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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染色体 在游蛇中，性染色体已开始形杏上的差异，如靛青蛇 (Drymac~,on c．coraia)，第 对染色体 已 

分化，其Z为中着丝点染色体，而w已通过臂间倒位成为端着丝点染色体}但有的游蛇 (pseustes s f 一 

ve~S)尚束发现异型性染宅体 【 总之，三染色体，从蟒蛇至瞳蛇均设有变化，而w染色体则发生由 同 

型向异型的演化 

鸟兽类是高等脊雄动物 其性染色体已高度分化，而性别是由异型性染色体决定的。一般认为，性别 

_戋定基因是逐渐积累的，含有性别决定基因的染色体发生倒位，避免交换．从而导致性染色体分化，印由 

同型向异型分化}由环境决定性别。趋向稳定的异型染色体决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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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ES OF STUDIES ON EN VIRONMEN TAL SEX 

DETERMINATION IN REPTILES 

W ang Peichao 

(zoo—ec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Dept． B|oio~y，East C 缸 口NOrmaI univ 5缸 ，ShaaghaD 

1． Two sex determining mechanisms in reptlies have been obs~rved}(1)the 

heteromorphic sex chromosomes or heterogametie sex detrmlnaton，and(2)the envi- 

ronm ental sex determ ination． 

2． The sex chromosom es are comm on in snakes and som e lizards，but appa— 

rently rare in turtles and absent in corocodilians and the tuatara． 

3． The environmental sex determ ination is com m on in turtles and has been 

reported with three lizards and alligators． 

4． Certain extrem e environment conditios of affect the phenotype of heter— 

ogam etie sex determ ination in reptiles． 

5． The H 一 antigen is expressed only in the heterogam etic sex
．
Therefore， 

I f一 antigen could be available tool in determ ining the heterogam etie sex in 

reptiles． 、 

Ke y w 0 rd ： environm ental sex，rep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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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人口容纳量 

吴聿明 林 昌善 
(北 京大 学生物系 ) 

搞 薹 

人口环境窖纳量是直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承平相遣应 的．它体现在^粪智力发l屉水平，经济结掏 的 

合理性以及各^在行业 中所占位置．本文据 l982年人 口普查l0 抽样资料对我国劳动力分布进行了 分 

析，并揎出t劳动力分布不平新反映出社台生产力 的落后，自然资幕与人力赍毒【的浪费．我国的表牧 撞 

业资源还有着巨大的潜力，且要囤蕈对，人耳其才，钾屏其用，使资凉樽蓟台理地井发和利用，夸后 50 
-- I'00年 内，我国l虚 杖趋韭赍幕将可满足l 6亿人口科学膳食需求 ． 

关■饵 中国^ 口，容纳量． 

一

， 人类生存空间 

生物种群的栖息地被称为生境，生物在其中所占时空位置和不同功能作用称为生态位。生物利用生 态 

位分化等手段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使生物种群得 壮大。这一现象启发我们讨论人类生存空间的问 题。 

我们把适于人们生插、工作的场所并能给人们提供生活所需资源的空间称为生存空间，它不等于人 们 

所占空间的大小。人类可 适应、改造环境和利用各类资源。如果把人们从事不同的行业与生物生态位相 类 

比，不同的行业占有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空间宽度，人们将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位置，使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参看图1) 

畦 

露  

聪 
椒 

生存空间宽度 

匿 1 生存空问和赍酥刺用示意盥 
Fig 1． Schem~show~g恤 amount of sonfcc survival space 

spectrum．tk details afe explained i丑the xt 

曲线A，妇分别表示潜在环境资源供给量和一定历史时期中人类利用资源程度。x。 m 0mI，x̂ =m zm ， 

⋯ 为d，b⋯行业的生存空间宽度。所围面积是各行业所利用生存空间和所开拓的资源水平。人类社会 各 行 

业间存在着生产链关系，一种行业的兴衰可以引起相关行业的成败。从圈1可看出行业闻可交叉和共同 开 

发环境资源。Ⅱ， ⋯曲线是智力资源开发程度的函数，具体表现在该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人类智力资源 开 

发速度是一种特殊超越函数，它比人 口增长速度大得多，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并非简单算术级数。现 在， 

世界人 口是十八世纪末的 5倍，但一天中人类完成的发明，创造，论文、信息交流等比十八世纪末的若干 

年的总和还多。与此同时，l98o年全世界的社会总产值是1800年的500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 口环 

境容纳量也就出现新的饱和点。产业革命 前，多数劳动力被束缚在农、牧业 卜，虽然 当时环境所 提供的 资 

源甚多，但资源年Ⅱ用率却有限，从而养阿的人 口也有限。 

罔人类文明发展的限{ 许多种资源尚未被人类认识和利用。仪就维持生命系统的活动所需的主要 能 

率文 于198 5年 1】月22日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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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而言 ，迄今为止 ，主要来 自太陌能及其贮奢物。但人 娄对太阳能 利用率不及太阳辐射到 地 球 能 量 的 

1 。此外，核能，岩浆能源等尚未开发利用。基于能源在生命活动和物质转换中蛇特殊地位，至令人 类 

文明发展与能源剥用增殖几乎是同步的。故随着新能撼的开发利用必将导致环境资担利用的改删。若以R̂  

表示潜在资源供给量，R 表示一定的文明阶段所利用资源的程度，尉：R >>RP。R 依赖于各行业中人 

对资源利用的贡献。 

=、产业结构、劳力分布及资源利用 

由表l可见，我国从事农、枯、牧、渔业的劳动力l占总劳动力的 73．7 ，比表中其它几个国家都高， 

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很不合理。 ’ ， 
● ● 

衷 1 世界上几个宙索人口行业分布比翻 ， ( ) ．． 

Table 1 0ceupational distrlbution percentage of‘nmfional economic eclivttte； in seYe~a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 

’  

·  

～
～  

～  l 洪都拉新 印疰 印度尼西亚 南朝鲜 丑车英国 曼国 
农林 牧挺业 73．72 6i．0 f 72．1 B2．2 49．0 I 3．8 f 0．B 3．g 

矿 业 i．58 0．3 1 0．5 0．2 0．7 0．3 I．B 0．8 

稍 遣 业 l Ii．84 ii．3 j g．5 7．4 17．4 24．g 34．4 20．2 

建 筑 业 I 2．i0 3．2 i 0．2 1．g I 3．8 8．g 7．0 6．0 

运}宣最讯业 l I．79 2．7 2．4 2．3 3．4 0．3 B．B 6．4 

其 他 籽 业 l 口．0 3 2I．B I 6．3 2．6 25．7 45．8 i 47．8 50．7 

i l 1 992 l 1 974 『 1971 I 975 I I口75 ig71 J 1 DT0 l070 

裹 2 袅置耕地、蕈一、蠢林、水域囊曩利用情况 

Table 2 R~SOUZCO o E culfiva／~d landt foreset land and aquatic lazd in Chin8． 

百 ‘10 。85⋯ 1 0 ；i ·。ji98 0o4099 1 222· 。· l。· j‘·。l。·。 其中-可葬面科 1． 1 ·50 j l l 已 Ⅲ l0． 【 I J l l 海洋滩撩 l0． 1 0· i I l 
五 i要为七十年代束八十年代初材料I 2， ， ． 1g82年普查致【”．酣 1981年前我国畜牧业圭要贡献是养 

猪业 ．草席 所产 牛羊 内， 牛奶 等产 值 不超过 畜牧业 产值 的 5 ． 1口B7年 数据 ”· 

如重视林牧渔业生产，将其与粮食兰 产干日提并沦，我匿资源利用将是男一番景象 (参看丧 2)。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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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翦j 是章明等}论我国人口容纳量 

1． 草原 资料表明 畜牧业先进国家人工草场占草原面积的60—65 ，每年平均亩产干草65O公斤以 

上。好的人工草±而亩产粗蛋白超过85公斤，平均生产 1公斤牛羊肉需干草22公斤。高于一般玉米、小麦粗 

蛋白亩产量。我国新疆，内蒙的许多草原环境并不比畜牧业先进国阿根廷，澳太利亚草原差，至少有 3O 

草原 (约l6亿亩)可成为人工草场 (纬度比我国内蒙高的蒙古 1985年对4o 草地供水，计划199o@-X~89,o~ 

草地供水)。如 我们对草地供水、施肥，m每劳力经营 3o 亩，约需劳力 5千万。以亩产干草 350公斤， 

35公斤干草转化成 1公斤牛羊肉，可产牛羊肉1600万吨。此外，尚有29多亿亩荒漠草原，南方有 6— 7亿 

亩草山，草坡以及年产约5亿吨秸秆等。与前项合计至少可提供牛羊肉 2— 3千万吨 上及大量皮毛、乳制 

品，并带动相关行业。因此，我国草原资谅提供在业人员可选 1亿左右。在美 国，牛、马、羊等饲料60— 

70％m上来源于多年生牧草。而许多国家大农业产值构成中，畜牧业产值常占一半以上。 

2． 森林 世界林术平均生长量 3— 4米v公顷·年毋 国森林林地约为18．3亿亩，占国土面积12．7 。 

按 3米 ／公唛·年生长量计，每人经营 5公顷，可接纳劳力 3— 5千万。再加上经济林、林产品加工业，经 

济效益以及对劳力的需求就更多。 

5． 水域 淡水养鱼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1987年全国池塘年平均亩产鱼125公斤，广东顾德26万亩池塘 

平均亩产5o4公斤 ⋯ 。我国内陆水域约92 分布在爱辉一兰州一瞬冲一线东南，地处热带、温带，鱼类生 长 

期长，而且生长快。按年平均亩产水产品2O0公斤计，每劳力能经营 3— 5亩水面，连同相关产业则需 3— 

4千万劳力 ，并能提供 2～ 3千万吨以上水产品。农、杯，牧、渔各业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如形成 良 

性生态循环，1亿多剩余劳力也有了用武之地【6]。尽管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多，但就开发程度而 言， 

潜力很大，待开发的资源报多。 

工业革命把被束缚在农牧业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而促进了农林牧渔发展，经济活动重心包逐步 移 

向工矿，企业、城镇。从生存空间观点，只要解放农业劳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劳力 分 布，把农 村 城 镇 

化，使农王一体化，既发展农林牧擅又发展多种产业，大力开发智力资蔼，人们的生存空间才 会 相 应 扩 

大，各种资源才有可能充分利用，R 才能取得较大值。 

裹 5 奉世纪若干年份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比较裹 ¨ 

Table 5 A comparition table sbowing yield O￡~rsin，Im~or p~ duction，rate，of agriculture 

laboT in seversl years of thIs cen／ury 

备 注 。： 一 。 。年集中劳力占L事粮童生产，粮食商品率约。 1鋈餮 装置差季蔡翥薹 曩星妻 l步改壹 l务农 
按解放前农业』’口占总人口82—84 诂值．估许农业劳诂力约占总人口3o 左右．壬士选估计】。33年约为t．0亿』’为 
I o S3--49~间最高值，我们取总人 114．5亿』’，可能值高些。 ‘ 

I 9 ?年农村 劳动力趣3．B亿』’，约0．8纪农村劳动力矾事第=第三产业，1／3一】，卫震户兼营他业 ． 

1981年前，尽管农业生产投入较多的劳力，但粮食、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参看表 4)。在农村普遍 实 

行承包制后 (1981年后)，随着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产业结构得到逐步调整，科学种田鞍为全面推广。至 

1987年止，农村 事=、三产业人数超过8000万人。此外，抽样调查表明．有l／2—2／3农户在种地同时兼 

营第二、第三产J2。虽然务农劳动力和粮田面积都硪少了．各种农业产品 却显著增长，平均农业劳力的劳 

动生产率明显提 高。这 期间 ，粮食每亩单产比1978年增产72公斤，单产提 高2／5。现在农村毋有 1亿的 剁 

余”劳力及大片闲置的林、牧，渔资源，空白的产业和待推广的技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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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我国若千年份农业增长指数比较 (1952年为100)夏一些年份平均增长率 ( ) 

Table 4 Com parasion table showing the increasing xale ot several years and average ot 

increasing rate for Several years (The year 1952 is 100) in agriculture ot China 

19 年 】 1976年 10 78单 198J年 198 7单 】953—1p 78~。I QTO
-- I Q87 1gB2— 1Q87奄 

鞍 1 O0 I l 74．7 1 85．9 1口8．3 245．5 2．23 I 3．】4 3．62 

拂 100 } 157．6 Ie6·2 227．6 32i．3 】．9 f 7．60 5．01 

油 100 t 95．6 124·4 243．4 3B3．T 0．84 『 12．68 B．●2 

内娄 10D 2 30．6 253‘。 3 2．5 56T．2 2．37 9．39 7．3 

牛 羊 内 1 O0* 195．3 1i．8 

水 果 1 O0 206．6 68, 319．3 B34．口 3．88 l J D．O2 i2．I 

水产品 1O0 l 267． 216·4 560．0 4．O2 5．OB 】2 

牛羊 肉以 】981年为 100． 

三、从食品资再谈我国人口环境容纳量 

裹 5 奠国(1978年)，日本 (1975年)，中国 (1983年)食物消费■夏蛋白质、童糟供培热■值 ，， 。 

Table 5 The amolint ot fo od conlli]p~led and protein supplied w ith cslcu]aleds calories value 

i丑 U．S．A，Japan and China 

≥。～ 
～

～  

美国 (公斤／年·人) 日车 (公斤／年·人) 中国 (公 斤／年·人) 

答 物 iI 9．5 2 32．0 

食 糖 

薯类 

聋菜 1I1．5 13 ‘● 

水果 62．5 i4． 

晦类 1 T．0 

壹 娄 35 8．8* 

蛋 类 3．5 

奶 类 53．5 3．0* 

珀 脂 26．5 

聋白霞 】06． ¨克／日 8B．6克升 ／日 82．8克／日 

热量获堆檀 35 3 千卡／日 2847千卡／日 28 T千昔／日 

’1987年值 H 1986年农民稍费量 ¨ 1qT6一l 97 7年闻萤、日乎均值． 

1． 近十几年，美国、西欧阻过量取食糖、肉而产生多种癀病，掀起了营养革命，已否定了 “动物 蛋 

白屹得越多越好 的偏见。侧如，英国l964—1966年，1969--，970年，l974一l976年，l980--1982年阃，每 

人平均日热量摄取值依次为3360千卡、3356千卡、3248千卡、3210千卡I每人平均日摄蛋白质为93．0克 ， 

98．6克，90．5克，89．0克 ⋯ 。均呈递酸而趋于台理膳食范围。美国人均 日摄取蛋白质从1980--1982年问降到 

104．8克 ⋯ 。曾被人称为 “不良式”饮食结构的日本正被西方人所 学习，研究。按美国专家意见，每人每 

周至多吃300克左右瘦牛羊肉即可满足人体对动物蛋自的需求， 此计算，l5亿人每年约需 3千万吨的牛羊 

肉。如保持现有改造草原速度，3O年后我国草原可达到先进国家7x平。这意昧着可提供 2— 3千万吨牛羊 

肉和大量乳制品 实际上 lg82一l987年间牛羊肉增长平均速度为儿．8 ，如 此速度的一半增长．5o一6o 

年后即可达到 目标。再加猪肉 (1987年产 1780万吨)、禽类，可满足我国^口增长的需求。 

2． 从裹 2知，亩产粮500公斤啊』．的稳产保产田已有 3．5亿亩．在耕地而积略有缩小情况下，l9s3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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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是聿明等：论我国人口容纳最 

1987年，197 9—1 987年间粮食分别平均年递增 2．6 、3．14 。如鸯后!： 1．5— 增长率计，百年内粮食 

产晕可这 8-- 1 5亿吨 (包括饲料根等)，可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四、讨 论 

本文从行业结构、农业资源等方面讨论了生存空间概念和我国食品资源所能养旁人口数指出我国劳 动 

力分布的不平衡性，自然资源和人力资豫的浪费，因而显出生存空间局限性。人多是压力，同时又是巨 大 

动力和难肼估量的资源。近年．最圈沿海一带生产发展较快，与人力资源得到较充分开发是分不开 的。／口 

辱国筇对A们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和合理利用生存空间，就可变，凡多劣势为优势。人口环境容纳量是直接 与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通应的，它体现在人类集合体的智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在各 行 

各业中所占的生存空间位置。我国人口达15亿时人口密度为156人／公里：。现在发达国家人口密度超此值的 

有欧洲共同体 (170乡人／公里 )，奠中西德，英国分别为245人／公里 ，225̂ ／公里。，日本 1980年人口 

密度选314／公里 。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环境容纳虽出现了新的饱和点，这促使人们不断探索 和 

发现新的生存空间，使其得到合理的开控与利用。 

参 考 文 献 

[I) B．R．Mitchell I 980 Eutoper．n historical staLLs~cs I 7,50--1 975．29— 35．Fae~s on File Pub．New York。 

[2]国务皖人 口普盎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 Ⅱ统计厅 I 983中国1982年人 Iq营壹10 抽样赘辩 262--3 75中国统计 出版社． 

【3]沈益 民 l 983 近 三十年人 Ⅱ普查 和人 Ⅱ概况 2O一 0̂ 群盘 出版 社。 

[d]中国蛭济年 鉴蝙辑委员台 i 981，i982．i987，中国经济年鉴 1981年刊I 11--33，1 982年 I V 34--36 1987 

年刊I V 3一 。5， Ⅵ1--11，经挤管理出版杜． 

(5]糸太姐 {988 抓紧有利时机，加速发展淡水养篮业 中国水产 (7)． d一 6． 

【6]橱成锕 1 98 诚农业劳力_吐剩问题 人 口研究 (5)l 22—25． 

(7]巨 家 统 计 局 ●983， 19 ，19BT 中国 统计年 鉴 1983年 刊I 2O一 125 l49--1(15．1 7B一1 85． 19 年刊 I 587 

1987年 刊 I 5— 6， 1 35，1 55--187． 中巨统 计 出撤社 ． 

(8] 陈 达 19B{ 现代 中国 人 口． 8，天谇 人 民出版 社． 

(9]Uhired Na1~ons 1986 I 98818(Statistic8l arhook．588--585 再 Y0 ． 

C1O]林昌荐 吴聿 明 1 985 对莸巨蓟2OoO年人口的预测．环境科学学报 5(2 1I l 8 3-- 17 5。 ’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HUMAN P0PULAT10N IN CHINA 

W u Lim~ng Lin Changshan 

(Deporttnc'f~t of Biology·Bdiing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idea of ecological niche and survival space w hich are employed 

by ecologists to study ecological pl’oblem+we have analysed the occupation atru— 

etures of our population status (See Table 1)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industra． 

1ized countries (See Tab]e 2)．W e have found out that our occupational strutures 

are extremely teratological and in a backward situation
，
with a very high 

percentage(72— 74 )of totaI population engaged in l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Dorc over with a surplus of man l~ower．How ever， the farm production yield and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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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efficiency are Iow and the growth rate is rather slow except in recent 

years．Such structures are gzeat handlesP for further conv~l。sign of ]'esourees into 

human food of higher calories． 

From the food resources peint of view upon furthel analysis it is apparent 

that China is rich in natural grass ]and and wide in matine coa staI areas．Never- 

theless StlCh vast land area are not yet fully uItilized (See especially Table 3)． 

yet they m ight be converted into resources for protein and other uses w hich can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human population． From the resource point of view ，the 

whole paper gives full disccusion and all reasons，China is able to feed 1．5 billion 

people within our envionm ental conditions， rich resou／2ecs，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further educational investm ent． 

Key wo rdst China human population carrJ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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