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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近40年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日益为有识之士广泛认同，因而在世界上相继成立了若干
相应的国际组织，前后召开了三届全球性的国际会议，签订了一些保护公约；我国各有关部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这一事业受到国内外各个层次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论述和介绍我国古代和近代有关自然保护区（保护地）方面的意义、成就和经验，对照国际上先
进的建设和管理经验，评价和总结我国这方面的状况，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保护和改善人类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一书的编写意图和目的。
　　该书上编总论部分就我国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和成就、近代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状况、保护
区网的建立、立法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下编各论部分就全国已正式建立的480个保护区的自然概况、动物植物资源、经营管理、科学研究、保
护意义、旅游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该书还编制了750万：1的中国生态区和自然生物区分区系统和保护区（不同类型）的分布图。
书中还附有9个有关的附录。
因之，该书不失是一本颇有价值的论述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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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上编在回顾了我国古代自然保护的思想与成就和建立的各种类型的“保护
地”后，着重论述了我国现代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并予以简略的评价。
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网体系，把当代和后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保存下来；通过把自然
保护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发挥它们的保护、发展作用，特别是通过其发展及示范作用，使我国自然资
源的利用尽快走上持续利用的轨道。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下编介绍了已建立的480个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和管理状况，特别是各个气候
带的地带性生态系统和特有、珍稀、濒危物种资源的保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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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和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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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本章扼要地叙述了保护区的发展简史——从古代各朝代建立的“保护地”或“狩
猎区”到近代保护区——国家公园的出现，还论述了保护区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它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兴起　　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历史，从人类祖先由树栖转变
到地面生活就开始了。
它既包括漫长的史前时期，也包括近几千年的历史时期。
　　我国历代帝王设置的“狩猎区”可算是有关自然资源保护最早最明显的事例。
这种“狩猎区”除统治者外是严禁任何人入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起到了保护环境和生物的作用
。
据公元前千年左右的周朝《毛诗注》中反映：“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这是对“狩猎区”面积大
小的规定，说明该时期建立“狩猎区”已很盛行，上自天子下至贵族都有自己的这类场所。
战国《孟子·梁惠王下》载：“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说明古时对“狩猎区”管理甚严并禁止百
姓入内捕猎。
直至清代在离都城北京300多公里外就设置了“木兰围场”，这个“狩猎区”有100多万公顷，在康熙
、雍正、乾隆和嘉庆时期，帝王将相多数年份都来这里“木兰秋猕”、“习武绥远”。
那时期“狩猎区”保护管理得很好，在原始森林中栖息着虎、豹、鹿和狍等各种野生动物，就其性质
而言十分类似近代的国家公园或动物保护区。
　　同时期，为了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历代王朝都设立了管理官员。
据《周礼》载：“大司徒”职责是“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
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为管理土地的官员；“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是掌
握林业资源的官员；“泽虞”是管理湖沼的官员；“川衡”、“川师”是管理河流的官员；“囿人”
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是管理兽类动物资源的官员。
随着管理官员的出现，一些相应的法令、禁令也产生了。
如《管子·八观》载：“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
”如《周礼·地官·山虞》载：“仲夏斩阳木”；《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
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
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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