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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分布的最南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由于各种人为干扰的影响，保护区

范围内的大熊猫数量从１９９２年的３６只锐减至２０１２年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的１８只。为了探讨大熊猫数量下降

的缘由，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人为采笋活动和大叶筇竹生长状况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周

边居民的采笋活动由来已久，采笋的群体组成和空间范围都在逐年扩大，采笋收入是居民生活经济来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２０年前的竹子生长状况相比较，采笋活动使得大叶筇竹的基径、高度和密度下降明显。因此，人为采笋

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主食竹生长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马边大熊猫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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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猫（Ａｉｈｕｒｏｐｉ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是我国特有的
珍稀濒危物种，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在学

术界更被誉为“活化石”［１～２］。大熊猫为食肉目动

物，随着环境的改变，经过数千年的演化，逐渐演化

成以竹类为主食的植食性动物［３］。作为专食性动

物，大熊猫虽然保留着食肉动物的消化道，但竹子在

大熊猫的食谱中却占到了９９％以上［４］。

在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曾
对大熊猫种群数量［５］、栖息地选择［６］、主食竹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研究［７－９］。近２０年来，马边大熊猫数
量急剧下降，１９７７年全国大熊猫第一次调查时，在
保护区范围内发现大熊猫３６只。１９８８年全国第二
次大熊猫调查时，保护区的大熊猫数量为 ３２只。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间，马边大熊猫数量为３６±６只［５］。

到２００１年全国第三次大熊猫普查时，马边大熊猫的
数量下降到１１只。短短不到１０年时间，马边大熊
猫数量减少２０多只，而在之后的１０年大熊猫的数
量有所回升，２０１２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
示大熊猫数量达到了１８只［１０］。

大叶筇竹（Ｑｉｏｎｇｚｈｕｅ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为无性系种
群，采笋之后无性系种群能够进行自我调控，使地下

茎更多的萌发出新笋来弥补子代分株数量的不足。

大叶筇竹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价值，竹秆秆环隆起

较大，经常被做成手杖和工艺品，竹笋味甘鲜嫩，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１１］，是人为采笋的主要竹种之

一。同时，人为采笋是大熊猫栖息地主要的干扰因

子，过度采笋活动不仅使得采笋后剩余竹笋量明显

下降，还会促使新笋不断萌发，这是竹林采取投资克

隆繁殖的能量相对较多的生态策略［１２］，但由于营养

缺乏，导致产生的新竹笋数量多而质量较差，进而造

成大叶筇竹生长状况明显下降［１３］。

在大熊猫栖息地内，主食竹的生长状况是大熊

猫存活和生境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１９７４年和
１９８３年，大熊猫栖息地出现箭竹大面积开花死亡现
象，就造成了约２５０只野生大熊猫由于主食竹短缺
而死亡的严重后果［１４］。因此，对大熊猫栖息地人为

采笋活动和主食竹的生长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进

而分析栖息地变化情况，为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自

然资源，更好的保护大熊猫这一濒危物种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四川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马边彝族自治县境西南边缘，位于东经１０３°１３′～
１０３°２６′和北纬２８°２６′～２８°４５′之间。地处四川盆地
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横断山

脉中段，属全球生物多样性地区之一的中国西南山

地地区。保护区建于１９７８年，是以保护大熊猫（Ａｉ
ｌｕ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ｃｕｃａ）、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珙
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水 青 树 （Ｔｅｔ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ｎ
ｓｉｎｅｎｓｅ）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为主的野
生动物和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植被分带

现象较为明显，植被垂直带谱结构较完整，海拔

１３００ｍ～１８００ｍ分布有低山常绿阔叶林，林下竹
类为小叶筇竹（Ｑｉｏｎｇｚｈｕｅｇｔｕｍｉｄｉｎｏｄａ）、刺竹（Ｃｈｉｎ
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ｐａｃｈｓｔａｃｈｙｓ）、四川方竹（Ｃｈｉｍｏｎｃｄａｍ
ｂｕｓ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海拔１８００ｍ～２２００ｍ之间为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林下竹类为大叶筇竹

（Ｑｉｏｎｇｚｈｕｅａｍａｃｒｏｐｏｈｙｌｌａ）；海拔２２００ｍ～２５００ｍ
为针阔混交林，林下竹类为大叶筇竹和刺竹；海拔

２５００ｍ～３５００ｍ为亚高山针叶林，林下竹类为马
边玉山竹（Ｙｕｓｈａｎｉａｍａ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和冷箭竹（Ｂａｓ
ｈａｎｉａｆａｎｇｉａｎａ）。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竹林分布
广泛并且种类较多，春、秋两季都有竹林发笋，主要

集中在每年的４月和９月，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资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数据搜集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一直延续采笋

的传统，随着采笋收入及占比的逐年增加，保护区及

周边区域的人为采笋强度也增加明显。本次研究以

户为单位，在采笋季节对笋农进行了走访调查，对笋

农组成及收入进行了统计。并于２０１３年５月在采
笋区域内避开历史森林砍伐区，选择与１９９３年数据
搜集区域相似的坡体，设定随机样线收集大熊猫在

大叶筇竹林内的活动痕迹，并沿随机样线设置竹子

样方，样方大小为１ｍ ×１ｍ，间隔距离为５０ｍ，统
计大叶筇竹数量，并使用卷尺和游标卡尺分别测量

样方内所有大叶筇竹立竹的基径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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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区大叶筇竹林分布区内，结合地形图、植

被图以及保护区大熊猫监测样线调查数据，同时在

笋农走访调查中咨询笋农，划定大熊猫在大叶筇竹

林区域内的重点调查区。最终，共设置固定样线６
条，收集大熊猫在大叶筇竹林内的活动痕迹。并与

多方面调查（保护区大熊猫监测样线、大熊猫种群

数量调查、大熊猫交配场所调查）结合，分析大熊猫

对大叶筇竹的利用现状。

１．２．２　室内数据分析
在时间跨度上，将２０１３年调查数据与１９９３年

相同区域大叶筇竹的生长状况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１９９３年数据来源于本文作者在马边大风顶自然保
护区大熊猫观察站调查的数据统计。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中的独立样本 Ｔ检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Ｔ
Ｔｅｓｔ）进行统计数据的差异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走访调查结果
本次共调查笋农４９户，合计参与采笋２４９人。

采笋人员中女性占６２６％，远高于男性，主要是很
多男性外出打工，而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很多不会汉

语，外出很不方便，加上笋期农活较少，因此多数妇

女可在笋期进山采笋。在人员年龄组成上，主要以

青壮年为主，但也有未成年和老年人也进山采笋，在

调查中最高的笋农年龄为７１岁。采笋人员受教育
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只有 １１人
（其中两人为高中教育），仅占调查人数的 ４５％。
以户为单位取平均值估算了笋农家庭的收入组成，

年均家庭收入为 １１０９０６２元，其中采笋收入为
４７３０．１５元·ａ－１，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较大，达
到４２．６５％；人均采笋收入为９２７４８元·ａ－１，是保
护区周边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２．２　人为采笋对大叶筇竹生长状况的影响
２．２．１　对大叶筇竹密度的影响

与１９９３年大叶筇竹长势相比，２０１３年调查时
大叶筇竹的密度下降明显（Ｐ＜００５），竹子密度由
１７３０株·ｍ－２下降到了１２９４株·ｍ－２；采笋强度
增加后竹笋量下降明显（Ｐ＜００５），竹笋量由４３４
株·ｍ－２下降到２３２株·ｍ－２；而竹子死亡数也有
略微下降，但差异性不显著（见表１）。大叶筇竹林
竹子密度的差异表明：人为采笋活动使得大叶筇竹

林的竹子密度和竹笋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两者均

出现了明显的降低。

表１ 大叶筇竹密度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ｂａｍｂｏｏ

调查年份Ｙｅａｒ 竹子密度／（株·ｍ－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Ｂａｍｂｏｏ

竹笋量／（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

死竹数／（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ａｄｂａｍｂｏｏ

样方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９９３年 １７．３０ ４．３４ １．７ ５０
２０１３年 １２．９４ ２．３２ １．６ ６０

２．２．２　对大叶筇竹基径和高度的影响
与１９９３年大叶筇竹长势相比，２０１３年调查时

大叶筇竹的平均基径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基径均
值由１１６１ｍｍ下降到１０６３ｍｍ；大叶筇竹的平均
高度略有下降，但差异性不显著（Ｐ＞００５），高度均
值变化不大（见表２）。竹林竹子基径的差异表明：
人为采笋活动使得大叶筇竹林的基径受到了显著的

影响，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但对竹子高度的影响不明

显。

表２ 大叶筇竹基径和高度的变化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ｂａｍｂｏｏ

调查年份
Ｙｅａｒ

基径均值／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高度均值／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ｅｉｇｈｔ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９９３年 １１．６１±３．４４ ２．３６±０．８４ ８９３
２０１３年 １０．６３±２．８４ ２．３３±０．６４ ７５６

２．３　人为采笋对大熊猫采食的影响
统计了在大叶筇竹林分布区２０１３年３—１１月

的调查结果，只在４月份发现两团全部以大叶筇竹
竹叶为食的大熊猫粪便，该粪便新鲜程度时间在一

个月左右，表示大熊猫已很少在大叶筇竹林中栖息

采食。在大熊猫交配场的调查中，共发现两处交配

场，收集到大熊猫新鲜粪便２４团，全部位于海拔更
高的马边玉山竹（Ｙｕｓｈａｎｉａｄａｆｅｎｇｃ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ｉ）分布
区。调查结果也可以证实，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

的大熊猫现阶段主要以不采笋的马边玉山竹为食，

几乎不以大叶筇竹为食。同时走访调查还发现，刺

竹子分布的海拔更低，人为活动更为严重，大熊猫几

年内都不利用刺竹林分布区域。与之前的调查结果

相比，人为采笋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大熊猫食性的选

择。

２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３　讨论

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周边居民一直延续着采笋的

传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采笋主要是以自己食
用为目的，这一时期的采笋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低

海拔的区域。但随着竹笋价格的上涨，参与竹笋采

集的人群、采笋的数量以及采笋的范围都大幅度增

加。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的森林砍伐期间，保护区内修
设的运木道路为保护区周边笋农的采笋活动提供了

便利，使笋农的采笋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另外，据

当地笋农介绍：保护区周边属山地地貌，耕地多分布

在山坡上，每年春季居民种完庄稼后，在春笋时期

（４月—６月），因家中农活较少，几乎家中所有的劳
动力都进山采笋；而秋笋时期（９月—１０月），因家
中农活较多，需要留一部分劳动力在家务农，因此秋

季采笋人员要相对少一些。但是，由于每个采笋期

过后，笋农都需要把晾干的竹笋不定期地运送到山

下，所以在每年的４月—１１月一直有笋农频繁地活
动在大熊猫的理想栖息地内。

１９９３年政府在保护区内砍伐森林、修设运木公
路［１５］，使马边地区大熊猫栖息地受到的人为干扰达

到了最大化。但不同强度的采伐对大熊猫栖息地的

植物群落组成、结构和林下竹类的生长质量有较大

的影响，森林砍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中微生物

种群数量，适度的森林砍伐更有利于栖息地竹类质

量的提高［１６］。马边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砍伐在一

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大叶筇竹林内的竹子结构和竹子

的生长状况，森林砍伐导致上层乔木减少，森林郁闭

度下降，适合大熊猫栖息地选择的生境大幅减少，人

为砍伐过后，生境的物种优势度、群落高度和最大树

径明显下降，这对大熊猫栖息地的选择产生影

响［１７］。大熊猫在栖息地的选择上，更喜欢选择上层

乔木郁闭度较大（大于 ５０％）的大叶筇竹林中觅
食［７］。因此，虽然有生长状况良好的大叶筇竹，但

也使得大熊猫逃离了这一区域，在栖息地空间上受

到了严重挤压，而且森林砍伐时修的运木道路，某种

程度上也扩大了采笋活动的范围和采笋强度，使人

为采笋活动对大叶筇竹的干扰进一步增大。

魏辅文等对马边大熊猫食性的研究发现，马边

大熊猫喜食基径较粗（＞１０ｍｍ）、幼竹比例较高（＞
５％）、密度适中（１０株·ｍ－２～３０株·ｍ－２）的大叶

筇竹［６］。长期的采笋活动导致大叶筇竹基径、幼竹

比例、高度和竹子密度均下降明显，采笋过后的剩余

竹笋下降显著，竹笋比例严重下降，竹子死亡数略微

下降，进而导致马边大熊猫几乎难以大叶筇竹为食，

而被迫以以前很少采食的白背玉山竹（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ＹｉｅｔＴ．Ｌ．ｌｏｎｇ）为食，食物资源质量下降也
有可能导致大熊猫对大叶筇竹林的利用率下降，以

至于人类的采笋活动几乎已经影响到了大熊猫食性

的选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有研究显示：在未受
干扰之前，马边大熊猫冬季的活动痕迹大部分都在

海拔 ２１００ｍ～２４００ｍ的大叶筇竹林里，而５月发
笋后，采笋活动的干扰影响会使大熊猫的活动范围

上移至海拔 ２４００ｍ之上，而在禁止采笋后则会迅
速下移，大熊猫会因为采笋活动的影响而推迟采食

竹笋的时间［１０］。

采笋活动不仅导致大叶筇竹质量和幼竹比例下

降，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为活动时间长，从４月—
６月、９月—１０月，并且笋期结束后，鲜笋要在山上
放干后再运下山，这就导致几乎从４月到１１月保护
区内一直有人活动。因此，采笋活动对大熊猫生境

选择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大熊猫食物的掠夺上，也

体现在人类的大范围持续采笋活动干扰上，各种干

扰迫使大熊猫离开了人类采笋活动的区域。另外，

人类的过度采笋不仅破坏大熊猫食性选择规律和活

动规律，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员涌入山林，难免不对

大熊猫造成伤害，据报道，仅１９９３年４月—７月份
的采笋季节，马边县境内共发现大熊猫尸体３只，造
成其中至少两只大熊猫中毒死亡的误毒事件［１４］。

在马边县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区域的人

为采笋已经影响到马边大熊猫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和

食物资源，而周边社区对保护区资源的索取也是生

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已经在保护区内实行了轮息采笋等相关保护政

策，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区周边居民收入

来源有所增加，采笋的程度已有所下降。但保护区

范围外的采笋强度依然很大，对竹林资源的健康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大熊猫以

及更合理地利用保护区资源，势必采取有效措施，改

善周边社区生活条件，减少对保护区及其周边自然

资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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