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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是我国西南地区土地资源的主体
,

山

地森林既是生物资源库
,

又对维护生态平衡起

重要作用
。

保护及合理利用山地森林资源
·

把

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
,

是极

其重要的
。

但人们往往着眼于直接经济效益而

忽视了生态效益
,

至使山地森林过度采伐
,

乱

砍滥伐
,

野生动物被肆意猎捕
,

山地生态平衡

随之破坏
。

这样造成很多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资源失去了再生能力
,

有的生物 种类因此灭

绝
。

其恶性循环影 响了农
、

林
、

牧
、

副业生

产
,

阻碍着山区经济发展
。

在云南哀牢山区也

同样面临这一严重问题
,

并且缺少对这些存在

问题的研究
。

哀牢山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承担了

这一方面的研究任务
。

哀牢山区绝大部分森林已经被毁坏
,

仅在

山脊等部分地带遗留约四万多公顷的常绿阔叶

林
,

内含 3 3 3 4 9公顷 以木果石栋占优势
,

林相

完整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

这种类型较大面

积的原始林
,

目前在全球范围 内是唯一存留

者
。

_

根据中国科学院 19 7 8年 8月在西宁召开的
“

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科研规划会议
”

的部署
,

昆明分院生态研究室积极开展调研工作
,

于

19 80 年调查了哀牢山森林情况
,

选定哀辆力北

段徐家坝地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作为固定生

态保护区
,

开展生态系统研究
。

该生态保护区

地处北纬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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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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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区划在楚

雄
、

双柏
、

景东交界
。

这片森林外貌整齐
,

保

存有很好的原生植被
.

尤以木果石栋群系分布

最广
,

其林冠郁密
,

树干满布苔鲜
,

森林垂直

分层明显
,

层间附生
,

寄生及藤本植物丰富
。

主要树种是木果石栋
、

腾冲拷
、

滇木荷
、

红花

木莲
、

舟柄茶 : 多花含笑
,

绿叶润楠等
。

林内

生栖着丰富的动物种群
。 、

19 80年我们在该林区开展调查时
,

发现乱

砍林木
,

肆意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十分严重
。

大规模的打猎队在林中安营扎寨
,

穷追猛捕野

生动物 ; 除水鹿
、

毛冠鹿等大型哺乳动物外
、

鸡形 目鸟类也是主要猎取对象
。

原鸡已被猎捕

绝迹
,

很多难鸡正受威胁
。

当时林区仅存 3只

绿孔雀
,

但由于大规模猎捕
,

很快就不见踪影

了
。

红腹角难
、

白腹锦鸡
、

白鹏也所剩无几
。 口

问题十分清楚
,

这样继续下去
,

生活于哀牢山

常绿阔叶林区的很多野生动物将相继消失
,

而

且这块仅留于世的独特类型原始林也将迅速毁

灭
·

情况很紧急
。

中国科学院即时批准于 19 81

年在这个区域正式建立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

站
,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以整个较完善

的自然生态系统被保护
。

由于森林植被得到了

保护
,

野生动物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栖场所
,

得

以繁衍
。

水鹿
、

毛冠鹿等数量增多
,

一些难鸡

已经从灭绝的边缘拯救过来
,

它们的种群数量

在发展
。

冬季样区统计的情况明显反映出这可

喜的变化
,

在 8 0 0公顷固定样区范围内 19 8 1年

统计到 3只红腹角雄
、

8只白腹锦鸡
、

9只环颈

堆
,

19 只白鹏
、

41 只环颈山鹤鸽
,

而 19 8 6年这

些鸟类分别为 14只
、

17只
、

3 9只
、

3 2只
、

6 9

只
。

保护区除有丰富多彩的留鸟
,

每年还迎来

众多的候鸟
,

而且近来无论夏候鸟或冬候鸟数

目都在增加
,

一些珍稀鸟类也到这里越冬
,

例

如大天鹅
、

鸳鸯
、

灰鹤等
。

每当8月至 11月和2

月至 4月
,

候鸟到来或途经停留
。

由于地形差

异和复杂的植被
,

哀牢山林区无论纵向或横向

的短距离内都为野生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创

造了多样的生活条件
,

有形式各异的取食生态

位供各类动物利用
。

生态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环



抱水库
.

林 内溪 流纵横
.

林 水相依
.

草木茂

盛
,

森林层次结构复杂
。

林相完整的森林系统

和包含丰富水生动
、

植物区系的水体统一为一

个非常和谐的生态系统
。

至今在哀牢山已记录

到 昆虫 16 目 177 科
,

两栖动物 2(’种
.

爬行 动物

39 种
,

兽类 8 6种及亚种
,

鸟类 364 种
。

仅徐家

坝水库周围林区就有鸟类 21 8种之多
。

哀牢山

生态保护区是一个生物基因库
,

起到自然博物

馆的作用
。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宝库
,

自从

生态保护区建立以来
,

很多学生到这里实习
。

从当地的小学生到省城的大学生
,

以及美国耶

鲁大学生态环境保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到过

这个保护区
。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还培养了一些

当地青年从事各个学科的辅助研究及生态环

境
、

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 ’

建立哀牢山 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作用
,

就是

要将现存森林保护好
,

让这宝贵的资源库永

存
.

最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
,

从而稳定山区农

业生态体系
,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无论从现实或长远来看
,

哀牢山生态保护

区都有着重要的生态经济效益
。

其常绿阔叶林

是该山系两侧地区人们生产
、

生活的重要水源

林
。

生态保护区植被的保护直接与哀牢山区的

经济相关
。

现存的森林 是该区生态平衡 的枢

纽
,

也是经济平衡的物质基础 而且其涵养水

源
、

保持水土等防护效应尤为实出
。

哀牢山生

态保护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
,

它

如同一块 自然生态平衡标准样地而存在
。

哀牢

山生态保护区是通过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开展工

作
.

它所行使的职能是与人类经济活动紧密联

系的
,

以 人类经济 活动 为中心
.

探索人类活

动
.

社会经济发展与 自然生态
、

环境资源的关

系
。

它着眼于 自然生态系统
,

但实际上一开始

就具有经济的性质
。

因为其所涉及的是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辩证运动的进程
。

运用好生态经

济原则进行山区经济建设
,

获取最佳生态经济

总体效益
。

哀牢山生态保护区正吸引着世界各

地的研究者
。

它将供人类持久地开展生态环境

研究
,

探索和阐明包括人类 自身在内的生态过

程和生态经济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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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言
,

我既不赞成把整个林业建立在
“

木材利用
”

的基础上
,

也不赞成把整个林业

建立在
“

生态利用
”

的基础上
。

正确的选择应

该是既要重视林地的生态利用 又不放松林地

的木材利用
;

既要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
.

又要大力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
,

这就是我所理

解的
“

生态经济原则
” ,

按照这种理解
,

我认

为在我国林业
.

目前面临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约束

下
,

为了用尽可能少的投人和短的时间取得最

大的产出
—

使森林发挥出最佳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

至关重要的是构造出一个优化的森

林资源以至林业经济结构来
。

这种结构的基本

标志就是
“

局部上的分而治之
,

整体上的合而

为一
” .

也就是林地的
“

主导利用
” 。

即从战

略发展着眼
,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原

理
,

把整个林业划分为以发挥森林生态效益为

主的公益林业
、

以发挥森林经济效益为主的商

品林业和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功能林

业
.

进而为林业的合理经营和生产力的迅速提

高打开道路
,

最终达到用 占林地面积很小 比重

的集约商品林业担 负起国家建设对木材的大量

需求
,

使越来越多的林地从木材生产的超高压

力下解放出来转向繁重的环境保护和迅速增长

的物种保存以及游乐保健
·

达到林业的繁荣与

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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