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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的森林垂直带 谱十分 明显，海拔 l 400～ 

2000 m为落 叶阔 叶林 带 主噩树种有 锐齿栎 

(0Ig~t-(ItS ulieno wuteserrata)、太 白 杨 

(Populus purdomii)、 华 山 松 (Pinus 

“rmandii)， 林 下 主 要 竹 子 有 紫 耳 箭 竹 

(Fargesia““r )、拐棍 竹 (Fargesia robusta) 

和零星的 巴山木竹 (Bashania mrgesii)；海拔 

200-一2 800 rn为桦 木林带 ，主要 树种有红桦 

(Betula a／bo—sinensis) 牛皮桦(Betula utilis)、 

华山松、林下竹 子为紫耳箭竹的一种；2 800～ 

31OOm为巴山冷杉林带，主要树种是 巴山冷杉 

(Abi mrgesii)．林下为紫耳箭 竹；海拔 3 100 

～ 3 450 rn为太白落叶松林带．主要树种是太白 

落叶松 (Lafix chinensis)．林下 已没有 竹子分 

布 ；海拔 3 450～3 767 2 rn为高山灌丛草甸带。 

2 大熊猫分布现状 

2．1 分布范围 太 白山大熊猫主要分布在太 

自山秦岭主脊以南 、胥水河以北太 白河流域的 

海棠河、大干 淘、小干沟、灾开营河 太白河和龙 

洞沟；其次，在太白山主峰拨仙 台南侧、秦岭主 

脊以北黑河上游的万泉淘也有少量的大熊猫分 

布 栖息地 面积约 14 898hm ，其中太 白山保 

护 区辖 区内分布面积为 7 185 h 。太白山大 

熊猫分布的海拔范围在 1 800～2900 rn。主要分 

布在 2200～2 800 1TI之间。 

2．2 种群数量 1993年 8月份在太白山南坡 

黄柏塬地区的太 白河流域和龙洞淘 6个调查小 

区共设立 r 26条样线．利用截线抽样法对太白 

山保护区的大熊猫资源进行了调查，根据记录 

的 I级粪便(一般为 3天以内)数量与大熊猫实 

体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大熊猫在太白山保护区 

分布的数量为 10只 调查季节是 夏季的 8月 

份 太 白山的大熊猫基本上都到高海拔的太白 

山保护区内栖息，可以推断太 白山保护区的大 

熊猫数量即 为太 自山的大熊猫数量。太 白山大 

熊猫分布在太 白山秦岭主脊 南、胥水河 以北 

的海棠河，大 、小干沟，欠开营河，太 白河和龙洞 

淘 ，大熊猫种群密度以西部的海棠河最高，自 

西 向东逐渐 减 小 1996年 7～8月，又对太 白 

山大熊猫的分布情况再次进行 r调查，在太 白 

山保护区境内秦岭的南北坡布设了 13条样线． 

采用样线调查法，主要记录大熊猫 I级粪便及 

取食竹子的痕迹，然后对其痕迹数量进行统计． 

计算其丰富度，观察 比较大熊猫的分布区域与 

1993年调查结果有哪些变化，结果发现 8条样 

线有大熊猫活动的痕迹．其中 7条在秦岭南坡 

1条在秦岭北坡(见表 1)。调查结果太白山秦 

表 1 太 白山大熊猫丰富度指数分析 

棒搜 睦 慧 

岭主脊南部的大熊猫分布情况与 1993年调查 

结果一致 ，即太自河流域 的海棠河 、小干河、灾 

开营河、太白河和龙洞沟依然有大熊猫活动，丰 

富度西高 东低。1996年 7月 15日，我们在太 

白山主峰拔仙台以南、秦岭主脊以北黑河流域 

的万泉沟羊台到凉水井之间，海拔 2 600 1TI处 

的巴山冷杉、牛皮桦混交林下发现大熊猫 I级 

粪便 7团，吃竹子的笋壳 儿 堆。由于在太白山 

秦岭主脊 以北新发现了一处大熊猫栖息弛，太 

白山大熊猫的数量要多于 l0只。秦岭北坡 以 

1只计算，则太 白山大熊猫种群数量 为 l1只 

2．3 栖息地类型 太白山大熊猫主要栖息在 

海拔 1 800～2 900m 的锐齿栎一华山松一千金榆 

( -pin“ cordata)群系、红桦林带 、牛皮桦林 

带 、巴山冷杉林带中。栖息地的主要竹种有 ：海 

拔 1 800～2000m 以紫耳箭竹为主。混生有拐棍 

竹 ；2000～2 900m主要是紫耳箭竹 ；1 800m 以 

下零星散生有 巴山竹 ；2 900m 为太 白山竹子 的 

分布上限。 

2．4 保护现状 太 白山大熊猫是陕西省和全 

国大熊猫 的一块新的分 布区，它将原全国大熊 

猫分布的最北 界向北水平推移 13 km．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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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坐际点为东经 107。34。O0 ，北纬 33。55 l2 ， 

成为名符其实的我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见 

图 1)。大熊j茴原最北界在太白山胥水河南岸。 

目前，太 白山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能够得到有效 

保护的仅 只是太白山保护区内的一部分，太自 

山保护区建立于 1965年，30多年来，区内森林 

植被保存较好，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完全能够满 

足大熊猫生活 、栖息的需要。而太 白山保护区 

以南 、兴隆岭以北的大熊猫及栖息地，正受到太 

白林业局采伐 、割竹和胥水河两岸村民林副业 

生产的干扰和威胁。兴隆岭以南于 1995年 12 

月新建了一处长青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保护 

大熊猫及其栖息地 太白山保护区与长青保护 

区之间大熊猫 及其栖息地还没有 得到有效 保 

护，而这一区域恰好是太白山大熊猫与长青大 

熊猫之间进行基因交换的关键区域 

圈 1 太白山大熊猫特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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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对策 

太白山大熊猫是我国大熊猫的一个新分布 

区，也是我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对它掏戚主 

要威胁-的是林业局的采伐以及采药 、偷猎下套 、 

旅游等活动 、太白山大熊描受保护的区域如今 

是一个孤岛，北受太白山主脊的阻挡 ，翻越不过 

太白山主脊 南爱太自林业局采伐的危阱．东爱 

太白L【J旅游活 的影响 ．太白山大熊描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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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忧，必须采取切实有效 的保护措施。对太 白 

山大熊猫做一次全面的调查， 彻底 弄清楚太 

白山大熊猫的，}}布范围和数量 。重点是适宜大 

熊猫栖息而没有进行过调查的 区域．主要有红 

崖河、涧省沟、黑河上游、万泉淘和红水河。在 

太自山与长青保护区之间的陕西省太白林业局 

黄柏塬林场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走廊带．限制 

采伐强度，对采伐迹地实行严格保护等措施．人 

工促进天然更新一将太白山保护区南部边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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