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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野生生物6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定义是科学研究6物种保护和政策管理工作2特别是野生动植物立法和执法方面

经常遇到的问题G对见于各种法规和文献中的野生生物6野生动植物6野生来源6人工繁殖6人工培植6天然6人工合成等概念的

定义进行了分类6比较与分析2讨论了这些概念的相对性和使用范畴2提出了野生动植物的简要定义2并指出了这些概念的定义

需根据实际需要而发展调整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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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学2不仅仅涉及生物学本身的遗传6生化6行为6生态等的方面2也与管理6法律6社会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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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的实际工作紧密相连!在开展动植物研究和保护工作时"经常会在各种文献资料里遇到#野生生物$%&’(’&)*+,-#野生动植

物 $%&’(./&0.’1./(2’./31"%&’().4/../()’56.+,等词汇"有时还用到#野生来源$%&’(56&7&/+,一词!与这些词汇类似的概念如

#天 然 的$/.346.’+,也 经 常 出 现!此 外"还 有 一 些 与 上 述 概 念 对 立 的 概 念"如#家 养$(50*13&86.&1*(+,-#人 工 繁 殖$96*(&/

8.23&:&3;+,-#人工栽培$.63&)&8&.’2652.7.3*(+,等!表面上看"这些概念自身的含义似乎一目了然!如<现代汉语词典=将#野生,定

义为>生物在自然环境里生长而不是由人饲养或栽培?又将#人工,定义为>人为的"区别于天然的?#天然,则被定义为>自然存在

的"自然产生的"区别于人工或人造@AB!但是"这些概念具体应用时"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C究竟哪些物种是野生生物C哪些不是C
哪些被称为家养动物或家种植物C哪些野生动植物是人工繁殖或人工培植所获C哪些应被认定是野生来源C保护和管理部门有

权管理哪些物种C如何看待我国现有的保护管理法规中的定义C却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人们之所以会提出这些问题"一是近

年来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被列入保护名录的物种范围正在拓宽"鱼类-木材和真菌的保护也开始受到人们重视?
二是越来越多的物种被人们栽培和饲养"栽培和饲养技术也伴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划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区分人工来

源和野生来源"有时并非易事"但正确解答这些问题却可能是管理工作的关键!特别是近来"人与动物共患传染性疾病的问题广

受关注"引发了人们关于加强野生动物产品管理-修订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的讨论"而野生动物等相关概念$如野生来源-人

工繁殖来源+的定义就是这些法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鉴于这些概念在研究和保护管理工作中经常用到"是解决和判断问题的基础"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保护

管理工作"特别是对实际工作中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法和执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上述概念进

行深入探讨!
讨论野生动植物-野生生物和野生来源等概念"首先需要分析上述概念的使用范畴和目的!本文将现有的概念分为两类"一

是在行政管理和法律范畴使用的概念"二是保护生物学和野生生物管理学根据研究需要从学术角度给出的定义!下面分别予以

讨论!

D 行政管理和法律范畴的概念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专门关于或内容涵盖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国际环境法范畴也有许多相关的协定-条约!这些

法律-条约等直接或间接给出了野生动植物的定义"以界定该部法律的适用范围!

DED 动物或植物的定义

DEDED 香港<动植物$濒危物种保护+条例=$F/&0.’1./(G’./31@G653*83&5/5)H/(./7*6*(I2*8&*1BJ6(&/./8*+将动物定义为

#任何形态的动物"不论是活的或死的,?将植物定义为#活的或死的植物"以及植物的任何容易识别部分或衍生物,@KB!这两个概

念存在循环定义问题"并没有给出动物或植物的具体范围"不便判断应直接使用生物学上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概念"还是更

加广义或狭义的概念"如所谓#动物,是否包含所有的无脊椎动物!另外"两个定义不对称"对#动物,的定义中尽管声明是任何形

态"但没有明确包含部分或衍生物"可能会在保护濒危物种时引起人们对是否涉及产品-衍生物等类型的争议$这里#衍生物,一

词可能来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英文为 (*6&:.3&:*"是包括加工产品在内的广泛概念"尚没有专门的定义+!

DEDEL <澳大利亚野生物保护@进出口B管理法=$M&’(’&)*G653*83&5/$N*74’.3&5/5)HO25631./(P025631+F83+给出了如下定

义>#动物,指动物界任何死的或活的个体$不包括人+!将#植物,定义为>任何死的或活的植物界成员"包括真菌!鱼类"指鱼纲或

无腭类脊椎动物纲的任何动物"包括鲨-鳐Q!鉴于目前人们通常将真菌单独列为一界"因此"这里使用的#植物界,的概念应比

生物学定义更广泛"但与生物学定义建立了联系!当然"这两个概念的范围会随着人们对动物界和植物界定义的变化而变化!

DEDER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S5/:*/3&5/5/P/3*6/.3&5/.’T6.(*&/H/(./7*6*(I2*8&*15)M&’(U.4/../(

U’56.+在第 AK届缔约国大会上决定"公约所说的植物包含真菌V!这使该公约所述的植物概念实际上包含植物界和真菌界"拓

宽了公约的管理范围!

DEL 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定义

DELED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WB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而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的规定!所谓其他水生野生动物"显然是指鱼类-
贝类-甲壳类等数量较大-并非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这些物种可能由于其重要经济价值而存在大规模商业利用"也可能

尚未发现经济价值"而主要是科研和生态价值!该法将这些物种视作野生动物"但不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内!该法又

WXWK期 周志华等>野生生物-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定义及范畴

Q

V 佚名Y第 AKYAA号决议ZZ标准命名Y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编Y<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正式文件汇

编YKXXWY

佚名Y澳大利亚野生物保护@进出口B管理法$A[\K+Y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Y部分国家和地区野生动植物进

出口管理法律法规及@公约B立法分析YKXXKY

万方数据



将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 !类"一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二是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是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此后&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

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各省政府也有专门的地方保护法规和名录%因此&可以

说&这部法律的调整范围主要是上述各名单包含的物种&但名单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定期调整%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规定"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上述野生植物又分为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类似地&各级政府所颁布的重点

保护植物名录&构成了这部法律的调整范围)0+%在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除了植物界的物种&也包括少数真菌

和藻类)1+&表明该条例中的植物是广义概念%另外&该定义似乎忽视了植物的生态价值2例如&某些植物可能会与某些濒危动物

存在严格协同进化关系3#定义中还提到了4天然生长5&但未给出4天然生长5的定义&可能会存在潜在的执法问题%

-./.6 美国’濒危物种法案2781!年3(29:;<:=>?>;@A>BC>DEBFGH781!3将4植物5定义为植物界的所有成员&包括种子$根和

其他部分%4鱼或野生动物52HCDIG?JCK;KCH>3的定义则为"动物界的任何成员&包括任何哺乳类$鸟类2包括任何迁徙的$非迁徙

的或是濒危的鸟类&其他协定或国际协议也致力于保护的那些鸟类3$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节肢动物或是其

他无脊椎动物&包括任何部分$产品$卵或其后代&或其死体或部分)L+%这意味着该法案认为需要强调鱼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不同

之处&但将两者均作为该法律的管辖范畴%法律还规定了详细的调整物种名单的程序&使之成为一个动态过程%但是&这一定义

也显得过于繁琐&特别是对鸟类的定义&各定语之间有交叉%

-./.M 新加坡的’野生动物和鸟类法案(2NCK;E:CO<KD<:;PC?;DEBF3&该国的动物保护工作主要是由检疫部门执行&因此&该

法 案给出了专门的4野生动物和鸟类5的定义&即4包括所有动物和鸟类物种&野生天然&但不包括家养的狗$猫$马$牛$绵羊$山

羊$猪$家禽和鸭5)8+%这一定义将动物与鸟类并列&似乎与各国法律和习惯均有不同%通过列举法排除了一些家养动物&但总体

来讲不够科学和明确&例如&家禽包括哪些物种Q家禽与鸭并列是否适当Q不排除以后可能会引起执法争议%
上述法规确定了野生生物$野生动物或野生植物的概念%这些概念与严格的生物学概念不同&主要考虑在有关管理工作中

的使用方便&因此有的概念罗列了若干物种&但严格来说这些概念尚不全面%

-.6 人工2圈养3繁殖和人工培植的定义

-.6.- 加拿大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条例(2NCK;E:CO<K<:;RK<:FS?<;>T>=UK<FCG:D3将4人工培植5定义为4在人工控制条件下

由种子$孢子$花粉$组织培养物或其他繁殖体生长而成5%4圈养繁殖5定义为4如系有性繁殖&是在亲本交配时所在的控制环境

下出生或产生&或是其配子被移入控制条件下#如系无性繁殖&在控制条件下生产或发育5)7V+%但是&这些定义并没有指出人工

控制条件的类型和范围%另外&这里的圈养繁殖包括了子一代%

-.6./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将圈养繁殖2W?>;C:B<AFCX>3定义为"如系有性繁殖&亲本交配于或配子以其他方式

被转移到某一控制环境下&如果系无性繁殖&在后代开始发育时亲本处于某一控制环境下%圈养繁殖种群维持的过程中不从野

外捕获标本Y&除非科学机构提出如下建议&并获取某物种的一些个体或其卵或配子不会对该物种野生种群生存造成危害&偶

然地从野外补充一些动物或其卵或配子%已经繁殖出子二代或后续子代的后代&或其管理方式已经被证明能在人工控制环境下

能可靠地产生子二代%人工培植2<?FCHCBC<KA?GA<=<F>;3定义为"由种子$插条$分株$愈伤组织或其他植物组织$孢子等在控制条

件下生长的活体植株&控制环境条件的形式包括耕作$施肥$除草$灌溉或诸如盆植$整床等苗圃作业或防备恶劣气候的方式Z%
这可能是目前最严格而详细的定义&包括了大多数人工措施%同时&对圈养繁殖动物的定义严格排除了子一代&比对人工培植植

物的定义严格%
该公约还专门将4捕自野外的标本饲养在可控制的环境中5定义为4捕养52?<:BIC:=3[%这一概念主要用于一些在野生环境

下卵的孵化率和幼体成活率比较低而在人工控制环境下有明显增加的物种&特别是鳄鱼等爬行类动物%这使上述情况区别于一

般的野生来源的物种标本&并在国际贸易中对牧养物种标本规定了比野生来源标本更加宽松的管理政策%

-.6.6 ’欧 盟 野 生 动 植 物 进 出 口 管 理 条 例(29U?GA><:\:CG:T>=UK<FCG:DG:NCK;]<U:<<:;]KG?< ÔAG?F<:;9_AG?F

*V! 生 态 学 报 ‘*卷

Y

Z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 77a70号决议bb捕养以及由附录 降̂列至附录 ^̂的物种的捕养标本的贸易a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编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有效决议和决定汇编&‘VVVa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 7Va70号决议bb圈养繁殖动物种的标本a见"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濒 危 物 种 进 出 口 管 理 办 公 室 主 编a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有效决议和决定汇编&‘VVVa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标本不同于生物学中的标本&其含义十分广泛&它包括活的或死的动植物及其可辨认部分或衍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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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承袭了上述定义*确定+圈养条件下繁殖和出生,是指-如果是有性繁殖物种的标本*该标本属于其亲本交

配所在或亲本合子被转移到的人工环境下出生的个体*或是来自于这些后代的衍生物.如果是无性繁殖物种的标本*该标本则

应属于其人工控制环境下/后代开始形成时的环境(亲本的后代或其衍生物.繁殖原种不含来自野外的个体*个别按当时使用的

法律规定从野外补充的动物个体0卵或合子除外.人工繁殖原种自身已经在人工控制环境下繁殖出子二代甚至更多的后代*或

者是在一种已经被证明为确实能产生子二代的环境下得到经营和管理.
该条例确定的+人工培植,的定义是-该标本是由种子0插条0分裂组织0愈合组织或其他植物组织以及孢子或其他繁殖体在

人工控制条件下/如通过人类操作而受到集中干预的非自然的环境(长成的植物或其衍生物*这些人类的操作和干预方式可包

括-耕作0施肥0杂草控制0灌溉0或其它培育措施/如罐装0分层0气候防御(.单树种造林所产生的木材标本可按照上述规定被视

为人工栽培标本1234.

56768 人工繁殖9培植有一些很难界定的过渡类型*例如*在东南亚国家*对于某些珊瑚种类采取类似+培植,植物的方式*采集

野生珊瑚*取其+芽体,种到珊瑚礁上*但又没有过多的人为干预.这样获得的珊瑚*并非子二代*但又不宜绝对视为野生来源.目

前*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对这种动物培植类型的准确描述.此外*有的物种已经在野外原来的栖息地绝灭*人们又将其圈养繁殖的

种群重新释放到原有的栖息地中*称为再引入/:%;#’:<=>?’;<#(*如麋鹿.有的圈养繁殖个体被主动或无意地释放到野生环境中*
称为释放/:%@%"A;#$(.这样的个体也难以明确认定其属于野生来源还是家养来源.当然*被释放的个别种如果在非原产地定居

下来*成为入侵种/;#B"=%:(*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符合上述关于人工繁殖和人工栽培定义的动植物即被视作野生来源的动植物.

568 天然和人工合成

还有两个需要区别的概念*即天然和人工合成.天然的并不完全意味着是野生来源的.例如*人工合成的麝香和牛黄是指通

过化学手段在体外生成的产品*而天然麝香可能来自野生的麝*也可能来自人工繁殖的麝*而天然牛黄则基本来自家牛*这里

+天然,是指通过动物的自然生理过程产生出来.因此*在谈及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概念时*一般避免使用+天然,一词为宜.

C 科学研究范畴的概念

C65 动物和植物

目前的生物学将自然界的所有物种分为 3界*即原核生物0原生动物0动物0植物和真菌界*有的学者把自然界的所有物种

分为 D界*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病毒界.通常所说的野生动植物*从分类角度讲主要是指动物界和植物界所有成员.

C6C 野生生物

科学家在研究野生动物管理学和保护生物学时*也经常提到野生生物/E;@=@;F%(.这是一个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概念.广

义的野生生物概念当然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非人为控制环境下生存的各种生物.而在野生动物管理学的早期研究中*+野

生生物/E;@=@;F%(,一般被译为+野生动物,*仅指用于娱乐目的而猎取的动物*即所谓狩猎物种/$"&%AG%?;%A(.此后*野生生物的

范围不断扩大.H";@%I在讨论野生动物管理学时*根据研究目标将+野生生物,定义为所有自由生活在它们自然相应环境中的脊

椎动物1224.显然*这也是应用于特定目标的狭义概念.J<K;#A<#和 H<@%#在讨论野生动物管理问题时*则指出实际上并不存在

一个简明的0公认的野生生物/E;@=@;F%(的定义*这一概念可能包括所有人类所控制环境以外的*并非人工栽培或家养的野生动

植物*也可能被一些专业人士用来专指所谓+高等,的生物*特别是鸟类和兽类12L4.!<>@’<#和 M"#=%:A<#在研究野生生物问题

时*则将野生生物定义为属于动物界的任何活的0非人类的0不是家养的有机体12N4.前面提到的美国O濒危物种法案P就受到上

述历史因素的影响*将 E;@=@;F%一词与鱼0植物并列*而专指非鱼类的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今天*随着科学家们对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关注*野生生物早就不限于兽类0鸟类0爬行类0各种高

等和低等植物0鱼类0无脊椎类*甚至还包括各种原生生物0真菌0细菌等野生生物.这种概念的不断拓宽*在有关野生生物的学

术 刊物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创办于 2QNR年的杂志 S<>:#"@<FT;@=@;F%!"#"$%&%#’/O野生动物管理杂志P(在创刊后很多年*
主要登载研究鸟类和兽类的文章*其中又以狩猎物种为主*尽管其将野生生物管理定义为+所有脊椎动物及其所在动植物环境

的 实践生态学,.但是*近年来*该刊物发表的关于爬行类和两栖类的文章不断增加.另一种杂志U"’;<#"@T;@=@;F%/O国家野生生

物P(则发表所有关于植物0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文章.
当然*在特定的研究中*人们也会根据需要给出一个较为狭义的野生生物定义.

C67 野生条件和圈养9栽培条件

在科研工作中*一般不需要象执法和管理工作那样*对研究对象是否野生来源给出极为严格的定义.通常*研究者只是把研

3VNL期 周志华等-野生生物0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定义及范畴

) 佚名W欧盟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W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主编W部分国家和地区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法

律法规及1公约4立法分析*LVVLW

万方数据



究对象的现有状况区分为野生条件和圈养!栽培条件两类"并对野生个体和圈养!栽培个体进行研究对比"或是利用对圈养!栽

培个体的研究弥补野外研究的不足#

图 $ 野生动植物等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 )*+,-&./01&20,3./’45&+67,8/,,/67+.9,:,/6.-1*9

;./;*2-0

< 各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及=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定义

<?@ 各概念的相互关系

图 $说明了上文涉及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尽管有

时人们将野生生物与野生动植物混用"但严格讲"动植物只是通

常所说生物的一部分#野生动植物并不是等同于野生来源"而是

与非野生动植物"如家禽A家畜A农作物等相对立的概念"野生动

植物可能为野生来源"也可能为圈养繁殖或人工栽培来源#

<?B =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定义

综 合 上 述 情 况"建 议 将=野 生 动 植 物>定 义 为 自 身 或 上 两 代

亲本来自野生环境"或虽然由人工繁殖或人工栽培所获"但仍需

要不定期地引入野外个体的基因的动物或植物#广义的野生植

物 也包括真菌和藻类#这一定义主要是考虑CD$E强调野生动植

物可能来源于人工繁殖或培植"能够减少人们在讨论野生动植物问题时对野生动植物和野生来源的混淆#DFE尽管有的野生动

植物没有或不必被列入各类国家A地方的保护名录"但这些物种在养殖D培植EA屠宰A加工和经营利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受到

政府的监督控制"否则"一方面有的普通物种会因为过度利用而成为被保护种"保护工作总是滞后于生产经营活动G另一方面"
人与动物共患疾病或其他威胁人类健康的问题也会不断发生#DHE同时考虑已列入和未列入保护名录的物种"有助于建立动态

更新的物种保护名录#应在起草和修订相关法律时"考虑增加类似的比较广义的定义#DIE物种在自然界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应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避免使用=有益>A=科研价值>等人类主观色彩较重的词汇#=野生生物>一词"中文使用不多"不妨和=野生

动植物>一词通用#
至于野生来源或人工繁殖D培植E来源问题"J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K对人工繁殖动物的定义充分考虑了有性繁

殖A无性繁殖两种不同体系"并以野生来源的亲本群体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繁殖的子二代为界限"将人工圈养的子二代以上的野

生动植物视为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J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K对人工培植的定义也详细列举了不同的繁殖类型和人

工管理措施"有很强的操作性"已逐渐被各国普遍采纳#我国的法规对野生来源或人工繁殖D培植E来源问题尚没有专门定义"已

经在实际工作中引起了一些争议#建议沿用J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K关于野生来源和人工繁殖D培植E的定义"并写入

适当的法律文件"以便在国内管理中应用#

L 讨论

以上对野生生物A野生动植物A野生来源A人工繁殖A人工培植A天然A人工合成等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但是"我们应

当注意到"这些概念具有相对性"如在生物学中"动物与植物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因为存在着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过渡生

物类型#而在野生生物的立法和执法中"人们要求这些概念是明确的"否则将会导致立法和执法的困难M$IN#

L?@ 概念具有相对性

有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A严格的边界#例如"野生生物与家养动物或家种植物就并非完全对立"两者之间存在一些过渡区

间#因为野生生物与家养动物或家种植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生存环境的不同#有的物种可能正处在从野生走向家化的过程中"
如孔雀"有的已经基本被家化"如典型的家禽A家畜#正因为如此"某些物种的管理地位才会受到广泛争议"如人工饲养的鸵鸟和

梅花鹿等究竟是不是野生动物的问题#
野生来源和人工繁殖!培植之间"也存在许多过渡类型#有的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正在从圈养繁殖向半圈养乃至野生状态

发展"如我国的麋鹿#有的个体在卵或幼年阶段处于人工控制环境"生长后期却被释放到野生环境中"不再受人工活动干扰"如

人工孵化后放流到江河中的中华鲟#有的个体卵或幼体来自野外"成体却生活在人工环境中"例如许多种鳄鱼#J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K中定义的=捕养>和=子一代>就是两种过渡类型"前面提到的珊瑚=种植>因出现时间不长"人们甚至还正在

寻找确切的用词以描述这种=种植>方式#
对于在野生与家养之间存在各种过渡类型"定义一个物种是野生还是家养"往往需要综合考虑该物种的生物学A遗传学A驯

化历史和社会A经济因素作出判断#

L?B 概念的实用性

使用任何概念"都要充分考虑具体的环境和需要#当涉及条约A机构的名称时"简明A通用往往成为重要因素#因此"平常所

说的野生植物大多包含真菌"我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将一些真菌D如松茸 OPQRSTUTVWVWXYZXW[\E纳入了保护管理范围GJ濒

]̂H 生 态 学 报 FI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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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已明确包含真菌"但显然不会因此而改变该公约的名称#有时"为了强调某些概念"又会使用较

长的名称"例如"美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被称为$鱼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强调了该机构对鱼类的管理职能#

&’( 概念应根据发展不断调整

一方面"随着人类对自然保护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已经从关心单个物种的生存发展到关心整个地球不同层次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关心生态系统的功能"关心整体生态环境"因此催生了保护生物学这样的新兴学科"野生生物和野生动植物的概念

也随之不断拓宽#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情况和不断改进的科学技术"也要求应用野生生物的概念要能够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因

此"野生生物的概念从狭义逐步演变为广义"人工繁殖或人工培植的定义则从笼统演变到日益严格而具体#今后"这些概念也还

会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 对我国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启示

比较以上各种定义"建议我国在就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进行立法时"应注意一方面吸收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立法经验"
一方面充分考虑生物学技术)如克隆*和养殖手段的进步"制定明确+严格而实用的定义"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减少在管理

和执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麻烦#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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