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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生境分析

巩  文  任继文  赵长青  李晓鸿
1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天水  1 甘肃省林业厅野生动物管理局  兰州

1 甘肃省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  文县

摘  要  根据 ) 年甘肃省第 次大熊猫调查资料 利用 ≥°≥≥和 ≥ ≥软件 对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生境进

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甘肃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在以缺苞箭竹为优势的下木种群森林群落中 其垂直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海拔 ∗ 处 水平分布在文县和迭部一带 竹类种群的特性 !地理环境和森林群落的完整性

是大熊猫栖息生存的 个主要综合要素 甘肃省大熊猫的生境特征基本稳定 但该区竹类种群的正态性分布和人

为干扰强度是构成其生境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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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 Αιλυροποδα µελανολευχα 是世界上极其宝贵的自然历史遗产 目前仅分布于我国的四川 !陕西 !甘

肃 省的局部山区 甘肃省仅分布于陇南市的文县和甘南州的迭部县 ∀从建国初期到 年 甘肃省大熊

猫的种群变化呈较大波动状态 ∀ 年到 年 大猫熊从 只急剧下降到 只 短短 年大熊猫种群

数量下降了 1 年平均下降近 1 ∀据 ) 年甘肃省第 次大熊猫调查 大熊猫数量较

年明显上升 种群净增长率呈缓慢的增长态势 种群的不稳定性十分明显 ∀为保护好大熊猫 加速其种群数

量的增长 申国珍等 在研究了亚高山针叶林与大熊猫地间的关系后认为 亚高山针叶林是大熊

猫适宜的栖息环境 其结构和动态规律严重影响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及进化潜力的维持 王昊对大熊猫的栖

息地利用 !种群存活力 孙继周 !邵继兴 !黄华梨 等对大熊猫栖息地竹子分类和分布等

进行了广泛研究 但对影响大熊猫生存的生境因子的量化分析报道甚少 ∀甘肃省大熊猫分布区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资源是维持大熊猫生存繁衍的基础 ∀长期对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伐木 !滥垦 !割竹 !采药等 导致了

森林面积缩小 !竹林退化 !生物多样性资源丧失的严重后果 这对大熊猫的生存与繁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

因此 对大熊猫分布区的生境进行研究 对于揭示大熊猫分布区的生态系统退化与修复机制 制定合理的保

护措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



图  大熊猫栖息与竹类下木植物群落的关系图

ƒ  ° .

2 ∏ ∏ ∏

糙花箭竹类植物群落 Φαργεσια σχαβριδα ∏

青川箭竹类植物群落 Φ ρυφα ∏

缺苞箭竹类植物群落 Φ δενυδατα ∏

巴山木竹类植物群落 Βασηανισφαργεσισ ∏

刺黑箭竹类植物群落 Χηιµανο βαµβυσα πυρπυρεα ∏

华西箭竹类植物群落 Φ νιτιδα ∏

龙头竹类植物群落 Φ δραχοχεπηαλα ∏

毛金竹类植物群落 Πηψλλοσταχηψσ νιγρα √ βενανισ ∏

石绿竹类植物群落 Πηψλλοσταχηψσ αρχανα ∏

团竹类植物群落 Φ οβλιθυε ∏

 分布区概况

甘肃省大熊猫分布于 β χ ) β χ∞ ! β χ ) β χ 之间 呈不连续的块状分布 分属陇南地区的

文县 !武都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 !舟曲 个县 ∀其地理上属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山地的岷山南支和北支高

山峡谷区 属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类型及甘南高寒湿润区 地形复杂 海拔 ∗ 物种丰富 资源垂

直自然带谱明显 ∀

 研究方法

211  材料来源

本次分析资料来源于 年 月 ) 年 月5甘肃省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报告6 ∀

212样地情况

在大熊猫分布区 海拔 ∗ 的垂直范围内 采用样线与样方结合的方法 在不同生境 主要是坡

向 !坡位 !坡形 和不同的植物群落中设置样地 ∀乔木和灌木群落样方面积 ≅ 在每个样方上按/品0

字形设置竹子样方 取样面积为 ≅ 在样方内按竹笋 !幼竹 !成熟竹 !开花竹和枯损竹分别进行株数观

测登记 ∀在样地上记录每个物种的名称 !高度 !多度 !盖度 乔木树种同时测定其胸径和树高 ∀实测样地的海

拔高度 !坡向 !坡度 !坡位 !坡形 ∀共完成植物群落样线 条 样方 个 竹子小样方 个 发现并测量

大熊猫粪便 处 遇见率为 1 ∀

213  数据处理

为便于量化分析 建立了样方 !物种和环境变

量的数据库 ∀竹类种群信息以稳定系数表达 即

竹子生长状态 ≅ 竹子盖度 ≅ 竹子平均高 ≅ 竹子平

均基径 巩文等 对定性变量因子 坡位

山脊 上 中 下 谷 竹子生长状况 无 差

中 好 竹类年龄特征 竹笋 !幼竹 成年竹

开花竹 枯死 林分起源 人工林 次生林

原始林 坡向 北坡 西北 南 坡 东北 南 坡

南坡 进行数量化分析处理 ∀多样性指数为

≥ 2 • 指数 Ηχ 丰富度指数为样地中出

现的物种数 Σ ∀

Ηχ Ε Πι Πι

式中 Πι 为第 ι个物种的相对值 即 Πι νιΠν Σ

表示样地或层中的物种数 ∀

生境量化分析采用 ≥°≥≥和 ≥ ≥统计软件进行

卢纹岱 洪楠等 ∀

在多样性和丰富度随海拔变化关系图中 将多

样性和丰富度值放大了 倍 ∀

 结果分析

311  大熊猫栖息与植被类型的关系

1 1  大熊猫栖息与优势下木种群的关系  根据

取食习性 大熊猫主要栖息在具有竹类分布的植被

群落中 ∀根据 个样地的植被类型的统计分析

中 可以看出 以缺苞箭竹 Φαργεσια δενυδατα !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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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Φ δραχοχεπηαλα !青川箭竹 Φ ρυφα !团竹 Φ οβλιθυε !华西箭竹 Φ νιτιδα 为优势种群的植物群落

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生存地 ∀在所调查的样地中 具有竹类下木的样地 个 其中有大熊猫取食 !粪便 !踪

迹 !卧穴等活动痕迹的样地 处 无竹类下木的植物群落中没有大熊猫活动痕迹 ∀大熊猫活动痕迹频率

缺苞箭竹类植物群落中为 1 !龙头竹类 1 !青川箭竹类 1 !团竹类 1 !华西箭竹类

1 其余几种竹类中大熊猫的活动痕迹为 ∀

为减小植物群落命名的复杂性对大熊猫栖息与植物群落之间关系的影响 按照竹类下木的优势度 以某

一竹种的多少为基准 对植物群落进行命名与划分 并按各类植物群落的加权数计算归类后的植物群落 用

聚类分析法对其进行分类 结果如图 所示 ∀从图 可以看出 在距离为 的水平上大熊猫栖息分为 种

类型 第 类为以缺苞箭竹类植物群落为代表的植物群落 这是大熊猫适生栖息地 第 类为以团竹类植物

群落为主的植物群落 这是一个独特的植物群落类型 第 类是以巴山木竹 Βασηανισφαργεσισ 类植物群落为

代表的植物群落 该类型为其潜在栖息地 ∀

1 1  大熊猫栖息地竹类种群稳定性  竹类种群的稳定性是影响大熊猫生存的最主要因素 ∀孙儒泳

提出 种群的稳定性包含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方面 抵抗力是描述群落免受外界干扰而保持原状的能

力 恢复力是描述群落受到外界干扰后回到原来状态的能力 × 把种群或群落的变异作为稳定性

的度量手段 ∀竹类种群的稳定性既受外界干扰因素 如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 又受内因变化因素 如开花

种群间的竞争因素 的影响 ∀竹类种群的内因变化在长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但对于以竹类为主要取食对象

的大熊猫来说 竹类种群的周期性变化 这里主要指开花周期 是其生存的重要影响因素 ∀

按照生长状态 可将竹类划分为竹笋 !幼竹 成年竹 开花竹和枯死竹 类 考虑竹种盖度 !生长状况 !高

度 !年龄特征 !下木盖度 !林分郁闭度 !割竹强度 其他干扰因素综合值等 个因素 综合分析竹类生长变化动

态 可以比较清晰 !准确地弄清竹类稳定性程度 ∀

图  大熊猫取食主要竹种不同年龄特征段分布

ƒ  × ∏ ° .

从图 可以看出 大熊猫主要取

食的缺苞箭竹 !龙头竹 !青川箭竹这

个种群 按年龄特征表现呈典型的正

态分布 种群的更新状况普遍很差 ∀

在短时期内 竹类种群的稳定性程度

较高 不会影响大熊猫的栖息生存 ∀

根据 年和 年的白水江自然

保护区白马河流域竹子两次大面积反

复开花经验 目前呈正态分布的竹类

其今后开花时将严重影响大熊猫保护

区整体竹的类稳定性 可能会使竹类

种群的稳定性降到最低点 ∀

为分析现实因素对竹类种群稳定性的影响 把竹类年龄特征 !生长状况的量化值与竹子的高度 !盖度 !生

长状况的乘积作为稳定系数 对其与林分起源 !郁闭度 !下木盖度 !林分高度 !粗度 !人为干扰强度等因素之间

的关系进行综合考虑 利用逐步回归方法 可得到稳定值与幼竹数量 Ξ !开花竹数量 Ξ !竹子平均基径

Ξ !竹子平均高度 Ξ !林分郁闭度 Ξ !竹子盖度 Ξ !竹子生长状况 Ξ !干扰强度 Ξ !林分平均胸

径 Ξ !林分平均高 Ξ 等主要因子的回归模型 Ψ 1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1 Ξ 复相关系数 Ρ 1 ∀

从回归结果看 影响大熊猫栖息地竹类种群稳定性的因子主要是竹类种群本身和林分因子两类 ∀这符

合现实情况 即竹类种群的稳定依赖于森林群落的稳定性保护 一旦这种保护种群被破坏 竹类种群的稳定

性也就被破坏 ∀

312  大熊猫栖息地随垂直环境梯度的变化情况

大熊猫栖息情况随垂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实际上是伴随竹类种群的垂直变化格局而变化 ∀竹类种群

的海拔分布状态如图 所示 ∀

林 业 科 学 卷  



从大熊猫的偏食习性与竹类种群分布综合判断 缺苞箭竹种群分布的海拔范围 ∗ 是甘肃

省大熊猫栖息生存的适生区 该范围包含了大熊猫喜食的其他几个竹种 如龙头竹 华西箭竹和青川箭竹等 ∀

缺苞箭竹种群分布的上限和下限 只要有大熊猫喜食的竹类 就成为其栖息生存的潜在地 ∀但下限栖息地人

类活动干扰性强 上限气候寒冷 给大熊猫的生存繁衍带来了诸多不利 ∀大熊猫随海拔高度活动的频度如图

所示 图 表明了大熊猫栖息生存与海拔间的依存联系 ∀

图  三个主要竹种垂直格局图

ƒ  × ∏

图  大熊猫活动频度图

ƒ  ° √ ∏

  从物种丰富度 !多样性随海拔分布趋势看 图 ! 两个指标随海拔增高而降低 ∀低海拔高物种的丰富

度和多样性与高海拔低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都不适于大熊猫的栖息生存 ∀

图  物种丰富度随海拔而变化的情况

ƒ  ≥ √ ∏

图  物种多样性随海拔而变化的情况

ƒ  ≥ √ ∏

  物种丰富度较高 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 但大熊猫赖依生存的竹类降低了种群的稳定性 低物种的丰

富度 可增强物种的单一性 使竹类种群减少 保护层消失 ∀大熊猫栖息于物种丰富度的中尺度范围 这于甘

肃省第三次大熊猫普查所得观点 ) ) ) 大熊猫对针阔叶混交林生境的选择性最强一致 ∀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大熊猫主要生境进行综合分析 可知 个主要因子分为 类 第 类是影响大熊猫

生存的食物因子 第 类是地理生存因子 第 类是其他物种因子 ∀这 类因子对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和建设

工程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

313  大熊猫生境的综合评价

以上就大熊猫生境几个方面的情况分别进行了探讨 ∀文中利用稳定系数这一基本指标 对甘肃省大熊

猫生境综合质量进行了判定评价 结果见表 ∀

若以稳定系数 为分界线 以系数 为一个等级进行划分 为极不稳定 ∗ 为不稳定 ∗

基本稳定 ∗ 为稳定 为很稳定 ∀由表 可知 甘肃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地 文县 的生境状况处于基

本稳定状态 ∀迭部 !武都和康县三地的竹类群落稳定性优于文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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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生境综合评价

Ταβ . 1  Εϖαλυατινγ οφ Γιαντ Πανδα. σ ηαβιτατσιν Γανσυ Προϖινχε

稳定系数 ≥ ∗ ∗ ∗

稳定性评价

≥

极不稳定 不稳定 基本稳定

√

稳定

≥

很稳定

∂

大熊猫栖息地 县

°

∏

宕昌 ⁄

卓尼 ∏

岷县 ¬

文县 • ¬ 武都 • ∏ ∏

迭部 ⁄ ∏

康县 ¬

 结论与建议

甘肃省大熊猫栖息生存受取食因子 !地理因子和森林群落因子三类主要因子的影响 ∀竹种群落自身

因子的变化和森林群落的质量是大熊猫赖依生存的竹类种群稳定的基础 ∀

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主要分布在以缺苞箭竹为优势种群群落的生境中 垂直活动范围集中在海拔

∗ 间 ∗ 和 ∗ 两个垂直带可以是大熊猫的潜在栖息地 水平分布上主

要集中在文县 在迭部林区也有少量分布 ∀

大熊猫栖息地呈破碎化分布 栖息地间人类活动带宽 !干扰强度大 ∀这对行动迟缓 !种群数量少繁殖

能力弱的大熊猫来说 直接影响其种群活动 !交流 !生存和繁殖 ∀

当前甘肃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地的竹类种群生境基本稳定 对大熊猫的栖息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 ∀但

应该看到 这种稳定性具有很多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稳定性处于边际状态 任何

不当的人为措施都可能使大熊猫生境退化到不稳定状态 二是目前大熊猫栖息地的竹类在其生长特征上表

现为正态分布 这在未来竹类开花时会造成竹类种群的不稳定 ∀

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在交通不便 经济落后的山区 这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元 低于全省 元的平均水平 甘肃省统计局 ∀但这里资源丰富 气候条件好 森林资源较多 应加

强经营理念的转变 积极调整经营结构 积极试行森林经营补偿制 把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与广大农民的切身

利益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降低对大熊猫生境的干扰 为大熊猫的生存繁衍

创造有利条件 ∀

把/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工程0 !/天然林保护工程0 !/退耕还林工程0等重大生态工程与野生动物保护工

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确保大熊猫生境的稳定性和优质性 ∀加强大熊猫栖息地竹类开花的预警性研究 以便及

早提出应对措施 有效减少大熊猫存在的潜在危机 ∀

在文县和迭部两地区 建立连续大熊猫廊带状保护区 为大熊猫的生存提供优质生境 ∀

用 ≥系统 加大大熊猫生境动态研究 及时掌握其生境变化 为制定和及时调整大熊猫优质生境方

案提供科学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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