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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是长期地质历史演变与人类活动多重作用下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瑰宝，但随着
人口的增加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加剧，自然与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和威胁。为了加强自然与文化遗
产方面的研究与保护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并取得巨大的效果。　　遗产保护事
业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能够提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甚至使一些原本默
默无闻的地方一夜知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展遗产保护教育有助于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增强对
地球自然资源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同时也使他们学会在世
界多样文化的背景下与其他文化共处，热爱大自然，增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这对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2联合国文化遗产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为纪念
《世界遗产公约》30周年而通过的《世界遗产布达佩斯宣言》明确指出：“努力在保护、可持续性和
发展之间寻求适当而合理的平衡，通过适当的工作使世界遗产资源得到保护，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
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Page 2



《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

内容概要

《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内容为：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名录》之
外，还有许多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遗产类型也需要我们的关注和保护。目前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
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列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许多国际组织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建立了一些国际性的网络促
进不同类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重要湿地、世界地质公园、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等就是这些“世界级”遗产的突出代表。
农业文化遗产，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
观和农业生产系统。为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4年起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5
个古老的农业系统，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在国内外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名列其中。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按照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将
在今后几年内陆续选出100～150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以促进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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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研究区概况　　1.1　云南省哈尼族及梯田分布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26个民族
的云南是中国的缩影。哈尼族是云南第三大少数民族，是集中分布在云南省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她
在云南省内也具有地域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见表1.1）。绝大部分哈尼族分布在云南南部红河和澜沧
江的中问地带，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广阔山区，主要是云南省玉溪地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思茅
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此外，还有15万哈尼族人跨境居住在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山区和缅
甸的东南部，但这些地区的哈尼族自称为“阿卡”。依据哈尼族人口密度可以把哈尼族分布区分为：
①核心区：红河县、元阳县，人口密度大于71人／km2；②过渡区：元江县、墨江县、绿春县、金平
县，人口密度大于18人／km2；边缘区：峨山县、新平县、镇沅县、景东县、景谷县、双柏县、普洱
县、澜沧县、江城县、孟连县、勐海县、景洪县、勐腊县，人口密度小于11人／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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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书
2、书本身是很好的，不知道这一本不知道是不是放太久了，封面全被磨了，都快变成灰的了
3、哈尼梯田是云南特有的壮丽景观，总体来说很好
4、非常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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