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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笋管理政策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生境恢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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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评估采笋管理政策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恢复的作用，２０１８年 ９月对保护区内采笋管
理区域和保护区外围保护带的未管理区域进行了野外调查，对比分析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大熊猫主食

竹———八月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的生长状况以及森林植被特征。结果显示：１）采笋管理区域的竹笋
株高与数量明显大于未管理区域的相关指标（ｐ＜００５），竹笋基径，成竹株高无明显差异。２）采笋管理区域乔木胸
径，乔木树高，灌木层盖度大于未管理区域，且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可见，采笋管理政策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
大熊猫主食竹的恢复产生正面作用，而连续采笋不仅影响了大熊猫主食竹的生长，也在改变大熊猫生境的森林植

被特征。为了更好的保护当地大熊猫的生存，保护区实行科学的采笋管理政策是有效的，建议在其他保护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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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属我国一级保
护动物，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种，目前仅分布在

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以及凉山等６
个山系。受到广大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极大关

注，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以期能更好地保护大

熊猫［１～３］。

大熊猫以亚高山竹类为主食，取食的竹种有７
属３４种和１变种［４～６］。大熊猫主食竹资源保护是

大熊猫保护的前提基础。然而由于大熊猫分布区多

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采集利用

需求强烈，由于野生竹笋的质量远远高于人工种植

的竹笋质量，市场单价较高，能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

的经济收入，采笋在大熊猫保护区广泛存在［１３，１４］。

随着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的深入开展，研究发现采笋

不仅影响了大熊猫主食竹的正常生长，还随着人类

进入森林活动而对森林产生了诸多附加的影响，故

而越来越多的保护区实施了轮息采笋或完全禁笋等

一系列相关政策。然而，采笋的管理政策对大熊猫

主食竹、森林植被特征的影响的量化研究一直是缺

乏的。评估采笋管理政策对大熊猫主食竹及森林生

境影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采笋活动对竹类自

生生长发育，对大熊猫主食物竹笋的资源量的影响

及对保护区原始森林的影响［１５］，同时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评估采笋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本研究

在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对

比分析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的大熊猫主食竹

生长指标及森林植被特征。该研究将对保护区管理

政策的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这对寻找解决大熊猫

保护与居民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方案有着重要的作

用，为保护区提供科学管理的参考意见，以便更好地

开展马边大风顶保护区大熊猫保护工作。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０３°１４′～１０３°

２４′Ｅ、２８°２５′～２８°４４′Ｎ）属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
自治县（见图１），１９７８年经国务院国批准成立，是
以保护大熊猫、羚牛、珙桐、水青树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及其自然生态环境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

型自然保护区［１６］。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位于凉

山山系，是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的最南端，在大熊猫

地理分布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但由于地理位置、

交通状况、地形地势等因素，现阶段的研究相对较

少［１７］。由于保护区实施一系列的保护管理政策，使

得保护区内的森林生态环境远远好于保护区外的森

林。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保护区周边居民进入
保护区采笋的现象大量存在［１４］。保护区从２０００年
开始实行相关采笋管理政策，如禁止周边社区居民

在山里进行烟熏笋等，２００２年开始在全保护区开展
严格的笋期管理，逐步规范采笋的时间和行为，直到

２０１２年成功地禁止笋农在保护区内驻扎制作硫磺
笋。为了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周边社区居民

发展的平衡，保护区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轮息采笋政
策，有效地控制了保护区人为采笋对大熊猫栖息地

等生态资源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保护区周边社区

居民的经济发展需求。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野外数据收集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施相
关采笋管理政策，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轮息采笋政策，
轮息采笋政策以年为单位，以２０１６年全年禁笋为起
始，实行隔年开放采笋。本次研究根据是否实行采

５７４期 洪　洋，等：采笋管理政策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恢复的作用 　　



笋管理政策将研究区域分为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

区域，然后在研究区域内随机设置样线，研究小组沿

样线每隔３００ｍ选取１个２０ｍ×２０ｍ的样方，选取
样方时有大熊猫痕迹和不同竹种交界的地方优先，

接着对样方内森林植被特征进行调查，记录乔木数

量与乔木郁闭度，随机选择１０棵乔木，记录其胸径，
树高，冠幅长与宽等信息。灌木分４个象限进行统

计，分别记录其数量，盖度，均高，胸径。在样方中呈

品字选取３个１ｍ×１ｍ的小样方，统计每个样方中
的竹笋与成竹数量，然后在每个小样方中随机选择

１０棵竹笋与成竹，用游标卡尺与卷尺测量其基径与
株高。本次研究共设置 ７５个大样方 ，其中未管理
区域 ４０个 ，管理区域３５个（见图１）。

图１　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区域及样方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ｏｔ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ＭａｂｉａｎＤａｆｅｎｇ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１．２．２　数据分析
对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首先采用非参数检

验的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ｖｏ－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样本数
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在符合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

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ＴＴｅｓｔ），
对比分析了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内的大熊猫

主食 竹—八 月 竹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ｎｄｌｅ）Ｋｅｎｇｆ）竹笋与成竹的基径，株高和数量等

特征［７，８］。大熊猫对生境的选择不仅仅对主食竹有

要求，森林郁闭度，灌木层盖度等森林植被特征也是

影响大熊猫生境选择的重要因素［９～１２］，所以我们也

对比分析了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内的乔木层

郁闭度，乔木胸径，乔木树高，乔木冠幅宽，乔木冠幅

长，乔木数量以及灌木层盖度，灌木均高，灌木胸径，

灌木数量等森林植被特征。所有检验的显著水平设

定为ａ＝００５，数据分析在ＳＰＳＳ１６０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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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大熊猫主食竹特
征

采笋管理区域竹笋株高与竹笋数量明显大于未

管理区域，竹笋株高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竹笋数量
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０１），采笋管理区域竹笋基径略
小于未管理区域，差异不显著。成竹基径表现为采

笋管理区域小于未管理区域，成竹数量表现为采笋

管理区域大于未管理区域，二者均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成竹株高在两区域中无明显差异（见图２）。

图２　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大熊猫主食竹生长指标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ｐｌｅｆｏｏｄｏｆ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ｕｎｍａｎａｇｅｄａｒｅａｓ

２．２　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森林植被特征
采笋管理区域乔木胸径，乔木树高，灌木层盖度

明显大于未管理区域（ｐ＜００５）（图３）。未管理区
域乔木层郁闭度略大于管理区域，但二者无明显差

异。采笋管理区域乔木冠幅，数量，灌木均高，胸径，

数量等数据均大于未管理区域，且无明显差异（见

图３）。

图３　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森林植被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ｂａｍｂｏｏｓｈｏｏｔｓ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ｕｎｍａｎａｇｅｄａｒｅａｓ

７７４期 洪　洋，等：采笋管理政策对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恢复的作用 　　



３　讨论

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２０００年开始
实施采笋管理政策，通过本次研究发现，采笋管理政

策的实施对马边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的保护取得

显著成效。在主食竹方面，采笋管理区域的竹笋株

高与竹笋数量均大于未管理区域。未管理区域所发

现的竹笋一部分为采笋后的新生笋，还有一部分为

笋农遗漏的竹笋，周边居民采笋优先采取个体较大

的竹笋，而一些个体较小，位置较为隐蔽的竹笋则被

忽略，所以在未管理区域发现的竹笋数量较少且株

高较矮。但由于笋农带走了大量占有生长优势的竹

笋，所以剩下的竹笋在营养与空间上相较于采笋管

理区域则更加有生长优势，更大的生存空间有利于

竹笋的生长［２２］，所以未管理区域的竹笋基径更大。

竹笋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成竹的多少，所以采笋

管理区域的成竹数量明显大于未管理区域的成竹数

量。较多的成竹数量直接导致了管理区域较强的生

存竞争，成竹为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光照，

成竹的高度不断拔高，相较于未管理区域，采笋之后

导致成竹较少，成竹林下生存空间较为充足，竞争较

弱，成竹更多的进行横向的生长，拥有更大的基

径［２７］。保护区自２０１６年实施轮息采笋政策，既保
证了保护区大熊猫主食竹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控制

了主食竹的数量，更加有利于保护区大熊猫主食竹

的生长。

采笋管理区域与未管理区域的灌木层盖度，乔

木胸径，乔木树高差异显著，与采笋管理区域相比，

未管理区域的灌木层盖度更小，原因在于笋农在采

笋过程中为了开辟道路会砍掉大量灌木，导致未管

理区域灌木层盖度明显小于管理区域。大熊猫活动

往往需要一定的隐蔽性，若灌木层盖度过低，大熊猫

将减少在该区域的活动［１９～２１］，可见持续的采笋活动

不仅能够影响大熊猫主食竹的生长，也会影响大熊

猫的空间利用与生境选择。本研究中发现，采笋管

理区域多为原始林，乔木生长时间较长，所以乔木胸

径与树高更大，而未管理区域的森林多为次生林，乔

木生长时间较短，故未管理区域的乔木胸径与树高

更小。大熊猫在繁育过程中需要寻找育幼树洞，而

胸径较大的乔木则成为大熊猫的首选［２６］，在大熊猫

的生存区域中拥有更多胸径较大的乔木更有助于大

熊猫找到合适的育幼树洞，更有利于大熊猫的生存。

大熊猫喜居于上层乔木郁闭度大［１８］，竹林较为集中

的区域［２３－２５］，尽管在短时间内，采笋行为不能对原

始林的乔木层构成威胁，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可能

会导致大熊猫回避在采笋区域活动，从而在客观上，

失去产仔育幼的优良生境［２８，２９］，可见在原始林内实

施采笋管理政策，将有利于大熊猫的长期生存与繁

殖。

综上所述，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实行采笋管

理政策，尤其是最近实施的轮息采笋政策对保护马

边大熊猫生境是有正面价值的。一方面，降低人类

活动对大熊猫主食竹与森林植被的影响，为大熊猫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注重当地社区的

经济发展。轮息采笋意味着大熊猫与保护区周边居

民在不同时间上共同利用同一大熊猫主食竹分布区

域。大熊猫与人类采笋活动能否在时空上实现交错

共享栖息地，有待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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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但新稍封顶早、落叶早，与我国其他引种区类

似［８］。但黑核桃生长与极端高温、降雨量相关性显

著，这说明黑核桃对气候环境更敏感，这与宋锋惠等

研究结果一致［９～１０］。黑核桃易受温度、水分不足

（降雨量）的不利影响，这是黑核桃在引种区生长总

体偏差的主要因素。

黑核桃在土层偏薄、土壤保水性差的地块出现

生长量偏小，枝条封顶期提前等现象，这与裴东等的

研究结果一致［１０～１１］。铁核桃在整个观测期生长迅

速，５—６月生长速度最快。黑核桃主要生长期集中
在５—７月，７月中旬以后生长量偏小。

根据耐涝试验结果，黑核桃耐涝性强于铁核桃。

淹水处理不仅能使植物落叶、枯萎，植株体也会形成

一定的耐涝机制，机体内生理指标会发生改变而适

应环境［１２］。关于砧木耐涝性与植物体生理指标变

化规律有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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