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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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