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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南岛自然保护区与发展旅游事业的关系

王 献 溥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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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对海南岛的发展规划
,

要求把它建设成为国际避寒冬泳旅游区
,

用来发展具有

自己特色的旅游事业
。

很明显
,

这就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有密切联系
。

规划中所提到

的陵水猴岛
、

三豆海滨洛场
、

深山密林的虫鸣鸟唱
、

熊叫猿啼以及海口市内的五公祠
、
苏公

祠和海瑞墓等名胜古迹等
,

实际上有些已是保护区所在地和应从速建立保护区的地方
。

自然

保护区是旅游的好地方 , 旅游是自然保护区应该担负的一项业务
。

但旅游和保护两者也是有

矛盾的
,

这就必须认真地通过适当的管理来解决各种矛盾
,
使彼此能够兼顾起来

,

并促进自

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

本文就想着重谈这两方面的关系
,

希望引起有关方面对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予以应有的重视
,

就像对待工业
、

农业和旅游等事业一样
,

把它视为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

组成部分
,

以促进海南岛各项事业的发展
。

一
、

自然保护区是发展旅游事业的基础

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国家最精华的区域
。

当前
,

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有多少
,

常常成为人们

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科学发达程度的标志
。

一个国家旅游事业的发展也是与其文化科学水平密

切相关的
。

人们在聚精会神地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后
,

很自然地需要有一段休息和

疗养的时间
,

以便积蓄旺盛的精力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去
。

人们喜欢去旅游的区域
,

除了

一些名胜古迹 以外
,

目前已愈来愈多地奔向夭然风景美好的地方
,

特别是受人类干扰较少的

自然环境中去
。

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的居民
,

对自然界各色各样纷繁事物的了解 都 是 很 少

的
。

他们可以通过旅游亲眼看到人类本身的各种创造力以及自然界各种奇特的现象
,
不仅大

大增加了自己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

而且通过接触自然
、

认识自然
,

接受环境本身 给予 的 教

育
,

从而培养他们热爱自然
、

热爱祖国
,

用实际行动来保护自然和合理利用自然
,

以满足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需要
。

海南岛是我国属指可数的热带区域
,
要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

,

参观热带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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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必要的
,

而真正的天然热带风光就在保护区内
。

所以
,

要把旅游办得丰富多采
,

建设好

自然保护区网是非常重要的
。

但是
,

目前自然保护区不仅数量少
,

而且 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不

少还处在有名无实的状态
,

急需建立统一管理的专门机构
,

认真进行规划和管理
。

看来
,

要

开发建设海南岛
,

发展海南岛其有自己特色的旅游事业
, 必须把建设自然保护区网看作像建

设港 口
、

交通
、

工厂等一样重要的专门项目
。

二
、

自然保护区在经济建设 中的作用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基本规律不断深入的研究
,

认识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必须建筑

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
。

以森林资源的利用为例
,

五十年代初期许多地方是建立采伐场砍伐

森林
,

砍完一处再转移到其它地方去
,

好像游牧生活一样
,

这显然是一种掠夺自然的行为
,

势必造成资源日渐枯竭
。

吃一堑长一智
,

于是出现了一种采育场的型式
:

一方面采伐天然森

林
,

一方面强调采伐迹地更新和人工造林
,

特别重视营造大片针叶纯林
。

这当然 比采伐场的

经营方针大大进了一步 〔巴〕 。

实践又在教育着人们
,

如果不注意保护天然森林
,

到处全部砍

光
,

不但造成物种灭绝
,

而且破坏区域的生态平衡
,

给人类带来不少灾难
。

现在
,

凡是开发

较早的地区
,

天然森林 已残存无几
,

自然面貌日渐消失
,

如果到处是这种情况
,

将是不堪设

想的
。

因此
,

近年来对建立自然保护区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
。

人们对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划分
、

区划建设和有效管理作了大量的研究
,

提出自然保护区

的功能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机构
,

而是把保护与科研
、

教学
、

生产和旅游结合起来的综合

协调多功能的机构
,

以便把自然界丰富的自然资源管理好
,

保持持续的最大限度的和高质量

的提供各种产品
,

但又不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 〔” 2 , 3 , 5 , 。 〕 。

为了使保护区内保护
、

科研
、

教学
、

生产和旅游各方面的要求彼此协调
,

不致产生矛盾
,

人们制定每一 自然保护区
,

不仅

要包括天然景观保护较好的区域
,

而且要包括半开发和已开发的区域
,

分别设立核心区
、

缓

冲区和实验区
,

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方针
,

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

核心区为人们

干扰较少的天然景观保护较好的地段
,

主要任务是保护
,

并组织开展科研 活动
,

也可提供教

学和有控制的参观之用
。

缓冲区位于核心区周围
,

它可起防止核心区受外界干扰的作用
,

同

时也有控制地开展试验和生产的场所
。

实验区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自己特有资

源的试验场所 ( 图 1 )
。

如果各个区域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联在一起的话
,

可分散建立以保护

为主的保护 区和以实验为主的保护 区
,

统一管理
,

组成一种保护区群的机构
,

以适应保护区

多功能综合管理的要求 〔 “ , ` “ 〕 。

看来
,

这种概念的保护区将要有不断的发展
,

并在许多地方

作为管理森林
、

草场
、

水域和历史文物古

迹等的机构
,

把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更好

地结合起来 ( 图 2 )
。

海南岛的天然森 林保 存已 经非常有

限
,

不能再按所谓采育要求建立起来的林

业管理局来管理森林了
,

应该按自然保护

区的经营方针来综合管理
。

对自然保护区

来说
,

旅游实际上是生产的一部分
,

为了

开展旅游事业
,

必需要兴建一些方便旅游
图 1 理想的保护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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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食宿和交通的基本措

施
,

发展和出售自己的
’

土特产品
,

宣传介绍保

护区的基本特点和重要

意义
。

这样就可以从中

得到一定的收入
,

从而

进一步建设保护区
。

当

然
,

大量的人群进入保

护区
,

必定会和保护区

的要求产生矛盾
。

这就

必需要 通过 管理 来 解

着重保护的保护区核心 区

缓冲区

着重实验的保护区

1
。

生物资源利用研究站
2

,

实验农林场

3
.

实验牧场
4

.

水文研究站

.皿口

图 2 理想的保护区群示意图

决
,

例如划出旅游区域
,

.

控制旅游人数和时间
,

制订旅游者必需遵守的事项等
。

只要管理协

调得好
,

矛盾不是不能解决的
。

许多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都是发展旅游事业的基地
,

他

们就是采取适当的经营管理措施来避免保护区遭到破坏
,

又使保护区为旅游事业提供丰富多

采
、

千姿百态的自然奇观
,

大大促进

旅游事业的发展
,

成为国家经济建

设的一部分
,

每年都有一笔很大的

收入
。

三
、

关于海南岛的旅游资

源和建设问题

关于海南岛自然保护区网的建

设
,

已有不少建议 〔 ` , “ 〕 ,

从这些

资料所提到的情况可以看出
,

海南

岛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

如能统一

领导
,

加强建设
,

全岛各部分统一

协调
,

制订出不同部分和全岛的旅

游路线
,

人们就可根据其时间
、

兴

趣和季节进行具体安排了 (图 3 )
。

现分述如下
:

图 3 广东海南岛各个部分旅游路线示意图

1
.

东北部以海口和文昌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海口市是 海 南岛的首府

,

按目前的交通路

线
,

人们总是先到海口的
。

一进入海口
,

热带的风光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

与大陆的景色就

明显不同
,

到处椰树簇簇
,

临风摇曳
。

人们照例在海 口稍事停留
,

那么
,

市 内 的 名胜古迹

呢
,

例如五公祠
、

苏公祠和海瑞墓等也是值得一游的
。

海口附近的东寨港和文昌的白延还保

存有较好的红树林
。

这种被称为海底森林
,

具有不少胎生植物和有强大支柱根支撑的高大林

木生长在泥泞海滩的景色
,

是令人神往的
。

如果人们了解它对保护海岸
、

渔业生产和提供工

业原料以及维护港湾海岸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
,

就不会轻易地随意砍伐它来垦殖农田
,

造成

那种到头来一场空的傻事了
。

东寨港已建立了保护区
,

急需加强进行妥善的综合管理
。

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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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迅速建立保护区加强管理
。

过去清澜港的红树林面积最大
,
生长最好

,

是一个风景非常

旖旎的地方
,

可惜现已遭受破坏所剩无几了
,

很应该建立加强管理的保护区
,

促其早日恢复
〔 ` 〕 。

海口附近大片的滨海台地
,

环境干早
,

主要为矮草草丛所占据 〔 7 〕 ,

不可想像能种植橡

胶
,

人们通过实践教训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终于在一定方格范围内先 种 植

一

了防护林带之

后
,

才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成功
,

从而大大改变了那里的环境和经济面貌
。

例如
,

澄迈县福山

(红光农场 )和临高县多文 (红华农场 )一带是比较典型的
,

很值得去参观和对比一下
。

不但可

以看到热带经济林的风光
,

而且从改造环境的那些成就中
,

能够接受一次很好的环境教育
,

从而给人们以各种启发
,

会进一步思考 自己所接触的各种问题
。

海口附近和文昌县境适宜的

海滨都应修建一个较好的游泳场
,

以满足旅游者的要求
。

如能选择适宜的地方建立海岸保护

区就更加理想了
。

2
.

东南部以万宁和陵水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兴隆的温泉是很有名的

,

在此处稍作勾留
,

欣赏各种各样热带植物之后
,

可登吊罗 山观看山地雨林异样风光
。

吊罗山还保存 有 原始性

森林约25 万亩
。

它可代表本 岛东南部湿润山地雨林群落类型
,

呈现热带景色最为明显
,

其最

高峰为三角山
,

海拔 1 5 1 9米 〔 7 〕 。

现有的林管局
,

他们实行的是所谓采育结合的经营方针
。

其实
,

残存的原始性森林不应再采伐了
,

应改为资源管理区类型的保护区
,

进行综合经营管

理 〔 ’ 〕 。

这里的条件基本上可以开展科研
、

教学
、

生产和旅游工作
,

关键的问题是要加强保护
,

保护工作做不好
,

其它问题都是难以进行的
。

明确了管理方针
,

就可能建立一个理想的资源

管理区类型的保护区
。

观赏了吊罗山可南下直趋南沂称猴保护区
。

这个保护区是在 1 9 7 6年建

立的
,
已有一些称猴得到驯化

,

呼之则来
,

挥之便去
,

对旅游者来说
,

这是很有趣味的
。

附

近还有珍珠养殖场
,

国家正准备建立码头
,

用渡船联结起来
,

建立旅游点
。

这也是其它地方

不易见到的景象风光
。

如果万宁县的六连岭植物园能够恢复
,

并把那里残存的森林建立保护区
,

好好的加以管

理
,

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点
。

同样
,

万宁和陵水海滨也应选择适宜的地方
,

建立海岸保护

区或有一定设备的游泳场所
。

3
.

西南部以三亚和尖峰岭保护区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三亚附近 海 岸 的景色非常秀丽
,

“ 天涯海角
”
附近一带的海岸

,

是建立海滨游泳场和旅游点最适宜的地方
。

在那里享受南海

的海水浴和温暖的阳光之后
,

还可去看一看葱郁的油棕林
,

南滨是全岛油棕生株最好的地方
。

这一带盛产珊湖花和海马
,

也是很吸引人的
。

再往西
,

莺歌海的盐田也是其它地方少见的开

阔景色
,

可建立适当的旅游点
,

以方便游人前往
,

最后到尖峰岭的探山密林
,

欣赏虫鸣鸟唱

的幽静胜境
。

尖峰岭的山地雨林在西南部山地有一定的代表性
,

环境不如吊罗山区湿润
, 因

此植物种类组成也不尽相同
,

最高峰海拔 1 4 1 2米
,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

可以小住几天尽情游

乐 〔 7〕
。

目前的保护区由林管局代管的
,

没能起到真正保护区应有的作用
。

林管局的经营方

针是不适应海南岛全面发展的要求的
,

必需尽快改为资源管理区类 型 的保护区进行综合的

管理
。

这里己完全具备开展科研
、

教学
、

生产和旅游的条件
,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保护
。

可以

设想
,

原始森林如果没有了
,

这个林区的旅游价值就不再在
、

科研
、

教学和生产的意义就小

得多了
,

甚至于完全没有了
。

4
.

中南部 以通什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通什是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
,

有 许多 民 族风物

会引起旅游者的兴趣
。

附近的尖岭也还保存有小片山地雨林
,

应及早建 立 保护 区进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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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以适应旅游发展的需要
。

通什离五指山不远
,

一般说
,

到了海南岛特别是到了通什
,

不攀登五指山
,

总是感到遗憾的
。

五指山是海南
: l

铸的最高峰
,

海拔 1 8 7 9米
,

原生性森林面积

虽已不大
,

但是为了中部一带的荒山和次生林得到更快的恢复和发展
,

应建立管理的保护区

进行综合经营
,

这也是发展旅游事业所迫切要求的
。

5
.

西部以东方和昌江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这里是海南岛最干早的区域
,

年 降雨 量不及

1 0 0。毫米
,

呈现一派稀树草原的景观
,

与本岛其它地方的景色完全不同
,

别是一番风貌
,

这

种景象在我国其它地区是不易见到的
。

冬春季节
,

分布稀疏的高大木棉
,

嫩叶还未吐出
,

火

红的花朵已拥满树冠
,

蔚为壮观
。

这里有一个专门保护海南坡鹿的大田保护区
,

可 以它为基

础建立一个旅游中心
。

邻近不远的山地
,

还有一个重点保护长臂猿的坝王岭保护区
,

据说最

近只发现有两头
,

它是类人猿的一种
。

山地雨林约有 3 亿亩
,

虫鸣鸟唱 是 必 定 能欣赏得到

的
,

但要领略熊叫猿啼
,

那就多少要碰运气了
。

总之
,

这里环境幽静
,

景色迷人
,

是值得小

住几天的
,

关键还是要把林管局的管理体制改为资源管理区类型的保护区
,

才能进行全面的

科学管理
。

西部的海岸面向北部湾
,

也应选择适宜的地点
,

建立海岸保护区和海滨浴场
,

以适应旅

游事业不断发展的要求
,

6
.

中北部以蟾县 ( 那大 ) 和自沙为中心的旅游区域
:

那大是本岛大力发 展 热 带 作物最

早的地区乏一
。

热带作物学院和热带作物研究所 ( 简称两 院 ) 就设在这里
,

建有植物园
,

引

种栽培 丁不少热带植物
,

有宝岛新村乏称
。

海南岛最大的水库— 松涛水库 离 此 不 远
,

景

色壮丽
,

不失为一个游览的好地方
。

水库上游集水区白沙县境还保存有 38 万亩森林
,

如果能

建立保护区进行综合管理
,

不仅对保护水库
、

促进农林业生产有重要作用
,

而且对发展旅游

事业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往西不远的稀树草原区域
,

有保护海南坡鹿的邦溪保护区
,

可建

一旅游点方便旅游者
。

东南部山地的黎母岭
,

仍有一些残存的山地雨林
,

也是一个旅游的好

地方
,

应建立资源管理区类型的保护区
,

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

以上只是一个旅游路线轮廓性的介绍
,

但是足以说明
,

海南岛的旅游资源多么丰富 ! 无

论是东线
、

中线还是西线各个点
,

都有自成体系的旅游场所
,

其 中自然保护区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
,

许多旅游点就是靠现有的保护区或建立保护来区确定
。

如果各地的自然保护区和天然

景观遭到破坏
,

显然就会严重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
,

当然也与保护 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

的要求背道而驰
。

因此
,

建设保护区
,

管好保护区
,

是发展和建设海南岛的一项重要任务
,

应该落实到相应的部门去负责全面的考虑和布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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