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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
,

没有植物将是不可想像的
.

我国植物种类繁多
,

资 源 丰

富
,

但分布不均匀
,

贮藏量有限 ; 人们对植物资源利用过分
.

缺乏适当的保护措施; 对各种植物

研究不够
,

利用潜力很大 ; 利用野生植物的经验丰富
,

但推广不够
。

为了合理开发我国丰富 的植

物资源
,

急需把自然保护区建为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基地
,

把它建为一个管理自然的基本单

位
。

关键词 植物资源 ; 自然保护区

大家都知道
,

人 口
、

能源
、

自然资源
、

粮食和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最令人关心的问题
,

而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与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有关
。

我国宪法在第九条中明确指示
:

“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

保 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

段侵 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 。

可是
,

当前的实际情况表明
,

远远没有按宪法的要求去做
,

过

度的无规划的滥用
,

已使许多植物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
,

有些甚至已经灭绝
。

因此
,

有许多

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

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

使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现

分下列几方面作简单论述
。

一
、

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概况和利用特点

我国素有地大物博
、

资源丰富之称
,

这是我们 民族生存
、

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

伟大的

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精心经营
,

曾经创造出不少奇迹
,

长期的生产实践也使人们认识到
,

植物 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

经营管理得好可以永续利用
,

掠夺性的滥用就有枯竭

的危险
。

因此
,

科学地分析实际情况
,

制定适当的利用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

一般说
,

下列几

点应该明确
:

1
.

植物种类繁多
,

但分布不均匀
,

贮旅且有限 我国幅员广阔
,

地跨热带
、

亚热带
、

温带和寒温带
,

气候条件多种多样
,

加以地形
、

地貌
、

地质和土壤条件变化复杂
,

小环境更

是因地而异
,

这就为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

所 以
,

我国植物的种类繁多
,

仅

高等植物就有 3 万种左右
,

仅次于巴西
,

居世界第二位
。

由于第四纪冰川对我国 的 影 响 不

大
,

许多古老的植物得以保存下来
,

有些植物在世界其它地方已经绝迹
,

可是
,

在我国还有

分布
,

并在生产实践中起重要作用
,

例如
,

水杉 ( Me
才a s e q o o `a 9 1夕夕*o s t r o b o id e :

)
、

银杏

( G `n g几。 ib l o b“ ) 等都是著名的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
,

我国西半部多为干旱的 草 原
、

荒漠

和高寒地带
,

植物种类并不多
,

植物资源分布是不均匀的 ; 即使是东半部森林区域
,

虽然植

物种类很多
,

植物资源不少
,

但任何一种植物的贮量都是十分有限的
,

甚至像芦 苇 ( P h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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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a m it e s c o巾阴 u招 15 )和龙须草 ( E u
l al `

oP s i sb in ar a )这样一些广泛分布的种类
,

只依靠天然

的贮量
,

在生产应用上也是不够的
,

更不要说那些零星分布在森林中的种类了
。

所 以
,

发现

任何有用植物之后
,

考虑建立人工栽培基地是非常必要的
。

2
.

植物资辣采收过分
,

缺乏适当 的保护措施 我国对野生植物 资源的利用是相当广泛

的
,

过去
,

每年发动小秋收时不知采收了多少的资源
。

由于缺乏全面的科学规划
,

不了解植

物种群的消长情况
,

过分的采收成为引起植物灭绝的主要原因之一
。

这特别表现在许多药用

植物和工业原料用的资源植物上
,

乍看起来
,

这
l

些植物天然分布很多
,

但却 愈 采 愈 少
,

例

如
,

黄茂 ( A s t r a g a l
u s o e m b r e n a e e u : )

、

砂仁 ( A m o m o m 刀了l l
o s u m )

、

余甘子 ( P h y l l a n 亡h u s

e o 6 l i c a )
、

刺五加 ( E l
e 。 * h e r o c o e e “ 5 s e , 才̀ e o s s u s )

、

山葡萄 ( V i t `5 a m o r e n s i s ) 等就是这

种情况
。

如仍不 注意保护
,

采取某种控制的措施
,

必然要使其陷入灭绝的境地
。

因此
,

利用

野生植物必需要掌握各种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的基础上来制定具体方案
,

有计划的进行
。

需用量大的植物
,

必需实行人工栽培
,

使用 单位和提供单位订立合同
,

根据 需 要
,

计 划 发

展
,

是十分必要的
。

3
.

对各种植物研究不够
,

利用潜力很大 可 以说
,

任何一种植物都有其一定的用途
,

有些人们知道的较多
,

有些根本不了解
。

1 9 7 3年以来
,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定了 2 万种药用

植物
,

但其中只有 2 00 种作过较详尽的研究 ” 1
,

像美登木 ( 对 d yt en us h o
ok er f ) 和绞股 蓝

( G 夕m n o s t e川用 a P e n t a P h夕l lu 。 )
,

人们都听说可 以治癌
,

但对其详细的情况研究 还 很 不

够
,

有些植物可能已广 泛被利用
,

但对其实际利用价值研究也很少
。

近年来
,

我国各地对沙

棘 ( H I P P o P h a e r h a m n o i d e s )
、

茨梨 ( R o s a r o 戈 b幼r 夕h i i )
、

两面针 ( Z a n t h o 劣 y lu仇 ” i才i
-

d o m )
、

桃金娘 ( R h o j o o y r r o s 才o o e 称 t o s a )
、

越桔 ( 犷
a c c i n i o m 。 `才f s 一 `d a e a )

、

笃斯越 桔

( 犷 a c c 。̀ `u m u
l`夕`n o s u m )

、

魔芋 ( 月川 o r 夕h o 夕h a
l l

o s r i o se r ` ) 等一些广泛分布但过去未被

正式利用的种类
,

已被研制成一系列产品投放市场
,

成为各地的重要经济植物
。

可见
,

具有

潜在利用价值的植物种类是相 当多的
,

很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

4
.

利用植物的经脸丰富
,

但推广不够 我国不但对野生植物广泛利用
,

而且凡是经济

价值较大
、

利用较广 的植物
,

大多进行人工栽培
,

并建立有栽培基地
,

例如
:
水杉

、

银杏
、

杜仲 ( E u e

哪m i a o
l m o i d e s )

、

人参 ( P a n a 劣 s e h讯
一 s e ” g )

、

三七 ( P a n a 劣 ` a n c
h云)

、

萝芙

木 ( R a u o o
l f f a o e r t f c i l l

a r a )
、

罗汉果 ( S f r a f t i a 夕r o s o e n o r i )
、

黄连 ( C o P t i : 口h f” e n s i: )
、

天麻 ( G a s 亡r o d `a e la t a )
、

砂仁和山苍子 ( L “ s e a e o b e b a ) 等
,

但及时总结经验
,

进 行 推

广
,

并深入一步进行研究
,

远远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

有特加强
。

二
、

中国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研究的成就

为了合理开发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
,

植物学和有关方面的工作者结合 国民经济建设的需

要
,

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足迹遍及全 国各地
,

基本上摸清了植物的种类
、

分布和资源的蕴

藏情况
,

写出了许多专著
,

例如
,

《 中国植物图说 》
、

《 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 》
、

《 中国种子

植物科属辞典 》
、

《 中国药用植物志 》
、

《 中国油料植物 》
、

《 造纸植物 》
、

《 有毒植物 》

等 , 一共有 8 0卷的 《 中国植物志 》
,

已出版了 48 卷 ( 71 册 )
,

还出版了许多省区和山系的植

物志
、

经济植物志和中药
、

民间常用草药专集等
,

特别应该指出
,

《 中国经济植物 志 》 就是

针对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而编写的
。

书中记述了 2 41 1 种经济植物
,

包括纤 维 类 4娜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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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类和糖类 2 78 种
,

油脂类 4 30 种
,

蹂料类 3 01 种
,

芳香油类
一

3 20 种
,

树脂及树 胶 类 25

种
,

药用类 4 66 种
,

土农药类 50 种
,

其它 43 种
,

所有这些材料对于我国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
,

发展国民经济
,

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

此外
,

中国植被和省区的植被
、

中国植被区划
、

1 / 4 0 0万中国植被图和许多区域性的植被专著的出版
,

也给植物资源的进一步研究
、

利用和

保护等
,

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

与此同时
,

也进行了大量的植物化学成分的分析和筛选工

作
,

为提供大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

随着研究技术和研究手段的不断

发展和改善
,

使植物资源化学成分的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
、

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

水平
,

取得 了明显的成绩 仁” 7 ’ 。 〕 。

分离并阐明结构的新化合物有 20 0多个
,

对美登素
、

喜树

碱
、

轻基喜树碱
、

三尖杉醋碱
、

高三尖杉醋碱等化合物进行了全合成
。

对药用植物方面筛选

了不少治癌
、

抗癌
、

镇痛
、

止痛
、

降血压
、

镇静
、

安神
、

治心绞痛
、

疟疾
、

心力衰竭
、

冠心

病
、

慢性气管炎和避孕药等植物种类
,

例如三尖杉 ( C
e p hal ot a 二us f or 矛u ” 。 i )

、

乌头 ( A c -

o n f f u m c a r nt i e h a e
l f )

、

延胡索 ( C O r 夕d a l i s 夕a n h o s u o )
、

钩藤 ( U
n e a r `a r h夕n c h o P h 少l la )

、

马兜铃 ( 姓
r i s 矛o l o c h`a d

e乙f l i s
)

、

萝 芙 木 ( R a u刀 o lf i a o e r r`e `Ila r a )
、

山 植 ( C r a f a 口夕: s

P `n ” a 才̀ f
o

l才
a )

、

青篙 ( A r 才e m i s `a a n o u a )
、

黄花荚竹桃 ( T h e o e t i a P e r u v i a n a )
、

穿龙 薯

按 ( D i o s e o r e a 。 `P P o n ￡c a )
、

宽叶杜香 ( L e d u m P a lu s f r e v a r
.

d i la t a , u沉 ) 等都是比较著

名的
。

对工业用方面
,

田蔷胶代替瓜尔胶作水基压裂液原料
,

大幅度增产石油 ; 槐树豆胶用

于纺织印染助剂
,

提高纺织品的印染质量 ; 桑科植物用于冶金工业的化学试剂桑色素 , 白背

叶籽油代替桐油作油漆 , 山苍子油作洗净剂 ; 榆树种子 油制备癸酸试剂 , 马桑籽油作航空机

轮和轧钢机的优质铿基润滑脂 , 连翘挥发油应用于防感冒牙膏生产 , 橡碗
、

化香
、

红根
、

地

榆
、

获葵
、

余甘子提取拷胶为蹂料工业解决了原料等
,

也是很有成效的
。

其它如材用
、

果品
、

油料
、

芳香
、

牧草
、

饲料
、

纤维
、

淀粉
、

花卉和绿化等
,

也筛选出不少新的种类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
,

由于大面积的森林采伐
、

火烧和垦殖农作
、

草地的过度放 牧 和 垦

殖
、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与环境污染以及过度开发利用等原因
,

导致许多地方出现植物资

源枯竭现象
,

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

尽管植物在其长期的进化发展和对环境适应的过程中
,

自

然淘汰是常有的事
,

但是
,

当前大量植物濒临灭绝的境地
,

确实是由于人类本身的各种生产

活动所引起
。

这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并设法解决的 t 吕飞
。

三
、

自然保护区是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基地

在世界范围内
,

大多数地区在人类长期的生产活动影响下
,

都已变成已开发或半开发区

域
,

大多由少数几种作物
、

林木
、

果树和蔬菜所占据
,

天然植被残存无几
; 只有在自然保护

区才保存有多种多样的植被类型
,

蕴藏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人们

意识到
,

破坏自然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紧急措施 [ 毛〕 。

一般说
,

在自 然 界

丰富的植物资源中
,

人们经常利用的植物种类不过只占10 %左右
,

而真正利用的植物种类只

占 1一 2 % 〔 ’ ` 〕 ,

有大量的植物资源有待并发
。

所以
,

要扩大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就

只有紧紧依靠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

并下功夫去建设它才有可能
。

不言而喻
,

自然保护区就必

然成为植物资源开发和
;用的战略基地

,

作为战略基地就不允许乱砍乱伐
,

随意采收
,

只重视

眼前利益
,

不顾长远的发展
。

自然保护区的主要 目标就在于做到最大限度地持续地向人们提

供必需的植物资源
。

这样
,

首先要加强保护并深入开展科学研究
,

弄清保护区内植物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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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

生物生态学特性
、

一

储藏量
、

开发利用的可能性
。

然后
,

制订一个战略开发规划
,

确定

具体的计划和必需采取的措施
。

在不影响保护的基础上
,

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

选择 自己的特

有资源
,

建立示范基地
,

及时系统总结有关科技资料
,

召开经验交流会议
,

并提供种子
、

种

苗和各种繁殖体
,

以利广泛推广
。

同时
,

应和有关教学和科研单位一起
,

开办各种培训班
,

担负起干部培训的任务
,

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到适宜的地方去
,

把保护和

开发密切结合起来
。

这样
,

自然保护区就不是一种单纯消极保护的机构
,

而是国家经济建设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 2 ]
。

当前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 与生物圈

”
研究计划所倡导 的 生

物圈保护区 〔。 ” ” ]
,

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
,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四
、

把自然保护区建为一个管理 自然的基本单位

如果说农场
、

林场和牧场等这样的单位
,

过去被看作为单纯从开发利用资源着手的管理

自然的机构
,

忽视生态学的 目标 , 那么
,

从生态开发的要求出发 〔名〕
,

现在强调要发展 生 态

农业
,

把它们建为生态农场
、

生态林场和生态牧场
,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

也要尽力维护生态

平衡
,

达到兼顾经济学和生态学目标的目的
。

同样
,

如果过去所理解的自然保护区
,

只单纯

考虑保 护
,

忽略经济效益 , 那么
,

现在所提倡的自然保护区
,

特别是生物圈保护区
,

从生态

开发的观点出发来经营
,

就要求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
,

把生态学和经济学的 目标有机地联

系起来
,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管理自然的机构
。

它是在当今人口不断增加
,

科学技术日益

发展
,

迫切要求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新形势下产生的 〔` 〕
。

为 了达到这样的 目 标
,

在

圈
.

划保护区面积时
,

就不能只考虑选择原生性生态系统保存 比较完整的未开发的地段
,

而且

也要包括一些由次生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组成的未开发和已开发的地段
。

明确划出严格

保护不许乱动的核心区和灵活掌握的缓冲区与人工经营管理的试验区
,

要根据实标情况和要

求
,

建立生产和旅游的区域
,

并使之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

统一规划
,

统一经营管理
。

既

要 把自然资源管理好
,

也要根据自己的环境特点和资源优势来安排有关经济发展项目
,

特别

是本地土特产的资源引种试验和扩大发展生产
,

一方面作为土地合理利用的示范
,

另一方面

也要为当地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
,

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
。

自然保护区要把保

护和生产与旅游工作同时做好
,

科研和培训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
。

重要的保 护区还要建立标

本馆或展览馆
,

陈列有关实物
,

拍摄保护区的科教影片
:

供各方面了解保护区的概况和所起

的作用
。

也还要建立一些必要的服务设施
,

经营膳宿和会议业务
,

出售一些本地的土特产
、

生物标本
、

图片
、

画册
、

幻灯片
、

种子
、

苗木
、

旅游指南和有关科技资料等
。

这样
,

自然保

护区的功能就不是只保护一项任务
,

而是担负多项任务的综合机构
,

既包括保护
、

科研和教

育这些容易综合的任务
,

还应 包括像生产和旅游这些看来是彼此矛盾难 以协调的任务在内
。

它的任务如此繁重
,

光靠保护区的少数人员是无法完成的
。

因此
,

应聘请有关科研机构或高

等学校作顾问
,

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指导
,

协助制定有关保 护
、

科研
、

生产
、

基建和培训干部

和发展旅游等工作
,

并和有关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部 门取得密切联系
,

为他们进行中间性生

产实验
,

提供有关产品和资料
,

为当地工农业生产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自然保护区应充分

认识当地群众对 自然保护事业所起的作用
,

应与他们协商解决保护和利用可能产生的种种矛

盾
,

制定具体的保护和管理条例
,

明确生产和生活用地
.

尽量照顾他们传统的利益
; 同时

,

动员和鼓励他们一起把保 护工作搞好
,

适当吸收他们为管理者或工人
。

自然保护区还应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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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出机构
,

按照法律规定开展工作
。

当然
,

要选择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区域来进行综合管理

也不大容易
。

在这种情况下
,

就要因地制宜地把保护区与邻近的生产和研究机构
,

按生态开

发的要求把它们联合在一起
,

按不同的要求来经营管理
,

建立着重开展保护和科研工作的保

护区
、

着重生产
、

科学实验或旅游工作的保护区
,

组成一个多专业联营的保护区统一管理体

制
` “ ’ ` 2 1

。

这样
,

联营保护区内不 同的地块
,

可 以在生态开发的观点指导下
,

明确重点
,

专

心一意地去完成各自所承担的任务
。

许多保护区都具有类似的联营条件
,

关键在于选派适当

的干部
,

明确经营方针
,

下决心去组织领导
,

就能乘改革的东风
,

创造出一个新型的管理 自

然的机构
。

如果把 自然保护区建设成为一个既能保护有代表性的原生性生态系及其物种的自

然资源库
,

又为土地合理利用和改造提供示范
,

又是进行科学研究
、

环境教育
、

普及科学知

识的旅游基地
,

为国家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
,

有利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

它就具有无

限的生命力
。

随着经济建设不断的发展
,

国家就愈来愈迫切要求建立这样一种管理自然的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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