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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分类学、生态学及遗传学等结合而产生的综合学科，与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及
自然状况密切相关。
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直接影响社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及自然保护意识，也决定了计划、实施自然保护
的能力。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大熊猫、扭角羚、珙桐等区域特有种极多；中国地貌景观多样，巍
峨高山、起伏高原、广袤沙漠等，中国无不具备；此外，我国的古老文明孕育了深沉的文化底蕴。
上述因素均决定了我国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长久以来，我国学者为保护我国的生物资源，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珍稀
濒危动植物的保护领域。
诸多学者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生态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等多重视角出发，研究了大熊猫、
小熊猫、林麝等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保护、衰微种群重建及圈养种群野外放归等，竭力为这些动物的野
生种群恢复寻找可行途径。
此外，在珍稀植物保护、外来物种入侵、圈养动物保护等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学子，在导师的带领下，有幸步入保护生物学这伟大而辛苦的领域，经过一段
时间的生物保护研究，把一些经验、教训及心得总结出来，呈现在广大对自然保护感兴趣的读者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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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护生物学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保护生物学研究》与国内外已出版的同类教材相比，更加注重了保护生物学与普通生态学、行为生
态学及生物多样性等学科的密切联系，更加强调保护生物学在应对物种濒危等生态危机的可操作性。
全书共十六章，第一间较详细地介绍了保护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及相关研究热点等方面，后十五章主要
是保护生物学原理及研究方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实际应用，涉及国内最近关于保护生物学研究的
进避孕药，含外来物种入侵、物质种多样性保护，珍稀动物及圈养濒危动物行为生态研究和野生动物
管理等。
《保护生物学研究》可作为高等学校生态、生物、环境科学、林学等专业的本专科生及研究生的教科
书，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科技人员的科研和科技开发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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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条件下，必须保护足够的生境来维持普氏原羚最小可存活种群。
高密度狼可能影响着普氏原羚的生存（Boyd etal.，1994；Nevill et al，1997；Jiang et al，2000）。
为了预防狼捕食对普氏原羚种群造成威胁，有必要控制狼密度的增长。
另外，也可以考虑异地保护和在当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2.食物资源、普氏原羚的生长发育和普氏原羚保护　　青海湖地区优良牧草多，营养价值高，是
发展畜牧业的重要保证，但是草场产量低。
根据草场季节不平衡的特点，掌握牧草生长规律，适当调整牲畜比例结构，发展季节畜牧业，充分利
用夏季牧场，将可以维持较高的草场载畜能力。
　　由于青海湖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冬季漫长，草场匮乏，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
长期的粗放经营，形成超载过牧，引起草场退化，啮齿动物激增，啮齿动物采食大量牧草，减少了家
畜的可利用牧草。
过牧是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鼠害又加剧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
虫鼠害猖獗，在风蚀、水蚀作用下形成大面积的次生裸地，水土流失严重，加上沙化的影响，草场退
化加速。
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限制人口和家畜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控制草原虫鼠害。
　　在普氏原羚的产仔期，划分禁牧区，减少对普氏原羚的人为干扰。
在产仔哺乳期，适当补饲，利于普氏原羚母体营养和幼体存活。
控制狼密度，提高普氏原羚幼体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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