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生动物最后的避难所

图1我国的保护地分布图

随着人口数量不断膨胀。人的

个人需求不断增长。在人类聚居的地

方，大部分野生动物已经消失。那些

得到法律保护的地区成为了野生动物

最后的避难所，这些地区就是保护

地。保护地类型多样，除了最重要的

自然保护区外。还包括森林公园、风

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在这些

地方，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内禁止任何

人以任何形式进行捕猎和破坏活动。

保护地概况

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建立

于1872年的美国黄石公园。至今已有

130年的历史。中国的首个自然保护

区是由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建立的

广东省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与“世界

第一”相比晚了84年。除了时间因素

外。我国保护地建设在其它方面与国

外也是存在差距的。中国的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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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在上世纪50到80年

代的30年问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而十年浩劫使得一些已

经划定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被破坏或撤销。到1979年

底的24年间，我们一共仅建

立和保存了48个保护区。直

N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

国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发展

和体制建设才开始步入稳定

发展阶段。《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野生动物保护

法》、《森林法》等重要的

相关法律体制得以建立。

1 997和1 998年。中

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和旱

灾，但正是这些“天灾”

促进了1 99 7年以来保护

区数量突飞猛进的增长。1998年，

国家在长江上游地区实施了禁伐令。

1 999年秋天开始又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和退耕还湖工程。2001年底，《全国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正式启动，截至2007年底。我国

(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已经建立

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2531个，总面

积152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

15．2％。国家级保护区303个(截至

2007年8月)。面积已占保护区总面积

的62％，占国土面积的10％。其他类

型的保护地也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

1400个森林公园(627个国家级)。

800多个风景区和历史遗迹(187个国

家级)。国家地质公园超过138个，建

设水利保护景区50多个，自然保护小

区和农业保护区1000多个。

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意识到了

保护区的重要意义。对自然保护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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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程度正在迅速增加。近几年完成

的全国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大熊猫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85％以上的珍稀

野生动植物物种。特别是61％的大熊

猫、100％的朱最弓等物种的野生种群都

依靠自然保护区得到保护。

然而，尽管被保护的土地面积越

来越大。由于管理薄弱和经费短缺。

保护地内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在继

续。如非法猎捕、滥砍滥伐、过度放

牧、外来物种入侵、保护区内非法耕

作或土地征用、污染、过度发展旅游

业等。

事实上。一些保护区如果对当

地社区的经济活动加强管理，限制和

控制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威胁的活动，

是可以做到使当地经济不因保护地的

建立而遭受严重影响。然而，由于管

理不当，在相当大数量的保护区内还

是出现保护工作与当地社区发展产生

严重冲突的情况。同时，由于很多保

护区无法禁止一些经济活动，结果造

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情况，导致

应该严格得到保护的地区没有得到保

护。而剩下的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

却又过度强调旅游，失去了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作用。

不是大了，而是小了

我国的保护地占国土面积的

18％。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却

不能够很好地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保护面积太大”的说

法是因为受到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

面积太大，而其他非严格意义的保护

地类型太小。东北虎是一个最好的例

子，要成功地保护一个可长期维持的

种群的野生东北虎．需要近1万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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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面积。

东北虎对于森林本身的要求并

不是很高，不一定需要原始林。在有

大量有蹄类动物的次森林里。只要有

饮水、隐蔽和安全的区域，东北虎就

能够生存。因此，除了加强执法，坚

决杜绝对老虎的偷猎行为之外，最重

要的工作是扩大老虎栖息地的保护范

围。常言道： 。一山不容二虎”，成

年老虎平时独来独往，唯独在交配期

和哺乳期，雄虎和雌虎、母虎和幼虎

才生活在一起。一只老虎一年大约需

要捕猎50只(繁殖期的雌性老虎需要

70只)平均重约60公斤的猎物维持生

存。要维持这些老虎的生存。猎物的

基数要达N500只。根据俄罗斯森林中

猎物的密度和长期的研究发现，一只

抚育幼仔的雌性东北虎需要450平方公

里，一只雄虎则是要覆盖3—5头雌虎

的领域。因此，为了维持一个拥有20

头的可繁殖雌虎种群(总数大约为60

只)，则需要9000平方公里保护良好

的连续栖息地。然而，目前在中国还

没有一个保护区有如此大的面积，也

不可能建立如此大面积的保护区。

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它于

1960年建成。当时保护区内有东北

图2老虎领域范围示意图

虎、金钱豹、梅花鹿等生存，由于保

护区仅有1905平方公里，建区46年后

的今天。由于面积太小以及保护区内

大规模收集红松子。因此减少了有蹄

类食物。此外。由于人类对野生动物

的干扰等原因导致东北虎、金钱豹、

梅花鹿皆已不复存在。目前，我国虽

然建立了七八个老虎保护区。但是面

积最大的珲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只

有1 000平方公里。这远远不能满足老

虎的需要。因此。建立更大范围的、

非严格意义的受到保护的地区，才能

为东北虎的生存提供足够的生存空

间。这是恢复东北虎种群的关键。

图2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WCS)俄罗斯项目在锡霍特阿

兰保护区通过给东北虎带项圈，调

查了图中5头雌性东北虎(Nadia，

Kuzki—Ha—mat，Natsha，Katya2，

Olga是工作人员为这5头东北虎起

的名字)的领域范围，，一头雄性东

北虎一般覆盖3—5头雌虎的领域范

围。

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有着大量的小型保护区，在人口稀少

的西部却分布着几个大型保护区(图

1)。最大的20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接近保护区总面积的

6 0％。比如，羌塘

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

第二大自然保护区，

与意大利国土面积相

同。图3显示。在很多

地区，保护区面积所

占的比率非常低。如

果我们以一个地区有

10％的面积是保护地

作为生态系统得到良

好保护的基本指标，

我们会发现。全国有

大约一半的地方无法

达到这个指标。它们

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

部和中部地区。图3

还显示了大量地区保

护地的覆盖比例低于

5％。例如西北的天山

一带，以及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

江中下游平原、黄土高原、我国西南

和西北的部分地区。

图3我国各地保护地覆盖状况

由于中国的保护区趋向于建在

海拔较高。人口比较稀少的山地(图

4)。海拔低于2000米的地区被保护的

面积均低于10％，说明我国低海拔地

区的生态系统远未得到足够的保护。

这和非严格意义的保护地类型作用未

能充分发挥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因

为人口密集的地方很难建立严格意义

的自然保护区。

图4我国各海拔带的受保护情况

建立多样化的保护地体系
就地保护不应该仅仅限制在受

到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应该还

有很多其他形式的就地保护形式。例

如，可以有在允许旅游的同时加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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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如对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的功

能进行重新的规定，加强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管理。增强其对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功能。可以借鉴国外国家公园

类型．将教育、娱乐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建立针对

物种栖息地进行管理的资源利用地，

在这里可以进行各种自然资源的利

用，但是必须要针对当地的物种特点

进行管理。确保当地的重要物种生存

不受影响；还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禁猎

管理【禁渔期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

方式)。即不影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但严格控制捕猎。这些非严格

意义的保护地，为在得到严格保护的

自然保护区之间建立走廊，提高连通

表1建议的中国保护地管理类别体系

性，减少人类和保护之间的冲突等具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笔者提出以下保护地管

理类别体系和保护地分区体系配合使

用的保护地新体系。建议这样的保护

地体系．就是为了能够实现大范围地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缓解当地

社区生存和保护之间的冲突。

建议的管理类别代蚂 建波名称 保护目标和准允的活动

睽 严格f5I}护类 完经的乍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严格保护．基奉不允许除科研吼外的仃佃人为丁扰

II类 柄息埘物种管珲类 如r傣#，特皆物种和柄n地．斋鞋鬃舣人I十预措施来倪护物种。汶此f琐措施在严格保护炎中足小允许的

¨搂 自然公园类 +要_I}I丁参观和娱乐等

IV类 多用途类 保证自然莒{源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维持的前提F，允许町持续的采集、捕捞、特群；、种植、农业生产等

这样的分类体系必须要结合功能分区进行。通过列出保护地涉及到的所有主要活动类型及其干扰程度的分析，我们分

出了以下6个分区。

表2保护地的功能分区

分随名舜 功髭 许可制度

'爿所E {杏系统辫剜产格雠护．完全不能百人关于扰 材学研究遗^许可制度

2控制区 通过人为千授柬管理和恢复柄喜地．以逸刊像扩物种的目的 研究，专廿忭参厩、罐鼢上芷^许日J嘲度

3擐前区 用r参覆、旅毋和蝗乐． J景管理

●叠彝捌用F 用于可持续的自鼎壹鞭利用 蜜振利用许可ilE制度

疆度使用匹 用于f理、赣嚣．保护地内居民地生活的商蓝度控用匠

●蚪啊缓冲Ⅸf位于傈护地井可毫区域J IM"一曲静鹾生产对慑护地的嚣畸．一如在馁鸟堙飞匹曩，保护地婀边的农业区．童塘内萧止荷措或使用舍影响惯鸟的农药化詹

每个保护地都可能会涉及到以上的各种功能分区。表3显示了功能分区与管理类别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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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功能分区与管理类别之间的关系 每个类别都有标志性的分区(即面

积最大的分区)，可以明显地区分各个

保护地究竟应该被分配到哪个类型中。

根据该表格可以很容易地对各个保护地

进行分类。而每个功能分区的面积比例

都有一定的幅度，这就给各个保护地提

供了较多的灵活度，可以根据具体的情

况进行选择。

毫无疑问。如果我国的保护地体系

能够采纳类似的变革。将极大地扩大我

国的保护地的面积，增加保护地管理的

灵活度。并终将显著提高我国的保护地

管理效率。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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