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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道张玉霞先生是在1986年，那时我在林业部林政保护司野生动物管理处负责濒危物种保护研究
课题的审定。
在审读各地报来的课题申请时，突然眼睛一亮，瑶山鳄蜥这一物种名进入眼帘，凭着对中国濒危物种
现状的了解和职业敏感，知道这一仅分布于中国的单科独属唯一种的孑遗物种，自20世纪初发现命名
以后，研究凤毛麟角，生物学资料很少，现状和生态学研究吏是空白！
而张先生申报的课题正是针对这一空白，为此毫不犹豫地就做出了决定，从当时十分紧张有限的经费
中支持了这一研究项目。
后来就认识了张先生和她的老伴——历史学家、著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钟文典教授，更多地了解了她
的研究和执著，看到了她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世界第一部《中国鳄蜥》专著。
　　正是张先生的开拓性工作，国家立法将瑶山鳄蜥列为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红皮书
中有了瑶山鳄蜥的生物学资料，在广西建立了几个保护瑶山鳄蜥的自然保护区，国内和国际上对瑶山
鳄蜥有了了解，瑶山鳄蜥也才有现在的关注度。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多有变动，但张玉霞先生却始终锲而不舍地研究瑶山鳄蜥、保护瑶山
鳄蜥、对中国和世界普及着瑶山鳄蜥的现状和濒危状况。
她一做就是近30年，从一个中年生物学教师成为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联系，她是我敬重的前辈。
更为难能的是，在她现在近耄耋之年，仍然在为瑶山鳄蜥的研究和保护耕耘和呐喊，笔耕不止，我们
又欣喜地看到了她的这一本关于瑶山鳄蜥的专著。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下，与环境和物种保护冲突空前加剧，张先生仍在尽其所能，亲力亲为，探
索和指导着瑶山鳄蜥这一世界唯一种群的艰难保护和繁衍，我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纯朴的良心释放，
希望阅读和使用这本著作的人群，感悟先生的智慧和精神⋯⋯。
先生要求，诚惶诚恳，遵嘱以握拙笔，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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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瑶山鳄蜥栖息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是2009年，由国务院国家林业局保护司下达的项目，于2009
年启动，2010年正式完成。
研究总结中，详细介绍在广西瑶山鳄蜥的适应生境及其生活习性；叙述了瑶山鳄蜥栖息地丧失及分布
狭窄状况；总结20年来，对鳄蜥栖息地保护与恢复；采取7条有效的措施，扩大瑶山鳄蜥栖息地的面积
为12840．5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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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霞，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脊椎动物学专业研究生，先在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
，1959年调广西师范大学工作，现为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专业委员会
委员，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两栖爬行动物专家组成员。
　　1959年以来主讲《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中国的濒危动物》、《广西两栖爬行动
物生态学》等课程。
从6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区系和生态学的研究。
197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世界自然基金，国家林业部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
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资助项目，着重从事我国主产的珍稀动物——瑶山鳄蜥生态学、解剖组织学、
人工繁殖、保护放归社区共管及瑶山鳄蜥超微结构染色体等的全面系统研究。
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鳄蜥》、《鳄蜥超微结构及染色体研究
》、《鳄蜥生物学》、《中国鳄蜥繁育与放归自然》、《岭南珍稀动物》、《广西两栖动物》、《广
西爬行动物》、《广西鱼病防治》等多部，参加合著《广西陆栖脊椎动物分布目录》、《中国动物志
·爬行纲·有鳞目鳄蜥亚目》（负责编写鳄蜥科、属、种）。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负责编写鳄蜥、巨蜥、蟒蛇和棘蛙群等多种，其中《鳄蜥生物学》等3部专
著和《中国鳄蜥繁育与放归自然》专著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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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通过政府的决策、法律和行政命令。
即采取强制性方法进行保护。
短期效果比较好，故仍为世界上普遍采取的方法。
这种办法，结果是常加剧了当地社区在发展与保护上的矛盾。
　　（2）通过社区自律的方式。
依靠当地社区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识及在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形成约定俗成的乡规
民约来规范和约束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
社区自律方式，缺乏法律的强制性，由于随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是不断变化的，故
这种自律的方式作用不大。
在我国，社会经济改革对农村的影响，可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方法与其他方法结合时，也可以有一定效果。
　　（3）综合方式。
一种全面和积极地解决发展和保护之间矛盾的方法，它的特点是考虑保护时，也要考虑当地社区发展
，尽量将发展与保护统一起来。
将社区的自然资源，作为保护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放人到保护和管理中的同时，要帮助社区合理和
持续地使用自己的资源，并应帮助社区发展一些与保护不矛盾的经济发展项目。
重要的是在保护中，把当地社区，不是作为防范对象，而是把他们作为保护的重要力量，使他们对保
护和发展，有充分参与机会。
这种综合方法，就是说强调当地社区，对保护的参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将政策、法律和乡规民约等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该项目《瑶山鳄蜥野放种群的社区
共管》，就是采用这种综合方法，在制定瑶山鳄蜥社区共管实施方案的同时，也要将瑶山鳄蜥共管保
护公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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