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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环境保护与生态旅游

有关森林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

资源、森林资源以及作为一种资源的
森林环境

　　人类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资源的概念，对一

切作为资源的客体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了环境的破坏，

对于森林环境而言也莫不如此。

对人类来说，资源就是能在个人及社团两个水平上，满

足生理、社会经济和文化需求所必需的任何一种物质或能

量形式。资源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还是人类生产

的要素，是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源泉。因此，对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来说，自然资源状况的优劣，将成为未来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人口众多的我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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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如此。

资源可分为成两大类：即不可更新资源和可更新资源。

不可更新资源是依赖于有限贮存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

物燃料等；可更新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资源，换句话说是从生

命有机体生物量中获得的资源。然而，资源又是一个动态

概念，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深

化的概念。人类起源初期，认为森林中的野果、草原上的动

物、河流中的鱼虾是资源，而把森林、草原和河流本身不当

作资源，甚至被看成是生存的障碍。在１００年前，甚至１０

年前不认为是资源的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却成为人类最关心

的资源，如地热资源、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等。资源

是客观实体，而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和利用却是动态的和发

展的。

森林是可再生资源，是人类和多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复杂的结构和多种

功能，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林、副产品，而且在维持生物圈

中物质和能量的运转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森林在美学、

户外休闲以及文化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总的说来是一部森林破坏史。全

球森林资源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历经多次

战乱而不断下降。近些年来，由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对

森林作用的认识有所加深，保护森林资源的呼声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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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状况出现了转机。森林资源意指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

的森林生态系统本体，而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组分而存在

的生产者（绿色植物）、还原者（细菌、放线菌等各种微生

物）、消费者（森林动物）及其周围环境均属于森林资源的

范畴。

根据我们前面几章的定义，森林环境指与人类生存和

发展密切相关的森林植被及与森林植被直接相关的周围空

间。它既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说，

森林环境也是一种资源。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

在谈到森林环境及其保护的有关问题时，不可能回避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这样两个当今世界绿色环保主义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生物多样性的含义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

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它包括动物、植物、微生

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态环境形成的复

杂的生态系统。它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生命系统是一

个等级系统，包括多个层次水平－－基因、细胞、组织、器

官、物种、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每一个层次都存在

着丰富的变化，都存在着多样性。但在理论与实践上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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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较多的主要有基因多样性（或遗传多样性）、物种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现在，人们往往把生物多样性视

为生命实体本身，而不仅仅看作是生命系统的重要特征之

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可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

分。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的一些

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

种内的多样性是物种以上各水平多样性的最重要来

源。遗传变异、生活史特点、种群动态及其遗传结构等决定

或影响着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及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

而且，种内的多样性是一个物种对人为干扰进行成功反应

的决定因素。种内的遗传变异程度也决定其进化的潜势。

所有的遗传多样性都发生在分子水平，并且都与核酸的理

化性质紧密相关。新的变异是突变的结果。自然界中存在

的变异源于突变的积累，这些突变都经过自然选择。一些

中性突变通过随机整合到基因组中。上述过程形成了丰富

的遗传多样性。

物种是一级生物分类单元，代表一群形态上、生理上、

生化上与其他生物有明显区别的生物。通常这类生物可以

交换遗传物质，产生可育后代。物种多样性是指一定区域

内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变化，包括一定区域内生物区系的状

况（如受威胁的状况和特有性等）、形成、演化、分布格局及

其维持机制等。物种多样性的测度有多种方法，但一般多



５　　　　

保
护
森
林
的
常
识

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即一定区域内物种的数目来测定。

在此基础上，还应尽量考虑物种的质量特征。首先，物种之

间亲缘关系的远近也表明一种“距离”或差异，实践中往往

选择易于鉴别并意义较大的类群进行测度，而不可能包括

所有的生物类群。一般先选择维管束植物、哺乳动物和鸟

类，然后选择其他的脊椎动物、大型无脊椎动物、苔藓、地

衣、藻类和真菌等，很少包括土壤动物在内。此外，物种多

样性测度还应考虑不同物种量的差异，即物种的相对多度。

对大多数生物类群而言，物种丰富度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

从两极向热带不断增加的规律。物种多样性还受到当地地

貌、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打上地质历史变迁的

烙印。

物种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如猞猁与兔之间的捕食关

系，虱子与兔之间的寄生关系，根瘤菌与豆科植物的互惠共

生关系等。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功能整体，称之为

生物群落。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主要指群落的组成、结构和

动态（包括演替和波动）方面的多样化。从物种组成方面研

究群落的组织水平或多样化程度的工作已有较长的历史，

方法也比较成熟。物种多样性只是时间流中生物群落中物

种集合的一个横截面。当生态环境或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时，生物群落中的物种组成，即物种多样性会发生变化，最

终导致整个生物群落的动物、植物组成成分更换，这一过程



６　　　　

保
护
森
林
的
常
识

称之为演替。除了在生态时间尺度内生物多样性会发生变

化以外，在地球上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中，由于太阳辐射、

降水、氧分压、蒸发强度等因素的差异，发育着不同的生态

系统，如冻原、北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

雨林、高山草原和荒漠等。这种物种集合的空间多样性称

为生态系统多样性，即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

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

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生物圈的结构和

功能取决于生物多样性的状态。以遗传杂合性下降为表征

的遗传多样性损失，可能降低物种的生存力。物种灭绝使

物种多样性降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变化又影响生态

系统多样性。因此，保护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从

某种意义上说，保护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

学，即研究从保护生物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着手来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科学。

生物多样性具有利用价值和其内在的价值。生物多样

性的利用价值可分为直接利用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

美学价值四大类。

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利用价值指生物资源可供人类消费

的作用，如作为食物、燃料、建材等。目前人们仅仅利用了

生物界的一部分，许多野生动植物还有待驯化，以培育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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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家畜；许多野生乔木还可以筛选出速生树种。例如，

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生长着一种叫铁刀木的速生树，当地居

民间隔一定时间砍取铁刀木的枝条作为燃料，留下树干发

枝，解决了当地的能源问题，持续利用了生物资源。又如，

中国的传统中药材多为野生动物、植物。中国著名植物学

家蔡希陶教授等曾发现了抗癌植物－－云南美登木。可以

预言，人们将不断发现许多野生动植物的新的使用价值。

生物的生态价值指的是其维持生物圈的功能。绿色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放出Ｏ２、吸入ＣＯ２，维持了大气成分的相

对稳定。土壤中的分解者－－真菌、微生物和土壤动物分

解了死去的植物和动物，清除了有机垃圾，是生物圈物质循

环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森林和草地截留降水，保持了水土。

因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常常是难以定量估计的。

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具有科学研究

的价值。例如，经过２０年的定位研究，契尔法斯（Ｃｈｅｒｆａｓ，

１９９１）发现荷兰森林中的真菌数量下降了，不但食用菌数量

下降，其他真菌也减少了。德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

象。在森林中，蘑菇与树木共生，土壤真菌促进了植物抗草

食动物啃食和抗低温的能力，增强了植物吸收养分的能力。

为什么这些真菌会消失呢？人们尚无确切的答案，这可能

与空气污染有关。森林真菌的消失，可能是树木大量死亡

的前兆。因此，科学家正在研究扭转这一趋势的措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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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美学价值是其环境功效的一部分。近年

来全球兴起了生态旅游热，据估计，全球生态旅游业的产值

达１２０亿美元。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的每种形式是独特的，不管

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值得受到尊重。并且，来自自然的

持久利益取决于必需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的维持，

也取决于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伦理基础

必须与生态学原理相一致，物种和生态系统存在的理由可

能比简单地满足当代消费者的经济愿望更为重要，当某一

物种基因库是由于当代人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而趋

向灭绝时，所有的子孙后代都将为其付出代价。

（二）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北抵寒温带大陆、南达热带海

洋，地域差异明显。生物区系跨越两大界，即动物地理学上

的古北界和东洋界，植物地理学上的泛北界和古亚热带界，

因而孕育了丰富多彩又独具特色的生物种群和生态系统。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全球第８位，北半球的第１位。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有如下特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多样，仅陆地生态系统就有２７个大类，４６０个类型；种类繁

多，有高等植物３２８００余种，占世界总种数的１２％，居世界

第３位，仅种子植物就有２４５００余种，１０个特有科、３２１个

特有属、１０００个特有种；动物种类约１０．４５万种，占世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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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１０％，仅兽类就有５６０种，其中１个特有科、８个特有

属和６３个特有种；植物药材４７７３种、淀粉原料植物３００

种、纤维原料植物５００种、油脂植物８００种、香料植物３５０

种、已开发利用的真菌８００多种、动物药材７４０种、有经济

价值的野生动物２００种。中国是世界三大栽培植物起源中

心之一，水稻、大豆、谷子、黄麻等２０余种作物起源于中国。

畜禽有４００多种，居世界首位。

然而，中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总物种数的１５％～２０％

受到威胁，高于世界１０％～１５％的水平。近５０年来，约有

２００种植物灭绝，高等植物中濒危和受威胁的高达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种，占总种数的１０％～２０％。近百年来，约有１０余种

动物绝迹，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等２０余种珍稀物种又濒

临灭绝的危险。

（三）保护生物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科技界和许多国家开始重视人类经

济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野生物种的生存危机，但是当时没

有专门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科，有关物种生存条件、灭绝机

制以及环境保护的研究多散见于各个基础学科之中。随着

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及有关研究资料的积累，有关

保护生物学研究人员迫切需要交流信息。于是，１９７８年，

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召开。

１９８５年，保护生物学学会成立。现在，保护生物学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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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一个学会。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北美

的许多大学设立了保护生物学专业，而且此专业目前已经

成为大学生们喜欢选修的热门专业。许多基金会，包括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都将保护生物学作为优先资助的领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也为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发展

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

联的功能整体，生物物种的迁徙没有国界。局部的污染和

生物多样性变化将影响整个生物圈。野生生物的国际贸易

导致富国对穷国的生物资源的破坏。因此，生物多样性保

护是一项全球性任务，需要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努力。自从

１９７３年《濒危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签订以

来，国际上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最近的一次也是

最重要的一次，是１９９２年６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中国保护生物学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薄弱。具体表现

为：大多数物种受威胁状态不明，重点保护动物缺乏长期

的、系统的有效监测；许多新方法和新技术还没有应用；许

多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其设计与管理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

尽管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在鼎湖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自然保护区，但是真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开始于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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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１９９０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工作组，

１９９２年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统一协调中国科学院生

物多样性研究工作。１９９４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２１世

纪议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以履行生物多

样性公约。这一切表明中国加快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的步伐。

保护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目标是评估人类对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提出防止物种灭绝的具体措施。它具有

自然科学和应用管理科学的双重特征，由基础生物学、应用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融合而成。

（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伦理学基础

１．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由自然和人类社会所

组成。任何一方的健康存在和兴旺都依赖于其他方面的健

康存在与兴旺。

２．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所有在这个星球上的

其他物种一样是永恒生态规律的对象。所有生命都依赖于

自然系统的不间断的运转，这保证了能量和物质的供应。

因此，为维护世界社会的生存、安全、公平和尊严，所有的人

都必须担负起保护生态的责任。人类的文化必须建筑在对

自然的极度尊重上，具有与自然相一致的观念，并认识到人

类活动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中进行。

３．我们必须在生物学限度内工作，但这种限度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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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努力的限制，而是对如何使人类活动能维持环境稳定

和多样性提供方向和指导。

４．所有物种具有固有的生存权利。保持生物圈完整性

和保持生物圈内多样化物种，景观和生境的生态过程要得

到维持。同样，人类文化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同当地环

境的适应也能获得繁荣。

５．可持续性是所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个人

和社会的价值应运用于增加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和人类文

化的丰富程度。这种道德基础将能使自然的许多利用价值

－－在食物、健康、科学、技术、工业和娱乐方面的价值－－

被公平地分配并保存给子孙后代。

６．后代的幸福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份社会责任。因此，

当代人应当限制其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费，要把这种消费水

平维持在仅仅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并对可更新资源进行

抚育，确保持续的生产力。

７．所有的人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地球上的生命行

使责任。因此，他们必须有完全的受教育的机会、政治权利

和可维持的生活。

８．以伦理和文化的观点看自然和人类生命，不管在某

一社会中占主导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意识形态是怎样的，自

然和人类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可以通过其不同组分之间的相

互作用、相互激发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繁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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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球上很难找到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生态

系统，自然保护需要人们直接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常

常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对物种生存的影响，即使在自然保护

区，也需要评价对非严格保护的动植物资源的适度收获问

题，研究生态旅游对保持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的作用等。

森林环境保护

对于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环境保护问题，是当

今世界最瞩目的基本问题之一；而对于世界各国作为陆地

生态系统主体的森林的环境保护问题，尤其受到人们的高

度关注。森林环境危机不仅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也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之一。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森

林都在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必须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以

制止人类对森林环境的破坏，建立人类与森林和谐共存、

良性协调的关系。

森林环境危机现状

（一）森林的破坏使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森林生态系统

失去平衡目前，全世界森林每年减少（１８～２０）×１０６ｈｍ２。

据世界粮油组织统计，１９５０年以来，全世界森林已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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