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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j． 英国自然保护工作丹政府拂构静和民苘鲳织的商韶丹，措互协作，互不抵触． 自拣保护理事会 

(~ature Conservancy Conncn)是政府机构 中的最高职能机构 ．民间组织和宙体喇从英国的社会叠盘 中 

吸收丁太 量 成员． 

2． 四十领域的成就如下t (1)保护地的评价方法和 187 年建立的英国自然资源普查， (2)在 

人为生境，弃耕地和城市区建立野生生错医F (3)自蛑保护区管理方面在编写不同类型生境的管理的 

技 术手册 F (4)经 凡 外米 种 同题 ，急尉 地城 少丁或 替代丁 自然群 蒋． 

3． 夸后研究的三十顼域，主要是要圊菩已提 出的同魉l 生态学理论应谈提出些什矗? 是否存 

在 自然 保 护区 的最 小面积 ? 和 监 的作甩是 什么? 

4． 显然，英国自然保护工作是基于· (1)传统的诵壹方法． (2)监谰研究 ， (3)实验方法 

和 (4)生态理论四方面的练合．建橇工作也需利，II建几方面的斑弗}． 

美鼍诃I荚 国，自髂保护，生志学理论． 

一

、 前 言 

在英国，单种物种 生态群落耜生境的自然保护是由二方面组织机构负责的。一方面是 

政府机构，主要是 自然保护理事会 (Nature Conservancy Council NCC) (表 1)，还 有 其 

他如农村委员会 (苏格兰、葵格兰、威尔士各一)，林业 委员会，环境部门 (特别在 北爱 尔 

裹 1 全英自然保护理事会涪动的基本情况 (置]S88年 5月51日) 

Table 1 Baslc data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NtteLre Conserv_nc， Council in Great 

Britain (EnBland，Scotland and W ales)at 51 M Lrch 1988．The data Rre 

extracted frOm NCC (1988d) FinanciIl data are for the ycalf to 51 g Jrch 1 988 

荚 格 兰 苏 格 兰 威 尔 士 

国家 自然保 护 区 (NNRs){娃) 68 45 

面积 (强 睡) 1l 2o89 121T2 

特 定科学 窟义保 护地 (SSSIs)(址 ) 1128 B8o 

面 积 (公衄 ) 67587o T22gT3 17 7943 

总收入 (荚镑、百万) 

维持费 (英镑、百万) 

管理台同费 (英铸，百万) 

科研资助 (英镑．百万) 。 

平均同定犏稍人员 

垒 奠 

2 34 

165488 

1 5 B786 

33．阳 B 

1 920 

6．20 

6．f#l 

。经费羲是至 1988年 8月81丑财敷年的． 

¨谈教项 中93 用于生钫保护， ‘ 毒详保护，3 地质保护 

注 奉支由朱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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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许多地方政府 (苏 格 兰的各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各县以及大不列颠所有的地区级政 · 

府) 以及水资源局等。另一方面 是 非 政 府 机 构 (NGO)，都 是 自愿 组 织 的 团 体，从会 

员的会费 赈济 赠款、捐款、遗产等方面吸取资金。最大的自然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是皇家鸟类 

保护学会和皇家 自然保护学会，但它们比拥有1 50多万会员的国家基金委员会(The National 

Trust)略 有 逊 色，后者宗旨是广义的遗产保护。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组织。有的旨在保 

护特定动植物种类，有的基于县以至到私人墓地，从地域范围上加以保护。因此，有很大一 

部分英国公众是一个或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会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 自然保护事业。 

有效的自然保护是应用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本文的综述集中在 7个科研问题上： 

4个呈述生态学思想应用于自然保护，概述到8O年代后期巳取得的成就和进展， 3个是至今 

仍面临的挑战，在这些领域中，还很少有进 展，但在90年代必需取得一定的发展。 

二、四个领域的成就 

怎么评价? 

60—70年代，旨在建立国家自然资源的调查工作是一个高潮。普查工作中有意义的 “里 

程碑 是出版 《自然保护综述 》 。它之所 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选择有自然保 护 重 

要性的地点，它阐述了明确的原则(表2)。二是它记载了844处是国家或国际上著名的地方， 

并详细说明为什么选择各点的原囟。虽然这 
一 名单 相继又增加了近 100处新添的地点， 

襄 2 对1971—1981年17顶评债研究中 
所用准爿的 “民意谭童 

Table 2．A popularity po岫 of criteria used 
in seventeen evaluation studies 

between 1 971 and 1981 (taken from 

Usher 1986■)．The tea crltezta used 

by Ratelitfe (1 977)fOr the jeleeiion 

of● ●erjel Oi key sites in Brltaln 

are indicated by an as terlsk 

(器雾骞) 
多样性 (生境或钉种) iB 

自牯虚’稀有度 (生境或橱种) 13 

面积 iI 

人为丘胁 8 

舒遣性，教育债值，代表性 

辩学竹值 6 

有记录史 

人口弗步，典型性’ 3 

生态雎弱性．1所在生态地理单元 ，潜在竹值 ， 

独特性 2 

考古学童卫，可利用性 ，对迁硅水禽的重要性 ， 

内杀力·，管理曰素，替代性，林业基耳 ， 
癀替旨段，野生生钉储存岸的潜在可售 性 i 

。为Ratclif[e(1977)选择英国的系列关髓地区耐所用 

舯准捌． 

裹 S 评债 2妊石灰岩地块所用的 

特征 (一性)和准判 

Table 5．Atributes．eztterta aud vIlties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w o lim estone pavem ent掌．The data 

relate to it 1 985 sttrve~ of pavem ents 

and 19 on the mountain oi Inde· 

borough，North Yorkshire．Ra re 

~peeles dependent on the lim estone 

pavement ha bitat are ShOWn in bold 

type，uneommoll species with all 

asterisk 

地蚨7 l地块Ie 

阡征 

钉种名录 

隹剐 

钉种丰度 18 

希有度 (仅指稀 种) 0 

稀有度(稀有种与非常见种) 3 

自然 度 半 自然 半 自然 

砰价 

橱种丰虞 怔 高 

稀有度 较怔 较高 

自然 度 高 高 

总评 (与74盎 地块垒 系列 比 
较 ) 租 低 相 当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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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77年这版书乃是重要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尝试编汇了英国自然保护地的普查结果。 

评价程序中的问题产生在三个阶段中。第～，需要确定的特征 (或称属性 attributes)即 
一 块地方的特点，足 以反映出该地具有 自然保护意义。表 3试举了生长在北约克群石灰岩地 

块上的裸子植物名录作为例子。第二，准则 (criterion)是在评价 时，用 以表示特征 (属性) 

的一种形式。表 3利用物种名录可得到 3个准则：物种丰度 (物种数)，稀有度 (稀有种数) 

和自然度 第三，评价 (value)系说明一个准则的特定水平或状况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最 

后这一步不完全是科研任务}因为评价常是按拥有 自然资源的社团的准则而定的。假设科学 

确定 以多样性 (用物种丰度表示)和稀有种，即便难以定量化，则表3中确定的评价也是有意 

义的。因为将几处石灰岩地块同时对比，则它们就是可比的和可评级的。Usher综述了评价 

的程序和保护地的选择方法 。 

Margules曾探讨了有经验的评价人员如何完成他们的评价工作的。虽然有大量的评价 准 

则可以利用 (表2)，但他发现很多评价人员只用少数几个，每人各有一套，常随人而异， 

可是一般都包括多样性，稀有性和保护地面积 n 。在英国，使用的较为经 验 式 的 评 价 方 

法 、与荷兰或美国的指数法 m”、以及澳大利亚的数字法 是可 相比的。 

能创立什么? 

英国人口的平均密度约为每公顷2．3人，比其他许多西欧国家多得多，唯少于荷兰 (约 

每公顷3．4人)。人口密度意味着实质上整个自然陆地面积都受到人类或家畜的破坏或改变。 

陆地表面 的改变对自然保护具有二个重要的含义。第一，自然度是可评价的，也是表 2所列 

的很多重要准则之一。然而这也表明，很多地点声称 为自然保护区，但该地巳不完全是 自然 

的，实际上农业 的传统形式也往往与自然保护并列一起。第二，生态演替有相当 重 要 的 意 

义，要保证与生态演替各阶段有关的物种都得到保护。所以自然保护在英国不是首先注意把 

处于顶极群落的地方划为自然保护区，而是更多地关注生态 流程 (eeo-proees~)的保护。这 

清楚地表示在剖演保护 (Creative conservation)这一概念里． 

废弃矿场，或其他人工生境，特别是具有高pH值母质的地方，在自然建群和演替后，形 

成有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物种丰富的群落，在此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图1就是一处弃矿场自 

然保护区，一直到40年代这里都是商业性开采石灰石，现在它很有价值，既有多种多样的开 

花植物，又出现了该地理区的几种稀有物种，包括蜂兰Ophrys apffera Hudson， 蝰 舌 蕨 

Oph~ogIossum ⅦIgatum L．，自纹蝶 MeIanarg~a gaIathea (L．)蚁巢土鳖 Pla*yarthrus 

hoffmannseggg Brandt，另一种生境建立的形式是在城市环境中” ，有时发展很多小的地 

块，jE【不论如何总能增加城市的野生生物资源。 

随着生境建立，研究工作也涉及到半自然生境的再建 (re-creation)，这类生境过去大 

多被毁作农业用地。这类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是提出减少高浓度营养物质的方法 。由于 

农业生产过剩的结果，欧洲正在改革农业生产系统，很可能弃耕地可用于自然保护。因此， 

重要的是了解如何能再建更多的过去存在过的自然草原和石南丛生态系统。 

如何管理这些地方? 

有很多试验是 为了确定用于管理自然保护区的最适措施 “ 。试验和经验所得的知识正 

逐渐汇编整理成为管理手册出版，也是应非政府组织团体的要求。在这方面 的发展最近有二 

个例子，出版了林地调查手册“ ，和泥炭地生境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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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约克都(W haram)弃矿轫自I}!}保护区 

由非政府组鞔臂理，保存有莉植物区系早拯穗替外貌． (a)弃矿场表面，里物种丰富的群落其中有糨当都分 

的裸地 (b)演替后期楫貌，伴随着植崭密度增大，草率植物种类减少形威少数优势灌东物种． 

Fig．1 VJew o￡W h叮 m q札ar y Nature Resetve， North Yorkshire，-r~erve managed by 旦n 

NG0 to c。Ⅱg e鼬 rl，助ccessio姐l flora卫丑d laura2 (4)v：e可 of the species rrich community，near the 

quarry f8ce，that stii1 contains丑n apprec~．ble amount of open groun6t(b)later stage n the succes— 

mOn．vith 4 deJase growth of grasseS．a less spec；es—rich sward and colonization br 4 few bushes． 

然而，在可能利用这些书籍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管理 目的 。早期的目的一般是 

管理单种物种，常属自然保护区的稀有种}随后，管理的目的是保护整个群落，现在英国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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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已从单种保护方向转向群落保护方向。 

管理性干预关系到需要保护的群落的演替阶段。顶极群落和接近顶极群落的，如毯状沼 

泽，只需要很少的管理措施，此类群落的管理即所谓的 “竞除控f!ifJ 。若保护演替早期的群 

落如图 1所显示的，则需要相 当多的管理性干预，才能形成相嵌型地块，在这种情况下，建 

群和演替过程才能不断重复开始。在这两娄极端例子之问，如草原和石楠丛生境，需靠放牧 

家畜的管理方法方可制止它们向灌丛和林地方向演替，从而才能保存住开旷的状态和保护住 

具有特点的植物和动物群落 

在英 国，只有很少自然保护区代表顶极群落的，这表明，很多保护地 (自然保护区)、 

科学研究专用地 (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都需要系统管理，规定若干 类型的 

干扰，为永葆这些保护地上的野生生物。有关需要干扰的强度和额度的研究已在 进 行 ， 如 

Usher＆ Thompson在英国山地所进行的工作。这一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 

最大的威胁来 自何处? 

无疑，对野生生物最大的威胁是人类人口无情的增长 n”。与此耦台的是与人类社会发 

展相联的污染。在中国和英国，污染在环境中的重要性在这次讨论会的其他报告中将会探讨。 

另外的威胁是侵入的外来种，这在英国常是忽视的。 Usher分析了 4种侵入种造成的威 

胁 。一是杜鹃 (Rhododendron “m L．)，是一种可侵入林地的灌木，抑制地面植 

物和本地树种再生，但它又不能供哺乳动物或节肢动物栖息。最近的研究表明，根除它是很 

困难而又耗资的 1 2”。第二种植物是印度风仙(Impatiens gtandulffera Royle)，在2O世 

纪已迅速扩散 (图2)，但不象杜鹃，似乎目前对本地种只有较小的影响。三种毛皮兽是20 

年 代 为 了毛 皮市场的需要目【入英国的，逃出后形成野化种群 (feral population)带来相 当 

大的经济和 自然保护的影响。Usher比较了水貉，(Musteta vfson Sehreber)和海狸 鼠(Myo- 

cabot coypus Molin)前者巳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而对后者由于 “海狸鼠研究组 发起消 

灭运动，已经得到遏制，也许巳成功地消灭了 “ 。这二种动物的不同之处与它们扩散能力 

有关，海狸鼠比水貂更习惯于定居，但它们都极易繁殖。消灭这几种毛皮兽运动的重要性是 

对其他野生生物的副作用，既有直接的意外扑杀，也有 间接的干扰了正在繁殖的鸟类。这种 

影响在消灭麝鼠 (Ondatra zibethica L．)的运动中也是有的。 

虽然在英 国相对地未受侵入种的损害，SCOPE关于生物侵入生态学研究计划 ””。仍着 

重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内侵入的外来种，这也是世界范围的问题 。Macdonald等人强调了控制 

侵入种的耗费很大，常占了自然保护区管理经费收支的绝大部分，不然就可用于研究或其他 

保护措施上 。在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个物种，不论人类或动植物外来种，由于种种 

原 因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种群密度，就能改变环境，从而压制或破坏本地种类。 自然保护管理 

就在于调整外来种与本地群落之间的平衡。 

三、今后研究的三个领域 

生态学理论该提出些什么? 

在 6、70年 代 以 至 进入8O年代，生态学理论已有很大的发展。在种群动态和生态群落 

结构方面形成不少概念，这都 与自然保护有关。理论问题中若干特定的问题在生态学文献中 

都已讨论了，有时甚至是争论，诸如岛屿生物地理学说 ，群落复杂性与稳定性之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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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印度风仙 (Id；8Ⅱbalsam)ImEatielts gladulilera在不列藏厦爱尔兰的丹布 图 

(8)至 1口OO年 (b)至 Ig2O年 (c)至 1940年 (d)至 196o年 

锹擒缦为英国和爱尔兰国家版图上的百公里线，每格为1oo公里，每实点为1 Okm×1 okm 正方格，表示该霸 

种现存地 【 剐 (白Usher 1986 b) 

Fig，0 Spread 0f Impatiens glandulfJera (Indian balsam)I丑the British IMes— showiag all(8) 
records up to 1900．(b)to 1 920。(c)to 194o emd (d)to 1 960．Hor；zomal l丑d verti~a|lines represent 

the 100一km lines of the British n d Irish m,tiomd grids~every solid dot records the presence of the 

species in 8 1 0kin×1 0kin grid sqttare (from Usher leS6b)． 

的相互关系 41，生活史对策与生境模版之问的联系 。 自然保护研究大部分涉及野外调 

查和反复记录，而且间隔也不规则，因此还保留着经验科学的色彩，未来1O年最大的挑战是 

在理论生态学者和经验自然保护者之间架设桥梁。事实上自然保护可以不再是一 种 经 验 科 

学，虽然它很难基于实验，然而它却是牢固地扎根于观察记录。为了充分发展自然保 护研究 

的潜力，理论、实验与观察需要形成整体。一种通过建模的途径，如 Starficld和Bleloch巳采 

用的，可 以证明一条能获得成功 的有用指导 。模型的 目的和要求是按观察记 录 所 决 定 

的，但模型本身在其形成过程中必须结台理论。模型参数的估计要从一系列单个实验中取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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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M．B．Usher 英国的自然保护研究工作 

的，模型的缺点常常是表现在要过多的实验研究 SCOPE 

要证实，将理论结构与自然保护生物学结台起来的价值 

是否存在自然保护区的最小面积? 

的生物侵入生态学研究计划同 样 

这问题涉及几个方面 第一，最小生存种群大小 。和从而引起的小种群 遗 传 学 问 

题。然而这是在英国很少注意的自然保护研究领域，而在美国的发展很强，在 《自然保护生 

物学杂志 (Conservation Biology)第 1卷的文章和讨论中可以 反 映 出 来 。 “。若是自然 

保护意味着愈来愈多的物种会集中在自然保护区内成为小种群，则了解影 响种群的遗传学作 

用就确实是重要 了。管理上需要将一个种群中的个体易位到另一十种群，使之减少近交，但 

遗传多样性的逐渐损失，最终将影响任何物种生存。 

第二是 自然保护区的最少范围是否可确定。保护区指南确定保护区面积应大于x；公顷， 

其中 i代表不同生境类型 (如；林地、草地等)，这在很多有关 自然保护评价 的文章中却有阐 

述，可是确定正确的x；值是很难的。这一领域就缺少可用于指导 自然保护工作人员的理论或 

确实的观察数据。Usher对保护价值或重要性与面积之间的相互关系，假设了若干模式 (图 

3) ，但是三者之间何者正确，尚待确定，可是似乎最小范围将随不同的分类类群(如； 

开花植物，甲虫、兽类等)而异。 

』l Jmi1 

田 3 保护压债值与其场地面积之间弗鬻曲三种模式 

．  
模型 I (—— )表明了最小面积连一氟盘，在任何保护区，若其面积小于A t。刚无保护价值．着匿dj嵌龋 

值。州诫保护区具有较大的价值．援式1 (⋯⋯)隐音了模糊闻值宦蚵．即A￡与^i之间送一区间．保护区面积 

若小于A‘时脚无保护价值，若面积超过 A-缛『有较大的保护债值，^ 与^。之阊其保护债值变亿辐度较大。模式 

I (一⋯一 )表明保护债值髓保护区面祝减小而降低，其最小面积由于保护价值设有明显的变化而无法确定 ( I 

自Us 19s7)． 

Fig。3 Three models relating the conservatin 0f a site to its at'E~． Model I (一 )demonstr=ct~s 

the concept of a minimum areal any site less than A_i。 h 8 如 value whilst above this threshold 

sites h_ve a r~asom,bly large valee． Mode I 《⋯⋯) ing*l'porates a zzy thresholod， bmw~a A· 

Below Al there is no valae，Ib_e A i thm'e is i reas~ bly large TaIue，0Ⅱd thee is_ rapid ehi ge 

of va,lue bm-,reea these two liraits。In roodel I (--⋯--)the v=iue decli~tes霄ith decreasing arelt but， 

bec=nse there is tlo sharp ch n睛 in value，i minimum &l*elt~nnot be specific(from Usher is8 7)． 

第三，在发达国家保留原野地区是否可能的问题。在苏格兰北方 Caithness和Sutherland 

的辽阔的记炭地和开阔水面，即 “泛区”，该地区在最适 当的土地利 用 方 式 上 存 在 着 矛 

盾 。矛盾存在于对一种类型土地的两种不同要求之间，自然保护者指的是保护该湿地鸟 

类和泥炭地具有国际性意义，而林业人员指的是在一个大部分木材靠进口的国家中该地木材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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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潜力 。这泛区是英国仅剩的原野医}矛盾主要是原野与发展是否能相容共存。是否最 · 

小面积可以使原野地保存原野性}在此，原野地 的含义不仅是指野生生物，而且是基于水文系 

统的，也是基于整个原野地景观的美学要求的。 

最小面积问题关系到生态学各层次结构的自然保护的管理立场 ” 。在种群水平上，遗 

传问题很重要，有近交的反作用和遗传多样性的损失 在群落水平上，怎样确定最小界限尚 

不目q确，因为确定过程 必须注意到要具有足够数量的能代表保护生境特点的物种。在景观水 

平上，尚未解答的问题是： “怎么能保障原野地县有原野性?”。 

监测的作用是什么? 

Ehrlieh ＆ Murphy很强调监测的作用 ，但监测在自然保护管理中的地位至今也尚 

未得到明确认识。倘若试图监测，首先目的要明确 (有关 自然保护的 目的)分析结果的方法 

事先也应确定，应有明确的何时停止监测的原则。对监测最大的担忧是，它会使其本身具有 
一 种势头，年复一 年的消耗资源，而继续拖延到无用的地步。与这些忧虑相对的是，长期性的 

生态学资料的实用意义 ，在文献中很少见，但它是激起理论探讨或检验理论研究结果的基础。 

所以自然保护生物学者处于一种困境，是否应该开始监测，是否有足够资源可以使这类 

监测持续到将来。可能因为对监测的生物学价值有疑虑，对人力持续的可能性和持续的记录 

科学意义的疑议，所以监测还未普遍。选择着干指示种类，巳知的或设想足 以代表特定环境 

条件的物种或群落，监测它们一段时期，可证明 自然保护管理或政策是否成功的。 

看来，监测研究在96年代将会有很大的推广。与确定什么需要监测一样，这方面的研究 

工作可能要有基础部分 (如对重复观察进行分析，为消除 自相关效应)和完全应 用 的 部 分 

(为探索更多的价值效应的方法来监测)。在英 国，自然保护的调查阶段似已完成，监测阶 

段似应即将开始。 · 

四、结 论 

英 国自然保护科学是在生态学调查基础上建 立 起 的，查 清了国家的 自然资源。调 查的 

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实验计划，产生的结果显然关系到 自然资源的管理。本文包括的内容有 

限，精简的，不能看出调查工作和实验研究的全貌。但英国这些已取得的成果，可以从自然 

保护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中清楚地了解到 ”。自然保护受到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是不断在改变的，如若干因素对山地的作用 “ ，从在科学意义上讲它也挹在改变的。90年 

代科学上的需要是三方面的：如何更好地推进调查变为监测 (其中一部分关系到如何把 自然 

资源普查工作保持在最新的水平上)}如何在保护区和广阔的乡村开展 自然资源有效管理的 

实验规划} 以及最后是如何将 It益增多的生态学理论砬用于不仅保卫英国的环境，而且保卫 

所有物种生存的环境。有些方面可能是英国国内的研究工作和指导思想上所遇到的问题，而 

有些方面也可能是外来的和随90年代英国环境和社会条件转变了的概念将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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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SPECTS OF NATURE C0NSERVATlON lN 

THE UNITED KINGDOM 

M ．B．Usher 

(Depar~ enl：el BioDgy，Unlverst~y 0，Yoek，York Yoi 5DD U K) 

SUMM ARY 

(1) Conserv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divided (co—operatively and not。 

antagonisncaIly) betwee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of which the foremost is the Na— 

ture Conservancy Council，an 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bodies that tend to at 

tract Iarge membership from the British population． 

(2)Four areas of achievement are described： (i) methods of site evalu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n inventory of the British natore resource in 1977； (ii)crea— 

tion of wildlire areas in man—made habitats。abandoned farmland，an d urban areas； 

(iii)management of nature reserves，now being codified in technical manuM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rticular habitat types}and (iv) problems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that can dramatically reduce or cven replace natural communities． 

(3)Three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As answers are stiU needed， 

these are posed as the questions ‘W hat does ecological theory have to offer?’． ‘Is 

there a minimum size for a nature reserve?’ and ‘W ha t is the role of monitoring’7． 

(4)It is Seen that practical conservation in the U．K． w!ll benefit from an 

integration of (i) the traditional survey approach， (ii) monitoring studies， (iii) 

an experimental programme and (iv)ecological theory．Modelling can Use informa— 

tion from several of thes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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