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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全球最具有保护价值的自然保护地ꎬ强调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完整性和在全球的

唯一性ꎮ 世界自然遗产有助于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ꎬ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ꎮ 该研

究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以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原生动植物及植被群落

(亚洲北缘热带雨林)为研究对象ꎬ从植被类型、物种多样性、区系组成、特有种等生物生态过程方面ꎬ评估海

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ꎮ 结果表明:(１)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分布有 ３ ６５３ 种野生

维管植物ꎬ资源植物种类丰富ꎮ 陆栖脊椎动物有 ５４０ 种ꎬ各类野生动物占全国的比例高达 １０％ ~ ３０％ꎬ生物多

样性极高ꎮ (２)植物区系独特ꎬ海南岛的热带雨林植被区划属于印度－马来雨林群系ꎬ属马来区的部分呈现出

热带性和与中国华南大陆的共源性显示出明显的热带边缘性质ꎬ为中国华南植物区系与亚洲热带雨林的过渡

类型ꎮ (３)植物区系中的植物物种特有性较低ꎬ特有属仅有 ７ 个ꎬ特有种仅约占岛内植物的 １ / １０ꎬ较低的特有

性表明了其大陆起源特征ꎬ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替代的元素ꎬ具有鲜明的环境指示特色ꎮ 该研究明确了海南潜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在全球背景下的突出普遍价值ꎬ为海南未来申遗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ꎮ
关键词: 自然保护地ꎬ 世界遗产地ꎬ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ꎬ 物种多样性ꎬ 突出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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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在一定面积内具有一种或

多种特殊自然价值的区域ꎬ与其他国家级或省级

保护区以及森林公园相比ꎬ是全球最具有保护价

值的自然保护地(Ｐｒｉｍａｃｋ 和马克平ꎬ２０１０ꎻ谢宗强

等ꎬ２０１７)ꎬ 其强调了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唯一性

和完整性(宋峰等ꎬ２００９ꎻ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世界

自然遗产和普通的“保护地”不是独立的管理类

型ꎬ仅仅表示某些保护地的国际地位ꎬ实际上与其

他类型保护区存在交叉等(陈耀华和刘强ꎬ２０１２)ꎮ
世界自然遗产有助于更好地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和原真性ꎬ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ꎮ 突

出普遍价值(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ꎬＯＵＶ)是世

界遗产最为核心的内容ꎬ它意味着遗产本身具有

高度的代表性和杰出性ꎬ强调的是全球意义———
“指罕见的、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

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文化和 /或自然

价值”(樊大勇等ꎬ２０１７)ꎮ 保护世界遗产的本质和

意义就是保护并延续突出普遍价值(谢宗强等ꎬ
２０１７)ꎮ

目前ꎬ国内一些国家公园试点区已经是世界自

然遗产ꎬ如神农架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大熊

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ꎮ 世界自然遗产地与

国家公园有以下共同点:(１)两者必须有保护属性ꎮ

在中国ꎬ都是依托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ꎻ国家

公园诞生后ꎬ部分自然保护区被整合为国家公园ꎬ
因此ꎬ有一部分国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地存在交

叉重叠的关系ꎮ (２)就保护能力而言ꎬ两者不存在

本质区别ꎮ 两者在保护对象、保护目标等方面有不

同之处:世界自然遗产旨在保护那些具有突出普遍

价值的自然景观和 /或文物古迹ꎬ而国家公园则旨

在保护除了突出普遍价值的其他重要生物或自然

景观ꎮ (３)在中国ꎬ国家公园被赋予最严格的保护ꎬ
而在世界范围内ꎬ世界自然遗产则是最高级别的保

护ꎬ受全人类监督ꎮ 世界遗产受全人类认可ꎬ具有

全球意义ꎬ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财富ꎻ而国家公

园具有国家象征ꎬ申报成功世界自然遗产地将使国

家公园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意义的遗产ꎬ获得至高无

上的国际荣誉ꎮ 同时ꎬ国家公园的保护和利用也将

受到全球经验分享ꎮ 海南岛被确定为全球 ３４ 个生

物多样性热点区之一ꎬ拥有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

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ꎬ是全球热带雨

林重要组成之一ꎬ有着国家代表性和全球性保护意

义(臧润国等ꎬ２００２ꎻ夏斐ꎬ２０１９ꎻ杨小波等ꎬ２０２１)ꎮ
根据我们前期的调研ꎬ专家们认为海南潜在

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使其满

足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要求ꎬ符合世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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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ｉｘ)(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

植物群落演变和发展中的重要生态和生物过程的

突出例证和标准)和标准( ｘ) (生物多样性原址保

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ꎬ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

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ꎮ 例

如ꎬ以目前世界上仅存的 ３６ 只国家一级珍稀濒危

动物海南长臂猿(Ｎｏｍａｓｃ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为代表的众

多珍稀濒危动植物ꎬ生存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

原始热带雨林中ꎮ 因此ꎬ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海南

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ꎬ更好地保护热带野生动

植物ꎮ 此外ꎬ海南岛作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ꎬ还
没有一个世界自然遗产ꎬ与其在国家的生态地位

不匹配ꎮ
本研究以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研究

区域ꎬ依托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ꎬ通过收

集整理海南热带雨林的历史文献资料ꎬ从植被类

型、物种多样性、区系组成、特有种等生物生态过

程方面ꎬ拟探讨:(１)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是

否代表着陆地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和海洋动植

物原始生态群落中正在进行的、重大的自然环境

与动植物进化进程中的突出实例ꎻ(２)海南潜在世

界自然遗产地是否在所属生物地理省拥有独一无

二的动植物物种多样性ꎬ是否是濒危物种的主要

分布区ꎮ 本研究分析论证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突出普遍价值ꎬ以期为海南申报世界自然遗

产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于 ２０２１ 年正式获批ꎬ
是海南岛的生物多样性聚集区ꎬ森林覆盖率高达

９５.８５％ꎬ海南天然林和原始林的覆盖面积达到

５５％和 ９５％以上(许涵等ꎬ２０２１)ꎬ最有可能成为未

来的世界自然遗产地ꎬ因此本研究以整个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划定的范围为研究对象ꎮ 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岛内中部ꎬ呈穹窿构造(图

１)ꎬ地处 １０８°４４′３２″—１１０°０４′４３″ Ｅ、１８°３３′１６″—
１９°１４′１６″ Ｎꎬ包括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等 １９ 个

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

园ꎬ还有毛瑞等国有林场ꎬ 总面积 ４ ２６９ ｋｍ２(龙文

兴等ꎬ２０２１)ꎮ
根据国际通用的世界遗产区域分类标准———

Ｕｄｖａｒｄｙ(１９７５)生物地理系统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处于全球 ８ 个生物地理界之一的印马界(Ｔｈｅ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ｅａｌｍ)ꎬ属于 １９３ 个生物地理省中的

中国南部雨林生物地理省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关

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物生态、地质地貌等

方面的重要研究论文和论著ꎮ 查阅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的鸟类、昆虫、哺乳动物等的物种多样性

数据ꎮ 利用现有的相关著作和论文ꎬ收集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动植物物种名录、物种分布数

据、植被类型、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等资料ꎬ凝练

其独特性和代表性ꎮ 研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被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ＩＵＣＮ)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级

物种有多少ꎬ被收录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 公 约 »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ꎬＣＩＴＥＳ)
的动植物种各有多少ꎬ现有多少种国家级保护野

生动植物ꎮ 由于还没有公开发表的基于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的动物资源本底调查ꎬ因此本研究

所用的动物资源数据均为海南岛的数据ꎮ 相关指

标与同一生物地理省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比较

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被类型

海南岛梯状环形(中高周低)的地形结构ꎬ对
岛内的植被分布有一定影响ꎮ 植被类型包括低地

雨林、热带季雨林、山地雨林、高山云雾林、热带针

叶林和山顶灌丛等(李意德ꎬ１９９５ꎬ１９９７ꎻ杨小波ꎬ
２０１５ꎻ杨小波等ꎬ２０１９)ꎮ 海南热带雨林的植被垂

直分布带明显:在水平地带性上有热带雨林和季

雨林ꎻ垂直地带性上ꎬ从低至高海拔依次形成了 ４
种不同的植被类型(表 １)ꎬ拥有完整的植被垂直

带谱(杨小波等ꎬ２０１９)ꎮ
低地雨林ꎬ也称热带湿润雨林(含低地沟谷雨

林)ꎬ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地带性植被ꎬ优势物种

主 要 由 青 梅 ( 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 )、 细 仔 龙

( Ａｍｅｓ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蝴 蝶 树 (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鸡毛松(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ｓ)、海南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荔枝(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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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及保护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成ꎮ 不同保护区的低地雨林海拔分布范围有一定

的差异ꎮ 例如ꎬ根据 «海南植被志» (杨小波等ꎬ
２０１９)ꎬ尖峰岭的低地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４００ ~
７００ ｍ 的坡面和沟谷ꎬ而五指山的低地雨林主要分

布在海拔 ７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沟谷或坡面(杨小波等ꎬ
２０１９)ꎮ

山地雨林是海南地带性植被类型之一ꎬ与低地

雨林共同构成海南岛热带雨林ꎮ 山地雨林在海南

山区几乎都有分布ꎬ但在不同保护区略有差异ꎮ 例

如ꎬ在吊罗山和五指山等多分布在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４００ ｍ 地段ꎬ黎母山在海拔 ８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地段ꎬ霸
王岭、尖峰岭主要分布在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地段ꎮ 优势

物种包括陆均松(Ｄａｃｒｙｄｉｕｍ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ｍ)、鸡毛松、海
南紫荆木(Ｍａｄｈｕ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鱼骨木(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ｄｉｃｏｃｃｕｍ)、琼崖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竹叶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ｂａｍｂ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 线 枝 蒲 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ｒａｉｏｃｌａｄｕｍ)等(杨小波等ꎬ ２０１９)ꎮ
高山云雾林也称高山矮林ꎬ分布在更高海拔ꎬ

植物相对矮小、弯曲ꎬ树干上苔藓发达ꎮ 海南岛的

高山云雾林分布在各保护区ꎬ海拔分布范围也有

差异ꎬ但大部分分布在海拔 １ ２００ ｍ 以上的山顶或

山 脊ꎬ 优 势 物 种 包 括 广 东 松 (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硬斗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赤楠

蒲桃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细 刺 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丛花灰木(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等(龙文

兴等ꎬ２０１１)ꎮ
山顶灌丛为海南唯一的地带性原始灌丛ꎬ主

要分布在 １ ７００ ｍ 以上ꎬ物种组成较简单ꎬ优势植

物包括南华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红脉南

烛(Ｌｙｏｎｉａ ｒｕｂｒｏｖｅｎｉａ)、崖柿(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ｃｈｕｎｉｉ)、鸭
脚 木 (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 卷 边 冬 青 (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等(余世孝等ꎬ２００１)ꎮ
２.２ 植物多样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分布有 ３ ６５３ 种野生

维管植物ꎬ约占全国总数量的 １１.７％ꎮ 其中ꎬ野生

蕨类植物共计 ５２２ 种 (包括种下等级)ꎬ 约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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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植被垂直带谱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ｅｌ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编号
Ｃｏｄ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优势物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Ⅰ ０~ １ ０００ 低地雨林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青梅、蝴蝶树、鸡毛松、细仔龙、海南柿、荔枝等
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ꎬ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ꎬ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ｓꎬ Ａｍｅｓ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ꎬ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ꎬ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ｅｔｃ.

Ⅱ ８００~ １ ４００ 山地雨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陆均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鱼骨木、琼崖柯、竹叶青冈、线枝蒲桃等
Ｄａｃｒｙｄｉｕｍ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ｍꎬ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ｓꎬ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ꎬ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ｄｉｃｏｃｃｕｍꎬ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ꎬ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ｅｆｏｌｉａꎬ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ｒａｉｏｃｌａｄｕｍꎬ ｅｔｃ.

Ⅲ １ ２００~ １ ７００ 高山云雾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ｌｏｕｄ ｆｏｒｅｓｔ

广东松、硬斗柯、赤楠蒲桃、细刺栲、丛花灰木等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ꎬ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ꎬ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ꎬ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ꎬ ｅｔｃ.

Ⅳ >１ ７００ 山顶灌丛
Ｈｉｌｌｔｏｐ ｓｃｒｕｂ

南华杜鹃、红脉南烛、崖柿、鸭脚木、卷边冬青等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ꎬ Ｌｙｏｎｉａ ｒｕｂｒｏｖｅｎｉａꎬ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ｃｈｕｎｉｉꎬ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ꎬ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ꎬ ｅｔｃ.

２０％ꎻ裸子植物 ６ 科 １０ 属 ２６ 种ꎬ约占全国 １０％ꎻ被
子植物 １７２ 科 １ ０２７ 属 ３ １０５ 种ꎬ约占全国 ２０％ꎮ
国家重点Ⅰ级保护植物有 ７ 种ꎬ国家重点Ⅱ级保

护植物有 １４２ 种ꎮ 国家公园内的资源植物也非常

丰富ꎬ如药用植物 １ ３０３ 种ꎬ约占全国 ３０％ꎻ具有较

高观赏价值的野生植物共有 １ ３９０ 种ꎬ其中观赏花

卉 ５５０ 种(包括野生兰花 ２５８ 种)、观果植物 ２１０
种、观叶观株型植物 ６３０ 种(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ｉｎｐ.ｏｒｇ.ｃｎ / )ꎮ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有１ ８８７

种ꎬ蕨类植物有 ２５９ 种(杨小波ꎬ２０２１)ꎻ鹦哥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２ ０３４ 种ꎬ蕨类植物

多样性丰富ꎬ有 ２８９ 种ꎬ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范围内的所有保护区中最为丰富ꎬ是中国蕨类植

物自然保护区的重点区域(杨逢春等ꎬ２００７)ꎬ 拥

有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 ３２ 种ꎬＣＩＴＥＳ 附录的物种

达到 １４７ 种ꎬ«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有 １４５ 种ꎬ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有 １４ 种ꎻ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

生维管植物有 ２ ５２３ 种ꎻ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记录有维管植物 ２３９ 科 ９５９ 属 ２ １２７ 种ꎻ尖峰岭分

局的野生维管植物和常见的栽培植物有 ２ ８４９ 种ꎬ
包括蕨类 １５０ 种、裸子植物 ５６ 种、被子植物 ２ ６４３
种ꎬ其中野生维管植物 ２ ２８６ 种ꎮ 从维管植物数量

来看ꎬ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的多样

性要高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其他保

护区 (表 ２ꎻ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ｎｐ.ｏｒｇ.ｃｎ / )ꎮ
２.３ 动物多样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迄今已记录有陆栖脊

椎动物 ５４０ 种ꎬ占全国的 １８.６２％ꎬ包括海南特有

的、比大熊猫还珍贵的海南长臂猿(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ｔｒｎｐ. ｃｏｍ)ꎮ 蝴蝶达 ６００
多种ꎬ占全国总数的 ２９％ꎬ比誉为“蝴蝶王国”的台

湾岛还要多ꎬ包括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蝴

蝶———金斑喙凤蝶( Ｔｅｉｎｏｐａｌｐ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 (李中文ꎬ
２００８)ꎮ 昆虫 ５ ８４０ 种ꎬ约占全国已知昆虫种类的

１０％(黄复生等ꎬ２００２)ꎮ 总之ꎬ海南岛陆地面积占

全国的 ０.３５％(极小比例)ꎬ分布着各类野生动物

占全国的比例高达 １０％ ~３０％ꎬ生物多样性极高ꎮ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已记录有兽类

６０ 种ꎬ鸟类 ２８３ 种ꎬ两栖和爬行类 ５２ 种ꎬ鱼类 ６７
种ꎬ昆虫 １ ７００ 余种ꎬ蝴蝶 ２００ 多种ꎮ 其中ꎬ有 ５９
种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Ⅰ级有 ９ 种ꎬⅡ级有 ５０
种)(王献溥等ꎬ２０１５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ｎｔｒｎｐ.ｃｏｍ)ꎮ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已经记录有陆生脊椎动物 ５１２ 种ꎬ其中ꎬ有 ７４
种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Ⅰ级有 ９ 种ꎬⅡ级有 ６５
种) (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ｔｒｎｐ.ｃｏｍ)ꎬ而且不少是在这里被首次发现ꎬ如鹦

哥岭树蛙(Ｚｈａｎｇｉｘａｌｕｓ ｙｉｎｇｇｅ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周氏睑虎

(Ｇｏｎｉｕｒｏ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ｏｕｉ)等珍稀物种ꎮ 鹦哥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比海南其他热带雨林动物多样性更

高ꎬ具有极高的物种丰富度ꎬ森林原生性较强ꎬ还
有大量未被认识的物种ꎮ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有陆生脊椎动物 ４００ 种ꎬ 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

物 ９ 种ꎮ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有陆生

脊椎动物 ４１６ 种ꎬ鸟类 １３０ 余种ꎬ昆虫 ２ １００ 多种ꎮ

２８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２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植物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分布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野生维管植物
Ｗｉｌ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野生蕨类植物
Ｗｉｌｄ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种子植物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 ６５３ １１.７ ５２２ ≥２０ ３ １３１ ９.７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１４６ ６.８ ２５９ ９.９ １ ８８７ ５.８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Ｙｉｎｇｇｅ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３２３ ７.４ ２８９ １１.１ ２ ０３４ ６.３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２８６ ７.３ — — — —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５２３ ８ — — — —

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Ｄｉａｏｌｕｏ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１２７ ６.８ ２１７ ８.３ １ ９１０ ５.９

　 注: —代表暂无数据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ｎｏ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吊罗山记录有野生脊椎动物 ５ 纲 ３５ 目 １１５ 科 ３６９
种ꎮ 近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科学考察

中ꎬ人们还在不断发现新物种ꎬ海南岛物种多样性

数据还在增加ꎬ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动物物

种受威胁情况统计也在不断更新(表 ３)ꎮ
２.４ 区系组成

海南岛约在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中期与

北部陆块相连ꎬ约 ２ ０００ 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至第

四纪发生了地质活动ꎬ大面积的升降和移动活动

后逐渐形成琼州海峡ꎬ与内陆大地分开后形成了

一个独立的岛屿(黄复生等ꎬ２００２ꎻ许涵ꎬ２０１０)ꎮ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植被区划属于印度－马来雨林

群系(朱华ꎬ２０１７ｂ)ꎬ但由于纬度偏北ꎬ并受季风影

响ꎬ群落上层树种部分表现出干湿季节变化ꎬ林下

藤本植物多ꎬ树木有大板根ꎮ
岛上的植物属东南亚热带植物成分ꎬ热带种

占 ８３％ꎬ与越南相同的植物有 ７０％ꎬ少数植物与中

国台湾和菲律宾相同ꎬ大部分与中国两广及云南

南部的植物相同ꎮ 海南属马来区的部分呈现出热

带性和与中国华南大陆的共源性显示出明显的热

带边缘性质ꎬ为中国华南植物区系与亚洲热带雨

林的过渡类型(林泽钦ꎬ２０１６)ꎮ
２.５ 特有种

海南岛独特的岛屿型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

候ꎬ 进化出一些特有物种ꎮ 根据国内学者研究表

表 ３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动物物种受威胁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分布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国家保护等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Ⅰ Ⅱ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ＣＩＴＥ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１４ １３１ ９ ３９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９ ５０ ９ ３９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Ｙｉｎｇｇｅ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９ ６５ — —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９ — — —

霸王岭国家自然保护区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０ ６４ — —

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Ｄｉａｏｌｕｏ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１ ６３ — —

明ꎬ海南植物区系中的植物物种特有性较低ꎬ特有

属仅有 ７ 个ꎬ特有种也仅约占岛内植物的１ / １０ꎬ较
低的特有性表明了其大陆起源特征(朱华ꎬ２０２０)ꎮ
在 ３ ６５３ 种维管植物中ꎬ４１９ 种为海南岛特有种ꎮ
由于岛屿地理隔离ꎬ海南岛陆栖脊椎动物区系发

生分化ꎬ产生了与相邻大陆不同的种与亚种ꎬ这些

种类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部地区ꎮ

３８６１９ 期 黄佳欣等: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初探



海南岛有陆生脊椎动物 ６９８ 种ꎬ其中 ２３ 种为海

南特有种ꎮ 在两栖动物中ꎬ海南发现了 １４ 种特有

种ꎮ ２０２１ 年ꎬ研究人员发现了新种———海南小姬蛙

(Ｍｉｃｒｙｌｅｔｔａ ｉ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ａ)ꎮ 此外ꎬ海南两栖动物特有

种还有海南疣螈(Ｔｙｌｏｔｏｔｒｉｔ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海南拟髭

蟾(Ｌｅｐｔ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鹦哥岭树蛙等ꎮ 海

南岛有 ７ 种特有爬行动物ꎬ其中有印度马来生物地

理区的代表属———睑虎属中的 ３ 种ꎬ即霸王岭睑虎

( Ｇｏｎｉｕｒｏｓａｕｒｕｓ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海 南 睑 虎 ( Ｇ.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周氏睑虎ꎬ特有爬行动物还有海南脆

蛇蜥(Ｏｐｈｉｓａｕｒ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海 南 脊 蛇(Ａｃｈａｌｉｎ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 粉 链 蛇(Ｌｙｃｏｄｏｎ ｒｏｓｏｚｏｎａｔｕｓ)等ꎮ 在鸟

类中也发现了海南山鹧鸪(Ａｒｂｏｒｏｐｈｉｌａ ａｒｄｅｎｓ)、 海

南 柳 莺 ( Ｐｈｙｌｌｏｓｃｏ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 )、 海 南 孔 雀 雉

( Ｐｏｌｙｐｌｅｃｔｒｏｎ ｋａｔｓｕｍａｔａｅ ) 和 海 南 画 眉 (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
ｏｗｓｔｏｎｉ)４ 种特有种ꎮ 还有 ６ 种特有哺乳类动物ꎬ即
海南长臂猿、海南新毛猬(Ｎｅｏｈｙｌｏｍｙ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小缺齿鼹海南亚种 (Ｍｏｇｅｒａ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ａ)、海南

白腹鼠(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 ｌｏｔｉｐｅｓ)、海南兔(Ｌｅ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
和海南鼯鼠(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ａ ｈａｉｎａｎａ)ꎮ

除了特有种之外ꎬ海南岛动物区系中还有众

多特 有 亚 种ꎬ 如 海 南 岛 鸟 类 有 原 鸡 海 南 亚 种

(Ｇａｌｌ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 ｊａｂｏｕｉｌｌｅｉ)等 ５０ 多个特有亚种ꎬ哺乳

类有海南坡鹿(Ｃｅｒｖｕｓ ｅｌｄｉｉ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 )、穿山甲海南

亚种(Ｍａｎｉｓ ｐｅｎｔａｄａｃｔｙｌ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等 ３０ 多个特有亚

种ꎮ 海南岛多样的热带生态环境为生物演化提供

了生态位ꎬ岛屿也对生物的扩散产生了生态隔离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海南岛的特有亚种将继续分化成

独立的特有种ꎮ 这些特有种类是生物多样性不可

替代的元素ꎬ具有鲜明的环境指示特色(蒋志刚和

姜恩宇ꎬ２０２１)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符合世界自然遗产

的评价标准 ( ｉｘ)
海南热带雨林是全国最典型的原始热带雨

林ꎬ被专家称为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
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田蜜等ꎬ２０１９)ꎮ 在海南

岛的热带雨林中ꎬ动植物种类极其丰富ꎬ堪称中国

热带地区的物种基因库ꎮ 海南岛陆地面积仅占全

国总面积的 ０.３５％ꎬ各类野生动植物占全国的比

例高达 １０％ ~３０％ꎬ包括全国总数量 １１.７％的野生

维管植物ꎬ约占全国 １８.６％的陆生脊椎动物ꎬ还有

全国已知昆虫种类的 １０％(黄复生等ꎬ２００２ꎻ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ｎｔｒｎｐ.ｃｏｍ)ꎮ
海南岛热带雨林既具有大陆动植物区系特

征ꎬ也经过 ２ ０００ 万年的岛屿隔离演化ꎬ有岛屿区

系特性ꎬ具有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

特征ꎮ 海南植物区系同时有一定比例的亚热带和

温带的科ꎬ标志着海南热带植物区系从热带向亚

热带过渡性质ꎮ 其植物区系有着明显的热带亚洲

亲缘关系ꎬ在生物地理划分上同属于古热带植物

区系(朱华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１８)ꎬ还具有热带北部边缘性

质ꎬ在热量、水分和海拔分布上形成了极限条件的

热带雨林类型ꎮ 植物区系划分上ꎬ海南热带雨林

属于古热带植物、马来亚植物亚区ꎬ又具有华夏区

系的亚热带成分与古老成分(罗文等ꎬ２０１０)ꎮ 海

南区系具有丰富的热带成分ꎬ但其起源属温带性

质ꎬ区系划分应归属于东亚植物区ꎮ
动物区系与原来相邻的大陆有密切联系ꎬ但

又有独特之处ꎮ 以鸟类区系为例ꎬ海南的鸟类都

是富含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色ꎬ以果、
虫、花蜜为主要食物ꎬ与两广、闽台、滇南等地有很

大的共同点ꎮ 中国海南的哺乳动物和越南的联系

最为紧密ꎬ同样表现出了和植物区系相似的生物

地理格局(朱华ꎬ２０１７ａ)ꎮ
与国内其他热带雨林如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相

比ꎬ海南热带雨林物种多样性更高ꎻ在植物区系划

分上ꎬ海南热带雨林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也不相

同ꎬ前者归属于东亚植物区ꎬ后者属于热带亚洲植

物区(朱华和周虹霞ꎬ２００２)ꎮ
与国外其他热带雨林的世界遗产地相比ꎬ如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湿热带地区 (Ｗｅｔ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哥斯达黎加的科科斯岛国家公园

(Ｃｏｃｏ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厄瓜多尔的桑盖国家

公园(Ｓａｎｇ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洪都拉斯的雷奥普拉

塔诺生物圈保护区(Ｒａｙ Ｏｐｒａｈ 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印度尼西亚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Ｕｊｕｎｇ
Ｋｕｌ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和苏门答腊热带雨林(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ｍａｔｒａ)、巴拿马与哥斯达黎

加共有的塔拉曼卡山脉阿米斯塔德保护区 /阿米

斯塔 德 国 家 公 园 ( Ｔａｌａｍａｎｃａ Ｒａｎｇｅ￣Ｌａ Ａｍｉｓｔａ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 Ｌａ Ａｍｉｓｔａ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斯里兰卡的

辛哈拉加森林保护区(Ｓｉｎｈａｒａｊ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海
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独特之处如下:(１)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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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特征ꎻ(２)大陆

性岛屿型热带雨林:背靠中国大陆ꎬ同时兼具岛屿

的动植物特征ꎮ 因此ꎬ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

应该基于申遗标准 ( ｉｘ) (是陆地生态系统及动植

物群落演变和发展中的重要生态和生物过程的突

出例证)进行深入挖掘ꎮ
３.２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符合世界自然遗产

的评价标准 (ｘ)
第一ꎬ海南热带雨林物种丰富ꎬ具有很多特有

物种ꎮ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既有东南亚热带雨林的

亲缘性ꎬ又有大陆的共源性ꎮ 国外同类的其他世

界自然遗产地ꎬ如分布在热带雨林地区印度尼西

亚的洛伦茨国家公园、厄瓜多尔的桑盖国家公园

等ꎬ还有热带季雨林地区ꎬ如塔拉曼卡仰芝─拉阿

米斯泰德保护区(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秘鲁的

玛努国家公园ꎬ都至少符合世界自然遗产评定的

其中一项标准ꎮ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独特

之处是全球少有的海岛型热带雨林ꎬ是热带雨林

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

型”热带雨林ꎬ相比东南亚等地热带雨林ꎬ因其受

台风影响ꎬ海南岛的热带雨林冠层较低ꎮ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热带雨林相比ꎬ海南热带

雨林资源相对更加丰富ꎬ保护地更完善ꎬ其最大特

点是独有的岛屿生态系统ꎬ孕育了非常多海南热

带雨林动植物特有种ꎬ是中国热带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地区ꎬ还是全球重要的种质资源基因库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陈建伟ꎬ２０２２)ꎮ
相比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ꎬ海南岛具有不同的

地质历史ꎬ西双版纳的地质基础主要来自冈瓦纳

古陆ꎬ而海南则是属于劳亚古陆的印度支那板块

的一部分(朱华和周虹霞ꎬ２００２)ꎮ 特殊的地质历

史和独有的岛屿生态系统ꎬ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

具有独特的动植物物种和群落外貌ꎮ
第二ꎬ海岛型热带雨林具有特殊的、罕见的、

不可替代的生态优势ꎬ同时也是濒危的(王琳等ꎬ
２０１８)ꎬ一旦被破坏ꎬ就很难恢复ꎬ有着濒危热带雨

林的生态脆弱性ꎬ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ꎮ
优越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使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和

大量古老、濒危、特有种ꎬ为众多模式标本产地ꎬ是
中国热带雨林植物最丰富的地区ꎬ具有突出普遍

的保护价值和科学价值ꎮ 海南岛为丰富生物多样

性的避难所ꎬ以不到 ０.３５％的国土面积保护了中

国 １１.７％的维管束植物和全国约 ２０％的两栖类、
３３％的爬行类、２０％的兽类、２９％的蝴蝶和 １０％的

昆虫ꎬ成为中国热带雨林物种最为显著的生境区

域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挂牌仅 ３ 年多已发现

１９ 个新物种ꎬ其中 ９ 个植物新种、５ 个动物新种、５
个大型真菌新种ꎬ说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

有很多未知动植物有待探索ꎮ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极度濒危物种海南

长臂猿和海南特有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

鹧鸪和海南孔雀雉的唯一栖息地ꎮ 海南长臂猿是

中国特有种、海南岛特有种ꎬ仅分布在霸王岭(范

朋飞ꎬ２０１２)ꎮ 海南长臂猿个体数量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的 ２ ０００ 多只降到 ８０ 年代的 ７ 只(吴巍ꎬ
２００７)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有所回升ꎬ现存 ５ 群 ３６ 只ꎬ
绝对种群数量依然未脱离灭绝风险ꎮ 海南长臂猿

的 保 护 等 级 被 ＩＵＣＮ 评 定 为 极 危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ꎬＣＲ)ꎬ且在全球濒危灵长类物种中排第

一ꎮ 海南长臂猿作为热带雨林中的旗舰物种ꎬ其
生存状况能直观说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状况ꎮ
ＩＵＣＮ 公开数据显示ꎬ全球长臂猿的种群数量

都在减少ꎬ只有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在稳定缓

慢地增加ꎮ 海南长臂猿对海南的生物生态保护有

重要意义ꎬ对全球有保护示范意义ꎬ海南长臂猿的

成功保护可以为全球濒危物种和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可借鉴的“中国模式” “海南模式”和“霸王岭模

式”ꎮ
海南山鹧鸪的保护等级被 ＩＵＣＮ 评定为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ＶＵ)ꎬ是海南特有种ꎬ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ꎬ常见于山地雨林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ｎｔｒｎｐ.ｃｏｍ)ꎮ
海南孔雀雉ꎬ由于其张开尾羽像孔雀ꎬ收起尾

羽像野鸡ꎬ故名孔雀雉ꎮ 海南孔雀雉是珍稀濒危

雉类之一ꎬ是海南特有种ꎬ非常稀少ꎬ属中国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蒋志刚等ꎬ２０１６)ꎮ 海南孔雀雉栖

息于海南岛的热带雨林里ꎬ主要生活在霸王岭、尖
峰岭和黎母山等林区ꎮ

因此ꎬ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应该基于标

准(ｘ)(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

息地ꎬ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

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进行深入的研究ꎮ
３.３ 结论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有着优越的气候条

５８６１９ 期 黄佳欣等: 海南潜在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初探



件、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ꎬ拥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

和大量古老、濒危、特有种ꎬ是极度濒危物种海南

长臂猿的唯一栖息地ꎬ是中国热带雨林植物最丰

富的地区ꎮ 以不到 ０.３５％的国土面积保护了中国

１１.７％的维管植物ꎬ珍稀濒危植物比重大ꎬ成为中

国热带雨林物种最为显著的生境区域ꎬ有完整的

热带植被类型ꎬ动植物区系复杂ꎬ原始和特有种丰

富ꎬ具有突出普遍的保护价值和科学价值ꎬ是人类

的财富ꎮ 然而ꎬ海南作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国
内唯一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ꎬ还没有一处世界自

然遗产地ꎬ与其在国内的生态地位不符ꎮ 因此ꎬ海
南迫切需要申请世界自然遗产ꎬ助力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ꎮ 对于突出普遍价值的研究ꎬ不能仅

仅靠一篇论文ꎬ建议尽快成立申遗文本编辑团队ꎬ
进行实地调研、国际国内专家多次论证ꎬ尽快完成

申遗文本编制ꎮ
致谢　 感谢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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