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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吉里一词意为蓝色的山地
,

原来森林生长密茂
,

随着人 口不断增加
,

而且 由于缺乏

科学的规划
,

不合理的开发使得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
,

野生动物 日益减 少
。

70 年代开始
,

人

们就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

于是管辖的各个邦都选择适当的区域建立国家公 园 和 保 护

区
。

1 9 8 0年正式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 与生物圈

”
研究计划生物圈保护区网

,

成为印度

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
,

并按生物圈保护区的签木要求进行规划和管理
,

效果 显 著 〔 2 〕
。

1 9 8 7

年 12 月 间
,

笔者参加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保护生物学专题讨论会期间
,

有机会

到这个保护区参观访 问
,

并作短期植被考察
,

了解到一些情况
,

现把资料稍作整理发表
,

供

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尼尔吉里生物圈保护区的自然特点和植被概况

这 个生物圈的总面积的 5 5 2 0平方公里
,

地跨卡纳塔克邦
、

喀拉拉邦和泰米尔 纳德三个邦

的接壤地带
,

约 占北纬 2 1
0

2 0产一 1 1
“

6 0 , ,

东经了5
“

9
`

一 7 6
“

1 5 , ,

包括从西高 1仁 ( G h a t s
) 山脉

西坡尼兰伯 ( N i la m b llr ) 平原海拔 1 00 米处起
,

向东沿着新阿玛拉姆 巴兰 (N e w A m ar a m
-

b a l a m ) 毛I J地越过木库尔蒂 ( M u k u r t i ) 眨牵 ( 海拔 2 2 5 4米 ) 下 降到东坡科姆巴托 里 ( C o i m b
-

at o r e
) 平原海拔 2 50 米处

。

西北部有纳加霍利 ( N a g ar h ol e) 国家公园 ( 属卡纳塔 克 邦 ) 和

毗邻的怀纳德 (W y
l l a d) 禁猎区 ( 属喀拉拉邦 )

。

卡比尼 ( k ab ill i) 河沿岸
,

森林破坏严重
,

象群受到危害
。

卡比尼河以南的班尼伯 ( B a in p ur ) 国家公园 ( 属泰米尔纳德邦 ) 是一 个 保

护老虎的区域
,

并开放为旅游区
。

与班尼伯国家公园连接的木杜马莱 (M
u d u m a l ia ) 禁猎区

( 属泰米尔纳德邦 ) 也是开放旅游的区域
。

木杜马莱禁猎区的东部为西 格 尔 ( S i g ur ) 高原

和莫雅尔 ( M
o y ar ) 河谷

,

是处于尼尔吉里山系的雨影 区
,

环境干旱
,

主要为有 刺 灌 丛 所

占
。

莫雅尔河谷是印度半岛东高止山山脉和西高止山山脉两大山 系 的 交 叉 点
。

塔 拉 马 莱

( T al a m al ia ) 和萨泰阿曼盖兰 ( S at y a m a o g a la m ) 高原作为东高止山山系的代表也包括在这

个生物圈保护区的范围之内
。

尼尔吉里山系的东坡有一条狭窄带状的森林向南延伸到博兰帕

筛 ( B o
la m p a ht y ) 和西鲁范尼 ( iS

r u v a 川 ) 丘陵
。

在喀拉拉邦一侧的西鲁范尼水库为科姆 巴

托里市供水起着巨大的作用
。

在西鲁范尔丘陵上
,

雨林保存较好
,

但其西北部的阿特塔佩迪

( A tt aP ad i) 河谷即已垦殖
。

在阿特塔佩迪保护区西部
,

雨林也还有小片分布
,

一直延 伸 到

西连特 ( iS le nt ) 河谷和新阿玛拉姆巴兰的尼兰伯
。

西连特河谷濒危的狮尾猴喜欢栖息在 这

种 雨林生境
。

1 9 8 5年这里也建为国家公园
。

新玛拉姆 巴兰保护区内
,

雨林也保护较好
。

上尼

尔吉里高原 ( U p P e r N i lg i r i ) 尤德哈盖曼达兰 ( U d h a g a m a n d a l a m ) 周围已垦殖
,

主要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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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

咖啡
、

金鸡钠霜
、

按树
、

金合欢
、

展松
、

果树和 马铃薯等
。

这 个区域也包括在生物圈保

护区范围之内
,

主要保护山地雨林和草丛及栖居其中的动物
,

例如尼尔吉里野山羊等
。

这个保护区所在地年平均气温 20 一 24 ℃左右
,

4 一 5 月间最热
,

12 月至 翌 年 1 月 间 最

冷
。

迎风面的西坡年雨量 2 5 0 0一 5 0 0 0毫米
,

局部地方有达 7 0 0 0毫米 ; 而背风而的东坡比较干

旱
,

年雨量 1 0 0 0一 2 0 0 0毫米

植被也就发生明显的变化
,

最少的地方仅 50 0毫米
。

随着气候和地貌地形的变化
,

土 壤 和

主要的植被类型有下 列各类 ” :

1
.

雨林 印度生态学文献上多称为热带常绿林
,

主要分布于西高止山脉西坡 海 拔 1 4 0 0

米以下的丘陵山地
。

所在地年雨量一般为 2 5 0 0一 5 0 0 0毫米
,

不同区域有所变化
,

土壤主要为

砖红壤
,

P H 4
.

5一 55
。

林木生长密茂
,

郁闭度 0
.

, 以 工几
,

乔木层具有多层结沟
, _

仁层林 木 一

般高 30 一 40 米
,

一些高耸在林冠之上的 巨树达到 6 。米以 J二
,

种类繁多
,

常绿阔叶树占据主要

地位
。

一般在海拔 8 50 米以下地区
,

代表性的种类有印度龙 i亩香 ( D i夕t o r o c 。 : P 。 : i , d `c o s
)
、

多种坡 :%: ( H
o P e a s p p

.

)
、

飞页果木 (刀
e r o e a r P“ 5 f r a 二 i 。 i f o Zi u s )

、

寸冶状 肉 豆 冠 (汀夕 r ` s 才̀ c a

d a e t y j o i d e s
)
、

香暗岁 ( p o ly a l t人i a
f邝 g r a , s )

、

见 五{孔封 喉 (刀
。 t茗a r i : 才。对 。 a r ` a

)
、

直橄榄

(C a n a r i 。二 s t r i e t u二 )
、

具苞第伦桃 (D ` 11。 。 i a b: 。 e才。 a t a
) 等

。

海拔 8 5 0一 z吐0 0之之范围
,

下列

种类较多
: 库连木棉 ( C o

l l e n i a e 戈 a r ` l l a t a }
、

铁 藤 黄 (汀
e : “ 。

f
o r r e a

)
、

胶木 ( P a
l

a夕“ “ 哪

e l l e p t i e u 。 )
、

印度胶树 (厂
a r e r i a f o d i e时

、

多色衅价 ( I
, o e e i lo n e “ ; o ,: f o d `。 。 。 )

、

海 棠 果

c( al
o P人刃坛m s

PP
.

)
,

林内棕椒植物不 少
,

例如
,

枕 (̀ : 洲四 二 `如 iil )
、

_

f江尾葵 ( C ar yo 招

盯 en 习
、

山榄榔 (尸i o a o g o d ec k: on ii )
、

和各种白 挤丈C
: 触二 : : s F p

,

} 等
。

各币{ 取少档 ( C y at h e a

s p p
.

)
、

也很常见
。

木质藤本
、

板根
、

茎花杭物
、

附
、

存生杭物井 也十分显若
,

一猫 热 带 雨

林的景象
。

2
.

山地雨林 印度生态学文献上称为从才卞 ( : 1、 ol as )
,

j 二女 见于 }
!

万高止山脉 i断坡山地海

拔 1 5 0 0米以上的区域
,

例如 : 阿纳马 兰士 {八 。 : m a l o i s 少
、

尼尔古里和 泊尔 尼 。
, a l n i) 丘 陵

以及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的一
工

_〔

几高 山址汽
。

所在
.

地的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或红壤
。

由于过

去砍伐较多
,

伐后土地利用不合理
, : 匕壤流失

,

山火从余
,

天然更新困难
、

所以它的分布面

积 日益缩小
。

从残存的保护较好的林分来 占
,

林木生
一

民相当繁茂
,

郁闭度 0
.

9 以
_ _

仁
,

但 林木

比较矮小
,

山谷和山脚环境较好的地方一般 `今1 5一 2川之
,

而在山顶和山脊
_ _

:
一

层浅薄
、

风大的

地方
,

高不过 10 米左右
,

形成矮林的外狡
。

乔木层 也具多么 结构
,

代表比的林木以林科和条

科的种类为多
,

例如怀特樟 (C `n n a 。 : o 二 : ,。 ; 二 i加 : i ` )
、 *

’

`岁特棒 ( C ` n o a ,: o优 “ ,? 2 户。 r r o 才t e才i落)
、

劳桑厚壳桂 (c r 夕夕t o e a r 夕a l a 二 “ 0 0 11户
,

z已尔言里厚壳桂 ( C r 少夕`o e a r 夕a , e i l刀八e r r i e n s东: )
、

波氏黄肉楠 ( A c才i n o d a P人n e b o o r J ￡110 。 。乞艺少
、
右戈爹i勺黄内魂南 (卫 e t i o o d a夕h。 。 b o u r o a 。 )

、 `

!不特楠

( P人o e b e 功 ` g h才“ )
、

怀特按子 ( L i t s 。 : 二 i口几t i a n a )
、

钝大头茶
’

( G o r d o 。 `a o b r : s a
)
、

日本厚

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o i a ]’ a P o n i e a ) 等
,

了枣它常见的手!
`

类有
,

一

长叶杜英 (百 l a e o e o r P : “ o b l o n
酬 )S

、

铁色杜英 ( E l a e o e a r 力。 5 f e r r u g i o e : 。 )
、

J己尔 古 里 含 笑 (万 `e 人e l i a o i l a g i r i e a
)
、

虎 皮楠

(D
a P h n i P h 夕11

。 。 夕Ia o e e s e e n s 、 、

头状鸭脚木 ( g e h e
f f l e r a e a P i t a t a

)
、

滴胶山竹子 (口 a r c 一
)

`n `a g “ m 。 `夕u t t a
)
、

阿诺特补行桃 叮。 , : 少 g f “ 二 a r n o i t i a n u : 2
)
、

怀特绿樟 (M
o l f o s , n a 二 i妙“ i

等
。
林下 地被物以各种威类居多

,

例如
,

铁角旅 (月 , l邵细川 )
、

五做 (尸。了那 t i o
llu 。 )

、

卷柏

( S
e
l a g i。 。

l l a )
、

和里加薇蔽 ( 0 5拼 u。 d a r e g a l` s )等
。

木质藤本
、

茎花植物和板根等不如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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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显著
,

附生植物即以苔蓟为主
。

从上述情况可以着出
,

无论从群落外貌或内 部 结 构 来

看
,

都与我国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山地的常绿阔叶林类似
,

植物种类组成大都具有相同的属
,

还有不少相同的种
。

这种类型被认为是一种残遗的活化石群落
,

很有研究价值
一 “ 〕 。

这 类森林被砍伐
、

火烧和 垦殖之后
,

就出现大片的草丛
,

主要 为禾木科草类
,

具鞘野古

草 ( A r u n d i n e
l l

a o a 夕i n a t a )
、

紫野古草 ( A r u n d i , e l l a P o r夕u r e a )
、

棕茅 ( E
u la l`

a P h a e o r h
-

r i x )
、

青紫须芒草 ( A n d r o p o g o n l i v i d u s
)
、

鸭嘴草 ( I s e h a e明 u o a r ` s t a才u m )
、

管草 ( T h e o e -

d a tr ia o

dr a) 等是最为常见的 ; 还有菊科
、

豆科等许多杂类草
。

当然
,

只要停止烧山
,

各种

各样的乔灌木就要侵入
,

并向灌丛和森林的方向演替
。

这种情况与我国亚热带地区也是十分

类似的
。

3
.

季雨林 主要分布于西高止 山脉东坡海拔 3 00 一 9 00 米的范围
。

季雨林这个名称 是 植

物生态学家研究了这个区域的植被之后提出来的
,

所以
,

这 里的季雨林是最为典型的
。

可划

分为下列两类
:

1 ) 丰常绿季雨林
:

印度生态学文献上称为湿润落叶林
,

主要见 于 海 拔 5 00 一 9 00 米 范

围
,

年 雨量约 2 0 0 0毫米左右
,

土壤为酸性砖红壤性红壤或红壤
。

与雨林比较
,

林木生长究较

稀疏
,

郁闭度 。
.

7左右
,

乔木层植物可划分为两层植物
,

上层林木一般高 2 0米左右
,

胸 径 3。

一 50 厘米以上
,

抽木 ( T ec t。 。 a g ar 。
id s) 占有较大的比重

,

其它落叶阔叶树常见有
:

袋状紫

檀 ( P t e r o e a r p u s 切 a r : u p i o m )
、

降真香 ( A
。 ,

·

o 。 y 口人f a p e d u 。 。 u la r a
)
、

可可 羽叶揪 ( S t e r r e o s -

( P e r沉 u o e o
l a i s

)
、

海木 (H
a l d`。 a e o r d i f

o l` a
)
、

小叶帽柱木 (M ` t r a夕少。 a 夕a r 。 ` f
o l i a )

、

五

(蕊硬核 ( S e le r o P夕 r u o P e n t a n d r u m )
、

拜曼厚皮树 ( L a n n e a e o r o 二 a o d o i e a
)
、

和多种 合 欢

h lA :b’ 刀 ia sP .P ) 等
。

常绿阔叶树夹杂其中
,

数量虽不太大
,

但种类不少
,

常见有
:

木 荚 豆

)X y l i a x y l o e a r夕a )
、

毛榄仁 ( T e r 阴`n a l`a r o m e 。 r o s a
)
、

小果紫薇 ( L
a g e r s t : o e 拼` a o i e r o c -

a r p a )
、

宽叶黄檀 (D a lb
e r g i a I

a t i f
o

l i a )
、

第伦桃 (D i l l`
, `a p e川 a g y n a

)
、

总状 羊蹄甲 ( B a u -

f n i a r a c e沉 o s a )
、

对叶榕 ( F f e u s h i s p i d a
)
、

窄叶铁色 (M
a
d入

u e a o e r ` i f
o

l i
a
)
、

园点萍婆

S r e r e o
l`a 夕u t t a t a ) 和土密树 (刀

r f j e
l`a r e , u s a

) 等
。

沿 河或局部土壤 比较湿润的地方勒

竹 (B a o b
u s a a r u n

d宕
n a e e a

) 分 布较多
。

地被物
、

双子叶草类为主
,

拟泽兰 (E u p a r o r s u二 )
、

链荚豆 ( A l夕s i e a r P o s
)

、

假牛膝 ( A s 夕: t a s i a
)
、

穿心草 ( C a 。 s e o r a
)
、

百年草 (E 二
a e u 。 )

、

爵林

( J
u s t i c i a )

、

绵枣儿 ( S c i l la )
、

新耳草 ( N e a n o 才̀s )
、

母草 ( L ￡。 d e r n `a
)

、

和水竹叶 ( M
u r d a n -

川 a ) 等是 比较常见的
。

2 ) 落叶季雨林
: 印度生态学文献上称为干旱落叶林

,

主要分布在海 拔 3 00 一 9 00 米 范

围
,

所在地年雨量只有 1。。O毫米左右
,

土壤为红壤
。

林木生长稀疏
,

干枝弯曲
,

郁闭 度 0
.

5

左右
,

乔木层就只有一层植物
,

高 10 一 13 米
,

胸径 20 一 30 厘米
,

袖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

零

星间杂其中的林木大多也是落叶阔叶树
,

例如 宽叶顶盖木 (月。 0 9盯 ss us l
。万 f ol ` a

)
、

阿玛合

欢 ( A lb` z 之` a a 切 a r a )
、

白花菜木 ( B a e h a o a n ` a 了a n : a 。
)

、

紫铆树 ( B u于e a o o n o s p e r o a )
、

信

筒子 ( E o bl ge a o
f f i。 i。 a l i s )

、

加鲁卡檀 ( G a r u g a p ` n n a r a )
、

树石梓 ( T o e l`n a a r b o r e a )
、

海茜木 ( H a l d 。̀ a e o r d ` f o l` a )
、

毛囊瓣木 ( S a e e o 夕。 , a
l
o m , o o e n , 0 5、 。 )

、

肉托果 ( S e o e -

e a r p u s a n a c a r d i u川 ) 等是常见的
。

见有少数常绿阔叶树
,

例如
,

毛榄仁 ( T e r o i n a l` a 才。 -

。 e川 o s a )
、

光滑厚壳树 ( E h r e 士̀ a l a 。 。 ` s
) 等

。

牡竹 ( D
e o d ; o e a l a 。 “ 5 5蓄r ` e a 蓄。 s ) 也常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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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林下地被物以禾本科草类为主
,

广 西 植 物 白卷

管草 (了
甲

h e 用 e d a)
、

水庶草
r o s t i s )

、

球米草 ( O p l公s m e n o s )
、

白茅 ( I 。 夕e r a t a 。 y l i
n d r i e a )

也很普遍
。

(且川
u d a)

、

知风草 ( E , 夕
-

等是最多的
,

拟泽兰在这里

4
.

有刺溜丛 主要分布于西高止山脉东坡海拔 2 00 一 5 00 米范围的雨影地 区
,

例如 西格

尔高原和莫雅尔河谷 一带
。

这 里
,

年雨量只有 5 00 毫米左右
。

大多由耐干旱高 3 一 5 米 左 右

的灌木组成
,

许多种类是具刺的
,

主要组成成分有
:

兜茶 ( A ca ic a
ca t ec h “ )

、

金合欢 (而
-

a e ￡a e h o n d r a )
、

毛金合欢 ( A e a e `a h￡r 宕a )
、 一

普兰金合欢 ( A e a e ` a p l
a n 云f

r o n s )
、

阿玛合欢

( A I乙此 z i a a o a r a )
、

硬豆木 ( H
a r d 二 i认 i a b 。̀ , ;。 t。 )

、

银背藤 ( A r g y r e `a e u 。 e a才a
)

、

埃及棒果
( B a l a 。 ` t e s a e g y p才i e a )

、

代兜茶 ( D i。 h r o “ a e h y s 。 i。 e r e a〕
、

假虎刺 ( C a r ` s s a e o ” g 它“ a )
、

印度刺篱木 ( F l a e o o r 才̀ a ` n d i c a
)

、

迈索盐肤木 ( R h u s 。 夕s o r o n : 15 )
、

环果木 ( G夕 r o c时户, S、

j a e夕“ ” ` i )
、

野枣 ( E ` Z y夕h“ “ s p
·

)
、

整顿树 ( M
a y 才e n “ “ S p p

·

)
、

和一叶荻 ( S e c “ r i” e g` sP
·

)

等
。

由于林冠郁闭较疏
,

地被层以喜阳的禾本科草类为主
,

扭黄茅 ( H “ 。 r o P o
go

o
co nt or 才幼力尔

尖草 ( F et 。 而。
口叫二 、

、

三芒草 (且 :
·

份 il d o s p
.

)
、

水庶草
、

知风草和球米草等最为常 见
,

拟 泽兰也广泛的分布
。

整个保护区范围内都有
一

大象和老虎活动
,

但由林中的狮尾猴
、

山地雨林和草丛中的尼常

吉里野山羊
、

季雨林中的里羚是局限的
。

其它常见的动 物有印度鬃 举
、

豹
、

一

单 色 鹿
、

班点

鹿
、

叫鹿
、

献鹿
、

各种松 鼠
、 一

犯松鼠
、

豺
、

野狗
、

霞狗
、

野猪
、

四角羚羊
、

野猫
、

豹猫 , 密

灌
、

懒熊
、

野熊
、

箭猪
、

锈班猫等
,

种类繁多
。

鸟类种类很多
,

金黄鹏
、

山鹉
、

金背啄木鸟
、

犀鸟
、

野鸡
、

蓝翼长尾小鹦鹉 等最 为

见
,

数 量也较多
。

J爬行类动 物种类也不少
,

大蟒
、

巨蝴
、

龟和多种蛇类常可见到
。

二
、

尼尔吉里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经验

尼尔吉里生物圈保护区是 由两个国家公园
、

三个禁猎 区以及若干个保护区的森林区与一

些私人的上地所组成
,

由所属三个邦各出 2 一 3 人 ( 包括管理者和科技人员 ) 组成一个领导

委员会来领导和协调整个保护区的规划和重要的工作决策
,

委员会的主任 由各邦轮流祖任
。

各个组成部分由所属邦政府组成领导机构
,

负责执行和完成规划所要求的任务
。

国家公园具

有更广泛的含义
,

禁猎区多为动物比较集中的地方
。

保护的森林区域大多是零星分布具有重

要保护意义的区域
,

面积一般不大
,

本身不一定是独立的组织
,

而是为属有关的部分负责管

理
。

私人的土地由所 有者经营
,

但他们必须遵从保护区的指导
,

按照保护区的总体规划要求行

事
,

确定经营的方式和强度
,

不能违反
。

国家公园和禁猎区的组织机构大致类似
,

主票声主任
1 一 2 人

,

各站所管理人员若干人
,

森林科技人员 10 一 20 人
,

森林警察20 一 30 人
,

护林员卫O一

30 人
,

大象或其它动 物管理人员 50 人组成
。

旅游商店
、

旅店等服务人员也为保护区领导
,
根

据实际需要雇用
。

保护和经营项 目及其收支预算
,

由各单位提 出
,

经领导委员会讨论通过
,

报请各有关邦政府批准拨款
,

所有收入一律上交
。

以木杜马莱禁猎区来说
,

每年经费预算约
4 5。万卢 比

,

其中2 50 万卢 比用于工作发展
,

2 00 万卢比用于工资和生活福利等方面
。

路个禁
猎区每年的收入 ( 主要发展旅游 ) 约 3 00 万卢 比

,

显然
,

再从多种经营上下些功夫
,

争取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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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
,

甚至有较多的盈余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
。

遵照生物圈保护区的要求
,

在统一规划下 分区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

蔺计有下 列 各 个 区

域
,

如图所示
。

1
.

核心 区 : 约占1 2 4 0平方公里
,

粒括尼兰伯
、

卡凯恩科特 ( K a k an k ot e )
、

西连特河

谷
、

西鲁范尼丘陵
、

伯拉姆 巴迪 ( B e r a m b a d i )
、

明奇库尔 ( M i n e h ik u l l ) 等
。

这个区域主

要任务是保护
,

不作任何开发性经营
,

只在一些有 少数本地 民族居住的地方
,

为了照顾他们

传统的利益
,

允许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
,

进行适当的农林生产经营
。

2
。

森林经 营区
: 约占3 2 3 9平方公里

,

包括波尔
、

怀纳德
、

库帕迪
、

西 格 尔
、

塔 拉 马

莱
、

博兰帕筛
、

西鲁范尼
、 _

仁比哈范
、

尼新阿玛拉姆
、

巴兰
、

木范哈尔拉 等地
。

主要是 主不

破坏原来的植被环境
,

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
,

进行适当的放枚和适量的择伐木材和柴薪
,

发

展各层多种经营
,

例如林内种植胡椒
,

要求做到持续的经营
,

又不破坏环境
,

不许垦殖
,

也

不作大片人工造林
。

3
.

旅游 区
:

约占 3 35 平方公里 只确定在纳加正利
、

比格尔
,

班尼伯和木杜马莱 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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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进行
。

这里的森林保持完整
,

动 物比较集中
,

诸如象群
、

各种鹿群
、

印度鬃举
、

野猪
、

松鼠和各种
一

鸟类
,

乘坐汽车沿公路行驶都能看到
。

它们似乎 习惯了各种噪声
,

经常在离公路

不过 50 一 1 00 米的林内活动
。

至于猴 子更是不怕人
,

保护区的房舍周围就是其活动的 地 方
。

如果时间合适碰巧也能看到老虎
。

迸入旅游区井人收门票 2 卢比
,

小汽车进入每辆 ( 连人一

起 ) 收10 卢比
,

大卡车要按人算
。

旅游区内有四头大象专门供人乘坐游玩
,

侮头一次可坐四

人
,

每人收1 0卢比
,

每次约需40 分钟
,

沿着林内崎岖小道
,

爬坡
、

越过小河溪
,

可尽情观赏

季雨林的风光
,

各种动物常可见到
,

并可照相
,

最有意思的是
,

骑着大象能够看 到 野 生 象

群
,

相隔不过几十米
。

每头大象除有一人驾御以外
,

四个大象行进时必须要有一个管理大象

的人
,

跟着前往
,

避免 由于各种原因
,

使大象不正常时及时照管
。

保护区管理处附近还设有

驯象与喂象表演的地方
,

供人观赏 ; 也设有标本展览室和研究成果陈列室
,

帮助游人了解保

护区的意义和作用
,

是一个宣传和普及环境教育的好地方
。

保护区边缘 设有比较简朴但设备

完善风格独特的不同等级的旅馆
、

饭店
、

商店
、

娱乐场所和邮电局等
,

方便游人
。

这个区域

木身就像一个公园式的疗养区
,

环境优美
、

安静
,

野生动物早晚也常在此活动
,

吸引着国内

外的游人 久久不愿离去
。

4
.

恢复区
:

约占7 0 6平方公里
,

如尤德哈盖曼达兰
、

阿特塔佩迪
、

固多鲁尔等地 过 去

的一些采伐迹
一

地
、

火烧迹地和燎荒地都划为此区
,

一方面加强保护让其 自然恢复植被
,

另一

方面进行人工选林
,

使植被更快发展起来
。

目前
,

这个区域已种有大片的茶园 (
_

仁面间种稀

疏的银桦 G r e 。 ` l l e a r o b “ s r a )
、

咖啡 园 ( 上面问种稀疏的刺桐 E r 夕 rh r `。 a s p
.

)
、

金鸡纳霜

( 也有荫树 )
、

果园
、

各种按树林 〔常见有下 列各种
:

柠水氯按 ( E o ca 勿 tP 。 : 。 it ir o d o ar )
、

少;按 (刀
.

g r a o d `s )
、

大叶按 ( E
.

r o b u时 a )
、

拟番樱桃 按 ( E
.

e u g e n 云。 ` d e s )
、

快 按 ( E
.

f
a s t￡e o l a 6 a t “ s )

、

蓝按 ( E
.

9 10 乙a l u s ) 等〕
。

展 松 ( P i 。 。 5 P a才u l a )
、

小 果 柏 ( C “ P r e s S “ s

从` e r o e a r P a )
、

木麻黄 ( C a s “ r `n a 了u o i ” s e r i a
)

、

金合欢林 ( 金合欢 A e a e i a 爪 e a r n s i i
、

里荆

树 刀ca o ia d ec “ r r翻 “ ) 等
,

特别是海拔 1 0 0 0米以 上的地方
,

海拔低的地方袖木林种植较多
。

在保护区周围传统种植农业的地方
,

虽不属保护区的管理
,

但向群众宣传强调保护本地

作物和牲畜品种 资源重要性
,

指导和帮助他们发展农林牧业生产
,

特好是按照生态开发的要

求来进行
。

保护区还鼓励和派出自己的科技人员开展遗传资源的研究
,

培育更多 的 优 良品

种
,

以 适应农林牧业生产发展的要求
。

当地人民大多接受保护区的指导
,

积极参加到保护区

的各项工作中去
。

保护区内西格尔
、

塔拉 马莱
、

阿特塔佩迪等地的一些农业飞地
,

也是这样

做的
,

把保护和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

研究和培训是生物圈保护区的重要任务
,

主要 由有关大学科研机构
、

非政府有关专业组

织进行
,

政府有关领导部门负责组织和推动
,

包括多种性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
,

诸如 自然环

境
、

动物
、

植物
、

社会经济和资源开发与保护区建设等都有专门的研究和培训项 目
。

这个区域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居住
,

过去他们的生产实践与周围环境基本上还是协调的
,

因为人口不多
,

经营强度不大
,

所以环境破坏不是太明显
。

随着人 口不断增加
,

交通
、

科学

科学技术 日益发展
,

外界介入到这个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发展
,

环境恶化问题 就 日趋 严

重
。

他们并不适应这种变化
,

因而不管是和保护或开发都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矛盾
。

因此
,

保护区也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
,

少亡举办 各种培训班
,

使其在思想上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发展
,

加以技术 匕和生活
_

I:对他们均仍
.

叻
,

他门灼生活也不断改善
。

这些工作是深护区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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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

进行得好坏
,

与保护区工作的发展密切相关
。

这个保护区在实践中得出结论
,

生物圈

保护区的建设能否成功
,

取决于决策者
、

科学家和当地人民的思想协调和密切合作
。

这样
,

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规划才能很好地制定
,

经费预算才能保证
,

才能组织广大的科技人员和

人民群众去实施规划所规定的项 目
,

事业才能发展
。

为此
,

三个邦所属的环境
、

森林和野生

动 物管理部专门召开了会议
,

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
。

显然
,

尼尔吉里生物圈保护区的实践经

验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

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值得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1 〕 N a i r
N

.

C
.

e t e
. ,

1 9 8 6
: T h e f l o r i s t i e d i v e r s i t y o f t h e w e s t e r n G h a t s a n d i t s

e o n s e r v a t i o 。 : A r e v i e w
,

P r o e e e d i刀9 5 o f t h e l , d f a o A e a d e m 少 o f S e f e 月 e e s ( A o f o
.

S e
.

/

P l a ” t S c
.

) S u P P I
.

1 2 7一 1 6 4
.

〔 2 〕 S u k u m a r R
. ,

x g s 7 :
C o ” s e ; v ”̀ 夕 犷h e N ` l夕` r 畜s ,

F r o ” 才l `刀 e ,

J u l y 7 6一 5 1
.

〔 3 〕 V i
s h n u 一

M i t t r e a n d G u P t a H
.

P
. ,

1 9 6 5 : A l i v i o g f o s s i l p l a n t e o m m u n i t y i n

5 0 “ t h l ” d f
a ” h f l l s ,

C 翻 r r
.

S e i
.

3 7 : 6 7 1一6 7 2
.

T H E N A T U R A L F E AT U RE S AN D M AN AG E D E X P E R IE NC E

O F T N E N ILG IR I B IO S P H E R E R E SE R V E IN D IA

W
a n g

,

X i a n P u

(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Ab , t r a e t C o 7 e r i n g a n a r e a o f 5 5 2 0 s q
.

k m
.

i n t h e s t a t e s o f K a r n a t a k a ,

K e r a l a a n d

T a m 主1 N a d u ,
t h e N i l g i r i B i o s p h e r e R e s e r v e o e e u p i e s d i f f e r e n t h a b i t a t s ,

i n e l u d i n g t h e

N i l a 垃b u r P l a l n o f w e s t e r n s l o p e f r o m l o o tn
.

a b o v e s e a l e v e l
. a e r o o s t h e M u k u r t l P e a k

( 25 54 m
.

) d o w n t o 2 5 o m
.

o n t h e e a s t i n t h e C o i m b a t o r e p l a i n s
.

T 五e w e s t e r o s l o p e g e t

o v e r 5 0 00 m
.

m
.

o f p r e e i P i t a t i o n a n n u a l l y
,

w h i l e t h e s h e l t e r e d e a s t e r n v a l l e y s r e e e三v e

l e s s t h a n 5 0 0 m
.

m
.

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t o t h e s e a l t i t u d i n a l a n d e l i m a t i e g r a d i e n t s ,

t h e n a t u -

r a l v e g e t a t i o n e h a n g e s f r o m r a i n f o r e s t a l o n g t h e w e s t e r n s l o P e s t o m o n t a n e s t u n t e d

s h o l a f o r e s r
.

p r o g r e s s i v e l y t o d r i e d d e e i d u o u s f o r e s t s a n d t五o r n s e r u b o n t h e e a s t e r n

s l o P e s
.

F o r 亡五e
p u r p o s 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t 五e N I l g s r i B s o s p 五e r e R e s e r v e h a s b e e n e l a s s i f i e d

i n t o e o r e z o n e ( 1 2 4 0 K m Z )
,

m a n i p u l a t i o n 一 f o r e s t r y : o n e ( 3 2 3 9 K m Z )
.

t o u r i s m z o n e ( 3 3 5

K rn 名) a n d r e s t o r a t i o n z o n e ( 7 0 6 K m 念 )
.

R e s e a r e h 公5 a n i m P
o r t a n t e o m p o n e n t o f t h e P r o g r a m m e a n d w i l l b e e a r r i e d o u t b y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i n s t i t u t i o n . 刀 o n 一 g o v e r 及 m e 刀* o r g a n i z a t i o 刀 a 八 d g o v e r n 皿 e n t d e p a r 亡m e n t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