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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地理环境独特的西 双版纳部分地 区尚存人少资源丰盛
,

反映山区民族自然经济人地

关系模式
,

鸟类多样性敏感地显示其相关性
。

在边远 山区
,

必须全面 了解人地关系的历史性及

其生态过程
,

注意发扬当地持续管理林地的经验
,

不 断协调人地关 系
,

生物多样性保护
、

持续发

展才会有更好的前景
。

关键词 人地关系 西双版纳 哈尼族 鸟类多样性 自然资源

分类号 中图法 Q 143

云南西双版纳处于热带北缘
,

保存有珍贵的热带森林及野生动物资源
。

这里又是多民

族居住的区域
,

各少数民族 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习俗与西双版纳 自然环境相依存
。

一些民族生活于山区
,

如哈尼族在原始森林附近生活
,

山地农业
、

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是人

们赖以生存的生产
、

生活方式
。

经数干年的生产实践
,

其农业生产从极简单的刀耕火种发展

并稳定在轮歇农业生产方式
。

轮歇农业为何在这些 民族 区延续至今? 其生态功能
、

与生物

多样性 的关系如何 ? 传统轮歇农业改 良
、

替代及地区持续发展的前景何在 ? 这都是人地关

系研究的实例
。

人地关系研究是 目前西双版纳 自然环境保护
、

推进民族生产和生活水平的

重要一环
,

也是一项多学科的系统研究工作
。

鉴于鸟类 对环境的敏感性和环境变化的指示

作用〔‘一 3 1
,

本文仅就鸟类研究的资料结合地区的特点进行探讨
p

1 研究区域
、

样地概况和调查方法

鸟类工作与其它学科一起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大励龙镇勋宋地区(N 2 1
’

27
’

一 2 1
0

34
’ ,

E 1 0 0
‘

2 5
‘

一 1 0 0
’

3 5
’

)开展
。

勋宋位于西双版纳西南部
,

海拔 8 0 0 一 2 0 0 0 m 的山区
,

其南部与

缅甸相邻
。

植被在山顶部为常绿阔叶林
,

寨子附近主要是山地雨林
。

这里雨量充沛 (年降雨

量 1 6 0 0 一 1 8 0Om m )
,

降雨集中在 5 至 10 月
,

全年干湿季明显
,

5 一 10 月雨季
,

11 月至次年

4 月为干季
。

该区主要居住着哈尼族
,

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以山地农业
、

采集野生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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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狩猎为生的习俗
。

长期以来
,

哈尼族的生产
、

生活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
,

有约定束成持

久利用的原则
。

村寨周围都有风景林带
、

用藤保护林
、

传统用材保护林
、

薪炭林
,

以及原生经

济树种茶
、

藤
、

竹
、

染料为主的
,

传统经济植物保护林
。

传统的轮歇农作
,

轮歇周期根据植被

恢复情况统畴安排
,

集体管理
,

违者处罚
,

十分严格
。

土地轮歇时 间少到六
、

七年
,

多到 20
,

30 至 4 o a ,

使用时按土地肥力分别种旱谷
、

玉米或蔬菜
。

近几十年家庭 园辅及蔬菜地 已逐渐

固定
,

并有一定规模
,

同时水 田也占有一定比例
。

村民有保护寨子周围水源林和风景林的传

统习惯
,

所以哈尼族村庄在青山绿水环抱之 中 ;林地
、

农作区
、

著沟
、

小河
、

水潭镶嵌分布
,

自

然条件十分优越
。

从常绿阔叶林
、

山地雨林到经济林形成了保存物种多样性的 良好环境
,

也

是山地轮歇农业能以开展的自然基础
。

哈尼族长期与特定的地理 环境联系中
,

积累了广泛

的经验 ;其乡规民约
、

传统宗教文化禁忌
,

集协调人地关系的经验和宗教信仰为一体
,

为山区

资源的管理提供了社会保障
,

也保证着轮歇循环过程的实施
。

我们根据研究植被演替的样地布局配合了鸟类调查工作
。

1 9 9 4 年至 1 9 9 6 年 每年干季

(2
、

4
、

12 月 )和雨季 (6
、

8
、

10 月)进行了鸟类线路调查
,

样方统计
。

在各类 生境分别布有

4h m “样地(各有 10 条固定调查线路 )
,

样地总计 36 h m 2 。

样地情况
:

休 闲 3a 样地西南向
,

坡

度 30
。 ,

休闲 6 a 样地西南 向
,

坡度 30
’ ,

休闲 10 a 样地西南向
,

坡度 3 00
,

休闲 2 0a 样地西向
,

坡

度 3 2
’ ,

休闲 3 0 a
样地西向

,

坡度 30
’ ,

用材保护林样地西南向
,

坡度 3 2
‘ ,

用藤保护林样地西南

向
,

坡度 3『
,

传统经济林样地西 向
,

坡度 3 00
,

自然林样地西向
,

坡度 3 00 ; 各类样地 中植被情

况
,

随后在调查结果中分别阐述
。

工作期间每 日上午 7 一 10 h 和下午 16 一 19 h 在各生境样地

用常规线路法观察统计 鸟种及个体数
,

并在样区 内网捕鸟类取样
、

标志流放
,

为以后深入研

究打基础
。

样方内统计获取了鸟类种类数和个体数量资料
,

并采用了 S ha
n
no

n 一

W ei ne r 多样

性指数
、

均匀度及最大多样性等参数来度量各生境鸟类群落
,

进行比较研究
。

使用公式
:

H = 一

艺尸
,

10 9 尸、

H 二
、
二 lo g s J = H / H m ax

式中 H 为多样性指数
,

H m a 、

为最大多样性
,

J 为均匀度
。

尸, 为 i 种鸟个体数与样方中

鸟类个体总数的比值
,

S 为样方中鸟种数
。

2 调查结果

调查工作中
,

掌握了各类生境特征和鸟类群落组 织特征
。

共记录鸟类 1 48 种
,

分属 11

目 3 3 科及 4 个亚科 ;其中在轮歇休闲 3 a 生境样地中记录到 28 种(干季 28 种
,

雨季 27 种 )
,

6 a 休闲自然演替生境样地 中记录到 106 种 (干季 9 7 种
,

雨季 91 种)
,

休闲 10a 生境样地 中记

录到 10 8 种 (干季 9 9 种
,

雨季 9 2 种 )
,

休闲 2 0 a 生境样地中记录到 1 12 种 (干季 102 种
,

雨季

9 9 种 )
,

休闲 3Oa 生境样地中记录到 1 14 种 (干季 10 3 种
,

雨季 102 种 ) ; 传统用材保护林样地

内记录到 1 14 种 (干季 1 05 种
,

雨季 104 种 )
,

在传统经济植物保护林地内记录到鸟类 1巧 种

(干季 10 7 种
,

雨季 10 6 种 )
,

传统用藤保护林样地 内记录到 12 0 种 (千季 n l 种
,

雨季 1 10

种 ) ;在邻近 山地和沟谷雨林样地内记录到鸟类 1 21 种(干季 1 13 种
,

雨季 1 15 种 )
。

各生境

鸟类群落统计结果概况 已列于表 1
。

轮歇地 内一般保留有几棵原生树种
,

如假山龙眼 (He zlci oP .vi : ter m ina l九 )
,

苦丁茶 (c ra
-

t、夕l
o n fo

r m o s“ , n )
,

西南木荷 (s c人im a

o zzic人i )
,

网叶山胡椒 (乙in je ra m e t ca lfi “ 。a )等
,

这

对鸟种多样性的维持意义很大
。

哈尼族群众也在轮歇休闲地里种藤
、

竹
、

芭蕉等经济植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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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银合欢
、

旱冬瓜等固氮植物
,

这样既提高了轮歇系统生产力
,

也加快 了土壤肥力的恢复
,

同

时为鸟类等野生动物创造了垂直生境
。

休闲 3 a
的轮歇地 内次生植物主要是紫茎泽兰 (E “

Pa tor t’u m 。oe zas t io u m )等草本植物
,

统计到的鸟种较少
,

而且鸟类的活动与轮歇地中原保留树木有关
。

休闲 6 a
的轮歇地 内

,

次生植被有紫茎泽兰
、

白茅 (Im Pe ra ta 咧 in d ri ca )
、

五节 芒 (林
s-

ca n th u s fi o r id ,‘s )
、

多种篙 (A
r te m is ia S p p

.

)
、

棕叶芦(升脚
二 o za e n a m a 二 im a )等

,

还有部分幼

树苗
,

构成高草灌木植被
。

统计到的鸟类有山斑鸿 (st re pto Pe zia or ien tal i、 )
、

大杜鹃 (C ltc u -

lu s ca n o r “ ; )
、

小白腰雨燕 (A p “、 只方下刀 i: )
、

红耳鸭 (尸y‘n o n o z “、 ] o e o s,、: )以及鹤鸭 科
、

IJJ 椒鸟

科
、

和平鸟科
、

伯劳科
、

卷尾科
、

画鹏亚科
、

莺亚科
、

翁鸟亚科
、

鹑亚科
、

山雀科
、

啄花鸟科
、

太阳鸟

科
、

文鸟科
、

雀科多种鸟类
,

较之休闲 3 a 的轮歇地
,

鸟类群落有很大的变化
。

休闲 10 a 的轮歇地次生植被主要为樟科 (L a盯ac ea e )
、

大戟科 (E u p hor bi ac ea e )
、

茜草科

(R ub iac ea e )等植物
,

生长迅速的阳性树种形成优势
,

并以构成明显的层次 ;猛 禽种类和地栖

的堆科种类增加
,

而非林栖的鸟类 已不进入该生境
。

休闲 2 0 a 的轮歇地内
,

植被已较复杂
,

耐阴树种 (如番荔枝等 )的优势 已逐步形成
,

阳性

树种和耐阴树种结合的植物群落发展起来
,

层次更明显
,

已有较多的附生植物 ;卑乌科鸟种增

加
,

鸡鸽科鸟类也较丰富
。

休闲 3 0 a 以上的轮歇地中
,

藤本植物缠绕
,

乔木高度超过 2 0 m
,

植被层次 已很丰富
,

为较

多的食虫鸟类提供 了取食生态位
。

其外观似乎 已接近原始森林
,

但 内在物种构成与原生林

差异还很大
,

鸟类群落也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

传统用材保护林
、

传统经济植物保护林
、

传统藤保护林是哈尼族人民利用和管理森林资

源的 3 种形式
。

它们都是在保护原始森林的基础上发挥森林的不同资源利用功能
。

这些区

域与原始林构成整体
,

为鸟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生境
,

而它们又是人为调控
、

保护
,

持续使用

的森林
。

传统经济林在人为作用下
,

使各类经济植物和不同原生林木有机地组合
,

构成持久

利用的系统
,

并 已持续 了数百年
。

有的林地茶树
、

藤
、

竹
、

染料和有明显经济价值的各树种皆

备
。

在传统茶林里
,

很多茶树主干胸径 10 一 2 0 c m 以上
,

有较大价值 的原生树种和经济植

物
,

如龙果(Po
,‘te r ia g ra n d lfo zia )

、

芒果 (入么
z n g fe ra 卿zva

t ica )
、

红椿 (丑刃 n a ‘izia ta )
、

山白兰

(Pa ra m ich e lia b a illo n i)
、

云南石梓 (G m e lin a a ; bo

rea )
、

藤黄 (Ga
: c in ia 。o w a )

、

榕树 (F ic u s

s p p
.

)
、

拷(肠
s t。 n

oP
sis s p p

.

)
、

龙竹 (De
n d ro ca la m “ 5 9 1邵

, te ,‘: )
、

蒲葵 (乙iv isz o n a 、Pec io sa )等

比 比皆是
,

植被层次明显
。

同时也给鸟类等野生动物创造了各种生态位
,

对物种多样性的保

存有积极作用
。

这与西双版纳曾一度出现的开垦农场
,

毁坏原始森林种茶和橡胶川是截然

不同的
。

在这 3 种林地内鸟类都较丰富
,

但随其与原生林的联系程度
、

所配搭的经济植物差

异
、

以及人为活动强度的不同
,

鸟类多样性有变化
。

其中
,

用藤保护林鸟种多样性较高
。

藤

类的丰富
,

实际上也是森林结构复杂的表现
。

在上述生境中
,

鸟类的生态功能也是很明显的
,

所调查到的鸟类食性分析结果
: 7

.

4 % 捕

食鼠
,

18
.

9 % 兼食植物果实和昆虫
,

2
.

7 % 主食土壤动物和林下凋落物内昆虫
,

10
.

2 % 食花蜜

及花中小虫
,

起到传播花粉和维护植物结果实的作用 ; 60
.

8 % 的鸟类以昆虫为主的节肢动物

为食
,

其中专凿食树干内害虫的啄木鸟
、

善于觅食枝干表层和树皮下害虫的鸭
,

占据着独特

的生态位
。

鸟类的食物链关系在农林生态系统和农林生产发展中是很重要 的
,

其间的相互

关系也是极复杂的
。

鸟类 多样性即是 自然界中物种关 系的体现
,

但它又 与人们利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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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e l

表 1 劫宋地区不同林地生境鸟类群落统计结果

B ird e o m m u n itie s in d iffe re n t fo r est s o f M e n g
son

g ,

X ish u a n g ba n n a .

Y u n n a n

轮歇休闲自然演替生境鸟种数

目 科
雨林

3 a 6 a 10 a 2 0 a 3 0 a

保护使用林地生境鸟种数

经济林 用材林 用藤林

I 华形 目

‘.�4门J
‘.1,几J峙改J

‘胜.1
几

n 鸡形 目

m 鸽形 目

W 鹃形 目

V 鹊形 目

巩夜鹰 目

姗雨燕 目

拍咬鹃目

IX 佛法僧 目

X裂形 目

刀雀形 目

6
一工�

6
‘U

57

41乡743

71610116l6

10ll

2222

21-616101122653

61610113256351410n3514101136

14

百 10

l l

3

1

5

6

3

3

4

6141011346

�、�份」

,且
56

内、�
2门、丹j

1 鹰科

2 伟科

3 难科
4 鸿鸽科

5 杜鹃科

6 鸥鹊科

7 夜鹰科

8 雨燕科

9 咬鹃科

10 蜂虎科

11 佛法僧科
12 戴胜科

13 须裂科

14 啄木鸟科

巧 阔嘴鸟科

1 6 八色鹤科

17 鹊鸭科

18 山椒鸟科
19 鸭科

2 0 和平鸟科

2 1 伯劳科

2 2 黄鹏科

2 3 卷尾科

2 4 燕 贝鸟科

2 5 鸦科

2 6 鹊科

( l) 鹑亚科

( 2) 画鹤亚科

( 3) 莺亚科

( 4 )鹊亚科
2 7 山雀科

2 8 币乌科

2 9 啄花鸟科

3 0 太阳鸟科
3 1 绣眼鸟科

3 2 文鸟科

3 3 雀科

合 计 1 1 目 3 3 科 2 8 10 6 10 8 1 12 1 14 11 5 1 14 12 0 12 1

注
:

目科拉 丁 文 1
.

F
a
le o n ifo r m e s H

.

G allifo rm
e s 田

.

co lu m b ifo r m e s IV
.

C u e u lifo rm
e s V

.

S t r ig ifo rm
e s VI

.

ca p r im u lg ifo rm
e s W

.

A卿 Iifo r m e s 粗
.

T r o g o n iform
e s

IX
.

Co
ra e iifo r m e s X p ic ifo rm e s XI

.

p a 、e r ifo rm
e s

1
.

A e e ip it r ia e 2
.

F a lcon id a e 3
.

Pha s ia n id a e 4
.

肠lu m b ida e 5
.

C u e t ,
lida e 6

.

S t r ig id a e 7
,

Ca pr im u lg id a e s
.

A 户划 id a e

9 T ro g o 11 id a e 1 0
.

M e ro pid a e l 1
.

Co
r a e iid a e l2

.

U Pu p id a e l3
.

C a p ito n id a e l4
.

Pie id a e 1 5
.

E u r yla im ida e l6
.

Pir t i
-

d a e 17
.

M o ta e illid a e 18
.

Ca m p e p h a g id
a e 19

.

P扣
o n o r id a e 2 0

.

Ir e n id a e Z I
.

I a n iida e 2 2
.

O
r io lid a e 2 3

.

D ie r u rid
a e 2 4

.

A
r ra m id

a e 2 5
.

肠rv id a e 2 6
.

M u sc ie a p id a e ( l ) T u rd in a e ( 2 ) T im aliin a e ( 3 ) Syl
v
iin a e ( 4 ) M u s e ie a pin a e 2 7

.

Pa r id a e

2 8
.

S itt id
a e

2 9
.

D ie a e ida e 3 0
.

N
e e ta r in iid a e 3 1

.

Zo s t e ro p id a e 3 2
.

P loc e id a e 3 3
.

Fr in g illid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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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源相关
。

在保护自然地理环境生命力的前提下
,

人们创造的动态生境对植被演替
、

生态

系统各组分的协调
,

以及生物多样性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

上述生境样地中统计到的鸟类多样性指数
、

最大多样性和均匀度比较列于表 2
。

表 2 各林地鸟类多样性参数比较

T
a
b le 2 T h e pa ra m

e t e r s o f b ir d d iv e r s it y in d iffe
re n t fo r e s ts

多样性指数 最大多样性 均匀度

休闲 3 a 林地

休闲 6 a

林地

休闲 10 a 林地

休闲 2 0
a

林地

休闲 3 0 a 林地

传统用材林

传统经济林

藤类保护林

山地雨林

干季

1
.

1 65 0

1
.

7 84 3

1
.

79 9 1

1
.

8 4 3 8

1
.

8 4 8 1

1
.

8 57 7

1
.

8 6 2 5

1
.

8 9 9 7

1
.

9 2 5 0

雨季

1
.

15 2 0

1
.

75 2 9

1
.

75 6 1

1
.

80 1 1

1
.

84 4 0

1
.

85 4 0

1
.

8 5 9 5

1
.

8 9 8 7

1
.

9 5 3 2

干季

1
.

4 4 7 1

1
.

98 6 8

1
.

99 5 6

2
.

0 0 8 6

2
.

()12 8

2
.

0 17 0

2
.

0 2 12

2
.

0 4 14

2
.

0 4 5 3

雨季

1
.

4 3 14

1
.

9 5 9 0

1
.

9 6 3 8

1
.

9 9 5 6

2
.

0 ()8 6

2
.

0 17 0

2
.

()2 12

2
.

0 4 14

2
.

0 5 6 9

干季

0
.

8 0 5 1

0
.

8 9 8 1

0
.

9 0 15

0
.

9 18 0

0
.

9 18 2

0
.

9 2 10

0
.

9 2 15

0
.

9 3 0 6

0
.

9 4 12

雨季

0
.

8 0 4 8

0
.

8 9 4 8

()
.

8 9 4 2

0
.

9 0 2 5

0
.

9 18 1

0
,

9 19 2

0
.

9 2 0 0

0
.

9 3 0 1

()
.

9 4 9 6

3 讨 论

研究结果反映出
,

随着轮歇休闲时间递增
,

生境复杂化
,

鸟类群落也逐渐复杂化
,

鸟类多

样性各参数值和均匀度都增加
。

在原始森林得已保护的前提下
,

人为合理调控的传统用材

保护林
、

传统经济植物保护林
、

传统用藤保护林生境情况优于丢荒 自然演替生境
,

其鸟类 多

样性各参数更接近于相邻的自然雨林
。

就鸟种情况分析
,

在 自然雨林统计到的鸟类中有 83

种在轮歇休闲 6 a 以上的生境和保护使用林地都遇到
,

保护使用林地鸟种组成情况与邻近雨

林鸟类情况极相似 (表 1 )
。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

我们所获见的鸟类 多数是在不同生境的

交错带
,

特别是它们与原始森林的交错区
。

不同年期的轮歇演替生境
、

保护使用林地生境与

邻近自然林构成多样的交错群落
,

而鸟类的喜择生境正是不同植被的交错区
,

交错群落的存

在对鸟类多样性的形成
、

维持和发展是致关重要的〔5
,

“]
。

为反映轮歇演替生境和保护使用

林地生境与邻近 自然林的关系
,

分别计算了轮歇休闲 6 a 以上生境
,

以及保护使用的林地 鸟

类群落和 自然雨林的鸟类群落相似系数值 C = Z W / a + b( W 为共有种
, a 、

b 分别为相比较

的两生境鸟种数 )
,

轮歇休 闲演替各生境与邻近 自然雨林的鸟类群落相似系数值
:

休闲 6 a 为

0
.

7 2 2 5
,

休闲 10 a 为 0
.

7 8 6 0
,

休闲 2 0 a 为 0
.

8 2 4 0
,

休闲 3 0 a 为 0
.

8 5 9 6 ;
传统保护使用林地 各

生境与邻近 自然雨林的鸟类群落相似系数更大
,

其传统用材保护林为 0
.

9 19 1
,

传统经济植

物保护林为 0
.

9 2 3 7
,

藤类保护林为 0
.

9 71 0
。

当地哈尼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
、

生活实践中
,

发

展了管理保护使用资源的经验
,

形成了保护与利用结合的林地
,

较好地处理了林地资源利

用
,

森林与农业的关系 ;这不仅对植物资源的保护有利
,

同时创造了发展变化着的
、

多样的生

境
,

对野生动物多样性动态发展也是非常有益的
。

当地猎人反映
,

轮歇演替生境
、

保护使用

林地生境与邻近 自然林的交错区
,

也是捕猎的好场所
。

同时
,

狩猎也历来受其乡规民约
、

传

统宗教文化禁忌的调控
,

使传统狩猎习俗能以维持数千年
,

而野生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又能在

这些地区保存下来
。

长期以来 由于交通条件限制
,

外来影响较小
,

勋宋哈尼族居住地区保留和发展 了社区持

续管理的传统轮歇农业
,

发展了集保护和利用为一体的传统用材保护林
、

传统用藤保护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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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植物保护林的管理经验 ;保留了与人少资源丰盛相适应
,

反映山区民族传统 自然经

济的人地关 系模式
,

为我们提供 了难得的研究基地
。

山区轮歇农业能以持续运行
,

一般说来

人 口密度需在每平方公里 50 人以下
,

其生产活动的复杂有序
,

皆比坝 区农业有过之而无不

及
,

是以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土地管理制度来约束的 ;不同的村社
、

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地理

条件之间有不同的协调关系〔
7 〕

。

励宋地 区的林地管理
,

是该区民族整体文化 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是当地人地关系经验积 累
。

据 1 9 91 年统计资料
,

励宋人口 密度 为 2 7 人 / k m Z ,

19 8 3

年
“

两山一地
”

分配按 5 一 7 轮分地到户
,

轮歇地全部轮遍有 巧 一 21 a 的周期
,

而原来轮歇休

闲恢复已有 3 0a
,

以及 30 多年至 40
a 的林地至今尚存

。

该地区鸟类研究反映出
,

在以往哈尼

族人 口稀少林地浩瀚的情况下
,

轮歇演替对鸟类等野生动物多样性的动态发展有积极作用
;

在该区发展起来
,

集保护和利用为一体的传统用材保护林
、

传统用藤保护林
、

传统经济植物

保护林的管理经验
,

正确的处理 了人地关系
,

对 森林保护
、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自然资源的持

续利用都是很有益的
。

现在的问题是
,

随着当地人 口增加
,

外地人员的涌入
,

市场经济的发

展
,

民族传统 自然经济和传统观念对林地使用
、

传统狩猎的调控等将难以运行
,

特别是对于

年轻的后代
。

已经出现轮歇地和 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的趋势
,

生物多样性将受影响
。

加之市

场经济冲击下
,

矿藏开采正在扩大
,

外地人员的涌入加剧
,

林地面积趋于减少
。

从地理环境

条件看
,

西双版纳山地面积占全州面积的 95 %
,

保存着珍贵的热带森林及野生动物资源
,

又

居住着多种 民族
。

广泛的区域调查情况表明
,

西双版纳的环境状况较之历史记录变化很大
,

森林面积在减少
,

鸟类多样性受损的情况也极为突出
,

森林鸟种和鸟类数量锐减
,

很多大型
、

珍稀鸟类处于濒危 [”一 ‘2〕
。

目前
,

需充分了解 民族地 区人地关 系的历史性及其生态过程
,

在

边远而 自然资源极丰富的民族地区
,

进一步开展人地关系的研究
;总结当地民族利用资源的

情况和经验
,

分析 已经出现的问题
。

从而
,

客观地找出适合区域地理条件的科学措施
,

通过

政府和社区的切实管理
,

才将会对保护 自然地理环境的生命力及其生物 多样性
、

协调人与地

理环境的关系
,

以及地区的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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