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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纳板河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按生物圈保护区思想建立的保护区。规划依据对自然 

资源多功能分室管理的思想，将示范区划分为原生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护区等7个小区，通 

过土地利用调整，提高了旱地生产力和经济林面积，预计可以避免蚕食 6871亩热带雨林， 

连接两大片原生性热带雨林，并退耕还林旱地715亩。已经完成了一些起步性的工作，尚可 

采取几种形式实现对热带雨林的群众参与性有效管理。 

关毽词 环境管理 热带雨株 有效管理 蚋板河 

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中，热带区域的保护区被列于我国森林生态 

系统优先保护区的首位。它包括西藏南部、 

西双版纳、广西西南部、海南南部四个区域 

的 11个保护区，本规划示范区所在的纳板 

河自然保护区就是西双版纳 4个保护区之 
一

。 本项研究企图通过建立示范区的形式， 

在原生生境、原生生态系统保护两个层次 

上，从管理人手，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 

题。 

1 建立 “热带雨林有效管理示范区”的目 

的与指导思想 

纳板河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按生物圈保护 

区思想建立的保护区，保护 内居民不搬 

迁、土地权、林权不变，除核心区、缓冲区 

I以外，在缓冲区Ⅱ和生产示范区内均有人 

居住。珍贵的原生性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海 

拔 850米以下的缓冲区Ⅱ以内，在林权 “三 

定”中，许多原生性热带雨林被划归集体或 

个人所有。根据我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 的 

函 静 
规定，在保护区内禁止砍伐和烧荒等活动， 

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与当地居民传统的 “刀耕 

火种”发生矛盾，群众抱怨情绪大，他们认 

为保护区建立后，反倒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不便和困难；另一方面、保护区内珍稀动物 

被猎杀，国有林被蚕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所 

以，保护区管理者如何与当地群众合作，寻 

求一条既能持续发展又能与保护区管理目标 
一

致的开发途径，便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领域。 

规划的指导思想如下：依据对自然资源 

多功能分室管理的思想，对示范区的土地利 

用情况进行科学调整，通过固定耕地，推广 

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展混农林试验，发展高 

效经济作物，解决当地居民的温饱问题；将 

调整出来的土地退耕还林，同时，通过天然 

更新和人工促进更新措施，使遭受不同程度 

破坏的热带雨林恢复生态功能；另外，还将 

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内的生物资源和景观 

资源，实现对热带雨林的有效保护和持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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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 热带雨林有效管理示范区的基本情况 

2．1 示范区热带雨林与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本区位于纳板河 自然保护区的中部偏 

东，纳板河贯穿其中，总面积 17950亩。最 

低点纳板河出界处海拔 590米，最高点下山 

地海拔 999．6米，平均海拔 720米。区内水 

热资源丰富，原生植被为湿性季节性雨林、 

干性季节性雨林，在海拔 8OO--90O米地段 

局部为季雨林。除两片国有林森林植被破坏 

较少外 ，其余植被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地势低平的沿河地段已辟为水田，坡地 

上主要是轮歇早地，仅在阴坡和坡度很大的 

箐沟边留有小片状破碎的热带雨林，部分早 

地丢荒后长起了热带次生林。近年来农民开 

始在坡地上种橡胶、茶叶、、水果等经济林 

木，因无总体规划，形成了零乱的补丁状种 

植园。 

根据 1993年资料，区内有 自然村 4个， 

总人口658人，由拉枯族、傣族和哈尼族三 

个民族组成。除纳板村、茶厂村人均水田面 

积一亩左右外，曼费村、潘丙村人均水田面 

积均不足一亩，分别为 0．77亩和 0．76亩。 

区内四个村人均 口粮 297公斤，其中曼费 

村、潘丙村 及茶厂村仅分别 为 229公斤、 

200公斤和 228公斤，不能 自给。93年四个 

村人均纯收入434元，其中曼费村、潘丙村 

及茶厂村分别为 341、265、350元。人口密 

度为35．7人／km2，略低于全州 4o．1人／k 

的水平。 

2．2 示范区土地利用、林权权属现状 

课题组以 l：lOgO0地形图为底图，对示 

范区土地利用现状和林地权属进行踏勘和调 

查．绘制了示范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和林地权 

属图，测算得本区土地总面积为 17950亩， 

其中国有林 6871亩，集体经营的土地为 

11079亩，分别占总面积的38．3％、61．7％。 

示范区土地利用结构如表 l所示。 

表 1 纳板河热带雨韩有蚊管理示范区土地利用现状裹 单位：亩 

从土地利用现状图与林地权属图进行的 

对比可以看出，由于林权 “三定”，大量的 

热带雨林被划为集体林和用于刀耕火种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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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地。表 l显示示范区内湿性季节性雨林、 

干性 季 节 性雨 林、季 雨林 共 有 9470亩 

(4902+3446+1122)，其中国有林为 687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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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s7+3t92+1122)，集 体林 为 2599亩 

(9470—6871)，2460亩的次生林则垒部为农 

民所有。而且，示范区土地利用较为破碎， 

旱地、轮歇地将两片国有热带雨林蕊离，阻 

碍了物种交流。示范工程的中心任务是：在 

土地权、林权不改变的前提下，保证示范区 

内的国有热带雨林免遭蚕食，集体所有的热 

带雨林免遭砍伐，次生林免遭再度破坏，同 

时辅以各种雨林修复技术，加快次生林恢复 

为雨林的过程。 

3 示范区总体布局与小区规划 

3．1 示范区总体布局与小区规划 

根据示范区植被与土地利用现状，按照 

对自然资源实行多功能分区管理的原则，从 

总体上将全示范区规划为7个小区，并分别 

作出土地利用调整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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蚺板河热带雨林有效蕾理示蓖区规划田 

3．1．1 原生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护区 (图 Ⅱ) 

中编号为 I) 

本小区是示范区内热带雨林的主体，严 

禁伐木和狩猎活动，仅允许当地居民人内进 

行不破坏雨林结构和功能的采集活动。在集 

体林范围内的热带雨林里允许从事少量的林 

下种植、养殖业活动，如：种省藤、养蜂、 

养药用蚁、放养哈蚧等。集体林的局部地方 

可开辟为热带雨林生态旅游景点，使之成为 

既保护雨林生态结构，又能为当地居民带来 

经济利益的元烟工厂。 

3．1．2 热带雨林生态修复区 (图中编号为 

a 对l 

，  ， 毫 

一 d【● 
一

4 ￡Ⅱ 

臣匿盈t抖 # 
圜 十̈  

} 

稠删  ；j} 

臣 一 
噩誓翌 } 
匿薹 #日 

匿ll盈 tt_ 
睡翳隧 “# 

皿砌 }目 
疰霞圈  ̂# 
髓露秘 “ 
煳 R l：，日e∞ 

小区位于两大片国有原生性热带雨林之 

间．规划通过各种热带雨林生态修复措施恢 

复雨林植被，比如：对轮歇地将实施退耕还 

林，或通过营造多层多种的人工林，将集体 

的小片热带雨林连成大片，并使之构成一条 

长lkm，宽 600m的物种和基因交流走廊， 

将南北两太片热带雨林连接起来。 

为了加速现有次生林向热带雨林演替的 

进程，实施的人工促进措施是多样的，比 

如：小块状去除次生树种及竹子等，造成小 

面积的林窗，并在林窗内播种或移植热带雨 
一 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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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建群种和关键种；引人多种两栖类、爬 

行类、鸟类、经济昆虫甚至小型兽类动物， 

加快雨林系统内生物问 食物网”的形成。 

3．1，3 混农林试验示范区 (图中编号为Ⅲ) 

本小区主要为坡度 加一 3伊的山坡地， 

全部都是已开垦的轮歇地，零星种植了一些 

橡胶林和果树。规划通过多种混农林试验和 

示范，恢复土地生产力，形成一片山地持续 

利用的样板。适合本区的主要混农林模式有 

人工林下多层法、树巷式系统、天然林下利 

用、林牧系统等等。 

3．1．4 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与就地保护小区 

(图中编号为Ⅳ) 

为了更好地保护纳板河保护区内的珍稀 

濒危植物，并引人滇南地区的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有必要实行迁地保护。规划在小区四 

周设立标志，严禁伐木和守猎活动；查明小 

区内植物种类，在原生的珍稀植物上挂牌； 

在林窗内种植迁入的珍稀植物，放养少量重 

点保护动物；修便道一条、工作用步行道 4 

公里。 

3．1．5 茶厂生态村小区 (图中编号为V) 

茶厂村为汉族、拉祜族居住的村寨 

1993年有 l5户、75人；人均水田 1．1亩， 

早地6．7亩．经济林 (橡胶、茶园、果园) 

6．2亩，人均纯收入 350元，人均占有口粮 

228公斤，属贫困村。本 区以生态建设为 

主，同时保护原有残存的热带雨林。规划的 

生态建设项目有9个，包括坡地改梯地，改 

造原有低产的茶园、橡胶园、果园．营造薪 

炭林、用材林，发展庭园经济等。 

3．1．6 潘丙生态旅游村 (图中编号为Ⅵ) 

潘丙村为爱尼族村寨，26户、132人； 

人均水 田 0．73亩、旱地 6．1亩、经济林 

0．92亩 (全部为橡胶林)；人均纯收入 265 

元、口粮 200公斤，属于贫困的少数民族山 

村。利用本区内热带雨林景观和瀑布、山 

泉、溪流等自然景观及民族风情资源，发展 

生态旅游业，建设生态旅游村，这是热带雨 

林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小区内共规划 

了8个项目，豫坡改梯，营造薪炭林，改造 

果园与橡胶林外，还新建山驴嗣热带雨林观 

光旅游点和潘丙村爱尼族民族风情观光点。 

3．1．7 曼费生态村 (图中编号为Ⅶ) 

曼费村位于纳板河旁，为拉枯族村寨。 

共 59户、269人；当年人均纯收入 341元、 

口粮 229公斤，属贫困村寨。为了达到本项 

目拟定的生态村建设指标，我们对该村的生 

态建设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划，包括：住 

宅、道路、水利设旅规划，发展经济林、经 

济作物以便提高复种指数的规划，农田基本 

建设规划等等。规划实施后，村舍布局整 

齐，家家都有果园和菜园，形成一个生态优 

良、经济富裕、生活方便的新山寨，保护热 

带雨林将成为人们 自觉的行动。 

3．2 示范区规划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及 

效益评估 

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农民人均耕地 (水 

田、旱地)、经济林 (茶、果、胶)变化如 

表 2所示 。 

裹2 “热带雨林有效管理示范区 土地射用调整前岳．人均辑地 I水田) 经济# {茶、果，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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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①调整前后水田面积 

不变，人均 0．81亩；② 调整前人均旱地 

6，23亩，调整后 5．23亩，人均减少 l亩， 

但是经过改造的早地 (坡改梯、建立混农林 

系统)人增达 3．42亩，这些土地的生产力 

将大大超过原有早地；③调整前人均经济林 

2．79亩，调整后 3，38亩，增加了 0．6亩， 

并且新增与改造过的经济林达 50％，农民 

依靠经济林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经过与当 

地干部充分讨论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对 

土地资源占有量留有很大余地的规划，按此 

规划对示范区土地利用进行调整后 。农民脱 

贫致富是有保证的。 

规划贯彻实施后，其生态效益预测如 

下：①可避免 鹋71亩国有热带雨林被逐渐 

蚕食；解除 2599亩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 

热带雨林被砍伐的威胁；②将建立面积为 

3164亩的 “热带雨林生态修复小区” (编 

号：第Ⅱ区)，通过修复手段加快区内 1∞l 

亩次生林恢复为雨林的过程，并与被分割的 

1396亩湿性季节性雨林连片，最终连接南 

北两大片原生性热带雨林；③用于退耕还林 

的早地715亩，将低产的经挤林用于生态修 

复205亩。总之，本项研究工作一定程度上 

为我国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经验 

与技术。 

4 示范区规划的实施 ． 

表3 热带雨林有效管理示范区”建设规捌实施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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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尚元条件在示 

范区全面实施本规划。在实际工作中，本研 

究组侧重于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 ，向他们传 

授业已成熟的农业技术；同时从扶持农民发 

展庭院经济人手，树立起一批小的群众参与 

性保护热带雨林的典型。目前 ，管理所已与 

几户农民签定了保护热带雨林的协议书．可 

以说建设示范区已被乡、村干部和许多农民 

接受，并已完成了一些起步性的工作 (见表 

3)。在如何有效保护热带雨林的事业中，国 

家已经开始考虑和行动了。 

5 热带雨林群众参与性有效管理机制的探 

讨 

研究组经过初步实践 ，认为可以采取以 

下几种形式实现对热带雨林的群众参与性有 

效管理。 

① 对靠近村寨及零星分散的国有林，实行 

由当地村民承包管理的办法，其利益朴尝可 

采取多种灵活的形式，比如：允许他们在国 

有林内进行非破坏性的采集活动；管理所提 

供资金、技术或贷款帮助农民发展庭院经 

济，改造果园，在原有的旱地上建立混农林 

系统，农民承担保护热带雨林 (包括属于他 

们 自己所有的热带雨林)的义务，双方以签 

定 议书的形式，将各自的承诺肯定下来。 

研究组在曼费村、茶厂村采用这种形式已与 

l4户农民分别签定了保护热带雨林的协议 

书。 

② 凡是能给当地群众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 

公共投资，比如：扶贫项目，低息或元息贷 

款等，都要与农民在保护热带雨林中所付出 

的代价，承担的责任挂起钩来，并签定协议 

书，不能再发生公共投资给农民带来利益的 

同时，他们仍然在肆意砍伐森林、扩大耕地 

的现象。 

③ 由管理所牵头引入能带动农民脱贫的开 

发项 目，管理所、出资方、地方政府 (乡政 

府)、农民四方联合开发，并逐步向农、工、 

商、科技、贸一体化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发 

展。农民以他们手中拥有的热带雨林人股， 

承担保护热带雨林的责任，根据人股的热带 

雨林面积和完好程度享受分红。解决多目标 

协调问题是管理所的主要职责，只有将管理 

所、地方政府、农民三方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 ，对热带雨林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才能落到 

实处。在实际工作中本研究组做了许多市场 

调研工作，已储备了一批可供选择的开发项 

目，要真正实现上述想法并不困难，我们正 

在积极立项，争取在这个领域继续工作下 

去。 

c19 —0l 22收稿) 

Planning andImplementation ofthe‘‘DemonstratingArea of 

theTropicalRalnfore~’sSoundManagement” 

Zeng Guangquan and others(Yurman Institute of Em4ronmental Science) 

Albsr~ct：Na Ban he Natural Conservation Area is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of biosphere l'esc1we． 

This planning divided the deraon~'ating area into 7 subareas$uch a。prhnifive tropical forest conservation 

aI and∞Oil．Bv adjustingthe land illse，this planning can i lIpiov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land 

and the area of the economic forset．It is estimated that 6871 IlqU minforest Ⅱbe prevented from being 

destroyed，Moreouver，two pieces of primitivetropical rainfore~ts will be eomeeted and 715IlqU drylind 

will be cIla瑁ed卸m cultivatedlandintotheIorset．：We havefinished sor[1~basic workforthis p ect 

12ow．Sdtt．there Bre several forms to realiza the tropical rainforest’s sound ~ mel2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 

Key Words：em~romnenml nmnagernent．topical rainforest，s0und management，Na Ba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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