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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策研究

刘永碧

(西昌学院 园艺系
,

四川 西 昌 6巧 0 13 )

[摘 要 1 通过凉 山州 自然保护 区现状
、

存在的及巫 待解决的问题研究
,

提 出加强保护区建

设与管理对策 : 加大宣传 力度
,

实现齐抓共管
; 强化保护手段

,

完善保护设施
,

提高管理水平 ; 发展

经济
,

变被动为主动
;加 强科研管理

、

加强广泛联系
、

促进保护事业 ; 推广社 区林业 经营管理理念和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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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是 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宝贵遗产
,

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 由

于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工农业 的飞速发展
,

盲 目利

用和开发 自然资源
,

大面积砍伐森林和延伸农业耕

地
,

严重毁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

使许多

珍稀野生动植物处于严重濒危灭绝的边缘
。

因此
,

建

立 自然保护区
,

保护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濒危物种并

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

地处长江中上游
、

横

断山脉中段
,

自然条件极其优越
,

植物种类繁多
,

区

系跨度大
,

植被类型齐全
,

稀有植物繁多
,

具有许多

起源古老的孑遗种
,

如水 杉
、

云杉
、

琪桐等 ; 同时
,

凉

山州动物区系之复杂于省内外著称
,

特有种及古老

孑遗种之多也为全省之冠
,

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

熊猫
、

羚牛
、

华南虎
、

白唇鹿
,

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

等
。

保护这些珍稀动植物种类及其生态环境非但对

当前有重大现实意义
,

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

利益
。

因此
,

根据 国务院 ( 19 7 8 ) 2 6 5号文件要求
,

凉山

州建立了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
,

并于 1 993 年设立了冶

勒 自然保护区
。

存较完好的以高山杉为主的原始森林区
。

保护区在

凉山州内面积 2万多公顷
,

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主要

有琪桐
、

连香树
、

水青树
、

冷杉
、

云杉
、

高山栋
、

桦木等

20 多种
,

林木蓄积量约为 35 0万立方米
,

其次还有漆

树
、

核桃等经济林木
,

有成片的生长茂密大箭竹和冷

箭竹
,

是
“

国宝
”

大熊猫栖息的 良好场所 ; 国家保护的

珍稀动物除了大熊猫外 主要有羚牛
、

小熊猫
、

游猴
、

水鹿
、

林爵
、

红腹角堆
、

白腹锦鸡等 20 多种
。

冶勒 自然保护区 位于凉山州冕宁县 内的冶勒

乡
,

属省级自然保护区
,

面积接近 2
.

5万公顷
。

保护区

内生态环境优越
、

气候温和
、

森林植被茂密
,

有油麦

吊杉
、

川滇冷杉等珍稀植物
,

有脊椎动物 2 7 目
、

67 科
、

24 6种
,

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有大熊猫
、

羚牛
、

云豹
、

绿尾虹难等5种
,

属 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

动物有小熊猫
、

黑熊等2 9种
,

此外还有近千种昆虫
。

1 保护 区 自然资源状况

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位于凉山州东北 角的美姑

县
,

属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

东与马边县大风顶 自然保

护区连成一片
,

北和峨边县毗邻
,

海拔 18 00
一 4 0 4 0

米
。

保护区内山峦重叠
、

沟壑交错
,

雨量充沛
、

气候宜

人
、

风景秀丽
,

植被类型多样且垂直分带明显
,

是保

2 保护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和冶勒 自然保护 区建立 以

来
,

在当地党和政府 的领导
、

支持下
,

建立 了野生动

植物保护
、

护林防火
、

林政管理等规章制度和组织机

构
,

统一管理
,

使基层保护管理落实到了实处
,

并建

立了多个巡护点
、

多条巡护线路
。

积极开展宣传和科

研 活动
,

先后有北京大学生物系
、

陕西师范大学
、

四

川师范大学
、

四川省林业厅保护处等单位到区内进

行科学考察
。

但由于保护 区地处边远山 区
、

经济条件

落后等
,

给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

2
.

1 经济的落后降低了保护区建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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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和冶勒 自然保护区都

地处边远地区
,

区内经济条件落后
,

建设与管理所需

经费不足
、

技术力量薄弱等等
,

这些都严重困扰和制

约着保护区的发展和各项管理
。

特别是通讯
、

设施
、

设备
、

技术等一直跟不上现代的建设与管理步伐
,

无

法适应现代的监测
、

巡护和科研 工作
,

致使保护区建

设步伐较慢
。

.2 2 经济的落后加大了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难度

保护区 内居住的少数民族 由于贫穷与落后导致

他们只顾眼前利益
,

在保护区内开矿
、

放牧
、

采药
、

偷

猎等人为破坏现象
,

严重影响了保护区的建设与管

理
,

也给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增加了难度
。

3 保护区亚待解决的问题

3
.

1 要解决保护 区内及周边地区的人为活动与自

然保护的矛盾问题

随着区内及周边地区人 口 的增加
,

保护区 内农

民的偷猎
、

开矿
、

采药和放牧等人为活动比较频繁
,

破坏了保护区的多样性环境
,

使许多保护动植物处

于紧张状态
。

解决这个问题
,

既要增强地方制约机

制
,

还要上升到法制意识上来
,

用法律手段制裁那些

破坏保护区生态建设的人
。

.3 2 要解决科研
、

监测等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建区以来
,

由于科研资金短缺
,

基础设施严重不

足
,

科研力量也很薄弱
,

导致各项科研活动步履艰

难
,

影响着保护区生态环境监测质量
,

甚至无法科

学
、

及时
、

准确地采取措施对濒危物种进行救护和研

究 L作
。

4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策

4
.

1 加大宣传力度
,

实现齐抓共管

加强凉山州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
,

首先要提

高广大群众的保护意识
,

利用电视
、

广播
、

报刊
、

宣传

册等宣传方式
,

不断拓展宣教领域
,

大力宣传 《野生

动物保护法》
、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

《自然保护区条

例孰《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等 ;其次要完善

以保护局 为主
、

各乡镇场主要领导都参加的联合保

护机制
,

集思广议
,

共同研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过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
,

提高和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参与保

护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

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好局面
。

4t 2 强化保护手段
,

完善保护设施
,

提高管理水平

保护设施的建设是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保护的

前提
,

强化保护手段是做好保护区各项工作的保证
。

因此应在深入调查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统筹规划
,

更好地做好防护工作
:

一方面要加强巡护工作和森

林防火建设
,

另一方面要推行营造生物围栏和营建

工程围栏从而稳固生态系统
,

还应有计划地对保护

区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从而提高管理水平
,

变静

态的经营管理为动态的经营管理
,

变封闭的单一管

护为多种经营
。

.4 3 发展经济
,

变被动为主动

加速保护区建设与发展仅仅依靠国家和地方资

金的投人是不够的
,

要解决资金问题就应着手于在

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资源
,

有效利用好凉山

州森林旅游资源优势
,

合理
、

适度发展森林旅游业
,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

慎重选择符合凉山州当地

人文
、

自然状况和生态特点的项 目
,

并在经营管理中

将获得的最高利润按固定的
、

足以实现鼓励 目标的

比例返还给当地社区
,

鼓励其加强资源保护
,

这样既

解决了保护 区的资金困难
,

又扶持了周边的农民群

众
,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

通过这些措施也必将提

高广大群众对保护珍稀动植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

变被动为主动
,

从而推动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步伐
。

.4 4 加强科研管理
、

加强广泛联系
、

促进保护事业

要有效地保护濒危物种
、

保护生物多样性
,

建立

一支专业能力强
、

技术水平高的科研队伍尤为重要
,

通过科研活动为自然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提高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水平
。

同时为 了扩大保护区的影

响
、

提高保护区的知名度
,

还要加强与国内外兄弟保

护区
、

大专院校
、

学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和广

泛交流
,

增强科研能力
,

并通过举办研讨会
、

经验交

流会
、

计算机网络等方式与外防保护机构接轨
,

争取

国内外各界人士及组织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

让更多

的人来关心
、

参与
、

支持凉山州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事

业
,

将保护工作推向深入
。

.4 5 推广社 区林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模式

社区林业是针对传统林业而提出的全新经营管

理理念
,

其特点是
“

自上而下
”

运用
“

参与式
”

方法
,

使

社区群众参与规划设计
,

参与森林资源的经营和管

理
,

强调群众的主动性与参与性
,

从思维上
、

行动上

摆脱对外部的依赖性
,

增强社区经济的造血功能
,

使

责
、

权
、

利真正统一
。

通过云南
、

贵州等省及凉山州布

拖县对社区林业的示范推广表明
,

在保护区 内因地

制宜地推广社区林业
,

能提高保护区的自我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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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促进可持续发展
。

5 结语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 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
,

已

成为当今世界
“

环境与发展
”

的热点研究 问题
,

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主要形式之一
,

它不仅为保护和持续利用 自然资

源提供了可能
,

而且也成为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基地
。

凉山州特殊的地理环境
、

多样的气候类型和丰

富的土壤种类
,

造就了种类繁多的生物
“

基 因库
” ,

在

这块孕育着我国南北兼有的60 00 多种生物资源的土

地上
,

各级林业部门要切实将 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

列人重要工作中来
,

在机构编制
、

经费的大力支持

下
,

运用科学的管理
、

有效的手段
、

务实的态度使凉

山州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跨上一个新台阶
,

实现

凉山州 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全面
、

协调的可持续发

展
,

真正成为四川 自然保护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重

要窗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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