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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在自然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

朱建国 ! 季维智 ! 韩联宪

（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中心，! 昆明 ! ">?&&5）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概述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概念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就是向全体公民，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自然保护区工作者、土著居民

和青少年宣传保护自然遗产的科学认知和进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

自然遗产泛指自然景观、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人类文化历史遗产和遗迹

及其所维系的环境。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公众对自然界客观事物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

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同进化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在公众中树立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科

学观念、道德准则和正确伦理观，使保护自然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深入人心并付诸行

动。

开展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必要性：#）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对自然资源的

保护和持续利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生死存亡。经济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追求的唯一目标，必须在协调好社会内部关系的同时，协调好同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遗

产和坚持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和伦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除社会、人际道德和伦理外，也包括自然道德和伦理。因此，保护自然遗产，

缓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生存与发展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

开展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紧迫性：我国国民的素质在总体上尚未在认识、思想和行动上达

到自觉地热爱和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如乱砍滥伐、乱捕滥猎和不尊重自然规律、

以破坏或毁灭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口剧增、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资

源污染（ 酸雨、粉尘、农药等）、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资源过度消耗、自然遗产的加速灭绝

（ 动植物物种、森林植被类型、各种生态系统类型、历史自然景观和古代人文景观等）、水土流

失加剧、沙漠扩大、农林作物品种单一化所带来的病虫害猖獗等［# 6 5］，诸如此类的报道几乎每

天在传媒中出现，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可以说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道出自己身边的实

例，不胜枚举。

上述恶果的出现源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行为。如：人口急剧膨胀，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

来越大，在资源的耗竭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向自然界排放的污染物数量也越来越多，造成人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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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愈演愈烈［!］；在经济建设中，一味追求发展及其速度，忽视了经

济发展与资源量和资源再生能力相协调；只顾及自身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顾子孙后

代的利益。

目前，能够认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危机这一基本现象及其所带来恶果的人已不在少

数，但将保护环境和自然遗产这个议题与自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挂钩，并当作自己义不容

辞的事情的人却很少，付诸行动的就更少了。多数人都认为保护和持续发展是政府行为，与自

身的关系不大，采取不在乎或旁观等候的态度，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政府或专家身上，这主要是

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和自身的惰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实际上是放纵和助长了对自然遗产

的破坏行为。

行之有效的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工作急迫而又任重道远，政府行为也同样因公众保护意识

的教育而受到影响。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两个重要议题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涉及的领域也很宽。我们撷取其中较重要的

两个内容作简略的介绍。

!" #$ 持续发展论的发展观

#$%& 年，由国际自然与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共同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为可持续

发展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 年发布的《 我们共同

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最终形成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内容现

在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其中渗透着哲学认知、人地关系、社会进化、未来选择、模型集合以及相

关的方法论。这不是一种说教，而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对于各类基本问题以及人类的前途经

过认真痛苦的反思与严肃的讨论后，所产生出的主流导向与战略抉择。

持续发展论的基本思想十分丰富，其核心内容有两点：#）满足人类需求，特别是贫困人民

的基本需要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生态潜力，维护

自然界能够长期提供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保障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有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基

础。发展观是持续发展论的核心思想［,、-］：

#）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变革，既要珍惜自然环境的价值，也决不认为原始环境就是人类生

存的理想状态。强调要维护环境演化的能力，保护基因、物种、生态环境以及景观的多样性，即

维护人类生态演化的环境支撑系统和物质体系，而不是要人类回到原始状态。

!）可持续发展尊重增长与提高的价值，包括促进生物初级生产力、环境容量、经济总量、

人均占有经济量的增长，人均生态位的扩大和增值、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质量的提高

等。但不把发展简单归结为增长，应该把提高资源利用量、利用水平、利用率、利用空间和利用

范围作为同时追求的目标。既反对和避免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也反对和避免以掠夺

性开发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繁荣。

.）可持续发展重视社会进步，主要指科技进步、经济进步。特别重视产业、资源、消费、市

场和环境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协调；认为只有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才能减轻对环境的压

力；只有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加以科学的整治，人类的生态环境才能被引导到自然演化与人类生

态系统优化相统一的轨道上来。持续发展论反对一切造成环境破坏的技术发明和“ 进步”，如

战争技术、破坏臭氧层技术等，也反对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滥用，如先进的狩猎工具、捕鱼技术

等，强调人类自身的不断完善和进化以及对更高层次理想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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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发展，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发展是自 我 的 发

展，放纵的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是自觉的发展，理智的发展，强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 协 调 统

一，即包括自然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这就需要有全局观念，打破部门和专

业的条块分割，打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各种牢固界线，号召全人类团

结一致，共同解决发展与环境的问题［!］。传统发展以追求最大的利润或利益为取向，持续发

展则强调自觉的调控，包括自我约束和节制；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潜力和功能，维持其自然秩

序；既承认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享受权利，又承认人类对环境保护和对后人需求所应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保障同代人之间、不同代人之间在资源和收入上的公平分配，强调地球生态环境和

人类社会的整体性［"］。

!" !# 保护自然遗产的伦理学基础

#）尊重生命形式的固有价值：所有生命形式都有其特殊的或内在的价值，这一价值与该

物种是否对人类有直接的利益无关，都应受到关注［$］。

%）人类是自然界进化过程中的产物之一，不能脱离其他生命形式而单独存在。人与自然

界有着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联系，是共同进化的产物，一样受生态学规律的制约［$、&］；人类社会、

文化和活动应建立在对大自然深切关注的基础上及和谐相处的观念认识上，人类有义务保护

一切生命物种的生存，并将人类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未来发展的伦理学：从自然获得持续利益依赖于对基本生命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的维

持，依赖于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终止进化的途径和减少进一步演化的潜力是错误的［$、&］。

)）子孙后代伦理学：以减少子孙后代利用自然遗产作为提高生活物质基础的潜在能力是

错误的，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牺牲自己的部

分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 * &］；必须发展一种合理使用物质资源的道德，并且应导致产生一种

与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相适应的节约生活方式，将非再生资源的消耗限制在满足社会的基本

需求水平上，并保证再生资源得到维护，保持其持续生产能力［!、"、##］。

+）人类必须对自身和地球生命履行应尽的义务，其基础是同自然协调发展，促进自然和

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繁荣，而不是征服自然的态度［##］。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方式

$" %# 没有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任何保护自然遗产的努力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保护意识教

育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人类对自然遗产的理解，其方式是不拘一格和灵活多样的，可利用的渠

道和方式主要有［#、(、#%］：

#）正规教育：通过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式，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设立专门的环境

教育课程。通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为保护自然遗产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科学基础，

并培养专门人材。这是一项千秋伟业，应该作为国家自然遗产保护策略的一部分来实施，并编

写与自然遗产保护及持 续 利 用 相 关 的 教 材。对 学 生 的 教 育 也 可 以 通 过 课 外 活 动、夏（ 冬）令

营、教师培训、展览会和讲演会等形式来开展。

%）职业教育：对各类在职人员，如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保护区周围社区团体、各级行政

领导干部、工业、商业和贸易界等从事开发工作人员的培训或再教育：通过补充和扩大知识面，

提高其思想素质，强化环境意识。

(）社会教育：主要通过各类大众传播媒体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实现，如影视、广播、报刊、

图书、音像、歌舞、广告、讲演、民谣、通俗艺术或互联网络的教育和宣传、材料散发等，围绕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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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特别是依赖生物资源生存的社区民众、私营部门、妇女和儿童等进行，达到提高全体公民

的环境保护意识目的。

!）将各类标本馆、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科研和实验基地等建

设成各具特色的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基地。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应该争取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在法律和法

规之外形成声势强大的社会道德和伦理氛围，才能取得进展和见到成效。

!" #$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实例

从 "##$ 年起，在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 -.,/0&*1./）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公众保护意识教育活动。

!" #" %$ 中小学生保护意识教育项目收效显著 2 我们与云南省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国际野生动

物保护学会（345）三方合作，引进翻译了 345 的两套保护意识教育教材，在云南省部分中小

学校进行了保护意识教育的教学实验；并在试用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改编增订，使其更适用

于我国国情。

“ 蟒蛇帕勃罗看动物”适用于小学二年级学生使用。它将学生带进神奇的动物世界，不仅

使他们学到了内容丰富的生物知识，而且教材通过口头、笔头、算数、绘画、音乐、舞蹈、录像以

及其他创造性的综合性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孩子们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动物生命的多样性”是为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设计的，它是一套将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融

为一体的环境与生命科学教材。它安排了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课堂、参观动物园等活动，并结

合设计独特的活动卡片，启发学生对野生动物及其保护的兴趣。它将传统的与现代的教学方

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相互学习，实际动手和决策能力，并使学生们意识到，科学

不再深奥和抽象，而是具体有趣的。

此项目举办教师培训班 6 期，有 "67 余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培训，这些教师在云南昆明

市和西双版纳地区的 #7 多所中学和 #7 多所小学进行试验教学，约有 "7 777 多学生试用了这

两套教材。教师、家长普遍反映学生们对环境和动物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激发起他们了解自

然、热爱自然的积极性，不但自己懂得了保护环境和动物资源的道理和重要性，还会向父母和

朋友宣讲所学到的东西，受到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目前这一项目仍在顺利地进行，并将逐渐在云南等其它各省更大范围内迅速推广。

!" #" #$ 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培训 2 我们与美国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合作，开展了旨在提高

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素质的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专业人员培训项目。

培训分初级职员和高级职员两部分，初级班主要是培训在基层或第一线从事科研和管理

的业务或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高级班主要培训行政部门主管或保护区负责人。

为搞好培训工作，保护生物学中心翻译出版了野生动物研究专家 (8&/ 9&:1/.;1*< 编写的

《 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培训手册》［"$］，并自行编写了数本培训教材。

目前已举办初级职员培训班 = 期，受训学员约 #7 人，他们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

的林业、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自然保护区。高级职员培训班举已办 > 期，来自云、贵、川三省的

林业和环保系统学员有 $7 多人参加。

初级职员培训班的内容包括野生动物野外生活环境、足迹和迹象观察的技术方法；标本的

测量和存放技术；如何查访野生动物的个体和种群数量；还包括地图、罗盘等器材的使用方法

等。在培训过程中，还结合具体情况和学员的要求，增加了调查数据分析处理、鸟兽种类识别、

种群监测科研论文及调查报告的写作等内容。培训中特别注重课堂学习和野外实践并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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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培训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野外实习。高级职员培训班主要的学习内容包括领导艺

术和问题的解决、计划和实施、拟定管理计划、了解下级职员、保护区的建立和扩展、保护区的

保护和管理、圈养繁殖和引种等，还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一些研讨活动。

根据对各期学员的调查，普遍反映效果较好，认为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方法。

!" #" !$ 傈僳社区野生动物保护教育实验 ! 中心的科研人员在云南省高黎贡山地区对野生动

物资源现状及保护进行考察的同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教育实验活动［"#］。

开展教育的地点分别为盈江县苏典乡、支那乡，腾冲县古永乡，贡山县丙中洛乡和铜壁关

自然保护区。教育方式包括与乡村干部或在村寨中与农家进行座谈和交流，在当地小学或村

社进行宣传教育集会等，共有约 "$$$ 余人（ 男性居多）参加了上述各类活动。

主要教育内容是传授科学知识、播放野生动物录相、讲解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散发材料、图片、录音带、录像带等，并同与会者讨论其祖居生活环境和资源的历史变迁，探讨

其变化原因，并结合传统的狩猎、刀耕火种等习俗，探讨如何减缓自然资源丧失的速度和加强

保护，如何在不完全停止打猎的情况下，使野生动物数量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有所回升等。

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多村民对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了反思，并理解或

接受了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如以择猎方式控制狩猎数量、有计划地采伐林木等，初步

达到了教育目的。

#! ! 展望

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对地球和人类未来命运潜在的巨大影响

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应该想法尽快地让更多的政府官员、自然保护区工作者、科研和教育工

作者、社会活动者、大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认识这一事业的重要性，并投身其中。

自本世纪 %$ 年代以来，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和可持续发展论等思想或理论体系有了长

足进展，但我们缺乏对这些人类智慧结晶的学习和研究，将其精华及时充实到现行教育或宣传

内容中的工作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可持续发展论等基本思想和理论体

系仍存在很多认识分歧，很有必要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公众保护意识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和实效性等研究不足。公众保护意识教育工作一

方面可从中心城市向乡村辐射，发挥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思想较多的群体的言传身教作

用；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总结边远地区各少数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管护自然资源遗产的精髓，

并加以推广。但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意识教育材料太少，希望能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

家积极参与，编写出更多的教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 年底，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年初又召开了

“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

质的关键措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一代新人的必要措施”。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科普工作已高度重视，这必将极大地增进自然遗产公众保护意识教育活

动的普及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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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学会六十五周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征集通知

中国植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决定于 ?@@I 年召开中国植物学会六十五周年年会暨 学 术 讨 论 会，大 会 主

题为迈向 B? 世纪的中国植物学。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学会拟汇编论文摘要集并拟正式出版 发 行。现 将 论 文

摘要征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论文摘要的内容：应是首次公开发表的。旨在认识和 揭 示 植 物 界 存 在 的 各 层 次 的 生 命 活 动 的 客 观 规

律，从分子、膜层、细胞、器官到整体水平的结构与功能、生长发育的规律、散布与进化的规律以及与环 境 相 互

作用的规律等；应用植物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粮食短缺、能源耗费、环境污染、生态 系

统退化及平衡失调等严重问题，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植物科学普及和教育中的新理论、新方

法和重要进展。

B) 论文摘要的分组：（ 请在摘要右上角注明投向哪一组）

（?）系统与演化植物学组；（B）结构植物学组；（!）植物生态学与环境植物学组；（E）发育植物学与生殖生

物学组；（A）植物体细胞遗传学与植物细胞工程学组；（D）代谢植物学与植物分子生物学组；（H）植物化学与植

物资源学组；（I）植物园与植物引种驯化组；（@）植物学普及与教育组。

!) 论文摘要的格式：字数限在 ?LLL 字以内。撰写顺序为：中文 题 目，作 者 姓 名，工 作 单 位 及 邮 政 编 码，英

文题目，作者姓名（ 汉语拼音），及工作单位（ 英文名），正文。中英文一律打印。文责自负。

E) 版面费：每篇摘要收取版面费 IL 元。

A) 提交日期：论文摘要及版面费须于 ?@@I 年 B 月 ?A 日以前同时寄到（ 以邮戳为准，过期不予录用）。

D) 联系人：鲍红宇 北京西外大街 ?E? 号 ?LLLEE，中国植物学会办公室收。

（ 中国植物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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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研究新书介绍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为了推动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与 持 续 利 用 研 究 工 作 和 履 行《 生 物 多 样 性

公约》，主持编写了“ 生物多样性研 究 丛 书”，并 组 织 翻 译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译 丛”，近 期 出 版 或 即 将 出 版 的 书 籍

有：

#! 生物多样性研究丛书

" < "《 中国动植物遗传多样性》（ 胡志昂 = 张亚平主编）

该书是我国第一本遗传多样性专著，论及世界著名的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野生大豆等举世瞩目的 基

因资源以及家畜等在形态、细胞、生理、生物化学和水平的遗传变异和遗传分化。应用遗传标记，探讨 了 分 子

系统学和分子生态学的若干问题，讨论了物种就地、迁地保护的取样策略和繁殖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

" < #《 保护生物学》（ 蒋志刚 = 马克平主编）

该书是我国科学家编著的第一本保护生物学专著，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为主线，分为概论、层 次 篇、演

化篇、保护篇以及实例篇等 > 大部分。介绍了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的多样性，探讨了保护生物学

的起源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关系、物种形成和灭绝的机理、生物多样性的演化历程、物种濒危等级和保护

原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设计与管理、以及物种迁地保护方法和措施，还介绍了生物安全与自然环境保护

法律与公约，选辑了一些保护生物学热点研究实例。

" < $《 中国森林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异》（ 陈灵芝主编）

该书是作者根据自己 ?@ 多年的工作积累，并参考了大量的已发表的资料编写而成的。主 要 探 讨 中 国 东

部和西南部的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森林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温带、暖温带、亚热

带和热带森林的类型、分类和排序；主要森林类型的种类组成、结构特征及其与主要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模型

等。

" < %《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原理与方法》（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该书对生物多样性研究中重要的原理与方法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主要内容包括保护生物学、岛屿生

物地理学、种群生存力分析、A6B:C种群理论、生物群落 多 样 性 的 测 度、遗 传 多 样 性 的 检 测、生 物 技 术 与 生 物 多

样性保护、野生动物的持续管理等。

&! 生物多样性译丛

# < "《 生物多样性译丛（ 三）》

该书包括分子进化基础、分子变异与生态学问题和生物系统学 &@@@ 年三部分，主要介绍了遗传多样性研

究的成果在分子进化和分子生态学方面的应用和生物系统学如何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结合等方面的内容。

# < #《 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南》

《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世界各国保护生物 多 样 性、可 持 续 利 用 生 物 资 源 和 公 平 地 分 享 遗 传 资 源 所 创

惠益的承诺。本书除对《 公约》逐条 进 行 解 释 外，特 别 介 绍 了 制 订《 公 约 》所 依 据 的 某 些 科 学、技 术 和 法 律 基

础。

以上书籍对于从事生物多样性科学、生物学、生态学及环境保护研究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以及 自

然保护区管理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以上 " 本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研 究 所 侯 淑 琴 同 志 联 系。通 讯 地 址：北 京 香 山 南 辛 村

&@ 号；邮编：#@@@$?；电话：@#@ D "&>$#E?# 转 "&#"；传真：@#@ D "&>$@&$"。也可直接与《 生物多样性》编辑部联

系（ 地址见版权页）。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马克平）



《 生物多样性》撰稿简约

!" 生物多样性科学（!"#$"%&’(")* +,"&-,&(）是一门正在兴起和

创建的新型科 学。生 物 多 样 性 是 指 地 球 上 的 一 切 生 物 资 源

及其 它 们 与 环 境 所 构 成 的 生 态 综 合 体，包 含 物 种 内 部、物 种

之间和生态系 统 的 多 样 性。生 物 多 样 性 自 身 的 规 律 性 及 人

类的生产等活动，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稳 定 起 着 不

可估量的作用（ 正负两个方面）。《 生 物 多 样 性》期 刊 作 为 学

术性刊物将在揭示其内在规律、推动生物多样性学 科 形 成 的

同时，尽力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我国经济的持 续 发 展 做

出贡献。

#" 本刊接受高水平的三类稿件：（.）开展生物多样性基础和

应用研究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及简报，技术方 法 和 综 述 等；

（/）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或重大生态工程对生物多样性 保 护、

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分析及评估；在国家生物技术安 全 管 理 中

有关生物技术安全的风险评估；（0）中国在保护和持续 利 用

生物多样性所制定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 响 的 政 策、

法规等的介绍。鉴 于 目 前 生 物 多 样 性 科 学 尚 未 广 泛 被 人 们

认识，本刊也接受一定量的向公众普及生物多样性 知 识 的 稿

件。

$" 撰稿要求：

（.）论点明 确，数 据、论 据 可 靠，条 理 清 晰，文 字 表 达 通

顺，标点符号使用准确；

/）字体工整，采用规范化汉字。英文书写要求印刷体；

0）图和照片不得以复印件替代，墨线图要用绘图纸和墨

汁绘制清晰，线 条 均 匀，墨 迹 浓 淡 一 致。若 微 机 绘 制 要 求 出

122 线以上的激光清样。图中注文需用铅笔书写清楚；

3）数学公式、符号和角标，遗传基因的编、代码及其字符

的大小写都必须书写或打印清楚；

4）图表题、内容和附注均需附有对照的英文；

1）稿件要求一 式 三 份。 计 算 机 打 印 稿 件 要 求 在 4 号 字

以上，并留出行间距，便于审者审阅（ 特别是英文的行间距）；

5）要注明项目资金资助的来源及编号。

%" 参考文献著录：

（.）只著录与文章 有 关 的 主 要 和 最 新 文 献，且 经 作 者 查

阅过能够准确 地 写 出 文 章 的 出 处、年 代、卷 期 号 和 页 次。 文

献总量一般不得超过 02 篇；

（/）文献著条采用“ 顺序编 码 制 ”，即 按 在 文 章 里 出 现 的

先后 顺 序 连 续 编 码，序 号 写 在 六 角 形 括 号 内，标 注 在 作 者 或

结果叙述适当位置的右上角。

如：⋯⋯，总 678 均 从 鲜 叶 中 提 取［. 9 :］。 再 如：同 意

+;&$&* 的观点［3］；

（0）未公开发 表 及 私 人 通 信 一 律 不 准 引 用，“ 待 发 表 文

章”要在 / 个月内通告编辑部其刊登情况，否则将予以删除。

作（ 编 ）者 不 多 于 0 个 的，全 部 著 录，3 个 以 上 的 只 著 录 前 0

名，其后加“ 等”或“ &) <=> ”字样。作者之间一律用“ ，”分开；

（3）著录示例：

专著 ? 著者 @ 书名 @ 版本（ 初 版 不 著 录 ），出 版 地（ 只 取 第 一

个，下同）；出版者（ 只取第一个，下同），出版年，页次

例 .）A<B&’ C !，D&--&== 6 E> FG& H&-I( !"#$%&’(()"> !<=J

)";#’&：K"=="<;(，.L14，/0: 9 /1:

例 /）陈灵芝 主 编 > 中 国 的 生 物 多 样 性———现 状 及 其 保

护对策 > 北京：科学出版社，.LL0，.41 9 .1/

论文集、汇编或会议录 ? 著者 @ 题名 @ 见（ 或 E-）：编者（ &$>

或 &$(> ），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

例 0）M<* A M> N<))&’-( #O (B&,"&( <PI-$<-,& <-$ $"%&’("J

)*> E-：Q#$* M R，6"<;#-$ S M（ &$(> ），*+,(,&- ./0 *1,()2’,/ ,3

4,55)/’2’$"，Q<;P’"$H&：T<’%<’$ U-"%&’(")* N’&((，.L:L，:. 9

./2

期刊 ? 作者 @ 题名 @ 刊名，年，卷（ 期）：页次

例 3）马克平，钱迎倩 >《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起草 过 程 与

主要内容 > 生物多样性，.LL3，#（.）：43 9 45

例 4）K"=(#- V W> FG& P"#=#H",<= $"%&’(")* ,’"("(> 6’,7 8+’9

$/+$，.L:4，$&（..）：522 9 521

&" 文章页码：一类 稿 件 不 得 超 过 1 个 印 刷 页（ 含 中、英 文 摘

要、图表和参考文献等），研究简报不得超过 3 个印刷页；二、

三类稿件不得超过 4 个 印 刷 页（ 含 中 英 文 摘 要、图 表 和 参 考

文献等）。超出部分，均 加 倍 收 取 工 本 费（ 排 版、印 刷 和 材 料

等）。

’" 来稿凡不符合 要 求 的，一 律 退 还 作 者 改 写，直 到 符 合“ 简

约”再接受，收稿日期 以 收 到 返 回 稿 的 时 间 为 准。 送 专 家 评

审后，我们 将 向 作 者 反 馈 评 审 的 信 息。 符 合 本 刊 使 用 的 稿

件，请作者在交修改稿的 同 时 尽 量 交 寄 0 寸 软 盘（ 以 免 邮 寄

中损坏），软盘内容必 须 与 修 改 稿 一 致。 如 您 使 用 的 软 件 是

KN+、KWA6 或中文之星，请转换成纯文本（ )&X)）文件。中 文

之星转换时勿在文字中加空格。

( > 修改稿在 3 个月内不能返回编辑部，将 以 自 动 放 弃 对 待，4

个月以后则按新稿处理。若修改稿中增加了大 量 内 容，亦 按

新稿处理。

)" 来稿文责自负，一稿不能多投或变换文种多投，一旦发现，

编辑部将追究责任，对造成经济损失的，我们有权要求赔偿。

*" 来稿请寄：

.222L0? 北京香山南辛村 /2 号 ? 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研 究

所院内 ? 《 生物多样性》编辑部，电话：（2.2）1/4L.30. Y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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