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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西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相对较大 ,但开发利用的程度较低, 在立足于广西自然保护区现状的基础上 ,研究和分析了其分类及开发
利用存在的问题和潜力 , 并提出广西自然保护区开发利用的方向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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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自然保护区的现状及分类

1 .1  现状 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各种重要的生态系统及

其环境、拯救濒于灭绝的物种、保护自然历史遗产而划定的

进行保护和管理的特殊地域的总称[ 1] 。广西第一个自然保

护区是1961 年建立的花坪自然保护区, 到目前为止, 广西拥

有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64 处, 其中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

有62 处, 自治区科技厅、环保部门管理各一处, 管理机构共

55 个, 经营面积182 .8 万hm2 , 有林面积108 .1 万hm2 , 分别占

广西土地总面积的7 .7 % 和4 .6 % [ 2] 。到目前为止, 广西拥有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11 处, 即花坪、弄岗、山口红树林、山

口儒艮、防城金花茶、木伦、大瑶山、北仑河口、大明山、猫儿

山和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

1 .2 分类

1 .2 .1 以保护综合自然生态系统为目的自然保护区。该类

型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6 处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弄岗自然

保护区和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这两个自然保护区都属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弄岗自然保护区总面积8 000 hm2 , 主要保护

南亚热带- 北亚热带石灰岩季雨林生态系统, 珍稀动物白头

叶猴、珍稀植物蚬木和喀斯特峰林自然景观等 ; 大瑶山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3 600 hm2 , 主要保护对象是南亚热带森林生态

系统及珍稀动物瑶山鳄蜥等。

1 .2 .2 以保护某些珍贵动物资源为主的自然保护区。该类

型共有4 处, 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新自然保护区和建新自然保

护区。大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9 333 hm2 , 主要保护对象是珍

稀动物白头叶猴、黑叶猴及其生境; 建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 046 hm2 , 主要保护对象是珍稀动物水鹿、红腹角雉、大鲵等

及其生境, 另有候鸟迁徙停歇点等。

1 .2 .3 以保护特有植被类型和珍稀植物为主的自然保护

区。该类型有25 处 , 系广西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的类型, 最

具代表性的是花坪自然保护区和大明山自然保护区, 这两个

自然保护区都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坪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15 133 hm2 , 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树种银杉、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及水源涵养林等 ; 大明山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3 200

hm2 , 主要保护水源涵养林、自然景观等。

1 .2 .4 以保护沿海自然资源及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自然保护

区。该类型在广西共有两处 , 都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是

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 总面积4 000 hm2 , 主要保护海岸红

树林及其生境; 二是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我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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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西自然保护区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开发潜力分析

2 .1  存在的问题 ①广西自然保护区大都以保护综合自然

生态系统和以保护特有植被类型及珍稀植物为主 , 保护类型

单一, 且这些保护区几乎都分布在生态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

山区地带, 而在人口集中、自然资源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的平原地区, 则没有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②广西自然保

护区大都分布在广西的山区地带, 交通通达度较差, 保护区

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使保护区的综合开发利用受到

一定的限制。③广西自然保护区目前大多处在纯自然保护

状态, 依然以“输血型”保护为主, 其自身的造血能力较差, 自

然保护区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明显。

2 .2 开发潜力分析  广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南北跨6 个

纬度, 地势北高南低, 北接大陆, 南滨海洋, 水热条件南北差

异十分明显。广西的植物有280 多科 , 近1 700 多属8 000 余

种, 名贵的树种有银杉、楠木、柚木、铁力木等30 多种, 植物

种类居全国第三位; 此外广西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

已发现的野生动物物种( 亚种) 有729 种, 其中哺乳纲160 种 ,

鸟纲538 种 , 两栖纲74 种, 爬行纲157 种, 列入国家保护动物

的物种有斑冠鸟、白头叶猴、鳄蜥、云豹、娃娃鱼等40 多种 ,

约占全国保护动物物种的1/ 3 , 是我国动物资源的宝库之一。

特别是经过40 多年的发展 , 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已逐步

成熟, 不断步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2 .3  阶段性目标规划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确立了

今后一段时期全区林业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 确立

三个阶段性目标: 即到2010 年, 广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

量达到13 个,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达到45 个, 市县级自然保

护区达到15 个, 自然保护小区达到700 个, 全区林业自然保

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总面积达到159 万hm2 , 占全区国土面

积的6 .7 % 。到2020 年, 广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

20 个,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达到55 个,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达

到30 个, 自然保护小区达到1 000 个, 使全区林业自然保护

区和自然保护小区总面积达到186 万hm2 , 占全区国土面积

的7 .9 % 。到2030 年, 广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23

个,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达到65 个 ,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达到

20 个, 自然保护小区达到1 500 个, 全区林业自然保护区和自

然保护小区总面积达到并稳定在200 万hm2 以上, 占全区国

土面积的8 .5 % 以上, 从而使全区95 % 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

类型和95 % 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

保护, 并使80 % 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资源得到恢复和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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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这三大目标的实现 , 将进

一步加大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开发潜力。

3  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利用对策

3 .1  突出优势, 重点开发  广西64 个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

在广西的53 个县市, 除沿海的4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 ,

其他几乎都分布在广西的山区县份, 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 交通通达度差, 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开发品位

不高。从目前开发的情况来看, 只是在旅游开发方面作了一

些尝试, 但由于自然保护区的旅游资源品位不高、旅游区位

条件欠佳、区域经济的支撑力度不强等因素影响, 旅游开发

的总体效益不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开发中, 应加大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建设力度 , 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优势

较明显、个性较突出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开发上来, 做到开

发一个, 成熟一个 , 避免发生遍地开花的现象 , 目前应重点开

发11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优势较明显的自治区级自

然保护区。

3 .2 根据环境特征差异, 实施等级开发规划  广西自然保

护区的环境特征有一定的差异, 其环境脆弱性、生态敏感性、

环境容量、干扰抗逆性等方面不尽相同。目前广西大部分自

然保护区还停留在为保护而保护的状态, 没有编制相应的开

发规划。因此科学编制广西自然保护区的等级开发规划是

保护区能否进行综合开发的前提条件, 同时在制定广西自然

保护区的等级开发规划时, 必须进行基本情况的调查和评

价, 把保护区的面积、保护级别、保护对象及其生态敏感性和

干扰抗逆性、环境的质量和容量、环境的脆弱性等情况要准

确了解, 并建立一个完善的指标体系, 对其开发的可行性及

开发等级进行评价, 为实施等级开发规划提供依据; 此外, 要

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区所处的区位条件、区域经济社会环境、

投资的经济效益以及有可能给环境带来影响和破坏的防治

措施等, 最后再制定等级开发规划, 将开发的项目、目标、规

模、功能分区及保护措施等方面 , 明确地予以规定, 确保广西

自然保护区能在合理规划、实施等级开发的轨道上运行。

3 .3 应用生态学原理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综合开发, 建立科

学的综合开发机制  自然保护区的开发, 要用生态学原理来

指导, 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从本质上看, 自然保护区

的保护仅是自然保护区的目的之一, 能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合理地开发利用才是建立保护区的最终目的。因此运用生

态经济学的原理, 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条件, 因地制宜、多渠道地进行开发利用, 是自然保护区健康

发展的必由之路。如合浦县的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东兴

市的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具有较高的生态旅游价值

和科学研究价值, 尤其是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还可作为渔

船免受台风袭击的避风地,使渔船免受台风袭击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仅此一项便可发挥出该保护区巨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开发方式单一, 开发效益较差 ,

开发层次较低, 因此拓展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内涵、建立科学

的开发机制是广西自然保护区开发的必由之路。如可在保

护区内建立森林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珍稀树木园, 或建立

生物科研基地、药用植物小区、珍稀植物苗圃、种茶、驯养、繁

殖经济动植物, 并开展科普旅游等, 把旅游业、种植业、药用

植物加工工业及科学研究基地等作为广西自然保护区的开

发方向, 根据各自然保护区的特点进行综合开发, 并建立科

学的综合开发机制。

3 .4  不断加大生态旅游开发的力度  目前广西拥有大桂山

国家森林公园、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

明山森林公园、九龙潭瀑布群森林公园等。仅在1998 年广西

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全年接待游客就达81 .95 万人次 ,

营业收入3 984 .2 万元, 但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力度尚

小, 投入明显不足 , 营业收入提高不快 , 部分森林公园依然保

持在原有的开发状态。从总体上看, 广西64 处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旅游开发还没有形成规模 ,11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生态旅游开发尚处在起步阶段。因资金缺乏, 现有的森林公

园的旅游配套设施较差, 且各森林公园的开发模式基本相

同, 没有自身的个性, 其知名度有待提高。因此在生态旅游

的开发上, 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 ; 二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 ,

对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及交通条件较好的自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要进一步加大生态旅游开发力度, 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

的自然本底优势。值得一提的是, 大明山森林公园依托南宁

市这一旅游市场, 并在南宁市政府的支持下, 对公园进行高

水平的规划, 并加大了投入力度 , 将高速公路延伸到山脚下 ,

把大明山森林公园打造成为南宁市具有强吸引力的旅游景

区, 目前建设状况良好, 景区的吸引力大增。大明山的开发

模式可为广西其他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提供成功的范例。

3 .5 充分挖掘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价值, 并注重加强国

际间的合作交流 自然保护区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 , 其主

要任务是采用各种技术方法, 拯救和保护濒危生物种源, 监

测人为活动对保护区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 研究自然

保护区内森林生态系统及动物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产

力及形成过程, 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广西的

自然保护区 , 目前因资金奇缺, 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及保护区

的开发利用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因此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

作与交流, 对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可采用引进外资的方式进

行联合开发, 强化自然保护区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其开发

利用研究力度, 充分挖掘自然保护区本身的科学研究价值 ,

同时提高广西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 使保护区的

保护更加科学规范。

3 .6 加大管理力度, 将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利用融入区域的

开发战略之中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一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

管理, 即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置统一的权威性行政机构进行管

理, 防止体制混乱 , 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 二是通过法制手段

进行管理,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体系, 做到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三是通过市场手段进行管理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资源与环境应纳入生产成本, 实行有偿使用, 对受益者征收

一定的资源补偿费、生态补助费等。同时制定出全面、合理

的评估指标体系, 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做到定期评估, 用经

济杠杆来提高经营者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 四是通过科学

手段进行管理, 对保护区进行科学规划。通过这四条途径加

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力度, 并通过有效管理和开发利用 ,

进一步提高广西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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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植物缺氮时, 生物量低[ 11] 。所以以往的草地恢复多施加

氮肥以促进牧草生长[ 12- 18] 。该试验的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 ,

证明高寒草甸施用氮肥不但能够显著促进退化草甸植物的

生长发育, 提高退化草地植物群落的生物量、高度和盖度, 而

且使牧草叶片的功能期延长, 在9 月中旬, 随着气温的下降 ,

施用尿素处理的样地中大多数植物叶片颜色仍然较绿。

抗寒保水剂以天然低分子量黄腐植酸和抗寒物质为主

要成分, 并含有植物所需的多种营养元素和16 种氨基酸以

及具有生理活性的多种生物活性基团。有关抗寒保水剂的

研究报导多见于农业方面, 如甘蔗、花生、玉米、小麦等[ 19- 22] 。

该研究结果表明, 抗寒保水剂可显著提高退化草地植物群落

的生物量、高度和盖度, 与对照相比, 施用抗寒保水剂的样地

的植物群落生物量提高 12 .4 % ～20 .6 % , 群落盖度增加

12 .0 %～32 .4 % , 高度增加24 .5 % ～52 .5 % 。使用抗寒保水

剂促进植物生长的机理与使用尿素不一样, 前者主要是提高

植物的抗寒防冻能力, 控制叶片气孔的张度, 减少植物水分

散失, 并且提高根系活力 , 促进根系生长, 从而提高植物对各

种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 而施用尿素则是直接增加土壤中

可利用的营养元素, 因此, 在今后高寒退化草地的恢复研究

中可以考虑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应用。

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 GGR 8 号) 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ABT 研究开发中心继 ABT 生根粉系列之后新研制出的高

科技继代产品。它是一类非激素型的植物生理活性物质, 对

植物内源激素、内源多胺、酚类化合物的合成及某些代谢相

关酶活性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且能影响植物营养元素的吸收

与代谢, 成为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器官形态建成、提高产量的

又一类新型生理活性物质。GGR 8 号不仅能提高苗木成活

率和植物的产量, 还能对不良环境胁迫做出有利于植物正常

生长的积极响应, 减轻或避免逆境对植物所造成的伤害。它

易溶于水 , 可常温贮藏, 无污染, 使用方法简便。该试验结果

表明: 施用GGR 8 号能促进高寒草甸退化草地的恢复, 植物

群落的盖度增加11 .0 % ～18 .0 % , 高度提高31 .0 % ～46 .0 % ,

生物量增加10 .0 % ～20 .8 % 。GGR 8 号处理后植物高度显著

提高, 而植物叶片宽度无显著变化, 整个叶片显得细长, 极大

地促进叶片的纵向生长, 这与尉德铭等[ 23] 的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结果表明,GGR 8 号、抗寒保水剂和尿素三者均能

使三江源区高寒草甸退化草地植物群落的高度、盖度和生物

量显著增加, 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三江源区高寒草地的退

化是自然和人为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恢复不

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而且恢复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不

同恢复措施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 因此 , 在今后高寒草甸退

化草地治理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把不同的恢复措施有机结合

起来, 以期更加有效地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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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现有的自然保护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 对自然

保护区的开发利用不应孤立地进行, 而应将保护区和其周围

区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 , 在编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 ,

要把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列入区域经济的总体开

发战略中去, 切实发挥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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