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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发展史谈野生动物科学保护观

蒋志刚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 101 )

摘要: 首先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从原始社会经农耕社会到今天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 人的影响力和人对野生

动物的态度 "然后介绍了生态伦理的产生及其演化 , 强调生态伦理是以人类价值为中心的 , 介绍了后人类社会野生

动物的生存状况"接着介绍了如何来看待野生动物 , 强调了野生动物的利害划分是相对的 , 动态的 , 野生动物与人

类的关系与时间和空间有关 , 提出了对于不同的野生动物应当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的理念 , 提出了野生动物的科学

保护观 : 保护濒危野生物种 , 同时控制有害物种 , 控制外来物种 , 可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建设一个人类生活幸

福 ,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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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脱胎于动物界 , 从类人猿进化而来 "为了果

腹 , 早期人类 以猎杀野生动物 ! 采集野生植物果实为

生 "由于捕猎与采集的机遇性 , 那时的人类常常食不果

腹 , 还不时有落入猛兽之口之虞 "早期人类为生存而苦

苦挣扎 , 与动物界的普通一员无异 "直到人类学会 了用

火 , 早期人类的生存状况才有所改观 "一方面 , 夜里筹

火驱除猛兽; 另一方面 , 火为人类创造熟食的条件 "人

类使用工具之后 , 人类语言发展以后 , 人类的劳动效率

得以大大提高 , 生存状况得以改善 7.]"

人类文明进入农耕社会之后 , 人类种植庄稼 , 养殖

牲畜 , 种植棉花 , 衣食基本生存条件有了保障 , 开始进

入温饱水平川 "农耕社会中, 人们已经有了可持续利用

野生动物的思想萌芽 "进入工业化社会后 , 人类的劳动

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 人 口数量增长 , 人类寿命增长川 "

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那时的人类社会发展很

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 , 蚕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代价 ,

野生动物生境丧失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

时至今日, 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从

南极到北极 , 从高山到深海 , 从冰川到荒漠 , 地球的每

一个角落 , 人类的影响无所不在 "从 10 世纪开始 , 欧洲

向非洲 ! 大洋洲 !北美洲 ! 南美洲 ! 亚洲开 始殖民扩

张 , 这一过程也造成了深远的生态效应[.] "全球随着 17

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 , 17 加 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

一直在增加 , 人类开始影响气候川; 气候变化可能影响
数以百万计的物种的生存[6j "人类已经成为重要的地质

营力; 人类成为生物进化的重要选择因子 ; 人类已经开

始调控生物区系组成 ; 人类已经开始制造生命 ) 人类

已经从自然界的普通一员 , 成为 自然界的看护人 !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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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现代的人类社会存在高度社会组织与秩序 , 人类掌

握了科学技术 , 人类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有快

速演化的文化 , 人类有道德价值观 "地球上人类的角色

已经从动物人演化为理性人 ! 逻辑人 "人类的进化已经

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 "

纵观历史 , 西方环境伦理经历 了从人类 中心主义

(Anth ro pocen tri sm ) !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看护人角色

5Judeo 一Christian St ewald shi p ) ! 以生物为中心的伦理

(B ioc en示e eth nies ) ! 以生态为中心的伦理 (Eeoc entri c

eth ni cs) 等发展阶段 "犹太教与基督教认为人类是大自
然的看护人 , 人类可以利用大自然 , 但是不能破坏大自

然 "人类的主要宗教 : 如佛教 ! 伊斯兰教 ! 印度教 ! 省

那教都强调尊重自然 !爱惜自然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

耗[7] "中国的道教则强调天人合一 !和谐发展 "

生态伦理的出现是人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而形成的

一种伦理 "地球生物圈的能t 流动和物质循环将地球上
所有的物种联系在一起 "进入大气圈的太阳能是有限

的 , 地球上生物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 , 地球表面的生存

空间也是有限的 , 在这三个前提下 , 地球生物圈生物种

建立了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生态关系 "可以说 , 地球

生物圈中还没有哪一个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生存 , 人

类也不例外 "人类的现代农业生产可以选育 ! 杂交 ! 转

基因等方式改造物种 (品种) , 调控植物生长过程 , 例

如给作物施肥提供养分 !喷撒农药控制害虫 !培育抗虫

害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为作物提供控温控湿 !控光照的

温室 ! 改变耕作制度等等 , 但是 , 人类无法改变农作物

的生物学属性 , 无法改变自然发展规律 "生态伦理强调

尊重自然规律 !人与自然协调共存 "

应当看到 , 生态伦理仍是以人类价值为核心的一种

伦理观 "即使人类灭绝了, 自然仍然存在 , 其他物种也

会存在 "最近 , 艾伦 #威斯曼 在他的著作 (无人世界 6

(仆e W orld 衍th ou t Us ) 中, 描述了当人类消失之后 , 野

生生物仍会存在 , 还会出现新的物种 "如果一场灾难导

致人类灭绝 , 后人类的地球中那些幸存的物种 , 会占据

人类的生态位 , 还会继续生命的演化 "人类灭绝后的地

球上人类社会存在过的痕迹会很快 (相对于生物进化的

速度) 消失 "建筑物由于没有人维修会倒塌 , 道路会被

风化 , 被杂草破坏 , 金属制品会被氧化 !腐蚀 "幸存的

部分农作物 ! 宠物 ! 家畜家禽会再次野化 , 成为新的野

生动植物 "人类消失几十万年以后 , 地球上将很难找到

人类生存过的痕迹 , 大自然会修复 !弥合伤口, 地球上

会重现出现一个没有人类的生物圈 "太阳系存在一天 ,

地球上的生命就会存在一天 , 即使那时的地球上没有了

人类 "

19 86 年 ,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 ,

造成了严重的核污染事故 "在切尔诺贝利核污染区的所

有人口都迁出了 , 形成了一个无人区"切尔诺贝利爆炸

事故发生后 , 人类从该地区迁走后 , 野生动物即从其他

地方迁徙过来 "近年来 ,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污染区中 ,

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增加 "这说明后人类社会中, 野生

动物不仅能够生存 , 而且能够迅速发展 , 占据人类离开

后的生存空间 , 取代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

因此 , 人类的生态伦理只能基于人类的价值观 !基

于人类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存在 "生态伦理仍是以人类

价值为核心的一种伦理观 "

野生动物具有双重属性 "野生动物既是人类生存环

境的组成构件 , 又是人类的自然资源 "前者指的是野生

动物的生态功效 , 后者指的是野生动物的实用价值 "在

自然生态系统中 , 野生动物是消费者 , 是生态系统食物

链中的环节 "野生动物通过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着生物

圈的生物多样性 "同时 , 野生动物是或者曾经是人类的

食物蛋白质 ! 羽用 ! 毛皮 ! 工业原料 ! 医药原料 "人工

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还是生产资料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

利用分为利用初期 !利用过度期 ! 保护恢复期和持续利

用期[s]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 野生动物的生态

环境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川 "

动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一些野生动

物资源对于人类是有益的 , 是人类生活资料与生产资

料 , 是生态环境的构件 "许多对人类有益的物种面临着

生存危机 , 而另一些物种却是有害动物 , 可能直接危害

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危害的物种 "于是 , 物种可分为有

益和有害的种类 "这种两极划分是相对的 ! 动态的 "一

个物种对人类的利害关系与其种群密度 ! 时间和地点有

关 , 一些物种密度低时是中性的 ! 有益的 , 而密度高时

却是有害的"于是 , 动物与人类的利害关系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转化 , 并随着人类对动物的认识程度的加深而变

化 "必须全面认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动物包括具有实

际或潜在价值的动物 , 也包括危害和可能危害人类社会

经济生产的 ! 携带人畜共患疾病 ! 寄生虫病的有害动

物 "对于不同的动物应当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 1./2"

野生动物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问题 "野生动物

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生态系统的地理位置有关 "在日

本北海道梅花鹿 (Ce川us niPP on ) 在 20 世纪初曾经是濒

危物种 , 保护之后 , 梅花鹿的数量急剧增加 , 啃食林木

幼苗和作物 , 影响森林更新和农业生产 "从 20 世纪 oo

年代开始 , 野生梅花鹿是当地必须控制的森林害兽 1川;

在中国 , 野生梅花鹿仅 1(X城) 多只 , 栖息生境被分割 , 生

存状况极度濒危 , 是 国家 I 级保护野生动物 1.2] "河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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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tor 万ber ) 在北美是可以狩猎的毛皮动物 10], 目前中

国境内只有 600 余只 , 仅分布于新疆布尔根河狸保护

区仁.42"在中国 , 河狸是国家 I 级保护野生动物 "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还与时间有关 "虎作为一种

猛兽, 其领域大 , 需要相当数量的猎物种群才能生存 "

现代人类社会中野生虎的保护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 , 虎

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顶级肉食动物 , 虎的存在表示森林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 , 而另一方面在人口稠密地

区, 虎可能伤人 !捕食家畜 "于是 , 20 世纪 50 年代 ,

为了林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 , 南方各省曾经开展大规模

猎虎运动 , 结果造成华南虎 (Pa 瓜hera tig 山 a川旧ye 甩")

数量迅速下降 , 成为濒危动物 "于是 , 虎是灭杀对象还

是保护对象 , 与时代有关 "现在 , 华南虎在人工养殖条

件下 , 数量增加到 100 余只 "若要将这些人工繁殖的虎

放归自然 , 在人口增长 , 人类生态足迹扩大的今天 , 寻

找适宜的野外放归点却是一个难题 1-,]"

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是理性人 ! 文明人 ! 现代人的主

张 ,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各国的共识 , 我们应

当保护生物多样性 , 保护濒危物种 , 保护濒危野生动物

应当有科学保护观 "我们保护濒危野生物种 , 同时控制

有害物种 , 控制外来物种 , 可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

建设一个人类生活幸福 ,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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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时卵壳上容易滋生真菌 , 严重时会影响胚胎发育和

幼蟒出壳; 当外界湿度小时 , 卵就会逐渐失水 , 甚至干

瘪 "失水后卵内各种组分的浓度升高 , 影响胚胎发育 "

在孵化期间 , 我们把湿度设定在 80 % 左右 , 卵能够正常

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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