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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大瑶山的地理、气候、土壤、动植物资源、社会经济、生态旅游资源和保护管理体系等方面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为制订其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及保护区内居民生计发展双赢
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和评估保护成效提供了详实的本底数据。
书中的动植物名录、示意图和分布图等，便于读者使用，且实用价值很高。
　　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是如此绚丽多彩，以致人类迄今对它们的认识依然极为有限。
　　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南地区、也是中国诸多自然保护区的典型代表，是人类用于
保护自然亿万年进化产物的最后方舟之一。
它有保存完好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明显的华南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中国许多濒危和特有物种的
最后避难所，极具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意义。
　　对于从事自然保护、生物学研究、森林管理和生态旅游的学者及实地工作人员等，本书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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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伟福，男，1963年生于广西贵港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林业调查规划工作，致力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与研究，参与完成多项广
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项目，编著有《广西热带和亚热带山地的植物多样性和群落特征》《广西
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体系》《广西岑王老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发表自然保护专业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的“广西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获2006
年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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