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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中国自蒜保护的发展经历了四十阶段·第一 摩的特点是生暂事样性遥{9i曼鲰 影 响，报事 曲 

种的分布区莅围缩小J社台亟侪震展使遗些情况在第=、兰阶段蔓为加尉J第四隋段由手社台叠农的 觉 

醒·才超渐让讽剜自嚣环境的整倬性概念在社台髭侪发展 中曲重要性． 

2．1979--1988年己矮布丁l8碱有关 自嚣保护的珐律和条倒，但实施中尚存在同艚． 

3．己公布的保护植曲物种为l|8种 (1980年)，脊椎曲曲种为379种 (1989年)． 

4．选至l987年，垒国共茕幕有481盎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均为 船 ×10S叠萌，前占袅目国土曲地首 

积的 2．5 ． 

B．城市自热保护的宣要性也开 始遥渐受到注意，城市自甚保护具有多种功能．不但要保护和恢复 

城市地区生态幕统的负载力藏调节机僧 ，面且对于一般环境磺量破瞢，防止挣肇，教育乜卫亚群众按 乐休 

养都具有重要作甩． 

关■词，中目，自蒜保护． 

在中国，自然保护与可再生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不是现代才产生的新问题。在我国社会 

发展史中，莉 羁弦保护自然之向一直存在着矛盾。中国现代自然保护则起始于50年 
代的后期。所以简略了解一下我国自然保护的历史背景和各时期解决傈护与利用之向矛盾的 

指导思想，对于认识我国自然保护的现状是十分有益的。 

一

、 中国自然保护的简史 

中国自然保护的历史，根据社会发展和生产的水平，对自然和自然资源压力的程度以及 

保护自然的意识和态度，大致可 以区分为四个时期 ⋯ 。 

第一阶段，从古代直到公元1700年，这期问土地开发利用，包括开垦耕地不断扩大 以及 

战争等连续不断，造成自然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储量下降，空间分布范围减缩。例如亚洲象 

(glephas maximus Linndeus)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典型的热带动物代表，只分布在我国 

云南的西南边绿地区 (图 1)。然 而在中国古代，在黄河流域象曾作为耕役畜，也利用象在 

军队中建立象军 (《春秋》约公元前 250年)。如图 1所示，亚 洲 象分布区的北界，随时问 

而加快向南退缩，以至我国大部分有象地区象巳绝迹。就生物进化史而言，三、四千年也只 

是弹指一挥问。然而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自冰期后很长一阶段时间内，亚洲象曾分布在我国 

温带的广大地区，实质上讲，它并非是一种典型的热带动物。同时也可察觉我国自然和自然 

资源面貌改变之巨大。 

随着社会实践对 自然资源产生的影响，古人巳认识到 利用”与 “保护”之向的关系。 

在古籍中 (如 《礼记 》约公元前70年)曾记载，规定每年采伐 、狩猎 渔捞的时期和数量上 

的要求，并提出保护不同自然资源的若干措施 政府也设立了一定的机构，委任 官史 ， 负 

责管理渔业、狩猎 、牧业和饲养业 以及驯养家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巳把保护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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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经 c E 

图 1 亚斟象 (El~has maxbnuO 在中耳曲古夸分布 

五条鳆寰示五十时期置谰象分布区的北羿近似投 

Fig．I Past and pre~ lt distrlbut~oa of the ŝ_un elephant(Elephas nut．us)in Chin|．The five 

lines give the approXim&te northt~'a bouadary of the distribution at the dates iadicated． 

资源的各种措施视为生物资源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依此指导生产，管理生产。 

第二阶段约 自1700年至1910年，上阶段影响 自然资源的各种社会实践继续不断地 在 扩 

展，加之国内战火颓起，更加剧了不少生物资源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以至灭绝，或在国内绝 

迹，如l蒙古野马 (Equss przewatskii Poliakov)，双峰 野 驼 (Cametus bactrianus Linn— 

aeus)，湾 疆 (Crocoditus porosu~ Schneider)以 及 麇 鹿 (Elap~turus davgdianus Milne— 

Edwards)。显见，这阶段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是完全被忽视的。 

第三阶段约 自1911至1949年，大量现代工、农业兴起城市化也开始发展，内 战 经 久 未 

熄，种种原 因更导致可再生 自然资源的惨剧衰竭或消失，环境恶化。犹如第二阶段政府和社 

会公众都无暇顾及自然和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保护，对问题的严重性更是置若罔闻。 

尔后，即进入现代的第四阶段，主要的影响是规划性的经济技术发展造成生 态 系统 破 

坏，大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恶化以及若干生态流程的紊乱。由于人们生存，生活和生产条件 

下降，才对 自然和 自然环境有了新的认识，不论是国家或是衽会公众开始注意物种及其栖息 

生境保护， 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生态流程的保护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也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自然遗产，从而结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中国的现代自然保护始于1956年，至1964年一直得到健康发展。1965--1972年期时可谓 

是 “倒退期”，以至原有建立的自然保护区遭到撤销或破坏。随之 “熊猫外交 以及国内普 

遍的污染问题 日趋严重，1973年至1977年自然保护进入了恢复时期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 自 

然保护逐步得到大规模发展。 

然而在四个历史阶段中，对 自然和自然资源的所有影响因素不仅不减，反而迭加，综台 

影响直至今日，又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都不断对中国的自然和自然资源，特 Ⅱ是 野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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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成难 以消除韵持久影响。 

纵览自然保护的简史，可见是充满着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当今，人们巳开始认识剐保护 自然的必要性，这也是符合世界思潮的总趋势的。但是实际工 

作中切实的贯彻自然保护的要求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的觉醒还都很后进。同时，由于经济发展 

时常缺少必要的面对现实的态度，使自然保护仍然处以困境。所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结 

合 自然保护的重要性已是刘不容缓、不容忽视的紧迫任务。 

二、 自然保护的立法与行政管理系统 

我国有关 自然保护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在50年代后期开始相继建立的。随着国家行政体系 

的改变，现时有关行政系统及其职能简列于 图2。自1979年以来，有关 自然保护的法律和条 

件巳颁布的有l8项 (表 1)。在此期间，为了使各项法律和条例付诸实施，采取了约有l0种 

措施，如：向群众宣传自然保护的意义和价值|禁猎保护动物，严惩偷盗扑猎，在国家 T类保 

护物种的主要分布区内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禁猎区|建立地区性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组织，禁 

表 1 1979--1988年颁布的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倬与条倒 

Table 1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evant to nature conservation enacted between 1 979 and 1 988 

日期(年，月．丑)l 条法名称 l1日期 (午、月、日)1 聋甚名称 

1 070， B } 耐甚 1985，1，1 森#甚 

1 979，g，13 l 环境保护法 ，6 森#和野生动曲自然保护区管理条蜘 

1081，4．25 l 枪槭管理条蜘 10，1 草原法 

1982，5，14 l 城多土地利用和征用条僦 1988，7，I 业甚 

1982，6，22 1 应药安全使用规则 } 5，10 森林；击实施纽剜 

6，23 动植哟检疫条僦 10，I 矿产法 

8，30 1 水土保持条例 1 987，1，1 土地管理甚 

I2，4 』 宪甚 e，I5 严禁乱稽和不音理利用野生动哟的紧急通 

198 3，3，1 。 {荜洋环境保护法 1988-I1，8 野生动材保护法 

止保护物种及其产品的买卖交易，制定地区性的采集或狩猎的季节和收获量|严禁不合法的 

生产方式和方法|有些地区控制有害种类|开展全国重点地区野生生物资源调查，特别着重 

注意储量、分布区和种群动态}在有关高等院校开设自然保护课程。 

自然保护的法治只是才开始，这些条法的执行实施不是十分有成效的。政府部门之间缺 

乏协调合作，迫切需要建立部门之间的调控机制。 

三、生 物 保 护 

中国国土横跨 6个 自然地理气候带和不同的植被带。在近40—50年来，甚至即使在1974 

-- 1976年时，还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队，进行了自然与自然资源的综合调查，这些调 

查结果表明我国具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动植物种类(表 2)。但随着时间的变迁，物种的分布 

和群落的特征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图1所表明的亚洲象分布 的变化只是个一例子。从1 959年到 

1988年以来保护生物的数 目显著增多，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物种已列为必要的保护对象 (表 

3)，制止不合理的利用。我国保护的生物物种共分三类，第一类包括中国特产 、稀有、珍贵 

而受到威协的物种，如i银杉 (Cathaya argyrophyHa Chua＆ Kuang)，金茶花 (Camel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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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中国有* 自然保护的行政镬导都门 

实线示直接隶属关系．虚线示协弭关系 

Fig．2 Aera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responsible for nature o0~a,serv&t／on in China． 

Solid Iines show direct jurisd~ction over Sabord~nate organ；zationS，dash酣 lines indio~te 
co—ordiam e operation． 

表 2 中国植物和脊稚动物种数 

Table 2 Number of plant and vertebgate species in Chtna．The number of species 

protected relates to 1980(皿ants)and1 989(animals) 

阶元 ． 钧种敖 (种) 占世界种数 ( > 保护钫种就 (种) 

植物 

蘸 类植物 16．7 7 

锞 子植物 25．0 33 

被 子植物 9．5 1O8 

共 计 9 8 148* 

脊椎 物 

兽 类 1O·l ． 120 

鸟类 13．2 22O 

爬行凳 5．。 1 T 

两 牺类 6．0 7 

鱼类 11．1 15 

共计 lO．4 3T9 

。其中 I类保护种为 9种，I粪为g2种，I粪为4 7种． 

础 r s口 矗口r口Hu)犬 熊 猫 iluropoda melanoleuca David)，金 丝 猴 (Rhinopith~cus 

roxellanae Mihxc—Edwards)，自暗昧 (Lipotes vexillffer Miller)，朱鹦 (Nippania nip— 

pan Tcmminck)，杨子蛭 (A[Hgator sinensis Fauve1) 和 中 华 鲟 (Acipensor sinensis 

Gray)。第二类包括因数量急剧下降，地理分布范围迅速缩减而造成濒危的物种，如t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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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59--1989年脊椎动性保护昀种敷 

Table 5 Numbers Of protected vertebrate species in China from 1959 to 1 989．The three 

categories of~reteetlen ~Fe dlseuued ta tbe tezt 

年 伢 

保护凳别 阶 元 
19B2 1083 

I 兽 类 i5 i2 36 

鸟 类 4 1 3o 

履籽 凳 0 1 2 

商栖凳 O O O 
I 

鱼 类 O O O 

I 兽 类 27 。 21 27 

鸟 类 11 18 25 

爬籽 凳 0 1 S 

两掘类 0 0 o 

鱼 类 0 O o 

I 兽 类 0 17 12 

鸟 类 0 11 11 

爬行凳 0 0 1 

两糖类 O e 3 

鱼 类 0 o O 

共计 57 B2 15o 

(Cycas tn w∽id a Carruh)，巨柏 (Cupressus g~gantea Cheng＆ I．K。Fu)，棋 蹰 

(Davfdta~nvolucrata Bail1)，小熊猫 (̂ ilurus futgens F．Cuvier)，红腹角 雉 (Trago— 

pmt temmlnck~i J．E．Gray)，山瑞 (Tr[onyx ste~nddachneri Siebenroek)，大舰 (Mega— 

lobatrachus day,dian,s Blanchard)，胭脂负 (Myxocyprinus asiatictts Bleeker)。第三类 

包括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物种，为了保障其种群复壮或数量的恢复， 格控制猎取量或采伐 

量，如华东黄杉(Pseudotsuga gaussenii Flous)，杜仲(Eucomm~a ulmo~des Olive)，豹猫( 一 

挑 bengalens~s Kerr)，白鹭 (1~grettaalba Linnaeus)，大头平胸龟 (Ptatysternon mega— 

cephaf“m Gray)和金线蛙 (Rana pla yf Lataste)。 

四、 自然保护区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 出有关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森林禁伐区的提案，并得 

到通过。自1956年~1979年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进展很小，但在8O年代各类保护区都有了长足的 

发展 (图3)。在7O年代末，提出了建设中国自然保护区网的规划意见 。这规划中提出建 

立自然保护区的四项原则：第一，按自然生物地理地带保护各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群 

落，第二，我国特产、稀有、珍贵物种的主要分布区内，保护物种种群及其栖息生境或繁殖 

地、越冬地等；第三，需要恢复和再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但巳受干扰和破坏的 自然生态系统 

和物种生境}第四，需要保护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如：水源林，母树林，地质剖面、冰迹、 

喀斯特地貌景观、温泉、化石或历史遗迹等等。 

目前巳载录的各系统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共有481处 (图 3)，分布于不同自然生物 地 理 

带，总面积为23×10 公顷，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5 逐年 自然保护区的迅速发展，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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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 

圈3 1056—108T年中国自髂保护区的数量增长 (a)，面积 (百万盐睡) (b)和 占国土面积 (％)(c)曲情况 

Fig．3 (_)Number of proteded矗reIs(aatm'e r罄er噶 and轴Ⅱc￡雌r{es)妞 Ch／n*betw6e~ l0聃 

(1St Natlon~l People’s Congress)●丑d 1987， (b) ∞ (million ha)and (c)percentage 0f 

China octmpied by these proterted丑r∞s． 

管理方面严重缺乏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干部，以至造成保护区管理不善，甚至实际的存在都 

不能得珂保障。有关部门也开始注意到培养训练有关人员的必要性。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及政 

策的变化也影响到自然保护区。但是不论怎样，自然保护区巳为中国保留了～部分原野地。 

五、城市自然保护 

首先须分清三个概念；城市系统 (Urban system)，城市生态系统(Urban ecoSyStem) 

和城市地区生态系统(EcoSyStems 0f the urban region)。城市系统是有关城市地区的所有不 

同功能的系统，它们并不一定是具有生态学含义的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在一般公认的生态 

系统特点的含义上，视城市为实体单元，但它并不一定依托于 自然生态系统。城市地区生态系 

统是在特定城市地区的所有自然生态系统，也是所属地带广分布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城市系统的健康持续发腱有赖于它是否能与该城市地区生态系统的负载力和调节机能取得一 

致，反之，必将限制该城市系统的发展。城市自然保护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保持城市地 

区生态系统负载力和生物调节机制的基本骨架结构，保障城市的持续发展。 

为了保持城市地区生态系统负载力和生物调节机制，明显地约有lO方面的功能必须注意 

到：1．保护现存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群落组成}2．保护水源，保护和诙复水源林和集水区的植 

被，3．加强水土保持|4．维护防沙林，制止在城市地区内流沙活动|5．预防拱涝，6．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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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林带和绿地，预防风灾及其他自然灾害|7．促进生物群落在城市系统中的净化能力|8． 

提高环境质最J 9．可用于群众娱乐和休息}lO．可用于普及教育和科学研究。 

从上述城市自然保护的基点出发，多种功能范畴的要求，评价城市地区备种不同的地区 

(地块)在 自然保护中可起到的功能，从而规划建立城市的自然保护的基本骨架结构。同时 

利用不同绿带形成绿色走廊，连结不同的绿地，加强绿地在促进环境净化中应有的作用，恢 

复城市地区的 自然生态系统，并使风景区与自然保护区结合起来，改进各种野生生物的栖息 

地和保持原初动植物区系组成}当然防止污染也是城市 自然保护应注意的问题。可幸的是， 

北京市政府有关部 门已把 自然保护的因素作为新的发展规划决策对应考虑的因素。 

六、小 结 

概言之，中国的现代自然保护是～项新的科学领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发展不十 

分协调 现代中国的自然保护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社会为取得眼前经济利益，而无顾 自然 

和自然环境要付出的长期的昂贵代价。克服这一严重威胁的唯一途径是，使全国上下各阶层 

广大群众能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价值，特别是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它们也 

是规划社会经济生产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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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0NSERVAT10N IN CHINA 

ZH U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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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ur phases in the history of nato．re conservation in China are recognizedl in 

the first phase，there was a gradual loss of biotic diversity and reduction in distri— 

butional range时 many species~ development accelerated these processe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s，but public awareness has l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pts i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ourth phase． 

(2) Eighteen laws were promulgated between 1979 and 1988， but enforcement 

remains problematica1． 

(3)The number of Species protected has increased to 148 plants (by 1980) and 

379 vertebrates ( 1989)． 

(4)By 1987，there were 481 renature reserves， with a total area of c．23×10。ha， 

2．5 of  the land area of China． 

(5) Urban nature conserv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t has mul— 

tiple objectives，relating not only to the preservation or rehabilitation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ecosystems， but also to general environmetltal 

quallty， pollution prcvetion， education and public recreation．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