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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保护 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观点出发
,

指出建设广东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的意义和作用
,

阐述自然保护区建设概况和发展方向
,

指出符合广东实际的森林和野生动物自

然保护区的经营管理和合理利用的意见
。

关越词 自然环境 自然资源 森林 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 区

1 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社会繁荣的基础
。

由于长期历史

的变迁和人口的增长
,

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发展
,

人类需要的资源不断增加
,

现 已接近开发利

用全部自然资源的境地
。

人类巨大的建设力和创造力
,

虽然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

但不合

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和灾难
。

森林
、

草原
、

农 田的减少和毁灭
,

水土流失
、

沙漠化的扩大和加剧
,

物种濒危
、

灭绝等现象
,

大大改变着自然环境
,

使地球上

的自然财富逐步减少
,

并正在削弱全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础
。

《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指出
: “

人类寻求经济发展及享用自然界丰富资源
,

必须符合资源有限的事实及生态系统的支

持能力
,

还需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要
。 ”

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提供社会需要和人类的

幸福
,

那么自然保护区的目标就是保护这些供应绵延不绝的自然资源
,

得以源远流长
,

永续

利用 I’]
。

由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很大的主观盲动性
,

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条件的生态不平衡
,

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调
,

自然环境恶化的危机
。

为了

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

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
,

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预测目前的活动

对将来世界的影响
,

增强人类经营管理大自然的能力
,

各国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综合性措施来

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

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

这样
,

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就显

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

并成为一项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和措施
。

1 9 9 1年统计
,

中国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共4 95 处
,

其中林业部门管理的森林和野生动物

自
:

然保护区3 96 处
,

占全国总数的80
.

任%
。

森林和 野生动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

它的任

务主要是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

保护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濒于灭绝的生物物种 ; 同时

19 91 一05 一 。3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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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人类认识自然
、

利用自然
、

改造自然的必不可少的基地
。

由此可 见
,

建设森林和野生动

物自然保护仄(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具有重大意义
。

2 自然保护区的作用

J“东动植物资源
一

!
·

分丰富
。

计有种子植物2 32 科
, 1 5 76 属

,
6 00 。多种

,

占全国的种子植物

总科的7 7
.

1 %
。

在植物区系中的特有属有钱木属(C几I’e , io d 。, d r o n )
、

山铜材属 (C几u , ia )
、

琼 棕

属 (C几: , ioP hoe : l’x )等10 属
,

并为单种或单型的属
,

它们当中有一部分是残遗种〔’
, ’
几森林动物

也很丰富
,

据统计
,

全省有陆栖 脊椎动物8 00 多种
,

其中兽类 12 。多种
,

占全 国的 2 5
.

。%
,

鸟类50 3种
,

占全国的42
.

5 %
,

爬行类 1 46 种
,

占全国的 4 5
.

7 %
,

两栖 类 52 种
,

占全国的
2 4

.

8 %
。

这样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广东人民的宝贵财富
,

应十分珍惜加以保护
、

利用和发 展〔‘]
。

50 年代以来
,

广东由于几次乱砍滥伐森林和乱捕槛猎野生动物
,

导致陆地生态平衡失调
,

自然条件进一步恶化
,

从而使野生动植物资源不断减少
,

有的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
。

列为重

点保护的植物有秒锣(C杏c a t几。a s p fn o lo sa )
、

华南五针松 (P i: u s k , a : g tu : g 。, 5 15 )
、

长叶竹柏

(Po d o c a r p u s fle u
摺 i)

、

水松(G I, p t o s tr o吞u s p e n s ilis )
、

观光木 (T soo g io d e , d r o n o dor u川)
、

闽楠(外oe 杏。 bO , r : 0 1)
、

格木(E r , t几r
叩hlo e : 沉 fo r d ii)

、

青钩 拷 (Ca
s t a n
即

sfs k a , a ka二if)
、

红椿(T 0 0 0 a e flia t a )等9 1种[ 3 ]
。

列为重点保护的动 物 有 称 猴 (形a e a e a tn u la tta )
、

穿 山 甲

(万a 。15 p o n t a口a c t梦la )
、

大灵猫 (yio e r r a : ibe t几a )
、

华南虎(凡
, the r a , ig r is 。m o g e , : i: )

、

林

康 (万a s eh: 5 be r 亡2 0 0 5斤了i)
、

江南梅花鹿 (Co r o u s ”ip p o ” k叩s c轰i)
、

苏门羚 (C o p r fe o : , 15 5 : 二 -

a rr a e : 5 1: )
、

自鹅 (L叩几盯 a ”, e th, 功e , ‘)
、

黄腹角堆(T r a g叩曲 c ab o ti)
、

金钱龟 (C u o , a , r il-

a sc ia t a )
、

蟒蛇(均t盖。” 爪0 1盯u s )
、

虎纹蛙(R a ”a rig r犷泥a r . g u lo sa )等5 3种
’》

。

由此可 见
,

广

东濒危动植物种类不少
,

应建立自然保护区拯救这些珍稀动植物资源
,

使它们能够象衍后代
。

建立自然保护区
,

首先在于它能完整地保存自然环境的本来面目
,

为人类观察研究自然

界的发展规律
,

以及为环境监侧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

其次在于它能保护
、

恢复
、

发展和引种

繁殖生物资源
,

保存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

尤其是濒于灭绝的生物物种
。

因而它既是物种的夭

然
“

资源库
, ,

又是夭然的
“

纂因库
” 。

第三在于它能探讨发挥维护生态平衡
、

保持水土
、

涵养

水源
、

调节小气候
、

改善环境条件的功能 , 促进农业生产
、

科学研究
、

文化教育
、

卫生和旅

游事业的发展
。

建立自然保护区
,

显然对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都有重大的作用
,

必须把它

摆在应有的位置
。

3 自然保护区建设概况

1 9 5 6年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

科学家们提出《在全国各省(区 )戈吐定 天

然林禁伐区
,

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案》
。

同年广东在攀庆市鼎湖山
、

乐东县尖峰岭建立

自然保护 区
。

十年动乱期间
,

此项工作陷于停顿
,

直至1 9 7 6年
,

才在东方县大田
、

白沙县邦

溪建立坡鹿自然保护区
,

陵水县建立南湾拼狠自然保护区
,

河源县建立新港水鹿 自然 保 护

区
。

1 9了9年
,

封开县建立黑石顶自然保护区
。

1 9 8。年
,

琼山县建立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1 ) 广东省林 业厅野生动 林物自热保护站编
,

野生动柱钧资 碑保护法规汇编
, 飞令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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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县建立梅岭青皮林自然保护区
。

1 9 8 1年
,

昌江县建立霸王岭长臂猿自然保护区
,

西沙群

岛建立东岛白嫂鸟自然保护区
,

始兴县建立车八岭自然保护区
。

19 82 年
,

万宁县建立六连岭

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

文昌县建立清澜港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
。

1 9 8 3年
,

阳山县建立太平洞自

然保护区
。

1 98 4年
,

陵水县建立白水岭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

深圳市建立内伶仃岛一福田称

猴和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龙门县建立南昆山
、

大埔县建立丰溪
、

惠东县建立古田
、

乳阳建立

八宝山自然保护区
。

1 98 5年
,

琼中县建立五指山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

佛岗县建立观音山
、

梅县建立阴那山
、

连县建立大东山自然保护区
,

共计邓处
。

此外 1 9 8 3年
,

水产系统在深圳市

建立大亚湾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
,

文昌县和凉海县建立麒麟菜自然保护 区
。

澹县
、

临高县和

海康县建立白蝶贝资源保护区
。

当时总计有自然保护 区 31 处
,

总 面 积 24
.

7 万 b m
Z ,

约 占

全省总面积的l %
。

海南岛建省后
,

1 9 8 8年
,

广东蕉岭县建立皇佑笔自然保护 区
。

1 9 9 0年
,

湛江市建立广州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珠海市建立担杆岛
、

台山县建立上川岛称猴自然保护

区
,

南澳县建立岛屿候鸟自然保护区
,

阳春县建立北涌
、

新丰县建立云髻山
、

阳山县建立秤

架山自然保护区
,

韶关市建立粤北华南虎自然保护区
,

总计有自然保护 区22 处
,

总面 积 约

3 3
。

9 万 hn 12
,

占全省面积的 1
.

9 %
。

广东自然保护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

计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3 处
,

省级自然保护区 14

处
,

市级自然保护区 2 处
,

县级自然保护 区 3 处
。

现以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来说明建设概况
。

鼎湖山 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 位于 2 3
0

1 0
,

N
,

1 1 2
0

3 4
,

E
,

面积 1 1 4 0 h m Z ,

属南亚热带季

风常绿阔叶林区
。

植物资源丰富
,

高等植物 2 0 00 多种
。

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野 荔 枝

(L‘tc几‘ c几‘”“”5 15 v a r
· e “sp o o ta o e a )

、

观光木
、

格木等2 0多种
。

动物兽类有苏门羚羊等陆生

哺乳动物32 种
,

鸟类有白鹅等1 5 0种
,

爬行类有蟒蛇等20 种
,

两栖类11 种川
。

鼎湖南亚 热 带

季风常绿阔叶天然林是世界上特殊森林之一
,

因世界同纬度的森林都已残缺或遭受破坏而变

成稀树草原或热带荒漠
。

本自然保护区不仅在资源利用上有重要价值
,

而且在生物区系研究

和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上也有重要意义
。

1 9 8 0年
,

列入联合国
“
人与生物圈

”

保护区网
,

并为该组织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t’I
。

本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
、

结构
、

功能和生物生产力的研究
,

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观测点和试验标准地
,

进行了植被
、

气候
、

土壤
、

兽类
、

鸟类
、

昆虫
、

大型真菌和自然地理各要素的本底调查研究等
。

对季风常绿阔叶

林的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和主要组成的生物
、

生态学的特性
,

主要森林群落的演替规律等也

正在深入地进行研究
。

这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现代化
,

管理上的科学化
,

宣传教育的深入普

及化都取得宝贵的经验 t‘lo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位于2 4
“
4 1 ‘ N

,
1 1 4

0

1 0
,

E
。

面积 7 5 4 5 h时
,

界于南亚热带

的北界
,

中亚热带的南缘
,

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

是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地带
,

是

南岭南缘保存较完整
、

面积较大
、

分布较集中和原生性较强的具有代表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
。

植物种类繁多
,

经调查鉴定有植物 1 9 28 种
。

列为国家 1 级重点保护的有观光木
、

伯乐树

(B , e t so c hn e id e l a S in e n s is)等1 4种
。

yIJ 为国家 l 级重点保护的有闽楠
,

红椿等 s 种
。

列为广

东省重点保护的有三尖杉(C ep h‘fo tax
u s 了o r t : n ei)

、

秀 丽 拷(C as ta , 叩s fs iuc a ”d a ) 2 种
。

森

林动物也很丰富
,

经调查鉴定共有1 50 6种
,

计兽类38 种
,

鸟类1 70 种
,

爬行类36 种
,

两 栖 类

16 种
,

昆虫1 2 21 种
,

鱼类25 种
。

其中列入国家 工级重点保护的有华南虎
、

黄腹角雄等 5 种
。

列

入国家亚级重点保护的有穿山甲
、

水鹿(c e1 “ : “ ico l。心等28 种
。

本自然保护区开展了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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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
、

森林动植物
、

森林类型和演替
、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特征及其经营管理和生态村

的建设与管理等的调查研究 , 在实验区建立标准地进行定位观测
,

在不影响生物资源保护
,

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原则下
,

在实验区
、

引种生态恢复区
、

改造利用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多种

经营
,

因地制宜
,

造林
、

种果
、

种茶和野生动物饲养
,

建设小水电站等
,

发展生产
,

给自然

保护区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
’)

。

在自然保护 区 范围内居民点建立生态林业村
,

引导和扶助群

众走生态林业道路
。

实行生产责任制
,

农林牧相结合
,

多种经营
,

发展加工业
,

做到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三统一
。

由于发展了生产
,

改善了群众生活
,

他们把自己当作自然保护区的

成员
,

把自然保护区的事业当作是自己的事业
,

·

正确地处理好了自然保护 区与当地群众的关

系
。

本自然保护 区对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管理
、

利用取得了宝贵的经

验
。

内伶仃岛一福 田 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位于 22
0

2 4, N
, 1 13

0

4 6, E
。

面积 7 54
。

s h耐(其中福

田 2 8 1
.

3 hm
,

)
。

属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区
。

称猴为内伶仃岛
、

红树林为福田主要保护对象
。

据初步调查内伶仃岛有植物40 。多种
,

动物原有称猴 10 群20 0多头
,

穿山甲等11 种 ; 爬行两栖

类有蟒蛇等 14种
,

鸟类有山斑鸿 (S tr e p to p e lla o , ie , ta lis )等4 3种 , 福田有红树林植物 12 科1 4

属1 5种
,

主要为木榄(B r u g u fe r a g , m : o , , hiz a )
、

秋茄 (K a ,
de lia c a

耐
el)

、

桐花树 (A e g ie 。r a s

c o , 。玄c “la t抓)
、

海榄雌(A v 玄c e o n fa , a , 玄, a )
、

老鼠勒 (A c a n 七hu s ilic 订
0 110 5 )

、

海漆 (E x c o e e -

a r ia a g a llo eha ) [“l , 鸟类有9 5种
,

以鹭类
、

鹅类
、

鹅类为主
,

常见的有白鹭 (E g r e tt a g a r z -

e tt a )
、

金鹤(Cha r a d r fu s 10 “i: c : s )
、

红脚鹉 (Tr in g a t a ta n u s)等
。

无脊椎动物有3 6种
,

有些

虾
、

蟹为鲜美食品【. 1。 本自然保护 区开展了植被
、

气候
、

土壤
、

兽类
、

鸟类等本底调查研究
,

进行了称猴饲养
、

繁殖
、

驯化研究
,

红树林群落研究 , 红海 榄 (R h l’z oP hor a : 切lo : a)
、

榄李

(L “, 滋z er a
ra 。翻os a) 等引种栽培试验 , 建立鸟类环志站

,

探索候鸟迁陡种类及其规律
。

福

田红树林是别具一格的海上景观 , 内伶仃岛绚丽多彩是伶仃洋上一颗绿色明珠
。

本自然保护

区将逐步设置风景点
、

海滨浴场等发展成为海滨旅游中心
,

满足中外游客
,

配合深圳特区构

成良好的旅游环境
。

本保护区与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隔水相望
,

相互配合
,

对改善深圳湾自

然环境当起到更大的作用
。

广东所有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

对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

维护生态平衡
,

改善自然环

境
,

促进生物资源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
。

4 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方向

在生态系统中
,

森林是最复杂
、

最完整
、

最典型的一种生态系统
。

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

主体是木本植物
,

一般来说树木寿命长
,

可达百年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 , 森林最高大
,

树高

可达 30 ~ 40 m
、

50 ~ 60 m
,

甚至更高
。

森林植物与动物构成宏大的群落空间
,

是其他 生 态

系统不能比拟的
。

所以森林生态系统比草原
、

农 田等生态系统有较大的稳定性
,

对外力的干

扰和对自然灾害的袭击有较大的抗性和自我恢复能力
。

据调查统计
,

全球的生物产童
,

以植

物的产量为最多
,

约占全球产量的99 %
,

而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产量又 占 植 物 生产 量 的

90 %
,

可见森林的生物产量也最大
。

按照国务院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

森林类型和野 生动 物

1) 始兴县人 民政府
,

在全 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多种经营会议上发育材料
,

19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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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
、

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由林业部门管理
。

中国的森林和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占保护

区总数的8 0
.

。写
。

因此
,

广东必须十分重视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的建设
。

这是取得 陆

地生态平衡
,

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
。

世界各国认为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

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和自然资源保护区网
。

而且常用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的比例
,

作为衡量国家社 会 文 明
、

科学

技术和自然保护事业的水平
。

目前世界上一般国家自然保护区总面积都占到国土面积 的 4 %

左右
。

美国
、

日本
、

德国以及发展中的国家坦桑尼亚
、

扎伊尔
、

肯尼亚等高达 10 % 以 上
。

自然保护区 已成为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广东的自然保护区

无论从分布上
、

数量上和面积上都远未能满足要求
。

因此
,

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

应

根据自然地带
、

生态类型和保护珍稀动植物种类增设自然保护区
,

使能建立一个类型齐全
、

分布合理的自然保护区体系
。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谋求社会发展与享受自然财富过程中的需

要
,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展方向〔’, 。

广东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属常绿阔叶林区
,

野生动物大多栖息繁衍于森林中
,

尤以阔叶

林为多
。

本省针叶林占65 % 以上
,

阔叶林占35 % 以下
,

既不符合热带
、

亚热带以阔叶林为主

的自然规律
,

也不符合改善自然环境适于野生动物栖息繁衍要求
。

野生动物种类不同
,

食性

有很大差异
,

地下
,

地面
、

树上各占一定的生态位
。

它们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而达到生态平衡
。

要使野生动物繁衍昌盛
,

首先要加强保护
,

合理利用
,

其次要为它们建立

多树种
、

多层次
、

结构良好的阔叶林
,

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
,

使之栖息繁衍
。

建立在科研
、

教育
、

文化
、

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阔叶林自然保护区是今后主要发展方向
。

5 对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的意见

广东各个自然保护 区
,

由于所处自然地带和保护对象不同
,

经营管理自有差别
。

因而应

根据本身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

现就提出一般经营管理原则
,

供作参考
。

5
.

1 巩固
、

提高现有自然保护区

广东自然保护 区
,

目前存在间题是有些领导班子较弱
,

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
,

经费

紧张
,

设备较差等
。

国家
、

省
、

市
、

县有关部门应加强领导
,

明确领导体制
,

完 善 管 理 机

构
,

自然保护 区所需人员
、

经费
、

物资
、

设备
,

纳入国家计划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自然保护区工程总体设计标准》
,

进行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岗

位责任制
,

提高千部职工素质
,

以巩固提高现有自然保护区
。

5
.

2 建立具有广东特色的自然保护区

广东自然保护区
,

必须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

要用生态经济学的原理 来 指 导 建

设
,

保护是一种手段
,

利用才是保护的目的
。

广东自然保护 区有的是国营林场改建的
,

有的

部分林相不齐
。

功能分区应根据实际情况
,

划分为核心区
、

实验区
、

弓}种恢复生态区和
‘

改造

利用区
。

核心区供观测
、

研究
,

实行绝对保护
,

不得设置任何影响或干扰生态环境的设施和

活动
。

实验区供科学试验
、

教学实习
、

参观考察
、

驯养繁殖等
。

引种恢复生态区供引种
、

驯

化
、

栽植
,

促进生物资源的恢复和发展
,

以建立优良的森林生态系统
。

改造利用区应改造
、

更新
、

利用不合理的林分
,

使其形成良好的生产力高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
。

当前国家经济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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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
,

不可能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增加投入
。

因此应充分利用本身有价值的生物资源
,

在实验区
、

引种恢复生态区
、

改造利用区
,

因地制宜
,

开展多种经营
,

从静态经营转向动态

经营
,

开辟生财之道
,

搞活搞富经济
,

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

必须指出
,

自然保护 区应 以保

护为主
,

不得为谋取经济利益
,

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有任何影响或破坏
。

5
.

3 开一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

自然保护 区是科研基地
。

一般分为常规性科研和专题性科研
。

自然保护 区本身应以常规

性科研为主
,

进行经常的系统的调查
、

观测
、

预测预报
、

考察试验
,

获取墓础资料
,

为管理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专题研究是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研究
,

最好会同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

合作进行
,

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

有条件的自然保护 区
,

可与国内外自然保护区进行学术

交流和科技合作
,

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

s
。

4 发挥自然保护区宜传教育作用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
,

认识 自然的基础
,

又是利用自然
,

改造自然的起点
。

既是进行

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

也是教育群众普及知识的大课堂
。

应通过各种形式
,

给人们美的教

育
,

环境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
,

以及大专院校的专业教育
。

自然保护区应通过报刊杂志
、

电

台
、

电视台等
,

广泛地向群众宣传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意义
,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建设自然保护区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

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1
。

5
。

S 开展自然保护区旅游活动

自然保护区资源丰富
,

自然景色秀丽
。

随着对外开放
,

国内人 民的生活改善
,

旅游事业

将有较大的发展
。

有条件的可在自然保护区统一领导下
,

开展旅游活动
。

但应以科普旅游为

主
,

为科学研究
、

宣传教育
、

普及文化科学知识
,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提供条件
。

旅游

区必 须 具 体 落实范围
、

规模和经营方式
,

并确定风景点和路线
,

活动区一般应 以带状区划

为宜
。

严禁进入核心 区与应保护地段
,

防止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
。

旅游 区 可 根 据

本身条件和特点
,

开展适宜的服务性和生产性活动
。

如住宿
、

休憩
、

交通和商亭
、

餐馆
、

食

品
、

纪念品
、

土特产加工等
。

但布局必须集中在起点处
,

不得分散设置
。

旅游活动应做到有

明显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对自然保护 区管理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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