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 ui hai as ( 3)
:

2 09一 2 14
.

1 08 8

贵州成宁草海保护区建立的意义和作用

王 献
`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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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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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肤浮教授为一生态地植物学家
,

晚近时 自然保护 区问题的研 究不遗

余力
,

苦心探索此项亨业发展的途径
,

撰写 了不少文章发表于 国内若千学术刊物 ,

本刊亦曾登载过 多篇
,
尤 以本刊第五卷 ( 1 9 8 5 ) 第四期所载的

“ 关于联营保护 区的

基本棍念及其应用
” 一文的意义至为重 大

。

读 了此 文
,

令人觉得保护 区已找到 了出

路
,

其前途 已落暗光
,

杆想在产业界和种技界关心保护 区事业的人士 中已普遥激起

了共鸣
。

珑贵州省成宁县草海保护 区的建立
,

实际上无异是响应联营保护 区思想的

实施行动
。

今特在本刊发表王蔽呼
、

杨继盛两 同志的文章
,

冀能博得社会上时保护

区事业更大的关注和研讨
,

推动有关部门积极行动起 来
,

把 自然保护 区事业一步一

步地建成时我国四化建设做 出特珠贡肤的新兴事业
。

草海是贵州西北部威宁县城附近的一个淡水湖泊
,

素有高原明珠之称
,

近代最大水域面

积为 4 5
.

5平方公里
,

流域面积 3 6 5平方公里
,

总蓄水量约 1
.

4亿立方米
,

水产和水禽资源都很丰

富
。

但是
,

过去由于人们只习惯于抓粮食生产
,

所 以一直都是考虑如何放水扩展耕地
,

1 9 7 0

年作出彻底排水将全部湖盆涸为耕地的规划
,

经过两年的开挖排水工程
,

1 9 7 2年基本上放干

了全部的排水
,

开辟农场 , 但是
,

湖心无法全部排干
,

而且许多地方是大片裸露的石板地
,

无法垦殖
,

早涝保收的土地不过 1 5 0 0亩左右
,

显然
,

发展农业远不如发展水产和水禽养殖业

的产值要高
。

更重要的是
,

草海水面消失
,

导致当地小气候
、

水文地质条件
、

生物种类等发

生明显的变化
,

作物病虫害
、

人
、

畜发病率增多
。

人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
,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

无论从生态学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

都应迅速恢复原来的水面
,

发挥其湖泊生态系统的

作用
。

为繁荣贵州经济
,

为子孙后代谋福利
,

于是提出要建立保护区
,

开展多种经营
,

发挥

其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 . 1
。

这当然是正确的
,

但是
,

保护区究竟是一个 什 么

样的概念
,

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保护区
,

如何开展有效管理
,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
这是人

们最关 心的
。

本文就希望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提出一些意见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草海保护区的主要特点

草海保护区位于威宁县城附近
,

地处北纬 2 6
“ 4 5 ,

一 2 6
0

5 7 , ,

东 径 2 0 4
0

9 ,
一 1 0 4

0

1 8 , ,

湖

面海拔高度 2 1 7 4米
,

总面积约 8 万亩
,

其中水面约 6 万亩
,

周围山地约 2 万亩
。

它具有下列

几方面的特点 t “ 1 :

1
.

草海是贵州最大的淡水湖伯
,

面积相当于五个杭州西湖那 么大
,

一般水 深 2 米 左

右
,

最深处可达 5 米
,

湖盆基底为下石炭系厚层块状灰岩
、

白云灰岩和白云岩所组成 , 湖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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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第四纪全新统湖相沉积
,

多砂砾层和砂质粘土
,

湖盆周围洼地有第四纪更新 统 粘 土 堆

积 , 湖滨的沼泽泥炭堆积较厚
,

常见为 1
.

4米左右
。

中央水深处多为沉水植物所占
,

主要以范

草 ( P o t a m o 夕e r o n c ,
·

i s P u :
)
、

穗花狐尾藻 (M 夕 r ` o P h夕 Ilu m s P` c a才u m ) 最多
,

向岸边随着水的

深度变浅
,

逐渐以 浮水和挺水植物 占优势
,

前者 以苦菜 ( N y o P人io d e : P et t at u m ) 为多
,

伴

生的沉水植物有光叶眼子菜 ( P o r a m o 夕e r o , l u e e n s
)
、

窄叶眼子菜 ( p o t a m o g e t o n 夕e ,
f o l`a t u s

)

等 , 后者以水葱 ( S
e ` ,

·

P u s ,
4

a
li d u :

)
、

灯心草 (J o n c u s e
f f

u s o s
) 和泽泻 (月 l i s o a P l a o r a夕。 -

a q “ a 一̀ c a ) 为多
,

伴生有两栖寥 ( P o l y g o o u m a m P h f b f u m ) 和一些沉水植物
,

如
:

光叶眼 子

菜
、

竹叶眼子菜 ( P o f a o o g e r o n m a
l
a i a 。 u s

)
、

范草
、

眼子菜 ( P o t a o o g e t o n 。 a t a o s
)

、

海菜花

(O一t e l i a a c u m i ” a f a ) 和轮藻 ( C h a ,
,

a s p
.

) 等
。

草海四周为低缓丘陵和石灰岩峰丛山地环绕
,

一般海拔 2 2 00 一 2 4 0 0米
,

最高峰的西凉山

顶峰海拔 2 8 4 5米 , 土壤多为黄棕壤 ( p H 4
.

5一 5
.

5 ) 和棕 色石灰岩土 ( p H 6
.

。一 7
.

5 )
,

它们

的分布 与母岩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

常常呈镶嵌分布
。

原生性植被多巳破坏
,

一般黄棕壤丘

陵上
,

有稀疏的云南松 ( P i n u s y u n n a o e n : i :
) 林和华山松 ( P i o u s a r , a n d i ) 林分布

,

并 夹

杂少量的云南油杉 (K
e t e le e ,

·

i a e o e l夕。 `a o a )
、

旱冬瓜 (月 l。 。 s n e P a
l

e o s i s
)
、

西南懈栋 (Q
u e ,一

c u s 夕 u i i )
、

栓皮栋 (Q
u e ,

·

e u s v a ,
·

￡a bi l i s
) 等

。

大面积地区为灌丛所 占
,

主要种类有多种杜

鹃 〔如大叶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
’

0 0 b a s i l i
e u m )

、

小叶杜鹃 ( R h
.

,
,

a e e m o s o m )
、

白花杜鹃 (R h
,

d e c o r o m )
、

露珠杜鹃 (R h
.

i , ;
·

o r a才u m ) ]
、

滇杨梅 (M y ,
·

i c a o a n a
)
、

滇棒 ( C o ,
·

y lu s y u n , a n -

e n s i s
)

、

铁仔 (M y r s ` n衫 a f
r ` e a n a

)
、

红果蔷薇 (R
o s a o a `s e ` v a r

.

P lu ,
·

公j a g a
) 等

。

石灰 岩

山地森林巳破坏殆尽
,

只见少数残留树木零星分布
,

常见有光叶山栋 (O ue
o cu : p se u d O S ` -

用`c a r p i f o l`a )
、

灰背栋 (Q u e r c u s s e n e : c e n s
)

、

黄背栋 ( Q“ r c u s P a n n o s a )
、

云 贵 鹅 耳 杨

(aC
r p f n u s p u b e s c e , s

) 等
。

大面积灌丛主要由多种拘子 [如细枝拘子 (OC r o ” e a s t e ,
·

g ,
,

a c i l i
:
)

、

小叶构子 (C
.

。 `c ,
·

o P h夕 llu s
)

、

平枝 构子 (C
.

h o r i之 o o f a l` s
) ]

、

狭 叶 火 把 果 ( P夕 , a c a n t h a

a n夕“ s ti f
o

l f a )
,

金 花 小 菜 (B
e r b e ,

·

15 切` l s o n a e
)

、

蚝 猪 刺 (B
e ,

·

b e ,
,

15 j u l i a n a e
)

、

胡 颓 子

(E la e a g o u s
la

n c e o
l a t a ) 和小叶女贞 (L f g u s 才r u m g u c h o u 萝) 等

。

草海水草鱼虾丰茂
,

是各 种候鸟落脚栖息越冬之处
,

水排干后
,

巳不再来
,

水面恢复又

重新 出现
,

其中最珍贵的是黑颈鹤
,

其它常见的有灰鹤
、

长尾难
、

白腹锦鸡
、

黑脸琵鹭
、

斑

头雁
、

草原鹃
、

游单
、

红嘴鸥
、

野鸭等数十种水禽水鸟
。

赤颈鸭
、

红头潜鸭
、

凤头潜鸭
、

大

麻鸭
、

罗纹鸭
、

绿头 鸭是这里所特有
。

所在地年平均气温 10
.

6 ℃
,

最冷月 ( 1月 ) 均温 1
.

6 ℃
,

最热月 ( 7 有 ) 均温 17
.

8 ℃
,

极

端最低气温
一

12
.

4 ℃ ( 1 9 5 6年 1 月 9 日 )
,

极端最高气温 3 2
.

3℃ ( 1 9 6 1年 7 月 5 日)
,

年积温

25 7 2
。

8 ℃
,

年雨量 9 5 0毫米
,

干湿季比较明显
,

干季 ( n 月至翌年 4 月 ) 雨量仅 n s毫米
,

占

全年雨量的 1 1
。

8 %
。

相对湿度 80 %
,

全年多西南风
,

年平均风速 3
.

2米 /秒
,

无霜期较短
,

平

均 15 8
.

6天
,

最短只 1 21 天
,

全年 日照时数 17 96
.

7小时
。

总的说来
,

气候的特点是低温干燥
,

霜冻严重
,

农作物生长期短
,

但 日照时数 较多
,

昼夜温差大
,

有利于植物体 内糖 分 转 化 积

累
。

2
。

草海湖面辽阔
,

一望无 际
,

由近及远湖水呈淡黄
、

蔚蓝
、

翠绿颜色
,

水 产 资 源 丰

富
,

以盛产细鱼
、

野鸭著称
,

还有鲤鱼
、

卿鱼
、

条鱼
、

青鱼
、

红鱼
、

花鱼
、

鳅鱼
、

鳝鱼
、

龟
、

鳖
、

细虾等
,

种类繁多
,

高产年份可达 15 万公斤
,

其 中草海细鱼 味道鲜美
,

年产 1 一 1
.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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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

花鱼大者重达数十公斤
; 湖中也盛产菱角

、

蒲草等
。

显然
,

利用水面发展水产
,

要比

排干经营作物生产收入要大得多
。

周围低缓丘陵盆地也是发展农林牧副 业的好地方
,

例如
:

马铃薯
、

甜菜
、

苹果
、

梨都是全省闻名的
。

这是完全具有建设多种经营 ( 包括食品加工和手

工业等在 内 ) 示范基地的条件
。

3
。

草海所在地气候温凉
,

四季如春
,

如果水面恢复得好
,

湖谈丘陵绿化美化
,

加上各

种各样的名胜古迹和民族风情
,

确是一个极好的游览和疗养胜地
。

草海周围 20 公里范围有几

片宽达几万亩的杜鹃花群落
,

使得风景更加优美
。

4
.

虽然湖水排干后湖中垦殖了不少农地
,

但不属任何个人所有
,

只要协助栽植者改营

水产业或其它行业
,

使其生活得到保证即可
,

不会产生土地问题上的纠纷
。

湖滨周围丘陵土

地可能不属国家所有
,

但划为保护区也不必改变其所有制
,

可在技木上和经济上给经营者以

帮助
,

指导其制定生产规划和发展生产
,

使其 能增加收入
,

并把其纳入保护区的发展规划当

中去
,

成为一部分发展项 目
。

5
。

草海保护区离新兴的工业城市六盘水只 90 多公里
,

那里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
,

需要

为工人安排游览和疗养的场所
。

当然
,

它也有能力提供一定资金促进草海保护区的建设
,

特

别是生产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

如果彼此联系合作得好
,

对整个区域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都是

有作用的
,

也是做好经济和保护同步发展的理想试验场所
。

6
。

草海位于威宁县城附近
,

交通还算方便
,

离贵阳不过 3 00 多公里
,

汽车一天 可 到
,

这对保护区各方面的建设都是有利的
。

7
.

贵州生物研究所已在草海建立了一个生态工作站
,

并对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作了本

底调查
,

对珍贵的黑颈鹤的生态习性作了较详尽的研究 ￡̀ ’ “ ’ ` J
,

这对保护区的建设提 供 了

宝贵的基础资料
。

8
。

威宁是贵州西部海拔最高的地区
,

乍听起来
,

是贵州的高寒山区
,

条件艰苦
,

但实

际上
,

它是贵州一个特殊的区域
,

有丰富的土特产品
,

例如
,

马铃薯产量高
,

品质好
,

不退

化
,

全国闻名
,

加工利用潜力很大 ; 甜菜生长也很好 ;
苹果

、

梨
、

樱桃在南方是有名的
,

很

有发展前途
,

急需加强研究推广 ; 畜牧业也有自己的特色
,

牛
、

羊
、

猪
、

马都 占有一定的比

重
,

常常在牧场
.

七混合放牧
,

也 比较重视建立人工草场
,

威宁火腿也是著名产品
,

只要加工

改进完全可与浙江金华火腿相比美
,

当然
,

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潜力很大
。

所有这些既是保

护区建设的物质基础
,

而保护区的建设必将会促进这些土特产品数量质量上的进一步发展
。

二
、

草海保护区发展的方向和远景

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新兴 的管理自然的基本单位
, ’

已是人们总结长期利用 自然资源的经验

教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日的是为了使自然资源得到更充分的持续的利用
。

自然保护区是实

现自然保护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织型式
,

它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保护场所
,

而是遵循保护

的目的是为了利用
,

要利用必需加强保护的方针
,

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
,

充分的多途径的

利用丰富的 自然
,

为人民谋福利
。

显然
,

它的利用是多功能的
,

任务是综合的
,

而且应该肴

作为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 ’ 了
。

这就必须明确把它看为一 个经济建设项 目
,

应该制 定 一

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年度计划
,

投入一定的资金
,

集中必要的力量付诸实施
,

为国家

保护自然 资源
,

并出产一定的物质财富
。

可 以说
, ’

已是落实经济建设和 自然保护同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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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单位
。

根据以上所述
,

草海作为一个高原的淡水湖泊
,

应该按资源管理保护区的要

求来制定规划
,

发挥其提供丰富洁静水源
、

水产
、

水禽和植物资源的作用 〔“ ’ “ 1
。

归纳起来
,

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

1
.

保护
:

实践 巳经证明
,

草海排干后无论在生态上或经济上对威宁以 致整 个 贵 州 来

说
,

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

甚至云南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

所 以
,

草海水面的恢复和建

立保护区是惨痛教训的总结
,

保护草海的水源 ( 包括水量和水质 ) 及其丰富 的水产资源
、

珍

稀鸟禽特别是黑颈鹤
,

是保护区的首要任务
,

也就是说
,

要迅速修筑水坝保持其 水 面 达 到

45
.

5平方公里的范围
,

但在滚水坝上设节制 闸
,

可根据需要来调节水面的宽度
,

防止水质遭

受污染
。

在这个前提下其它工作的发展才有可能
,

威宁的经济才能得到振兴
。

当然
,

对湖滨

山地的植被应 注意恢复
,

并加强保护
,

以防止水土冲刷
,

淤塞水域
,

也是十分重要的
。

2
.

生产
:

对草海保护区来说
,

在保护水源的基础上
,

应大力券展水产和水禽资源生产
,

生产搞上去了
,

经济实力雄厚了
,

其它事情就好办
,

保护工作就更有保证
。

首先
,

随着水面

的恢复
,

除了有计划的发展捕捞天然鱼虾以外
,

应 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鱼类和水禽养殖业
,

诸如威宁细鱼
、

鲤鱼
、

草鱼
、

卿鱼
、

继鱼
、

鳝鱼都是可 以考虑的
.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鱼类商

品生产基地
。

许多地方都适于饲养鸭
、

鹅 等
,

野鸭和斑头雁可在种群研究的基础上加以适当

利用
。

海鲤鼠
、

屏鼠
、

水獭过去曾饲养过
,

可在进一步试验的基础上考虑适当发展
。

湖泊边缘的

一些沼泽和浅水区域
,

也适于发展水生植物
,

如菱角
、

莲藕
、

摹养
、

蒲草
、

芡实等
。

野生的

水生植物也可根据需要用作饲料
、

肥料等
。

所有这些要比排干时单纯种植马铃薯的收入要多

得多
。

湖滨周 围山地应大力植树造林
,

防止水土冲刷
,

保护湖区的安全
,

可 因地制宜地选择

适宜的造林树种
,

象云南松
、

华山松
、

滇油杉
、

旱冬瓜
、

栓皮栋
、

滇柏 ( C
u p er ss us d此 l

。 -

ux ii) 等
。

有些地方还可发展经济林 (如威宁短粒油茶
、

核桃
、

板栗
、

漆树等 ) 和果园 ( 如苹

果
、

花红
、

威宁黄梨等 )
。

离湖区较远适宜发展农收业的地方
,

种植马铃薯
、

甜菜
,

发展草

场
,

饲养牛羊马猪等也是必要的
。

随着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发展
,

加工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

必然就提到 日程上来
,

诸如制糖
、

马铃薯系列食 品加工
、

畜产品加工等
,

都应统筹考虑
。

保

护区主要是作出示范
,

大批生产还是由有关生产单位或承包给当地居民去发展
。

这样
,

威宁

的经济也就可 以通过草海保护区的建设而繁荣起来
,

而威宁县城的规划和建设也应 围绕着草

海保护区的发展来进行
。

3
。

科研
: 要开展一系列保护和生产工作

,

都必须建筑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

因而科研

工作将是大量的
。

认识自然弄清自然规律的基本研究工作虽然巳做了一些 〔“ 〕 ,

但是无 论 在

广度上和深度
.

上都还有加强的必要
,

例如
,

野生动植物的种群
、

生态生物学特性和合理利用

与保护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

特别是黑颈鹤
、

灰鹤
、

野鸭
、

斑头雁 等的研究非常迫切
。

当然
,

对整个湖泊生态系统的研究及其与陆生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研究
,

应制定切实可行 的规划
,

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发展
。

4
.

教育
:
保护

、

科研
、

生产工作搞得好
,

搞得有特色
,

必然就成为知名的教育基地
。

教育工作的开展必然会对保护区的建设起促进的作用
。

所以
,

保护区必须为教育工作创造一

定的条件
,

促进教育工作的开展
,

因而也能为 自己培养干部
,

充实干部队伍
。

所以
,

象标本

馆和陈列室的建立
、

幻灯片和科教电影的拍摄
,

基本资料和技术资料的汇编和推广应用是必

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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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旅游
:

,

草海保护区所在地气候温凉
,

四季如春
,

湖滨山地植被如能迅速恢复
,

宽阔

的水面
,

绿色的山岗
,

山青水秀的美丽风光就能呈现出来
,

象 目前的羊关山一带就是这样
。

再加上文物古迹
、

少数 民族的风情和邻近地区大片的杜鹃灌丛美丽景色
,

可以 说是贵州一个

很有旅游价值的区域
。

但是
,

旅游事业的发展应该建筑在保护和生产工作发展的基础上
,

环

境优美
,

物质供应丰富
,

特别是各种土特产应有尽有
,

才能吸引游人前来
,

真正成为一旅游

基地
。

环湖公路要修筑
,

宾馆
、

招待所
、

饭店
、

土特产品供销店
、

各种娱乐场所 等 都 要 建

设
,

先在建设规划中有所反映
,

创造条件逐步完成
,

因为投资较多
,

不是一下子都能搞起来

的
,

最好能争取国内外有关方面投资
,

六盘水市就曾有过表示
,

发展国际合作也不是没有可

能的
,

有些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也曾设想过
。

游旅既是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

又是教育的一

个方面
,

应提高认识
,

逐步开展
。

总之
,

各方面钓工作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

明确的 目标
,

才有可 能抓住适 当时机争取有

关方面的支持
,

完成我们预定的任务
。

’ `

三
、

对草海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意见

从以上所述情况可 以看出
,

草海连同大集水面积山地一起
,

划为资源管理类型保护区
,

进行综合管理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

目前保护区 巳有了初步基础
,

基建任务 巳经完成
,

正式机

构 巳经建立
,

人员编制也巳确定
,

如何开展有效竹理就成为急需解决的任务
。

看来
,

下列几

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

1
.

把草海保护区的建 设列为贵州重点经济建没项 目
:

草海保护区建立后开展一系列工

作
,

主要涉及到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保护的各个方面
,

和省的经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密切相关
。

所以
,

应将之列为省的经济建设重点项 目
,

保证一定的经费
,

健全领导

机构
,

邀请有关专家参加领导和实践
。

如果保护区建立之后
,

只是发给维持费
,

单纯开展看

管式的保护
,

就不能达到综合管理的 目的
,

保护的任务能否完成也是问题
,

这种经验教训实

在是太多了
。

所以
,

上下左右就要为此呼吁奔跑
,

争取 各方支持才好
。

2
。

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
:

作为一个经济建设项 目
,

就必须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年度

计划
,

并有详尽 的收支项 目和预期目标
。

这样才能有步骤地按计划完成任务
,

实现预定的规

划
。

草海保护区建立后专门组织了一个规划组来完成此项任务
,

初稿巳定
,

急需组织论证和

最后的批准
。

3
.

物色适宜的人员充实保护区的组织机构
:

明确了事业的性质
,

有了适 当的资金
,

就

要有热爱 自然保护事业
、

勇于钻研
、

勇于承担任务的人员
,

组成坚强
、

健全和团结的组织机

构去实现规划的要求
。

保护区管理机构中
,

除了一 ))受的行政
、

后勤等办事机构外
,

保护
、

科

研教育
、

生产
、

旅游
、

公安派出所 等各方面的职能机构
,

应逐步建立和充实
,

必要时还要成

立某些贸易公司去专门完成特殊的任务
。

4
.

分片管理
:

湖区的东北
、

东南
、

西南角应保留一定面积的沼泽地
,

以供各类水禽
、

水鸟和永生生物的栖息
、

生存和繁殖
。

水面也应划分不同区域发展不同的水产
,

必要时还需

在湖中建立一些小岛
,

以供研究
、

饲养水禽
、

水鸟之需
。

湖滨山地也应划分不 同区域
,

为发

展保护
、

生产和旅游之用
。

5
.

安排好 当地居民的转业生产 : 草海水面恢复后
,

约有 2 万亩土地被淹
,

这就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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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转业经营水产或其它行业
,

例如
,

贷

款和帮助建立专门的生产组织
,

承担保护区或

其它单位的任务等
,

解决他们暂时的困难
,

发

挥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

6
.

草海保护区的建设是威宁经济发展的

重要项 目
,

因此
,

威宁县城镇的建设和生产的

发展
,

应和草海保护区的建设密切 结合起来
。

要全力支援和促进草海保护 区的发展
,

防止破

坏和污染草海
。

草海保护区建设得好
,

不但可对贵州其它

保护区的建设提供示范
,

而且是兴振威宁以 至

繁荣整个贵州的一个重要项 目
,

对国际 自然保

护事业也将有巨大的影 响
,

应在省主管领导下

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来开展这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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