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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保护区效应的探讨 

张 荣 祖 张 洁 

(富景 盖譬员会地理研究新，北京1 0口。l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自然保护区是散布在人为生态系统中的岛 

状地。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受到人类活动的强 

烈影响。 自然保护区的效应，取决于保护区与 

外界的有效隔离及区内群落自身的维持 能 力， 

在理论上是非迁入率和非绝灭率的均衡，与自 

然状态下的岛状地恰好相反。后者是迁入率与 

绝灭率的均衡。在环境综合整治中，保护区系 

统与多种经营系统的相互协调是维持生境与物 

种多样性 ，永续利用生物资源的必要前提。 

一

、 前 言 

现代工、农业的发展 ，使整个地球表面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上，各类自然保护区 ， 

就象岛屿镶嵌在人为生态环境这一汪洋大海之 

中，经受着来自此。大海”的各种影响(见图 1)。 

圈 l ^为生态系统的主宴组成 

(据 Od~．m 1969怔改) 

由于生产活动的要求，人为环境的特点是 

生物多样性 (种及遗传基因)的贫乏化。一些 

物种因人类传播而再行分布 ，有些形成次生优 

势种，甚至酿成灾害。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趋 

势 ，岛状分布的自然保护区，在某种意义上 ，犹 

似 自然历史变迁过程中遗留下来的 生 物 避 难 

地。 

二、岛屿生物地理均衡说及其修正 

岛屿或岛状生态环境(下作 岛屿”)生物种 

群的命运 ，在理论上是进入进化的死胡同，最终 

是绝灭和被邻近大面职环境的种群 所 代 替 。 

嵌著名的“岛屿生物地理均衡说”[羽， 岛屿 生 

物种群的迁入率与绝灭率是均衡的。两者的转 

换率，取决于“岛屿 距离种源地的远近和 “岛 

屿 本身面积的大小。 离种源地近的。岛屿 转 

换率高于远的；面积小的，转换率高于面积大晦 

(见图 2)。 

目 2 麦克奥塞一威尔申岛屿生物地理均衡#式 

用于预测岛屿生物种群转换事(T)与物种种数(s)． 

岛屿面积相同时，近种源岛屿的T大于远 

种源岛屿；岛屿与种源距离相同时，大岛生物种 

数多于小岛；又近又小的岛，T最高；又近又大 

之岛，s最多，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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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虽过于简单 ，但概括性很强，并得到 

不少肯定的检验而受到赞扬，被称 为 M-W 模 

式。但也有不少弱点，需怍以下的修订 ，在探讨 

自然保护区这类岛状环境时，颇有启发。 

面积效益：据研究，在一些大小介于 1到 

20kin 的岛状地块内(相当于 一 些 热 带 保 护 

区)，50年中竟有 2O％ 以上的物种渐渐 消 失， 

有些在苟延残喘地“活受罪 。在生境七零八落 

的地区，物种的损失率就更高 。然而 ，面积的 

概念太简单。 岛屿”容纳繁衍能力的大小，还 

决定于生境类型的多样性。不过，通常面积增 

加，生境多样性可能亦随之增大 ，特别在 山区。 

历史因素：“岛屿均衡说”假设岛屿是物种 

的处女地 ，种源来自邻近大陆 ，忽视多源的可能 

性 与岛屿的历史。如台湾和海南与大陆相连的 

时期各不相同，其生物区系与大陆的关系各具 

特点 ，各具特有的种类。大陆上岛状地的历史 

更复杂，大多是成熟的群落系统或者本来就是 

生物避难地，如扬子鳄现存分布区，其历史可追 

溯至第三纪。因此，“岛屿均衡说 只适用于大 

灾变后的和新生的“岛屿”。 

演替效应：M—W 模式未考虑“岛屿”群落 

自身的演替能力。“岛屿”物种一旦在生态系统 

中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食物链关系 ，决不轻易地 

被外来物种所代替。这种能力对迁入率与绝灭 

率有重要的影响。 + 

孤立效应：“岛屿均衡说 简单地以距离作 

为阻障因素衡量“岛屿 的孤立效应，并假设“岛 

屿 不存在接受附近种源的生态阻障。 其实， 

岛屿”的孤立效应主要取决于本身生态环境的 

特 殊性、群落结构的完整性 ，以及自身演替与受 

干扰后的回弹能力。生物避难地，除非受到过 

檀 干扰 ，不 一定 是脆弱的。即使扬子鳄这 种与 

现代环境不完全协调的孑遗成分，亦能以其习 

性 (长期不进食——鳄类共性 )和创造洞穴小气 

候渡过漫长寒季，在河湖岸沼泽地这类特殊生 

境 中长期地保存了下来。 

拯救效应： 岛屿均衡说”没有涉及这个问 

题。Brown及 Kodric—Brownm 以无脊椎动物 

的试验结果作了补充。表明同种种群 (可能含 

基因变体)的输入，可维持原种群免于衰退或重 

建已丧失种群。我国麇鹿与野马重返故土之举 

是最好的事侧。但输入只是拯救的开始。成功 

地繁衍 ，需要有一个与 岛屿”生态系统协调而 

完全融合的过程。 

三、自然保护区效应探讨 

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宗旨，在全世界范围内 

有两大派见解。一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其自然状 

态，为科研提供基地 以了解人类如何根据自然 

规律及自然负荷能力(能流)，合理地利用自然 ， 

同时作为遗传基因库，使自然选择过程得以继 

续。男一派是从人类现实价值观出发 ，把自然 

保护区视为自然资源予以经营，主要是旅游或 

其他效益，如森林可维持美景或保护水源，也可 

以是生物保护地。但从这一观点 出发引人喜爱 

的动物(如大熊猫)与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动物 

(如蝙蝠)则受到极不相同的待遇。在不少发展 

中国家 ，保护区内的资源还被 当作经营的对象。 

我国的政策 (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1987)是两者 

的综合，以前者为主，表现在对自然保护区结构 

与功能的设计(核心区：绝对保护 ，缓冲区：科 

研教学，实验区：栽培与 1l养以及旅游等有经 

济效益的活动)。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然 

保护区的政策 ，都是不同程度的两者结合。可 

以这样理解，在 自然保护区开展一定 的有经济 

效益的活动是为达到绝对保护的必要措施。以 

地中海地区法国塞文尼斯 (terence*)自然保 

护区为例(见图 3)。 该保护区由核心区 、缓冲 

区与过渡区组成。在缓冲区与过渡区只开展有 

限的旅游 ，科研点与教育点较多。传统经济活 

动只限于划定的范围中。此外 ，还有。恢复区 

以扩大核心区的影响。整个布局符合于生物地 

理学设计原则(见图 4)，以增强其结构的功能。 

显然 ，自然保护区(特别是核心区)能否保 

持原来面孔 ，繁衍物种，包括濒危种类，继续其 

正常演蔷，取决于保护区与外围人为生态系统 

的有效隔离和区内群落自身维持能力的 太 小。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上应是外围人为环境中优势 

种与常见种的迁人禁区，而吸}1适应于原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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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地申海法国塞文尼斯自然保护区功能图圻 

(摘 自联合国科教文，̂ 与生物圈 ̂ 置于地球’ 

1955)a B：缓冲区 ；c：攘J 区；E．教育点 ； 

ER：实验研究区；M：监蠲j点；Ⅱ：研究点 ； 

RA：恢复区；T：旅游区；TA：过渡区； 

TU：传统生产区；xx：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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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自然保护逸布局最佳设计。下列为最佳 

方寨：A 完整；B．最太周边；C·彼此接近； 

D．谴此 连接 

然环境的种类。届者的迁人，对保护区生物群 

落是有利的。不过 ，这些种类在外围人为环境 

中肯定是少见约，或者已经绝灭。自然保护区的 

种源，只能来自自身或从邻近自然保护区Bl进 ， 

以及半驯养种群的再返自然。在此情况下 ，保 

护区内的生物种群，在理论上经常处于非迁入 

率(相反于迁入率)与自身维持率 (相反于绝灭 

率)的均 衡状态。 这与针对自然状态“岛屿 的 

M—w 模式恰恰相反。 非迁人率取决于保护区 

功能(孤立效应)的强弱。自身维持力取决于保 

护区的承载能力 (可简单地理解为保护区面积 

大小与生境多样性)。 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制 

约，决定了自然保护区效应和对原有物种的维 

持能力，可效仿 M—w 模式予以概括(见圈 5)， 

此模式拟称为自然保护区效应生物地理均衡模 

式。显然 ，受人类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所涉及的 

素 ，远 比自然状态“岛屿 复杂。 故此模式更显 

简单。但任何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模式，都有 

利于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 

图 5 自糕 保护区 教应 生 l物地理 均 衡模式 

I：非迁^ 因素强，面积太，保护区效应 最高； 4：非 

迁^因素弱，面稠小，效应蛀低： a：保护区功能(孤 

立效应)最大，面积最小对，对种菱保护效应最高，括 

反时晟低(d)，余类推。 

在人为生态系统包围中的自然保护区，众 

所周知 ，除了各种冲击包括污染，外围单一化的 

林农经营也是不利的因素，只有在保护区外围 

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一个更 

大的缓冲带。而保护区本身应该成为当地生物 

资源利用的种源地，包括那些目前 未认识其 

价值的种类。因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保护区内生 

境与物种的多样性 ，应为此两系统的共同目标。 

但最佳效果的获得 ，还取决于更商一级的行政 

与决策系统(见国 6)。 显然，这类问题的进一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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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多种经营系统与保护区系统的关系 

步讨论 ，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它是应用生态学 

和文化生物地 理 学 (Cultural Biogeography) 

的重要内容之一。 

动，如旅游等承载力)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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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镇 江 发 现 白化 灰 喜 鹊 

1990年 7月 22日，笔者在镇江花乌市 场 ， 

购得两只活体白化 灰 喜 鹊 (Cyanopica cyana 

swinhoei)。据原主人反映 ，这两只白化灰喜鹊 

是从一个鸟巢中捕获的，己人工饲养一个多月。 

两鸟眼均为红色、喙和 晕【|踱及爪均为发粉红色， 

鸟体羽毛为纯白色，无一杂羽。鸣声与正常灰 

喜鹊无异o 

(镇讧铷药厂 周 诚) 

(上接第 5 0页) 

外 ，多数是由于乌鳢卵悬浮水面．颜色鲜艳 ，易 孵化池 、病虫害会相对减少。管理也较篱单。需 

为其他鱼类、青蛙等所食。因此，专设乌鳢人工 尽力清除吞食乌鳢卵之敌害，以提高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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