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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编写本志旨在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向人们

系统地介绍象头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过程。本志以存

真求实为本，力求准确、全面、简明、通俗，力求做

到资料性和实用性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

裁记述实况。共编成1O章53节。采用的彩色地图是按

1：50000实地勘测的。

三、本志所载的人、事、物，是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

取略古详今的方法进行记述。

四、本志所载内容主要来源：本保护区创立以来

在工作中所形成的档案资料，编写人员的调查、采访

资料，象头山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惠州市林业局以及

有关单位和人士提供的资料。

五、本志断限，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2008年，

重点记述1998年成立保护区以来的事情。



六、本志对材料的使用，尽可能保留原貌，只作

部分技术修正。对时间和数字的表述，时间只记公元

的阳历，凡称“以前、以后、以上、以下”，均连本

数内，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简称

“象头山保护区’’或“象头山保护区管理局’’。各项

经济数据，所用的度、量、衡单位均用当时的名称，

未作换算对比。

七、本志所载地名基本上按传统原名记载。所涉

及动植物名称则按现在标准的学名。所涉及的人物按

出现时间顺序排列。

八、本志所记内容均反复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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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象头山自然保护区志》经过编委们将近一年

的辛勤耕耘和精细劳作，终于就要付梓印刷了，这是

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是象头山人1 O余载创业发展历程

的结晶，也是我省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创举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果，更是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

现。

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丰富，环境优美，

交通发达，信息便利，是我省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保

护区中资源最为丰富、特有物种最多、区位优势最

为明显的自然保护区之一。该保护区紧靠北回归线南

侧，总面积10696．9公顷，森林覆盖率88．4％，是北回

归线上一片难得的绿洲，是深圳、香港、东莞、广州

等地供水的重要水源涵养林之一。众所周知，自然资

源和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发展自然保护事业，科

学地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展科学研究和对外合作交流，促

进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自然保护工作越来越引起全社

会的关注。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自

然保护区工作。尤其是2000年实施省人大《关于加快

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议》以来，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

和管理呈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趋势，数量快速增长，管

理制度日趋规范，机构不断完善，编制大幅增加，设

施明显改进，效益显著增强，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有效保护了我省典型的自然生态系

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惠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

来也非常重视林业和自然保护区工作，特别是在自然

保护区资金投入和规划建设上走在了全省前列，为自

然保护区建设营造了浓厚的氛围。目前全市己建立国

家、省、市、县级森林、湿地及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26处，总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7．9％，这在经

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挥了典型的示范和带头作

用。我们期望惠州市继续加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



用世界眼光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切实提高自然保护区

管理水平，争取在资源保护、科学研究、生态旅游、

社区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适逢象头山自然保护区创立1 O周年，希望惠州市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此为

契机，扎实做好自然保护区的各项工作，实现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发展战略，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打造品

牌，努力将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成为我省乃

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和窗口。

是为序。

广东省林业局局长：张奄殳
二oo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序二

《象头山自然保护区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

欣慰和庆贺的事情。我谨向为编写本志付出了辛勤劳

动和支持本志编写工作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

谢。

盛世撰史，太平修志。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科学发展，

万民康靖。象头山自然保护区成立1 O周年进行第一次

修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对下一

代不可推诿的职责。现在修成的《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志》属于专业志的一种，实为保护区的历史全书，志

书文体朴实，语言通俗九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它真

实地记载了象头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史，为人们了

解象头山自然保护区提供了一条捷径，也为子孙后代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这部全面系统客观科学

地反映保护区历史和现状的全书，后人可以从中总结

经验，探索规律，为继往开来，达到观今鉴古，古为



今用的目的，还可以激励和教育后代增进他们热爱林

业，热爱保护区，建设保护区，建设祖国的感情和为

之奋斗的信心。

总之，志书观点正确，结构合理，文字通顺，

资料新鲜，内容丰富，实事求是，具有林业特色，

具有象头山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具有较强的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和实用性，以及资政、教育、存史的

价值与作用，是一部可读、可信、可用的资料性科学

著述，无论是决策者、建设者，还是热心者，均值一

读。

籍此象头山自然保护区志付梓之际，谨以为序。

惠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二oo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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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24日，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赵南先博士(中)考察象头山

2001年3月30日，中国工程院马建章院士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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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专家组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2年1月25日，省林业局副局长陈俊勤(右)陪同国家计委农经司副司长胡恒洋
(中)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2年2月6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吴楚材教授(左)、吴章文教授考察象头山自

呆护区

2002年3月27日．惠州市市长柳锦州(左二)、市委副书记叶月坚(左三)、副市长

纛好(右二)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2年4月19日，省林业局局长邓惠珍(中)、昌0局长邓梦柏(左一)考察象头山

自然保护区

2003年3月9日，省政协副主席李金培(中)省林业厅原厅长粱星权(左)考察象

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3年6月，惠州市委书记肖志恒(左四)、市长柳锦州(左三)、副书记李汝求

(左二)，率市委市政府领导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3年9月，市林业局局长陈就和陪同寒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志恒

(左一)考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5年12月16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关注森林活动维委会副主

任陈邦柱(左二)在惠州市政协副主席刘冠贤(左一)陪同下视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7年11月1日，詹小东局长、罗探基、钟象景副局长与惠州市副市长杨灿培(前

排中)在保护区进行白鹇野放实验，前排左一为张爱中副秘书长



2007年11月1日，詹小东局长、罗探基副局长陪同惠州市副市长杨灿培(左一)考

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2007年11月10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左二)．在惠州市副市长杨灿培(右

二)陪同下视察象头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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