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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生态及自然保护

【摘要l本文介绍了伦敦的城市

生态及自然保护状况，及其开展

的一系列生志工程建设。在认识

到生态学原理在城市规划中的重

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在城市内部

建立新生境的新概念厦其管理，

建植方法。最后作者从中得出对

我国城市生态建设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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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是和一些

旷野地或人类影响不深的地方联系杠一起；

但伦敦却不尽相同，它的自然保护与其都市

繁忙的街道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交通拥挤的

中心地段，也可能看到去中央公园觅食的苍

鹭暂歇在屋顶上；或可能看到茶隼鹰带着食

物飞向筑巢在舰队人街屋檐下的小鹰。离中

心区稍远一些，这种现象更明显。Hackney

大街附近有鸬鹚，Dulwl ch有啄木鸟，

Gre饥wich有野生热带兰。即使n：伦敦建筑

物高度密集的地区，仍保留着一些大自然的

风貌。大伦敦地区包括了人片开敞空间，尤

其在市镇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使野生动植物

得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

大量的反映野生动植物的电视节目表

明，战后英国对大自然的，∈趣大增，同时许

多人开始意识到环境『口J题。

1伦敦的自然保护

相对伦敦700万人口来蜕，其野生动植

物的拥有鼍相当可观，包括100多种定期住

大伦敦地区繁殖的鸟类和st．Paul境内2000

多种植被。稍大型动物有狐狸、獾、鹿等，

但其他许多种类往往出现在自然栖息地保

留完好的地区。

几个世纪以来，伦敦一直在向外扩张．

周边一些多村逐括被城镇替代。近150年

来，这种城市化进程加剧。许多边远村庄、

小城镇被纳入城区，组成了如今的大伦敦

都市圈。虽然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并不是所

有多村都演变为城市了。在都市氛围中，依

然保留着砦自然区域，如森林、河流、公

用草地、常绿灌木林和农场。这些相对较自

然的地方，是伦敦大部分野生动植物栖息

的重要场所。

大部分野生动植物只能存某种特定栖息

地中生存，这就不难发现大量的野生动植物

包静晖王祥荣

集中分布在伦敦外围，网为那里的栖息地范

围较大。向城市中心区靠近，就会发现和这

些自然栖息地相关的英国本地动植物种类逐

渐灭绝。最先消失的是那些对栖息地质量要

求较高的物种；而那些能够在废弃地或人工

种植、严格管理的栖息地中幸存的物种尚能

保存下来。

这样的物种很少，仅有少量的植被和一

些野鸽子。鸟类的分布清楚地表明r栖息地

的分布．它往往和森林、灌木林或湖泊联系

在一起，说明在市镇内部硬质建筑环境中物

种很难生存，仪有少量鸟类的巢筑彳E城市的

办公楼戒繁华大街上。在城市内郭其物种数

平均仅有30种，而在绿带范围内，物种数超

过80种。

所以说，伦敦，f生动植物的丰富度主要

依靠半自然栖息地的存在。之所以称为“半

自然”，是因为这些地方在人类行为下涉以

前保留有自然植被的痕迹．但同时又被人类

大大地改变r，不能再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

冉然。重要的自然栖息地主要有以下3种。

①古森林

古森林是重要的栖息地之一，是传统的

木材生产基地。古森林的首要特征是其树龄

较长，一般有儿百年，这就给鸟类、蝙蝠及

昆虫提供r特殊的栖息地，尤其吸引那些类

似啄木鸟的筑巢鸟类。一些已死和将死的占

树也给一些稀有和不同寻常的昆虫创造了一

个必要的栖息地。

@沼泽地

据伦敦自然史记载，19世纪早期依然保

留有许多_j召泽地。寨暗士河沿岸经常可以看

到小山雀，这些鸟类的生存就必须有大范围

的芦苇床和沼泽地支持。今天，这样的地方

已保留不多。大部分沼泽地已被改建为房屋

或』=业用地。泰晤十河沿岸也筑r河堤。

④灌木林和公用草地

·些街道的名字常常使人同想起这里

以前曾有大片的灌木林和草地，在城r}『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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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现已币复存在，且¨使在伦敦巾心

区保留下来的一些丌敞草地也已渐渐失

去其自然特征。由于缺少放牧，一衅灌

木林已演变为柞木林，许多曾牛活在灌

木林中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正濒临灭绝。

即使有些地方还保留有灌木林的遗迹，

但真正意义上的灌木林在伦敦已不复存

在了。

虽然这些小片半自然生境中的物种

量不能和那些大范围、不受人为干扰的

自然乡村地区相比，但伦敦生境的范围

及物种量已相当可观。总的说来，从自

然保护这个角度来看，大伦敦地区的半

自然生境是物种来源的一个重要基地。

当然，半自然生境也包括‘些纯粹

人工营造的环境，这些地方能维持大量

的野生动植物牛存。最好的例子就是一

些不用的深坑和水库已成为水生动植物

良好的栖息场所。通过创建大量新的人

工湿地，使近年来自然湿地的减少得到

了平衡。如上个世纪建造的weish Harp

水库目前已改连为一个成功的人T湿地

系统。许多其他的小水体也表明，即使

是一些原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也能转变

为有效的自然保留地．如某一水处理公

司遗留fi的一系列作为滤床的水泥罐现

在已长满芦苇、水草等，完全是通过自

然演替的。另外还有维多利亚墓地自然

演变为次舡林；铁路沿线成为许多野生

动植物重要的避难所。这些人工生境n：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量自然生境的丧

失，尤其在伦敦中心区，其重要性更加

显著。

值得重视的是，和城市相比郊区公

园和花园中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更丰富。

一般来说，呜类种群更适合生活在郊区

环境中；但近年来，一些鸟类开始飞回

伦敦中心区，这在很大程度卜应归功于

鸟类保护法的颁布，大量鸟类喂养园的

出现也起着一定作用。

除了本地的动植物外，伦敦也受到

大量外来物种的拓殖；尤其是数年来不

经意中引入的植被。源于叶1国的

Buddleja现在几乎可以在伦敦的任何‘

块废弃地中看到，尤其在建筑群中，其

拓殖相当成功。另一种已有90年历史的

前胡属杂草，它能长到12米高．近年来

伦敦地区河岸边长满了这种草。但这种

植物带来严重的问题，它币仪替代、破

坏了其他沿岸植被的牛存，而且对人类

健康有危害。特别是孩子们，如果接触

它，会起水泡和引起严重的皮肤炎症。所

以说，并不是所有物种都是惹人喜爱的，

必要时要摔制一r，以免其成为天敌。

1955年英国成功从加拿大引入鹅，2后

一些公园管理员开始抱怨，过量的饲养

引起公园水体的恶化。

2伦敦的生态规划

1 980年代，大伦敦议会(Gre at

L0nd叩council_简称GLc)提倡开展生

态T程项目，目的是在规划中要考虑生

态因素，这给伦敦带来了新的规划前景。

作为当时的规划决策权威，GLc负责人

伦敦地区的总体规划，为伦敦备区的地

方规划提供政策框架。由于伦敦大部分

规划决策取决于各医地方政府，这就要

求总体规划提供恰当的政策指南。1976

年通过的大伦敦发展规划(Greal L0ndon

DevelopInent Pl锄，简称GLDP)，其中没

有涉及到自然保护或生态方面的内容，

但其中许多政策都和绿带．都市开阔地

和城市中开敞窄间的保护息息相关。

1983年，GLC发表了Gu)P的修改

草案，增加了生态这一章，并n淇他各
郎分中相应添加了生态政策。此次修订

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

①市政当局应划出重要位置作为

自然保留地，一些最好的地点应依法作

为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大伦敦地区中重

要的野生动植物点，包括自然保护委员

会(Nature conservancy c咖ncil，简称

Ncc)认定的特殊科学兴趣点(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cs【，简称sssI)，

法定的地方性自然保护区和其他一些生

态敏感区；

②邻近地区的发展不应给这类自然

保护区带来不利影响；

④市政当局应该留出生物通道．形

成开敞空间的网络结构：

④在鉴定自然保护区重耍性时，不

仅要考虑其崮有的生物价值，而且要考虑

其带给当地社【蔓潜在的灵括性和娱乐性；

⑤最后一项最基本的建议为．限制

那些由非感潮河流形成的冲积甲原的进

一步发展，为的是减轻这衅河流的淤积

37

救应，减少洪水暴发的可能性。

除了提供整个规划框架外，GLc对

·屿重要的自然保留地提供专家建l波，

这其中包括公众需求。在chlswick附近

有一块废弃的铁路用地，已自然形成了

桦术林。虽然这不是一个建市很久的栖

息地，但对当地居民来说，在伦敦西部

再也找不到比其更合适的柄息地了。也

许此栖息地位置不太恰当，但考虑的重

点放在当地居民的需求上。而币是传统

的想法认为自然保留地应该用来保护濒

危物种，保持物种的丰富度。

除r在规划决策中添加生态内容

外，GLc倡导枉现有开发过程中加入自

然保护。在泰晤士河旁新居民开发过程

中就保留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尤其是一

些婉蜒的河道和小岛。许多水利工程的

设计中也考虑了当地原有的自然情况，

即使在建筑中心区也要考虑划出一定范

围作为保留地。

伦敦许多区已建立自然保留地，但

大部分小正规。伦敦村蘸当局有权指定

地方性自然保留地，并且专f J为其制定

地方法，更好地提供长期保护和有效管

理。有些地方其野生动植物并不丰富，但

市镇规划者意识到其作为半自然保护区

的潜在价值。一旦确定，市镇当局就会

召开公众会议，建靠维扩·该地区的管理

机构。此机构包括来自当地社团、学校、

自然学家(包括专业和业余的)和居民的

代表。通常·些市镇领导，规划处官员

也积极加入。

建立自然保留地(尤其是法定的)要

获得Ncc地方办事处的认“r．它是对

自然保护负责的国家机构。Ncc负责

法定的特殊科学兴趣点的建立．目前大

伦敦地区已有26个这样的点，包括半自

然和人工栖息地．其重要性在于它们的

地理趣味性。Ncc一般给自然保留地

提供专家建议，对由伦敦市镇当局所做

的规划做出评价，同时也对保护濒危物

种提出对策。

自然和人工柄息地，包括其中丰富

的动植物物种是自然保留地必要的成

分。虽然它们的分布和丰富度已为人知

晓，但要进一步发展自然保留地，尚需

更综合的知识和更深刻的理解。将这些

信息综合分析，有助于规划当局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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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自然保护做出恰当的考虑。GLc提

出要对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栖息地做·个

复杂的调查，该项目1984年由野生动植

物信托机构实施。凋查过程中搜集到的

信息输入计算机数据库巾，对其分布和

质量做复杂分析。

总之．规划过程中由GLc提出的一

整套自然保护方法包括多个因素。首先

是政策的颁布；其次需要对整个伦敦的

栖息地和物种源有一个全面r解；第

三，需要·些和城区相关的新标准来决

定哪些地方对整个伦敦来讲是真正重要

的，一些公众需求也应考虑进去；最后

要确保获得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从调查

中获得的信息将指导市镇当局确定生态

重要性，对特定栖息地和物种做出必要

管理。

3栖息地的管理

如果要保持野生价值，伦敦的大部

分自然保留地需要管理。其主要原因有：

第·，大部分栖息地不是处于一种自然

平衡状态，而是一直在多种形式管理下

才维持了特定的状态，一旦放任，它们

就会渐渐改变，最终成为无价值的栖息

地。如原本用来放牧的灌木林，现很少

使用，很快就会被新的树种替代。随着

灌术林的消失．一些相关的物种也会灭

绝；第■．由于人类的直接影响，栖息

地也需要管理。那些向大部分人开放的，

作为日常研究用的自然保留地，需要特

殊的管理条例。如在敏感栖息地设有永

久通道，不干扰其中野生动植物的生活

习性。

栖息地的管理不仅在于自然保护，

更需要关心该地区巾的半自然植被。议

会负责管理伦敦地区一系列这样的柄息

地，包括古森林、温地、草地和灌木林。

在管理过程中，发现需要一套具体的管

理方案与保护目的相适应。议会的生态

部也给伦敦市镇的栖息地管理和志愿者

组织提供专家意见。以oxleas森林为例，

它是泰晤士河以『牵j最具价值的古森林之

一，主要由橡树林组成，具有丰富的野

生动植物物种。管理者严格控制橡树的

长势，长到成熟后就将其砍伐为圆木，保

留成片的矮林，它对大量野生动植物来

说是适宜的栖息地。砍下的阋木故在原

址加强r该地瓦的野生价值；死r的木

头特驯吸引昆虫和真菌，反过来又给其

他物种提供了食物。正是在这种管理体

制下，才保证了该栖息地的价值。不同

的栖息地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没有统

·的模式，只要达到保持价值的目的，它

就是一套好方法。

4创建新栖息地

一般认为自然保护是对那些野生动

植物价值较大的地方给予保护，毫无疑

问，在农业集约化和其他新开发活动的

压力下，这种保护是需要的。但近年来．

在城市地区出现了新现象，即在原来野

生动植物较少的地方创建一个完全新的

栖息地。

GLc鼓励扯合适的地方创建新栖息

地，由其生态部提供技术建议。议会也

积极加入到Ⅺngs cross附近的c姗1ey
大街自然公园的创建中，并且给类似的

其他区域的开发提供资助。其中大多数

信贷必须求助于生态公园信托机构，它

最先提出人工创建生态公园的概念，早

在1977年就建立了wiui帅c11nis生态
公园，这表明，在小片废弃地上建立自

然植被群落又快义便宜。创建。个合适

的环境就会带来人量的动植物，现在

wⅢi锄cunis生态公园里有350多种植
被和200多种珍稀物种。该公园建在伦

敦中心建筑群中，公园里的池塘完全是

人工化的，但引入的水生植物长势很快，

现在已表现出自然特征。

一般来说，一个自然公园应包括一

个由芦苇，草地包围的池塘、人量的植

被．鸟类、昆虫、小型哺乳动物和两栖

类动物(青蛙、蟾蜍等)，还应建立小型研

究中心。

野花草地的创建需要另一套专门技

术。一般来说，要求·个新草地的结构

与组成和创建已久的半自然草地一样是

不大可能的；但其可以是一个吸引野生

动植物的草地。人工建植时往往采用混

播技术，混播种了应具有种类多、分布

广、多年生等特性，最好能散布到地F。

吸引昆虫的色彩斑斓的花种比例要高，

避免使用那些侵占力、竞争力强的物种，

且所选种类应法较易出茅。考虑到草种

便宜，购买方便，耐刈剪、放牧、践踏，

它们一般占据地被植物的60％。

5伦敦的未来

城市的自然保护仅在近10午才被英

国接受，但这·新概念却在短期山产生

了深玄q的影响。态度的改变引起行动上

的变化，无数地方组织对改善城市环境

质量的情绪都很高涨，新运动推动力来

源下深埋在都市人心底的对大自然的渴

望。今后将会发生什么，主要取决干公

众实体和志愿者组织的合作，以及新方

法的推广利用。

6结束语

通过对伦敦生态和自然保护建设的

认识，笔者认为从中得到的启示主耍有

以下3点。

第一，城市规划要运用生态学观

点，充分考虑区域原本自然环境条件，使

规划要素与生态条件相协调，处理好人

与自然，现实与将来的关系，为人类创

造一个安全、舒适、和谐的生态环境；

第二，对自然保护慨念的理解应进

一步扩大，不能只局限于那些原本野生

价值大的区域，城市中也有创建自然栖

息地的可能性，而且已证明这种做法是

成功的，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起着积

极有效的作用，给都市人带来重回大自

然的感觉；

第三，要提倡公众参与，提高全民

环境意识，积极投身到城市生态建设

中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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