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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云南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地理背景，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主要类型和空间分
布格局，以及物种多样性系统构成与分布和动植物区系组成特征；云南生物地理分区、各分区的特征
及其分异的规律性；云南鸟类保护与环志站、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系统的建设。
除此之外，本书还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
系，传统知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地位和作用，云南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保护的区域和重点保护的
对象、保护的策略与方法。
    本书是一部对云南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护策略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专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
供从事生物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的科研工作
者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参考；同时可作为综合性大学生物、地理、旅游专业和农林院校相关专业的
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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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导言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物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它包括
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以及它们与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
它们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们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显示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
然而，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资源不合理利用及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在遭受破坏，许多物种已经或正在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一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1.1.1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目前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定义不下几十种，本书采用《生物多样性公
约》所给出的“生物多样性”概念：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
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是在所有形态、水平和组合中的生命的变异性。
它不是所有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材料的总和，而是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材料及它们之问的变异性
。
　　因此，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
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1.1.2　认识和了解云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ZUCN，1997）　　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特别
丰富的12个国家（mega-diversity country）之一，据统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居世界第八位，北半球第
一位（Braatz et al.，1992），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压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与环境的影响
，中国又成为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
由于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中国的许多物种已变成濒危种（endangered species）和受威胁种
（threatened species）。
高等植物中濒危种高达4000 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分布总种数的15％～20％（陈灵芝，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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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应用生物地理学、保护生物学、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参与式快
速评估的技术方法，对于组成复杂、内容丰富、区域广泛的云南生物多样性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
查研究，通过对该系统的调查采集、分析处理、研究归纳、综合评价，确定了云南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地区、重点保护的生物类群、生态稳定的压力因素，进而将这些成果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策略和方法的制定。
这部专著在查明了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对已查明的生物类群按生物地理分区单
元进行了编目，确定了具有地区或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类群或关键地区。
在此基础上，对调查研究地区进行了生物地理区划，分析研究了生命系统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长期协同进化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云南生物多样性形成与演化发展的原动力源于环境因素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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