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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保 护 区

杨 一 光
湖南省环境保护办公室 湖南师范学院地理系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

手段
,

特别是对保护珍贵的和濒危的生物资

源 七十年代以来
,

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

保护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
“

人与生物圈
”

的计

划中列人了
“

自然区划及其所含遗传物质的

保护
”

这一项新的科研题目 近年来在世界

各国
,

自然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事业 日益得到

有计划的发展

一

所谓自然保护区
,

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

方面含义上理解
,

前者是单指具有代表性的

自然景观地域
、

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分布区 后

者还包括重要的自然风景区
、

水源涵养区以

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等 如文物古迹地
、

旅

游胜地
,

总之
,

就是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的自

然地域的总称

在我国
,

年第一次提出了国家 《自

然保护区暂行条例 草案 》 年 月

日又公布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同年
, “

全

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

下设 自然保护区区划专

业组
,

专业组于 月召开了全国自然保护区

区划工作组会议
,

要求各省在 年订出各

省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规划

长期以来
,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

利用

所造成的破坏
,

已严重影响到生态平衡
,

为了

维持人类与自然二者之间的协调
,

必须加强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

而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措

施之一
—

自然保护区
,

应逐步建立 起 来

自然保护区是大自然的一个缩影
,

它可以恢

复或接近于 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建立自然保

护区有四方面的意义

保存物种资源 地球上的原始森林由

十九世纪的 亿公顷已急剧减少到约 亿

公顷 生物物种已减少了 一 万种
,

其

中动物种类已灭绝了 种
,

还有 余种

正濒临灭绝
,

植物种类灭绝的数字更为惊人
,

已上百万种 据推测
,

到本世纪末还将有万

余种高等植物种将在大地上绝迹 我国情况

亦很严重
,

目前
,

我国森林面积只有 亿亩
,

覆被率只有 外
,

在世界 个国家和地

区中居 位 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
,

而自

然保护区正是保存物种资源和繁衍后代的天

然场所

自然资源的仓库 大自然是品种齐全

的仓库 由于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
,

有些物

种在减少
、

转化和消失之中 据报道
,

在热带

森林中平均每天就有一种动
、

植物灭绝 我

国也有些植物濒临绝种 如浙江省罕见的珍

贵植物百山祖冷杉只存四棵
、

普陀鹅耳杨只

剩一棵 后来杭州植物园多方设法培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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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小苗
、

舟山新木姜已遍找不到 又如湖南

衡山南岳数十年前生长较多的绒毛皂荚现仅

存老树二棵 生物的演化是不会重复的
,

如

不加以保护
,

一旦从地球上灭绝
,

将是无可挽

回的损失 反之
,

保护得法
,

合理利用
,

生物则

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保护自然环境 人类生存的环境实际

上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

生物是维持这个

系统平衡协调的重要因素 由于它的存在
,

自然界中能量的流动
、

物质的循环才成为可

能 保护大自然和建立 自然保护区正是按生

态规律办事
、

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 如

果一个国家的森林覆被率占国土总面积的百

分之三十
、

且分布均匀
,

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

适宜的生态环境

提供自然界的本底 自然保护区是观

察研究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

保护和发展珍

贵的生物资源
,

引种驯化有价值的生物种类

的良好基地
,

同时它又是科研
、

生产
、

教学等

方面的活动场所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可资对

照的自然本底 它是一个活的 “博物馆
” ,

也

是动
、

植物和微生物物种的天赋
“

王国 ,’

总之
,

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
、

发展和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
,

维护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
,

调

节气候
,

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促进农业生产
,

繁荣经济以及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

都有着

积极的重要的意义

二

建立和健全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体制是

我国近几年内急待解决的任务 年

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

护联盟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第十五届会

议上
,

对保护区的类型与分类问题
,

初步归纳

为十类
,

可供我国建立和改进自然保护区的

工作参考
,

这十种类型是

科研保护区 即进行生态学方面的科

研场所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如同我国

湖南省湘西大庸县张家界林场自然 保 护 区
,

面积 万亩的“天生公园
”

自然遗产区

如同我国江西庐山冰川遗迹
、

桂林七星岩与

芦笛岩等地区 文化古迹区 如同我国河

南安阳殷墟

—
甲骨文出土地区 陕西西安

原始公社半坡人遗址区 , 多种用 途 资源

区 即指多种经济林资源对 国 民 经 济 的作

用 自然生物区 如同我国四川的 “
卧龙

自然保护区
” ,

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和西

南高山林区森林生态系统的 综 合区 自

然景观带保护区 如同我国广东省高要县的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

它具有世界上
“

亚热带

季风常绿阔叶林
”
代表性地区等 历史考

古区 如同我国陕西临撞县城东 公里秦始

皇陵地区

—
“

秦俑
” 称著于世 世界文

化自然遗产区 如同北京猿人出土地的周 口

店地区 管理保护区 即对各类保护区

外围所设置的区域

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区
,

应根据我国森林

面积覆被率低的情况
,

从利用和保护相结合

的观点出发
,

不仅应包括较原始的保护得较

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
,

而且还应包括不

同程度的人为培育维护的植被景观与各种类

型的生态系统 在国际上
,

常常用一个国家

自然保护区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比作为衡量

这个国家自然保护工作水平 例如美国
、

日

本
、

西德
、

扎伊尔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等国自然

保护区 占国土总面积 一 多 以上 有的国

家尽管保护区面积的比例较小
,

如苏联
、

加拿

大等国
,

但因其国土辽阔
,

人口 稀少
,

大面积

土地还处在原始的自然状态

近几年来
,

我国不少环境保护工作者对

建立自然保护区问题提出过 许 多 建 设 性意

见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设置
,

如图 所示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此区应是原始

的保存得较好的自然景观区
,

必须是所属 自

然景观带或大的自然区域的代表性地段
,

包

括各种原始的生态系统 核心区要严加保护
,

避免遭受人为的干扰破坏 它可以为生态系

统的科学研究
,

弄清各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



图 我国 自然保护区的设置示意 图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核心区

缓冲区 外围区 或实验区

与非生物因素的相互关系
、

各生态系统之间

的关系及其对环境和发展经济的作用
,

提供

基本的研究场所

自然保护区内的缓冲区 它是核心区

的外围
,

可以防止核心区受到外界的影响
,

在

保证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原则下
,

可根据

实际需要开展各种科学实验

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其特点是人们

已经利用或开发了的地段
,

一般是在自然保

护区的外围 根据当地环境的特点
,

栽培植

被
,

生产自己特有的产品
,

为当地或所属自然

景观带植被的恢复起示范和推广作用

斗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可分别设在缓

冲区和实验区内

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区划方案
,

年 月全国自然保护区区划工作会议在成都

召开
,

曾设想增加自然保护区到 个左右

现在各省区划均已完成
,

保护区面积扩大到

万公顷 即使这样
,

新规划的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也只占国土面积的 多

三

对于我国建立 自然保护区分区 的 依据
、

方案和方法问题
,

我们不揣浅陋
,

提出以下看

法

建立自然保护区整体指导思想
,

应该根

科 学 呼 卷 明

据当地具体情况和设置的目的与要求
,

确定

适当的类型 总的依据是 保护国家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
,

特别是拯救和保存某些濒临

火绝的生物物种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案应该包括下列几

方面的内容 区域面积
、

范围
、

性质
、

保护措

施
、

预期的 目的
、

机构设施
、

组织领导和经费

预算等方面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方法

可分四级管理 一级自然保护区
,

由

中央管理
,

每一个单独保护的面积一般在百

万亩以上 二级自然保护区
,

由省管理
,

在几

十万亩左右 三级自然保护区
,

由地区 行署

或市管理
,

在万亩以上 四级自然保护区
,

由

县管理
,

在千亩以上

对划定国家一级的自然保 护 区

以保护完整的自然景观为 目的 的 自然保 护

区 这类自然保护区面积应尽量大些
,

包括

所在地整个自然景观多种多样的生 态 系统
,

而且要有足够的场地供受保护的动物 生 息

以保护某些珍贵动植物资源为主 的 自然

保护区 这类保护区的面积不一定很大
,

根

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而定 我国的风

景游览胜地很多
,

大都和名胜古迹结合在一

起
,

并有零星小片的天然森林和一些古树
,

景

色秀丽
,

多为著名的游览区
,

个别地方还有科

研和教学的价值 这类地区一般都有专门管

理机构负责管理

树立长远观点
,

制订地区性规划
,

大力

提倡荒山绿化造林
,

发展林业 森林保护得

好
,

经过几十年或一个世纪的时间
,

人工林也

可转化为自然林

为了对自然保护区加强管理和宣传教育

工作
,

必须抓好以下几项事 要切实贯彻

《环境保护法》和 《森林法》
,

加强保护自然资

源的宣传
,

保护好特有
、

罕见和处于濒危的植

物
,

维护 自然生态平衡 建立健全管理机

构
,

配备专职人员
,

制订实施细则
,

加强管理

工作 积极开展对特有
、

罕见和处于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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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科学研究 生长发育 规 律 和 繁殖 技

术
,

开展生态系统的定位观察等 充实一

年一度的
“

植树节
” 、 “

爱鸟周
”

和
“

文明礼貌

月
”

的活动内容 将保护环境和自然保护

的知识列人中
、

小学课程的教学中

四

关于 自然保护区调查方法
,

联合国确定

国际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调查项目是 植

被及土壤 地形 植物区系或动物区系

的特点 保护的状态 人类的破坏等

借鉴国外的经验
,

结合我国国情
,

制订我

们自己的调查方法
,

势在必行 近几年来
,

我

国对自然保护区的调查工作正在原有的基础

上积极进行 各地调查项目多少不一
,

专业

有浅有深 如 年 月湖南省由科委
、

科

科 学
·

夕
·

协组织的对湘西北八大公山 万亩 一 片原

始次生林地带的调查
,

就是一次综合性的学

科考察 这次考察进行了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

被
、

树木
、

药用植物
、

脊椎动物
、

昆虫
、

气象
、

水

文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专业调查
,

工作比较

细致 进行这种全面性的调查考察
,

为建立

某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当然
,

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

调查的重点不

一
,

要从实际出发
,

拟订不同 的调 查 项 目大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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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环 境 教 育 概 况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

我国环境教育工作是随着环境保护工作

的开展而相应地发展起来的
.
环境教育的 目

的是使人们了解环境的含义及其复杂性
,

懂

得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保护环境的重

要意义
,

树立对待环境的正确态度
.
在从事

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中
,

则激发他们对保护

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

掌

握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知识
、

技术和技能
.
因

此
,

环境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是一项意

义深远的战略任务
.

环境教育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 要
,

要适应环保事业发展的需要
,

要纳人整个国

家教育计划
,

作为教育计划中一个组成部分
,

进而逐步形成具有 自己特色 的 环 境 教 育 体

系
.

一
、

学 校 教 育

学校教育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

两个方面
.
在普通教育方面

,

从幼儿园
、

小学

到中学要普及环境科学知识
.
其目标是

,

在

幼儿园中要使学龄前儿童养成保护生活环境

的正确态度和良好卫生习惯
.
在小学阶段要

培养学生认识环境
,

保持良好环境 的 能 力
.

在中学阶段要使学生对环境的认识
、

观念和

态度有所提高
,

还要加强改善环境技能的培

养
.
在高等教育方面

,

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

业学校的理
、

工
、

农林
、

医
、

经济
、

法律等有关

专业中
,

要普遍设置
“

环境保护概论
”的课程

,

* 本文由姜象鲤执笔
,

刘培桐先生审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