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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展望

王 献 溥 张 建 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 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西双版纳是我国仅有的几个热带区域之一 兀’〕
,

天然热带森林覆盖面积较大
,

野生 生 物

种类丰富
。

这是西双版纳的一个资源优势
,

如何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 用 这 些 资

源
,

不仅是本地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

而且是全国甚至全世界人们所关心 的 事 情
。

因

为
, ‘

一

全球热带森林 由于过分的开发
,

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 7 ]
,

对于热带陆地区域面积不大

的中国来说
,

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的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 l
。

1 9 7 9年以前各个自然保 护 区

遭到严重的破坏已成过去
,

不必再提
,

关键在于对 1 9 7 9年以后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重新划

定的四个自然保护区
,

如何加强有效管理
,

使其在保持区域生态平衡和 经济建设上都能起到

应有的作用
。

应该说
,

这四个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和公安派出机构都已建立
,

如果经营管理的

方针明确
,

工作就能迅速的开展
。

对于保护区的基本概念和有效管理的方法
,

我们曾有过专

文论述 [ 。 , 弓 , 5 , . ]
。

这里
,

我们就想应用这些基本原则来具体探讨这四个保护区的建设凤题
,

并提出一些意见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动脸保护区

动腊保护区以动腊县城为中心分成东
、

西
、

南三片 ( 如图所示 )
,

总面积约 11 万公顷
。

这个区域主要为砂页岩丘陵山地
,

海拔高度一般为550 一1 3 0 。米
,

最高峰可达海拔 2 0 0 0 米
,

天然森林保存较好
,

面积也较大
,

一般海拔7 00 米以下的沟谷地区 ( 局部地区可 达 海 拔 9 00

米 ) 有大片的季节性雨林分布 [ ‘ 2 ]
,

主要树种为
: 番龙眼 (P

o m e t ia to m en tos a)
、

千果榄仁

(T e r m in a lia m 了rio e a r p a
)
、

大果仁面子 (D
r a e o n to m e lo n m a e r o e a r p u m )

、

云南玉蕊 (B
a r -

r in g t o n ia p e n d u la )
、

红光树(K
n em a fu rfu r a e e a

)
、

云南肉豆落(M y r is tie a y u n n a n e n s is )
、

毗黎勒 (T
e r m in a lia b e llir ie a

)
、

光叶天料木(H
o m a liu m la o tie u m v a r

.

g la br e sC e n S
)和翅

果刺桐(E
r y th r in a lith o sp e r m a

)等
。

局部地方还有望天树 (p
a r a sh o r e a c h i几e n s is )和 西双

版纳青梅(V
a tie a x ish u a n g b a n n a e n sis)等龙脑香料植物的分布 [ ‘“

, ‘咯 l
。

低山缓 坡 和 台 地

上则以箭毒木(A
n tia r is to x ie a r ia )

、

龙果(P
o u te r ia g r a n d ifo lia )

、

高山榕 (F ie u s a lt is sim a
)
、

毛叶榄(C
a n a r iu m s u bu la tu m )

、

滑桃树(T
r e w ia n u d iflo r a

)
、

木奶果 (B
a e c a u r e a r a m iflo r a

)

和云南银钩花 (M itr e ph o r a w a n g ii)等
。

海拔7 0 0一1 0 0 0米山地为 LIJ 地季节性雨林
,

代表树种

有
:

网脉肉忙果 (S
e贝e e a r p u s r e tie u la ta )

、

假 含 笑 (P
a r a m ie h e lia ba illo n ii)

、

盆 架 树

(W in e h ia e a lo p hylla )等
。

海拔 1 0 0 0米以上山地出现常绿阔叶林的分布
,

刺拷(C
a sta n o p s is

hy s tr ix )
、

印拷(C
a s ta n o p s is in d ie a

)
、

截果石栋(L ith o e a r p u s tr u n e a tu s
)和红荷木(S

e h im a

w al li ch ii) 等最为常见
。

亚洲象经常在这里出没
,

其它如野牛
、

印度虎
、

云 豹
、

水鹿
、

白 颈

长臂猿
、

苏门羚
、

懒猴
、

孔雀
、

犀鸟
、

原鸡
、

孔雀雄等都是常见的鸟兽
。

可以说
,

动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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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我国最重要的保护区之一
。

它的经营方针应按照科研保护区的要求来加强保护管理
,

严

格划分出核心区
、

缓冲区和试验区
,

按照不 同的要求来进行规划 〔“ l
。

虽然动腊地处边睡
,

交

通不太方便
,

但应创造相应条件
,

组织适当力量
,

开展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
,

核心区和
‘

缓冲区的部分地段就是最好的场听
。

在保护
、

科研的基础上注意开展资源开发的工作
,

重点

在试验区和缓冲区的部分地段开展
,

象野生动物的饲养和繁殖
,

如野牛
、

猴子
、

果子狸
、

穿

山甲
、

蛇类
、

蛤盼等是值得提倡 的
; 当然

,

野生植物的 引种栽培也应同样重视
,

南药
、 ;花卉

、

速生与珍贵用材和薪炭树种都应 大力发展
。

珍贵优质用材树种可发展红椿(T
。。n a c

ili at a)
、

云南石梓 (G m e lin a a r bo r e a
)
、

假含笑
、

白椿 (C h u k r a s ia ta b u la r is )
、

黑 黄 檀 (D
a lbe r g ia

fu se a
), 速生用材树种可考虑团花 (A

n th o e ep h a lu s e h in e n sis)
、

八宝树 (D
u a ba n g a g r a n -

d iflo r a
)
、

顶果木(A
e r o e a rp a fr a x ifo liu s

)
, 药用植物可选择美登木(M

a y te n u s h o o k e r i)
、

云南箩芙木(R
a u 哈o lfia y u n n a n e n s is )

、

千年键 (H
o m a lo m e n a o e e u lta )

、

绿壳砂仁 (A m o 二

m u m v illo s u m 哥a r
.

x a n th io id e s
)
、

白豆落(A
.

k r a v a n h)
、

通关散 (M
a r s d e n ia te n a e iss i川 a

)

等
。

其它如热带果树
、

农牧副渔业 ( 包括作物
、

养牛
、

家禽
、

养蜂
、

渔塘
、

竹木加工和手工

艺品制作等 )
,

也要选择适宜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
,

使热带森林丰富的资源持 续的提供经济

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
。

虽然
,

动腊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已建立
,

但还需在各片适宜地点

建立若干保护站或试验站
,

以适应保护
、

科研和生产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
。

为了使这个保护

区工作得到迅速的开展
,

最好能组织当地政府
、

保护区管理
、

科研等部门联合建立一个协调

机构
,

负责领导和制定保护区的有效管理的全面规划
,

争取国内外有关力量参加协作
,

把各

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
。

二
、

劫仑保护谊

动仑保护区位于动仑镇周围
,

也分成东
、

西和王子山三片 ( 见图 )
,

总面积约 1 1 0 0 0 公

顷
。

所在地也多
.

为海拔5 70 一1 0。。米左右的砂页岩丘陵山地
,

森林面积 比 勋 腊保 护 区 小 得

多
,

但保存仍较毙整
,

主要群落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动植物种类成分等与动腊保护区的情况

大致类似
。

只是东片系由二迭系石灰岩组成
,

因而植被的种类组成明显不同
,

主要种类为四

数木 (T
e tr a tn e le s n u d iflo r a

)
、

多花 白头树 (G
a r u g a flo r ib u n d a v a r

.

g a m b le i)
、

动仑翅子

树(P te r o s p e r m u m m en g lu n e n se
)

,

槟榔青 (S p
o n d ia s p in n a ta )

、

油朴(C
e ltis w ig五tii)

、

闭

花木(C le is ta n th u s s u m a tr a n u s
)
、

毛麻栋 (Ch
u k r a sia ta b u la r is v a r

.

v e lu tin a
)等

。

动仑离思茅不过1 00 公里左右
,

离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仅儿十公里
,

交通比较方 便
,

凡

到思茅或允景洪的人
,

要欣赏热带森林的景色
,

到动 仑是最近的
,

加 以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

植物研究所就设在动仑
,

这里建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热带植物园
,

引种栽培了不 少国内外

的热带植物
,

景色十分优美
。

既有繁茂的热带森林
,

又有美丽的植物园
,

这样的地方是开展

保护
、

科研
、

教育和旅游的好场所
。

如果能把周围的荒山和采伐迹地列入保护区管理
,

用以

发展生产
,

那就更加丰富多采 了
。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
,

勋仑保护区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家公

园类型的保护区
,

在切实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
,

把旅游
、

科研
、

资源开发和教育等任务结

合起来 工“ ]
。

这项工作最好由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
,

全面规划
,

争取 国 内

外有关方面来协作
,

励仑保护区的工作就能大大改观
。

值得指出的是
,

劲仑镇应按热带游览

城镇的要求和少数民族的传统和风格来建设
,

同时划定各个旅游点
,

避免因发展旅游事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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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森林的狂坷破坏
。

一

资源开发在这里也应占相 当的比重
,

在论述动腊保护区时所提的具体

建议
,

完全适用于这里
。

有关动仑保护区的建设
,

我们 已有专文论述
,

可作参考 【’。’
。

三
、

翻并保护区

动养保护区位于景洪县动养区北面的广大区域
,

所在地也是砂页岩缉成的丘陵山地
,

总

面积约10 万公顷
。

这个区域原来森林相当繁茂
,

主要群落类型和种类组成也与劲腊和勋仑保

护区的情况大致类似
,

为象群和许多珍贵动物出没的场所 f’ l
。

但是
,

这里的森林遭受 砍 伐

破坏比较严重了
,

群落的完整性和物种的多样性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当前
,

急需

的保护区的要求来经营
,

把核心区
、

缓冲区和试验区明确划定之后
,

在杨合区和缓冲
明孕
区范围

内
,

严加保护管理
,

让其迅速得到应有的恢复 「3 ]
。

与此同时
,

应在试验区和缓冲区的 部 分

范围
,

开辟一个天然动物园
,

这里的象群较多
,

经常出没在公路沿线
。

一

大力开展本地野生动

物的驯养和繁殖以及野生经济植物的引种栽培和繁殖
,

具体的做法可按动腊保护区所论述的

进行
,

热带果树
、

农牧副渔业的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
。

生产发展了才能促进保护 事 业 的 发

展
,

第三产业各部门也就必然会得到应有的发展
。

要搞好保护区的生产开发
,

应 多 途径 进

行
,

有些由保护区自己经营
,

有些可和邻近部门联营
,

有些可采取承包或指导个体专业户开

发
。

必要时也可发展为一个联营保护区
,

把本地区的生产发展统一协调起来 ￡。〕。

四
、

受搞保护区

曼稿保护区是新选划的一片
,

位于励海县西北的砂页岩丘陵山地
,

海拔均 在 10 0 0 米 以

上
,

总面积约 1 万公顷
,

是动海县境内森林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

主要为山地雨林和山地常绿

阔叶树
,

代表树种以樟科
、

壳斗科
、

茶科植物为常见
,

由于周围森林破坏严重
,

应加强保护

工作
。

并按管理的保护区的要求经营
,

划定核心区
、

缓冲区和试验区
,

分别情况加强保护和

建立人工生态系统与资源开发工作
,

使保护区的建设和当地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福利密切联

系起来
,

形成一个热带地区合理利用才口保护自然资源的示范点
,

为热带地区的建设做出应有

的贡献
。

热带地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是一项世界性的问题
。

由于森林的过分采伐所

引起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
,

使人们从遭受自然惩罚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

不久前
,

联合国亚

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还专门召集了有关专家讨论这个问题
,

会议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
,

号召各国和地区
,

重视这个问题
,

并要求建立生态开发的示范基地
,

一

以促进经验 交 流 〔。 ]
。

看来
,

只有建设具有多功能的生物圈保护区
,

把保护
、

科研
、

教育
、

资源开发和游旅密切结

合起来
,

才能达到生态开发的示范目的 ‘。
’ a , ’“ , ‘。 ]

。

这样一种新型的保护区在西双版 纳 建

立
,

将会大大改善那里的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

应该拿出象过去发展橡胶林那样

的决心和干劲
,

组织一定的人力
,

投入相应的资金
,

大力开展这项工作
。

上述四个保护区各

有特点
,

可根据实际情况抓住重点
,

逐步发展
,

走向完善
,

为我国乃至世界热带地区的资源

保护和开发
,

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



24 8 广 西 植 物 7卷

尹、 尹 . 、, ~
。一

洲
’

“
。

’“

丫
,

一
, ,

糕 馨攀黔

,

扩
, ‘一

瑞
、

一
‘

入
\

尸,,

厂 龟

裁J哪呵、,

栩气儿厂又?

西定

严
. 巴达

夕
J

月娜

熊
.

蛛 . 钾
润

一
护产
景供 嘿欲

助仑俘护区 , 毛户 ,
殊州产

. 武

。

挤即何

.
布朗山

.
确龙

醉姗朋梆
朋一�一哪

L
~

止之~ 竺~ 刃绍

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示意图

今 考 文 做

( 1 ) 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
, 1 9 8。:

中国植被
。

科学出版社
。

( 2 〕云南大学生物系
,

19 60 :

云南自然保护区植被专号
‘

云南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 第 1期
.

( 3 〕王献溥
. 19 8 。: 关于保护区的类型和管理问题

。

东北林学院学报 2 : 1一6
。

( 4 〕王献溥
,

19 81 : 关于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问题
.

野生动物
,

1 : 17 一19
.

( 5 〕王献溥
,

19 82 :

关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问题
.

贵州环保科技 3 : 5一9o

( 6 〕王献溥
. 1 9 84

:
关于生态发展的基本概念和保护区的建设间题

。

生态科学
,

1 :
98 一 102

.

〔7 〕王献溥
,

19 84
:
从西取版纳的见闻谈当前保护区的建设问题

。

环境保护11
: 2一爪

( 8 〕王献溥
, 1 9 85 :

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自然资源 3 : 7一 1 2 .

( g 〕王献溥
,

1985
:
关于联营保护区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

。

广西植物 6 ( 4 ) :

40 9一 4 120

( 10 〕张建侯等
. 1 9 85 :

云南西双版纳动仑保护区的基本特点和经营管理问题
。

自然资源 4 : 7 8一 8 2 .

( 11 ) 向应海
,

19 81
:
滇南热带雨林中种群配置的初步研究

。

云南植物研究 1 :

57 一74
。

〔12 〕姜汉侨
,

19 80 :
云南植被分布的特点及其地带规律性

。

云南植物研究 1 :

22 一3 1.

( 13 ) 陶国达等
, 1 9 83 :

国产龙脑香科一新种
。

云南植物研究 4 : 379 一38 00

( 14 〕望夭树协作组
,

19 77 :
云南发现稀有珍贵树种—望天树

。

植物分类学报15 ( 2 ): 10 一21
.

〔15〕C o lli n G
. ,

20 85 : T h e e e v e n n e s b i o s Ph e r e r e s e r v e i n t e g r a t i n g t r a d i ti o n a l u s e a n d e e o svs t e m

e o n s e r v a ti o n ,

PA R K S 10 ( s)
: 1 2一 14

.

( 16〕V o n D r o s t e H
.

e te
. ,

2 9 5 5 :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 d e m n s t r a t i n g t h e v a lu e o f e o n s e r v a ti o n i n

s u s t a i n i n g s o e i e t y ,

PA R K S 10 ( 3 )
: 2一5

.

( 17 〕G r a i n g e r A
.

, 19 80 : T h e s ta t e o f t h e w o r ld
, 5 tr o Pi e a l fo r e s t s , T 五e E e o lo g is t l一2 : 6一 12 ,



3 期 王献薄等
:

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展望 2 4 9

TH E
.

PE R SpEC万脚E OF EST ABLISHING NAT URAL PR O TE CT E D

育

AR EAS IN X ISHUANG BANNA
,

YUNNAN P肋V INCE

W
a n g X ia n 一Pu

(In , tit认t e o f B o t a o y
,

A e a d e m ia S in ie a )

Z h a n g Jia n 一li o u

(Y u n n a n In s tit u 烧 o f T r o p ie a l B o ta n y
,

A e a d e m ia Sio ie a )

T he fo r e s ts o f X is h u a n g ba n . a ,

in th e e x tr e m e s o u th o f Y u n n a n P r o v in e e a r e ,

w ith

th o s e o f H a in a n isla n d
,
the o n ly v ia ble , t a ” d s o f t r o Pie a l fo r e s t lef t in C h in a

.

T he ir

im p o r ta n e e 15 u n d e r s e o r e d by the fa e t tha t
,

X is h u a n g b a n n a 15 卜o m e t o 恤 po r t a n t e o n ·

e e n t r a tio n o f e le p h a n t a n d t ig e r a n d
, u 刀til r e e e n tl了

,
to th e S u m a t r a n r 五in o

.

In 1 9 8 0

r e la t e d a u th o r it ie s d e s ig n a t e d a to t a l Pr o te e t e d a r e a o f 1 6 0
,

00 0 h a fo r the Pr o te e tio n

o f fo r e s t s a n d a s s o e ia te d a n im a l sPe e ie s u n iq u e to this a r e a
.

T he r e a r e fo u r r e s e r v e s

a s i o d ie a te d in the m a P
.

A m o n g th e m M e n g la r e s e r v e s h o u ld b e r e g a r d e d a s s e ie n tifie

P ro t e e te d a r e a : M e n g lu n r e s e r v e m u s t b e e s t a blish e d a e e o r d in g to t五e n e e d o f n a tio n a l

p a r k ; M e n g ya n g r e s e r v e a n d M e n g k a o r e s e r v e b elo o g to th e typ e o f m a o a g ed Pr o te e te d

a r e a
.

T he r e is the n e e d fo r m o d e r n e o n e e p t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p la n n in g fo r s u s ta in a ble

d e v e lo Pm e n t
.

T he r e s e r v e s a ls o 恤
7 e s u b s ta o t ia l p o p u la tio o s o f in d ig e o o u s 口in o r itie :

1iv in g w ith in the m a n d 扭a k in g 让s e o f the fo r e s t r e s o u r e e s
.

T b u s fo r e s t e o n se r v a tio n

口 a y b e e o m b in e d w ith th e d elie a t e ha n d lin g o f in d ig e n o u s r ig h ts 玄0 e n s u r e th a t e o n -

s e r v a t io n c a n 9 0 ha n d i” ha n d , ith r e s p e c t fo r c u lt u ra l c o n ti n u ity a ”d 冬” in c r e a s e in

the s ta n d a r d o f liv in g o f the a ffe e te d p o Pu la tio n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