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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提出了以下三个论

点: (1)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物质内容。野生动植物资源对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2)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是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的“显示器”。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下降或衰退, 会导致野生动植

物资源数量或种类的减少甚至种群灭绝。(3)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关系的集合体和反映体。人类与野生

动植物资源是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综合体, 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否就取决于这二者的关系。如果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保护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 就能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的完整和功能的良好, 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的状态; 但若人类

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利用而不加保护, 那么随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逐渐衰竭, 森林生态系统将逐渐失去某些功能且变得支离

破碎, 也就无法保持健康的状态。

提出了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并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解决途径: (1)实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森林可持续经

营是指长期保持森林的生产力和可再生性, 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2)发展“接近自然的林业”。近自然林业是

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类的木材及林产品利用目的而设计的容许有一点偏离自然的森林模式, 以森林生态健康为目标

的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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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ecosystem hea lth and susta inable util iza tion of w ild fauna and f lora

resources
XU Yan1, ZHAN G Cai2Hong13 , W U Gang2　 (1. B eij ing F orestry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083, Ch ina; 2. R esearch Cen ter f or

E co2env ironm en ta l S cience,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85, Ch ina). A cta Ecolog ica S in ica , 2005, 25 (2) : 380～ 386.

Abstract: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is a new theo ry on fo rest eco system m anagem en t in recen t years. T he w o rd ‘health’ w as first

u sed in m edical science, and now used by the eco logists and scien t ists in environm en t fo r reference. T hen the concep tion of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w as pu t fo rw ard. M any scien t ists and experts dom estic and ab road, have spen t m uch tim e w o rk ing on

the defin it ions, tests, evaluat ions, and m anagem en t of th is new theo ry, and now ,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has becam e the

criterion and goal of fo rest condit ion evaluat ion and fo rest resou rce m anagem en t.

T h is paper first ly in troduces the defin it ions, const itu tes and functions of fo rest eco system. Fo rest eco system is a dynam ic

system , compo sed of b iom e ( including p lan ts, an im als and m icroo rgan ism ) and environm en t ( including ligh t, temperatu re,

mo istu re, a ir, so il and so on). It is of great sign ificance to all m ank ind. T h rough lum inous energy it is ab le to create a great

amoun t of energy and o rgan ic substance, and it is ab le to adju st atmo spheres, reta in w ater resou rces, imp rove so il, p reven t

hu rricanes, and as w ell as p ro tect p lan ts and an im als diversity etc.

Secondly, th is paper summ arizes the defin it ions and characterist ics of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T here are som e

dispu tat ions over the defin it ions, w h ich are advanced at th ree differen t angles: O b ject ive2o rien ted app roach, eco system 2

o rien ted app roach, and in tegrated app roach. O n the basis of summ ing up th ree defin it ions and differen t understand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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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 estic and ab road scien t ists,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is though t to be that w h ile m eeting the needs of hum an, fo rest

eco system can no t on ly ensu re no rm al eco 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bu t also m ain tain the energy and condit ion of develop ing

itself. A s fo r its characterist ics, it has the ab ility of p ro tect ing itself from the eco system distress syndrom e,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from disasters.

L ast bu t no t least, th 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the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and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nd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peop les. To sum up , the m ain ideas pu t fo rw ard are as fo llow s: (1) T 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re the basic substance of the fo rest eco system. T 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have incalcu lab le

influences to the fo rest eco system. (2) T he reduction of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reflects the deterio rat ion of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condit ion. T he decline of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condit ion w ou ld cause the reduction of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quan tity o r species, o r even the ex term ination of species. (3) T he fo rest eco system s are the congregation and

reflect ion of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nd the hum an in teract ion.

H um an and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re con tradicto ry syn thesis w h ich are oppo site bu t un ited, and the relat ion

betw een them determ inates that the fo rest eco system is health o r no t. If hum an can m ake reasonab le use of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on the basis of p ro tect ion, fo rest eco system w ou ld m ain tain in tegrated compo sit ion and ben ign function, and then

fo rest eco system w ou ld keep health condit ion. Bu t if hum an m akes ino rdinate use of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w ithou t

p ro tect ion, the fo rest eco system w ou ld gradually lo ss som e functions and becom e disconnected, and w ou ld no t keep health

condit ion w ith the reduction of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In the end, th is paper b rings fo rw ard tw o w ays of how to keep fo rest eco system s healthy, develop ing in a po sit ive

direct ion, and how to take advan tage of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in a sustainab le m anner. (1) To bring sustainab le fo rest

m anagem en t in to effect. Sustainab le fo rest m anagem en t m eans to m ain tain no t on ly fo rest p ro lificacy and renew ab ility bu t also

fo rest eco system b iodiversity in the long2term. (2) To develop the p rox im ately natu ral fo restry. T he p rox im ately natu ral

fo restry is a k ind of fo rest model, a llow ing a lit t le deviat ion from natu re, designed at the goal of hum an’s app lying lum ber and

fo rest p roducts, a t the p rem ises of obeying the natu ral o rderliness, and also is a k ind of m anagem en t m eans aim ing at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Below conclu sions can be ob tained on the basis of p receding demonstrat ions:

(1) T 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re one of impo rtan t componen ts of the fo rest eco system. T he abundan t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re necessary to m ain tain the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2) T he hum an’s m isfeasance w ou ld cause the reduction o r ex term ination of the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and w ou ld

destroy the in tegrality of the fo rest eco system. T hen the fo rest eco system service functionsw ou ld retrogress, so that the fo rest

eco system w ou ld no t keep health condit ion.

(3) T ak ing app rop ria te act ion, the fo rest eco 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cou ld be recovery, and the fo rest eco system cou ld

com e to be health again.

(4) T he ex istence and developm en t of hum an is clo sely bound up w ith that the fo rest eco system is health o r no t.

Key words: fo rest eco system; fo rest eco system health; w ild fauna and flo ra resou rces; su stainab le u til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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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类不当行为导致的恶劣影响已从区域尺度发展到整个生物圈范围。臭氧层的破坏、土壤的酸化、土地沙

漠化、空气污染等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受到威胁的典型例子, 并对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使地球出现了不

健康的症状[1 ]。由于人类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了生境恶化, 森林面积缩小且质量下降, 野生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 森林生

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

“健康”一词最初是应用于医学上, 1947 年世界卫生组织 (W HO ) 提出了健康的概念是“不只是没有疾病, 而是人们的身体、

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后来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在各自领域的借鉴使用和发展, 相应的产生了生态系统健康、环境

健康、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等术语[2 ]。作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很多学者已对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定义、测度、评估和管理进行了探讨和实践, 并将“森林健康”作为森林状况评估和森

林资源管理的目标和标准。

1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

1832 期 徐　燕等: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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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森林生态系统概述

11111　森林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物质构成　森林生态系统 (fo rest eco system ) 是指由以乔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 (包括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 (光、热、水、气、土壤等)综合组成的动态系统。非生物成份包括光、温度、水分、空气、土壤等。生物成

份包括生产者、各级消费者及还原者。生产者主要是乔木树种, 还有灌木、草本植物、苔藓、地衣等。消费者指鸟兽和昆虫。还原

者主要指细菌、真菌。乔木本身不仅是初级生产者, 还为各级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资源和栖居地。得益于森林所具有的独

特而优越的生活环境, 各类动植物才得以繁衍、保存和欣欣向荣。因此, 森林拥有众多的生物种类, 特别是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11112　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森林生态系统比地表其他生态系统更加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和营养链式结构, 这有助于提高系

统自身调节适应能力。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以下生态服务功能: 森林通过光能利用提供大量的能量和有机物; 森林对大气的调节作用; 森林的调温

作用; 涵养水源; 改良土壤和防风固沙; 水土保持, 控制水土流失; 对大气污染的净化作用; 消减噪音; 孕育和保存生物多样性[3 ]。

森林生态系统还直接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造成影响: 森林为农作物提供防干旱、防风、防寒及防辐射的屏障, 并保护人类免

受各种伤害; 森林可以改善人类居住区和疗养区的空气条件; 森林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原料, 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人

类不可能脱离其环境而独立的生存, 只要人类还在地球上生活着, 环境就对人类发生着影响, 因此, 人类应该尽力维持森林的健

康。

112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提出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较新的术语, 它的提出直接归因于人类意识危机及其生态环境危机[4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早期的

研究是针对森林所受的各种胁迫 (物理胁迫、化学胁迫、生物胁迫、社会胁迫[5 ])及其相应的变化反应进行的。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成为区域及国家规模的研究。199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恢复法”, 农业部组织专

家对美国东、西部的森林、湿地等进行了评估, 并于 1993 年后出版了一系列的评估报告和专著[2 ]。在这些报告和专著中,

O ’L augh lin 等提出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一种状态, 森林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需要并维持自身复杂性的一种状态, 复杂性尤其要

考虑森林时空尺度的问题[2 ]。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也被列为一些国际性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主要指标, 如蒙特利尔行动中

的“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活力的维持”, 赫尔辛基行动中的“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活力的保持”[6 ]。

113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

当前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概念存在很多争议, 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 主要从以下 3 个不同的途径提出:

( 1) 目标途径 (ob ject ive2o rien ted app roach) 　从目标途径提出的概念看重森林的经济效益, 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以目

标的获得作为定义的出发点。如果满足了管理目标, 森林就会被认为是健康的; 反之是不健康的[2 ]。从此概念出发, 森林生态系

统理想的健康状态是, 生物和非生物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现在和将来的对森林的经营目标[7 ]。

(2)生态系统途径 (eco system 2o rien ted app roach)　从生态系统途径提出的概念强调综合效益 (生态功能) , 它首要关心的

并不是木材产量, 而需要森林生态系统满足一种多样性的目标, 强调生态过程和状态以保证实现潜在的对森林的多种目的的需

求[6 ]。由此概念, 健康的森林是充分发挥植物、动物和物理环境的功能的群落, 是平衡的生态系统[7 ]。

(3) 综合途径 ( in tegrated app roach) 　从综合途径提出的概念平衡了以上两种概念, 认为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指森林能够

维持其复杂性同时又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森林生态系统的一种状态[6 ]。

在综合了从 3 种途径提出的概念以及国内外学者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 本文认同陈高等提出的定义, 认为森林生态系统健

康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 不仅能够保障正常的生态服务功能, 并能维持自身发展的能力和状态[8 ]。

114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特征

①消除并远离生态系统恶化的症状; ②对灾害性变化的抵御能力, 或从中恢复的能力; ③其物理环境、生物资源至少在某些

演替阶段能支持森林生产的营养网, 并能保证对植被的主要部分的关键资源 (如水、养分、光、生长空间)的供给和需求的功能性

平衡; ④演替阶段的多样性, 及其林分结构和演替过程能够为许多本土物种提供生境; ⑤人类的管理活动和自身的演替不会危

害邻近的生态系统; ⑥维持良好的森林服务功能并能维持健康的人类社会[8 ]。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性, 这些特性包括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更新的平衡, 适宜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病

虫害爆发、剧烈的天气与气候变化以及空气污染等各种灾害的抵抗能力与恢复能力。从生态系统观出发, 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

系统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 表现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自治, 也能维持对胁迫的恢复力。

2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关系

211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物质内容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 森林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也是陆地

上最稳定的生态系统[9 ]。野生动植物资源, 是陆生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中尤以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有显著的位置[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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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构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物质内容。

野生动植物资源包括地球上全部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 其中包含作为物种的个体和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群体。野生动

植物资源与森林生态系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 并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森林生态系统中也包含人工培植的植物资源 (如人工林等) , 但是人工培植的植物资源往往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经营, 呈现低

质化、单一化、衰退化的趋势, 无法形成和原始森林一样复杂的种间结构和物质循环网络。人工培植的植物资源通过集约经营的

方式, 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其生态效益远远低于原始森林。目前我国人工林呈现品种单一化、针叶化、结构简单化的趋势,

并造成地力衰退与病虫害危害, 而且单一树种的人工林很难为野生动物提供栖身之地[11 ]。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森林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野生动植物资源

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野生植物资源除了能直接提供经济效益外, 他们还为动物和微生物提供栖息环境, 他们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

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防风固沙、调节气候、防治污染、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效益。

(2) 野生动物资源的生态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野生动物中有很多是害虫害兽的天敌, 对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

作用[10 ]。

(3)野生动植物资源最重要的贡献, 是它们在保持生态系统健全、完整和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们为人类和其他动物

提供食物; 使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养分再循环; 帮助产生和保持肥沃的土壤。野生植物还产生和保持大气中的氧和其他气体; 调节

地球气候; 帮助调节供水; 它们还组成人类和其他物种可汲取的巨大的基因库。

212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是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或衰退的“显示器”

21211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旦下降, 就会使得生境的质量下降, 必然导致某些物种数量的减少, 从而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

的数量减少。

21212　如果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衰退, 某些物种会由于特定生境的改变而走上灭绝之路, 从而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种类

减少。

21213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动植物物种间的能量流动和结构平衡。如果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或衰退, 必然

造成种间结构失衡, 链条 (如食物链)断裂, 结构功能丧失, 从而使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和灭绝。

总之,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或衰退, 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使其结构发生变化, 对灾害性变化的抵御力和恢

复能力也会减弱, 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对环境因子的自然波动的适应能力, 并最终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紊乱。这种紊乱状况使整个

生态平衡受到冲击和破坏, 物理环境、生物资源及营养流网络受到破坏, 从而造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和灭绝。森林生态系统

的破坏和消失, 会给野生动植物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21214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和灭绝的原因　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但自大约 1 万年前农业生产开始以来, 物种灭绝速度已

大大增加。为什么野生动植物灭绝的速度呈现加速的趋势?其原因是很显然的, 人类的发展模式导致人口激增, 人口的增加造成

对资源的需求增加, 土地开垦盲目扩大, 大片的森林被砍伐, 使森林面积大量减少,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有

比过去具有更多的杀伤性武器, 大量的野生动物被人类捕杀, 人为直接破坏引起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空前速度的消失。在过

去的 4 个世纪里, 大多数哺乳动物与鸟类的灭绝与人类有关。物种灭绝的原因主要有下列 4 个方面:

(1) 过度捕杀　在农业进步之前, 捕杀动物的速度比他们能生产自给时要快一些, 这种方式是当时导致物种灭绝的主要

方式。

(2)生境破坏和片断化　特别是农业发展以来, 人们一直为了农业、木材或畜牧而破坏自然环境, 陆地上一般的鸟类和大多

数植物的灭绝都是生境破坏引起的; 生境的片断化不断增加, 大片森林被隔成小片森林, 由片断化的生境内所含的动植物个体

数比大片生境所含的少, 种群的减少导致物种灭绝的危险性增大。

(3)外来物种的影响　外来物种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们带到新环境中, 会导致本土物种的灭绝。

(4)灭绝的连锁反应　一个物种的灭绝会导致其他物种的灭绝, 引起连锁反应。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大幅度减少和灭绝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不当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在自然状态下, 没有了人类活动的干

扰, 野生动植物资源遵循自然规律向前发展和演变, 其种类的减少和灭绝完全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优胜劣汰。但人类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自然力之上, 各种野生动植物的命运都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这种无视自然规律的做法, 最终造成了野生动植

物的大量减少和灭绝。

213　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关系的集合体和反映体

21311　无人状态下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进化规律　目前, 全世界除了极少数人迹罕至的荒原地区或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未受

到大规模的非自然干扰外,“原初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几乎难以存在[8 ]。在无人状态下及纯自然状态下, 森林生态系统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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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和功能, 并且有其自己的演替、进化的规律, 系统内生物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环境之间随复杂的时空梯度连续变化。

森林生态系统的进化是系统在长的时间尺度上的变化, 它是地质、气候等外部环境的长期变迁的外部作用, 与生物群落新

物种的形成和出现所引起的内部变化的内部作用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生态系统发育进化的总趋势, 是复杂性和有序性的增

加, 对物理环境控制或内部稳定性的加大, 以及对外界干扰达到最小的影响。森林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生态系统, 是一个经历了长

期的、连续的物竞天择的产物。

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是系统在短的时间尺度上的变化。森林演替 (fo rest succession) 是指在同一地段上, 一种森林群落为

另一种森林群落更替的现象。广义的森林演替是从裸地开始, 由简单的先锋植物入侵、定居, 逐渐改变环境条件, 导致后继植物

入侵、定居, 形成新的群落, 经过不同植物群落的更替、发展, 最后形成复杂而稳定的森林群落的过程。在没有强烈外力干扰的条

件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同一地段上, 可依次发生不同的群落, 出现不同的演替阶段。

(1)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系统。森林生态系统里面充分包含着各种物种, 变异就是选择的结果。所有适应生境的

个体被选择,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所有个体都在进行生存斗争, 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 否则个体死亡, 甚至物种绝灭。

(2)森林生态系统并不是互不联系的有机体, 各种相互独立的生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2 ]。森林生态系统各物种间有其特有

的能量流动、食物网络、营养物质循环网络、群落结构, 有其自身的与外界物质的信息交换规律以及运行规律。

(3) 森林生态系统中最简单的结构图是食物链, 物质的流动模式是: 从土壤和大气进入植物, 再进入草食动物, 再进入食肉

动物。相互联系的食物链形成食物网, 食物网代表着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流动通道。森林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

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以热的形式消散, 其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太阳不断地给生物圈补充能量。

(4)森林生态系统不是自动控制系统, 它们仅仅包含着随机的过程——一种食物链相联系的平衡系统[12 ] , 平衡因素是随机

的, 演替不断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中, 并且存在多个可以相互取代的平衡态。这些多平衡态是可以自

我维持的, 并且常常保持着系统的功能完整性。

21312　有人类活动的状态下森林生态系统的演变　干扰是使任何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干扰来自两个方面, 即自然

压力和社会压力。后者称为人为干扰, 人为干扰包括有毒化学物的施放、森林砍伐、野生动物的猎捕等。虽然在缺乏人为活动的

情况下, 森林同样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干扰, 如经常性的火烧、洪水等的影响, 但是自然干扰对环境的影响是局部的和偶然发生

的; 和自然干扰不同, 人为干扰是重复不断的, 其影响可以涉及到从种群乃至整个生物圈。

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组分的干扰都可能会引起其他组分的连锁反应, 并导致整个系统结构的变化。人为

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总趋势常有极大的逆转作用, 因此最好的森林是没有人为干扰的森林。在有人类活动的状态下, 森

林生态系统演变的自然过程必然要受到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干扰。此时森林生态系统的演进是一个自然规律和社会、经

济规律共同作用的历史过程, 反映了两者相互统一、相互对立的人地关系。

(1)人地的统一性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是在“以人为本”的意识下提出的, 相对于自然本身无所谓“健康”。人类健康的基础

是人类生存的环境, 只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才能保证人类健康的稳定和持续。因此一切林业的活动

都是人本主义的, 可以说林业是“人本主义的产物”。

人类和各种动植物资源所构成的人 (动物) 2植物2地球 (土地) 生物圈中, 各物体之间保持着一种生态平衡的关系, 每一种个

体的变化都将影响这种平衡, 经历一个动态调整之后, 在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体系。在这个生态平衡体系中, 森林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可以说人类的生存兴亡与森林密切相关。因此,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否, 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优劣, 而且关系到人类的

健康、生存和发展。

(2) 人地的对立性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受到威胁, 也是来自于人类对资源的不当利用, 而这种不当利用从根本上又对人类

自身构成威胁。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不当利用最常见的情况是过度生活燃料、过度狩猎、过度伐木和过度捕捞, 森林生态系统中由

于大量的生物量被移走, 从而影响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理结构、营养循环和营养供应, 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气候和动植物的繁殖

过程, 进而影响所有演替阶段的物种多样性。乡村的贫困与人口的压力结合起来往往会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从而影响森

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21313　强化人地统一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人类与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综合体, 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

与否就取决于这二者的关系。如果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 那么就能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

的完整和功能的良好, 因此森林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的状态; 但若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过度利用而不加保护, 那么随着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逐渐衰竭, 森林生态系统将逐渐失去某些功能且变得支离破碎, 也就无法保持健康的状态。因此, 只有强化人地的统

一关系, 森林生态系统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健康的森林所提供的各种健康的环境要素如空气、

水、土地和生物都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必要条件。②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对象, 而且具有自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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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净化污染物的能力,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因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

因此, 人们应积极寻找一种发展模式, 能够使我们在确保人类行为不对森林生态系统自然状态下的良性演进过程产生危害

性影响的前提下, 充分而持续的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森林生态系统。

3　解决途径

311　实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森林可持续经营在狭义上可理解为保持和促进可持续性的森林经营[13 ]。森林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可再生性就是森林的可持

续性[13 ]。梅尼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政府间森林论坛秘书长) 认为, 可持续森林经营应当“在没有不可接受的损害的情况

下, 长期保持森林的生产力和可再生性, 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14 ]。

传统的森林经营虽然有持续发展的考虑, 但基本上是基于对木材价值的需求, 其经营技术比较传统[22 ] , 无法满足保护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环境、实现永续利用等多种要求。因此我们应该在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如何发挥其功能以及如何从干扰中恢复

等自身规律的基础上, 实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12　发展“近自然林业”——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15 ]

人力和自然力相比, 实际上是极其微小的, 人不可能随心所欲的创造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是自然力的和谐, 森林经营要遵循

自然规律, 充分利用自然力调控森林的生长和发育, 使森林生态系统逐步向稳定的、健康的方向演变[16 ]。

19 世纪后半叶, 嘎耶对天然林进行观察时发现天然林的单位面积木材生长量超过人工林, 而森林的各种物种也得以幸存。

嘎耶由此得到启发, 于 1898 年提出了著名的论点: 生产的奥秘在于一切在森林内起作用的力量的和谐[15 ]。嘎耶创立的近自然

林业开创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结合的先河。近自然林业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 它被认为能比较好的解决生态和经济之间

的矛盾。

近自然林业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在持续保护森林生态健康的前提下如何让人类能够获取木材及林产品的一种理论[15 ]。从概

念来说, 近自然林业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林业, 它是在服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类的木材及林产品利用目的而设计的容许有一

点偏离自然的森林模式, 以森林生态健康为目标的建设方法[15 ]。

总之, 不管是实行森林的可持续经营还是发展近自然林业, 都是为了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最终以维持森林生

态系统健康为目标, 是既符合人类的利益又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发展模式。

4　结论

野生动植物资源能够提供巨大的服务功能, 但这种服务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森林生态系统。对野生动植物来说, 最大的威胁

是其生境的破坏、分割和退化, 他们面临灭绝的原因几乎全部是由于生境受到破坏[17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最有效方法是提供足

够安全的生存环境, 森林为大量野生的植物、动物及其它生物创造了生存的条件和生活的物质基础。虽然全世界有数千个保护

区, 但大多数主要是为了有益于某一物种或少数几个物种而建立的。而把物种个体隔离于动物园、植物园和种子库中加以保护,

只能是物种保护的最后手段, 动物园和植物园只能容纳相当少的物种个体, 且维持费用高, 并不是理想的物种保护方式。

基于本文上述的论证,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野生动植物资源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所必需的。

(2) 人类的不当行为使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或灭绝, 从而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导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

化, 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3)如果采取适当的行动, 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森林生态系统可以恢复健康的状态。

(4)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否息息相关。

因此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发展林业和经营森林, 维持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 并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应该确立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最高理念, 选择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

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作为人类最根本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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