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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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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岛是 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
,

全岛的野生植物种类约占全国的

1 1
.

6 %
。

而 由于人 口的增长
,

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
,

热带森林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

森林覆盖率已由 1 9 5 0 年的 35
.

4 %下降到 1 9 9 0 年的 7
.

9%
,

全岛受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

危动动有 ] 02 种
,

植物 93 种
,

已灭绝的植物 1 种
,

许多物种的生存 目前受到 了严重的威胁
。

文中分

析了海南岛热带森林的变迁情况
、

毁林原 因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现状
,

并提出了保护海南岛热带森

林及其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建议
。

关键词 热带林
、

生物多样性
、

保护对策
、

海南岛

目前
,

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有 10 个
,

其中生物多样性锐减是中心问题之一
,

与其它 9 大生

态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人 口的剧增和工

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恶果
。

热带林 生物多样性及保护意义

在陆地三大生物系统 中
,

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占有重要的地位
,

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分布中

心
。

由于世界热带林的年平均消减率为 0
.

6 %
,

使得热带林生态系统和物种生存的生境丧失率

平均高达 60 % 以上
,

而绝大多数物种的生境保护率则仅为 1 % ~ 4 %之间
,

所以全球受威胁和

已灭绝的物种主要在热带林中〔’一 3 ]
。

热带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在于其丰富的生物资源
。

在消耗性资源 中除具直接利用价

值的木材及林副产品外
,

更重要的是森林中所具有的间接利用价值的遗传基因资源
,

例如原产

热带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
、

玉米等及著名的商品经济作物橡胶
、

咖啡等遗传基因资源
; 热带森

林的非消耗性效益主要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 自然环境的旅游
、

娱乐
、

美学
、

社会文化
、

科

教及历史价值保存 )等两个方面
。

我国热带地区的面积虽不大
,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5写
,

包括海南岛和两广
、

云南
、

西藏及台

湾等区的南部
,

大致沿 21 一 22
“

N 一线以南 (西藏南部河谷地带可达 28
“

N )的地区
,

但蕴藏的

生物资源却非常丰富 [’]
。

然而
,

在我国面积不大的热带地区
,

对热带林的不合理开发造成的破

坏
,

其后果相当严重
,

一些物种在还没有得到认识以前就已经灭绝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

因此深入研 究热带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资源
,

保护热带林及其生物多样性
,

具有重要的

意义
。

1 9 9 3一 1 2一2 0 收稿
。

李意德副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51 0 52 0)
。

,

本研究为林业部重点项 目
“

林业部尖峰岭热带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课题(1 9 8 5一 )的研 究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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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南岛热带林 的变迁

2
.

1 历史变迁

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导致 了海南岛丰富的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
。

抱粉学的材料

证明
,

海南岛在远古时代就为热带森林所覆盖
,

公元前 In 年海南岛划入西汉王朝版图之前
,

全岛的森林覆盖率为 90 % ;甚至到本世纪 30 年代还能在乐东黄流镇附近的丘陵低山地区采

集到鸡毛松 (尸o j o c a rP u : im 占r ic a rt u s B I
. ,

梁葵 6 5 5 5 0 号 )
、

香楠 (材口‘hilu s
od

o ra tis sim a N e s s ,

梁葵 6 5 4 5 8 号 )
、

香祯楠 (M
.

少}u g ra
。、 K an ch

,

梁葵 6 5 4 57 号 ) 等热带林森主要树种的标本
, , 。

海南岛森林的变迁
,

与岛上人 口的增长
、

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等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
。

据研究 [s]
,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历史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汉

、

唐时期
,

热带

森林的开发主要在沿海地区
。

在汉代
,

汉人大举南迁海南岛
,

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

开荒耕

种
,

开始了对原始森林的干扰
;唐朝把环岛列入了开发范围

,

这样更加剧了对热带森林的破坏
。

在这一时期
,

海南岛的手工业和修造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

对木材特别是珍贵用材的需求剧增
,

从而导致了沿海热带森林的消失
。

(2) 宋代时期
,

南来的移民 日益增多
,

对土地的要求更甚
,

人

们不得不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山区扩展
,

森林面积也越来越缩小
,

加之当时五指山区的土著民族

已经使用了金属工具
,

另外商业 贸易的兴旺发达
,

海上交通繁荣
,

对珍贵木材和藤条
、

南药等的

需量增大
,

这样更加快 了对热带林的干扰破坏
,

同时沿海的红树林也作为利用对象而遭到 了砍

伐
。

(3) 明
、

清时期
,

为海南岛全面深入开发土地利用的时期
,

森林 已成为主要的开发对象
,

除木

材采伐
、

采藤
、

南药外
,

沉香的开采对热带林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 的
; 明代造船业的发展

,

对珍

贵用材的需求量大增
; 另外战争对热带林的毁坏也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其时山区的热

带森林 已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
。

2
.

2 近代变化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近代变化始于日本侵华时代〔5〕
,

海南岛沦陷后
,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海南

岛热带林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
,

当时 日本有四家大公司集中在崖县 (现三亚市 )
、

陵水
、

感恩 (现

东方县感城镇 )
、

昌江等县大面积采伐热带原始森林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 日军侵华前的 1 9 3 3 年

海南岛热带原始林覆盖率为 50 %
,

但到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前 夕
,

森林覆盖率 已下降至

3 5 %
。

解放后
,

热带森林的变化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而引起的
:

(1) 人 口的剧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刺激 了对林产品和林副产品的大量需要
,

不科学地利用

导致了对热带林无休止的干扰和破坏
。

目前对林副产品如棕搁藤条的采收
,

能采到的藤条很少

有超过 3 m 长的
,

对一些 珍贵用材树种的滥伐如青皮 (V at ica a
PP

.

)
、

竹叶松 (尸od oc a rP us

n err lfo liu 、 D
.

D o n )
、

荔枝 (L ite 人1 c hin e n sis So n n
.

v a r
.

尸usP a n ta n e a H s u e )
、

油丹 (八ls e
od aP 人n e

人a in a n e n s。 M e r r
.

)等也屡禁不止
。

(2) 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耕作方式—
刀耕火种

,

对热带林的破坏相当严重
,

在近年还有

愈演愈烈的趋势
。

刀耕火种
,

又称游耕农业
,

是世界热带地区广泛使用的原始耕作方式
。

在海

南岛游耕方式原只是当地少数民族盛行
,

但随着人 口的剧增
,

外来人员也加入了游耕的行列
。

l) 黄全
.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现状及其生态经济问题
.

海南林业科技
, 1 9 9 1

,

(1 )
: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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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峰岭游耕的海拔高度 已升至 50 0 一 60 0 m
,

在霸王岭和通什番阳等地
,

游耕的高度更甚
,

达

海拔 8 00 m 以上
,

有的地方已垦至山顶
。

游耕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的严重恶果
,

已有研究报

道 [ ‘〕
。

(3) 毁林种植热带作物
。

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从海南岛总面积中划给农垦部门发展橡胶

等热带作物用地 8 0 万 h m
, ,

其中包括有林地 43
.

4 万 hm
, ,

占当时天然林的 50
.

3写
,

在有林地

上已垦植橡胶 36 万 hm
Z ,

这些林地原大都是以龙脑香科植物青皮等为主要树种的热带低地雨

林
2 ’。

(4) 工业生产的发展
,

对木材的需求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大
,

如造船厂
、

胶合板材厂

等
。

另外海南岛解放后成立的 n 个森工企业存在着不合理的采伐方式
,

比较适合海南岛热带

林的
“

采育择伐
”

方式
,

由于需要有高素质的林业技术人员和采伐工人及实现这一技术的科学

管理方法
,

在实施这一采伐方式的过程中
,

多形成了变样采育择伐困
,

从而导致森林更新不 良
。

海南岛热带林的近代变迁可从表 1 反映出来[s,
7〕

·
’

·

3 , 。

表 1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近代变迁 (单位
:

万 hm , )

年 份 1 9 3 3 1 9 5 0 19 5 5 1 9 7 9 1 9 8 5 19 9 0 备 注

森林面积 16 9
.

2 1 2 0
.

0 8 6
.

3 4 0
.

5 3 0
.

1 2 6
.

7

覆盖率 (% ) 4 9
.

9 3 5
.

4 2 5
.

7 1 2
.

0 8
.

9 7
.

9

年均消减面积 一 2
.

8 9 3
.

6 0 2
.

5 0 2
.

6 5 2
.

5 0 以 1 9 9 3 年为基数

年均消减率(写 ) 一 1
.

7 1 2
.

2 3 1
.

6 5 1
.

58 1
.

4 8 同上

从表 1 可看出
,

海南岛热带天然林 自 1 9 3 3 年至 1 9 90 年的 57 a 间
,

面积减少了 1 42
.

5 万

h m
Z ,

每年砍伐 的百分率为 1
.

48 %
,

年毁林面积为 2
.

5 万 h m
, ,

高于世界热带地区的年平均毁

林率 (0
.

6 % )〔
, 」,

其中最严重的是 1 9 50 一 1 9 7 9 年的 29 a ,

年平均毁林率高达 1
.

62 肠
,

年毁林面

积达 2
.

74 万 h m
Z ; 1 9 8 0 年以后由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

,

加之现存的天然林

多分布在较偏远的地 区
,

毁林率才有所下降
,

但仍为世界热带地区平均毁林率的 2 倍多
,

因此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保护工作仍相当艰巨
。

3 海南岛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表现在三个层次上
:

生态系统多样性
、

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
,

其 中生态系

统多样性是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保证
。

海南岛作为一个独立的热带景观单元
,

虽然面积只有 33
.

9 20 k m
, ,

但 由于其地形条件特

殊
,

导致了气候
、

土壤等一 系列的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
,

从而形成 了丰富多样的热带森林植被

类型及丰富的动植物区系
。

3
.

1 海南岛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

根据《广东森林》
,

海南岛热带天然林主要有以下类型 [s]
:

A
.

热带针叶林—
南亚松林 (4 个森林群系 )

、

长叶竹柏林 (少量)等
。

B
.

热带阔叶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3 )
、

山地常绿阔叶矮林 (即山顶苔醉矮林
,

1 )
、

龙

2) 海南省林学会
.

关于加强海南岛热带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的建议
.

海南林业科技
,

1 9 89
,

(3)
: l ~ 6.

3) 陈人栋
.

海南岛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及保护战略对策
.

海南林业科技
,

19 91
.

(3 )
: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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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香林 (青皮林
,

3 )
、

热带山地雨林 (3 )
、

热带季雨林 (7 )
、

热带珊瑚常绿林 (3 )
、

红树林 (1 2 )
、

热带

竹林 (2 )等
。

海南岛的热带阔叶林具多种群
、

复层异林龄结构
,

除单优龙脑香林
、

红树林
、

热带珊瑚常绿

林等外
,

其余森林类型的种类组成均异常复杂
,

没有明显的优势种群
,

实际上要将每一个森林

类型中的群系严格区分开来是困难的
,

例如对海南岛尖峰岭的热带山地雨林
、

热带常绿季雨

林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山顶苔鲜矮林等森林植被的近 27 0 块标准地材料进行分类 (传统分类

和数量分类相结合 )后
,

发现至少有 25 一 26 个森林群系
,

仅热带山地雨林就有 12 个群系 [6]
,

说

明了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丰富的多样性
。

3
.

2 热带森林中物种的多样性

海南岛热带森林是我国物种多样性高的地区之一
,

据统计
,

全岛共有野生维管植物共 24 2

科
、

1 2 10 属
、

3 1 4 6 种 [ , 〕(有的统计 为 4 2 0 0 种
, ,
)

,

分别 占中国野生植物 [ ‘〕科
、

属
、

种总数的 6 8
.

6%
、

3 8
.

0 %
、

1 1
.

6写 ;
科

、

属
、

种的密度分别为 7 1
.

3 4
、

3 5 6
.

7 2
、

9 2 7
.

4 8 / 1 0
‘
km

, ;高于全国的平均

密度 (分别为 0
.

36 8
、

3
.

31 7
、

28
.

2 8 1 )
,

虽然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0
.

35 %
,

但植物种类却是丰富

的
。

同样海南岛也有丰富的动物资源
,

据调查
〔, 0」,

海南岛共有鸟类动物 60 科 3 44 种
,

兽类 24

科 76 种
。

海南岛其它物种如动物中的两栖类
、

爬行类
、

昆虫
、

土壤动物
;
微生物中的大型真菌等

的种类均异常丰富
。

以尖峰岭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说明海南岛热带森林物种的多样性
。

海南岛尖峰岭的基本概况和植被生态系列已有详细的报道
L6

,

” 〕。 尖峰岭热带林 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保护 区之一
,

在低丘和山地仍保存有一定面积的热带原始森林植被及结

构较为 良好的次生植被
〔’2〕,

其物种多样性在海南 岛是丰富的地区之一
。

表 2 比较了尖峰岭部

分物种与全国和海南岛物种的数量 [4.
,

,
, “

·

, 3

],z
·

‘, 。

表 2 尖峰岭部分物种数与全国和海南岛物种数的比较

分类单元
尖峰岭地 区º

科 属 种

海南岛

科 属 种

全 国

科 属 种

蔗类植物 37 7 4 133 43 114 36 2 5 2 20 4 2 6 0 0

裸子植物 5 8 13 6 8 17 1 0 34 2 00

被子植物 17 9 8 9 7 2 0 7 4 193 1 0 9 8 2 7 6 7 29 1 2 9 46 24 35 7

鸟类动物 48 14 1 2 15 60 19 7 344 8 1 392 1 16 6

兽类动物 23 48 6 8 24 5 3 8 2 44 18 3 49 9

两栖类动物 7 12 38 一 一 > 5 0 10 34 27 9

爬行类动物 12 37 5 0 一 一 10 4 21 10 5 37 6

昆虫¹ 145 1 339 2 222 一 一 一 一 一 34 0 0 0

其中蝴 蝶 10 15 9 37 2

蜘蛛 14 7 8 16 2 一 一 一 一 一 > 1 0 00

大 型真菌 ( , ) 33 8 3 3 12 16 56 6 5 1 一 一 5 0 80

其中灵芝科 一 2 38 一 60 一 90

注
:

¹ 尖峰岭尚有一部分标本未鉴定 ;º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森林 生态与环境研究室资料 ; “一
”

缺确切

统计数据
.

由表 2 可看出
,

尖峰岭地区虽然面积不大
,

但物种是非常丰富的
,

各类物种一般占海南岛

物种总数的 30 % 一 85 %
,

占全国总数 4 % ~ 20 %
,

灵芝类则占了 42 %
,

我国有记载的药用灵芝

在尖峰岭均有分布
。

特别要指出的是
,

尖峰岭地区的蝴蝶
,

已鉴定的种类达 372 种
,

与在世界上

4) 李泰辉
,

章卫 民
,

毕志树
.

海南岛的伞菌类
.

海南林业科技
,

19 92
,

( 3)
:
31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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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

蝴蝶王国
”

美称的台湾岛基本持平 (3 8 8 种 ) ;
这样高的物种多样性

,

在全国各大林区实属

罕见
,

为我国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宝库
。

3
.

3 热带森林中的遗传多样性

热带森林不仅是物种多样性分布中心
,

同时也是许多农作物的原产地
。

据考察在海南岛已

知有 28 0 余种作物的近缘野生种类
,

它们大多数是分布在热带森林中的〔’‘〕
。

例如水稻的近缘

野生种野稻〔O理
z a m 勺e r ia n a (2 0 11

.

e t M o r
.

) Ba ill
.

v a r
.

g ra n u la ta (W a t t ) D u is t ]和药用野

稻〔0
.

m ee ri a
na (Z 01 1

.

et M or
.

) Ba ill
.

] 主要产于海南岛南部及西南部地区的热带稀树草原及

热带半 落 叶季雨林 中
; 胡椒 (尸小er ni gr

u m L
.

)的近缘野 生种有大 叶药 (p
.

la et isP icu m C
.

D C
.

)及华南胡椒 (p
.

a u stro s in e n s e T s e n g )等 1 3 个
,

中华称猴桃 (A c rin iia 动 in e n si: L
.

)的近缘

野生种有阔叶称猴桃 [ A
.

la t ifo lia (G a r d n
.

e t C ha m p
.

) M e r r
.

]等 3 种
,

并且阔叶称猴桃平均

每 10 0 9 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 2 2 0 0 m g
,

比栽培种高 6 ~ 8 倍
;
黄皮 [Cl

a u s e n a la n s iu m

(L o u r
.

)M e r r
.

〕的近缘野生种为海南黄皮 (C
.

h a in a n e n s is H u a n g e t x in g ) ;
菠萝密 (八rt oc a rp u s

h e r e r oP勺llu s L a m
.

)的近缘野生种 有白桂木 (A 流护
a g yr e u s H a n e e )等 4 种

; 茶树 [Ca m elzia

s in e n s is (L
.

) 0
.

K t z e
.

〕的近缘野生种有海南黄山茶(C
.

x a n t hoc hro m a Fe n g e t X ie )等
,

还有野

生 龙眼 (D im o c a rP u : lo n g a n L o u r
.

)
、

野生荔枝 (L itc hi c hin e n s is S o n n
·

v a r
·

e u sP a n t a n e a H s u e )

等
,

它们均生长在热带季雨林和山地雨林之中
。

在同一作物的近缘野生种资源中
,

由于分布的

地理环境及生态因子的差异
,

又有许多不同的类型
,

例如木棉 (B a m ba x ‘ei ba L
.

)就有深红花
、

红花
、

桔红花
、

浅桔红花
、

黄花等五个类型
,

其中黄花木棉是近年发现的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类

型
。

由此可以看出
,

海南岛热带森林丰富多姿 的物种遗传多样性
。

4 海南岛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现状及其保护建议

由于海南岛的热带森林面积在最近几十年来急剧减少
,

首先是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遭到

了严重的破坏
,

各类森林面积缩小到 已难维持森林物种生存所需的基本空间
,

因而导致了物种

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 的迅速变化
。

目前
,

海 南 岛野 生 动 物 数 量 已越 来越 少
,

例如 海 南黑 冠 长 臂猿 “试, lob at es co nc ol or

hal’ n 。
,

us T ho m a s
)是特产于海南岛的灵长类动物

,

在解放初期全岛中南部山地森林中常见
,

数

量约有 20 0 0 0 头 L’0]
。

但 由于森林面积的锐减
,

致使其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

70 年代仅剩下 5 ~ 6

群约 30 ~ 40 只
,

空间分布只限于尖峰岭
、

霸王岭
、

五指山
、

黎母 山等大林区
,

19 8 0 年后仅见于

霸王岭一地
,

且数量极少
,

只有 7 ~ 8 只
,

其它地区则已变得十分稀有或 已经绝迹
,

霸王岭长臂

猿自然保护区建立后
,

种群的数量有所恢复
,

至 1 9 9 0 年已达到 24 只
5 , 。

其它动物如海南坡鹿

(Ce 二
u : ‘ld i ha in a n u : T h o m a s )

、

海南豹猫 (Fe li: be n g a le n si , 人a in a n a X u e r W
u )

、

黑熊 (S e le
-

, : a rc to s th ib e ta b u s
fo

r m o sa n u s Sw in h o e )等均趋绝迹
。

另外人类过度地猎杀野生动物也是种群

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

据不完全统计
,

70 年代初期从广东大陆等地南下的猎手进行刮网

式 的捕猎
,

全岛每年被猎杀的动物达 2 00 万只〔’0] ;
即使在野生动物变得十分稀少的 90 年代

,

捕猎行为依然未减
,

如笔者 1 9 9 2 年在海南岛调查期间
,

仅 6 月份的 20 余天时间
,

在尖峰岭某

地就目睹了 4 只动物被捕杀
,

其 中野猪 (S us sc
r

oj 盗ch iro d on ta H e
ud

e
)2 头

,

果子狸 (p a g u m a

5) 符国缓
.

海南岛霸王岭长臂猿 自然保护 区山地雨林调查初报
.

海南林业科技
,

1 9 91
,

(3 )
:

21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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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v a ra ha in a n a T h o m a s )l 只
,

巨松鼠(R a r“j乙b ic o lo r h a in a n a J
.

A lle n ) 1 只
。

由于滥捕猎
,

致

使许多野生动物种群 目前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

据统计
,

海南岛有受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15 种
、

二级保护的 87 种
。

野生植物方面
,

情况也不容乐观
,

由于热带林面积的不断减少
,

致使全岛受威胁和变得稀

有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多
。

目前已知灭绝的有爪耳木「Ot op ho ra un iloc ul a
ris (L ee nh

.

) H
.

5
.

L。〕1 种[l’〕
,

生存受到威胁的有降香黄檀 (Da lbe rg ia o d or ife ra T
.

C h e n)
、

海南油杉(K et ele e ri a

h a in a n e n s is C h u n e t T s ia n g )
、

翠柏 (Ca loc ed
r u s m a e ro l护 15 K u r z )

、

雅加 松 (P in u s m a sso n ia n a

L a m b
.

v a r
.

h a in a n e n sis C he n g e t L
.

K
.

Fu )
、

见血封喉 (A n t ia r is t o x ie a ri a L e s eh
.

)
、

海南马兜

铃 (A ri s lo lo c hia h a in a n e n s i: M e r r
.

)
、

崖藤 (A lb e r tis ia la u r

I’fO lia Y a m a m o t o )
、

野生荔枝
、

竹叶

松
、

缘毛红豆 (O r m o sia how ii M e r r & C h u n e x L
.

C h e n )
、

海南粗极 (Ce p h a lo ta x u s m a n n ii L i)

等
。

全岛受 国家及地方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93 种
,

但经过近年的调查
,

又有 83 种已沦为濒危稀

有植物 〔’‘〕
,

建议列为海南省的保护种类
。

有许多物种只有在森林环境中才能生存
,

而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后势必有大量的物种遭到

灭绝
,

特别是热带森林中
。

鉴于 目前海南岛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已遭到严重的破环
,

因此建议
:

(1 )加强热带林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

海南岛在近 20 余年中
,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已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
,

至 1 9 9 1 年底止建立了各类 自然保护区 56 处
6 , 。

保护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3
.

03 %
,

对某些特类物种的保护取得 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

如陵水县南湾的称猴自然保护区和霸王岭海

南黑冠长臂猿 自然保护区
。

因此切实加强现有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

使之能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功

能
,

是非常重要的
。

目前许多自然保护区在人员编制
、

经费
、

设备
、

待遇等方面的均存在不少问

题
,

特别是一些保护区近年扩大 自然保护面积后
,

这些问题尤为突出
,

函待解决
。

另外要增加新

的 自然保护区
,

使受保护的生境面积达到海南岛总面积的 5 % 以上
。

(2 )对现存的热带森林首先以保护为原则
,

在充分得到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利用
。

在

海南岛现存约 26
.

7 万 h m
Z

热带原始森林中
,

属于森工企业的有 1 4
.

4 万 hm
, ,

占 54 % ” ,

主要

分布在海南岛的尖峰岭
、

霸王岭
、

吊罗山
、

黎母山
、

五指山等国有林区
,

成片面积大
,

应切实加强

保护
,

使之能充分发挥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林业企业可在政府的扶植下开展多种经

营
、

以短养长的对策
,

按照农用林业模式进行集约式的人工林群落的建造
,

如对海南岛的珍贵

用材树种鸡毛松
、

母生 (万o m a ziu m 人a in a n e n s。 G a g n e p
.

)
、

降香黄檀
、

海南石梓 (G m elin a h a in a -

ne ns i: Ol iv
.

)等进行人工林营造的同时
,

在林下辅以种植南药 (如益智
、

砂仁 )
、

水果 (如香蕉 )
、

经济作物 (如咖啡
、

胡椒 )等
,

这样既提高了人工林群落的光能利用率
,

又可在短期内增加经济

收入
。

海南岛尚有 46 %的天然林分布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
,

面积较小
,

可考虑成立县级或乡

级自然保护区
,

以保护好当地的水源和自然生态环境
。

(3 )加强对基层干部进行 自然保护等有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

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

在他们

的带领下提高全民素质
,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民素质
。

并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

帮助

当地人民学会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利用 自然资源
,

既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又不破坏其 自然生态

环境
。

对
“

刀耕火种
”

的毁林行为应予以严格制止
。

要加强法制建设
,

提高全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

(4 )加强科学研究
,

特别是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及其与生态环境变化的研究
,

认识和 了解

6) 陈德武
.

对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的区划管理模式的探讨
.

海南林业科技
,

19 91
,

(2 )
:
1 ~ 8.

”李矿明
.

海南森工采伐企业天然阔叶林林分结构的初步探讨
.

海南林业科技
,

1 99 2 (1 )
:
7一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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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胁迫对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
,

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的就地保存和迁地保存的研究和

野生动物饲养技术的研究
,

避免在一个物种未被得到认识之前就已遭灭绝的严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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