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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的自然保护实践进行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为保护区发展建设提出了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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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是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基

础，作为保护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动

植物而划定的特殊区域，对自然环境及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

盆地西缘，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东经
102°52 ～ 103°24' 北纬 30°45 ～ 31°25'。保护区内河

谷深切，由于强烈的地质构造运动和外力的侵蚀切

割，形成了众多的“V”字形山谷和梳齿状、峰林状地

貌。森林植被繁茂，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具有较多的

特有种属，复杂多变的自然条件造成了植物种类与

群落的多样性，形成了明显的植被分布垂直带谱。
主要植被类型从下到上为山地常绿阔叶林、山地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
亚高山暗针叶林、亚高山灌丛、亚高山和高山草甸、
流石滩稀疏植被。区内有脊椎动物 82 科，450 种，

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 57 种。辖区是我国大

熊猫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据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

区内有野生大熊猫 140 多只，占全国野生种群的
10% 左右; 辖区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拥有
188 只圈养大熊猫，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圈养种群。

卧龙保护区始建于 1963 年，面积两万 hm2，是

我国最早建立的以保护大熊猫及其生态环境的自然

保护区之一。1975 年保护区面积扩大到 20 万 hm2，

为林业部( 现国家林业局) 直属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1979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

1 自然保护实践

1． 1 建立特殊的管理体制

由于保护区内有两个民族公社，地处偏远，交

通、经济发展落后。当地老百姓靠山吃山，砍伐和捕

猎无法完全禁止。最为严重的一起案件是 1983 年
1 月，中外专家正在做科学研究的一只戴有无线电

跟踪器的大熊猫被卧龙公社一名社员安放的猎套套

死，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1983 年 3 月，四川省人

民政府发文批准成立了四川省汶川县卧龙特别行政

区，将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卧龙和耿达两个公社从

汶川县划出交特区管理。特区和保护区管理局实行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的管理体制。同一班

子既管保护，又抓社区发展，避免了管理部门( 保护

区和地方政府) 推诿扯皮，有效解决了协调自然保

护、社区发展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进而

较好的调动了辖区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1． 2 设立专职管护机构，制定落实管护办法

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为目的而建立的特殊区

域，辖区内的资源具有脆弱性和稀缺性，因此应遵循

保护优先、科技先行、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保护

区管理局下设资源保护科和 3 个保护站与特区资源

管理局、乡( 镇) 林业工作站共同担负宣传教育群

众，全面贯彻执行林业法律法规，制定并落实区内保

护规章制度的职责。结合卧龙实际先后制定了《卧

龙特区民用材审批管理办法》、《卧龙自然保护区天

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管护考核评分办法》等规章制度

近 20 项和乡规民约。组织保护区专业人员、公安、
森林武警和当地村民共同参与巡山管护，每年开展

近山和高远山巡护达1 000人次。不断创新管护办

法，由保护区的管护机构与当地村民和单位签订承

包管护天然林协议，将保护区内近 13. 4 万 hm2 天然

林全部承包给保护区内1 649户农户和单位管护，每

年把天保经费直接兑付给承包管护人。把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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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解决圈养大熊猫食用竹和美化行道环境结合

起来，采取兑现粮食和给付租金的方式租赁农户约
82 hm2 土地栽种竹子。
1． 3 建立跨区域的周边保护网

卧龙主动与保护区周边紧邻的小金、崇州等 10
县( 市) 和硗碛、映秀等 11 乡( 镇) 建立护林联防委

员会，制定了保护章程，坚持常年开展联防工作。构

筑起了保护区周边的保护管理网络，有效地防止了

从保护区周边县( 市) 和乡( 镇) 进入保护区从事破

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1． 4 重视保护力量配备和人员素质提高

通过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方式引进本科、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充实保护力量; 与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 WWF)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国际、美国密西根

州立大学等国内、国际组织、机构合作，建立了野外

巡护监测技术规程，搭建了 GIS 数据分析平台。通

过培训，野外监测人员熟练地掌握了 GIS 分析、红外

相机陷阱操作、GPS 应用等野外巡护监测技术，提高

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卧龙的野外监测线路从 90 年

代的 30 条增加到了 91 条，覆盖了整个保护区野生

动植物资源分布区域以及人活动区域。利用红外线

触发相机已拍摄到了 25 科 51 种1 300多张野生大

熊猫、雪豹、牛羚、绿尾虹雉等珍稀动物照片。红外

线触发相机和巡护人员拍摄记录到的大量珍稀动植

物的影像资料，为保护区科研、宣传教育积累了基础

资料。
1． 5 设立科研部门负责开展野生动植物研究

保护区管理局设立了科研部门负责开展野生动

植物研究。自 1975 年开始系统的动植物调查，到
1988 年基本结束。调查发现保护区内有昆虫 1700
多种，脊椎动物 450 种，其中兽类 103 种，鸟类 281
种、爬行类 21 种、两栖类 14 种、鱼类 11 种，属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白唇

鹿、雪豹、绿尾虹雉等 57 种 ( 一级 13 种、二级 44
种) ; 发现有植物4 000多种，其中高等植物 1989 种，

药用植物 870 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有珙桐、水青树、连香树、红豆杉等 24 种。与
WWF、四川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等合作对大熊猫的

野外生态研究较为深入。出版了《卧龙的大熊猫》、
《大熊猫、金丝猴、牛羚》、《卧龙植被及资源植物》等

专著。
1980 年，受 WWF 资助在卧龙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

心。开始对大熊猫圈养繁殖探索研究和野生大熊猫

及伴生动物救治研究工作。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通过 10 多年的刻苦攻关和大胆创新，运用爱心饲

养、种公兽培育、外源激素诱导发情和排卵、超声妊

娠诊断、人工育幼、母兽母性及育幼技能培训等系列

技术开展“提高大熊猫繁育力的研究”，全面完成了

林业部( 现国家林业局) 制定的大熊猫繁育攻关任

务，系统地攻克了长期困扰圈养大熊猫繁育领域的
“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幼仔成活难”三大技

术难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成功繁殖大熊

猫 154 胎 225 仔，成活 194 仔，使卧龙圈养大熊猫数

量从 10 只增长到 188 只，约占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

总数 60%，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工圈养大熊猫种群。
成功救治野生病饿大熊猫 100 余只，救治大熊猫伴

生动物上千只。在《兽类学报》、《reproduction》等国

内外刊物发表科研论文 500 余篇。出版了具有行业

指导作用的《圈养大熊猫的繁殖研究》、《大熊猫饲

养管理操作规程》等系列专著 13 部。“提高大熊猫

育幼成活率的研究”和“提高大熊猫繁育力的研究”
成果先后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先后有 24 只大熊猫从卧龙出发

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到美国、英国、
日本等 9 个国家开展科研合作交流。赠送香港和台

湾的大熊猫及与国内 32 家单位开展合作交流的 73
只大熊猫均出自卧龙。卧龙的大熊猫还为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重大盛会助威添彩。
人工圈养大熊猫繁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使圈养

繁殖的大熊猫返回野外生存以复壮大熊猫野生种

群，使大熊猫物种得以保存。因此，卧龙从 2003 年

起大胆地开始了人工饲养繁殖的大熊猫放归野外研

究。通过 3 a 野化培训的大熊猫“祥祥”于 2006 年

试放野外; 2010 年启动了第二期大熊猫放归研究。
根据对第二期放归野外的大熊猫“淘淘”等的跟踪

监测显示，它们在野外生活状况良好。如今，在卧龙

大熊猫野外放归培训基地已形成良好的放归梯队，

每年均有适宜用于放归野外研究的大熊猫。该项研

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1． 6 积极帮助社区发展和居民增收，减少区内居民

对山林资源的依赖

合理分配社会经济活动收益，注重对社区补偿。
保护区内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在这些收益的分配上应考虑到减轻国家投入、
回报地方政府的投资、解决保护区管理经费缺乏及

带动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因素，保证国家、集
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合理分配。由于自然保护区位

于较偏僻贫困地区，因为保护而使当地资源的开发

利用受到限制，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自

然保护区在开发利益分配中，社区利益是必须考虑

的，同时保护区管理部门也有责任对当地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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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进行科学的指导，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多

年来，通过推广节柴灶、改变传统饲喂( 熟食饲喂为

生喂) 家畜方式、在保护区内建小水电站，每年给村

民发放用电补贴( 现已达每年 20 余万元) 鼓励以电

代柴。在实验区内划定区域开展生态旅游，让社区

居民从参与保护和生态旅游中获得经济收益，改善

经济生活状况，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实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免费技能( 驾

驶、电工、焊工、羌绣、养殖等) 培训或给予技能培训

补贴，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就业能力。鼓励社区居民

到保护区外安家、就业，减轻保护区的压力。
通过管理局 50 年和特区 30 年自然保护的探索

实践，保护区已实现连续 40 年无森林火灾，森林覆

盖率达到 57. 6%，植被覆盖率超过 98%，有效保护

了卧龙大熊猫、金丝猴、牛羚等珍稀动物及栖息地和

珙桐、水青树、连香树等珍稀植物及生态系统。据
2000 年全国第三次野生大熊猫数量调查结果显示，

卧龙的野生大熊猫数量由第二次调查时的 72 只 ±
16 只恢复到了 143 只，约占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的 10%。2006 年 7 月世界遗产大会批准卧龙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卧龙成为了四川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先后获全国自然保护

区示范单位、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单位等殊荣。

2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 1 自然保护区资源利用的相关法律与管理体制

有待完善

虽然我国已颁布了许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

法规，但是有关自然保护区资源利用管理的法律还

未形成一定的法规体系，导致在保护区资源管理中

出现的许多实际问题无章可循; 卧龙自然保护区建

立 50 周年，至今已与卧龙特区合署办公 30 年。30
年发展建设，非政府机构( 卧龙特区) 管理政府机构
( 卧龙镇政府和耿达镇政府) ，体制机制不顺、内设

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不足等给工作上带来的困难

和问题日渐明显，应探索更有利于卧龙特区和保护

区发展的管理体制( 如: 建立卧龙特区人民政府) 。
2． 2 应尽快开展保护区本底资源调查，摸清家底

对保护区动植物资源进行初次调查至今已 30
多年，保护区内新建水电站后使河流被截断，原本连

续贯通流畅的河流出现间断干涸，原有的水生态遭

到破坏。加之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地震

引发的山体滑坡及岩石和土壤运动时空分布格局的

变化，显著改变了大熊猫栖息地的地形、地貌、土壤

特性及植被演替进程，地震构成了比较强烈而持续

的干扰过程，地域景观结构与功能受到强烈扰动，造

成山地植被的严重破坏。大熊猫栖息地结构和质量

因此而发生显著变化，使大熊猫栖息地进一步破碎

化。连通性降低、破碎化加剧; 公路隔离严重; 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使保护区中重点生态系

统和廊道区域受损严重。景观的破碎程度显著增

加，原有生态系统被进一步分割、隔离。自然环境遭

受严重破坏等原因，致使对保护区内现有动植物资

源及生态环境状况不清，应尽快开展保护区本底资

源调查，摸清家底。进一步摸清濒危动植物现状，掌

握渐危和濒危物种的分布状况，查清经济物种的资

源，制定保护与利用相协调的科学长远规划，保护渐

危和濒危物种的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使

资源物种增加。
2． 3 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过去卧龙在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经济发展和灾

后重建中引进动植物时对控制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

视不够，现已显露出这方面的隐患或问题。因此，应

尽快在保护区设立检验检疫关口对进出保护区的动

植物进行检疫，建立《外来物种引进管理办法》、《动

植物出入保护区检疫管理办法》等制度，采取有效

措施，尽可能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风险，避免因外来物

种给保护区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带来危害。应尽快按

照国家关于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和保护站标准化建设

要求制定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实施方案，把卧龙自然

保护区建设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保护区。
2． 4 要切实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在资源利用上存在

的矛盾

地震、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毁灭耕地，退耕

还林减少耕地和卧龙发展建设征占土地，使保护区

内的部分村民失去土地，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仍然较

强，社区居民对于开发自然保护区的意愿强烈。因

此，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经济发展和社区居民生活

保障问题仍将是影响自然保护工作的最重要因素。
应积极研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社区居民的就业

技能培训，增强创业和就业适应能力，促进就业。利

用卧龙的动植物资源优势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

件，规划建设和发展生态旅游，打好熊猫牌、富民促

保护。

参考文献:

［1］ 胡锦矗，乔治． 夏勒，等． 卧龙的大熊猫［M］． 成都: 四川科学技
术出版社，1985．

［2］ 秦自生，等． 卧龙植被及资源植物［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1987．

［3］ 国家林业局卧龙自然保护区，四川省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 卧
龙发展史［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74 期 李文静，等: 浅谈卧龙的自然保护实践与发展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