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 ’()*$+, (- .((,(/0 !""#，$"（#）：#% & ’"

中国大熊猫保护战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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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大熊猫（1#,)*(2(3+ 4%,+$(,%)5+）当前的生存状况，包括种群数量、密度、栖息地及其周边社区

环境，分析了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严重的人为干扰造成大熊猫种群的孤岛状态；（!）竹子开花

依然对大熊猫种群构成威胁；（*）社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并提出了大熊猫保护的基本方

针和战略目标：（(）形成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减少永久性工程对大熊猫活动的阻隔；（*）统筹发展社

区经济，积极实施社区共管；（$）实施圈养大熊猫放归。文中指出了为实现这些方针和目标所需采取的

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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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1#,)*(2(3+ 4%,+$(,%)5+）是我国特产

的古老珍稀兽类，面临极危境地，近半个世纪以

来，一直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

十分重视，并投入巨额资金研究保护大熊猫，极

力阻止或延缓大熊猫的灭绝［!］。本文从大熊猫

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了我国保护大熊猫所面

临的 * 个主要问题，并从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出

了大熊猫保护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目标。

8 大熊猫现状

898 大熊猫栖息地 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

结果表明!，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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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



为! "#$ %%& ’(!。大熊猫分布的六大山系中，岷

山栖息地面积最大，为%)# "&" ’(!，占整个大熊

猫栖息地面积的 $&*))+（表 &）。全国有大熊猫

自然保护区 $# 个，总面积为! &,- ,.# ’(!，占全

国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 $-*!)+。监测结果

表明，在自然保护区内部，人为活动对大熊猫种

群的干扰是最小的。保护区内比保护区外放牧

干扰下降了 --+，采药干扰下降了近 .-+，割

竹挖笋干扰下降了 -#+。这些结果表明自然

保护区对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的保护是卓有成

效的。

表 ! 大熊猫栖息地面积

山 系 面积（’(!） 占总栖息地比例（+） 备 注

秦 岭 "-! %&$ &-*"& 陕西、甘肃

岷 山 %)# "&" $&*)) 四川、甘肃

邛崃山 )&# &!! !)*$, 四川

大相岭 .& #!) "*-! 四川

小相岭 .# !#$ "*$. 四川

凉 山 !!# $&! %*-) 四川

!"# 野生大熊猫种群与密度 全国野生大熊

猫的种群数量为 & -%) 只（四川省 & !#) 只，陕西

省 !," 只，甘肃省 &&, 只），种群密度为 #*#)% 只

/0(!（四川省种群密度 #*#). 只/0(!，陕西省种

群密度 #*#,. 只/0(!，甘肃省种群密度 #*#)$ 只

/0(!）。$# 个自然保护区中有大熊猫 %.) 只，占

全国大熊猫总数的 )&*,.+，保护区内大熊猫

种群的平均密度为 #*#%- 只/0(!。

!"$ 大熊猫分布区周边社区状况 我国有 $-
个大熊猫分布县（市、区），面积共计&-# #)& 0(!，总

人口为& #,-*&万人。大熊猫分布在偏远山区，

交通不便，人居生活条件艰苦，粮食产量低，不

少是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农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是农业和林副业，人均年纯收入& )&-
元。放牧、采药、割竹挖笋、开矿、修路等生产活

动，一直是山区农民获得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上山放牧、采药和割竹挖笋的人越来越

多，范围逐步深入到中高山地区，对大熊猫的生

存构成较为严重的干扰和威胁。

# 面临的问题

#"! 人为干扰造成了大熊猫种群的孤岛状态

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结果表明，人类活动

对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的干扰远比自然因素干

扰的频率高和强度大（表 !）。四川省大熊猫栖

息地受到人为干扰的排序前 $ 项为放牧、公路、

割竹挖笋和采药，其中放牧、割竹挖笋和采药等

干扰所产生的影响大多是暂时或可恢复的，但

公路的干扰和影响则是长期而不可逆转的。特

别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扩大，修建了

较多的封闭高速公路、高山围堰水库和水电站

等大型工程，已造成部分大熊猫栖息地和种群

之间交流的人为阻断［& 1 )］。如：国道 &#. 线的

修建和沿线的森林采伐，使邛崃山与大相岭栖

息地之间的最小隔离距离约 ",*- 0(；金口河区

的工农业开发使大相岭和凉山栖息地之间的最

小隔离距离约 "" 0(；成昆铁路的修建和沿线的

森林采伐使小相岭与凉山栖息地之间的最小隔

离距离约 $" 0(；北川至茂县公路的修建使岷山

山系内部大熊猫栖息地在公路沿线明显断离，

最小隔离距离约 &$*$ 0(。

#"# 竹子开花对大熊猫食物的影响 竹子是

大熊猫的主要食物资源，大熊猫取食竹子受各

种竹类的分布和生长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竹

子定期开花枯死的这种生物学特性，给大熊猫

的生存带来很大影响。虽然大熊猫在长期的进

化过程中已经适应了竹子定期开花枯死的特

性，但由于公路和城镇等障碍的阻隔，使大熊猫

在竹子大面积开花时，很难长距离迁移到适栖

的生境中觅食，因此造成大熊猫食物严重缺乏。

而且，这种周期性的竹子开花特性，随着山区经

济的日益发展，对大熊猫种群的影响将会越来

越大。

#"$ 社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 大熊猫栖

息地周边社区一般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

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采集林副产品，如野生药材、

野生蔬菜和野生竹笋等。这种为了生存需求的

人为活动在大熊猫分布区非常普遍，由此造成

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最为常见而持续，而且

在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更为突出。这

些产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给大熊猫栖息地造成

很大的破坏。社区发展与大熊猫保护之间存在

·.-· 动物学杂志 !"#$%&% ’()*$+, (- .((,(/0 $# 卷



着矛盾和冲突，造成二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

保护大熊猫栖息地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周

边社区对林副资源和产品的开发利用；二是大

熊猫栖息地受到良好的保护后，会使其他一些

野生动物数量上升，有可能导致对周边社区老

百姓农作物的破坏，甚至伤及老百姓的人身安

全。

表 ! 影响大熊猫生存的自然和人为干扰因子排序

省份 人为因素干扰顺序 自然因素干扰顺序

四川
放牧、公路、割竹、采药、耕种、

偷猎、开矿；

竹子开花、滑坡、火

灾；

陕西
公路、放牧、采药、耕种、割竹、

偷猎；
竹子开花、滑坡；

甘肃
放牧、采药、耕种、公路、偷猎、

割竹；

竹子开花、滑坡、火

灾；

" 大熊猫保护战略目标

为了解决保护大熊猫所面临的问题和改善

大熊猫的生存状况，未来 !" 年，我国大熊猫保

护的战略目标应当是：

（!）形成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 根据目前

所建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数字推断，未来 !"
年，全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将达到 #$ %
&" 个，保护区总面积将达到 ’"" 万 ()*。这些

保护区将相互连接形成几个大的保护区群，扩

大大熊猫的栖息生境面积，减少生境破碎化和

岛屿化对大熊猫生存造成的威胁和影响［$］。

（*）减少永久性工程对大熊猫活动的阻隔：

永久性工程对大熊猫种群的威胁和影响是长

期的，有时是毁灭性的。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

各级政府在快速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应注重

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在修建封闭的高速

公路、围堰水库、引水渠和水电站等永久性大型

工程时，应考虑设计和修建一些穿山涵洞、廊

桥、生物通道或生物庇护带，为大熊猫的迁移扩

散创造条件。

（’）统筹发展社区经济，积极实施共管工

作： 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大熊猫保护

同当地社区经济发展协调统一，积极开展和推

进社区共管工作，做到社区经济和大熊猫保护

的协调发展，在保护好大熊猫栖息地的同时，尽

力改善和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另外，国

家扶贫项目应当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为当

地老百姓建造沼气池和节材灶提供资金补助。

以减少大量砍伐薪炭材给森林资源和大熊猫栖

息地带来的破坏。

（+）实施圈养大熊猫的野外放归： 进一步

加大人工繁殖大熊猫的科研力度，力争使我国

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 ’$" % +"" 只，形成一

个稳定的圈养大熊猫种群。在开展人工饲养大

熊猫野外放归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我国大

熊猫野外放归计划，恢复和复壮处于危险边缘

的大熊猫小种群。

# 解决途径与保护方案

#$% 解决途径

（!）完善《中国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

!,,!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

地工程》，经过近 !" 年的实施和建设，有些已经

基本完成（如新建 !+ 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有

些仅完成一部分（如完善 !’ 个已建的大熊猫自

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外大熊猫保护管理站的

建设），有些还没有完成（如大熊猫保护走廊带

建设）。根据最新大熊猫调查的结果，应当尽快

批准和实施新的《中国大熊猫保护工程规划》，

以便为今后保护大熊猫提供建设依据。

（*）制定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栖息地保护

管理政策： 大熊猫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保护

大熊猫的栖息地，而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又

是保护栖息地最有效最得力和最实际的办法。

应根据我国大熊猫分布的实际情况，分析和研

究今后 !" 年大熊猫野生种群及栖息地变化的

趋势，制定符合保护大熊猫栖息地和自然保护

区的政策措施。

（’）形成强有力的大熊猫科学研究和保护

管理的专业队伍： 针对大熊猫的保护、管理和

人工繁育开展重点科学研究，力争在大熊猫生

态学、遗传繁殖和竹子开花等研究领域能有重

大突破。形成完整的大熊猫保护管理体系，通

过保护区和野外保护站等基层保护人员的努

·,$·$ 期 严 旬等：中国大熊猫保护战略探讨



力，有效保护大熊猫栖息地。

!"# 保护方案

（!）加强大熊猫栖息地基层保护机构的设

施建设： 配备先进的通讯、交通和野外巡护、

救护设施设备，使一线保护人员能更好地发挥

保护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的作用。

（"）重视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和竹林的管

理： 过去，四川、陕西和甘肃省不少森工企业

的采伐地区都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木材采伐对

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家实施天然林保

护工程后，天然林采伐已经全部停止，加大对采

伐迹地天然植被的恢复管理。

（#）实施大熊猫走廊带计划： 调整和扩大

部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面积，尽可能使大熊猫

栖息地连接成大的区域。利用实施“天然林保

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的良好机遇，选择几

个较大的大熊猫栖息地的毗邻结合区域，建立

和实施大熊猫走廊带项目，促进和实现大熊猫

种群之间的迁移和扩散。

（$）建立大熊猫野外监测体系： 通过建立

布局合理的大熊猫野外监测站点，进行长期的

野外监测，收集和分析得到的各种监测数据，为

适时采取保护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进行大熊猫野外放归研究： 组织科学

研究攻关，通过将人工圈养的大熊猫进行野外

生存驯化，使其能够适应野外生境，并有计划地

进行野外放归试验。将人工圈养的大熊猫个体

释放到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发现的野生大熊猫小

群体，以恢复和复壮那里的野生大熊猫种群。

（&）合理制定社区共管方案： 研究当地社

区经济发展需求，努力做到既要保护好大熊猫

种群和栖息地，也要为当地农民致富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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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个人订户 J 折优惠（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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