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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
伴生动物种群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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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样线与样方法，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对四川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及其伴生动物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 1) 该地区大熊猫常活动于坡度 ＜ 45°、郁闭度 ＞ 0. 4 的温性针阔混交林和温性针叶林中，活动区域海拔范围为

1 885 ～ 2 821 m，主要食物为冷箭竹。( 2) 调查期间大熊猫主要分布在鹿子沟—长河坝、黑悬沟、小两河口( 左) 和

关房沟 4 个区域，其中黑悬沟痕迹点最多，小两河口( 左) 区域遇见率最高，同时大熊猫痕迹点和遇见率随时间变

化呈升高趋势。( 3) 保护区内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有 15 种，其中水鹿、羚牛、藏酋猴和林麝为最主要伴生动物，数

量较多，分布较广; 其中有 9 种动物位点数呈下降趋势，羚牛下降最明显; 水鹿、斑羚、毛冠鹿、小熊猫和苏门羚 5 种

动物位点数则呈上升趋势，其中水鹿增长最明显; 而黑熊位点数则有升有降，但整体变化稳定。该研究可为保护

区更加有效地保护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以及为栖息地建设和保护区相关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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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iant panda is listed on the IUCN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Ｒesources)
as a rare endangered species．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The Labahe Nature Ｒeserve，which is located in Ya'an，west of Sichuan，is also one of the hotspot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world． However，due to complex terrain of the region，discrete distribution of panda's
habitats and lack of historical research data，only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to explore dynamic variation of the distribu-
tion of giant panda populations and their habitats． Thus，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of dynamics of the giant
panda population in this area． Distribution of giant panda and its sympatric species in the Labahe Natural Ｒeserve，Si-
chuan，was investigated from April 15 to June 18 and from October 12 to November 18 in 2010，and from May 6 to June
16 in 2011，through transect survey． Ｒesults show that ( 1) giant pandas in this region prefer to wander in temperate coni-
fer-broadleaf forests and temperate conifer forests with canopy density over 0. 4 on slopes below 45°，between 1 885 － 2
821 m in elevation，and feed on Bashania fangiana; ( 2) during the survey，giant pandas were found mainly in four re-
gions: Luzigou-changheba，Heixuangou，Xiaolianghekou( left) ，and Guanfanggou，among which Heixuangou had the most
trace points and Xiaolianghekou( left) was the highest in encounter rate，and both of the parameters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passing on; and ( 3) the giant pandas in the reserve had mainly 15 species of companion animals，among which Cer-
vus unicolor，Budorcas taxicolor，Macaca thibetana and Moschus berezovskii were the most seen ones，large in population
and extensive in distribution; 9 species were losing in number of loci，with Budorcas taxicolor in particular; and Cer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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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lor，Naemo-rhedus goral，Elaphodus cephalophus，Ailurus fulgens and 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gained in number of
loci，especially Cervus unicolor; however，Selenarctos thibetanus fluctuated in number of loci and was quite stable on the
whole．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serve to effectively protect giant pandas and its sympatric spe-
cies，and for related administrators to make decisions on building giant panda habitats and managing the nature reserve．
Key words: Labahe Nature Ｒeserve; giant panda; habitat; sympatric species

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是我国特有的

珍稀动物，也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主

要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凉

山山系，种群数量仅 1 600 只左右［1 － 2］，保护大熊猫

及其栖息地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
近几十年来，大熊猫野外生态学研究备受世人关

注，学者们分别采用传统方法、3S 技术、模型模拟技

术以及无线电追踪技术等对大熊猫种群生态学、种
群遗传学、行为学和景观生态学等开展了大量研

究，从大熊猫种群数量变化、生境结构及质量状况、
人为活动及影响强度，以及栖息地动态演替规律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3 － 14］，为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经

营管理水平和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鉴于大熊猫栖息地地形复杂，分布范围分

散，历史基础研究数据缺乏，给越来越细化的后期

研究造成影响。同时，时间尺度对于大熊猫栖息地

空间的动态变化至关重要，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较

长的时间跨度。该研究则在时间尺度上精细到每

年的变化，有效地弥补大熊猫种群分布动态研究的

不足。
近缘物种的协同共存已经引起生态学者的广

泛关注，近似种的共存受多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

影响［15］。大熊猫伴生动物指与大熊猫同地域分布

并且与大熊猫在食物、栖息生境、水源地和隐蔽条

件等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互补或相

互影响的动物［16］。其中，一些动物对大熊猫的生存

和食物构成威胁，是其天敌和竞食动物。目前，关

于大熊猫与伴生动物同地域分布的研究较多，从伴

生物种 的 种 类 分 布 到 对 共 存 机 制 的 定 量 化 描 述

等［17 － 22］。因此，笔者对四川省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内

18 条样线上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资源进行调查，拟

充分了解该保护区大熊猫的数量、栖息地状况以及

主要伴生动物的分布及变化，为提高自然保护区野

生动物的就地保护效果和管理水平发挥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

喇 叭 河 自 然 保 护 区 ( 30° 24' ～ 30° 55' N，

102°17' ～ 102°34' E) 于 1963 年设立，位于四川省西

部雅安市天全县紫石乡境内; 北面与甘孜州康定

县、雅安市宝兴县交界; 南部止于冷水河与天全河

接汇处的两岔河，与川藏公路隔河相望，呈条形分

布，南北长 37 km，东西宽 8 ～ 12 km，面积约 256
km2。保护区地处二郎山东侧，为川西高原和成都

平原的过渡地带，区内最高处的白海子海拔 5 050
m，最低处的两河口海拔 1 050 m，相对高差 4 000
m［23］。地质构造属于龙门山褶断北东向构造和龙

门山后山的弧形构造。保护区处于华西雨屏中心，

雨量充足，热量条件好，植被繁茂，属典型的亚热带

湿润气候区，青衣江的次级支流冷水河、黑悬河、昂
州河和喇叭河蜿蜒山间。保护区内森林茂密，动植

物资源十分丰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

区之一，对于保护珍稀动植物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2 研究方法

2. 1 监测方法

利用样线法与样方法，按照四川省林业厅统一

设定的 18 条样线( 图 1、表 1) 进行考察和采集，采用

GPS 进行微生境定位，样线两侧的控制宽度设为 5
m，调查人员沿样线行进并按要求填写调查记录表。
该表记录了大熊猫及其他野生动物活动情况，包括

时间、经纬度、海拔、小地名、数量和生境情况等。
2.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监测数据下载并导入专题数据库中，采用

ArcGIS 10. 0 软件制作大熊猫实体、尸体和粪便在监

测样线上的分布位点图，以确定和比较大熊猫在某

条监测样线上及不同区域 ( 如不同生境、不同海拔

区间和不同管护片区等) 监测样线上的时空分布。
通过样线法与样方法实地调查采样，并采用实

体遇见率、尸体遇见率和粪便遇见率 3 个指标来定

量分析大熊猫种群的痕迹变化，计算公式为

Di = ni /Li， ( 1)

D = ΣDi /n。 ( 2)

式( 1) ～ ( 2) 中，Di 为第 i 条调查样线上大熊猫实体

( 尸体、粪 便 ) 的 野 外 遇 见 率，只· km －1 或 处·
km －1 ; ni 为第 i 条调查样线上大熊猫实体( 尸体、粪
便) 数，只或处; Li 为第 i 条调查样线长度，km，以

GIS 软件量测的样线图面距离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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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线编号( 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所对应的样线名称见表 1。2010 年上、2010 年下和 2011 年上分别指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 3 个时期。

图 1 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的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giant panda and it's sympatric species

表 1 调查设计样线长度及时间安排

Table 1 Length of the route and schedule of the survey

样线
编号

样线
名称

设计样线长度 /
km

实际监测距离 /
km

人员数 /人 时间 /d
2010 年上 2010 年下 2011 年上 2010 年上 2010 年下 2011 年上

1 核桃坪 2. 5 3. 0 4 4 3 1 1 1
2 长河坝 3. 3 4. 0 4 4 6 3 2 2
3 鹿子沟—长河坝 3. 3 3. 5 4 4 6 3 2 1
4 索索棚沟 4. 0 3. 7 4 4 6 2 1 2
5 小两河口( 右) 3. 0 4. 3 4 4 6 3 2 2
6 岩磨沟 2. 8 3. 8 4 4 6 4 4 3
7 马桑沟 3. 1 4. 5 4 4 4 1 1 1
8 黑悬沟 4. 1 5. 7 4 6 6 4 3 3
9 小两河口( 左) 2. 1 3. 8 4 6 6 3 2 2
10 关房沟 3. 2 5. 1 4 4 6 1 1 1
11 锅圈岩 2. 8 4. 6 5 6 6 2 2 2
12 暴石岩沟 3. 1 3. 4 4 6 6 2 2 2
13 王坦坪 2. 6 3. 8 4 3 6 1 1 1
14 宋家坪 3. 5 5. 3 4 4 6 1 1 1
15 土地岩 2. 2 4. 7 4 2 6 1 1 1
16 壮牛沟 2. 4 4. 1 4 4 6 3 3 3
17 老阴沟 2. 9 3. 9 5 4 6 2 2 2
18 池秋坪 2. 8 4. 8 4 4 6 2 3 2

总计 74 77 103 39 34 32
2010 年上、2010 年下和 2011 年上分别指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 3

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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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反映伴生物种出现次数随时间的

变化情况，在实地调查采样的基础上对伴生动物位

点数变化值( variation of sympatric species，VSP，VSP )

进行计算，公式为

VSP，i =［( Vi，2011上－ Vi，2010下) +( Vi，2011上－ Vi，2010上) +
( Vi，2010下 － Vi，2010上) ］/3。 ( 3)

式( 3 ) 中，VSP，i 为第 i 个伴生动物位点数变化值;

Vi，2010上、Vi，2010下和 Vi，2011上分别为第 i 种伴生动物分别

在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 ( 简称 2010 年

上) 、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 ( 简称 2010
年下) 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 简称 2011
年上) 3 个时期出现的位点数。
2. 3 野外调查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期间共计 39 d，

配备 74 人参加调查; 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期间共计 34 d，配备 77 人参加调查，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期间共计 32 d，配备 103 人参加调

查。根据保护区实际情况每条样线配备的人数有

所不同( 表 1)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顺利进行，保护

区配置了数码相机、GPS、海拔仪、罗盘仪、帐篷、睡

袋、气垫和各类监测表格等调查所需的野外工作

装备。

3 结果与分析

3. 1 大熊猫种群分布变化分析

2010 年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18 条样线的调

查中，有 9 条样线发现大熊猫痕迹，痕迹类型为粪

便、食迹和爪痕，未发现实体和尸体，活动区域海拔

为 1 885 ～ 2 607 m; 偏好的坡度范围为 0 ～ 35°; 植被

类型主要集中在温性针阔混交林、温性针叶林和落

叶阔叶林 3 种类型，郁闭度 ＞ 0. 4，灌木盖度平均 ＞
70%。所选择栖息地的主食竹种为 冷 箭 竹 ( Bas-
hania fangiana) ( 除 2 个调查点以外) 。

2010 年下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18 条样线的调

查中，有 8 条样线发现大熊猫痕迹，痕迹类型为粪

便、食迹、爪痕和叫声( 在调查过程中听到叫声后去

追赶，发现发出叫声处附近有大量大熊猫粪便) ，未

发现实体和尸体，活动区域海拔为 2 319 ～ 2 821 m;

偏好的坡度范围为 0 ～ 45°; 植被类型主要集中在温

性针 阔 混 交 林 和 温 性 针 叶 林 2 种 类 型，郁 闭 度

＞ 0. 7，灌木盖度 ＞ 70%。同样活动于冷箭竹林中，

但大熊猫活动区域的海拔与 2010 年上相比有所上

移，其他环境因素没有太大差异。
2011 年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18 条样线调查

中，有 8 条样线发现大熊猫痕迹，痕迹类型为粪便、

食迹和卧穴，未发现实体和尸体，活动区域海拔为

2 344 ～ 2 743 m; 偏好的坡度范围为 0 ～ 35°; 植被类

型主要为温性针阔混交林、温性针叶林和落叶阔叶

林，郁闭度 ＞ 0. 4，灌木盖度平均 ＞ 70%。大熊猫选

择的竹种仍是冷箭竹。
从调查结果来看，2010—2011 年期间喇叭河自

然保护区大熊猫主要分布在鹿子沟—长河坝、黑悬

沟、小两河口( 左) 和关房沟 4 个区域( 图 1) 。同时，

3 个调查时期保护区内大熊猫活动区域的最低海拔

范围为 1 885 ～ 2 344 m，最低海拔有所上移，但海拔

范围逐步缩小，其中 2010 年上大熊猫出现区域的海

拔落差最大，为 722 m，而 2011 年上的海拔落差最

小，为 399 m; 2 a 期间活动区域的海拔范围最低限

为 1 885 m，最高限为 2 821 m。另外，大熊猫活动区

域内的坡度变化不大，植被类型均主要集中在温性

针阔混交林和温性针叶林; 乔木郁闭度均 ＞ 0. 4，

2010 年下大熊猫活动区域的郁闭度最高，主要是由

于植被的季相因素所致。
3. 2 大熊猫痕迹遇见率变化分析

综合图 2 ～ 3 可知，2010—2011 年期间，大熊猫

痕迹集中分布在样线 3、8、9 和 10 上; 其中，2011 年

上样线 8 上的痕迹数最多; 整体上，在大熊猫痕迹主

要分布的 4 条样线上，2011 年上痕迹数高于 2010
年上或 2010 年下。同时，大熊猫痕迹遇见率主要集

中在样线 3、8、9、10 和 17 上，其中，2011 年上的样

线 9 上遇见率最高，其次为 2011 年上的样线 8 上;

整体上，在大熊猫痕迹遇见率主要分布的几条样线

上，2011 年上高于 2010 年上或 2010 年下( 样线 17
除外) 。综上所述，2010—2011 年期间大熊猫痕迹

数和痕迹遇见率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鹿子沟—长

河坝、黑悬沟、小两河口( 左) 和关房沟 4 个区域，其

中 2011 年上黑悬沟的痕迹数最多，达 4 个; 小两河

口( 左) 区域痕迹遇见率最高，达 97% ; 在大熊猫痕

迹数较多和痕迹遇见率较高的主要区域范围内，

2011 年上数据高于 2010 年上或 2010 年下。
3. 3 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位点数变化及生境选择

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四川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兽类种

类丰富，种群数量大; 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有 15 种

( 表 2) 。通过对 3 个时期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位点

数的统计分析可知，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有水鹿、
羚牛、藏酋猴和林麝 4 种，其位点数排列前 4 位，成

为该保护区大熊猫最主要的伴生动物。其中，在

2010—2011 年的监测中水鹿位点数最高，分别为

31、27 和 36 个; 其次是羚牛，分别为 12、12 和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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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线编号所对应的样线名称见表 1。2010 年上、2010 年下和 2011 年上分别指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 3 个时期。

图 2 大熊猫痕迹数随调查时间的变化

Fig. 2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giant panda traces in the Labahe Nature Ｒeserve

样线编号所对应的样线名称见表 1。2010 年上、2010 年下和 2011 年上分别指

2010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8 日、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以及 2011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16 日 3 个时期。

图 3 大熊猫遇见率随调查时间的变化

Fig. 3 Temporal variation of giant panda encounter rate in the Labahe Nature Ｒeserve

由伴生动物位点数变化值可知，羚牛、菜花烙

铁头、野猪、白腹锦鸡、红腹角雉、林麝、藏酋猴、小

麂和岩松鼠 9 种动物位点数变化值为负值，位点数

呈减少趋势，其中羚牛位点数下降最明显，变化值

达 － 3. 33。而水鹿、斑羚、毛冠鹿、小熊猫和苏门羚

5 种动物位点数变化值为正值，位点数呈增长趋势，

其中水鹿位点数的增长最明显，变化值达 3. 33，其

次为毛冠鹿，变化值为 2. 00。而在 2 a 的监测中黑

熊位点数有升有降，但整体保持稳定。结合表 2 可

知，四川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伴生动物主要选

择在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温性针阔叶混交林植

被带中活动，海拔范围为 1 423 ～ 3 180 m，坡度大多

较缓，灌木层盖度多数≥30%，主要集中分布在保护

区马桑沟一带。

4 讨论

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

景观和微生境 2 个空间尺度上。在无外来干扰的情

况下，各山系大熊猫选择的微生境均体现出坡度平

缓的特征。对缓坡的偏好是大熊猫选择微生境的

一个普遍特征［5，24 － 26］，并被认为与日常活动中的能

量节省有关或有助于其释放前肢以抓握竹枝［27］。
笔者研究结果显示大熊猫对坡度范围的选择小于

45°，说明它们对平缓坡度的偏好，与 WEI 等［24］和

张泽钧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平缓的区域往

往分布有更多大熊猫所偏好的食物资源，因此大熊

猫偏好平缓区域亦可能与觅食有关［28］。此外，笔者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在该区域内大熊猫常在 1 885 ～
2 821 m 海拔范围内活动，与大熊猫最适宜生境海

拔范围 1 800 ～ 2 800 m 相吻合［3，24，27］。一方面，这

一区域内植被类型属于温性针阔混交林和温性针

叶林，其他研究结果也显示大熊猫偏好在温性针叶

林内活动［29］; 最主要还是因为该区域内有大量长势

良好的冷箭竹林，而冷箭竹又是保护区内大熊猫的

喜食竹种，大熊猫在冷箭竹林长势良好和分布广泛

的区域内活动，能保证它们获得足够的食物来源，

符合最优觅食对策原理，能使种群保持稳定增长。
同时，2010—2011 年调查期间，大熊猫主要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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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范围为 1 885 ～ 2 821 m，大熊猫痕迹数和遇见

率随时间变化呈升高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大

熊猫大多在海拔较高的冷箭竹林中觅食，在春季拐

棍竹萌发新笋时下移采食新笋，而后随着新笋萌发

区域的海拔逐渐增高，大熊猫因撵食新笋而重新返

回海拔逐渐增高的冷箭竹林中。

表 2 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及其生境选择状况

Table 2 Habitat preference of giant panda's sympatric animals in the Labahe Nature Ｒeserve

序号 物种
海拔范围 /

m 生境类型
坡度 /
( ° )

乔木层
郁闭度

灌木层盖度 /
%

1 羚牛
( Budorcas taxicolor)

1 833 ～ 3 180 寒温性针叶林、温性针阔叶混交林、落
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0 ～55 ≥0. 20 ≥30

2 水鹿
( Cervus unicolor)

1 541 ～ 2 880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温性针叶林、落叶
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0 ～46 ≥0. 20 0 ～100

3 菜花烙铁头
( Trimeresurus jerdonii)

2 300 ～ 2 323 寒温性 针 叶 林、暖 性 针 叶 林、落 叶 阔
叶林

0 ～5 ≥0. 70 ≥70

4 野猪
( Sus scrofa)

2 383 ～ 2 956 寒温性针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

0 ～15 ≥0. 40 ≥30

5 白腹锦鸡
( Chrysolophus amherstiae)

2 211 ～ 2 564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16 ～35 0. 20 ～ 0. 39 ＜ 50

6 红腹角雉
( Tragopan temminckii)

1 691 ～ 1 761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36 ～45 ≥0. 70 30 ～49

7 斑羚
( Naemorhedus goral)

1 423 ～ 1 461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0 ～5 0. 40 ～ 0. 69 50 ～69

8 黑熊
( Selenarctos thibetanus)

2 120 ～ 2 305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 16 ～25 ≥0. 70 50 ～100

9 毛冠鹿
( Elaphodus cephalophus)

1 978 ～ 2 100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26 ～35 0. 20 ～ 0. 69 0 ～49

10 林麝
( Moschus berezovskii)

1 887 ～ 2 632 温性针叶林、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5 ≥0. 40 ≥30

11 藏酋猴
( Macaca thibetana)

1 587 ～ 2 424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0 ～45 ≥0. 40 30 ～100

12 小熊猫
( Ailurus fulgens)

2 395 ～ 2 627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 0 ～25 ≥0. 41 ≥50

13 小麂
( Muntiacus reevesi)

1 572 ～ 2 663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0 ～45 ≥0. 70 ≥70

14 岩松鼠
( Sciurotamias davidanus)

1 992 ～ 2 169 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0 ～35 ≥0. 40 30 ～69

15 苏门羚
( 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1 748 ～ 2 690 温性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 16 ～25 ≥0. 70 ≥50

笔者研究结果还显示该保护区内与大熊猫同

域共存的伴生物种多达 15 种，包括竞食物种与非竞

食物种，它们对生境的利用模式和海拔分布范围与

大熊猫相似，也偏好缓坡，但是乔木郁闭度和盖度

较低。其中羚牛、野猪和毛冠鹿为竞食物种，小熊

猫既是大熊猫的竞食物种，也是其近缘种，其余为

非竞食物种。保护区中大熊猫的天敌( 大型猫科动

物) 几乎已经灭绝，黑熊是杂食性物种，与大熊猫有

不同的生境利用模式，通过生态位分割来达到同域

共存，因此黑熊对熊猫的生境利用不构成威胁。与

大熊猫相比，其余 15 种伴生物种可能通过选择和利

用具有不同环境特征的微生境从而实现空间上的

分割。由于这些环境特征似乎更能满足它们的生

理和生态需求［30］，因此这些同域物种可以减少强烈

的种间竞争，通过调整生态位来利用不同的微生境

而实现共存。
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人类在大熊猫栖息

地进行采伐，直接造成了栖息地的破坏［4］，基底植

被大都逐渐演变成草甸，栖息地植被也被割裂成若

干块。大熊猫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就是食物来源、活
动空间和隐蔽场所，保护大熊猫主要是保护栖息地

生境的完整性。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63 年，

经过近 50 a 的严格保护与管理，植被逐渐恢复，动

植物资源数量也有明显增长。调查中除了在小两

河口和锅圈岩发现因景区施工导致的不可避免的

人为活动痕迹之外，其余区域几乎没有人为活动的

干扰，其中鹿子沟—长河坝、黑悬沟、小两河口( 左)

和关房沟 4 个区域生境质量逐渐恢复，特别是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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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喜食的冷箭竹长势良好，发笋量增加，致使食物

资源更为丰富，环境容纳量的增加使得熊猫的整体

遇见率有所上升，活动率增加。鉴于大熊猫对人为

干扰极为敏感，建议在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在大熊猫巢域附近开展人类活动。总体而言，目

前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干扰较小，

适宜于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的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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