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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当前赖以生存的粮食、药物、纤维以及各种大面积、规模化养殖、种植的动植物，都是以野
生动、植物物种为源头，经过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驯化而来的，而野生生物物种的进化更是经历了
数亿年的演化和灭绝。
一个自然物种通过种群之争和物种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最终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时间，而人类要选择
和培育一个动物品种需要200-300年时间。
自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化以来，特别是由于20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年地球上约有1.75
万种生物消失，目前物种的灭绝速度比物种的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甚至10000倍。
生态系统的消失更是大大超过历史进程，最为显著的是热带雨林面积的锐减，全球每年约丧失1200
万m2的热带雨林，很多热带雨林的类型也早已从地球上消失。
　　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各种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差距矛盾突出、贫困人口脱贫艰难等各种挑战。
同时，由于云南省地处国际国内六大江河上游或源头，直接影响我国东部长江、珠江中下游省份和东
南亚国家生态安全，生态区位极端重要。
如何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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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实践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规划过程中所开展的大量调研工
作，追溯了保护区的历史、在保护与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面临的问题。
通过应用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分析、土地利用规划、利益群体分析等工具，对保护区规划的各个过程
和环节进行深入的分析，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如何体现保护
与发展并重的保护理念；以及从问题分析入手，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保护与发展的目标、对策行动计
划的过程。
    本书适合生物学、生态学、林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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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老虎保护　　云南省分布有印支虎、孟加拉虎、华南虎3个亚种，都已处在极度濒危状态，急
须了解其种群现状。
规划：　　（1）在保护区建立监测点1处；　　（2）开展3个亚种虎物种调查，查清在西双版纳的种
群分布和数量，建立资源档案，以提出保护对策。
　　3）白颊长臂猿保护　　白颊长臂猿在我国仅分布在西双版纳。
目前数量已极为稀少，濒临灭绝，应纳入重点保护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和种群恢复工程。
　　（1）开展白颊长臂猿种群调查、查清种群分布数量、了解其生境状况和受威胁程度，建立资源
档案，提出保护措施；　　（2）建立监测点2处：景洪1处，勐腊1处。
　　4）野生雉科鸟类保护　　西双版纳保护区分布的绿孔雀和孔雀雉是国家保护的35种雉科鸟类中的
一级保护鸟类。
　　（1）开展雉科鸟类的物种调查，了解雉科鸟类分布和数量；　　（2）建立档案，提出保护措施
。
　　5）兰科植物保护　　西双版纳是兰科植物较为集中的原产地之一，结合云南省“中华生物谷”
的建设，规划以下保护工程项目：　　（1）在保护区，建立监测点1处；　　（2）开展兰科植物物种
及品种调查。
　　6）苏铁科植物保护　　西双版纳保护区的篦齿苏铁是重点保护对象，该区域也是此类苏铁的原
生地。
　　（1）加强宣传教育和执法力度，禁止乱采滥挖苏铁树苗，严禁野生苏铁的市场交易；　　（2）
建立苏铁监测点1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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