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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巫山是我国华中地区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热点地区之一。
本书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科学调查资料和数据，反映重庆五里坡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景观
、动植物区系、植被类型、珍稀动植物物种分布和种群现状等方面内容，论述并分析该森林生态系统
在自然环境中的存在价值及保护意义，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面临的生存前景、受威胁现状和地区
水平濒危等级评估。
在阻止物种灭绝、期望恢复生态系统中珍稀濒危动物物种的种群生存力、协调物种保护目标与当地社
会发展需求而进行经济开发活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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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重庆五里坡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和社区概况　　1.1　自然概况　　1.1.1　地理位置及地
形地貌　　巫山县位于重庆市最东端，三峡库区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是长江中、上游的结
合点，华中区三大山脉——巴山、巫山、七曜山交汇于巫山县境内，是三峡水库重点淹没区之一。
　　重庆五里坡自然保护区位于巫山县东北部，地处渝、鄂交界处，恰在大巴山弧和川东褶皱带的结
合部，大多为低山和中山地形，海拔多在1000～2000m之间。
地理坐标为109°47′110°10′E，31°15，～31°29′N，距县城约120km里程（路程）。
保护区内的最低点是脚步典，海拔170m；最高点是太平山，也是巫山县的最高点，海拔为2680m。
五里坡自然保护区为典型的中深切割中山地形，海拔高差2510m。
山脉多呈东西走向，形成平行岭谷，立体地貌景观颇具特色：一方面总体上表现为强烈切割，崇山峻
岭连绵起伏，悬崖峡谷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地形有明显的成层性，零星的低丘平坝展现在不同的夷
平面上。
　　地貌主要有4个基本类型：①山原，在顶部分布有大面积起伏和缓的山地，如葱坪；　　②山地
，相对高度大于200m的起伏地面。
根据海拔高度又可分为低山（2000m）；③丘陵，相对高度小于200m的起伏地面。
巫山丘陵面积相对较少，大多分布在槽状谷地、宽阔河滩地周边；④台地，周边被沟谷切割，边沿呈
陡崖和台阶状，顶面起伏和缓的高地，如梨子坪、骡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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