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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大熊猫数量及栖息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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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的调查表明，甘肃省野生大熊猫（1#,)*(2(3 4%,+$(,%)5+）现有 ((’ 只，分布在文县 ("%
只、迭部县 (( 只、舟曲县 ( 只和武都县 ! 只。栖息地呈互不相连的 # 块，总面积( )!’*%# +,!，其中白水

江保护区( (-#*(- +,! 、迭部县 #()*.( +,! ，为 ! 块面积较大的稳定栖息地，其余 % 块为面积很小、不稳定

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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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进行的第一次调查认为甘肃

省有 %") 只大熊猫（1#,)*(2(3 4%,+$(,%)5+），栖息

地面积 ! %$’ +,!，分布在迭部、舟曲、文县 % 个

县的 (# 个乡镇，有 % 个不连续的分布区，即：迭

部县的多儿沟和舟曲的拱坝河上游、文县的白

水江 南 岸 大 部 分 区 域 和 白 水 江 北 岸 尖 山 一

带［(］。(.)$ & (.)) 年进行的第二次大熊猫调查

认为 甘 肃 省 的 大 熊 猫 有 .- 只，栖 息 地 面 积

( (%(*)# +,!，分布在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文县尖山一带!。此后，国家开始实施

大熊猫及栖息地保护工程，对大熊猫及栖息地

加强了保护。为了评估大熊猫及栖息地的保护

效果，掌握大熊猫及栖息地的变动情况，国家林

业局于 (... & !""% 年组织实施了全国第三次

大熊猫调查工作，本文是甘肃调查队对甘肃省

""""""""""""""""""""""""""""""""""""""""""""""""""""""""""

大熊猫数量及栖息地现状的调查结果。



!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遵循国家林业局制定的《全国第三

次大熊猫调查技术方法》。野外收集数据的所在

地理位置用 !"# 定位，数据分析采用 $%&’()* !+#
,-. 软件。

野外数据收集采用样线法，调查区分成重

点调查区和一般调查区两级，样线的密度为重

点调查区 . /0. 1条，一般调查区 2 /0. 1条。

通过调查发现的大熊猫痕迹点和森林植

被、竹子状况、地形特点等确定栖息地范围。

采用“移动距离 3 咬节综合分析法”估计

大熊猫数量，即先以距离为区分机制进行区分，

任何两痕迹点间距离超过距离域值，即判为异

只，对不超过距离域值的痕迹点再以咬节区分，

如果咬节平均值之差超过 . 00，则判为异只。

最后得到的异只个体数，就是大熊猫的数量!。

采用的距离阈值为：痕迹新鲜程度 4 5 6，距离

阈值 5 /0；痕迹新鲜程度 5 7 , 6，距离阈值 5-8
/0；痕迹新鲜程度 9 7 58 6，距离阈值 .-8 /0；痕

迹新鲜程度 : 58 6，距离阈值 ,-8 /0。计算过

程由计算机完成，计算程序由北京大学王昊博

士编制。

密度计算利用 $%&’()* !+# ,-. 软件中的空

间分析模块进行。

野外工作时间为 .;;; 年 9 月 7 .;;5 年 <
月，调查范围在东经 5;,=;5> 7 5;8=98>，北纬 ,.=
,2> 7 ,9=,?>之间，包括文县、武都县、康县、宕昌

县、舟曲县、迭部县、卓尼县、临潭县、岷县等 <
个县的 9@ 个乡镇。调查区域内有 , 个保护区、

5@ 个国营林场。共完成调查样线 5 ,,. 条、记

录生境点 2 <58 个，发现大熊猫活动痕迹 ,8?
处，测 量 大 熊 猫 粪 便 样 品 .28 份。调 查 面 积

9 ,,. /0.，其中重点调查区5 ??2 /0.，一般调查

区 . 882 /0.。

" 结 果

"#! 栖息地 通过分析确定甘肃省大熊猫的

栖息地为 8 块，互不相连，由南向北分别称之为

白水江、尖山、曹家河、插岗梁和迭部栖息地，地

理位置为东经 5;,=.<> 7 5;8=.8>，北纬 ,.=,2> 7
,,=8;>之间，总面积5 @.?-,8 /0.，行政区划上属

陇南地区的文县、武都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

迭部县、舟曲县（图 5）。

图 ! 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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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 A 大熊猫的保护生物学：数量调查、栖息地利用和种群

存活力分析 A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A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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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江栖息地是最重要的一块栖息地，位

于摩天岭北坡文县境内，大部分属甘肃白水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行政区划属石鸡

坝、铁楼、上丹、刘家坪、店坝、范坝、碧口等 ! 个

乡镇。范围是从石鸡坝乡岷堡沟起，沿摩天岭

自西向东到碧口镇山王庙止的狭长地区，包括：

石鸡坝乡岷堡沟的椒树湾沟；白马河流域的大

黑沟、邱家坝、西沟、冯家山、黄土梁、汗林沟、倒

兑沟、寨科桥、草河坝；丹堡河流域的阳山河、阴

山河、立仲沟、岔沟；让水河流域的攀葛河、深

沟、七信沟、东沟、对树沟、正沟、高桥沟、竹园

沟、黑阴沟、银厂沟、渭沟，以及碧口镇李子坝

等。地理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 ( +,%)*’之间。面积" "&)-"& ./,，占甘肃

省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 &+-01。形状长条

形，东西长约 "## ./，南北宽 "# ( +# ./。

尖山栖息地是文县境内的另一块大熊猫栖

息地，孤立于白水江北岸，大部分为文县尖山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地理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0’ ( ++%#"’之间。面积很

小，仅 +&-") ./,，占甘肃省大熊猫栖息地总面

积的 ,-#1。

曹家河栖息地是甘肃省惟一一块属秦岭山

系的栖息地，位于武都县枫相乡境内，范围包括

曹家河和周边的部分林区。地理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 ( +,%)0’之间，面

积也很小，仅 )#-)# ./,，占甘肃省大熊猫栖息

地总面积的 ,-01。

插岗梁栖息地位于舟曲县境内，范围包括

插岗乡嘎尔沟、片片沟和拱坝乡的张麻子沟。

地理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
( ++%+"’之间，面积 )&-&+ ./,，占甘肃省大熊猫

栖息地总面积的 +-"1。

迭部栖息地是甘肃省另一块重要的大熊猫

栖息地，位于甘南州迭部县多儿乡、阿夏乡境

内，范围包括迭部县多儿沟的工布龙、后西藏和

阿夏沟娄纳、兴达吕瓦、大板、克浪一线。地理

位置为东经 "#+%,*’ ( "#+%)!’，北纬 ++%$#’ ( ++%
)#’之间，面积 )"0-*" ./,，占甘肃省大熊猫栖息

地总面积的 ,0-$1。

!"! 大熊猫数量 对调查收集到的 +)! 份大

熊猫粪便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甘肃省大熊猫数

量是 ""! 只，其中文县 "#+ 只，舟曲县 " 只，武

都县 , 只，迭部县 "" 只；以栖息地计数是白水

江 "#, 只，尖山 " 只，曹家河 , 只，插岗梁 " 只，

迭部 "" 只；以保护区计数为甘肃白水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0 年建）"#, 只，文县尖山自然

保护区（"**# 年建）" 只，武都县裕河自然保护

区（,##, 年建）, 只，舟 曲 插 岗 梁 自 然 保 护 区

（,##+ 年建）" 只，保护区外 "" 只。

!"# 大熊猫密度 利用 2345678 9:; +-, 软件

的空间分析模块计算大熊猫的密度等级时，为

了使得到的密度块尽可能保持连续，选择 0 ./
为搜寻半径，同时把密度等级确定为 #-##" (
#-#") 只<./,、#-#") ( #-#&) 只<./,、#-#&) ( #-)
只<./, + 个级别，#-##" 以下和无数据均以无大

熊猫处理。

通过计算，得到甘肃省大熊猫的密度等级

（图 ,）显示插岗梁、尖山、曹家河 + 块小栖息地

大熊猫的密度都低，在 #-##" ( #-#") 只<./, 的

密度区间内，迭部栖息地的大部分区域密度也

在该区间，只在阿夏综合工段和多儿工布龙出

现了 #-#") ( #-#&) 只<./, 的密度区间，而白水

江栖息地的大部分区域处于 #-#") ( #-#&) 只<
./, 的密度区间，在南侧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是

比较高的 #-#&) ( #-)## 只<./, 的密度，这一带

是白水江保护区的腹地。

# 讨 论

在分析收集到的痕迹点时，发现迭部县旺

藏乡曹世坝沟的 , 个食迹点、舟曲县武坪乡小

草坡（沙滩林场）和插岗乡嘎尔沟各 " 个食迹点

孤立而且陈旧，且与其它痕迹点之间没有好的

植被相连，认为是大熊猫偶然所留，而不是大熊

猫目前“觅食、活动和繁衍后代”［,］的地方，因

此，不作为栖息地对待。

在确定的 ) 块栖息地中，白水江和迭部栖

息地面积较大，栖息地大熊猫数量较多，而且与

四川省的栖息地连成一片，今后可能保持稳定

或 发展，而尖山、插岗梁、曹家河+块栖息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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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甘肃省大熊猫密度等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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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大熊猫数量很少，面积很小，而且与其它栖息

地隔离，属于不稳定的或临时性的栖息地，随着

在这 ! 块栖息地上生存的 " 只大熊猫的迁移或

死亡，栖息地也会消失。#$%% 年尖山栖息地有

" 只大熊猫生存，现在剩下 # 只，说明这个孤立

的小种群正在灭绝。在资金、人力等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甘肃省大熊猫保护工作的重点应该

放在白水江保护区和迭部县。

利用 &’()*+, -./ !01 软件计算大熊猫密度

时，没有把相邻的四川省境内的大熊猫计算在

内，这样会导致省界附近的密度比实际的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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