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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研究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澜沧江流域的江西林区、白扎林区，长江流域的玛珂河林区和黄河
流域的麦秀林区的植物多样性，重点阐明了植物受威胁的程度和优先保护类别，分析了物种分布格局
和植被景观变化，提出了植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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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1.1 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1.1.1 植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价值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是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其内容包括
自然界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马
克平，l994a）。
一般认为，生物多样性包括了4个主要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
性（马克平，l993）。
　　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中以植物为主体，由植物、植物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复合体及与此相关
的生态过程的总和。
它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4
个层次。
　　Mcneely（1990）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其中直接价值包括消耗性利用价
值（指薪柴、野味等非市场价值）和生产性利用价值（木材、鱼等商业价值）；间接价值分为非消耗
性利用价值（科学研究、观鸟等）和选择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有巨大的商品和公益价值。
据Costanza等（1997）研究，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创造了约33万亿美元的价值。
UNEP（1992）专家小组研究表明，食物、纤维、装饰植物和生物原材料大约占世界经济的一半，人
类活动直接消耗转化或浪费的地球最终初级陆地光合产物几乎占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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