管理 机 构 完成 。 项 目 实施 者 应 保证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要 么 具有 充分 的 管理 计划 ,要么 提前 制订 项 目 管理 计划 。 管 理 计划 的 某 

些 部 分 可 在 数 日 内 完成 ， 而 其 它 的 则 需要 几 年 中 不 断 完 善 。 在 签 定 贷款 协议 后 ,要 尽快 制 

订 一 项 长 远 的 管理 计划 ,也 可 以 使 用 “临时 管理 计划 ?或 “实施 计划 ”。 PPDES 对 处 理 这 些 事 
务 将 很 有 帮助 。 

6. 对 法 律 的 考虑 

荒 东 地 管理 区 的 成 功 与 否 ,也 取决 于 它 的 规划 与 整套 国家 法 律 制度 的 结合 方式 。 因 为 

它 总 体 上 涉及 自然 资源 的 管理 ， 具体 地 也 涉及 荒芜 地 管理 。 要 保持 荒芜 地 管理 区 在 决策 者 

和 公众 心目 中 的 地 位 ， 那 它 必 须 有 雄厚 的 法 律 基础 作 后 盾 。 国 家 立法 及 有 时 附属 的 国家 元 

首 颁 布 的 条 例 , 在 建立 荒 范 地 管理 区 时 往往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根 据 特殊 情况 ,此 类 立法 必须 

规定 确切 的 荒芜 地 管理 区 界限 ; 划 定 荒 范 地 管理 区 中 的 具体 管理 区 , 包括 缓和 区 ; 指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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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管理 机 构 ( 国 家 级 或 次 国家 级 )， 明 确 其 管理 职责 ; 制定 使 当地 人 民 参 与 荒芜 地 管理 区 
决策 的 措施 。 世 界 银 行 职员 同 时 也 应 保证 ,世界 银行 援助 的 荒 鞠 地 管理 区 的 建立 和 管理 符 
合 相 应 的 法 律 和 政策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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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六 : 词 | GL 

外 来 的 或 外 来 种 (Alien): 属于 另 一 地 方 的 、 一 种 外 来 生物 。 

等 位 基因 (Allele) : 代表 某 种 特殊 性 状 的 所 有 可 能 的 遗传 密码 中 的 任何 一 种 。 

异域 分 布 (Allopatric) : 分 别 占有 彼此 隔 开 的 地 理 分 布 区 者 (比较 同 域 分 布 Sympatric ) 。 

it 449 (Autochthonous): 内 在 的 ; 固有 的 ;自我 繁殖 的 ;生态 系统 中 自生 的 ( 见 生 态 系 

FE) 。 

生物 多 样 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命 有 机 体 中 的 种 类 和 变异 性 及 其 藉以 存在 的 生态 

复合 体 (OTA ，1987) ; 常 缩写 成 “″ Biodiversity ”。 物 种 多 样 性 (Species diversity) 系 指 一 个 指 

定 区 域内 物种 的 数量 , 遗传 多 样 性 (Genetic diversity) 系 指 某 一 物种 、 变 种 或 品种 的 基因 种 

类 。 

生物 资源 (Biological Resources); 有 生命 的 自然 资源 , 包括 植物 动物 和 微生物 以 及 受 

物种 作用 的 环境 资源 。 生 物资 源 是 进行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各 种 活动 的 实际 对 象 ; 它 具 有 两 个 

有 别 于 非 生 物资 源 的 重要 特性 : 得 到 保护 则 可 更 新 ,得 不 到 保护 则 可 筑 灭 (IUCN ，1980) 。 

缓冲 带 (Buffer Zone): 位 于 保护 区 边缘 , 仅 允 许 进 行 与 保护 区 宗旨 相符 的 活动 的 地 带 ， 

可 进行 的 适当 活动 包括 旅游 业 、 林 业 、 农 林业 等 。 建 立 缓冲 带 的 目的 在 于 进一步 保 PRE 

区 ,并 对 当地 人 民 失 去 保护 区 内 生物 多 样 性 资源 作出 补偿 (Oldfield ，1988) 。 

环境 负载 能 力 或 环境 容纳 量 (Carrying Capacity): 在 特定 栖息 地 区 域内 能 够 生存 ,并 不 

会 造成 栖息 地 退化 及 产生 种 群 数量 减少 的 社会 压力 的 有 机 体 的 最 大 数量 。 当 指 人 类 时 ,在 一 

个 特定 的 技术 水 平 上 , 某 一 指定 的 土地 资源 能 够 维持 的 最 大 数量 的 使 用 者 。 

自然 保护 (Conservation ) : 对 人 类 利用 生物 圈 的 管理 ,以 使 它 对 当代 能 够 产生 最 大 限度 

的 持续 效益 ， 同 时 保持 其 满足 子孙 后 代 的 需求 及 向 往 的 潜力 。 因 此 保护 是 积极 的 ， 它 包括 

维护 、 保 持 、 持 续 利用 、 恢 复 及 提高 自然 环境 质量 (IUCN 1980), 

消费 者 剩余 (Consumer Surplus); 消费 者 愿意 为 一 定数 量 的 商品 支付 的 总 金额 与 该 消 

费 者 实际 必须 支付 金额 之 间 的 差额 。 在 经 济 分 析 中 , 当 某 项 产品 (企业 ) 的 产量 引起 该 产品 

市 场 价 格 下 降 时 ， 消 费 者 剩余 是 一 种 需要 考虑 的 因素 。 消 费 者 支付 老 的 货 价 比较 高 ， 因 此 

以 较 低 的 新 价格 购买 等 量 商品 将 获得 一 定量 的 剩余 (消费 者 剩余 )， 这 种 剩余 必须 加 上 新 消 

费 者 自然 产生 的 剩余 (USAID 1987). 

成 本 一 效益 分 析 (Cost 一 Benefit Analysis): 在 明确 的 规划 水 平 上 , 用 可 定量 的 效益 和 

成 本 来 评价 项 目的 分 析 方 法 。 在 项 目 分 析 中 , 成 本 是 该 项 目 使 用 的 、 降 低 该 项 目 效益 的 货物 

或 服务 ; 效益 是 实现 该 项 目 目标 , 项 目 产 生 的 任何 货物 或 服务 。 在 经 济 分 析 中 ,效益 通常 增 

加 社会 的 国民 收入 ， 而 成 本 则 降低 。 正 象 避 免 一 种 成 本 就 是 一 种 效益 一 样 ， 放弃 一 种 效益 

就 是 一 种 成 本 。 成 本 和 效益 可 以 是 有 形 的 (土地 、 劳 动力 .物资 .设备 )， 也 可 以 是 无 形 的 ( 尽 

管 在 某 种 形式 上 可 以 确定 它们 的 数量 ,但 不 可 能 对 它们 直接 地 进行 确切 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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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转换 (Debt Swap): 贴现 地 购买 一 国家 的 部 分 外 债 ， 然 后 将 这 些 债 券 出 售 给 该 国 

政府 换取 当地 货币 ， 并 用 于 保护 目的 。 
Wi HLF (Discount Rate): 通过 折扣 方式 用 于 确定 一 未 来 价值 的 当前 价值 的 利率 。 资 本 

的 机 会 成 本 常常 被 看 成 是 贴现 率 。 表 示 一 社会 总 体 上 特别 喜欢 当前 利润 而 不 是 未 来 利润 的 
“社会 贴现 率 ” 在 经 济 分 析 中 被 用 于 贴现 纯利 涧 增长 量 。 

阻碍 (Disincentive， 用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指 一 切 劝 阻 政府 .当地 居民 和 国际 组 织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劝 诱 行为 或 方式 。 

生态 学 (Ecology) : 研究 生物 有 机 体 之 间 以 及 它们 与 其 环境 之 间 相 互 关 系 的 学 科 。 

廉价 租金 (Economic Rent): 与 林业 有 密切 关系 ， 持 有 开采 特许 权 者 所 收 到 的 租金 ( 收 

入 )， 该 项 租金 超过 生产 成 本 的 价值 (包括 必要 的 返回 投资 部 分 ), 它 可 能 是 一 种 有 力 的 增 

产 刺激 。 

生态 系统 (Ecosystem) : 组 成 某 一 环境 的 各 种 因素 的 总 和 , 它 是 生物 群落 及 其 非 生 物 自 

然 环境 的 综合 体 ， 并 在 自然 界 中 以 一 个 生态 单位 形式 运行 。 

群落 交错 带 (Ecotone): 两 个 邻近 的 生态 群落 间 的 过 渡 区 。 
特有 的 (种 )(Endemic) : 局 限 分 布 于 本 地 的 或 特定 地 方 或 地 区 的 (生物 类 群 ) 。 

HIF (Environment): 与 某 生 物 有 机 体 密切 相关 的 物理 的 、 化 学 的 非 生物 的 所 有 因素 。 

环境 资源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 如 非 生产 性 的 清洁 空气 、 清 洁 水 源 及 有 价值 的 自 

然 景 观 之 类 的 资源 ; 因此 环境 资源 问题 最 关心 的 是 正在 进行 中 的 那些 与 使 用 这 些 资源 有 关 

的 活动 以 及 使 用 者 的 活动 对 他 人 生活 健康 的 影响 的 方式 。 

外 向 成 本 (Externality): 指 由 某 单位 引起 但 不 由 其 支付 的 费用 。 例 如 ,从 一 丘陵 地 采伐 

原木 可 能 引起 河流 沉积 加 剧 ， 河 流 沉积 造成 的 损失 通常 由 下 游 居民 而 不 是 采伐 者 承担 。 在 

项 目 分 析 中 , 被 认为 是 来 自 项 目 外 的 影响 不 列 入 该 项 目的 评价 之 中 。 通 常 经 济 学 家 认为 ， 

当 一 经 济 单位 生产 或 消耗 某 种 货物 或 服务 对 另 一 单位 的 生产 者 或 消费 者 的 利益 产生 直接 影 

响 但 又 不 给 予 赔偿 时 , 即 产生 外 向 成 本 (externality)。 如 果 某 项 活动 是 有 害 而 且 开 展 此 项 活 

动 造 成 危害 的 机 构 并 不 要 求 赔 偿 损失 的 话 ， 就 会 产生 有 害 外 向 成 本 ; 如 果 该 项 活动 是 有 益 

的 ， 但 开展 此 项 活动 的 机 构 没 有 得 到 所 产生 的 利益 时 ， 即 形成 有 益 的 外 向 成 本 。 当 一 种 外 

向 成 本 用 货币 来 定量 表示 并 纳入 项 目 核算 时 ,这 种 成 本 即 转变 为 内 向 成 本 Cinternality) 。 

4% i (Extirpation): 局 部 灭绝 , 一 物种 或 亚 种 从 某 地 点 或 区 域 消失 , 但 并 没有 在 其 整个 

分 布 区 内 灭绝 。 
物种 绝 灭 (Extinction ) : 一 物种 因 繁 殖 失 败 以 及 该 物种 所 有 个 体 死亡 所 引起 的 进化 终 

止 , 也 即 适 应 环境 变化 方面 的 自然 失败 。 

动物 区 系 (Fauna): 一 个 地 区 的 所 有 动物 ,通常 指 在 特定 时 期 地层、 地 理 区 域 、 生 态 系 

统 、 栖 息 地 或 群落 中 的 动物 物种 总 数 。 

植物 区 系 (Flora): 一 个 地 区 的 所 有 植物 ,通常 指 在 特定 时 期 、. 地层、 地 理 区 域 、 生 态 系 

统 、 栖 息 地 或 群落 中 的 植物 物种 总 数 。 

食物 链 (网 )(Food Web, Food Chain): 生物 根据 捕食 序列 在 生态 群落 上 的 排列 ， 其 中 

每 种 生物 以 次 级 生物 为 食 ， 如 食肉 动物 吃食 草 动物 、 食 草 动 物 吃 植物 。 

基因 (Gene): 位 于 染色 体 上 , 含有 某 一 蛋白 质 的 完整 遗传 信息 的 DNA 片断 ; 基因 通 

常 控 制 遗 传 信息 的 传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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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库 (Gene Pool) : 一 物种 种 群 的 所 有 等 位 基因 的 总 和 。 

遗传 漂 变 (Genetic Drift): 由 于 特定 基因 的 偶然 保持 或 消失 引起 的 生物 种 群 的 遗传 组 

分 变化 ,这 种 现象 特别 发 生 在 小 数量 种 群 。 

it te HR (Genetic Resource); 一 种 对 人 类 有 现实 或 潜在 利益 的 动物 或 植物 的 可 遗传 特 

性 。 遗传 资源 包括 现代 的 栽培 种 或 品种 , 传统 的 栽培 种 或 品种 ,特殊 遗传 原 种 (繁殖 系 、 突 变 

体 等 等 )， 驯 养 物种 的 野生 亲缘 类 群 。 保存 ( 护 ) 这 种 资源 的 原因 显然 是 为 了 产生 直接 的 和 迅 

速 的 经 济 效益 ; 但 所 保存 的 遗传 物质 必须 使 那些 需要 用 来 提高 所 利用 的 植物 或 动物 的 生产 

力 . 品 质 及 抗 病虫害 能 力 的 人 能 够 得 到 这 种 资源 。 

遗传 学 (Genetics) : 研究 生物 变异 和 遗传 的 生物 学 分 支 。 

地 理 信息 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一 种 储存 、 分 析 和 显示 空间 和 非 空间 

数据 的 信息 技术 。 地 理 信息 系统 可 以 使 数据 库 中 的 数据 转换 产生 新 的 信息 ; 例如 ,可 以 把 

鱼 群 大 小 .生产 力 水 平 、. 可 获取 程度 及 其 他 因素 综合 到 一 个 模型 中 ， 从 而 确定 捕 捞 限 额 

(Parker, 1988), 

#6 2.3% (Habitat): 一 植物 或 动物 自然 地 和 正名 地 生长 的 地 方 或 典型 场所 , 即 其 生活 地 。 

食 草 动物 (Hervivore) : 以 植物 或 其 部 分 为 食 的 动物 。 

it (Heredity): 一 种 群 或 物种 的 连续 世代 间 的 有 机 联系 。 

水 文学 (Hydrology): 研究 地 表 、 土 壤 、 岩 层 下 以 及 大 气 中 的 水 的 性 质 ̀ 分 布 和 循环 的 学 

科 。 

刺激 (鼓励 )(Incentive， 用 于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 激发 或 激励 期 望 的 行为 产生 的 东西 。 

在 本 文中 , 刺激 是 指 激励 或 激发 政府 .当地 居民 及 国际 组 织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更 广义 地 说 ， 

就 政府 而 言 ， 刺 激 是 任何 企图 使 土地 ,资本 及 劳动 力 等 之 类 的 资源 转向 保护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促进 某 些 团体 或 机 构 参 与 那 种 有 利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工作 的 企图 或 努力 。 

土著 的 (Indigenous): 指 发 源 于 或 原 产 于 并 生长 在 或 自然 生活 在 特定 地 区 或 环境 的 ( 生 

物 种 或 类 群 ) ,也 即 “ 土 生 土 长 的 ” 

湖沼 学 (Limnology): 研究 内 陆 水 体 ( 河 流 、 湖 泊 、 人 工 湖 沼泽 地 等 ) 的 物理 学 ,化 学 、 生 

物 学 和 生态 学 的 学 科 。 

管理 (Management): 人 类 为 实现 特定 目标 ,选择 .规划 、 组 织 及 执行 有 关 计 划 的 工作 ; 

管理 活动 可 包括 保证 自然 免 受 人 类 破坏 的 保护 措施 以 及 保持 多 样 性 、 安 装 设备 、 控 制 AD 

或 消灭 外 来 物种 所 需要 的 更 加 复杂 的 工作 。 

单 型 (Monotypic) : 只 有 一 个 下 属 分 类 单元 的 分 类 单元 ,如 只 有 一 个 下 属 种 的 属 或 一 个 

下 属 亚 种 的 物种 。 

互利 关系 (Mutualism ) : 两 个 无 亲缘 关系 的 生物 个 体 之 间 对 双方 有 利 的 关系 。 

自然 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 包括 可 再 生 的 (森林 ,水 ,野生 生物 、 土壤 等 等 ) 和 非 再 

生性 的 (石油 、 煤 、 铁 矿 等 ) 自 然 财富 。 

自然 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生物 个 体 的 生殖 差异 ， 某 些 个 体 有 比 其 他 个 体 生 产 更 

多 、 更 成 功 后 代 的 倾向 。 自 然 选 择 被 公认 是 进化 的 主要 力量 。 

生态 位 (Niche):, 某 物种 的 所 有 物理 的 和 生物 学 需求 的 总 和 ; 不 同 物种 占有 不 同 的 生态 

fii, 或 指 生 物 在 群落 中 的 生态 作用 , 尤其 是 在 食物 消耗 方面 。 从 字面 理解 ,生态 位 指 各 种 

生物 物种 的 “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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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会 损失 (Opportunity Cost): 为 某 一 目的 以 非 最 佳 方式 使 用 一 种 稀有 资源 所 失去 的 利 

益 。 

有 机 体 (Organism): 有 生命 的 东西 ， 即 能 进行 生命 过 程 的 生物 。 

寄生 生物 (Parasite) : 一 种 生活 在 不 同 物种 个 体内 或 体 上 的 生物 ， 它 从 所 依附 的 生物 获 

得 利益 并 通常 危害 该 生物 ， 有 时 危害 还 是 致命 的 。 

恶性 刺激 (Perverse Incentive， 用 于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 对 任何 明显 导致 生物 多 样 性 下 

RE 行为 的 刺激 。 对 “恶性 ?的 理解 取决 于 不 同 观 点 , 大 多 数 恶 性 刺激 是 被 用 来 实现 某 种 正当 

政策 的 , 因此 ,这 种 “恶性 ?通常 是 一 种 副作用 。 

光合 作用 (Photosysthesis) : 在 特定 植物 细胞 中 , 利用 太阳 能 将 二 氧化 碳 ̀ \ 水 和 必需 营 

养 物 合成 简单 碳水 化 合 物 ( 糖 淀粉 ) 的 过 程 。 

传粉 作用 (Pollination) ; 指 花粉 从 雄蕊 (〈 雄 性器官) 传递 到 胚珠 (雌性 器 官 ) 以 促进 植 物 

产生 可 育种 子 的 过 程 。 

传粉 者 (Pollinator) : 给 花 传 粉 的 代理 者 (通常 是 动物 ) 。 

.种群 ( 居 群 )(Population) : 生活 在 特定 时 间 和 空间 的 同 种 个 体 的 组 合 。 

捕食 者 (Predator) : 捕食 其 他 物种 的 生物 。 

初级 生产 力 (Primary Productivity): 在 光合 作用 过 程 中 , 吸收 和 利用 光 能 和 二 氧化 碳 、 

水 及 其 他 营养 物质 生产 有 机 物质 的 速率 。 生 产 的 有 机 物质 量 ， 除 去 呼吸 消耗 量 ， 称 为 净 生 

产量 , 它 表 示 生 态 系统 中 消费 者 可 获取 食物 的 总 量 。 通 过 定期 地 测量 每 单位 时 间 面积 内 植 

被 所 生产 的 干 物质 量 可 以 大 致 测定 初级 生产 力 。 与 此 对 应 的 是 次 级 生产 力 , 即 在 任 一 生态 

系统 在 每 单位 面积 时 间 内 所 生产 的 消费 者 (动物 ) 组 织 的 数量 。 

保护 区 (Protected Area): 任 一 采取 法 律 措施 限制 人 类 对 该 地 区 动 植 物 利 用 的 地 区 ; 包 

括 国家 公园 、 猎 物 保护 区 、 多 用 途 地 区 和 生物 圈 保 护 区 等 。 

资源 (Resource) : 有 利于 生物 适应 的 环境 特性 ,也 常常 被 用 于 描述 一 种 自然 财富 或 收益 

的 来 源 ， 它 可 能 是 生物 的 和 可 再 生 的 (如 鱼 类 储量 ),， 也 可 能 是 非 生物 的 和 非 再 生性 的 (如 

黄金 ) 。 

物种 (Species) : 实际 或 潜在 能 够 杂交 的 一 群生 物 , 它们 或 多 或 少 地 与 其 它 类 似 生 物 群 

隔离 。 从 字面 理解 即 动 植物 的 “种 类 ”。 

补贴 (Subsidy): 一 种 政府 直接 或 间接 地 向 个 人 或 团体 发 放 的 经 济 援助 , 旨 在 鼓励 那些 

为 满足 公众 需要 而 开展 的 活动 , 它 是 一 种 不 固定 的 和 可 取消 的 援助 , 而 且 附 加 有 某 些 必须 

遵守 的 规则 和 条 件 。 与 捐赠 相 比 ,补贴 通 常 更 制度 化 ,而 且 主 要 针对 某 一 特定 活动 ,而 不 是 

鼓励 公共 利益 方面 的 工作 。 

持续 发 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 种 社会 经 济 变化 (如 ?发展 轨 形式 ,通过 这 种 形 

式 的 变化 , 使 现 有 经 济 和 其 他 社会 效益 最 优化 ,同时 又 不 危害 未 来 类 似 效益 的 可 能 性 。 

共生 关系 (Symbiosis) : 两 种 不 同 种 的 生物 以 一 定 程度 的 依赖 关系 生活 在 一 起 , FF AB 

少 一 方 从 这 种 关系 中 获 益 。 

同 域 分 布 、 同 区 分 布 (Sympatric):, 指 地 理 分 布 区 相同 或 重 午 。 

类 群 (Taxon,， 复数 taxa): 指 分 类 学 中 的 任何 一 种 分 类 单元 。 分 类 学 是 一 种 研究 动 植物 

分 类 的 学 科 。 生物 的 基本 分 类 单位 是 物种 (species), 它 是 真实 的 生物 学 实体 , 而 其 他 分 类 单 

元 则 是 物种 的 一 部 分 或 是 物种 的 集合 , 这 些 分 类 单元 除 主观 判断 外 , 无 法 明确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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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栖 的 、 陆 生 的 (Tertrestrial) : 陆地 上 的 或 与 陆地 有 关 的 。 

植被 (Vegetation) : 覆盖 某 地 区 植物 的 总 和 。 

流域 (Watershed) : 周围 由 流入 或 流出 的 水 体 所 包围 的 地 区 。 

湿地 (Wetland): 邻近 水 体 并 包含 部 分 浅滩 、 暂 时 或 永久 性 被 水 沥 没 的 一 片 陆地 ， 如 河 

口 湾 . 盐 沼 RIA ,高 位 沼泽 、 木 本 沼泽 .泛滥 平原 .其 他 海岸 湖 或 环 礁 湖 以 及 由 于 海岸 作用 形 

成 的 水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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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S 

AAZPA 

ADB 

AfDB 

BOSTID 

BGCS 

CATIE 

CDC 

CGIAR 

CI 

CIDA 

CITES 

cm 

CMEA 

CNPPA 

He 略语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 

美国 科学 促进 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Zoological Parks and Aquaria 

美国 动物 园 与 水 族 馆 协会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 开发 银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非洲 开发 银行 
Boar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International |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国家 研究 理事 会 国际 开发 科学 技术 委员 会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Secretariat of IUCN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植物 园 保 护 秘书 处 
Centro Agronomico Tropical de Investigacion y Ensenanza 

(Tropic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Costa Rica) 

热带 农业 研究 与 教育 中 心 
Conservation Data Center 

保护 数据 中 心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国际 农业 研究 磋商 小 组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国际 保护 协会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加 拿 大 国际 发 展 局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濒危 野生 动 植物 种 国际 贸易 公约 
centimeter 

厘米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经 济 互助 委员 会 
Commission o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of IU CN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国家 公园 与 保护 区 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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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DA Da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丹麦 国际 发 展 局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 经 济 共同 体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环境 影响 评价 
ELC Environmental Law Centre of IUCN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环境 法 中 心 
ESA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 

生态 敏感 区 
est. estimated 

Bit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 国 粮农 组 织 
FINNIDA Fin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芬兰 国际 发 展 局 
F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联邦 德国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rifs and Trade 

关税 及 贸易 总 协定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 生产 总 值 
GEMS Glob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of UNEP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全 球 环境 监测 系统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 理 情 报 系 统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 生产 总 值 
GRID Global Resource Information Database 

全 球 资源 信息 库 
GTZ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erman Agency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德国 技术 合作 局 
ha hectare 

公顷 
IBAMA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Recrusos Naturais Renovaveis e Meio 

Ambiente (Brazilian Instutute of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巴西 可 再 生 自然 资源 与 环境 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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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PGR 

IBRD 

ICBP 

ICOMOS 

ICSU 

IDA 

IDB 

IGBP 

IIED 

IMF 

IPAL 

IRRI 

ISIS 

ITTO 

IU DZG 

IUCN 

kg 

km 

International Board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国际 植物 遗传 资源 委员 会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 复兴 开发 银行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Bird Preservation 

国际 乌 类 保护 理事 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国际 文物 古迹 理事 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国际 科学 联合 理事 会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国际 发 展 协会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美洲 国家 发 展 银行 
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ject of ICSU 

国际 科学 联合 理事 会 国际 地 理 圈 生物 圈 计 划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国际 环境 与 发 展 研究 所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 货币 基金 会 
Integrated Project on Arid Lands (Kenya) 

干旱 地 综合 计划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Philippines) 

国际 水 稻 研 究 所 
International Specires Inventory System 

国际 物种 编目 系统 
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 

国际 热带 木材 组 织 
International Union of Ditectors of Zoological Parks 

国际 动物 园 园 长 联合 会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kilogram 

公斤 
kilometer 

公里 
meter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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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 

mt 

NAS 

NCS 

NESDIS 

NG 

NGO 

NOAA 

NORAD 

ODA 

OECD 

OTA 

PADU 

PCBs 

PVO 

RDB 

SADCC 

SFr 

SIDA 

sq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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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手稿 
metric ton 

吨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国家 科学 院 
National Conservation Strategy 

国家 自然 保护 纲要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Ee Ath SE ES GES aR 
New Guinea 

新 几内亚 
Non 一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 政 府 组 织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国家 海洋 与 大 气管 理 局 
Norweg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挪威 国际 发 展 局 
Overseas Development Agency of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 海外 发 展 局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 济 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the US Congress 

美国 国会 技术 评价 处 
Protected Areas Data Unit of WCMC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保护 区 数据 中 心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BRK 
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 

私人 自愿 组 织 

Red Data Book of IUCN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红皮书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南部 非洲 发 展 协调 会 议 

Swiss franc 

Fmt EE BP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瑞士 国际 开发 署 
square kilometer 



SSC 

TFAP 

TNC 

TPU 

UK 

UN 

UNDP 

UNEP 

~ Unesco 

USAID 

USFWS 

USNPS 

WCED 

WCMC 

wcs 

WHO 

WMA 

WRI 

平方 公里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of IU CN 

国际 自然 与 自然 资源 保护 联盟 物种 生存 委员 会 
Tropical Forestry Action Plan 

热带 和 森林 行动 计划 
The Nature Conservancy 

自然 保护 组 织 

Threatened Plants Unit 

濒危 植物 中 心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合 王国 
United Nations 

联合 国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 国 开发 计划 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联合 国 环境 规划 署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织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 国际 开发 署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美国 鱼 类 和 野生 动物 管理 局 
United States National Park Service 

美国 国家 公园 管理 局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世界 环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世界 自然 保护 监测 中 心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HF BRRP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 卫生 组 织 

Wildland Management Area 

野地 管理 区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世界 自然 基金 会 (前 称 世 界 野生 生物 基金 会 ,现在 美国 仍 称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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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本 丛书 

MAB 文摘 丛书 由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于 1989 年 推出 。 该 丛书 包括 下 列 内 容 :MAB 研究 
中 出 色 的 成 果 , 近 期 的 .正在 开展 的 以 及 计划 开展 的 MAB 的 某 些 特殊 领域 或 题目 的 总 体 情 
况 和 新 的 研究 动向 与 建议 。 每 一 期 的 读者 对 象 都 有 所 不 同 。 部 分 文集 以 策划 者 和 决策 人 为 
主要 读者 ,部 分 以 MAB 项 目的 合作 者 为 对 象 ,还 有 一 些 文集 的 读者 对 象 是 广大 的 技术 、 研 
究 人 员 ,无 论 他 们 是 否 参与 MAB 项 目 。 

关于 MAB 丛书 第 9 集 

本 集 从 总 体 上 介绍 与 生物 多 样 性 及 其 功能 意义 有 关 的 重要 学 术 观 点 和 问题 的 基本 人 情 

况 。 读 者 对 象 主要 是 科研 机 构 。 本 集 由 哈佛 大 学 生物 与 进化 生物 学 系 的 Otto T. Solbrig A 

授 撰 写 。 他 首先 评述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意义 ,然后 提出 将 在 研究 中 检验 的 假 

说 。 其 基本 目的 在 于 为 生物 多 样 性 基本 理论 发 展 做 出 贡献 。 更 具体 地 讲 ,是 介绍 国际 生物 学 

联合 会 (IUBS) 、 环 境 问 题 科学 委员 会 (SCOPE) 以 及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C(UNESCO) 合作 进 

行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生态 系统 功能 项 目的 设计 。 这 个 项 目 植 根 于 1989 年 6 月 国际 生物 学 联合 会 

和 环境 问题 科学 委员 会 在 华盛顿 联合 召开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态 系统 功能 的 讨论 会 。 主 要 目的 

是 确定 需要 进行 国际 合作 的 科学 领域 ,探讨 物种 和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知识 如 何 能 对 全 球 生态 

学 作出 贡献 以 及 物种 多 样 性 对 系统 功能 过 程 的 作用 等 问题 。 华 盛 顿 讨 论 会 讨论 了 陆 生 和 水 

生 系统 的 植物 .动物 以 及 微生物 多 样 性 并 提出 了 下 列 问题 :关于 物种 .遗传 物质 和 生态 系统 

的 丧失 与 改变 的 全 球 数据 库 的 有 效 程度 如 何 ? 物种 与 系统 在 全 球 系统 功能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怎样 ? 诸如 此 类 的 问题 使 得 华盛顿 讨论 会 提出 了 可 能 进行 研究 的 4 个 领域 作为 今后 工作 

的 基础 , 即 生物 多 样 性 与 景观 多 样 性 功能 的 作用 及 其 对 变化 的 反应 ;全 球 比较 生物 地 理学 ; 

作为 变化 指示 者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监测 和 促进 野生 种 遗传 资源 保护 的 项 目 。 

华盛顿 讨论 会 的 报告 (di Castri 和 Younés, 1990)42 #4 | IUBS,SCOPE 和 UNESCO 进 

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态 系统 功能 合作 研究 的 非 正 式 协定 的 基础 .初步 计划 已 于 1990 年 6 月 于 

马里 兰 大 学 向 第 四 届 国 际 系统 和 进化 生物 学 会 大 会 提出 。 同 年 晚 些 时 候 , 即 11 月 ,MAB 国 

际 合作 委员 会 审查 了 正式 计划 并 对 其 致力 于 全 球 比较 生物 地 理学 及 把 生物 多 样 性 作为 全 球 

变化 的 指示 者 进行 长 期 监测 与 研究 表示 了 极 大 的 兴趣 。 本 文集 是 对 该 合作 项 目 进行 深入 规 

划 的 尝试。 该 计划 还 将 在 1991 年 6 月 的 哈佛 (CHarvard Forest) 讨论 会 、10 AA A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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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reuth) 讨 论 会 及 10 月 在 苏联 召开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监测 会 议 上 进一步 完善 . 这 一 系列 会 议 
的 目的 包括 ;本 文集 提出 的 假说 的 细致 审查 及 其 检验 方法 和 手段 的 评价 。 

同时 也 希望 本 文集 能 对 那些 参加 其 它 刚刚 开始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方面 的 国际 项 目的 人 们 有 

所 神 益 。 这 些 项 目 包 括 IUCN 1991~1993 年 度 计 划 中 的 工作 ,UNEP 发 起 的 详尽 阑 述 生 物 

多 样 性 国际 公约 的 过 程 以 及 导致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1992 年 6 月 巴西 ) 拟定 召开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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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要 

生物 多 样 性 是 差异 显著 亦 即 有 差别 .不 相同 的 生命 系统 的 特性 。 生物 学 的 多 样 性 (bio 一 

logical diversity) 即 生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此 处 定义 为 多 样 化 的 有 生命 的 实体 群 
(Cgroup ) 或 级 (class) 的 特征 。 因 此 ,每 一 级 实体 (entity) 一 一 基因 、 细 胞 .个 体 、 物 种 、 群 落 或 生 
态 系统 都 不 止 一 类 。 多 样 性 是 所 有 生命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 由 于 生物 系统 是 分 成 等 级 的 ,所 以 

从 生物 等 级 的 每 个 水 平 , 自 分 子 至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都 是 很 明显 的 。 

近来 ,人 们 对 于 物种 多 样 性 的 损失 和 作物 与 野生 种 遗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可 能 导致 生态 系 

统 稳定 性 及 其 功能 的 丧失 深 感 不 安 . 这 种 不 安 主 要 起 因 于 热带 景观 ,特别 是 森林 景观 的 迅速 
变化 。 然 而 ,我 们 并 未 确 知 基 因 、 基 因 型 、 物 种 乃至 群落 的 多 样 性 如 何 影 响 生 态 系统 的 功能 。 

尽管 百年 的 遗传 学 系统 学 .进化 论 以 及 生态 学 的 研究 形成 了 大 量 的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于 维 

持 生物 体 和 生态 系统 正常 功能 的 重要 意义 的 资料 ,但 我 们 仍然 缺乏 全 面 而 严格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理论 。 

本 文中 我 们 给 出 了 创建 完善 的 理论 必须 考虑 的 最 为 重要 的 论点 概要 。 首 先 讨 论 了 生命 
系统 的 两 个 基本 特征 :等 级 属性 与 复杂 性 ,并 指出 二 者 是 相关 联 的 。 继 而 ,探讨 了 突变 的 作 
用 , 即 正 是 突变 过 程 , 产 生 了 遗传 多 样 性 并 使 得 生命 成 为 可 能 .我 们 知道 ,没有 突变 就 不 会 产 
生变 异 , 因 此 也 就 不 会 形成 生命 。 突 变 产生 多 样 性 ,但 不 是 遗传 多 样 性 的 唯一 来 源 。 

核酸 CDNA 和 RNA) 是 信息 的 携带 者 ,核酸 分 子 具 有 通过 核 背 酸 序列 无 穷 的 变异 性 保 
持 其 理化 完整 性 的 非凡 的 能 力 并 使 得 生命 成 为 可 能 ,这 一 点 现在 已 被 广泛 接受 。 垦 果 只 有 
一 种 结构 具有 活性 或 者 一 种 构 型 的 自由 能 显著 不 同 于 其 它 构 型 的 自由 能 , 则 所 有 的 自我 复 
制 系统 将 十 分 相似 ,而 其 结构 会 非常 简单 。 

分 化 与 物种 特 化 产生 物种 多 样 性 。 在 这 些 过 程 中 ,没有 新 的 遗传 信息 形成 。 相 反 地 , 业 
已 存在 的 信息 都 被 分 隔 成 间断 的 实体 .虽然 物种 似乎 是 独立 地 起 作用 ,但 大 多 数 种 则 在 功能 
上 相互 联系 而 形成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 这 些 概念 将 在 文中 详 加 阑 述 。 

本 文 的 第 二 部 分 提出 了 一 组 假说 ,可 以 作为 拟定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计划 的 模式 .物种 多 样 

性 的 下 降 常 被 认为 是 管理 问题 。 然 而 ,好 的 管理 必须 依赖 正确 的 原则 。 本 文 的 假说 必须 看 作 

是 为 形成 明智 的 管理 而 制定 合理 而 严格 的 原则 的 尝试 。 部 分 假说 涉及 已 进行 了 深入 研究 且 
有 大 量 资 料 的 课题 , 另 一 些 则 是 有 待 深 入 研究 的 新 课题 。 

文章 的 最 后 部 分 介绍 了 依据 比较 生物 地 理学 制定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计划 的 纲要 。 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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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地 理学 致力 于 种 的 分 布 区 及 其 时 间 与 空间 上 分 布 的 原因 的 探讨 。 如 果 某 一 区 域 种 的 数 

目 未 知 且 有 大 量 的 种 未 子 描 述 , 则 必须 发 展 新 的 更 为 有 效 的 方法 以 完善 经 典 生物 地 理学 研 
究 。 这 些 新 的 方法 应 该 利用 迁 感 技术 的 优势 并 建立 具有 统计 、 分 析 能 力 的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 

本 项 计划 的 另 一 个 重要 目标 是 创建 一 种 系统 的 比较 区 域 间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方法 论 AM, 

应 运用 现代 信息 与 通讯 技术 建立 评价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地 理 信息 系统 (GIS ) 。 该 系统 应 利用 卫 

星 信 息 鉴 定 不 同 地 理 尺 度 上 的 种 的 集合 ,以 进行 长 期 监测 。 一 旦 可 能 , 这 些 区 域 应 包括 

UNESCO 的 生物 圈 保 护 区 或 与 之 相关 地 区 。 

最 后 ,人 类 对 于 生物 多 样 性 问题 的 重要 性 不 容 忽视 。 人 类 是 预期 的 气候 变化 的 直接 动因 
且 将 承受 其 影响 。 人 类 的 重要 性 在 于 对 灾害 的 管理 以 及 人 类 行为 的 可 能 变化 。 为 了 防止 气 

候 变化 的 最 坏 结果 的 产生 ,了 解 诸如 洪水 .极端 温度 或 风暴 等 潜在 灾害 事件 的 或 然 频 率 及 其 
强度 是 重要 的 。 去 适应 这 些 变化 就 意味 着 加 强 教育 和 人 类 生活 方式 的 改变 。 

坚实 的 理论 基础 是 这 个 计划 成 功 的 前 提 .。 此 外 ,共同 努力 建立 良好 的 通讯 联系 也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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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前 

近来 人 们 对 于 物种 丧失 及 作物 与 野生 种 的 遗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给 予 了 极 大 的 关注 (CEhrli 

一 ch 和 Ehrlich 1981; Schonewald 一 Cox 等 1983; Hawkes 1983; Wilson 和 Peter 1988), iX 

种 关注 起 因 于 世界 范围 内 特别 是 热带 自然 景观 的 急剧 变化 (Ehrich 和 Mooney 1983; Wilcox 

#il Murphy 1985) 。 许多 人 预感 到 物种 多 样 性 的 大 规模 下 降 将 导致 生态 系统 稳定 性 及 其 功能 

的 丧失 。 同 时 也 认识 到 ,遗传 变异 减少 引起 作物 生产 力 下 降 的 危险 要 求 繁 育 新 品种 予以 补 

偿 。 目 前 ,这 方面 的 文献 浩如烟海 . 这 些 问 题 源 于 历史 的 、 经 济 的 、 社 会 的 、 伦 理 的 、 美 学 的 以 

及 生态 学 的 观点 (L.Brown 1981; Clark 和 Munn 1986;Soule 1986;Reid 和 Miller1989; Oje- 

da 和 Mares 1989; McNeely 等 1990) 。 

从 分 子 到 整个 生物 群落 的 各 个 生物 组 织 水 平 都 存在 多 样 性 。 本 文 所 指 的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意义 及 其 生物 地 理学 含义 。 许 多 人 以 为 生物 系统 表现 的 巨大 的 多 样 性 是 

生物 圈 固 有 的 功能 发 展 的 必要 条 件 (Diamond 1988) 。 他 们 强调 ,多 样 性 使 得 各 个 组 织 水 平 的 
生物 系统 能 够 适应 不 利 环境 ,并 从 干扰 中 得 以 恢复 。 

然而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确切 作用 仍 未 充分 明了 。 所 有 的 生命 系统 均 富 变化 。 多 样 性 是 生命 
系统 的 普遍 特征 。 生 物 多 样 性 怎样 影响 生命 系统 的 功能 呢 ? 

我 们 的 周围 不 断 地 发 生变 化 。 一 些 物 理 环境 中 的 变化 是 循环 往复 的 ,而 另 一 些 变化 则 难 

以 预测 。 即 使 在 循环 变化 中 也 经 常 存 在 完全 随机 的 组 分 。 激 烈 的 环境 变化 是 化 石 记 录 中 物 

种 丧失 的 主要 动因 (Stanley 1979, 1985; Signor 1990) 。 另 一 类 变化 源 于 生物 的 相互 作用 ， 

例如 竞争 和 捕食 。 这 些 变化 都 较为 直接 。 多 样 性 为 有 机 体 和 生态 系统 提供 了 变化 后 恢复 所 
必需 的 能 力 是 可 信 的 。 然 而 ,对 此 还 缺乏 足够 的 科学 证 据 。 

人 类 这 个 物种 在 资源 竞争 中 的 成 功 已 使 其 成 为 最 近 万 年 中 ,特别 是 近 两 个 世纪 的 变化 

的 主要 力量 (Fyfe 1981; Bender 1986; McElroy 1986; Solbrig 1991) 。 人 为 变化 的 特点 是 降 

低 生 物 多样 性 但 增加 人 类 社会 的 复杂 性 (Margalef 1980) 。 人 类 直接 或 间接 地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 可 更 新 自然 资源 的 利用 ,特别 是 采掘 工业 ,如 林业 或 渔业 由 于 资源 枯竭 及 对 非 需要 物种 

的 破坏 致使 物种 多 样 性 降低 。 农 业 和 畜牧 业 以 毁坏 或 改变 自然 生物 群落 的 方式 损害 生物 多 

样 性 。 自前 农业 时 期 至 今 , 世 界 森 林 已 减少 了 1/5, 从 50 亿 公 项 降 至 40 亿 公 项。 温带 森林 损 

失 的 面积 最 大 (32 一 35% ) ,其 次 是 亚热带 稀 树干 草原 和 落叶 林 (24 一 25%) 以 及 老龄 的 (old 

一 growth) 热 带 森 林 (15 一 20% ) (世界 资源 研究 所 1987，1988，1990; 世界 银行 1990)。 人 类 

也 间接 地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如 改变 土地 利用 方式 ,利用 化 石 及 生物 量 的 能 量 以 及 改变 水 文 

格局 。 有 意 或 无 意 地 引入 外 源 生物 将 降低 区 域 间 生物 多 样 性 。 通 过 去 掉 绿 管 与 和 森林 边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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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简化 景观 的 作法 ,降低 了 生境 多 样 性 ,并 导致 较 低 的 生物 多 样 性 。 威 胁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较 

新 而 有 力 的 来 源 是 新 型 有 毒 的 化 合 物 的 生产 与 向 大 气 .河流 及 海洋 中 的 释放 。 其 中 , 碳 氟 化 . 
合 物 和 一 些 氯 化 物 农药 是 为 人 熟知 的 。 不 幸 的 是 还 没有 足够 的 信息 使 这 些 影响 精确 地 定量 
te 

为 了 评价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物 学 意义 ,需要 了 解 生 物 系 统 的 两 个 监 别 特征 , 即 复 杂 性 和 等 
级 性 .复杂 性 系 指 生物 系统 表现 出 的 错综复杂 的 动态 行为 ;而 等 级 性 则 指 生命 物质 可 以 组 成 
一 系列 相互 作用 的 水 平 : 分 子 、 细 胞 ̀ 组 织 ̀  器 官 , 个 体 、 物 种 等 。 

虽然 多 样 性 发 生 在 生物 等 级 的 各 个 水 平 , 但 物种 丧失 的 后 果 引 起 了 人 们 极 大 的 忧虑 
(Ehrlich 和 Ehrlich 1981; Raven 1988; Wilson 1988，1989) 。 另 一 方面 ,出 于 对 作物 的 关注 

人 们 更 害怕 基因 和 基因 型 的 减少 ( Oldfield 1984; Prescott—Allen 和 Prescott—Allen 1986; 

Plucknett 1987) 。 这 两 个 方面 是 密切 相关 的 。 关 心 稀有 和 濒危 物种 的 保护 生物 学 家 也 关心 缩 

减 的 遗传 多 样 性 , 它 伴随 着 适应 潜力 的 丧失 与 育种 缺陷 的 增加 。 对 于 景观 多 样 性 减少 的 警告 

亦 有 增多 的 趋势 (Ehrlich 和 Mooney 1983) 。 虽 然 生 物 多 样 性 起 源 于 分 子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 但 

人 们 对 后 者 却 关 注 较 少 。 

但 物种 丧失 的 关注 与 分 类 学 密切 相关 。 分 类 学 家 主要 对 物种 的 分 类 感 兴趣 且 特 别 地 对 
物种 的 损失 洪 势 发 出 了 和 警告。 这 也 许 是 突出 强调 物种 水 平 多 样 性 的 另 一 个 原因 。 

本 文中 ,我们 将 概述 生物 多 样 性 降低 问题 的 生物 学 与 生态 学 前 景 。 目 的 在 于 认识 与 生物 

多 样 性 有 关 的 主要 的 学 术 问 题 。 首要 目的 是 构建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基本 理论 框架 。 只 要 可 能 ,我 

们 就 将 以 可 检验 的 假说 的 形式 提出 这 些 问 题 .其 中 一 部 分 假说 已 众所周知 且 被 研究 ,而 另 一 
些 则 知之 甚 少 。 我 们 希望 这 些 假说 能 作为 最 后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国际 合作 研究 计划 的 基础 (di 

Castri 和 Younes 1990), 而 且 该 计划 以 生物 地 理学 研究 为 重点 。 我 们 无 意 直 陈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途径 问题 我 们 所 期 望 的 只 是 提供 科学 的 理论 基础 ,藉以 形成 有 效 的 永 续 发 展 与 合理 

保护 的 策略 。 

本 文集 可 分 成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讨论 了 可 信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理论 的 要 素 , 给 出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生命 系统 复杂 性 及 与 生物 等 级 属性 相关 的 问题 的 定义 。 然 后 , 论 及 多 样 性 的 起 源 与 保持 

问题 ,包括 突变 的 诱因 、 上 自然 选择 .选择 单元 以 及 基因 型 与 表现 型 的 关系 。 第 一 部 分 以 多 样 性 

怎样 影响 群落 与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的 讨论 结束 ,内 容 包括 生物 多 样 性 与 群落 结构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性 、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稳定 性 以 及 Gaia 理论 的 阐述 。 

第 一 部 分 是 名 为 有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假说 ”的 第 二 部 分 的 概念 基础 。 后 者 又 可 分 成 三 小 

部 分 ,分 别 涉 及 (1) 基 因 和 细胞 水 平 ,(2) 个 体 和 种 群 水 平 以 及 (3) 生态 系统 水 平 。 此 部 分 介 

绍 了 来 源 于 第 一 部 分 讨论 中 的 系列 可 检验 的 假说 .第 三 部 分 即 “ 生 物 多 样 性 可 行 性 研究 计划 

的 基本 组 分 ?中 论 及 生物 多 样 性 计划 的 某 些 实践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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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起 产 与 结构 

1. 1 多 样 性 的 性 质 

1.1.1 定义 与 测定 

按照 牛津 大 学 词典 ,多 样 性 系 互 异 的 (diverse) 状态 ， 亦 即 有 差异 (different)， 不 相同 

Cunlike)。 生 物 学 多 样 性 即 生物 多 样 性 , 此 处 定义 为 多 样 化 的 生命 实体 〈entity) 群 (group) 

或 级 (class) 的 特征 .因此 ,每 一 级 实体 基因 、 细 胞 .个体 、 物 种 、 群 落 或 生态 系统 一 一 都 不 

止 一 类 。 多 样 性 是 所 有 生物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 由 于 生物 系统 是 分 成 等 级 的 Chierarchical) , A 

此 从 生物 等 级 的 每 个 水 平 , 自 分 子 至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都 是 很 明显 的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时 间 和 空间 的 函数 。 例 如 :遗传 多 样 性 可 以 指 单一 个 体 一 生 中 异型 结合 性 

Cheterozygosity) 程 度 ; 或 用 以 指 特定 时 间 一 个 种 群 在 其 分 布 区 内 的 等 位 基因 数目 ; 亦 可 用 于 

一 个 物种 在 其 分 布 区 及 生活 周期 内 等 位 基因 的 数目 。 这 更 增加 了 本 已 非常 困难 的 多 样 性 测 

定 问题 的 复杂 程度 (Patil 和 Taillie 1979) 。 

测定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一 项 非常 困难 而 复杂 的 任务 系统 的 多 样 性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主要 组 分 。 

它们 可 能 在 实体 数目 ( “丰富 度 ? 或 “多 度 ”) 上 不 同 ,或 在 相对 多 度 或 相对 重要 性 上 不 同 。 多 样 

性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方法 进行 测定 (资料 简介 1) 。 一 种 方法 是 简单 计数 不 同 单元 的 数目 (丰富 
度 ); 另 一 种 方法 是 确定 种 的 重要 性 等 级 (重要 性 曲线 )(Whittaker 1972) 。 一 种 比较 精确 的 方 
法 是 还 要 考虑 每 一 类 型 的 相对 多 度 ( 即 Shannon 一 Weaver 多 样 性 指数 ) 。 由 于 生物 实体 的 数 
目 非 常 大 ,而 且 大 部 分 仍 未 描述 与 分 类 ,所 以 我 们 只 具有 极为 初步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知识 。 

在 许多 温带 及 北极 地 区 , 陆 生 种 的 丰富 度 相 对 较 低 .具有 合适 的 维 管 植 物 和 兰 椎 动物 的 
目录 ,作为 植物 和 动物 区 系 名 录 。 同 时 还 对 无 兰 椎 动物 及 非 维 管 植 物 包括 真菌 作出 了 合理 的 
估计 。 土 壤 中 生物 、 细 菌 和 病毒 则 知之 不 多 。 热 带 地 区 ,物种 多 样 性 丰富 ,情况 则 大 不 相同 。 
许多 热带 国家 没有 可 信 的 维 管 植物 及 将 椎 动物 名 录 MICA yA 
则 仅 有 非常 粗略 的 估计 (di Castri 和 Younes ，1990) 。 该 区 的 多 数 昆虫 .土壤 生物 、 细 菌 和 真 

菌 还 必须 进行 采集 与 描述 ( 表 1) 。 

无 论 是 温带 还 是 热带 ,海洋 中 的 生物 体 都 可 能 鲜 为 人 知 。 海 洋 中 的 动物 和 植物 门 均 具有 

最 大 的 多 样 性 (图 1) 。 例 如 ,直到 最 近 人 们 仍 以 为 深海 没有 生命 。 可 是 今天 我 们 知道 其 具有 

丰富 的 生物 群落 ,有 800 多 个 已 知 种 ,隶属 于 12 个 门 100 多 个 科 (Grassle 1989) 。 海 洋 热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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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hydrothermal vent) 如 称 为 "黑色 吸烟 者 ?的 硫化 物 烟 向 含有 至 少 16 AY FOS HE 

WE, 这 一 点 5 年 前 仍 一 无 所 知 (Grassle 1989)。 近 来 新 发 现 了 全 新 的 生物 类 群 , 称 为 微小 
浮游 生物 (Picoplankton)， 其 细胞 直径 为 1 一 4 微米 (Colwell 1984) 。 由 于 对 这 群 微小 浮游 生 

物 作用 的 无 知 以 及 缺乏 适当 的 测定 方法 ,海洋 系统 的 生产 力 可 能 低估 一 半 。 1 

更 精确 测定 多 样 性 所 必须 的 相对 多 度 的 估计 在 很 少 的 地 点 且 限 于 特定 的 分 类 群 可 以 进 
行 。 有 关 野 生 种 的 遗传 多 样 性 则 知之 更 少 。 

资料 简介 1 怎样 则 定 多 样 性 

多 样 性 系 指 实体 集合 中 存在 一 种 以 上 “类 型 > 的 现象 .在 自然 生物 系统 中 ， 经 常见 
到 多 于 一 “类 ?的 实体 , 恰 如 基 因 、 个 体 或 物种 。 每 一 个 “类 ?的 数量 也 不 相同 , 即 一 个 属 
中 可 能 有 许多 种 ,每 个 种 都 由 不 同 数目 的 个 体 所 表征 。 这 些 个 体 又 有 不 同 的 基因 型 ,而 
每 一 基因 型 具有 不 同 的 多 度 等 等 .任何 多 样 性 的 测定 方法 都 应 该 不 仅 抓 住 二 个 样本 不 
同 的 实体 数量 而 且 抓 住 样本 中 每 一 类 的 相对 多 度 。 

另 一 个 复杂 的 问题 是 样 方 的 大 小 和 取样 总 体 的 面积 .因为 个 体 和 物种 既 不 具有 相 
同 的 多 度 又 非 空间 上 规则 分 布 。 人 们 发 现 随 着 样 方 大 小 或 取样 面积 增加 ,每 个 样 方 中 
种 的 数目 也 随 之 增加 。 因而 ,无 论 运 用 哪 种 多 样 性 测定 方法 ,其 值 都 在 变化 。 一 种 好 的 

群落 中 每 个 基因 型 .表现 型 (形态 汪 或 种 的 个 体 数目 从 非常 丰富 的 (常见 的 写 变 
化 到 由 很 少 几 个 个 体 组 成 (稀有 的 ?>) 。 在 足够 大 的 随机 样本 中 ,个体 频 度 的 分 布 亦 即 
一 定数 目 个 体 的 种 的 比例 通常 呈 对 数 分 布 (Pielou 1969; Patil 和 Taillie 1979) 。 

然而 ,基因 型 .表现 型 和 种 在 空间 上 并 非 总 是 随机 分 布 。 相 反 ,常常 是 群 聚 或 均匀 
散布 。 

因此 ,为 了 获得 精确 的 多 样 性 测定 ,必须 知晓 种 内 个 体 的 相对 多 度 和 其 空间 分 布 。 
仅 在 一 点 上 的 简单 的 种 类 记录 很 可 能 丢掉 多 数 稀有 物种 。 

最 为 著名 的 物种 多 样 性 测定 方法 之 一 系 Shannon—Weaver 多 样 性 公式 : 
i= 

H = Bs P,logP; 
i=1 

H 测定 不 确定 性 ,用 它 可 以 预测 样 方 中 遇 到 的 下 一 个 个 体 的 种 类 ; P 是 研究 区 

内 种 i 的 相对 多 度 。 
一 个 简单 的 公式 为 Simpson 指数 : 

D= Ley 
用 以 测定 由 于 个 体 增 加 引起 的 物种 数量 增加 。 最 后 是 众所周知 的 “种 一 面积 ?曲线 

S=cAx. Hc HHRMA 为 面积 ,而 x 则 为 另 一 个 常数 。 后 者 用 以 以 测度 随 面 积 增 大 

而 出 现 的 种 数 增加 ,并 由 实验 获得 。 

源 于 一 个 群落 的 样 方 的 多 样 性 通常 称 为 多样 性 以 区 别 于 标明 不 同 群落 之 间 多 . 
样 性 差异 的 B 多 样 性 .8 多样 性 测定 生境 间 的 转换 速率 。 另 一 方面 ,Y 多 样 性 是 某 一 地 
理 断 面 上 可 比 生境 的 多 样 性 。Y 多 样 性 测定 在 某 一 生境 类 型 中 生态 学 的 相似 类 型 (eco- 
logical counterpart) 4E 4} #i K _|§ ARCA FEE (Cod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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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已 知 的 微生物 种 数 及 可 能 的 世界 总 数 〇 

原生 生物 (Protocist ) (包括 原生 动物 

不 包括 藻类 和 真菌 原生 生物 ) 

总 it 143000 1120000 

注 :@ F di Castri #7 Younés(1990), ## D. L. Hawksworth (FRR); 

@ P. C. Silva( 见 Hawsworth 和 Greuter 1989); 

@ Hawkworth 等 (1983); 

@ 700 种 植物 病毒 (Martyn 1968, 1971), 1300 种 昆虫 病毒 (Martugnoni 和 Iwai, 1981); 其 余 估 计 为 其 它 寄 主 病毒 ; 

© Wilson (1988) 。 

300006) 100000 

if 洋 

陆 地 

Hl 不 同 生态 系统 中 总 计 ( 和 特有 ) 门 数 ， 

1.1.2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组 成 

所 有 的 细胞 有机体、 种 群 和 物种 均 有 发 生生 长 .繁殖 与 死亡 的 过 程 。 一 些 作 者 (di 
Castri 1991) 也 认为 上 述 过 程 亦 可 适 于 群落 。 因 此 ,实体 的 数量 与 多 度 ( 即 系统 的 多 样 性 ) 处 

于 不 断 的 变动 中 。 从 研究 的 角度 出 发 ,一般 将 产生 多 样 性 、 保 持 多 样 性 与 降低 多 样 性 诸 过 程 

区 别 开 来 。 遗 传 的 多 样 性 最 终 起 源 于 分 子 水 平 的 基因 突变 (广义 的 , 包括 点 突变 .染色 体 突 

变 及 其 相关 的 过 程 , 如 转 导 )。 遗 传 重组 也 影响 个 体 和 种 群 多 样 性 。 各 种 各 样 的 消除 变异 的 

过 程 降低 多 样 性 。 我 们 将 这 些 过 程 统 称 为 “选择 ”, 尽 管 不 是 所 有 的 选择 过 程 都 降低 多 样 性 

〈 例 如 平衡 多 态 和 歧化 选择 可 以 增加 遗传 多 样 性 ) 。 多 样 性 的 存在 并 非 一 定 意味 着 选择 过 程 

有 差别 出 生 (differential birth) 和 (或 ) 死 亡 。 然 而 ,各 种 关于 生物 多 样 性 存在 的 理论 都 将 其 与 

某 种 选择 或 优化 的 过 程 相 联系 。 达 尔 文 的 有 机 体 水 平 的 选择 说 是 其 中 最 古老 且 最 为 熟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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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 不 甚 了 解 的 是 系统 中 多 样 性 保持 的 机 制 。 

重 组 

2 广义 的 生物 多 样 性 模型 

多 样 性 包括 两 类 波动 过 程 ( 图 2): 新 的 多 样 性 通过 突变 、 重 组 及 其 相关 过 程 不 断 注入 
生物 系统 (从 细胞 到 生态 系统 )。 另 一 方面 , 它 又 被 选择 所 消除 。 每 个 变异 从 基因 突变 到 群落 
的 变异 最 后 都 将 消失 .这 可 能 是 个 非常 快 的 过 程 (一 些 突变 立即 被 淘汰 ) ,也 可 能 是 该 变异 体 
FEAR KATA]. SRP Limulus PHRF 20 亿 年 前 的 三 和 纪 , 暗 螂 起 源 于 石炭 纪 就 是 例子 。 
新 突变 (广义 的 ?产生 的 速度 与 其 被 淘汰 的 速度 共同 决定 系统 的 实际 多 样 性 。 

突变 和 选择 的 过 程 可 从 两 种 途径 去 考虑 。 第 一 种 观点 认为 突变 和 选择 是 随机 的 、 独 立 的 
过 程 ,不 受 系 统 性 质 的 影响 。 据 此 ,不 存在 主动 的 多 样 性 保持 过 程 。 另 一 方面 ,生物 系统 维持 
正常 功能 可 能 需要 一 定 程 度 的 多 样 性 。 若 真如 此 , 则 可 能 存在 影响 突变 和 选择 速度 的 系统 反 
人 饥 机 制 。 亦 可 能 存在 多 样 性 阔 值 , 低 于 它 则 系统 就 会 户 省 。 依 这 种 观点 ,系统 的 多 样 性 是 主 
动 维持 的 。 第 二 种 观点 更 普遍 地 被 接受 (Sepkoski 1978; May 1984) 。 目 前 ,主动 保持 多 样 性 
的 真实 过 程 仍 不 清楚 (Hoffman 1989; Signor 1990), 

多 样 性 的 概念 与 另外 两 个 概念 :生命 系统 的 复杂 性 及 其 等 级 属性 密切 相 联 。 

1. 1. 3 生物 学 复杂 性 

众所周知 ,生物 学 功能 极为 复杂 。 复 杂 性 可 有 多 种 含义 ,广泛 承认 的 概念 为 复杂 的 
(Complicated )、 难 理解 的 (intricate) 生命 有 机 体 在 这 个 意义 上 是 复杂 的 。 在 信息 异常 丰富 这 
个 意义 上 也 是 复杂 的 (意思 是 莎士比亚 的 戏剧 比 儿 童 的 书 更 为 复杂 ，Chaitin 1975; Pa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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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991)。 生 物 系统 由 于 具有 十 分 繁杂 的 动态 过 程 , 所 以 也 是 复杂 的 (CSchuster 1986; 

Nicolis 1991) 。 

一 种 关于 生物 系统 功能 与 调节 的 构想 源 于 对 生物 学 简化 方法 (reductionist approach ) 的 

探讨 。 从 这 种 观点 出 发 ,要 认识 一 个 系统 必须 按 其 组 成 部 分 进行 分 析 。 据 信 ,理解 物种 行为 

的 线索 在 于 其 生理 学 和 遗传 学 ;而 了 解 群落 行为 的 线索 则 存在 于 个 别 种 的 行为 等 等 。 据 此 ， 

一 个 系统 的 全 部 属性 只 有 以 其 组 分 的 (underlying ) 结 构 与 功能 为 基础 ,才能 彻底 地 理解 。 

还 有 另 一 种 更 全 面 的 观念 , 即 认为 系统 大 于 其 各 组 分 之 和 。 根 据 这 种 观点 ,系统 具有 新 

的 性 质 , 称 为 突 生 性 (emergent properties) 。 如 果 只 是 对 其 组 分 单独 进行 分 析 ,无 论 这 种 分 析 

多 么 精确 .完善 ,都 不 能 预测 系统 的 这 些 新 属性 。 突 生性 概念 是 复杂 性 概念 的 核心 (Solbrig 

和 Nicolis 1991) 。 生 物 系 统 是 分 级 组 织 的 ,等 级 (hierarchy) 的 每 一 水 平 (le 一 velD) 都 有 新 的 性 

质 的 概念 就 是 上 述 第 二 种 观点 的 孙 生 物 (Allgn 和 Starr 1982; O'Neill 等 1986) 。 依 此 观点 ， 

如 果 生 物 系统 是 分 级 组 成 的 ,每 个 过 程 可 以 看 作 是 时 空 等 级 中 每 一 水 平 上 的 稳定 的 或 分 裂 

的 因子 , 则 多 样 性 就 能 较 好 地 理解 . 同 理 , 生 物 系统 也 不 仅仅 是 其 组 分 相互 作用 的 结果 ,而 是 

等 级 中 较 低 水 平 被 发 生 于 较 高 水 平 的 现象 所 制约 。 全 面 的 途径 与 简化 的 途径 的 差别 可 能 比 

现实 更 明显 ,因为 实体 间 相 关 的 属性 在 任何 分 析 中 都 必须 考虑 (Sober 19840), 

游离 的 生活 细胞 较 之 多 细胞 有 机 体 的 细胞 对 环境 的 依赖 更 直接 ,更 易 为 其 抑制 .温度 对 
植物 代谢 活动 的 影响 较 之 对 比较 复杂 的 恒温 动物 的 影响 更 强烈 。 这 些 例 子 表明 了 复杂 性 进 
化 的 直接 结果 。 虽 然 复 杂 性 在 等 级 的 较 低 水 平 上 创造 了 体内 稳定 性 (homeostasis)， 但 对 较 
高 水 平 来 说 则 并 非 必 不 可 少 。 多 细胞 有 机 体 的 细胞 可 以 减轻 物理 环境 的 压力 。 然 而 ,多 细胞 
有 机 体 也 和 单 细 胞 有 机 体 一 样 受 其 环境 制约 ,只 是 方式 不 同 而 已 .虽然 较 大 的 复杂 性 使 得 一 
些 有 机 体能 克服 一 定 的 环境 限制 ,但 限制 的 排除 是 压制 其 它 类 群 的 结果 。 例 如 ,尽管 只 有 多 
细胞 有 机 体 具 有 真正 的 运动 或 飞翔 ;但 也 只 有 原核 生物 能 在 温泉 中 生活 或 还 原 氮 素 。 

生物 复杂 性 也 发 生 于 不 同 的 时 空 尺 度 或 频率 的 生命 过 程 . 结 果 , 尺 度 成 为 生物 学 研究 中 

最 讨厌 的 问题 .什么 样 的 矿 度 适 于 描述 基因 的 、 细 胞 的 、 种 群 的 .群落 的 以 及 生态 系统 的 变异 
A? 分 子 、 原子、 细胞 或 大 部 分 生物 个 体 在 空间 上 具有 很 确定 的 边界 ,而 种 群 、 群 落 和 生态 系 
统 则 很 难 确 定 边 界 。 

每 种 生物 都 有 不 同 的 性 能 和 限制 因素 ,这 些 不 同 复杂 程度 的 生物 在 同一 地 点 的 出 现 , 产 
生 了 新 的 水 平 的 复杂 性 一 一 生态 群落 复杂 性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性 促进 了 能 量 和 物质 的 流动 ， 

增加 了 组 成 种 类 的 现存 生物 量 ,产生 了 新 的 可 资 特 化 物种 利用 的 独特 环境 。 例 如 , 单 细 胞 光 

合 原 核 生 物 通过 固定 空气 中 的 碳 和 和 氮 ,吸收 环境 中 或 雨水 中 的 其 它 养分 可 能 无 限期 存在 。 高 

等 植物 能 以 比 其 原核 生物 祖先 高 得 多 的 速率 固定 碳 、 吸 收养 分 并 形成 大 量 的 现存 生物 量 。 然 
而 ,被 子 植 物 因 不 具有 固氮 功能 而 不 能 独立 地 无 限期 存在 。 而 且 , 由 于 其 高 强度 的 养分 需求 ， 

终 将 耗 尽 土 壤 中 的 养分 ,除非 它 与 分 解 植 物 残 体 并 将 基本 的 矿物 离子 归还 土壤 的 有 机 体 共 
存 。 

207 



1.1.4 等 级 理论 Chierarchy theory) 

生物 学 等 级 至 少 有 4 种 含义 ,由 此 产生 了 很 多 混乱 。 首先 是 分 类 学 等 级 。 这 里 的 等 级 是 

分 类 的 划分 ,可 能 拥有 生物 学 意义 也 可 能 没有 。 共 有 某 些 特征 的 种 划 归 同一 个 属 ; 具 有 某 些 

属性 的 所 有 属 隶属 于 同一 科 , 以 此 类 推 。 

第 二 类 是 系统 发 生 学 等 级 亦 即 具有 共同 祖先 的 等 级 。 共 有 一 个 近代 祖先 的 种 划 归 成 一 

个 分 支 Cclade); 共有 一 个 近代 祖先 的 分 支 划 成 更 高 级 的 分 支 ,以 此 类 推 。 当 这 些 等 级 基于 
共同 祖先 的 良好 的 化 石 证 据 时 , 则 具有 较 大 的 生物 学 揭示 性 。 典 型 的 祖先 是 根据 独特 的 、 通 
常 是 形态 的 或 生物 化 学 的 共有 特征 而 推断 的 (Kemp 1985), 

生物 学 上 的 第 三 类 等 级 是 结构 等 级 。 树 由 根 、 树 干 以 及 各 级 树枝 构成 ;每 一 构件 又 由 各 

种 类 型 的 组 织 构成 ;每 一 种 组 织 再 由 特 化 的 细胞 构成 ;每 一 类 细胞 又 由 特殊 的 细胞 壁 、 细 胞 
膜 .细胞 质 和 细胞 核 等 构成 。 结 构 等 级 反映 了 复杂 性 的 真实 层次 。 然 而 ,存在 一 个 问题 ,是 否 
科学 家 认识 的 结构 水 平 受 我 们 测定 能 力 的 影响 不 比 系统 固有 属性 的 影响 大 呢 ? 

第 四 类 等 级 是 功能 等 级 或 控制 等 级 。 按 照 分 级 理论 (Allen 和 Starr 1982)， 有 机 体 由 在 

热力 学 基础 上 构成 等 级 的 稳 态 子 系统 形成 (Nicolis 和 Prigogine 1977) 。 具 有 这 样 性 质 的 系统 

可 能 是 较为 稳定 且 能 够 进化 的 系统 。 这 里 我 们 特别 重视 最 后 一 类 等 级 。 

根据 定义 (Darwin 1859)， 如 果 物 体 (objects) 间 存在 遗传 的 变异 ,自然 选择 就 影响 这 组 

物体 .有 许多 生物 学 单元 符合 这 一 定义 .这些 单元 从 大 分 子 和 基因 到 细胞 细胞 系 、 个 体 生 物 、 
Ft. FHA (phyletic lineages) 以 及 群落 不 等 (Wilson 1983; 1988, 1990; Buss1987) 。 作 为 纯 个 

体现 象 的 自然 选择 概念 起 因 于 历史 的 条 件 及 人 们 认 别 个 体 生 物 的 倾向 。 

如 果 自 然 选择 在 许多 层次 上 发 生 , 那 么 怎样 想象 理解 进化 过 程 呢 ? 人 们 能 假定 基因 、 细 
胞 .个 体 和 物种 分 别 进化 并 非 协 同 吗 ? 

对 于 这 一 杯 手 问题 的 一 种 解释 是 :假定 在 不 同 且 间断 的 组 织 水 平 上 存在 动态 的 组 分 等 

级 (Allen 和 Starr 1982; Eldredge 和 Salthe 1984; O’Neill 等 1986) 。 给 定 组 织 水 平 的 单元 由 

下 一 级 要 素 构成 ,后 者 又 由 再 下 一 级 的 要 素 构成 ,如 此 类 推 。 录 属于 一 定 水 平 的 所 有 单元 均 

为 上 级 水 平 所 包含 ,形成 梨 式 Cnested) 功 能 等 级 。 该 理论 非常 重要 的 假设 是 不 同等 级 水 平 的 

单元 不 能 在 同一 个 动态 过 程 中 互相 作用 ,但 能 相互 抑制 以 致 于 形成 其 它 水 平 单元 行为 的 限 

制 。 这 种 相互 作用 在 相 邻 水 平 间 是 最 有 效 的 。 例 如 ,叶子 气孔 的 张 开 与 关闭 直接 影响 叶片 气 

流 的 出 入 以 及 光合 与 呼吸 作用 的 速率 ,但 不 能 直接 影响 叶子 细胞 中 mRNA 的 功能 。 如 果 光 

合作 用 速率 的 变化 影响 细胞 环境 中 高 能 键 的 有 效 性 ,继而 干扰 蛋白 质 合成 , 则 对 mRNA 活 

动 的 间接 影响 就 会 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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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这 种 观点 ,环境 可 以 排列 成 一 系列 等 级 水 平 ,每 一 水 平 都 对 其 上 一 级 和 下 一 级 水 平 

施加 影响 。 例如 ,太阳 系 是 个 等 级 系统 ,其 组 分 是 太阳 和 各 种 行星 。 据 信 , 太 阳 与 行星 间 的 某 

些 关 系 包括 周知 的 Milankovitch 间断 性 ,影响 地 球 从 太阳 获得 的 能 量 并 导致 冰期 与 间 冰 期 

低温 和 高 温 的 交替 出 现 (Imbre 1984), 温度 的 变化 ( 与 降水 量 的 变化 相 结合 ) 依次 造成 气候 

的 多 样 性 ， 后 者 影响 土壤 形成 过 程 与 地 貌 的 分 布 格局 。 这 些 又 有 助 于 时 间 与 空间 上 的 植被 

类 型 的 确定 并 作为 进化 的 选择 动力 :围绕 太阳 的 地 球 轨道 的 变化 未 对 植被 施加 直接 影响 ,而 

气候 则 有 。 

自然 单元 的 等 级 组 织 的 预测 是 : 任 一 等 级 水 平 上 的 变化 只 有 当 其 不 对 高 级 等 级 水 平 施 

加 有 害 影响 时 才能 被 选择 .例如 ,影响 细胞 膜 结构 且 增 强 其 功能 效率 的 突变 只 有 当 突 变 的 细 

胞 膜 不 限制 细胞 的 其 它 功能 ,变化 的 细胞 不 抑制 其 组 织 和 器 官 功能 等 等 的 时 候 才 能 被 选择 。 

按照 这 一 理论 ,如 果 该 突变 对 有 机 体 的 功能 施加 消极 影响 , 它 将 被 淘汰 ,即使 突变 的 细胞 膜 

可 能 为 该 自由 生活 细胞 带 来 利益 。 另 一 方面 ,如 果 花 能 吸引 更 多 的 传粉 昆虫 ,等 级 理论 支持 

对 消除 花瓣 细胞 中 叶绿素 突变 有 利 的 自然 选择 .假如 这 些 花 瓣 细 胞 是 自由 生活 的 细胞 ,这 种 

突变 就 不 会 被 选择 。 然 而 存在 该 理论 的 预测 明显 矛盾 的 例子 。 例如 在 减 数 分 裂 驱动 (meiotic 

drive) 中 ( Sandler 和 Novitski 1957) 存 在 对 特殊 基因 的 选择 ,然而 携带 此 基因 的 有 机 体 并 不 

一 定 增加 存活 和 繁殖 力 ( 如 减 数 分 裂 驱 动 可 能 改变 性 比 , 对 亲本 的 适合 度 (fitness) 不 利 。 然 

而 ， 减 数 分 裂 驱 动 并 非 普 遍 现象 。 另 一 个 可 能 的 例子 是 自私 DNA (Doolittle 和 Sapienza 

1980; Orgel 和 Crick 1980)。 自 私 DNA 系 指 无 编码 但 能 自由 复制 的 染色 体 基 因 内 区 序列 

(intron sequences) .根据 该 理论 ,如 果 自 私 DNA 耗 尽 细胞 应 用 在 其 它 方面 的 能 量 和 物质 , 则 

”该 DNA 就 应 消 掉 。 悬 而 未 决 的 问题 是 自私 DNA 消耗 的 能 量 和 物质 是 否 是 重要 的 。 等 级 组 

织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对 于 有 机 体 的 分 子 水 平 是 容易 想象 的 , 此 处 的 等 级 是 梨 式 , 排 

列 即 所 有 低 水 平 的 等 级 均 包含 在 一 个 高 级 的 阶 元 中 。 另 一 方面 ,物种 可 能 是 一 个 以 上 群落 或 

生态 系统 的 组 分 。 一 种 突变 可 能 对 生活 在 某 种 环境 中 的 种 有 害 ,而 当 其 生活 在 另 一 种 环境 中 

时 可 能 无 害 。 等 级 理论 的 正确 性 在 群落 或 生态 系统 水 平 上 可 能 比 低级 组 织 水 平 上 更 有 争议 。 

下 列 三 类 因子 在 时 间 与 空间 上 控制 任 一 生物 系统 的 生长 :中 对 系统 需要 的 资源 有 效 性 
有 决定 作用 的 外 部 环境 力量 ;@ 系 统 的 种 群 统计 特征 ， 如 最 大 繁殖 速率 、 年 龄 结构 、 最 大 生 

活期 限 等 ; @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相互 作用 , 既 包 括 同 源 的 ( 即 属于 同一 等 级 水 平 的 ) 亦 包括 异 源 
的 。 个 体 水 平 的 系统 相互 作用 通常 包含 在 "竞争 .共生 及 捕食 ”等 概念 中 。 很 显然 ,在 种 群 和 
群落 水 平 , 这 些 术语 必须 重新 定义 。 不 是 与 其 它 系 统 的 所 有 相互 作用 都 一 定 是 负 向 的 。 

将 复杂 的 生物 系统 看 作 是 分 级 组 织 的 ,可 以 简化 研究 。 分 级 组 织 的 生物 系统 的 研究 者 面 

对 的 关键 任务 是 确定 系统 功能 间断 《discontinuities ) 发 生 的 时 空 水 平 及 其 相互 间 的 功能 关 

系 。 如 果 这 些 间断 性 反映 了 生物 系统 的 自然 的 等 级 结构 , 则 这 不 是 一 项 轻松 的 任务 。 

等 级 理论 无 疑 具有 启发 性 。 特别 是 对 于 系统 学 与 进化 的 研究 更 是 如 此 。 然而 ,目前 其 预 

测 能 力 仍 有 局 限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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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样 性 的 起 产 与 保持 

2. 1 突变 和 遗传 多 样 性 的 起 源 

自然 选择 不 产生 多 样 性 。 多 样 性 是 生命 系统 (及 其 它 复 杂 系 统 ) 的 基本 特征 。 突 变 和 选 

择 决定 在 任 一 时 间 存 在 哪 “ 类 ”多样 性 。 

突变 (广义 的 ， 见 资料 简介 2) 是 “创造 ?遗传 多 样 性 的 过 程 , 也 是 创造 生命 的 过 程 。 下 述 

概念 已 被 广泛 接受 即 由 于 核酸 (CDNA 和 RNA) 是 “信息 携带 者 而 使 得 生命 成 为 可 能 。 核 酸 
是 磷酸 、5 碳 糖 (核糖 或 脱氧 核糖 ) 以 及 2 FRIES CS TERS ERR) AAT 3 种 喀 啶 (胸腺 喀 啶 、 胞 

喀 啶 和 尿 喀 啶 ) 碱 基 的 元 长 聚合 物 。 一 个 磷酸 分 子 、 一 个 糖分 子 和 一 个 基 碱 组 成 一 个 “ 核 背 
酸 ”。 核 酸 具有 下 列 特 性 并 使 生命 成 为 可 能 

(1) 如 果 一 个 乌 叶 叭 对 应 一 个 胞 喀 啶 ,一 个 腺 味 叭 对 应 一 个 胸腺 喀 喧 (反之 亦 然 )CRNA 

中 尿 喀 啶 取代 胸腺 喀 啶 )， 则 每 一 类 核 背 酸 的 相对 数量 不 对 核酸 的 分 子 结构 产生 重要 影响 ; 

(2) 核酸 分 子 由 两 条 相互 镜像 的 平行 链 (严格 说 来 , 逆 平 行 链 ) 构 成 。 分 开 时 ， 可 以 产生 

新 的 镜像 链 ,致使 两 个 与 原 链 相 同 的 拷贝 形成 (复制 ); 

(3) 核酸 分 子 的 完整 性 及 其 复制 功能 不 受 核 苷 酸 对 的 加 入 或 丢失 的 影响 ; 

(4) 核酸 分 子 上 的 核 苷 酸 序 列 ( 认 读 时 以 3 个 核 苷 酸 为 一 个 单位 称 为 “密码 子 2) 组 成 

“密码 ?或 “语言 "以 决定 相应 蛋白 质 的 氨基 酸 序列 。 总 共有 43 王 64 个 密码 子 即 “遗传 密码 ”。 

遗传 密码 是 富余 的 ,61 个 密码 子 携带 20 种 氨基 酸 的 信息 。 其 余 3 个 密码 子 具 有 特殊 含义 ， 

用 以 指示 信息 的 起 点 与 终点 。 “基因 ”或 顺 反 子 ”( 详 见 下 文 ) 是 足以 指导 多 肽 分 子 合成 的 一 
组 特殊 命令 (资料 简介 3) 。 

《5) 复制 时 有 规律 地 发 生 或 然 "错误 ”( 核 背 酸 对 的 加 入 或 损失 ， 密 码 的 改变 即 一 个 或 

多 个 乌 味 叭 一 胞 喀 啶 碱 基 对 被 一 个 或 多 个 腺 味 叭 一 一 胸腺 喀 啶 碱 基 对 所 替换 ,反之 亦 
然 ) 。 这 些 “ 错 误 ” 称 为 突变 。 没 有 突变 ,我 们 所 理解 的 生命 就 不 会 发 生 , 因 为 没有 变异 产生 。 

突变 造就 多 样 性 ,但 不 是 遗传 多 样 性 的 唯一 来 源 。 

核酸 分 子 由 于 其 核 苷 酸 序列 几乎 无 限 的 变异 性 而 具有 极 大 的 保持 其 理化 完整 性 的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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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这 一 属性 使 生命 成 为 可 能 。 假 如 只 有 一 种 类 型 能 存活 ,或 者 一 种 形状 的 自由 能 明显 不 同 

于 其 它 形状 的 自由 能 ,那么 ,所 有 自我 复制 系统 将 会 十 分 相似 且 结构 极为 简单 。 产 生生 命 及 

其 多 样 性 的 是 经 常 出 现 的 突变 (最 广义 的 理解 ) 和 各 种 核酸 构 型 具 同 等 充沛 的 存活 力 (Eigen 
和 Schuster 1982; Schuster 1986, 1991; Szathmary 1989), 

遗传 信息 由 诱导 合成 的 模板 传递 。 遗 传 信息 在 细胞 分 裂 期 间 通过 复制 过 程 自 我 维持 ， 
DNA _ 复制 DNA 和 RNA _ 复制 RNA 

细胞 内 的 信息 流动 如 下 所 示 : 

DNA _ 转 录 RNA _ 翻译 蛋白 质 

资料 简介 2 突 变 

遗传 信息 的 变化 称 为 突变 。 存 在 着 不 同类 型 的 突变 。 为 人 熟知 的 是 点 突变 ,之 所 
以 如 此 称谓 是 因为 点 突变 涉及 由 于 基因 复制 中 的 错误 造成 一 对 核 苷 酸 ( 或 很 少 的 核 苷 
酸 ) 被 另 一 个 核 苷 酸 对 取代 的 过 程 。 当 一 个 碱 基 对 被 完全 不 同 的 另 一 个 碱 基 对 取代 时 
(如 A 一 T 一 G 一 C) 称 其 为 转换 (transition ) (Brenner 等 ，1961) ,转换 可 以 通过 碱 基 高 

子 化 或 通过 化 学 诱 变 剂 而 自然 发 生 (Auerbach 和 Kilbey 1971) 。 

其 它 常 见 的 突变 类 型 是 重复 和 缺失 。DNA 小 片断 (也 许 一 个 或 二 个 核 苷 酸 对 ) 可 
能 是 自然 地 或 由 于 紫外 辐射 而 丢失 或 重复 。 这 样 的 突变 经 常 叫 作 微小 损伤 (microle- 
sion) 。 细 胞 分 裂 期 或 减 数 分 裂 交 换 期 的 错误 配对 可 能 产生 小 型 或 大 型 重复 和 /或 缺 
Ri 

与 缺失 和 重复 密切 相关 的 另 一 类 突变 是 所 谓 的 “ 移 码 突变 ”. 由 于 DNA 密 码 从 一 
固定 点 始 以 3 个 核 苷 酸 为 一 组 进行 阅读 ,因此 ,一 个 或 二 个 核 苷 酸 的 插入 或 缺失 ,在 
转移 RNA 阅读 时 将 产生 核 苷 酸 分 组 的 变动 (shift ) 。 

其 它 类 型 的 突变 包括 基因 组 织 方 式 的 改变 。 例 如 ,个 体 基 因 可 能 通过 称 为 转 位 
(transposition ) 的 过 程 从 染色 体 的 一 点 移 至 另 一 点 。 基 因 从 染色 体 的 一 点 移 至 另 一 点 
时 ,经 常 改变 其 表达 或 相 邻 基因 的 表达 。 许 多 细菌 和 高 等 生物 具有 ”“ 转 位 ?基因 或 “ 转 位 
子 ”, 即 所 有 经 常 自发 改变 基因 组 中 位 置 的 基因 .许多 转 位 子 存 在 于 染色 体 周 围 的 多 重 
拷贝 中 。 果 蝇 (Drosophila) 的 转 位 子 可 达 其 DNA 总 量 的 5% 。 虽 不 甚 常 见 , 但 人 类 中 也 
有 转 位 现象 。 一 类 称 为 反 转 录 病 毒 (retroviruses) 的 RNA 病毒 可 引起 相似 的 效应 。 这 
些 病毒 生成 DNA 并 将 其 并 入 染色 体 , 且 可 修饰 其 它 基 因 。 人 类 的 反 转 录 病 毒 常 与 瘤 
证 及 爱滋病 相 联系 。 

一 些 突变 的 来 源 及 类 型 列举 如 下 : 

来 源 突变 类 型 
缺失 、 移 位 
DNA 修复 错误 
单 核 苷 酸 蔡 代 
缺失 \ 添 加 、 倒 位 
单 核 苷 酸 替 代 
移 码 (framshift)、 短 缺失 (short dele- 

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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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简介 3 基因 的 结构 

孟 德 尔 (Mendel) 第 一 次 提出 基因 概念 的 时 候 ， 他 只 是 想到 了 一 个 抽象 的 名 词 。 

早期 的 遗传 学 家 认为 被 重新 发 现 的 备 德 尔 的 基因 就 是 染色 体 上 的 一 种 物质 结构 ， 线 

上 的 一 颗 念珠 ”。 然而 ,从 一 开始 人 们 就 在 寻找 基因 的 物质 实体 。 直 到 Watson 和 Crick 

(1953) 提 出 DNA 就 是 遗传 物质 时 止 , 大 约 花 费 了 50 年 时 间 。 到 基因 的 全 部 复杂 性 

均 被 揭示 时 又 花 了 30 年 时 间 , 且 许多 实验 室 进行 合作 研究 。 

A «| gee See 
| 翻译 

DNA va 终点 
本 

Fal « , 
i. oss cag Gea 

EA 
中 氨基 
酸 序列 
的 编码 

上 图 显示 了 基因 的 组 成 。 基 因 的 主要 部 分 是 其 编码 序列 (5)。 此 处 可 见 携带 合成 

多 肽 指令 的 密码 .该 密码 不 要 求 一 定 为 连续 的 序列 ,而 经 常 由 藤 入 非 编码 序列 的 “内 会 

子 ”Gintron) 的 基质 中 的 称 为 “外 显 子 ”Cexon) 的 编码 序列 组 成 。 在 编码 序列 的 起 点 和 终 
点 存在 特殊 的 “翻译 序列 ”, 其 告 之 核糖 体 何 处 开始 及 何 处 结束 翻译 。 核 糖 体 认 出 mR- 

NA 并 附着 其 上 也 是 必要 的 。 所 以 ,在 发 出 开始 转录 信和 号 的 位 点 前 可 以 见 到 核糖 体 识 

别 位 点 (4)。 还 存在 一 个 特殊 序列 ， 以 告 之 mRNA 何 处 开始 转录 。 在 此 处 与 核糖 体 识 

别 位 点 之 间 是 调节 蛋 昌 质 结合 位 点 (3) 。 这 是 一 种 允许 或 阻止 (根据 情况 而 定 ) 基因 转 

录 的 和 蛋白质。 这 种 方式 ,只 允许 那些 特定 细胞 或 发 育 阶 段 需 要 的 信息 被 阅读 。 但 是 只 

有 RNA 多 聚 酶 分 子 首先 附着 在 DNA 分 子 上 时 ,转录 才能 发 生 。 这 又 需要 一 个 特殊 的 

DNA 序列 (2) ,该 序列 必须 定位 于 mRNA“ 起 始 ? 转 录 位 点 之 前 。 最 后 ,只 有 当 DNA 

分 子 解 链 (unwind ) 时 , 整个 过 程 才能 发 生 . 所 以 基因 的 第 一 个 位 点 是 解 链 位 点 (1)。 简 
言 之 ,这 就 是 我 们 现代 的 基因 概念 ,与 备 德 尔 的 原初 概念 相 比 已 有 很 大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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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从 核酸 到 核酸 或 者 从 核酸 到 蛋白 质 流 动 , 但 不 能 从 蛋白 质 流 动 到 核酸 。 这 个 所 谓 
分 子 生物 学 的 “第 一 教条 ”(first dogma) 对 于 理解 产生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机 制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它 
意味 着 只 有 多 样 性 产生 的 信息 可 编码 入 核酸 ,并 代 代 相传 。 多 样 性 的 其 它 来 源 残 缺 (mu 一 
tiation)、 环 境 诱 变 、 环 境 与 有 机 体 相互 作 用 引起 的 改变 、 获 得 性 变异 等 每 一 代 都 必须 重新 形 

成 。 

2. 2 核酸 的 复制 

全 部 DNA( 和 RNA 病毒 中 的 RNA ) 皆 能 复制 ,所 以 可 以 从 细胞 传递 到 细胞 。 大 约 有 万 
分 之 一 的 密码 子 (精确 数字 在 顺 反 子 与 种 间 差 别 很 大 ) 在 复制 过 程 中 为 突变 所 改变 。 然 而 ， 

不 是 所 有 的 DNA 在 其 细胞 的 存活 周期 内 都 被 转录 。 目 前 对 于 多 少 DNA 被 转录 还 不 清楚 ， 

只 有 当 整 个 基因 组 都 被 定位 后 才能 确 知 其 详 .。 未 被 用 于 蛋白 质 编码 的 DNA 数量 似乎 是 很 

丰富 的 ,从 小 型 病毒 的 少 于 1% 变 化 到 人 类 及 其 它 哺 乳 动 物 的 近 于 97% (Grantham 等 
1986), 

DNA 复制 需要 有 原料 (磷酸 、 脱 氧 核糖 及 相应 的 味 哈 和 喀 啶 碱 基 ; 见 资料 简介 4) 和 某 

些 酶 (如 DNA 多 聚 酶 ) 的 存在 .同时 也 需要 适当 的 物理 环境 和 能 量 来 源 。 细 胞 提供 了 这 些 条 

件 。 细 胞 是 一 组 非常 复杂 的 由 被 转录 的 DNA 分 子 片 段 携带 的 指令 执行 的 产物 。DNA 翻译 

成 蛋白 质 是 细胞 中 重要 的 过 程 。 在 分 裂 旺盛 的 大 肠 杆 菌 (Bsczerichia coii) 细 胞 中 ,翻译 结构 

本 身 ( 核 糖 体 、 转 移 RNA、 氨 本 tRNA 合成 酶 以 及 起 始 、 伸 长 和 释放 因子 ) 就 占 约 细胞 干 重 的 
40% (Lewin 1987; Gouy 和 Grantham 1980; Bulmer 1988) 。 

正常 情况 下 ,细胞 每 分 裂 一 次 ,细胞 核 中 的 DNA 就 全 部 复制 一 次 。 因 此 , 细胞 核 中 的 

DNA 始终 保持 衡量 。 DNA 组 织 成 染色 体 有 助 于 保持 基因 顺序 及 DNA 的 数量 稳定 。 某 些 组 

织 中 ,整个 基因 组 复制 ( 核 内 有 丝 分 裂 ) 而 不 伴 以 相应 的 细胞 繁殖 。 虽 然 在 核 内 有 丝 分 裂 期 间 

DNA 总 量 发 生 了 变化 , 但 是 每 个 密码 子 的 相对 比例 并 没有 变 。 

另 一 个 已 知 的 特殊 现象 是 : 某 些 DNA 片段 可 能 在 细胞 核 中 进行 异 相 (out of phase) 复 

til ,这 一 过 程 称 为 重复 。 整 个 进化 过 程 中 的 重复 致使 高 等 生物 的 DNA 倍增 ,以 至 于 其 DNA 

片段 存在 许多 拷贝 (并 称 之 为 重复 DNA) 。 考虑 到 新 的 多 肽 链 的 形成 , 重复 至 少 保持 一 个 拷 
贝 的 基因 象 以 前 一 样 发 挥 作用 。 重 复 是 生物 多 样 性 增加 的 主要 因素 。 

这 些 发 现 的 一 种 解释 (Dawkins 1976, 1982a) 是 :生命 的 精致 与 复杂 , 本质 上 不 过 是 为 
DNA 的 复制 提供 媒介 的 一 种 方式 。 虽 然 从 分 子 水平 上 考虑 这 种 解释 是 有 道理 的 ,但 按照 生 

物 圈 的 等 级 描述 看 又 是 不 全 面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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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突变 的 效应 

尽管 所 有 的 核酸 皆 能 突变 ,但 我 们 可 以 将 其 区 分 为 3 个 不 同 的 类 型 : (DRNA( 存 在 于 具 

有 DNA 的 生物 体 中 ) 的 突变 大 部 分 被 细胞 中 的 水 解 酶 类 [其 遗传 学 名 称 为 “ 读 保 护 (proof- 

reading )” 酶 3 所 消除 。 这 些 酶 保证 了 各 种 RNA 能 够 忠实 地 转录 可 转录 (transcribable)DNA 

密码 中 蕴含 的 信息 。@@ 不 能 转录 DNA 或 能 转录 但 不 能 被 转译 的 DNA (内 含 子 ) 中 的 突变 。 

限于 目前 的 知识 水 平 , 这 种 突变 除 影 响 转 录 机 制 本 身 【 如 催化 区 (activator region) fy FE YP 

没有 可 见效 应 。 图 可 转录 又 可 翻译 的 DNA 中 的 突变 , 这 些 突变 是 经 典 的 遗传 学 突变 ,其 效 

应 已 在 许多 水 平 上 进行 了 非常 详细 的 研究 。 正 是 这 些 突变 对 大 多 数 观 察 到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起 源 做 出 了 贡献 。 密 码 子 突变 也 可 以 再 分 成 两 类 : (a)“ 中 性 ”的 突变 ;(b) 在 编码 的 氨基 酸 

中 产生 变化 的 突变 。 由 于 密码 的 富余 性 ,致使 密码 中 的 许多 突变 形成 同一 种 氨基 酸 的 不 同 的 

密码 .改变 氨基 酸 的 突变 又 可 进一步 分 为 影响 蛋白 质 功 能 的 和 不 影响 蛋白 质 功能 的 突变 。 这 

两 种 突变 的 区 别 不 如 前 述 类 型 那样 绝对 。 

正 是 突变 影响 了 蛋白 质 功 能 ,通过 产生 新 的 酶 类 而 创造 遗传 多 样 性 并 为 复杂 结构 的 进 
化 提供 了 条 件 。 

资料 简介 4 = m0 , 涡 

氨基 酸 (amino acid): 是 一 个 氨基 (一 NH2) 、 一 个 羧基 (一 COOH ) 和 一 个 氢 原 子 
以 及 一 个 侧 基 (side group ) 都 结合 到 一 个 中 心 碳 原 子 上 构成 的 分 子 。 氨 基 酸 ARR 
特 的 化 学 属性 取决 于 侧 基 。 蛋 白质 中 有 20 种 不 同 的 氨基 酸 (每 一 种 由 其 侧 基 特异 地 
确定 ) 。 此 外 ,还 有 大 量 的 非 蛋 白质 氨基 酸 存在 。 

WRF (cistron): 系 功 能 基因 的 同义词 。 为 一 个 核 苷 酸 序列 ， 被 转录 时 将 生成 一 
个 具有 生物 学 活性 的 核酸 。 

密码 子 (codon): ADNA 或 RNA 分 子 中 3 个 相 邻 核 苷 酸 的 序列 ， 代 表 特 定 A 
基 酸 在 多 肽 链 中 位 置 的 “密码 ”。 

外 显 子 (exon): 为 被 中 断 的 基因 片断 ,体现 于 最 终 mRNA 中 。 
内 含 子 (intron) : 为 被 转录 的 DNA 片断 , 但 在 翻译 前 被 从 RNA 转录 本 中 移 走 。 
RR (nucleic acid): 反复 出 现 的 亚 单位 核 背 酸 的 长 形 多 聚 体 。 

YAR (nucleotide): 系 核 酸 的 亚 单位 , 由 一 个 五 碳 糖 、 一 个 磷酸 根 和 一 FEA 
(A PLA) BREAK. 

Ziik (polypeptide): 系 由 肽 键 连接 的 氨基 酸 长 链 。 一 种 蛋白 质 分 子 可 以 具有 一 个 
 X-TUENAIK. 

n+ (purine): 大 型 双环 的 有 机 碱 基 。 

EWE (pyrimidine); 单 环 有 机 碱 基 。 
复制 (replication); DNA 分 子 的 重复 过 程 。 

EK (ribosome): 含有 自身 DNA 的 细胞 器 ,为 蛋白 质 合 成 的 场所 。 

转录 (transcription ) : 将 顺 反 子 编码 序列 中 列 含 的 核 苷 酸 序列 拷贝 到 单 链 “ 信 使 ” 
RNA 分 子 之 相当 的 核 苷 酸 序列 的 过 程 。 

#)i% (translation): 核糖 体 上 多 肽 变化 的 集合 , 即 用 mRNA 的 密码 确定 蛋白 质 中 
氨基 酸 的 顺序 。 



三 、 多 样 性 的 保持 与 进化 

正如 达尔 文 (1859) 提 出 的 那样 ,通过 自然 选择 把 生物 多 样 性 与 进化 论 紧 密 地 并 列 起 

来 .达尔 文 的 原初 程式 以 个 体 和 物种 为 基础 .100 年 来 都 假定 选择 的 单位 是 个 体 生物 . 近 40 
年 来 的 分 子 遗 传 学 的 发 展 使 得 我 们 能 够 完善 达尔 文 的 原初 观点 。 不 幸 的 是 各 种 各 样 的 新 达 

尔 文 主义 的 保卫 者 与 反对 者 造成 了 许多 混乱 争论 激烈 的 焦点 是 选择 的 单位 。 在 讨论 这 个 问 
题 之 前 ,简单 回顾 一 下 达尔 文理 论 是 有 益 的 。 

3. 1 自然 选择 进化 论 

进化 论 可 理解 为 4 个 公理 。 据 此 ,进化 成 为 逻辑 的 必然 。 

公理 1. ”存在 一 组 具有 不 同性 状 的 繁殖 个 体 。 

公理 2. “ 子 代 的 性 状 与 亲 代 正 相关 

公理 3. ”在 一 定 的 环境 中 具有 不 同性 状 的 个 体 间 存 在 不 同 的 存活 率 、 繁 殖 率 和 (或 ) 死 亡 率 。 

公理 4. ”对 存活 率 ， 繁殖 率 和 /或 死亡 率 的 差别 有 影响 的 环境 变化 速率 较 低 。 

所 以 ,必然 产 生 具 有 某 些 性 状 的 个 体 频率 增加 ,具有 另 一 些 性 状 的 个 体 频 率 下 降 的 结 
次 

然而 ,进化 就 是 一 定时 期 内 一 组 个 体 的 组 成 变化 的 过 程 。 达 尔 文 将 自然 选择 一 词 用 于 存 

活 率 、 繁 殖 率 、 死 亡 率 产生 差别 的 过 程 .适合 度 (fitness) 系 “ 个 体 ” 存 活 率 、 繁 殖 率 以 及 死亡 率 

差别 的 量度 。 



本 文 的 “个 体系 指 具 有 繁殖 且 把 某 些 或 全 部 性 状 传递 给 子 代 的 能 力 的 任 一 等 级 水 平 

(hierarchical level) 。 训 无 疑问 ,单个 生物 (single organism) 具有 这 种 能 力 ; 从 这 种 意义 上 说 ， 

一 般 认 为 种 群 [同类 群 (deme)j] 也 可 以 是 个 体 ; 人 们 越发 感到 物种 甚至 谱系 也 可 以 如 此 考虑 

(Vrba 1989)。 和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象 这 里 所 谓 的 个 体 一 样 发 挥 功能 的 观点 很 少 得 到 支持 。 

一 般 情 况 下 ,自然 选择 降低 繁殖 “个体 ? 群 的 变异 性 .如 果 自 然 选择 的 时 间 足 够 长 ,最 后 

所 有 个 体 将 变 成 相同 的 或 极为 相似 .然而 ,新 变异 不 断 地 由 突变 产生 ,此 乃 生 物 系 统 的 基本 

特征 .这 会 产生 两 种 相反 的 力量 :一 方面 (突变 ) 创 造 多 样 性 , 另 一 方面 (选择 ) 减 少 变异 性 。 结 

果 是 保持 一 定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 某 些 时 候 ( 如 两 个 种 杂交 的 时 候 ) 自然 选择 也 可 以 导致 多 样 

性 的 增加 , 但 这 种 情况 并 非常 见 。 

突变 仅仅 是 核酸 的 属性 .与 可 以 发 生 在 一 个 以 上 等 级 水 平 的 选择 和 进化 相反 ,突变 是 高 

度 特异 的 , 仅 限 于 DNA .核酸 , 只 有 核酸 是 遗传 信息 的 载体 ; 核酸 ,只 有 核酸 能 够 突变 ,产生 

新 的 遗传 信息 (Dawkins 1976，1982a，1982b ) 。 

3. 2 进化 与 资产 限制 

直到 现在 ,我 们 还 没有 述 及 为 什么 个 体 间 会 存在 存活 率 、 繁 殖 率 及 死亡 率 的 差异 。 为 了 

理解 这 一 点 ,有 必要 引入 资源 限制 (resoutse limitation ) 概 念 (Townsend 和 Calow 1981;Sol- 

brig 1981; Eldredge 1986; Brown 和 Maurer 1989), 

核酸 复制 需要 能 量 和 物质 。 细 胞 、 组 织 以 及 有 机 体 的 生长 繁殖 也 需要 能 量 和 物质 。 然 
而 ,能 量 和 物质 是 有 限 的 。 环 境 中 资源 的 可 利用 性 限制 了 个 体 生物 繁殖 的 速率 及 其 生存 的 能 
力 。 能 够 充分 地 汇聚 资源 的 个 体 比 不 能 充分 汇聚 资源 的 个 体 的 繁殖 与 存活 的 几率 高 .DNA 

外 显 子 中 的 突变 不 断 地 输入 变异 ,其 中 一 些 可 以 提高 其 资源 汇聚 效率 ,从 而 被 选择 这 种 效 
应 可 能 出 现在 生物 等 级 的 许多 水 平 上 :从 分 子 水 平 的 蛋白 质 合成 效率 到 有 机 体 水 平 的 植物 

水 分 吸收 效率 乃至 群落 水 平 的 植物 与 其 特异 的 传粉 者 之 间 的 互惠 共生 效率 。 资 源 限 制 形成 
了 许多 水 平 的 选择 。 

替代 核酸 (alternative nucleic acid ) 分 子 ( 亦 即 核 苷 酸 顺 序 不 同 的 分 子 ) 不 具备 有 区 别 地 

Cdifferentially) 增 加 其 存活 与 繁殖 能 力 的 特征 。 给 予 适当 的 环境 和 资源 ,特定 物种 的 所 有 核 

酸 分 子 ( 不 管 其 核 背 酸 组 成 ) 都 以 同样 的 速率 复制 .核酸 分 子 通过 对 其 戏 入 的 载体 或 媒介 物 

施加 影响 而 表现 存活 率 差异 .这 些 媒介 物 可 能 是 纯 培 养 中 的 单个 生活 细胞 或 者 是 生活 于 复 

杂 群 落 中 的 多 细胞 有 机 体 . 它 们 在 贮备 资源 的 能 力 上 不 可 避免 地 存在 差异 .因而 也 会 在 存活 
力 与 /或 繁殖 力 上 明显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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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因 型 和 表现 型 

核酸 仅 能 直接 影响 多 肽 分 子 中 氨基 酸 的 顺序 .多肽 链 的 氨基 酸 顺 序 、 化 学 和 物理 学 法 则 

以 及 环境 特性 (水 合 度 .pH 值 、 含 盐 浓 度 等 ) 决 定 蛋 白质 分 子 的 三 维 结构 及 其 酶 或 其 他 特性 。 

遗传 密码 不 携带 有 关 这 些 特征 的 信息 。 我 们 称 这 些 新 的 特征 为 突 生 性 状 〈emergent charac- 

ter) 进而 ,细胞 环境 中 不 同 的 酶 可 能 相互 影响 ,而 物理 环境 则 减缓 或 阻止 某 些 化 学 反应 .这 

也 构成 了 一 种 突 生 性 状 , 但 隶属 较 高 层次 。 我 们 可 以 增加 级 别 (level) 以 表现 与 每 一 级 别 复 

杂 性 同时 出 现 的 新 的 突 生 性 状 . 这 些 性 状 都 未 在 DNA 分 子 中 编码 。 然 而 ,它们 却 影响 具有 

这 些 性 状 的 个 体 的 适合 度 ( 如 存活 率 和 /或 繁殖 率 差 别 ) 自然 选择 (如 上 文 定 义 ) 长 期 保留 某 

些 突 生 性 状 而 消除 另 一 性 突 生 性 状 。 

这 一 相互 作用 过 程 的 最 后 产物 称 为 表现 型 以 对 应 于 组 成 基因 型 的 可 被 转录 的 DNA 分 

子 片 断 中 携带 的 实际 指令 .自然 选择 直接 作用 于 表现 型 而 仅仅 间接 作用 于 基因 型 。 

与 选择 有 关 的 问题 (issue) 是 关于 什么 被 选择 的 问题 (question ) ,这 是 个 重要 的 且 悬 而 未 

决 的 问题 。 由 于 保持 基因 适合 度 的 性 状 被 选择 , 则 与 全 球 环境 相 互 作 用 就 是 第 二 位 的 .Gaia 

假说 的 支持 者 居 另 一 极端 。 他 们 坚持 整个 生物 群落 (包括 物理 因子 ) 是 一 个 与 物理 环境 相关 

的 巨大 的 反馈 系统 。 据 此 ,生物 群落 是 一 个 巨大 的 控制 系统 。 

4. 1 变异 的 分 隔 :分 化 和 物种 形成 

突变 和 选择 是 谱系 内 产生 变异 的 过 程 .分 化 和 物种 形成 则 是 将 这 种 变异 分 隔 Cpartition ) 
成 间断 单元 (discrete unit) 的 过 程 .在 分 子 和 细胞 水 平 上 ,发育 期 间 的 分 化 使 新 的 细胞 类 型 、 

组 织 和 器 官 进化 .分 化 大 多 通过 激活 某 些 基因 抑制 另 一 些 基 因 ( 作 为 对 内 外 环境 信和 号 的 反 

应 ) 而 不 是 通过 改变 DNA 结构 达到 . 除 有 性 繁殖 生物 外 ;发 生 在 已 分 化 的 细胞 .组 织 和 器 官 

中 的 突变 一 般 不 能 遗传 .然而 ,激活 分 化 过 程 的 信息 全 部 编码 在 遗传 物质 中 。 

更 为 重要 的 把 连续 变异 分 隔 成 间断 单元 的 机 制 是 物种 形成 (speciation)， 即 把 原来 统一 

的 基因 库 (gene pool) 分 割 成 几 个 独立 的 子 基因 库 (daughter gene pools) 。 每 一 个 这 种 新 的 基 

因 库 (等 于 一 个 种 ) 都 可 通过 突变 、 重 组 .选择 和 遗传 漂 变 (genetic drift) 获得 一 组 独特 的 性 

状 〈 细 胞 的 、 组 织 的 、 器 官 的 以 及 有 机 体 的 ) 物种 水 平 变异 产生 的 机 制 一 直 是 器 官 进化 领域 

内 大 量 研究 的 焦点 (Stebbins 1950, 1974; Simpson 1953; Andrewartha 和 Birch 1954; Grant 

1963, 1981; Mayr 1963; Wright 1968 一 78; Dobzhansky 1970; Lewontin 1974; 

Charlesworth 1980; Futuyma 和 Slatkin 1983) ,此 处 不 拟 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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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选择 的 单位 Cunits of selection ) 

现 已 存在 大 量 的 有 关 选 择 单位 的 讨论 (Lewontin 1970;Ghiselin 1974;Dawkins 1976, 
1982a; Waide 1978; Hull 1980; Wilson 1980, 1983; Sober 1984a, 1984b;Mayr 1988) .一 些 

VE (Dawkins 1976) 主张 选择 仅仅 发 生 在 基因 水 平 ， 而 另 一 些 人 (Sober 1984a; Wake 和 

Roth 1989;Vrba 1989) 则 依照 调查 中 的 属性 提出 了 选择 单位 的 等 级 (hierarchy ) 。 

任何 被 改变 后 (modified) 最 终 达 到 全 球 性 或 区 域 性 适合 度 极 大 值 即 由 于 较 高 的 资源 利 

用 效率 而 增加 其 存活 率 和 /或 繁殖 率 ,降低 被 捕食 的 能 力 , 增 强 对 环境 胁迫 (stress) 的 抗 性 

等 的 实体 均 为 选择 的 单位 。 如 果 一 种 组 织 内 的 两 个 细胞 在 适合 度 上 存在 差异 ,而 且 二 者 独 
立 繁殖 ( 象 群 体 生 物 那样 ), 我 们 就 称 其 为 选择 单位 。 同 理 ,， 如果 铂 的 种 显示 其 个 体 单 位 (in- 

dividual unit ) 在 适合 度 上 有 差异 ,我 们 亦 称 其 为 选择 单位 。 但 是 ,最 重要 的 选择 单位 是 个 体 

生物 ,可 以 是 一 个 病毒 、 一 个 单 细胞 原核 生物 或 一 个 多 细胞 真 核 生物 。 

总 而 言 之 ,多 样 性 的 保持 与 进化 受 两 种 不 同 的 力 驱 动 。 一 个 是 核酸 携带 信息 并 自我 复制 

的 性 质 ; 另 一 个 是 能 量 与 资源 的 竞争 .这 种 竞争 不 仅 是 为 了 核酸 的 复制 ,而 更 多 的 是 核酸 载 
体 的 复制 。 由 于 新 的 性 状 ( 突 生性 状 ) 的 出 现 造成 的 复杂 性 的 增加 使 后 者 获得 了 自身 的 重要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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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态 系统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上 文中 简单 地 介绍 了 分 子 、 细 胞 及 有 机 体 水 平 的 变异 的 起 源 和 保持 。 现 在 从 生态 系统 水 

平 对 生物 多 样 性 子 以 探讨 重点 将 放 在 许多 控制 物种 和 群落 多 样 性 的 因子 以 及 多 样 性 是 否 
是 种 、 种 群 和 群落 功能 发 挥 的 必须 条 件 上 .根据 需要 ,这 一 讨论 将 是 简明 扼要 的 。 

分 子 、 细 胞 及 器 官 与 种 群 、 种 及 群落 间 的 根本 差别 在 于 前 者 形成 了 一 个 等 级 系统 ,而 后 

者 则 并 非 如 此 .所 有 的 分 子 都 包含 在 细胞 里 ,一 定 类 型 的 所 有 细胞 又 包括 在 组 织 中 ,如 此 等 

等 .物种 种 群 的 情况 则 与 之 不 同 .一定 种 的 种 群 可 能 是 群落 A 的 部 分 ,同一 种 的 另 一 种 群 可 
能 是 群落 B 的 一 部 分 .这 一 关键 区 别 在 有 机 体 和 机 体 以 下 水 平 上 是 没有 问题 的 ,而 将 其 推 
广 到 高 等 级 水 平 概念 ,如 出 生 、 死 亡 、 突 变 和 自然 选择 时 则 出 现 了 问题 。 

5. 1 物种 及 高 级 分 类 单位 的 多 样 性 

进化 论 预 言 , 所 有 的 生物 都 通过 单一 的 一 般 是 等 级 的 谱系 相 联系 .前 文 述 及 的 突变 、 选 

择 和 物种 形成 过 程 提供 了 严密 的 理论 ,以 解释 这 种 关系 的 起 源 与 存在 .这 种 所 谓 的 新 达尔 文 

主义 进化 论 植 根 于 坚实 而 大 量 的 分 子 遗传 学 、 细 胞 遗传 学 和 种 群 遗 传 学 的 观察 和 实验 资料 。 

可 以 很 果断 地 讲 ,新 达尔 文 主义 进化 模式 是 种 以 下 水 平 产 生 和 保持 生物 多 样 性 过 程 的 严谨 

的 科学 描述 (Wright 1968— 78; Mayr 1963, Dobzhansky 1970; Stebbins 1974, 1983; Fal- 

coner 1981) 。 然 而 ,由 于 各 种 各 样 的 原因 ,这 一 理论 还 不 能 简单 地 扩展 到 高 级 分 类 实体 和 群 

落 。 

首先 ,不 仅 大 多 数 种 群 和 群落 ,就 是 种 和 高 级 分 类 单位 也 能 持续 比 科学 家 的 生命 周期 更 

长 的 时 间 。 因 此 ,自然 研究 者 似乎 觉得 它们 是 静止 不 变 的 实体 .但 是 ,化 石 记 录 表 明 它 们 不 是 

固定 的 ,是 随时 间 变 化 的 .由 于 种 及 其 高 级 分 类 群 比 任 一 人 类 观察 者 的 生活 区 间 都 长 ,所 以 

它们 进化 的 任 一 模式 现在 都 是 不 能 检验 的 .原则 上 ,化石 记 录 应 提供 高 级 分 类 实体 进化 模式 

的 检验 标准 .然而 ,目前 化 石 记 录 的 不 完整 使 得 这 种 检验 难以 施行 .以 分 类 学 家 建立 的 系统 

发 育 作为 检验 标准 则 是 不 必要 的 重复 (tautological) (Kemp1985) 。 

不 过 ,新 达尔 文 主义 的 自然 选择 进化 模式 已 被 用 来 解释 高 级 分 类 群 的 起 源 (Mayr 1981; 

Charlesworth 等 1981; Stebbins 和 Ayala 1981; Ayala 1982) 。 然 而 , 将 其 扩展 到 高 级 分 类 阶 

元 必须 假定 所 有 的 分 类 群 都 适应 其 环境 而 且 进 化 期 间 是 渐变 的 ( 尽管 并 非 必须 是 缓慢 或 连 

续 的 ) 以 及 某 些 目前 仍 未 证 实 的 方面 。 另 一 些 作出 不 同 的 假设 的 模式 , 诸如 中 性 学 派 King 

和 Jukes 1969; Kimura 1983)、 支 序 分 类 学 派 (Cladistic) (Hennig 1966; Cracraft 1974) 和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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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 模型 (Wicken 1983; Brooks 和 Wiley 1984) 相继 提出 以 解释 种 以 上 水 平 的 进化 。 目 前 ， 

还 没有 检验 解释 种 以 上 水 平 多 样 性 模式 正确 性 的 科学 方法 。 

描述 、 编 目 (Ccataloging)、 解 释 生 活 有 机 体 多 样 性 (广义 的 ) 是 生物 学 家 的 十 分 重要 的 任 

务 . 生 物 总 数 的 估计 值 为 300 万 一 800 万 (或 更 高 !) (May 1988)， 其 中 只 有 不 到 100 万 种 已 被 

描述 .记录 。 很 显然 ,这 方面 工作 远 非 完成 (可 能 永远 也 不 会 完成 ) .尽管 有 关 个 体 物 种 的 信息 

长 期 缺乏 ,但 是 寻找 物种 的 分 布 与 多 度 模 式 以 及 检验 生物 系统 中 物种 多 样 性 功能 的 假说 是 
很 重要 的 。 

物种 多 样 性 方面 的 科学 文献 十 分 丰富 。 一 些 根本 问题 必须 子 以 回答 

“ 物种 多 样 性 从 何 而 来 ? 

“ 高度 的 物种 多 样 性 是 怎样 保持 的 ? 

“ 物种 多 样 性 的 生态 作用 (如 果 有 的 话 ) 是 什么 ? 

” 人 类 如 何 依赖 物种 多 样 性 ? 

“ 物种 多 样 性 今天 是 怎样 变化 的 ? 

大 多 数 自然 生态 系统 中 的 生物 多 样 性 (diversity of organisms) 经 验 信息 的 缺乏 阻碍 了 生 

物 学 家 以 群落 为 中 心 曾 释 物 种 多 样 性 问题 .生物 学 家 代 之 以 建立 特定 的 地 理 区 域 上 的 特定 

生物 分 类 群 的 假说 ,然后 外 推 到 其 它 类 群 和 生态 系统 。 然 而 ,由 于 我 们 不 知道 一 个 特定 的 分 

类 群 对 整体 生物 群落 的 代表 性 如 何 , 依 据 特定 分 类 群 形成 的 概论 必然 存在 缺陷 .依据 分 类 学 

偏见 外 推 的 危险 性 在 讨论 物种 多 样 性 时 不 容 忽 视 .Baker(1970) 在 讨论 这 一 问题 时 指出 :多 

数 物 种 多 样 性 理论 都 由 动物 学 家 提出 ,用 于 植物 并 非 一 定 恰当 。 

根据 单一 因子 作出 的 结论 也 是 不 完全 的 ,因为 生物 多 样 性 不 可 能 在 所 有 情况 下 都 由 同 

一 因子 决定 .恰恰 相反 ,生物 多 样 性 是 多 个 因子 综合 作用 的 产物 .而 且 , 象 Diamond(1988) 指 

出 的 那样 : 某 些 物 种 多 样 性 的 决定 因子 ,如 干扰 ,季节 性 和 环境 的 可 预测 性 以 非 单 一 方式 影 

响 多 样 性 , 亦 即 它们 可 以 根据 情况 和 强度 导致 多 样 性 的 增加 或 降低 。 

5. 2 生物 多 样 性 与 群落 结构 

另 一 个 重要 问题 是 生物 多 样 性 与 群落 结构 的 关系 。 群 落 结构 包括 有 机 体 和 种 群 相互 联 

系 与 作用 的 根本 不 同 的 方式 和 由 这 些 相 互 作用 产生 的 群落 水 平 的 特征 。 一 个 重要 的 问题 是 

群落 是 否 具 有 其 组 成 种 群 不 具备 的 结构 和 属性 , 亦 即 “突出 性 状 ”. 可 能 的 例子 包括 营养 结 
构 、 稳 定性 、 互 利 结构 和 演 蔡 阶段 。 

许多 人 相信 物种 多 样 性 对 于 群落 的 特有 功能 ,对 于 群落 水 平 上 新 的 属性 的 出 现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如果 所 有 由 DNA 编码 的 酶 类 都 具有 相同 的 功能 ,那么 就 不 会 有 新 的 新 陈 代谢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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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产 生 . 进 而 ,细胞 水 平 上 新 的 复杂 性 形式 和 程度 的 进化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如 果 所 有 的 细胞 都 
具有 相同 的 特征 ,就 不 会 有 组 织 的 分 化 ;如 果 各 种 组 织 都 一 样 , 就 不 可 能 有 特 化 的 器 官 。 因 

此 ,物种 多 样 性 对 于 群落 结构 来 说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但 是 ,多 大 程度 的 多 样 性 是 充分 的 ?或 者 说 
对 于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的 特有 功能 而 言 , 必 不 可 少 的 特定 的 物种 混合 体 是 否 存在 ? 这 是 一 个 

非常 古老 的 生态 学 问题 ,而 且 流 行 着 两 种 对 立 的 观点 。 一 种 观点 认为 群落 由 那些 碰巧 到 此 的 
物种 组 成 。 用 Gleason (1926) 的 话说 就 是 “一 个 地 区 的 植被 仅仅 是 两 个 因素 的 组 合 物 , 即 植 

物 的 波动 (fluctuating ) 和 偶然 迁移 与 同样 波动 和 变化 的 环境 。" 按 此 观点 ,群落 不 会 具有 任 
何 突 生 性 状 . 对 立 的 观点 由 Elton(1933) 表 述 为 :在 任 一 限定 的 区 域内 , 仅 有 一 小 部 分 理论 
上 能 形成 群落 的 类 型 确实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上 形成 了 群落 ……, 这 一 群落 是 真正 的 组 织 化 群落 ， 

其 具有 限定 的 成 员 ””。 

另 一 个 悬而未决 的 问题 是 :在 特定 的 生态 系统 中 是 否 存在 多 样 性 的 上 限 和 下 限 ,或 者 说 

是 否 会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种 挤 进 群 落 .一 个 相关 的 问题 是 有 和 否 多 样 性 的 最 适 水 平 存在 .如 果 有 ， 

哪些 因子 控制 它们 (Roughgarden 1972，1989) 。 另 一 个 问题 是 种 群 内 的 不 同 个 体 以 及 同一 

种 的 不 同 种 群 等 等 的 作用 。 由 于 分 子 和 细胞 水 平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为 有 机 体内 新 的 进化 性 状 的 

产生 提供 了 原材料 ,那么 相同 的 模式 能 和 否 推广 到 物种 和 群落 (di Castri 1991)? 

另 一 个 问题 是 群落 成 员 是 和 否 在 能 量 和 资源 的 有 效 利 用 上 进行 合作 。 一 些 人 认为 ,由 于 有 

机 体 和 种 存在 于 变化 的 环境 中 ,种 群 内 具有 不 同性 状 的 个 体 的 存在 拓宽 了 种 群 的 反应 能 力 

(Cain 和 Shepard 1954) 。 例 如 ,如 果 一 个 植物 种 群 的 所 有 成 员 具 有 一 致 的 水 分 需求 , 则 无 论 

是 旱 年 还 是 浅 年 它们 都 将 遭受 水 分 胁迫 (stress) .变异 的 存在 允许 一 些 个 体 在 环境 变化 的 一 

定 限度 内 表现 出 高 于 每 年 的 平均 水 平 。 同 理 , 杂 合 个 体 被 认为 比 纯 合 个 体能 在 更 为 多 变 的 环 

境 中 存活 (Lerner 1954，1959)。 作 物 栽 培 的 经 验 告诉 我 们 ,高 产 但 遗传 上 均一 的 品种 具有 

比 产量 低 但 多 变异 的 品种 更 严格 的 环境 需求 .由 单一 品种 构成 的 种 植 园 更 易于 暴发 虫害 或 

病害 . 亦 有 人 认为 具有 高 物种 多 样 性 的 群落 比 由 很 少 几 个 物种 形成 的 群落 能 更 好 地 应 付 环 

境 在 时 间 上 的 波动 。 此 处 的 证 据 是 相互 矛盾 的 .气候 多 变 的 中 纬度 陆 生 群落 比 生 于 明显 更 为 

均一 的 环境 中 的 热带 群落 的 多 样 性 低 。 深 海底 栖 生物 群落 是 最 富 变异 的 群落 之 一 ,尽管 其 存 

在 于 可 能 是 全 球 最 均衡 的 环境 中 (Grassle 1989) 。 为 了 解释 这 些 特殊 现象 ,提出 了 以 种 间 相 

互 作用 及 种 与 环境 间 相 互 作用 来 解释 存在 的 多 样 性 的 理论 .其 中 最 著名 者 之 一 是 中 度 干扰 

假说 (Connell 和 Slayter 1977; Connell 1978) 。 这 一 领域 仍 急 需 开 展 更 多 的 研究 。 

5. 3 多 样 性 和 生态 位 结构 

群落 水 平 的 物种 多 样 性 研究 始终 是 与 生态 位 的 研究 连 在 一 起 的 ( Hutchison 1957 ;Pi- 

anka 1986; Cody 1974; 1986; Colwell 1979) 。 依 照 现代 的 生态 学 理论 ,群落 中 的 每 个 种 都 占 

居 单 一 的 生态 位 。 定 义 为 “因子 空间 中 的 区 域 ,该 空间 的 轴 代 表 关 键 性 资源 或 环境 变量 且 群 

落 中 的 种 对 它们 的 反应 明显 不 同 ”(Colwell，1979) 。 这 一 超 体积 的 轴 是 资源 的 类 型 和 数量 以 

及 物种 利用 的 时 空 分 布 。 原 则 上 ,生态 位 理论 提供 了 解释 群落 中 物种 的 数量 和 类 型 的 理论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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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1988) 认为 有 4 组 因子 决定 群落 中 生态 位 的 多 样 性 : 中 资源 的 数量 ;@) 资源 

的 质量 ; @) 物种 的 相互 作用 ;外 群落 动态 。 

生态 位 理论 预言 :总 资源 或 资源 质量 ( 即 全 部 生态 位 超 体积 或 因子 空间 ) 不 同 的 群落 会 

含有 较 多 的 生态 位 ,因此 具有 较 多 的 物种 .然而 ， 具有 相似 资源 的 群落 也 可 能 在 怎样 分 隔 这 

些 资 源 上 有 所 不 同 , 亦 即 群落 可 能 具有 “大 的 ?或 “小 的 ?生态 位 ( 较 特 殊 的 情况 下 ,生态 位 宽 
度 不 同 ) ,结果 形成 较 少 的 “普遍 ?种 (具有 宽 的 生态 位 ) 或 许多 “ 专 一 ”种 (具有 窍 的 生态 位 )。 

最 后 ,具有 相似 的 资源 和 生态 位 宽度 的 群落 由 于 生态 位 重 琶 的 程度 不 同 也 会 有 不 同 的 物种 

数目 .生态 位 重 硬 可 以 测定 两 个 种 利用 同一 资源 的 程度 。 群 落 在 生态 位 大 小 、 重 琶 方 面 的 差 

异 归 因 于 气候 稳定 性 和 可 预测 性 、 空 间 异 质 性 、 初 级 生产 力 的 格局 与 稳定 性 竞争 和 捕食 的 
强度 与 类 型 以 及 干扰 的 程度 (图 3) 。 

实践 上 把 生态 位 理论 应 用 于 预测 群落 中 种 的 数目 和 解释 群落 间 物 种 数目 不 同 的 原因 已 

证 明 是 非常 困难 的 .有 大 量 的 研究 已 很 出 色 地 展示 了 物种 在 时 间 和 空间 上 分 隔 各 种 各 样 资 

源 的 情况 ( 例 见 Cody 1974)。 但 是 业已 证 明 ,以 此 精确 地 确定 每 一 因子 的 贡献 是 很 困难 的 。 

一 个 关键 问题 是 两 个 物种 是 否 能 具有 相同 的 生态 位 ;或 换言之 ,群落 中 的 种 有 富余 吗 ? 

现代 的 理论 预言 :具有 一 致 生 态 位 的 两 个 种 不 能 共存 ,而 且 实 际 的 研究 也 似乎 证 实 了 这 一 

Fa (Colwell 和 Fuentes 1975; Roughgarden 1989) 。 但 仍 存在 着 有 竺 回答 的 关键 问题 , 即 群落 

中 两 个 共存 的 种 的 相似 程度 应 该 什么 样 。 

群落 多 样 性 的 另 一 个 贡献 者 是 营养 多 样 性 (Cohen 1978) 生物 系 统 是 能 量 均 源 于 太阳 

的 开放 系统 .这 种 能 量 由 存在 于 植物 绿色 组 织 之 细胞 中 的 叶绿体 和 某 些 微生物 中 的 聚 光 色 

素 (light 一 gathering pigment) 所 捕获 .这 些微 生物 包括 某 些 动物 如 珊瑚 虫 和 地 衣 中 的 真菌 与 

含有 叶绿素 的 生物 形成 的 互惠 共生 体 (mutualistic association )。 有 机 体 及 其 各 部 分 (包括 

DNA ) 合 成 所 需要 的 物质 由 周围 环境 中 得 到 .植物 为 维持 其 功能 需要 摄取 物质 , 如 土壤 溶液 

中 的 简单 离子 或 空气 中 的 气体 CO2。 利 用 这 些 物质 和 自 阳 光 截 获 的 能 量 , 植物 生产 含 能 丰 

富 的 复杂 的 化 合 物 ,如 碳水 化 合 物 、 纤 维 素 、 演 粉 .蛋白 质 、 脂 肪 和 木质 素 。 无 光合 能 力 的 生物 

从 这 些 化 合 物 中 “榨取 ”能量 ,将 其 降解 成 简单 离子 并 最 终 汇 入 土壤 溶液 中 .这 一 “ 曹 养 的 ?多 

样 性 对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许 多 研究 表明 生态 系统 的 营养 结构 是 非常 复杂 的 ,而 

且 生 态 系统 间 又 富 于 变化 .可 以 预测 ,生态 系统 营养 结构 的 通用 模型 仍 在 寻找 中 。 

为 了 理解 人 类 在 生态 系统 中 的 位 置 , 有 必要 了 解 食物 网 的 功能 (Cohen 1989)。 从 根本 上 

说 ,人 类 从 环境 中 获得 全 部 的 能 量 和 物质 。 了 解 食物 网 对 于 知晓 释放 到 环境 中 的 有 毒化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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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效应 、 新 地 区 内 物种 的 引入 以 及 其 它 物种 的 消除 也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3 与 群落 多 祥 性 有 关 的 各 种 因子 相互 作用 图 解 ( 仿 Pianka 1971) 

5. 5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性 

至 少 三 个 不 同 的 假说 可 以 提出 ,以 解释 我 们 观察 到 的 群落 或 生态 系统 水 平 的 复杂 性 的 

起 源 和 格局 。 一 组 假说 提出 :我 们 观察 到 的 群落 生态 系统 水 平 的 物种 格局 是 物种 间 由 于 从 环 

境 中 获取 能 量 和 资源 而 发 生 的 相互 作用 (如 竞争 .捕食 . 共 栖 寄生 和 互惠 共生 ) 的 结果 .此 二 

种 假说 把 群落 的 复杂 性 解释 成 物种 与 其 物理 环境 相互 作用 (例如 降水 格局 .火烧 频率 、 霜 冻 

强度 等 等 ) 的 结果 。 最 后 ,第 三 种 假说 认为 观察 到 的 格局 主要 是 自然 界 随 机 发 生 的 (Rough- 

garden 1989, Cody 1989), 

”对 于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中 复杂 性 格局 的 产生 过 程 与 控制 的 研究 不 总 是 那么 严格 。 复 杂 性 

格局 的 存在 并 未 提供 足够 的 证 据 以 解释 由 于 随机 的 结果 而 产生 和 保持 这 种 格局 和 过 程 的 作 

用 .为 了 证 明 复杂 性 格局 不 是 随机 的 ,就 必须 阐明: 两 个 或 多 个 种 的 多 度 之 间或 @ 一 个 种 
的 多 度 与 特定 的 环境 因子 之 间 不 存在 正 的 就 存在 负 的 相关 关系 .如果 这 种 相关 存在 而 且 又 

归 因 于 资源 竞争 或 存活 力 的 变化 ,那么 ,确切 的 机 制 必须 通过 实验 室 和 野外 实验 的 常规 程序 

确定 。 

一 个 非常 重要 的 问题 是 群落 的 物种 多 样 性 是 否 处 于 平衡 值 . 许 多 假说 都 是 明确 地 或 是 

含糊 地 这 样 假 定 的 。 然 而 ,许多 群落 处 在 亚 平 衡 值 CHubbell 和 Foster 1986) ,而 另 一 些 则 可 

能 处 于 平衡 值 以 上 的 状态 (Janzen 1988) .这 一 结果 源 于 造成 绝 灭 及 减少 群落 占 居 面积 的 周 

期 性 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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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的 复杂 性 不 是 直接 地 被 选择 ,而 是 通过 组 成 种 的 相互 作用 机 制 被 选择 。 

这 一 点 与 细胞 或 有 机 体 的 复杂 性 的 情况 差别 不 太 大 .有机体 与 作为 个 体 (individual) 的 生态 

系统 或 群落 间 的 区 别 是 在 生态 学 单位 中 大 多 数组 成 种 是 自由 生活 的 ,而 且 不 必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总 是 存在 。 一 些 “ 自 由 生活 ?的 实体 可 能 是 互惠 共生 体 , 例 如 依赖 菌 根 的 树木 ,依靠 肠 道 

共生 生物 分 解 木 材 的 昆虫 或 依赖 于 特殊 传粉 者 或 种 子 传播 者 的 植物 .一 旦 复杂 的 生态 结构 

存在 ,作用 于 其 组 成 种 的 自然 选择 就 可 能 改变 系统 的 养分 和 物质 循环 特征 .一些 作 者 提出 : 
这 一 过 程 增加 了 物质 和 能 量 的 转移 的 整体 效率 (H. T. Odum 1957; E. P. Odum 1969) 。 所 

以 ,如 生态 系统 中 的 植物 可 以 调整 其 化 学 组 成 以 对 草食 昆虫 的 效 击 作出 反应 。 植 被 化 学 组 成 

的 变化 可 能 引起 食 草 动物 改变 其 消化 能 力 以 解除 植物 产品 中 的 毒性 .同时 ,作为 分 解 者 的 微 

生物 也 会 改进 酶 类 以 在 改变 的 枯 落 物化 学 环境 中 发 挥 作 用 .总 的 结果 可 能 是 养分 循环 速率 

降低 ,从 而 导致 总 初级 生产 力 的 下 降 。 这 也 会 使 得 食 草 动物 生物 量 下 降 . 因 此 ,总 的 趋势 是 物 

质 和 能 量 转移 的 总 体 效 率 降 低 。. 已 有 这 种 演 奉 时 期 生产 力 下 降 的 例子 出 现 (Connell 和 
Slatyer 1977; MacMahon 1981; Tilman 1982,1985) 。 

生态 系统 复杂 性 在 起 源 和 维持 方面 与 有 机 体 的 复杂 性 不 同 。 首 先 ,也 是 最 重要 的 区 别 在 
于 生态 系统 不 是 以 与 有 机 体 同 样 的 方式 受制 于 达尔 文 的 自然 选择 .不 存在 如 “生态 系统 适合 

度 ” 这 样 的 东西 ,因为 生态 系统 没有 后 代 (off spring) ,只 是 其 组 成 物种 有 后 代 。 其 中 许多 或 大 
多 数 种 靠 降低 其 邻近 种 的 适合 度 而 生存 .不 是 所 有 的 生态 学 家 都 同意 后 一 种 观点 (di Castri 
1991), 

另 一 个 重要 的 区 别 是 生态 系统 在 时 间 上 不 如 个 体 生 物 那 样 以 同样 严格 的 方式 被 出 生 和 
死亡 所 限定 .生态 系统 由 可 以 独立 存在 的 部 分 构成 .因此 ,生态 系统 缺乏 固定 的 时 空 形 式 。 生 

态 系统 的 部 分 是 可 以 互 换 的 ,可 代替 的 .与 个 体 生 物 不 同 , 生 态 系统 没有 固定 的 生存 期 限 。 由 
于 它 本 身 不 是 一 个 有 机 体 , 因 此 ,生态 系统 没有 有 机 过 程 , 更 没有 生活 周期 。 

简 言 之 ,因为 生态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的 每 个 个 体 成 员 的 行为 都 受到 限制 ,所 以 它们 表现 出 

独特 的 结构 和 功能 。 但 是 ,生态 系统 并 非 象 一 个 有 机 整体 ,一 个 超 有 机 体 (super orga 一 mism ) 
一 样 发 挥 功能 。 在 某 种 意义 上 且 以 完全 不 同 的 规模 ,生态 系统 更 象 一 个 由 相互 作用 的 分 子 构 
成 的 复杂 的 生物 化 学 系统 ,而 与 一 个 演化 中 的 有 机 体 相差 较 大 。 

5.6 生物 多 样 性 、 稳 定性 和 生产 力 

一 个 相关 的 问题 是 多 样 的 系统 是 否 比 简单 的 系统 更 稳定 。 一 般 认 为 (MacArthur 1955; 

Brookhaven 国家 实验 室 1969) :简单 系统 比 复杂 系统 稳定 性 低 。 很 清楚 ,存在 一 个 多 样 性 阔 

值 , 低 于 它 则 大 多 数 生 态 系统 的 功能 丧失 .例如 ,很 少 的 生态 系统 在 没有 不 同 的 生产 者 和 分 

解 者 时 能 够 存在 (早期 的 前 寒 武 纪 系 统 可 能 是 个 例外 ,Knoll 1986) 。 因 此 ,问题 应 该 回 到 是 

否 存在 一 个 阔 值 , 低 于 它 , 现 代 的 复杂 生态 系统 丧失 其 稳定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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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模型 系统 (model system ) 分 析 (May 1973) 表 明 没 有 “优先 的 ”理由 期 望 复杂 系统 

比 简 单 系统 稳定 。 虽 然 自 然 生 态 系统 不 一 定 代 表 所 有 可 能 的 生态 系统 的 一 个 随机 样本 ,但 是 

它 能 反应 依靠 其 复杂 性 去 获得 稳定 性 的 子 样本 (sub 一 sample) (Lawlor 1987)。 这 个 问题 还 

没有 得 到 解决 (Levin 1989) 。 

与 稳定 性 相关 的 是 生产 力 问 题 。 似 乎 简单 系统 ,无 论 是 自然 的 大 米 草 (Spartina) 沼 泽 ,高 

纬度 海洋 系统 还 是 人 工 的 (农业 系统 ) 都 比 多 样 的 系统 高 产 .。 有 人 提出 下 述 观 点 , 即 这 些 系统 

不 稳定 而 且 人 类 社会 对 这 些 简 单 系统 生产 力 的 不 断 增 长 的 依赖 性 将 我 们 的 社会 推 向 危难 之 
中 (Brown 1984) 。 

5.7 Gaia 假说 

最 后 考虑 的 是 生物 群落 多 样 性 与 其 物理 环境 ,特别 是 大 气 和 土壤 的 特性 之 间 的 关系 。 

众所周知 ,土壤 的 特性 源 于 由 气候 和 生物 群落 调节 的 岩石 圈 的 岩石 风化 (Brady 1974). 

人 们 还 认识 到 大 气 圈 现 在 的 特性 是 生物 群落 活动 的 结果 (Hutchinson 1954; Sillen 1966; 

Garrels 等 1976) .Gaia 假说 又 向 前 推进 一 步 。 它 不 仅 认 识 到 了 生物 群落 在 决定 大 气 圈 的 组 

成 和 岩石 圈 的 表面 特征 方面 的 作用 ,而 且 主 张 生 物 群 落 的 活动 将 会 阻 抑 外 源 诱 导 的 扰动 
(Lovelock 1988; Margulis 和 Lovelock 1989), 

Gaia 象 " 自私 基因 "(“Selfish gene”) {Rist (Dawkins 1976) 和 许多 有 关 选 择 单 位 的 讨论 一 

样 , 由 于 绝对 的 目的 论 而 部 分 地 失去 意义 。 我 主张 不 存在 由 任何 生物 学 的 演员 扮演 的 " 角 

色 " ,从 核酸 始 直到 生态 系统 止 都 是 这 样 . 相 反 , 却 存在 可 被 认识 和 分 析 的 格局 以 及 可 以 提出 

的 这 些 格局 形成 的 机 制 ,通过 模型 化 及 实验 法 ,系统 和 过 程 的 性 质 可 以 被 分 析 和 证 实 ;最 有 

意义 的 假说 得 以 鉴定 .例如 ,有 机 体 中 的 非 编 码 DNA 的 存在 能 得 到 确定 。 非 编码 核酸 的 比 

例 与 特性 可 以 测定 .通过 观察 和 测定 ,这 些 非 编码 片断 存活 和 繁殖 的 机 制 得 以 提出 和 证 实 。 
因此 ,可 以 提出 有 选择 的 假说 供 观 察 和 实验 检验 。 

生物 群落 强烈 地 影响 大 气 圈 的 特征 这 一 点 几 无 疑义 。 由 地 质 记录 、 其 它 行星 大 气 圈 的 观 

察 以 及 数学 模型 得 出 的 强 有 力 的 推断 也 表明 了 这 一 点 。 预 期 的 生物 圈 的 控制 论 行 为 还 不 其 
明了 .生物 多 样 性 怎样 影响 生物 群落 与 大 气 圈 以 及 生物 群落 与 岩石 圈 的 关系 还 不 完全 清楚 。 

物种 是 以 个 体 的 形式 影响 大 气 圈 和 生物 圈 , 还 是 以 系统 的 形式 作出 某 种 反应 呢 ?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则 是 生物 多 样 性 重要 意义 问题 的 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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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有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假说 

根据 前 面 讨论 的 一 般 性 问题 ,本 人 在 这 里 提出 一 些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原理 (标记 的 公 
理 ) 和 假说 。 每 一 种 假说 只 能 进行 少量 的 一 般 性 讨论 .可 能 的 情况 下 ,将 给 一 些 有 关 可 能 性 检 

验 的 提示 。 我 不 想 使 其 包罗 万 象 . 为 此 ,还 需要 介绍 许多 分 子 生 物 学 ,发育 生物 学 、 生 理学 , 进 
化 科学 和 生态 学 的 科学 基础 ,因为 这 些 学 科 的 核心 就 是 探讨 多 样 性 问题 .相反 ,我 将 尽力 加 
强 我 认为 最 重要 的 问题 以 及 与 人 类 活动 造成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变化 相关 的 问题 。 上 述 部 分 或 
全 部 假说 的 检验 可 能 成 为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的 基础 。 

我 将 考虑 三 个 主要 层次 (level) .第 一 层次 是 分 子 到 细胞 水 平 。 这 一 层次 是 可 遗传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发 源 地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起 始 问题 将 重点 在 此 处 讨论 。 

第 二 层次 是 种 群 和 物种 水 平 。 在 这 一 层次 上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其 最 熟知 的 形式 表达 , 即 种 
内 和 种 间 的 遗传 多 样 性 和 表 型 多 样 性 。 我 将 主要 讨论 有 关 不 同类 型 多 样 性 的 选择 和 干扰 效 
应 的 假说 。 

最 后 一 个 层次 是 群落 和 生态 系统 水 平 . 这 里 我 们 将 讨论 有 关 物 种 多 样 性 与 群落 的 结构 
和 功能 、 食 物 网 的 形状 以 及 生态 系统 稳定 性 之 间 关 系 的 假说 。 

6. 1 分 子 和 细胞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公理 1.1 生物 多 样 性 源 于 核酸 的 基本 特征 和 突变 的 存在 (以 及 相关 的 核酸 的 交换 和 修饰 的 机 制 )。 

多 样 性 是 生命 的 本 质 属 性 ,没有 它 进 化 是 不 可 能 的 。 

”很 显然 , 仅 产生 初级 产物 (基因 型 ) 的 自我 复制 系统 绝 不 可 能 进化 并 对 变化 的 环境 的 适 
应 作出 反应 。 

公理 2.2 ” 当 一 个 基因 座 (locus) 是 杂 合 的 时 候 , 两 个 等 位 基因 可 能 同时 影响 性 状 的 表达 (最 常见 的 

情况 ) ,或 只 有 一 个 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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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 3 至 1. 7 共同 阐释 种 群 表现 出 的 表 型 性 状 可 测定 的 变异 性 .依照 种 群 遗 传 学 家 
已 接受 的 用 法 ,该 变异 性 可 以 分 解 成 下 列 组 分 : 

V,= 表 型 的 或 者 总 的 差异 , 即 从 种 群 的 表 型 上 测 得 的 变异 性 ; 

V。= 环 境 差 异 , 即 不 能 传递 给 后 代 从 属于 环境 的 (内 部 的 或 外 部 的 ) 变 异性 ; 

Vi 一 遗传 的 或 总 遗传 差异 , 即 仅 从 属于 遗传 因子 的 变异 性 。 
Via 一 V, 十 V.， Vi=VetVatVis 

Vs 一 加 性 的 或 基因 的 差异 , 即 仅仅 归 因 于 对 基因 平均 效应 有 直接 贡献 的 可 遗传 变异 ; 

Vs 一 显 性 差异 , 即 仅仅 归 因 于 显 性 基因 效应 的 可 遗传 变异 ; 

Vi 一 相互 作用 或 上 位 差异 , 即 与 基因 相互 作用 效应 有 关 的 可 遗传 变异 。 

测定 V。 和 Vs 的 各 个 组 分 对 性 状 表 达 的 相对 贡献 是 一 项 艰巨 的 任务 ,通常 需要 一 个 广 

泛 的 育种 计划 (Falconer 1981)。 因 此 ,这 方面 工作 主要 在 具有 重要 商业 价值 的 种 和 性 状 ( 作 
物 、 家 畜 ) 以 及 群体 遗传 学 家 深入 研究 的 一 些 种 如 果 蝇 中 开展 。 任 何 严格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理论 

都 必须 特别 考虑 群体 遗传 学 家 在 理论 上 的 明确 结果 (Lande 1988) .假说 1. 3 至 1. 9 将 把 他 们 
的 一 些 发 现 纳入 我 们 的 讨论 。 

假说 1. 1 编码 在 DNA 中 的 唯一 真正 遗传 的 变异 是 蛋白 质 中 氢 基 酸 顺 序 和 成 功 的 重复 和 转录 所 需 

的 信息 。 

翻译 和 转录 的 机 制 已 众所周知 , 即 这 个 假说 中 盖 明 的 原理 .尽管 如 此 ,许多 作者 谈 及 生 

物 学 等 级 的 所 有 层次 时 ,仍然 把 “基因 ?限定 于 有 机 体 特 定 的 性 状 和 功能 。 

假说 1. 2 ”细胞 和 全 部 性 状 与 蛋白 质 中 氨基 酸 的 顺序 不 同 , 是 蛋白 质 中 氨基 酸 顺 序 、 细 胞 环境 CpH、 

盐 类 浓度 .温度 .水 合作 用 等 ) 酶 间 的 相互 作用 、 基 质 浓度 和 外 部 环境 的 第 二 、 第 三 和 更 

高 级 效应 .在 这 些 因子 中 , 只 有 蛋白 质 中 氨基 酸 的 顺序 可 以 代 代 相 传 。 

这 个 假说 是 假说 1. 1 的 推论 。 它 阐释 了 各 种 各 样 非 遗 传 因子 的 变化 可 以 象 基因 多 样 性 

降低 一 样 ,有 效 地 降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观点 。 同 时 明确 地 陈述 了 基因 型 一 一 表现 型 两 重 性 。 

假说 1. 3 有 机 体 的 全 部 性 状 都 是 细胞 及 其 与 组 织 和 外 部 环境 之 间 相 互 作用 特性 的 第 二 、 第 三 及 更 

高 级 的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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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假说 是 假说 1. 2 的 扩展 。 我 明确 地 盖 明 这 一 点 是 为 了 强调 自 组 织 (Nicolis 1991) 和 

发 育 期 间 细胞 间 以 及 细胞 与 环境 间 的 相互 作用 的 重要 性 。 

假说 1.4 在 任何 情况 下 ,性状 的 表达 都 依赖 于 基因 座 的 数量 . 任 一 基因 座 的 变化 都 会 影响 性 状 的 

表达 .各 个 基因 座 对 性 状 表达 的 作用 未 必 相等 。 

这 一 假设 是 假说 1. 2 假说 1. 3 的 部 分 推论 .这 种 现象 称 为 上 位 性 .上 位 效应 是 群体 遗传 
学 家 熟知 的 ,也 是 人 工 育种 计划 中 的 重要 问题 . 当 假定 只 有 单个 基因 座 效应 时 ,许多 选择 的 
讨论 都 包 视 上 位 效应 。 上 位 效应 的 并 不 否定 单个 基因 座 的 突变 会 对 性 状 的 表达 产生 重要 影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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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基因 的 表达 是 怎样 依赖 与 基因 组 的 余下 部 分 的 和 谐 的 相互 作用 的 。 

假说 1. 5 ”单个 基因 座 的 变化 常常 影响 许多 形状 。 

这 个 效应 称 为 多 效 性 ,是 发 育 过 程 复杂 性 的 表现 。 多 效 性 常 被 忽视 并 假定 性 状 选择 与 等 
位 基因 间 是 1:1 的 关系 。 

假说 1.6 ”突变 率 不 受 其 依存 的 生物 系统 (细胞 有机体、 种 .群落 ) 的 多 样 性 的 影响 。 

这 个 假说 表明 突变 率 和 多 样 性 的 产生 与 系统 的 其 它 特性 是 相互 独立 的 .如 果真 是 如 此 ， 

那么 就 意味 着 系统 多 样 性 与 多 样 性 的 产生 机 制 之 间 不 存在 反馈 机 制 , 也 没有 多 样 性 保持 的 
主动 过 程 存在 。 

存在 大 量 的 关于 环境 影响 突变 率 的 信息 ,但 是 杂 合 性 和 高 层次 的 多 样 性 怎样 影响 突变 
率 还 不 甚 明 了 .作为 先 于 特殊 实验 设计 的 第 一 步 , 应 从 这 一 新 的 角度 把 现 有 信息 综合 起 来 。 

假说 1.7 ” 杂 合 性 增加 有 机 体 适 应 多 变 环境 的 能 力 。 

这 是 一 个 非常 有 争议 而 又 急 待 解决 的 问题 .可 能 杂 合 性 本 身 是 个 不 太 适 当 的 指标 且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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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性 的 效应 作用 依赖 于 那个 遗传 基因 座 是 杂 合 的 。 

6. 2 有 机 体 和 种 群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公理 2.1 人 类 是 主要 的 干扰 源 。 

现代 人 类 社会 是 干扰 源 , 既 有 小 的 又 有 大 的 。 由 于 人 类 社会 已 经 发 展 到 整个 地 球 ,致使 
人 为 干扰 的 程度 也 大 至 波及 整个 陆地 表面 和 大 部 分 海洋 环境 。 由 假说 2. 2 和 假说 2. 3 可 知 ， 

早期 阶段 人 类 活动 应 增 大 多 样 性 .但 是 随 着 活动 频率 和 强度 的 增加 , 终 将 使 生物 多 样 性 降 
低 。 

公理 2.2 在 功能 上 ,动物 比 植物 多 样 化 .微生物 的 功能 比 动物 和 植物 多 样 化 程度 都 高 .然而 , 微 生 

物 和 动物 在 功能 上 又 表现 得 高 度 相 似 而 划分 为 依赖 植物 集团 。 

动物 有 许多 比 植物 更 多 样 化 的 生理 功能 且 能 利用 更 为 多 样 的 资源 类 型 .这 种 功能 类 型 
的 多 样 性 (各 种 各 样 的 草食 动物 、 肉 食 动物 和 食 碎 屠 动物, 因 基质 多 样 性 而 特 化 ) 可 能 是 动物 
种 类 比 植物 多 得 多 的 原因 .然而 动物 之 间 也 存在 着 功能 上 的 高 度 相 似 , 其 相似 程度 与 植物 中 
相同 任 一 研究 计划 都 必须 寻求 精确 的 方法 以 评价 种 的 功能 相似 性 程度 。 

假说 2. 1 种 内 变异 性 仅仅 是 对 其 下 的 遗传 和 细胞 变异 的 自然 选择 和 分 离 的 结果 。 

这 一 假说 道 出 了 达尔 文 自 然 选 择 进 化 论 和 物种 形成 理论 的 实质 (Darwin 1895; Mayr- 
1963)。 其 变种 为 各 种 各 样 的 定向 进化 理论 。 

虽然 分 类 学 家 已 描述 和 分 类 物种 变异 性 200 多 年 ,但 还 没有 很 好 地 对 其 进行 一 般 的 统 
计 处 理 尽 管 物种 名 录 可 以 表明 生物 多 样 性 ,但 更 有 用 的 是 通过 物种 植物 依赖 集团 (species 

guild ) 对 业已 存在 的 种 内 、 种 间 多 样 性 进行 分 析 。 生物 多 样 性 计划 应 该 作出 的 非常 重要 的 工 
作 是 建立 分 析 有 机 体 和 种 群 水 平 多 样 性 的 标准 和 方法 。 

假说 2. 2 ”物种 多 样 性 随 着 环境 资源 的 质量 和 数量 的 增加 呈 非 线性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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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性 的 增加 与 生境 多 样 性 和 资源 (初级 生产 者 需要 的 光 、 水 分 和 养分 ;消费 者 需要 的 植 

物 生 物 量 的 数量 和 质量 ;食肉 动物 需要 的 食 草 动物 的 生物 量 和 多 样 性 等 ) 的 数量 有 关 。 

| 假说 2. 3 ”时间 和 空间 上 的 环境 异 质 性 增加 生物 多 样 性 。 | 

该 假说 阐释 了 环境 特征 而 不 是 资源 与 种 数 之 间 存 在 的 相关 关系 。 其 意味 着 每 个 种 都 适 

应 于 一 组 特定 的 环境 条 件 ( 温 度 、 基 质 等 等 ) 。 随 着 这 种 趋势 的 增强 ( 较 大 的 异 质 性 ), 种 数 也 

随 之 增加 。 | 

假说 2.4 由 于 干扰 对 资源 水 平和 环境 异 质 性 的 作用 是 非 线性 的 ,所 以 低 水 平 的 干扰 增加 物种 多 样 

性 ,而 超过 一 定 限度 后 干扰 又 会 降低 物种 多 样 性 。 

该 假说 是 所 谓 的 ”中 度 干 扰 假 说 (C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 (Connell 和 

Slayter 1977; Connell 1978; Huston 1985) 的 翻版 .后 者 的 意思 是 :如 果 环 境 未 被 干扰 或 全 部 

被 干扰 , 它 将 具有 比 处 于 某 种 中 间 水 平 更 大 的 均一 性 .本 文 的 假说 是 前 述 假说 的 推论 ,但 我 

们 希望 陈述 得 更 明确 些 , 因 为 它 不 依赖 于 前 述 的 假说 的 正确 性 。 

假说 2. 4 包含 了 有 关 人 类 活动 对 生物 多 样 性 施加 的 有 害 影响 的 许多 争论 。 然 而 ,严格 的 
证 据 较 少 , 许 多 论点 建立 在 偶然 的 和 有 趣 的 证 据 上 。 

| 假说 2. 5 ”增加 干扰 有 利于 生活 周期 短 的 物种 。 | 

适应 于 干扰 生境 重新 群集 的 植物 趋向 于 快速 生长 ,短期 存活 (Pianka 的 "r"” 种 1970; 

Gadgil 和 Solbrig 1972) 。 这 些 植 物 的 种 子 经 常 较 小 且 能 传播 很 远 , 允 许 它们 在 广大 的 范围 内 
重新 聚集 到 干扰 的 区 域 中 . 同 理 既 可 应 用 于 真菌 , 亦 可 应 用 于 短 生 活 周期 的 昆虫 种 群 . 速 生 

脊 椎 动 物 、 真 菌 以 及 所 有 产生 大 量 小 型 繁殖 体 特 别 是 无 性 繁殖 体 的 种 .这 些 种 繁盛 于 人 为 或 

-人 类 影响 的 生境 中 。 青 霉 属 (Penicilum ) 中 的 种 就 是 一 例 , 其 增 节 变态 (anamorphs) 占 居 优 
势 或 全 属 此 类 。 因 此 , 增 大 的 干扰 强度 和 频率 将 有 利于 生活 周期 短 的 物种 。 

增加 的 人 类 干扰 的 效应 是 具有 高 生长 速率 和 周转 率 的 短命 物种 (short 一 lived species ) 

的 增多 .Gaia 假说 41.7) 对 这 种 效应 进行 了 更 高 层次 的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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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6 具有 长 世代 时 间 和 (或 ) 较 大 领域 的 种 比 具 有 较 短 世代 时 间 和 小 领域 的 种 更 具 灭 绝 的 危 

险 。 

该 假说 是 假说 2. 2 的 反 换 命题 Cobverse)。 树 种 和 长 命 硝 椎 动物 是 受 影响 最 大 的 ,这 种 现 

象 业 已 存在 (热带 雨林 中 的 树木 ,大 熊猫 犀牛 和 鲸鱼 ); 具 有 较 长 生态 连续 性 历史 的 地 衣 是 

热带 和 温带 森林 的 最 佳 指示 者 之 一 ,也 同样 受到 影响 (如 肺 衣 科 和 和 牛皮 叶 科 )。Gaia 假说 预 
示 了 这 一 点 ,并 将 其 看 作 是 生物 圈 自 然 调节 的 反映 。 

假说 2.7 ”初级 生产 者 结构 和 生活 史 差 异 比 功能 差异 大 ;而 食 草 动物 和 食肉 动物 的 功能 和 结构 的 美 

异 相等 。 

所 有 的 植物 均 能 利用 光 能 生产 碳水 化 合 物 、 蛋 白质 、 脂 类 及 其 衍生 物 。 虽 然 在 光合 途径 

(C3，C4，CAM)、 水 分 经 济 和 养分 摄 入 方面 存在 明显 差异 , 但 是 这 些 可 以 看 作为 通过 提高 

其 获取 碳 的 整体 效率 而 使 植物 适应 多 种 多 样 的 环境 的 机 制 (Orians 和 Solbrig 1977;Schulze 
1982; Chapin 等 1990) 。 

假说 2. 8 ”虽然 微生物 、 植 物 和 动物 之 间 有 许多 功能 相似 性 ,但 存在 着 一 些 对 生态 系统 的 功能 过 程 

是 必须 的 独特 的 种 , 称 其 为 关键 种 (Keystone species ) 。 

考虑 该 假说 的 另 一 种 方式 是 :假定 相似 性 是 统计 上 分 布 的 、 充 分 地 代表 了 大 多 数 种 的 功 

能 ,其 它 的 种 则 很 少 . 稀 有 甚至 唯一 的 (Terborgh 1986) .特有 的 传粉 者 、 种 子 传 播 者 和 捕食 

者 已 被 定 为 关键 种 (Paine 1966; DeBach 1974; Reid 和 Miller 1989), 

关键 种 的 存在 和 其 多 度 与 分 布 的 确定 是 建立 有 效 的 保护 策略 的 关键 。 

假说 2. 9 存在 有 保持 一 个 种 的 遗传 多 样 性 所 需要 的 最 小 种 群 .该 最 小 种 群 的 规模 依赖 于 每 个 种 的 

特征 。 

这 是 “最 小 数量 (mininum size)” 假 说 .如 果 种 群 降 到 某 一 数量 以 下 ,由 于 与 小 种 群 相 联 

系 的 近亲 繁殖 问题 而 使 其 不 能 保持 遗传 变异 性 (Falconer 1981) 。 此 最 小 数量 依赖 于 种 的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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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系统 .生存 时 期 及 其 对 近亲 繁殖 的 忍受 性 ,携带 有 许多 潜在 纯 合 致死 基因 的 专 性 远 系 繁殖 
种 的 最 小 数量 比 正常 自 交 或 无 融合 生殖 植物 种 大 。 

6. 3 生态 学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假说 3. 1 生态 学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源 于 生物 群落 的 等 级 结构 。 

等 级 理论 Chierarchical theory) 已 应 用 于 生态 系统 (Allen 和 Starr 1982; Eldridge 和 

Salthe 1984; O’Neill 等 1986) .然而 , 当 生 物 学 等 级 (biological hierarchy) #PMARESH 

来 Cnested) 时 ,环境 等 级 则 不 然 。 降 水 影响 下 列 多 样 的 过 程 , 如 土壤 结构 、 养 分 淋 溶 程度 、 分 

解 速率 和 植物 蒸腾 作用 。 显 然 , 这 些 过程 不 能 视 为 同属 一 个 等 级 水 平 . 这 就 使 得 等 级 理论 应 

用 于 生态 学 比 应 用 于 进化 的 研究 困难 得 多 。 

假说 3. 2 ”生态 系统 的 多 样 性 水 平 是 许多 因子 ,包括 历史 气候、 土壤 等 等 综合 作用 的 结果 。 

尽管 有 时 单个 因子 (如 土壤 的 特征 ) 可 能 是 首要 的 ,但 依据 单个 因子 的 假说 去 解释 高 
〈 低 ) 水 平 的 多 样 性 是 不 充分 的 。 无 霜 的 热带 区 的 高 的 物种 丰富 度 引 起 很 多 “热带 ”与 “温带 ” 

生态 系统 的 比较 (例如 MacArthur 1972) .这 种 比较 经 常 使 人 误 入 歧途 .例如 , 依 Lugo(1988) 

之 见 , 巴 西 低 地 雨林 与 新 泽 西 州 的 松树 荒原 之 间 的 比较 表明 了 土壤 差异 比 纬度 的 作用 大 .一 

个 经 常 筷 记 的 事实 是 热带 内 部 的 种 丰富 度 的 差异 比 热 带 与 温带 之 间 的 差异 大 .例如 Gentry 
(1982) 发 现 干 热 带 与 湿热 带 之 间 植 物种 丰富 度 的 差异 达 3 倍 ,而 在 干 热带 与 温带 之 间 仅 有 2 

倍 的 差异 。 

其 它 环 境 因 子 在 解释 生态 差异 方面 比 纬度 本 身 更 重要 。 从 海岸 到 山区 ,从 干旱 到 湿润 环 
境 , 从 寒冷 到 温暖 气候 环境 或 从 淡水 到 成 水 中 的 物种 多 样 性 梯度 可 以 在 热带 纬度 内 描述 ,并 
能 将 其 与 温带 纬度 中 的 相似 的 梯度 进行 比较 把 比较 限制 在 相似 的 条 件 类 型 中 可 以 深化 对 
观察 到 的 物种 多 样 性 的 格局 的 理解 。 

这 个 假说 应 该 分 解 成 一 系列 将 特殊 的 单个 因子 效应 (如 纬度 )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相 联系 并 探 
索 其 机 制 的 假说 。 

| 假说 3. 3 生态 系统 的 初级 生产 力 依赖 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最 小 程度 | 



假说 3. 4 ”然而 初级 生产 力 与 生物 多 样 性 间 的 关系 不 是 线性 的 。 

初级 生产 力 伴随 着 某 些 种 的 增加 而 增 大 。 例 如 ,在 养分 受 限 制 的 系统 中 食 草 动物 的 增加 促进 

了 养分 循环 ,因此 能 够 提高 生产 力 (McNaughton 1983) 。 另 一 方面 ,在 重度 采 食 的 系统 ,如 潮 

间 系 统 (internal system ) 中 , 控制 食 草 动物 增多 的 捕食 者 的 增加 能 够 提高 初级 生产 力 (Paine 

1966,1980 ) 类似 地 , 食 草 动 物 的 消失 (和 相继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下 降 ) 也 能 提高 初级 生产 力 。 

生物 多 样 性 与 系统 过 程 间 的 关系 是 复杂 的 ,而 且 依赖 于 物种 特殊 的 组 合 。 历 史 的 因素 可 能 是 
首要 的 。 严 格 的 分 析 理 论 仍 需 要 发 展 。 

假说 3.5 ”在 大 的 扩 度 上 ,由 于 内 部 富余 (redundancy) 和 补偿 作用 , 碳 、 养 分 和 水 分 平衡 方面 的 生物 

多 样 性 不 是 重要 的 。 

该 假说 是 假说 2. 5 的 生态 系统 水 平 部 分 ,由 初级 生产 者 的 功能 相似 所 致 。. 这 意味 着 很 多 
种 在 功能 上 是 富余 的 .这 可 能 是 错误 的 ,但 需要 严密 地 反 证 。 在 小 太 度 上 ,生物 多 样 性 对 于 
碳 ,水 分 和 养分 的 有 效 循 环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假说 3. 6 ”景观 单元 (landscape unit) 的 多 样 性 例如 演 替 类 型 和 植被 类 别 对 于 充分 发 挥 生态 系统 功能 

是 十 分 必要 的 。 

该 假说 与 假说 3. 3 和 假说 3. 4 有 关 , 它 指出 :虽然 陆地 生物 群落 功能 上 非常 相似 ,但 在 
景观 水 平 的 功能 效率 上 却 有 重要 差异 .这 个 假说 (如 果 正 确 的 话 ) 也 可 以 从 Gaia 假说 角度 阐 
明 . 因 此 , 急 待 证 实 或 反 驱 。 

假说 3. 7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程度 越 高 ,种 对 多 样 性 的 依赖 性 越 大 .换言之 ,多 样 性 越 大 ,每 个 种 的 生 

态 位 越 小 。 

该 假说 的 反 驱 (或 证 实 )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它 说 明 系 统 多 样 性 程度 越 高 ,受到 的 多 样 性 损失 

的 影响 就 越 大 .例如 , 仅 具 中 度 多 样 性 的 温带 生态 系统 可 以 承受 物种 的 损失 甚或 重要 种 ,如 

美国 东部 落叶 林 中 的 美洲 栗 (American Chestnut ) 的 损失 而 不 削弱 其 功能 ,而 高 度 多 样 化 的 

热带 系统 则 与 之 不 同 .在 这 一 点 上 存在 不 同意 见 (Hubbell 和 Fost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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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3. 8 ”物种 丰富 度 即 一 定 区 域内 的 物种 数目 仅仅 是 物种 输入 速率 (通过 迁 人 和 就 地 物种 形成 ) 

和 物种 输出 速率 (通过 迁 出 和 就 地 灭绝 ) 的 综合 结果 。 

该 假说 申明 ,种 丰富 度 仅仅 是 输入 与 输出 速率 的 综合 结果 ,不 存在 增加 或 降低 种 丰富 度 

〈 即 种 丰富 度 和 相对 多 度 的 某 种 测定 ) 也 是 物种 输入 与 物种 输出 的 函数 ,但 不 再 是 线性 的 。 

为 了 知晓 任 一 地 点 的 物种 丰富 度 (或 多 样 性 ), 迁 入 、 物 种 形成 . 迁 出 和 灭绝 (以 及 其 反 
面 , 即 种 的 保持 和 不 灭绝 ) 过 程 必须 了 解 .然而 ,物种 输入 和 输出 未 必 是 独立 函数 .实际 上 一 

个 生境 Csite) 能 够 容纳 的 物种 数目 是 有 限度 的 .因此 ,物种 数目 不 能 超过 该 限度 值 ,超过 这 一 

值 后 ,任何 输入 只 有 当 同 时 发 生 输 出 时 才 有 可 能 发 生 .。 有 趣 之 处 并 非 这 一 点 (也 许 永 远 也 达 

不 到 ,除非 我 们 谈 及 的 是 每 个 物种 只 有 一 个 个 体 的 非常 小 的 区 域 ), 而 是 物理 环境 在 何 处 (及 

是 否 ) 和 怎样 限制 可 能 出 现在 某 生 境内 的 物种 数目 的 最 大 值 (Hubbell 和 Foster 1986) .观察 

毫 无 疑问 地 表明 ,不 同 的 生态 系统 具有 不 同 的 物种 丰富 度 。 不 清楚 的 是 这 些 差异 是 否 可 归 因 

于 生态 系统 在 维持 一 定 种 数 的 能 力 方 面 的 某 种 内 在 差异 或 者 是 否 可 归 因 于 输入 速率 (物种 
形成 . 迁 入 ) 和 输出 (物种 输出 ` 灭 绝 ) 速 率 的 变化 。 

假说 3. 9 生态 系统 所 具有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程度 比 有 效 的 营养 功能 需要 的 高 出 好 几 个 数量 级 。 

该 假说 是 客观 地 评价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态 作用 的 关键 .如 果 由 于 自然 干扰 和 景观 片断 化 

的 悠久 历史 形成 了 许多 功能 富余 ,那么 就 不 存在 增加 的 人 类 活动 对 生态 系统 完整 性 构成 的 
即时 威胁 。 另 一 方面 ,如 果 每 个 种 都 是 唯一 的 , 且 执行 其 它 任何 种 都 不 具备 的 独特 功能 ,那么 

人 为 的 干扰 就 将 产生 灾难 性 后 果 。 该 假说 的 正确 性 还 存在 异议 。 急 待 对 存在 的 有 效 证 据 进行 
彻底 的 评论 与 认真 的 综述 .这 对 于 任何 生物 多 样 性 计划 都 必须 是 非常 优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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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计划 的 组 成 部 分 

准确 地 回答 上 述 假说 中 的 问题 必须 作出 很 大 努力 .其 中 大 多 数 问题 必须 由 独立 的 研究 

者 或 研究 组 来 阐释 (OTA 1987; Lugo 1988; di Castri Fl Younes 1990), 

然而 ,为 了 说 明 上 面 提 到 的 许多 假说 ,急需 进行 多 样 性 的 全 球 生物 地 理学 普查 这 种 普 
查 对 于 了 解 全 球 生活 型 的 分 布 是 十 分 必要 的 (di Castri 和 Younes 1990), 

经 典 生物 地 理学 提供 了 建立 计划 的 基础 ,但 还 不 充分 。 经 典 生 物 地 理学 表明 生态 系统 多 

样 性 程度 在 生物 群落 间 变 化 很 大 .热带 森林 、 珊 瑚 礁 和 深海 底 栖 群 落 的 物种 十 分 丰富 ,而 沙 
漠 和 高 纬度 生物 群落 则 非常 贫乏 .物种 丰富 度 沿 纬度 和 温度 梯度 发 生 的 自然 变化 已 得 到 很 
好 的 记录 。 

世界 不 同 地 区 正 遭 到 不 同 程度 的 改造 .有些 地 区 ,如 地 中 海流 域 已 被 人 类 改造 了 很 长 时 

期 ,而 在 其 它 地 区 人 类 的 影响 还 不 是 很 大 。 研 究 表明 ,对 于 干扰 的 反应 在 生态 系统 间 存 在 很 

大 差异 (Mack 1989; Mooney 和 Drake 1989) 。 建 立 不 同 生物 群落 对 人 类 于 扰 的 反应 程式 及 

记录 生物 多 样 性 和 生态 系统 功能 所 产生 的 变化 是 十 分 迫切 的 。 

预期 的 气候 变化 提出 了 一 系列 目前 我 们 仍然 回答 不 了 的 问题 。 升 高 的 CO: 浓度 对 于 树 

木 生理 学 及 森林 组 成 的 影响 是 什么 ? 升 高 的 CO, 与 土壤 养分 间 的 相互 作用 怎样 ? 气候 变化 

将 怎样 作用 于 昆虫 种 群 、. 火 烧 频 率 及 风 的 干扰 ?这 些 相互 作用 还 存在 必须 仔细 研究 的 地 理 组 

分 。 特 别 是 海岸 带 易 于 反映 发 生 在 更 大 地 理 斥 度 上 的 现象 .北海 沿岸 已 经 表明 几 百 公里 以 外 
中 欧 工 业 和 农业 活动 的 影响 。 

经 典 生物 地 理学 着 眼 于 种 的 分 布 区 及 时 空 分 布 的 原因 的 研究 .如果 某 一 地 区 物种 数量 

不 明 且 有 大 量 物种 未 被 描述 , 则 必须 进行 新 的 比较 有 效 的 研究 以 完善 经 典 生物 地 理学 工作 。 

这 些 新 的 工作 应 该 利用 和 遥感 技术 的 优势 上 且 以 统计 分 析 手 段 建立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 由 于 卫星 不 

能 探查 物种 多 样 性 ,因此 ,必须 运用 遥感 方法 容易 获得 的 测定 指标 这些 指 标 可 以 是 现存 生 

物 量 或 生产 力 。 本 计划 的 目的 之 一 就 是 建立 生物 多 样 性 与 上 述 其 它 指 标 间 的 相关 性 。 

其 它 的 问题 是 生境 片断 化 Chabitat fragmentation) 对 种 的 分 布 区 和 绝 灭 与 物种 形成 概 

率 的 影响 ;是 否 片断 化 的 生境 更 易于 被 侵入 ;侵入 怎样 影响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地 理 隔 离 的 加 大 

对 于 种 群 和 物种 的 影响 。 

最 后 ,人 类 在 生物 多 样 性 问题 中 的 地 位 不 应 忽视 。 人 类 是 直接 原因 而 且 将 承受 预期 的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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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变化 的 后 果 。 人 类 的 作用 包括 灾难 事件 的 管理 和 人 类 行为 的 可 能 变化 .为 了 防止 气候 变化 
的 最 坏 结果 发 生 , 知 晓 潜 在 的 灾难 ,如 洪水 泛滥 .极端 温度 或 风暴 的 可 能 的 频率 和 强度 是 重 

要 的 .去 适应 这 些 变化 就 意味 着 教育 和 生活 方式 的 改变 .不 幸 的 是 社会 科学 还 没有 将 环境 问 
题 的 探讨 制度 化 .尽管 有 个 别 的 科学 家 致力 于 这 些 问题 的 研究 ,但 还 没有 专门 论述 这 些 问题 
(Jacobson 和 Price 1990)。 人 们 如 何 改变 与 环境 有 关 的 人 类 行为 的 研究 所 作 甚 少 ,研究 经 费 

不 足 . 而 且 , 生 物 学 家 和 生态 学 家 一 直 不 愿意 研究 人 类 影响 的 生态 系统 ,而 乐于 研究 较为 原 
始 的 系统 。 改 变 这 种 态度 是 十 分 必要 的 ,因为 大 部 分 的 地 球 表面 已 被 人 类 干扰 , 且 这 种 状态 
有 加 剧 的 趋势 。 

本 计划 另 一 个 重要 目的 是 建立 区 域 间 生物 多 样 性 系统 比较 的 方法 论 .为 此 目的 ,应 该 建 
立 利用 现代 信息 和 通讯 技术 评价 生物 多 样 性 的 生物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 该 系统 应 能 利用 卫星 信 
息 鉴 定 不 同 地 理 斥 度 上 的 物种 集合 以 进行 长 期 监测 . 若 有 可 能 ,这 些 区 域 应 包括 或 与 生物 图 

保护 区 相关 联 。 该 项 工作 应 与 其 它 旨 在 获取 卫星 信息 的 计划 如 IGBP 或 NASA 密切 合作 .其 
任务 应 是 为 了 比较 生物 地 理学 目的 ,建立 利用 现 有 卫星 信息 的 途径 而 不 是 汇聚 新 的 卫星 信 
自 
JE o 

为 了 该 计划 的 成 功 , 坚 实 的 理论 基础 是 十 分 必要 的 .当然 ,以 同样 的 努力 建立 良好 的 通 

讯 联系 也 是 不 可 缺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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