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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是维持大熊猫种群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大熊猫主食竹种群的特征是大熊猫栖息地质
量的关键。２０１７年６月与２０１８年４月，针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发现大熊猫取食痕迹的主食竹种群进行了调查，
以得到区内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特征。调查发现九寨沟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为华西箭竹，取食主食竹的

基径平均值约为６３ｍｍ，对主食竹基径的选择利用范围主要集中在约５９ｍｍ～６７ｍｍ，其中最大基径为９６２
ｍｍ，最小基径为３３０ｍｍ。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所在种群的竹秆平均基径约为４９ｍｍ，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４７
ｍｍ～５１ｍｍ，其中最大基径为１６２０ｍｍ，最小基径为１７０ｍｍ；平均种群密度约为３５株·ｍ－２；被大熊猫选择取
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高度集中在约１１０ｃｍ～１２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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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地处岷山山脉北段，是以大
熊猫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也是大熊猫保护的重点地区之一，区内的大

熊猫食竹种类主要为华西箭竹［１～４］。上世纪８０年
代，岷山山系的箭竹出现了成片开花死亡现象，九寨

沟内箭竹也出现相同情况，可食竹急剧减少严重影

响了保护区内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近年来，随着

保护区内大熊猫主食竹的恢复，逐渐监测到一些新

的大熊猫活动痕迹［５］。针对区内发现大熊猫取食

痕迹的主食竹种群进行调查，分析区内大熊猫取食

利用的主食竹种群特征，为大熊猫栖息地的评价与

保护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丰富大熊猫保护生物学的

研究内容。

１　研究区域概况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岷山山系北部的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东经１０３°４６′
～１０４°０５′，北纬３２°５５′～３３°１６′，南北长４０１５ｋｍ，
东西宽３５１４ｋｍ，总面积６４３ｋｍ２。保护区地处青
藏高原东南部，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

地貌单元的过渡带，地势南高北低，山峰高耸，河谷

深切，海拔范围 １９９６ｍ～４７６４ｍ，相对高差达
２７６８ｍ，平均相对高差大于 １６００ｍ。年平均气温
７３℃，年降水量７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且随海拔高度
的增加而增加；年平均相对湿度约６０％～７０％。

九寨沟保护区内动植物多样性丰富，植被垂直

带谱明显，基带植被为针阔落叶混交林、往上依次为

寒温性针叶林、亚高山灌丛和高山草地植被等［１］。

保护区内大熊猫主食竹优势种为华西箭竹，其生境

为海拔 ２４５０ｍ～３２００ｍ的山地亚高山暗针叶林
下，常成为森林的下木层。华西箭竹在九寨沟没有

形成集中成片分布的灌丛，多以零星小块状分布于

２５００ｍ～３０００ｍ的坡地［１～４］。

２　研究方法

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保护区

内进行针对大熊猫取食主食竹的踏勘，一旦发现被

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残留竹秆，就将其作为大熊猫

对主食竹取食利用的直接证据。在确定的大熊猫取

食区域随机选取被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使用游标

卡尺测量并记录残留竹秆的基径，同时设置 １ｍ×
１ｍ样方调查被取食竹所在种群的箭竹密度、高度、
基径、枝下高、分节数、分枝数等特征。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和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７对记录的数据进
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３　结果

在祖果沟和黑角两区域发现了被大熊猫取食的

主食竹，被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均为华西箭竹，共测

量了被大熊猫取食的６４株主食竹残留竹秆基径，同
时调查了有大熊猫取食利用情况的主食竹种群样方

１０个，调查测量主食竹３４６株。
３．１　被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基径特征

对野外调查时所测量记录的大熊猫实际取食竹

的残留竹秆基径进行统计，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表１　九寨沟保护区被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基径

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ｉｔ：ｍ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ｅｔｂａｍｂｏｏ
ｆ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ｓａｔ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单位：ｍｍ

区域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黑角区域 ３０ ７．００ １．２５ ９．６２ ４．５０ ６．５３ ７．４６
祖果沟区域 ３４ ５．７１ １．５５ ８．５４ ３．３０ ５．１７ ６．２５
总计 ６４ ６．３２ １．５４ ９．６２ ３．３０ ５．９３ ６．７０

比较表１结果，黑角区域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
食竹基径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均大于祖果沟区

域大熊猫取食利用的相应指标水平，对两区域大熊

猫取食竹的基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显
示大熊猫在两区域取食的主食竹基径差异极显著

（ｄｆ＝６２，ｔ＝３６３２，ｐ＝０００１）。
以两区域大熊猫取食竹总体分析结果代表近期

大熊猫在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对主食竹的取食利用

７６５期 雷开明，等：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特征 　　



水平，可知区内大熊猫取食主食竹的基径平均值为

６３２ｍｍ，对主食竹基径的取食选择集中在约６ｍｍ
～７ｍｍ，区内大熊猫所取食的最粗的主食竹基径为
９６ｍｍ，最细的主食竹基径为３３ｍｍ。
３．２　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特征

把被大熊猫取食残留竹秆附近的箭竹种群认为

是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对大熊猫取食种

群的基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

表２　九寨沟保护区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所在种
群的基径特征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ｉｔ：ｍ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ｅｔｂａｍｂｏ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ｓａｔ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单位：ｍｍ

区域
样本
含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黑角区域 １０２ ５．１７ ２．０５ １０．９０ ２．１０ ４．７９ ５．５７
祖果沟区域 ２４４ ４．８０ １．８３ １６．２０ １．７０ ４．５７ ５．０３
总计 ３４６ ４．９１ １．９０ １６．２０ １．７０ ４．７２ ５．１２

比较表２结果，黑角区域的大熊猫取食的主食
竹种群的基径平均值大于祖果沟区域的水平，对两

个区域大熊猫取食种群的基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区域中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种

群的基径有显著差异的趋势（ｄｆ＝３４４，ｔ＝１６６９，ｐ
＝００９６）。
以两区域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的总体

分析结果代表近期大熊猫在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对

主食竹种群的选择利用水平，可知大熊猫选择利用

的主食竹种群的平均基径约为４９ｍｍ，其９５％置
信区间为４７ｍｍ～５１ｍｍ。将大熊猫取食的主食
竹基径与取食竹所在的主食竹种群的基径相比较，

发现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的平均基径小于大熊猫

实际取食的主食竹平均基径，但是大于大熊猫实际

取食的主食竹基径的最小值。该结果显示被取食主

食竹所在种群的基径整体水平还未恢复到大熊猫实

际取食的主食竹基径平均水平，但是种群内已有部

分生长恢复情况较好的华西箭竹达到了大熊猫可取

食利用的标准。

对保护区内大熊猫取食的主食竹种群的其他指

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３。
通过调查分析可知，保护区内大熊猫选择取食

利用的主食竹种群密度存在较大差异，最大种群密

度达到８６株·ｍ－２，最小种群密度仅１７株·ｍ－２，
利用的平均种群密度约为３５株·ｍ－２；被大熊猫选

择取食利用的主食竹种群高度集中在约１１０ｃｍ～
１２５ｃｍ。

表３　九寨沟保护区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所在种
群的其他特征

Ｔａｂ．３　Ｏｔｈ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ｅｔｂａｍｂｏ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ｓａｔｔｈｅＪｉｕｚｈａｉｇｏｕＮａｔｕｒｅＲｅ
ｓｅｒｖｅ

区域
样本
含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密度／株·ｍ－２ １０ ３５ ２２．９７ ８６ １７ １８．１７ ５１．０３
高度／ｃｍ ３４３ １１８．０９６５．９６ ３６１．１ ２．０１１０．７３１２５．４１
分节数／节 ３３０ １３．４４ ６．３３ ３９ １ １２．７５ １４．１１
分枝数／枝 ３３０ ４９．１２３７．９１３ ２０５ １ ４４．９６ ５３．０７
枝下高／ｃｍ ３３０ ４４．６３８２６．７４５７１５５．７ ０．０４１．６９９４７．５８８

４　讨论

大熊猫对竹子种类具有择食性，一般野生大熊

猫会选择栖息地内一种或若干种竹子为食［６］。大

熊猫在不同的季节会选食不同发育阶段的竹子。大

熊猫对竹子的部位、竹龄、高度和竹秆的粗细均有选

择［７］。对于竹秆，大熊猫喜食基径大于１０ｍｍ的华
西箭竹竹秆和大叶筇竹竹秆，喜食基径２４ｍｍ以上
的拐棍竹竹秆，喜食基径 ９ｍｍ～１５ｍｍ的峨热
竹［８－９］。根据胡杰等人在同属岷山区域的黄龙对于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选择与利用的研究结果［９］，黄龙

大熊猫不喜食直径小于６ｍｍ的竹秆，随机选食基
径６ｍｍ～１０ｍｍ的竹秆，喜食基径大于１０ｍｍ的竹
秆。而九寨沟保护区的研究结果是大熊猫近期在区

内取食华西箭竹的平均基径约为６３ｍｍ，取食范围
是３３ｍｍ～９６ｍｍ，喜食基径约６ｍｍ～７ｍｍ的竹
秆。为了比较两地的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的取食基径

范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选取黄龙大熊猫对华西箭

竹取食范围具有代表性的最小值 ６ｍｍ和中值 ８
ｍｍ来与九寨沟保护区内大熊猫取食的华西箭竹基
径数据进行单样本ｔ检验。统计分析的结果为九寨
沟大熊猫取食的箭竹基径与黄龙大熊猫取食的箭竹

基径中值差异极显著（ｄｆ＝６３，ｔ＝－８７３１，ｐ＝
００００），与黄龙大熊猫取食的箭竹基径最小值有差
异显著的趋势（ｄｆ＝６３，ｔ＝１６３２，ｐ＝０１０８），说明
九寨沟大熊猫取食华西箭竹的基径显著小于黄龙大

熊猫的取食基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九寨沟保护区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华西箭竹成片开花死亡后尚处于
恢复相对较早较为缓慢的阶段，保护区内的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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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竹普遍偏细，大熊猫在保护区内能取食到的生

长较好的华西箭竹基径集中在５９ｍｍ～６７ｍｍ左
右，普遍小于黄龙大熊猫可获得的取食竹基径。

比较九寨沟保护区内发现大熊猫取食痕迹的区

域，黑角区域大熊猫取食利用的主食竹基径的平均

值、最大值、最小值均大于祖果沟区域大熊猫取食利

用的相应指标水平，独立样本 ｔ检验结果显示大熊
猫在两区域取食的主食竹基径差异极显著。而独立

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区域中大熊猫取食的主食
竹种群的基径也有显著差异的趋势，黑角区域的取

食竹种群基径大于祖果沟区域的取食竹种群基径。

说明大熊猫在主食竹基径较大的竹林中偏好取食更

粗的箭竹，而在主食竹基径较小的竹林中会降低取

食基径的下限，在区内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的取食基

径下限可降低到３３ｍｍ。
上世纪８０年代箭竹成片开花死亡导致的可食

竹减少严重影响了保护区内大熊猫栖息地的质

量［１～４］。近年来，随着保护区内大熊猫主食竹的恢

复，逐渐监测到一些新的大熊猫活动痕迹［５］。要恢

复九寨沟大熊猫栖息地，主食竹种群的恢复是关键。

目前对九寨沟竹类的相关研究报道不多［１～４，１０，１１］。

国际上普遍认为群落水平上无法找到具有普遍意义

的模式［１２］，于是大熊猫主食竹种群的特征具有显著

的地域特色，一个地方竹类种群生态学的研究结果

很难完全应用到另一个地方，对一个物种的研究结

果也不能完全应用到另一个物种。今后还需要对区

内的大熊猫主食竹和栖息地进行进一步的长期监测

和研究，为大熊猫栖息地的评价与保护管理提供基

础资料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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