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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的自然特点及其管理模式

王 献 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摘要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地质特点和宏伟景观闻名全球
。

本文简要地介绍它的

自然特点和管理模式
,

并把它与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
,

指出两者与不同经济和文

化
、

科学发展条件之间的关系
,

可相互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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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峡谷是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
,

它以其独特的地质特点和宏伟的景观吸引着世界

各地人民
,

每年大约有 4 00 万人 (次 )来参观游览
。

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旅游事业 日益发展 的 情

况下
,

经营管理井井有条
,

充分反映出发达国家对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的重视 和 管 理 特

色
。

处于不同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从中吸取一些重要的经验
,

但必需要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 自己的经验
,

才能把自然保护的工作迅速推进
。

笔者于 1 9 8 8年冬有

机会到这个国家公园参观访 问
,

并作了短期的实地调查
,

把一些见闻稍作整理简略介绍
,

供

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大峡谷国家公园的自然特点

大峡谷国家公园地处阿利桑那州的中部与内华达州的中南部
,

科罗拉多河贯穿其中
,

由

于河流深切和土壤侵蚀
,

形成山高坡陡
,

沟壑与梁赤相间
,

并有小块原地夹杂其中
,

与我国的黄

土高原景观十分类似
。

它不仅在沟谷的深度上和广阔的范围上令人产生敬畏和波动的心情
,

而且随着太阳的升降光线强度的变化
,

引起岩石和土壤颜 色在红
、

黄
、

灰等色泽上发生变异
,

使 人 感 到 眼花缭乱
,

似乎不可捉摸而感到神奇
。

一般谷深约 1 6 0 0 m
,

从南部山原边缘到北

部 山 原边缘的宽度窄处不过 1 80 m
,

而最宽处达到 30公里
。

按照河流的来回曲折来计算
,

整

个峡谷长“ 3公里
。

只要中等的流速就能把一顿以上的砾石带走
,

流水的力量对峡谷的 形 成

起着重要的作用
,

水
、

风
、

重力以及 由于气温变化引起膨胀和收缩的力量
,

使大量的土壤和

岩石冲入河中
,

并形成许多小峡谷
。

这种过程 已经进行了千百万年
,

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
。

大峡谷北面的山原海拔较高
,

大多在海拔 2 0 0 0一 2 7 0 0 m左右
,

气候冷湿
,

1 月平均气温
一
1

。
7 ℃

,

7 月平均气温 1 6
.

7 ℃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3 1
。

7℃
,

绝对最高气温 32
。

8℃
,

全年无 霜 期

10 1天
,

年雨量 5 84 m m
,

夏天中午常有雷阵雨
,

冬天积雪较多
,

一直至春末
。

海拔 2 4 0 0 m 以

上的北向
、

东北向山坡和山顶
,

多为亚高山针叶林所 占
,

优势种为恩氏云杉 (尸`ce o en ge 卜

。 a n n i )
、

亚高山冷杉 ( A b f e s l a s公o c a r p a ) 和白冷衫 ( A b i e s c o o c o
l o r ) , 而南坡和西南坡即

以黄松 ( P犷n u s P o n d e r o s a )和白冷杉为多
,

并混生小片的拟欧洲山杨 ( oP P u l u ; t r e tn u l o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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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林
。

山间浅谷草甸广泛分布
,

禾草和杂类草都不少
,

夏初百花盛开
,

十分鲜艳
,

也有

少量林木侵入其中 r “ :
。

草甸的形成说法不一
,

大多认为 由于春天土壤含水量较多
,

使 得 掉

落其中的林木种子腐烂
,

而夏初土壤温度较高
,

且较干旱
,

也导致林木种子不易萌发
。

海拔

2 4 o o m
.

以下
,

以黄松林为主
,

混杂少量的落 矶 山 花 旗 松 (尸二 u d ot 翎 g a 二en 才eS “ v
ar

.

娜
a o c a

)
,

在 陡坡和岩石裸露的地方有甘贝栋 ( Q o er 叫
: g a 二 be il ` ) 疏林的分布

。

接近峡谷边

缘
,

海拔稍低
,

环境比较干旱
,

森林变稀
,

林木变矮
,

逐渐为 犹 他 松 (尸`
n 。 : e d “

j i
s
)
、

犹

他圆柏 ( J 。 。幼 er 。 : os t er os P er m 。
) 疏林所代替

,

这 与受到峡谷向上吹来的干热风有密切的

关系
。

由于冬天积雪较厚
,

10 月底至翌年 5 月 中
,

公路难走 就不能开放旅游了
。

南面山原海拔较低
,

多在 1 6 0 0一 2 2 0 0 m之间
,

夏天较热
,

冬天温和
,

全年都较干燥
,

1

月平均气温
一 1

.

1 ℃
,

7 月平均气温2 0
.

6 ℃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2 6

.

7 ℃
,

绝对最高气 温 36
.

7 ℃
,

年雨量 3 6 8 m m
. ,

冬天积雪不及北面
,

但 也不 少
,

常在风暴间隔时融化
。

一般在海拔 2王00 m

以上有黄松林 的分布
,

低于这个高度
,

只有沿着排水道两旁有少量分布
。

大面积地方为犹他

松
、

犹他圆柏矮林所占
,

下木生长比较繁茂
,

大篙 ( A r et 解 f is a 才ir d en t at a) 最多
,

愈往海拔

低处愈多
,

其它常见的种类还有蕉丝兰 ( Y
u e c a b a e c a才a )

、

犹他龙舌兰 (刃夕a “ “ u了“ h` n s “ )
、

红 毛莫仙人掌 ( E c h`n o c o r e 。 : fr `夕lo c hi d `时 : : ) 等
,

春天和夏天 雨后开各种颇色花朵的草本

植物不 少
「 。〕 。

这个区域全年 均能开放旅游
,

设有 Y va aP ia 博物馆
、

T us ay
a n
博物馆和旅游

者中心
,

展示 出大峡谷的基本情况
、

地质结构特点及其成因
、

过去科罗拉多高原人民的生活

,, 他、一

协
一

翩翩

关国大峡谷目家公园示意图
矛吸 一̀ 份 ,

.

甲 . 资 , ,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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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旅游指南等资料
,

是旅游者必需先去参观的地方
。

大峡谷内河谷一般海拔 5 00 一 7 00 m
,

东北面水坝处为 95 0 m
,

最西面草地湖 附 近 仅 372

m
。

沿着山坡一直到山原边缘
,

·

海拔高度达到 1 6 0 0一 2 3 0 0 m
,

相 对 高 度 9 00 一 1 8。。 m
。

所

以
,

气候变化较大
,

在海拔 7 50 m处
,

i 月平均气温 7
.

8 ℃
,

7月 平均气温 3 3
.

3 ℃
,

绝对最低

气温
一 2.2 名℃

,

绝对最高气温 48
.

9 ℃
,

夏天气温经常达到40 ℃
,

无霜期 3 3 1天
,

年雨量 2 00 m

m
.

左右
,

雪很少
。

在 南面山原
,

犹他松
、

犹他圆柏矮林向下可达海拔 7叨 m 的地方 , 北面山

原可达 1 2 00 m 处
。

峡谷内无论是石灰岩
、

砂岩所构成的悬崖 陡壁和页岩风化所构成的堆 积

坡
,

植物生长都很稀疏
,

一般在 海拔 4 00 m 以上常有矮林和灌丛的分布
,

种类因地而异
,

变

化较大
,

常见的种类有犹他每 ( A 二
e
l a o e h`e r u t a h e n s i s )

、

诺 同铁木 ( 0
5 * r 夕a 寿n o o l r o

。 s )
、

蛇

麻树 ( P l e l e a 才r i f o l `a才a )
、

盛花白蜡树 ( F r a 二 i o u s e o s P i d a t a v a r
.

o a o r o P e了a l a )
、

茶篇子

( R亡b e s S P P
.

)和肉叶刺茎落 ( G lo s s o P e t a l o n , e o a d e n s e
) 等

。

很有意巴
、

的是
,

南面山原向下

在峡谷内一些四周有悬崖陡壁包围 巧小生境
,

阳光照射较少
,

干热风吹不进其中
,

冬天也有

一些积雪
,

夏天的雷雨也使土壤能积蓄一些水分
,

环境比较阴湿
,

所以也出现一些落矶山花

旗松
,

所在地海拔高度远比它在北面山原广泛分布的范围要低
。

峡谷的中部原地面积较小
,

大多为悬崖陡壁
,

海拔1 5 0 0 m 以上地区
,

犹他松
、

犹他圆柏疏林仍可见 到
,

单 叶 白 蜡 树

( F ar 万、 :
洲 o1 朋 al ) 普遍分布

。

峡谷的西部原地面积较大
,

有些地方常形成多级台地
,

主

要为砂土
,

犹他松
、

犹他圆柏疏林也有分布
,

但在陡壁上则很少见到
,

主要为灌木所构成的

荒漠所占
,

黑 柴 ( C o le o g夕” e r a 二 o s i s s i m a ) 最多
,

其 它 常 见 的 种 类 有
: 脆 柴 ( E

o e e
l f

a

f a r i o o s a )
、

蜡烛树 ( F
o u g u i o r f a s

P l o n
d

e o s )
、

筒形仙人掌 ( F e r o e a e才。 。 a e a ,。t h o d e s
)
、

杂酚

柴 ( L a r r e a d初 a r ` c a t a s s p
.

t r宕d 官耐 a l a )
、

白 豚 草 (月二 b r o s ` a d u幼。 : a )
、

河 狸 尾 仙 人 拿

( O夕 t u n i a b a。 ` l a r i s
) 和胶免柴 ( C h r 夕 5 0才入a二 。 。 5 o a u s e o s u s ) 等

。

沿河岸常见的乔灌木有
: 三

角叶杨 ( P o P u l o s
f

r e切 。耐 `i )
、

桦叶 鼠李 ( R h a 。 ” u s b e l u l a e
f o l i a )

、

宾夕法 尼 亚 白 蜡 树

( F r a 戈` n 。。 P e o n s夕 l u a , i c a s s p
.

口 e l u才i n a ) 等
,

有些地方还有怪柳 ( aT m a r伙 e h f ” 。 ” 5 15
)
、

狼柳 ( aS l伙 e 二` g o a ) , 草本植物有澳洲芦苇 ( P h r a g 。 `才e s a o s f r a l` s
)

、

金色楼斗菜 (且 q u ` l
e g i a

c
h r 夕 Sa n th a )

、

锯 草 ( C l a d宕
u m c a l` f o r n i c u 。 )

、

巨 葵
、

兰 ( E P I P a c 才̀ 5 9` g a ” t e a )
、

红 猴 花

(M i m u
l

o s c a r d萦n a l` s
) 和铁线威 (刁 d` a n才u o e a P i l l。卜。 e n e r i s ) 等

。

还引入一些外来种
,

例

如
:

骆驼刺 (刀 Ih a夕1 c a m e l o r u m )
、

草木 裤 ( M
e l i l o t “ 5 o f f i e ` n a

l `s )
、

芭 荚 菜 ( S o n e h u s

a S P e r )
、

红雀麦 ( B r o m o s r u
b o n s

) 和雀麦 ( B r o o u s 才e e才o r u 。 ) 等 〔 5 ” 。 3 。

从南北山原均有

小路可步行或骑驴直至河边
,

沿途可欣赏峡谷风光
,

在峡谷中部有一小吊桥可跨越科罗拉多

河
,

宽度仅容一个人或一头驴通过
,

把南北山原连接起来 ( 如图所示 )
。

二
、

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管理概况

大峡谷国家公园于1 9 1 9年建立
,

当时只包括峡谷本身小片地方
,

山原没有包括在内
,

以

后随着工作的发展和实际的要求不断扩大
,

1 9 7 5年还将附近一些国家纪念地联合在一起
,

成

为现在的大峡谷国家公园
,

总面积约 3 00 0平方公里
,

东西长48 公里
,

河流总长度 44 。 公 里
,

内部没有居民点
,

南北与国有森林毗邻
,

东西连接印第安人保留地
,

各有各的任务和经营方

式
,

矛盾也存在
,

但都依法得到合理的解决
。

大峡谷国家公园直属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局管

辖
,

一切按联邦政府有关法律规定办事
,

对州政府有关法律和决策也尊重
,

有矛盾时协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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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

例如州旅游部门开展直升飞机旅游活动
,

由于噪声太大
,

对公园的保护工作产车不利影

响
,

但也不能拒绝此项活动
,

所以彼此协商只划出一条走廊开展
,

尽量缩小其不利形喻
,

也

照顾和满足双方的要求
。

这个公园的主要任务由国会通过法律明确为保护和旅游两项
,

让人

民享受大 自然的美景
。

根据这些工作任务的要求
,

向政府申报拨给经费
,

经国会讨论批准
,

每年拨给 700 万 美元 ( 占国家公 园局总经费 7 亿美元的百分之一 )
,

但常根据工作成就 的 大

小竞争而有所 增减
。

重要而必需的道路
、

房屋等基本建设可专项上报申请
,

但都必舞有中长

期的计划呈报批准
。

此外
,

还可能得到一些揖款
,

但大多是专项经费
。

这个公园的主要收入

是门票
,

每辆车收费 6 美元 ( 不久将要增加到10 美元 )
,

宿营费
,

每辆车收费 e 美元
,

估计

每年约有200 万美元的收入
。

设在公园内的商店
、

旅馆等要把利润的百分之一交给公园 管理

局
。

所有的 收入均上交国库
,

不能随便动用
。

全园固定工作人员 1 50 人左右
,

繁忙季节 要 雇

用 临时工作人员 10 0多人
。

保护和旅游两项工作经常会发生矛盾
,

过去重点工作放在旅游上
,

但旅游者愈来愈多
,

如不采取适当措施
,

难以保护自然面貌的完整
,

所以
,

现在的工作重心

要转移到更加重视保护 自然资源和 自然景观的轨道上去
,

领导机构 中设主任
、

副主任各一人
,

还有管理助理
、

安全监 察和秘书各一人以及若干办

事员
。

下设维修
、

旅游者保护 ( 公安保卫 )
、

行政
、

导游
、

资源管理和规划
、

服务行业监理

等六个部开展 日常事务
。

人员最多的是维修部门
,

所有的房屋道路
、

宿营地和其它基本建设

的维修和管理都 由它负责
,

工作多而繁杂 , 次为旅游者保护部门
,

它负责 门 卫
、

执法
、

防

火
、

安全保卫等工作 , 行政部门占第三位
,

人事
、

预算
、

财务
、

采购
、

物资保管以及对外订

立合同等都是这个部门的亭 , 导游部门主要任务为旅游者服务
,

为旅游者提供咨询
,
向旅游

者进行自然保护宣传教育等
,

旅游者中心和一些博物馆设备齐全
,

能满足旅游者了解这个公

园各方面的要求 , 资源管理和规划部门只有 10 多个人
,

主要负责了解资源现况和发雇趋势
,

进行环境监测
,

协助主任制订发展规划和有关保护方面的工作, 服务行业监理部 门 只 几 个

人
,

主要是监督协调与公园有关的食宿和商业机构的工作
,

使其经营和发展 能符合公园要求

和适应公园的发展
,

因为这些服务机构都不是公园自己经营的
,

公园欢迎来建店
,

但纂按公

园的要求和规划行事
。

没有专门设置科教和生产开发部门
,

与大峡谷国家公园有关的研究课

题 大概有 1 00 项
,

诸如旅游对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影响
、

科罗拉多河上游大坝对环境及大 铁 谷

国家公园的影响
、

大气与水污染和保护
、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

洞穴
、

地质和林业等都是进行

了多年的研究项目
,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由各大学和科研部门承担的
。

公园本身如育必要也可

出资和有关部门签订合同建立研究项 目
。

公园内的森林
、

荒漠和水域都不作任何人工经营
,

所有枯株除非已威胁到旅游者的安全
,

一般都不作任何处理
,

自然发生的病虫害
,

也不进行

人工控制
,

但要监测其发展
,

因为它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 但是
,

如果由人为产生或外面传

入者
,

就要采 取控制与防治措施
。

这些 问题由资源管理和规划与旅游者保护部门讨论提出
,

公园负责人批准即可实施
,

不必再向上 级请示
。

公园不允许引进任何动植物
,

30 年代曾在河

滩地 引种一些外来植物
,

有些 已成为归化种
,
现正研究是否要除掉它们

。

公园自己没有必要

再制定任何保护管理条例
,

因为国家公园局所颁布的规定和有关法律
,

已经十分明确
, ,

符合

公园本身的实际要求
。

尽管游人数 目很多
,

但人为的有意破坏极少
,

出现的矛盾都能得到妥

善的解决
。

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过程中更高层次的问题
,

例如
,

公园承受游人的能力究

竞有多大
,

旅馆和商店要多少才合适
,

需要通过实际研究确定一个环境容最问题 , 汽车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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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情况和防治的办法
,

每夭接纳多少汽车进入最为合适
,

停车场的布局需要上述资料才

能确定 , 科罗拉多河 由子上游修筑了水坝
,

流经公园内的河段水量不稳定
,

影响旅游活动
,

如何解决
。

峡谷南部山原缺水
,

对旅游产生不利影响
,

如何改进 , 洛杉矶污染的空气吹来
,

影响到公园的大气质量
.

不能一望无际
,

不利旅游的开展 , 甚至他们感到
,

南美热带雨林大

面积的采伐
,

也威协到公园的气侯和环境质量
,

需要研究和呼吁解决
。

显然
,

这些就是他们

今后愿意资助和支持开展的研究项 目
。

三
、

关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管理模式问题

从以上所述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管理情况来看
,

国家公园是国家的一个事业单位
,

任务明

确
,

有较充足的经费
,

有较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作为遵循
,

有较高科技和管理水平的人员

来经营
,

加以公众对自然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
,

自觉遵守法律的规定
。

因

此
,

只要按规定办事就可
,

不存在严重的人为破坏
,

不存在人力不够
、

财力不足 问题
,

不存

在保护与资源开发的严重矛盾
。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公 园和保护区的管理基本上都达到了

这种地步
,

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管理模式
。

但是
,

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
,

情况就

远不是这样了
,

一方面
,

人们的文化和科学素质远不能充分理解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意义和

作用
,

对其存在和发展的要求不是那样迫初 , 另一方面
,

即使从理论上认识了其重要性
,

甚

至已经建立了实体
,

但是
,

实际上
,

由于缺乏经费
,

无从投入
,

而且从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

的要求始终存在着资源开发和自然保护难以克服的矛盾
,

加以立法不健全
,

执法难以严格
,

也缺乏具有相应管理和技求水平的人员脚踏实地的工作
,

这就很难按这种管理模式来工作
,

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的自然保护专家们充分了解到这种情况
,

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
,

提出生

物圈保护区的概念
,

力求从保护区内的区域划分和确定与发挥其多功能的作用
,

特别是把资

源开发与土地利用的任务纳入其中
,

以解决保护和利用的矛盾
,

做到 自给有余
,

克服经费不

足的困难
,

把它视为自然保护的基本单位
,

但属于经济建设的一部分
,

按照事业单位企业经

营的办法
,

使 自然保护的发展与保证 资源的持续利用密初结合起来 〔 ” “ ’ ` 1
。

这两种管 理 模

式 都是与各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
,

但是
,

一般说
,

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是很 不 够 的
,

这 在

1 9 8 6年
“
环境保护

,
杂志第12 卷第 2 期发表的

“ 公众对生物圈保护区概念的理解和评价
” 一

文中充分反映出来 1 7」。

实际上
,

生物圈保护区概念可以应用到发达国家中去
,

这或许 会对

保护区实行更加全面的符合客观实际要求的管理 , 但是
,

发达国家对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管

理模式
,

却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实施
。

由于近代科学管理的保护区是首先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

的
,

它的概念对人们的影响较深
,

它的管理模式从理论上来说是容易被接受的
,

而超越其概

念和管理模式 的设想
,

反而被认为不再属于保护区的范畴
。

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提出不久
,

设想不错
,

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

但仍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
,

还处于一个认识和发展过

程中
,

需要更多的示范点来启发人们的思考
,

或许才能被公认
。

1 9 8 2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第

二届世界国家公 园会议之后
,

出版了一本
“ 国家公 园

、

保护和发展— 保护区在支撑社会中

的作用
”
论文集中

,

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已经相当清楚 [ 8 〕 。

墨西哥马皮米生物圈保护区 的 实

践是比较著名的
,

它在建立过程中同地方政府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进行了广 泛的接触 ; 在

规划中考虑了本地传统的经济利用方式
,

把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作

为保护区的主要目标
,

把保护与开发密切结合起来【. 〕 。

我们在广西大明山保护区也从 事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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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效管理的试验
,

深受地方的欢迎 [ 2 〕 。

很明显
,

生物圈保护区可能成为扩大全球 土 地

保护极为重要的基础 , 但是
,

需要进行广泛的解析和宣传
,

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理解水平
,

使

它成为自然保护的有效力量
。

发达国家对公园和保护区的要求
,

主要解决从美学和生态学角

度理解土地保护的矛盾
,

他们所拥有的经济
、

文化和科学的力量已经解决和协调生态保护和

生产开发的矛盾
。

我们需要他们理解的是
,

如能发挥其多功能的作用
,

它将更适合广泛的要

求
,

这并不损害生物多样性和代表性的保护以及美学的价值 , 同时
,

也应 指出
,

孤立的岛屿

式的保护区始
、

终存在不稳定的危险性
,

这是不应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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