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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区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2以保护物种t生态系统或自然遗产为主要目的D但是保护的成败

依赖于保护区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2这是保护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D功能评价就是促进保护区持续

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D本文以模糊逻辑和问卷调查为基础2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功能进行了综合评价D评价

中2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整体功能划分为五大方面2即自然保护t宣传教育t科学研究t社会发展和经济发

展2其中每项功能再进一步划分为"到:个次级指标2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D评价

结果表明2自然保护功能的评价为u好v2其余 ?项功能均评价为u一般vD因而2作为 :方面功能综合的整体

功能状况也为u一般vD卧龙自然保护区五大功能的相对良好次序为<自然保护t科学研究t社会发展t宣传

教育和经济发展D这就意味着2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具有综合整体性2任何方面的功能失调都会影响到

保护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保护区自身的健康发展D改善保护区的整体功能2也必须注重各项功能的相互影

响和彼此协调D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影响保护区发展的各种矛盾2克服管理和决策中的各种片面性和低效

性2促使保护区的管理不断完善2从而保证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D进一步分析卧龙自然保护区各项功能的

次级指标2对从各方面寻求改善保护区的功能状况很有帮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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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4以保护物种Y生态系统或自然遗产为主要目的Z改革开放以

来4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Z自然保护区数目从 MOU[年的 P\个增加到 RNNM年的 MTTM个4分

别占国土面积的 N]MP̂ 和 MR]Ô Z一般认为4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会得到有效保护Z但是保

护区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4它们是否能够真正完成好预期职能往往并不十分清楚Z如何持续有效地进行管

理是自然保护区迅速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_M‘Z在自然保护区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4必须保证其管理质

量的稳步提高4这是自然保护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Z对保护区功能全面科学的评价4能够增进人

们对保护区功能状况的了解4是加强公众监督的必要条件4同时也是改善保护区管理Y实现保护区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决策依据和现实途径Z
保护区的功能经常是多方面的4无视这一事实常常会导致政策的失误Z因此4保护区功能评价必须具

有综合性4即包括保护区功能方方面面的评价Z以前对于保护区的研究多集中于动植物和生境动态及保护

方面4也有一些关于保护区内部资源利用_R‘以及保护区与社区冲突_P‘方面的研究4而保护区功能综合评价

方面的工作非常有限Za+0等_\‘通过遥感数据的分析评价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景观变化Zb#01$#等_T‘评价

了保护区或公园对于保护热带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性Z他们都强调的是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功能4这往往不足

以充分辨识现象背后的潜在问题4以达到真正改善保护区管理的目的Z也有一些研究明确了保护区功能的

复杂性和综合性_WcO‘4但是它们一般是通过赋分与求和的方法来解决评价问题4往往体现的是参评专家的

感受4而专家并不一定对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有充分的了解Z相比之下4当地人对保护区规划管理方面问题

的感受对于评价保护区的功能是很重要的Z而且有些关于保护区功能的问题很难量化Z所以4不可避免地

会用到主观的Y定性的和不精确的数据Z这样的数据经常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_MN4MM‘Z模糊逻辑在处理

定性和不精确数据方面有着独到的优点Z
本 文的主要目的JQMS以模糊逻辑为基础4建立对保护区功能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的数学模式KQRS对

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状况进行剖析KQPS探讨改善保护区功能Y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Z

d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d]d 保护区概况

卧 龙 自 然 保 护 区 始 建 于 MOWP年4当 时 面 积 为 RNN@7RZMOUT年4经 国 务 院 批 准4保 护 区 面 积 扩 展 为

RNNN@7RZMO[N年4卧龙自然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4得到全世界的认可Z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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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区 位 于 中 国 西 南 部 四 川 省 境 内!东 经 "#$%&$’("#)%$*’+北 纬 )#%*&’()"%$&’,+是 为 大 熊 猫

!-./012324567/582/7095,:金丝猴!;<.823.=<790>?@@,:珙 桐!A5B.4.5.8B2/0915=5,等 珍 惜 濒 危 物 种 而 设 立

的C卧龙自然保护区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变化显著+山高谷深+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C卧龙自然保护区受国家林业局和四川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辖两个乡!镇,的 D个行

政村+到 $##"年共有居民 "*&D户+&"*&人C在总人口当中+农民有 ""EF户+*&F*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

口的 G$H$I和 GGHEIC

JHK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采集

试图解决传统保护区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提出了生物圈保护区的

概念L"$MC生物圈保护区具有 )方面的基本功能N保护功能!保护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的多样性,:发

展 功能!在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培育人类和经济的发展能力,和保障功能!为地方:国家和全球关

于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提供研究:监测:教育培训和信息交换等必要支持,C基于这样的概念框架+结合卧龙

自 然保护区的自身特点+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划分为自然保护!0",:宣传教育!0$,:科学研究!0),:社

会发展!0*,和经济发展!0&,&个方面+其中每一方面又进一步通过 )到 &个指标来具体表征+从而构建了具

有 )个层次的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图 ",C
图 "中+自然保护功能!0",又可以 进 一 步 划 分 为 &个 次 级 指 标N大 熊 猫 保 护!0"",:森 林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0"$,:景观与自然资源保护!0"),:生物多样性保护!0"*,和整体环境保护!0"&,C宣传教育功能!0$,又进一步

划分为 *个次级指标N基础设施!0$",:宣传教育手段!0$$,:对当地居民的影响!0$),:对区外的影响!0$*,C科

学研究功能!0),由 *个次级指标构成+分别是N科研基础!0)",:科研活力与效果!0)$,:科研合作与学术影响

!0)),:科研潜力!0)*,C社会发展功能!0*,也由 *个方面的因素构成+分别是N教育发展!0*",:文化发展!0*$,:
社会稳定!0*),:人口素质!0**,C经济发展功能!0&,由地方经济发展!0&",:保护区的经济效益!0&$,和对区外

的经济影响!0&),)方面的因素构成C这个层次结构中+第 )层共有 $#个功能指标C

图 " 卧龙自然保护区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OPQR" STPUVTPW?X?UVYZ[TU\VZ]̂_UP[̂W‘VaW‘]WUP[̂ [Zb[‘[̂QcWU]TVdV?VTaV

社区+特别是生活在保护区内部的社区+经常与保护区之间存在一种重要而持久的关系C当地人的感

知中包含着可以融入决策过程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有助于使各种问题和矛盾得到解决L")MC而且+在

决策过程中亟待实现社区参与和公平L"*MC同样地+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经历了保护区从无到有以及保

护区发展的整个过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具有正确评价保护区功能的基本条件C因此+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对保护区内的农民:工人:研究人员:教师:医生:政府职员等所有人群进行调查C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感

受+对问卷上的各保护区功能指标用e好f:e差f等语言变量做出判断+同时对各功能项目的相对重要性进

行排序!问卷调查表见附录,C调查中共回收了 "F#份有效问卷作为卧龙自然保护区功能评价的数据基础C

JHg 模糊综合评判与模糊识别模型

模糊逻辑是由美国的 hWiV\教授在 "ED&年提出用于表达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模糊现象的一种数学方

法+一般也叫做模糊数学C模糊数学是一种进行不确定性分析的理论+在语音识别:图像处理:控制工程:人

工智能:知识工程和专家系统等领域的应用中已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C模糊综合评判和模式识别模型在模

)F&)期 吕一河等N卧龙自然保护区综合功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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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数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是很成熟的!基于这两个模型来解决保护区功能评价问题!
设论域 "为保护区的整体功能#"$%&’#&(#)#&*+#其中 &,为构成保护区整体功能的主要因素!-为

保护区功能的评语集合#-$./’#/(#)#/01#其中 /2为具体评语!3为各功能因子相对于整体功能的权重

向 量#3$%4’#4(#)#4*+#其 中 4,为 &,的 权 重!通 过 适 当 的 隶 属 函 数 5/%6+构 造 模 糊 关 系 矩 阵 7#7$

%6,2+*80#6,29:;#’<!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集为 =#通过 =$3>7得到!?>@为模糊算子#因问题性质和采

用 规则的不同可以有多种形式:’A#’B<#例如主导因子决定型的取小C取大算子 D%E#F+#主导因子突出型

的乘积C取大算子 D%G#F+和整体兼顾型的乘积C求和算子 D%G#H+等!以上构成了模糊综合评判模

型的核心!功能因子 &,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使保护区功能表现为多层次的体系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保护区

功能的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
模糊识别模型主要解决保护区功能因子的排序问题!本文采用海明贴近度模型:’I<J

KL%3#=+$ ’M ’
0NO3%&2+M =%&2+O %’+

其中#KL%3#=+是模糊向量 3P=之间的贴近度Q0是向量中的元素个数Q3%&2+和 =%&2+分别是向量 3和

=中的相应元素!向量 3为标准模式#是一定范围内功能因子可能获得的最优评价集合Q=为待识别的功

能因子的决策向量!
为了对问卷中调查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处理#给出各语言变量的数量标度%表 ’+!模糊综合评判

中 隶 属 函 数 取 5-%6+$0%6+RN0%6+#也 可 以 看 成 6的 模 糊 分 布Q功 能 项 目 的 权 重 分 配 通 过 S$T85T

%6+RNT2#其中T$%T’#T(#)#T*+#T2是表 ’中重要性语言变量的数量标度!依据表 ’中评语的数量特征#
模糊识别中标准向量的生成遵循 3%&2+$UVW%X,2+#’Y2YZQ3%&2+$U[\%X,2+#AY2YI!

表 ] 被访者语言判断的数量标度

_̂‘ab] ĉbdefbghi_aji_abjklmcbnhdoehjmhimbgfjejbp

‘qhdlkgf_dmj

评语 rsUUt\u -’ -( -v -Z -A -B -I
分值 wxsyt B Z ( ; M( MZ MB
重要性 zU{syuV\xt T’ T( Tv TZ TA
标度 wxV|t } I A v ’

~ 结果

在 !r机上#按照上述模型编制算法程序对所

获 得的原始问卷调查数据%见附录+进行处理!经

过 处 理 获 得 了 两 部 分 结 果#即 保 护 区 功 能 的 模 糊

综合评价和保护区功能项目相对良好状况的识别

和排序!

~"] 卧龙保护区功能的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判的结果%表 (+表明#卧龙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功能%&’+上完成的好%-(+#而在宣传教

育%&(+P科学研究%&v+P社会发展%&Z+和经济发展%&A+Z项功能上完成的一般%-Z+!保护区整体功能%"+是

上述 A项功能的综合!这 A项功能的状况决定着保护区的整体功能状况!可见#对保护区整体功能%"+状

况的评价是一般%-Z+#客观地反映了这种关系!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计算得到卧龙自然保护区整体功能及其

各项功能构成的指标值%图 (+!计算公式为J#T$-8$%#其中 #T为指标值#$为表 (中的评价向量#-为

表 ’中的评语向量!
表 ~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矩阵

_̂‘ab~ ĉbgbjeamf_mgh&klle’’qikf(gbcbdjh)bb)_ae_mhkd

功能 *+\xu[s\, -’ -( -v -Z -A -B -I
+’ ;"’}(} ;"Z’v( ;"((B( ;"’’}; ;";v(v ;";’vA ;";;(-
+( ;";(;A ;";B;I ;"’vv; ;"v}ZI ;"’I-I ;"’(IA ;";-Z-
+v ;"’A’} ;"(v}v ;"(Z;I ;"(ZZI ;";Z-( ;";Z-Z ;";(B}
+Z ;";’v; ;"’(Z’ ;"’BB- ;"v(BA ;"’AAI ;"’v’- ;";-(’
+A ;";;}A ;";v;A ;"’(;I ;"vvIA ;"(vvA ;"’}ZI ;";IvZ
. ;";-B; ;"’}’; ;"’I}A ;"(I’’ ;"’(ZA ;";}I} ;";Z}}

图 (表明#卧龙自然保护区总体上看功能表现为良性!在 A方面的功能中#自然保护功能和科学研究

功能呈现良性#而其余 v方面的功能将会成为保护区健康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卧龙自然保护区 A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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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优劣次序为!自然保护"科学研究"社会发展"宣传教育"经济发展#因此$为进一步改善保护区的整

体功能$就应该在执行好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这两项功能的基础上$着重处理好经济发展"宣传教育和社

会发展功能中有关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图 % 卧龙自然保护区功能的综合指标值

&’()% *+,-./01,+,23’4,3-.1,3.56+,572-6’.23.58.9.2(:;671,<,3,14,

图 = 第 =级功能指标的分组贴近度

&’()= :,’(+>.1+..?(1;?,.56+,6+’1?9;@,1-1’6,1’;(1.70,?>@6+,700,19;@,1

ABA 保护区功能项目识别与排序

通过第 =级功能指标的分组贴近度计算$就识别出了卧龙自然保护区五大功能内部各次级指标的相

对优劣状况C图 =D$为从各方面改进保护区功能"完善保护区管理提供了可能途径#在卧龙自然保护区要进

一步强化自然保护功能$首要任务是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CEF%D$这恰恰是保护区成立以来在功能上遭

到质疑的一个重要方面GHI#同时$从长远的角度讲$还应该把卧龙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功能景观

进行保护和管理#这样才能使大熊猫"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得到真正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宣传教育功

能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强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CE%FD和丰富宣传教育手段CE%%D#在保护区内适当建设用于

普及生态意识和环境教育的场馆$将保护区成立以来各方面的成果转变成通俗易懂具有美学效果的文化

产品C例如图片"科普书籍"多媒体光盘等D$这些还会成为发展生态旅游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和内容#同时

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等多种形式开展生态环境宣传和教育$扩大保护区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

平 上 的 积 极 影 响 和 作 用#在 科 学 研 究 方 面$卧 龙 自 然 保 护 区 需 要 进 一 步 加 强 多 方 面 的 基 础 研 究 和 监 测

CE=FD$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扩大同国内外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CE==D#在社会发展功能上$提高人口素质

CEHHD和发展基础教育CEHFD是卧龙自然保护区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而长期的任务#在经济发展功能上$发展地

方经济CEJFD$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改善保护区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实

现保护区的成本和收益在各利益相关群体中的公平分配#从而激励各利益相关者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中

JKJ=期 吕一河等!卧龙自然保护区综合功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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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积极作用!将第 "级指标看成一个整体#创建它们共同的标准向量#从而可以得到这 $%个 "级指标基

于贴近度的统一排序&图 ’(!在整体排序中#大熊猫保护&)**(最好#地方经济发展&)+*(最差!各功能项目的

相对位置已经十分清楚!功能指标的贴近度越小#在保护区管理和决策中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图 ’ 第 "级功能指标的整体排序

,-./’ 012345627457254861261-579:;25<5-625-:

= 讨论

本 研 究 以 卧 龙 自 然 保 护 区 为 研 究 对 象#应 用 模 糊

数学方法对保护区功能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原始

数 据 的 获 得 采 用 了 问 卷 调 查 法#反 映 了 保 护 区 内 从 一

般 农 民 到 专 业 科 研 人 员 各 种 人 群 和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观

点#具 有 充 分 代 表 性!评 价 和 排 序 结 果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虽然源数据是定性的#但是经过模糊模型的处理使

保 护 区 功 能 项 目 的 良 好 状 况 得 到 了 精 确 量 化 的 表 达#
所得结果真实反映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在功能执行上的

优势与不足#能够为保护区改进工作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保护区功能评价中#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非

常重要的!本文中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ABC(人与生物圈&DEF(计划的生物圈

保护区概念结合卧龙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创建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像国内其他许多自然保护区一样#已经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旅游开发活动!但是#这种开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行为#从属于经济发展功能中的地

方经济发展!因此#指标体系中并未将旅游作为一项单独的功能列出!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二者紧

密联系相互作用!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将两者进行区分#有助于明确两方面功能的内涵和重要性!不同

的保护区特点多种多样#不同的研究者对保护区功能的理解和侧重也可能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研究者

对同一保护区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同一研究者对不同保护区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都可能有所不同#只

要这种变化科学合理就完全可以接受!
虽然本研究中的数据源是定性的#但是如果有关保护区功能的定量数据可以并且容易获得就完全可

以在评价模型中应用#只要建立相应的隶属函数和分类标准进行模糊化处理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定量数

据的输入#可以增大信息量#纠正定性数据中的某些局限性和误差#可望获得更加可靠的结果!对单个保护

区的功能进行评价#可以深入剖析保护区的各项功能#为保护区改善管理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通过计算

保护区整体功能指标值#可以对不同保护区的功能状况进行比较#这可以作为考核保护区的一种手段!
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进行剖析不难看出在保护区的管理中存在着一种倾向!自然保护功能

得到了重视#而诸如教育和发展方面的功能却没有得到充分考虑G个别物种的保护得到了重视#相比之下

当地人的生计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同时#在生态系统H景观甚至区域水平上的

保护和管理几乎不存在!这些问题常常能够导致政策上的失败和保护区管理与当地居民需求之间的各种

矛盾冲突!这种现象在其他保护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保护区的管理中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不仅要在数量上保持适度增长#更重要的是要使保护区的管理质量得到不断改善!

这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功能评价正是引入监督和测评机制H促进自然保护区改善管理的

重要途径#应该作为一项常规制度引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当中来!
客观地讲#自然保护区是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往往不是单一和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经常的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必须重视自然保护区作为复杂系统的完整性以及规划管

理中的尺度问题!在不同尺度上使保护区的功能得到优化和协同是保护区管理的基本取向!
卧龙自然保护区不管是在整体功能上还是在各个方面的功能上距离理想状态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必须加以改善!自然保护是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根本功能#其他功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项功能!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其他功能可以忽略#相反#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实践证明#单纯强调保护往往会远离保护的初

衷!改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I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景观H文化等( 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地方经济#改

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调动其参与保护和管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卧龙自然保护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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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风景秀美!是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乐园!同时也还保留着一些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这些

都是保护区发展的内在优势"卧龙自然保护区内有着众多的野生资源植物!例如已知有药用价值的高等植

物 #$%多种&淀粉和糖类植物 ’(种!还有可提供油脂的植物以及大量野生花卉资源!可以对这些资源植物

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利用方式可以是从野生生境中采集!但是要以不破坏它们的再生能力和生产力为前

提"因此更为安全的方式是选择利用价值高&开发前景好的物种予以人工培育)如花卉&药材等*"秀美的风

景&珍惜的动植物和特色的民族文化是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把野生动植物和风景观赏&民族的特色

文化形式)如歌庄*结合起来!把休闲娱乐&民族风情&回归自然和科学普及结合起来!形成卧龙独具魅力的

生态旅游形象!从而为保护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然!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业事实上已经有了

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规范"在基础设施&产品开发&形象设计和收益分配等一系列硬件&软件和规章上

亟待完善"

)+*调整 农 业 结 构!积 极 促 进 多 种 经 营 卧 龙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实 行 以 农 户 为 单 位 的 分 散 的 农 业 经 营 方

式!使得农业生产缺乏组织性&效率不高"这就需要保护区政府和管理机构充分发挥其组织管理职能!对保

护区的农业发展给以技术&信息&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应当发挥政府和管理机构的中介功能!将保

护区内部的农产品&剩余劳动力等资源与外部市场建立有效联系!实现保护区内资源的经济价值!减小剩

余劳动力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增强保护区的农村经济实力"

)’*加强宣传教育 问卷调查发现!即使在保护区内部也仍有部分人对保护区的功能状况不了解)平

均为-自然保护!+.’#/,宣传教育!0+.#/,科学研究!0#.+’/,社会发展!+.$’/,经济发展!0’.’1/*"这

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待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要以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

为基础!同时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对保护区内外进行宣传教育也很重要"卧龙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以大熊

猫保护为中心开展了众多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图片&数据和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笔可观的财富"要

让这些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就必须做好宣传"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将保护区成

立以来各方面的成果&资料转化成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科普文化产品!通过多媒体光盘&图书等载体和媒

体&网络等形式进行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保护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2*加强生态系统和珍惜濒危物种保护!强调严格执法 加强保护要重点做好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
源头控制就是要在野外防止危害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的行为发生!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难度也很大"从

+%%%年开始!卧龙自然保护区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将社区群众纳入到保护当中!成为保护的重要力

量!并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资助"这项工程的顺利开展将会对自然保护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应该长期坚持

和不断深化"过程控制就是要强化区内各保护站&检查站的监督&检察和执法功能!截断诸如盗伐林木等的

流通途径"为了满足森林采伐和木材外运的需要!在 03($年底卧龙地区建成了一条从映秀中滩堡到卧龙

三圣沟的公路!从而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外界的交通联系"以这条公路为基础!031#年建成了连接映秀和小

金纵贯整个保护区的映小公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路质量的改善!映小公路已经成为连接卧龙自然保护

区及其西北地区与省会成都的一条重要交通线路"这条公路促进了沿途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卧

龙自然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空间上!公路将保护区一分为二!给野生生物特别是

动物的基因交流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公路促进了保护区内外的物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自然资

源的利用!增大了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对交通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与控制!就可以

使交通运输给野生动物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加强保护区的野外巡护以及区内和区际联

防!加大各保护站点的检查和执法力度!就会有效禁止各种破坏和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和改善科学研究 +%世纪 1%年代中期以来在卧龙自然保护区陆续开展了动植物资源调查&
一些野生动物物种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大熊猫的人工繁育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大熊猫的人

工繁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是总体而言!所开展的研究更多地局限在生物学范围内!其他方面需要

研究解决的问题没有充分顾及到"因此!要改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就需要把研究内容同保护区

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立足基础研究并加强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应用性研究!为实现保护区的科

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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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行使管理职能 卧龙自然保护区现行特区与保护区融为一体的管理模式$为了加强卧龙自然

保护区的管理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四川省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辖卧龙(耿达两乡镇$特区与保护

区管理局和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特区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汶川县%业务工作由国

家林业局和四川省政府领导%国家林业局为主$卧龙自然保护区内共有 )*多个职能部门%+**余名职工$在

这种情况下%为科学行使管理职能%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管理实践的高效%必须明确各部门的具体

职责%做到机构精简(配置科学(分工合作(运行高效$首先%应该进一步明确保护区管理局和特别行政区的

具体职能%做到有所侧重%提高效率$保护区管理局应该处于主导地位%侧重于自然保护相关的各项工作%
并且在宏观上负责协调保护区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实现自然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保证自

然保护和区域发展成本(收益在各部门(各利益群体中的公平分配$比如协调自然保护(旅游开发(水电发

展和社区发展的关系$特区在自然保护区的大背景下%其职能应侧重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机构设置

和人力资源配置方面%要精简高层(减少中间环节(充实一线队伍$其次%保护区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保护

区各项工作的检查监督%确保人力(物力(财力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保证保护区各项功能的切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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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保护区功能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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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43 大熊猫保护 X&& &N0NTN(N- (0 U( T- ( 0 & & &
二 8Y> 森林生态保护 X&0 &N0NTN(N- T" -’ T/ T& ’ ( / &
三 89@33 自然资源与景观 X&T &N0NTN(N- 0( "/ (’ 0- . 0 / T
四 H>;@ 生物多样性保护 X&( &N0NTN(N- 0U -’ (0 0( - & / &&
五 H6Z3 整体环境保护 X&- &N0NTN(N- 0& .& T" 0. " ( & (
一 W43 宣传教育设施 X0& &N0NTN( T &0 &- -T TT 0( &( &"
二 8Y> 宣传教育手段 X00 &N0NTN( 0 ’ &" "U 0. &0 &U &U
三 89@33 对当地居民影响 X0T &N0NTN( ( . 0’ "0 &’ 0/ &/ &’
四 H>;@ 对区外的影响 X0( &N0NTN( ( " 0" -0 0T 0&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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