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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平 衡 彼 关 重 要

林 有 润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建议设立国家与地方的
“
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委员会

”
统一筹划与指导祖国河 山的

开发与建设
。

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
,

担负了 《 中国植物志 》 的编写
,

有机会到祖国各地考察
、

收

集资料与采集植物标本
,

对于祖国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可亲可爱
,

同时我也为我国植物种类繁

多
,

资源丰富及地史上遗留下众多古老珍贵的活化石植物而感到无比自豪 ! 但是当我看到我

国自然资源由于缺乏科学指导的开发
,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
,

由于不讲科学规律
,

不讲后果

的恶性发展
,
加上还无法有效制止其破坏

,

致使我国自然资源倍受摧残
,

滥伐森林
、

毁坏草

场的现象时有发生
,

不但生态平衡失调
,

而且众多的植物种类处在濒危与消亡的边缘
,

甚至

已经绝迹
,

这些都使我感到痛心疾首 ! 为了四化建设
,

也为了子孙万代幸福
,

全党全民不能

不重视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
。

( 一 )

生态平衡是指地球上的地形
,

气候即大自然 ( 生态环境 ) 与生物界之间存在的特殊的相

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但又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

生物是经过亿万年逐渐从低级向高级

发展
,

地球上的人类
、

生物与大自然即生态环境是一有机的整体
,

又是循环不息
、

对立统一

的关系
,

大自然中资源
、

特别是森林资源被破坏
,

必然带来生态平衡失调
,

这对生物及人的

生长
、

发育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

如同水质污染
、

水量涸竭
,

鱼就不能生存一样
,

人的衣
、

食
、

住
、

行一刻也离不开周围大自然的供给
。

因而保护自然资源
,

保护生态平衡
,

统一而有

计划的筹划与领导祖国河山的建设与开发是饮关重要的事
,

如不抓紧抓好
,

其后果不亚于人

口无计划增长所造成的恶果 ! 近若干年来
,

作者考察祖国南北
,

从海疆宝岛到塞外草原
,

从

无边的戈壁到莽莽林海
,

耳闻目睹
,

憾慨万千
。

在
“ 三北

” 一些地区
,

由于破坏了森林与草

原
,
滚滚风沙日益严重

,

威胁并吞噬了万顷良田
,

而南方滥伐了森林
,

造成江河水位下降
,

泥沙含量增加
,

水土流失与山洪暴发濒繁出现
,

这些都直接威胁着人民的衣
、

食
、

住
、

行
。

《 光明 日报 》多次刊登有关专家对建设
“
三北

”
营造防护林带及对西北

、

华北提出因地制宜
“
退粮还牧

” 和在南方林区禁止滥伐森林
、

毁林烧荒等的建议是多么及时
,

但是这些建议未

引起各级领导与群众普遍的和足够的重视 ! 事实上我国目前年耗用木材资源远远超过木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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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量
,

严重失调
,

而且我国森林面积与国土面积 比例本来就比较少
,

森林总面积仅 1
.

2亿

公 顷
,

仅占全国鸽面积的 12
·

“ %
,

森林覆盖率远比欧
、

美
、

甚至 日本及东南亚各国都少
,

而

且分布不均
,

这就无法有效地调节大区域的气候
,

因此近几年大面积的水灾
、

早灾及风沙危

害正逐年严重 !

我曾经看到
,

作为东北三江发源地的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周围及附近的林区也和东北其他

林区一样
,

一直采用大面积的
“
皆伐

” ,

以尽 可能少的投资
,

采伐最大量的木材
,

只顾开发

木材资源
,

不顾生态平衡所带来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

大面积皆伐后的森 林 环 境全改变

了
,

五十年恢复不了原有森林的树种成分与原来的出材量
,

而且 眼前已明显地显现出三江水

位下降
。

古林小丰满水电站的职工说
: “

水库的平均水位现正逐年下降
, … … ”

现在不少与

森林息息相关的珍贵动物
,

如东北虎
、

鹿等都远走他乡
,

跑到异国去了
。

在青海有我国最大

的内陆湖一 青海湖
,

它北倚祁连山及大通山
,

这地区处于戈壁与荒漠的边缘
,

降水量本来

就少
,

历史上残留下的森林本来就不太多
,

而森林一经破坏是难以恢复的
。

但是象这样地区

也成了
“
开发

”
的对象

,

山区森林正被砍伐
,

湖周围牧场却开垦种粮食
,

结果山区气候更加

恶化
。

降水量减少
,

冰雹增加
,

湖周围草场被破坏
,

牲畜减少
,

而开垦种出的粮食每亩产量

平均仅一
、

二百斤
,

得不偿失
。

而近几年青海湖的水位却以每年 5 一 10 厘米的速度下降
,

人

们估计
,

照此下去湖心有一块每年
“
接待

”
数千万只候鸟的

“
鸟岛

” ,

用不了几年就会变成

半岛了
,

这样
,

豺狼野兽可以肆无忌惮地直窜鸟岛
,

美餐鸟肉了
,

在
“
早穿棉袄午穿纱

”
的

新疆地区
,

由于荒漠面积大
,

空气干燥
,

而且 日温差及年温差都大
,

只有在河岸
、

深山
、

高

山才有成片的森林
。

而这几年在新疆天山的深山里也大动斧锯
“
开发

”
森林了

,

因而造成天

山的雪线不断上升
,

甚至离乌鲁木齐不远的风景区一一
“ 天池

”
附近的小片风景林也不能幸

免
。

过去在天池周围及山坡上是一片云杉林
,

山下部是落叶阔叶林
。

前儿年当进入山麓峡谷
“
老虎口

”
时

,

进入眼帘的是一片婀娜多姿的阔叶林在悠悠微风中习习摇摆
,

宛如进入了南

国山区
,

这与峡谷口外无边的戈壁相比
,

简直是两个世界
。

然而几年后 再访 天 池时
,

真有
“
时过景迁

”
的感觉

,

天池下部的阔叶林不见了
,

天池周围的云杉林也屡遭侵袭
,

林内有伐

倒的云杉树
,

林外有奔忙驮运木材的马车
,

近几年天池的水位下降了几十厘米
,

博格达峰的

雪线不断上升
,

照此下去
,

新疆地区靠天山雪水灌溉的农场
、

牧场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干旱

与风沙的威胁
,

在祖国东南大陆地区海拔最高
、

植物垂直分布最明显的福建省武夷山 自然保

护区
,

正成为周围一些人无视
“
森林法

” ,

抢伐保护区的树木
,

把珍贵的木莲
、

金钱械
、

钟

粤木及植物区系地理为典型的
“

东亚
一

北美
”

洲际间断分布的珍贵而稀有的大树一鹅掌揪 ( 马

褂木 ) 等
,

也拦腰砍倒
。

近几年在保护区内路旁堆集了不少木材无 法 外 运
,

其中腐烂了不

少
,

看到这情景真感到痛心
。

此外在武夷山最高峰— 黄岗山的东北坡曾经保留了一片极为

罕见
、

极为珍贵的
“
黄杨

一

苔鲜
”
矮林

。

这是我国保存最大
、

最好的一片黄杨林
。

林内的黄

杨树高达 10 一 15 米
,

直径 2 0一 25 厘米
,

这树树种有
“ 千年矮

” 之称
,

据估算
,

象黄岗山的矮

林至少生长了七
、

八百年
,

甚至上千年
。

这样罕见而珍贵的树种
,

也被周围一些群众砍得横

七竖八倒在林内
。

若这片矮林不严加保护
、

封闭禁伐
,

即使是疏伐一些
,

而改变了原来高寒

阴湿的环境
。

就休想在几百年内能恢复原来这黄杨林的成分
。

事实上
,

由于近年来砍伐了林

缘黄杨树后
,

喜光
、

耐早的小杂竹
、

禾草已逐渐入侵到林缘及林中空地了
,

若不加防范
、

保

护
,

而任其破坏下去
,

这珍贵的矮林将可能被杂竹
、

禾草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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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地区有一块小小的自然保护区—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鼎 湖 山 自然保护

区
。

由于这地区处在亚热带南部北回归线附近
,

位置特殊
、

却保留了一片完好的
“

风水林
” ,

其面积虽小
,

仅 1 7。。。余亩
,

但植物种类多
,

野生植物达 2 0 5 4种
, 区系成分复杂

,

植被类型丰

富
,

有科研价值
,

因而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参加
“
人与生物圈

”
的三个观察站之一

。

这种

重要的地区
,

本应绝对封闭保护
,

进行定位观察与研究
,

不得让人自由出入
,

更不能开放旅

游
。

然而却开放旅游
,

甚至强行在林内炸山开公路
,

科研设施和自然植被受到破坏
,

近年来

还发生过因游客放鞭炮引起山林火灾
,

烧毁一片森林的事故
。

照此下去
,
用不了多少时间

,

这块
“ 巴掌大

”
的保护区将名存实亡了

。

广东多名年迈的生物
、

地学
、

林李专家多次呼吁
:

要保护鼎湖山生态环境 ! 不能容忍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

另外
,

处在亚热带南部热带边缘
,

气候上属于副热带高压区附近的西双版纳及海南岛和

雷州半岛等地区
,

有关部门只单一地
、

片面地考虑发展热带经济作物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

如在副热带高压区破坏了森林
,
其生态平衡失调

、

环境容易恶化
,

不但经济作物生长不好
,

而且环境将逐渐向热带稀树草原或热带荒淇过渡
。

事实上
,
近年来上述地区毁林开垦后

,

水

土流失严重
,

诸如咖啡
、

胡椒
、

金鸡纳
、

橡胶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明显下降
,

无论在西双

版纳
,

还是雷州半岛或海南岛
,

其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的已明显地向稀树草原或热带荒漠

过渡了
,

就是在这种生态环境日益变坏的情况下
,

有的单位还要求上级批准他们更大面积的
“
开发

” ,

毁林种经济作物
,

这地区许多珍贵稀有的树种
,

如龙脑香
、

坡垒
、

琪桐
、

陆均松

等数量在减少
。

珍贵的植物如黄连
、

金不换
、

七叶一枝花等都将可能成为濒危植物了
。

( 二 )

多年来不讲科学规律
,

不讲后果的
“
开发

” ,
造成一定的恶果

,

生态平衡失调
,

环境恶

化
,

不但农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生长受影响
,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当地珍贵
、

稀有植物的存活
,

更甚者
,

近年来有关部门已在
“
开发

”
黄河

、

长江上游高山地区的森林了
。

这地区的森林是

仅有的滋润着炎黄子孙的乳汁的水源涌养林
。

人们有理由担心
: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

,

长江

有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

事实上现在长江平时的水位与其他河流一样都在下降
,

而泥沙含量

却在增加
,

雨季时水位猛增
,

造成灾害
。

如 1 98 1年陕南
、

川北特大洪水灾害给国家与人民造

成巨大损失
,

这直接间接地与长江
、

黄河上游与中游地区破坏了水源涵养林有关
。

这几年林业界
、

生物学界的元老们看到许多地方恶性的毁林
、

滥伐森林而心焦如焚
,

四

处奔走呼号
,

求得有关单位要讲科学
,

要讲政策
,

要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
,

这些应该引

起全党全民普通的与极端的重视
。

目前不少科学家正以极为慎重的科学的态度重新评价
“
南水北调

”
工程的现实性与科学

性
。

黄河流域缺少水的治本办法是
,

在黄河流域种草种灌木
,
逐渐从恢复宿根 性 草 坡

、

灌

丛
,

再到森林
,

短期内宜靠地下水来解黄河流域的
“ 近渴

” 。

跨流域的调水是治标的办法
,

不

但耗资大
,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破坏了长江流域原来的生态平衡
,

达不到企求调水的目的
。

( 三 )

“
森林是农业的保姆

,

又是天然的绿色水库
” ,

这是一般的常识
。

它滋润大地
,
增加空

气与土壤的湿度
,
增加环境的云雾量

,
调节降水量

,

减少水土流失
,

破坏森林必然导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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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失调
,

常引起区域性的大早灾或大水灾
,

给人民带来灾难
,

而且要恢复原来的森林树种

成分与环境是极端困难的
。

本来 已成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

现在更加缺水的事例 , 西北地

区风沙危害扩大
,`

不断侵袭良田的事例 , 以及南方省
、

区森林破坏严重地区
,

其水土流失
、

农业减产等的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

从影响我国生态平衡
、

特别是影响森林及其他植物分布和自然演变规律的地理
、

气候及

洋流因素看
,

我 国许多地区不宜开发或不宜大开发
。

翻开地图可以看出
:

从我国
“ 三北

”
向

西到中亚及西亚
,

这片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是处于温带高压地带
,

是空气下沉区
,

云量少
,

降水量也少
,

大部地区是荒漠或草原
,

只是在少数高山
、

深山地区与河湖岸边才有少量森林

分布
。

这些森林一旦被破坏
,

则气候环境就容易向千早荒漠化过渡
,

要恢复森林尤其困难
。

我国东北地区完全
“
托福

” 于东部太平洋洋流与季风的影响
,

气候稍湿润
,

分布有森林
,

这

地区如过量砍伐
,

势必也向温带草原甚至荒漠过渡 , 我国南部大陆是处在副热带高压 区
,

同

样也是空气下沉区
,

只是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洋流与季风影响到的地区才比较湿润
,

同一纬

度的南亚国家
,

如缅甸
、

印度 ( 北部 )
、

阿拉伯各国及非洲北部等部分地区就是热带的稀树

草原或荒漠
。

事实上我国华南
、

西南也有局部地区由于历史上破坏了森林
,

遗留有环境变干

早及向热带的稀树草原或热带荒漠过渡的残迹
。

解放以来
,

我们国家在改造沙漠及防风固沙
、

水土保持等方面花费的人力
、

物力是相当

可观的
。

尽管也有了象民勤 ( 甘肃 )
、

吐鲁藩 ( 新疆 ) 及电白 ( 广东 ) 等治沙的先进经验
,

但是如果不破坏森林
,

不破坏生态平衡
,

就用不着耗费这样巨金和设立许多治沙站进行艰巨

的治沙工作岂不更好 l 今天抓保护自然资源
、

保护生态平衡
,

有计划地统筹祖国河山的建设

与开发
,

是造福子孙的百年大计
。

无疑地
,

保护 了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
,

有计划
、

有领导地

开发与建设祖国的河 山
,

便能换来一个
“
绿树满山坡

、

江河碧水流
,

丰登人欢畅
,

处处似桃

源
”
的前景

,

总比将来在祖国南北设置许多治沙站开展治沙工作
,

或设置许多防洪抗旱指挥

部— 晴天抗旱
、

雨季防洪为好 !

( 四 )

开发自然资源必须注意生态平衡
,

这绝非一个部门用简单的命令
、

指示所 能 妥 善 解决

的
。

如采伐森林或水利建设绝不是单单森林工业部门或水利部门本单位可以自己解决的
,

要

多部门
、

多学科的协调
、

研究
,

互相配合才能妥善解决
。

从长期保护 自然资源及生态平衡造福

子孙的愿望着想
,

要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
“
保护 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委员会

” ,

聘请有

真才实学的农
、

林
、

水利
、

气象
、

地学
、

生物等自然科学专家组成
,

而且该委员会应作为国

家与地方各级行政与权力机关的参谋部
、

咨询部
、

协调部与监察部
,

并 由该委员会统筹
,

组

织与指导河山的建设与开发
。

诚然
,

我 国目前虽也有类似的组织
,

如各地环境保护办公室或

委员会及
“
人与生物圈

” 组织
,

但是
,

这些多是空有其牌名
,

实无其权柄的学术性的组织
,

丝毫也阻止不了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的现象发生
。

对于各有关单位缺乏科学指导
、

片面

开发的行为也毫无约束与制止的能力
。

各级行政与权力机关应将该委员当作重要的助手与参

谋
,

对于开发自然资源与河山建设以不影响生态平衡为准
,

其各项计划草案等首先要由该委

员会专家审议并提出意见
,

对于那种不讲科学
、

不注意生态平衡的
“ 开发

”
的动议

,

委员会

有权否决
,

各单位不得强制执行 , 对于破坏生态平衡严重者
,
委员会可 以向司法部门申诉

、



麒畔瓣到痴

1期 林有润 ;生态平衡彼关重要

起诉并督促司法部门绳之以法
、

以法论处
。

各级领导抓
“
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

”
要同抓

“
计划生育

” 一样的抓紧抓好
,
要坚决

执行
“
森林法

” 、 “
环境保护法

” 。

鉴于我国木材需要量不断增加的情况
,

应控制木材的采

伐量
,

要提高木材的利用率
,

并大力发展以钢材
、

塑料材或其他替代品
,

如铝制品
、

石膏制

品代替木材的使用 ; 明确规定城乡
“ 四旁

”
绿化的标准

,

路旁
、

屋旁都要种树
,

南方除运动

场与晒场外不得有大于 20 。一 3 00 米
2
的裸地 , 南方山区

、

半山区的县
、

公社在上级委员会指

导下要统一规划
,

十年内力求做到近山
、

低山成为花果山
,

高山
、

远山成为森林山 , 北方山

区
、

半山区要因地制宜地种树或种草
,

或先种防护林 ; 重 申
“
谁种谁有

”
的林业政策

,

但不

成林者不得砍伐
,

不重新植树者不得砍伐
,

而且只能
“ 择伐

” 不能
“
皆伐

” 。

重点林区应设

立林业警察以维持林区治安
。

为 了教们的子孙后代要保护好 自然资源
、

保护生态平衡
,

各级领导要倍加重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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