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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系统样方调查*研究了卧龙大熊猫生境的物种结构与群落特征;结果表明*大熊猫原始生境群落特征表现为每

个样方内的物种数平均为 @(N>&个*盖度为 (N?%*物种多样性指数为 (N>&*优势度指数 ’N#O*最大平均树径达 &$N%/P*
平均每平方米竹类生物量为 ?N&#Q1;

大熊猫对生境的群落结构也有较广的适宜性*在卧龙落叶阔叶林*落叶<针叶混交林及针叶林 #种植被类型均可为

它的适宜生境;但生境适宜性程度及生境质量主要受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生境的群落特征

如物种数R物种多样性等指标将比原始生境高;而物种优势度*群落高度与最大平均树径以及重要值则下降;竹类的生物

量与更新能力也表现为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大熊猫=生境结构=物种多样性=物种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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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熊 猫"!{}1qx(x"p|n}pux}n1rp)原 是 我 国 分 布 较 广 的 一 种 野 生 生 物*曾 分 布 于 我 国 东 部 的 许 多 地

区@(A#A;随着人口的增长与人类活动的不断的加大*森林砍伐*农业扩展*大熊猫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分布

范围迅速缩小*并向高山深谷地带退却@(A*大熊猫种群下降*濒临灭绝;
保护与恢复生境是保护大熊猫的最有效途径*并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胡锦矗*潘文石*秦自生*C2:<

LK8*B5.4*,/02LL58等均从不同角度描述或探讨了大熊猫的生境特点*尤其对大熊猫的竹子选择进行了 深

入的研究@#AOA;C2:LK8等研究比较了森林砍伐后大熊猫生境物种结构的变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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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究了大熊猫生境质量评价的方法与技术以及卧龙大熊猫生境质量及其空间格局!"#$%由于资料的不

足与大熊猫生境的复杂性&目前大熊猫生境研究中&对大熊猫生境选择&生境结构以及生境动态以及人类

活动对生境质量的影响机制等缺乏深入与综合的研究%对大熊猫生境的群落结构&以及人类活动对生境群

落的影响的系统研究仍不多见%本文是通过在卧龙实地的系统样方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类型大熊猫生

境的物种结构与群落特征&以期为建立大熊猫生境质量评价方法与评价准则提供基础%
’ 研究方法

’(’ 取样调查方法

为了分析大熊猫生境的自然环境与群落结构&于 "))*年 *月及 "))+年 *月在卧龙五一棚大熊猫活

动 区调查样方 ",个-表 ".&根据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及恢复时间的长短&所 调 查 的 生 境 类 型 可 分 为 /
类01原始生境&在过去的近 "##2没有被砍伐34生境在 "),#5")/#年被砍伐36生境在 ")7#5")8#年

被砍伐%第 ,类生境与第 /类生境砍伐后自然恢复&并没有再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目前是大熊猫的活动

区%
每个样方面积 ,89,#:,%调查过程中&记录每个样方的海拔高度&坡度&坡向&以及乔木一层-;".&乔

木 二 层-;,.&灌 木 一 层-<".&灌 木 二 层-<,.的 高 度 与 树 冠 直 径&记 录 样 方 内 所 有 物 种 的 数 量&并 测 量 ;"=

;,=<"层每株树的高度=胸径=树冠直径%同时&在每个样方内&随机选择 8个 "9":,的小样方&以调查竹

子的种类=密度以及草本植物的种类与数量-包括乔木=灌木树种的树苗.%在每个样方内随机测量 "#株竹

子的高度与地径&若小样方内不足 "#株&则全部测量%
’(> 分析方法

’(>(’ 群落结构分析 根据大熊猫行为特征&以植株高度为基础&分为乔木层-植株高度大于 8:.&灌木

层-植株高度大于 "(858:.及草本层-植株高度少于 "(8:.&分析其物种构成%再根据大熊猫生境要求&比
较各生境类型的群落构成与群落特征&包括物种多样性&物种优势度&盖度&胸径等%在分析中应用 <?2@A@
多样性指数估计生境的物种多样性&用 <B:CDA@指数估计生境的物种优势度%生境盖度由大于 8:高的树

的树冠总面积与样方面积的比来测度%
’(>(> 竹子群落分析 计算比较不同生境类型的竹子种类&密度及生物量及更新能力%竹子生物量应用

秦自生等提出的竹子生物量模型!7$估计&更新能力则用竹笋与竹子的数量比表达%
应用 <E<;F;统计软件包分析各样方及生境类型的群落特征值及差异性%

> 结果与分析

>(’ 生境群落的构成

通过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卧龙大熊猫生境的植物群落类型有落叶阔叶林&落叶 针叶混交林及针叶林

/种类型%
>(’(’ 落叶阔叶林 主要分布在海拔 ,###5,*##:之间&卧龙的落叶阔叶林是常绿阔叶林或常绿G落叶

阔叶林的原始森林砍伐或间伐后所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主要树种有疏花槭&藏刺榛&白桦&红桦&糙皮桦&
华西枫杨&野核桃&大叶杨等%林下分布有拐棍竹&大箭竹&油竹等熊猫可食竹类&而成为大熊猫的重要生

表 ’ 大熊猫生境结构调查样方属性表

HIJKL’ MNNOPJQNLRSTRIUVKLWVKSNR
样方

号

XAY

海拔
高度

Z[\]2̂BA@
-:.

坡度

-_.
<[AC\

坡向

FDC\‘̂

植被
类型

a\b\̂2̂BA@

人类活动干扰

cd:2@eBD̂dfg2@‘\

" ,*## "8 Z 落叶阔叶林 ")7#5")8#年砍代

, ,*,# 8 h 针阔混交林 "),#5")/#年砍伐

/ ,*/# "# h< 针阔混交林 原始生境

7 ,+78 "8 X 针阔混交林 原始生境

8 /#/8 "* < 针叶林 原始生境

* ,i7# i XZ 针叶林 原始生境

+ ,i+8 + h 针叶林 原始生境

i ,i+8 + Z 针叶林 原始生境

) ,8## "8 Z 落叶阔叶林 ")7#5")8#年砍伐

"# ,8#8 78 Xh 针阔混交林 "),#5")/#年砍伐

"" ,+*8 + XZ 针阔混交林 "),#5")/#年砍伐

", ,)/# "8 h< 落叶阔叶林 ")7#5")8#年砍伐

境%由于小生境的差异&群落的物种构成也不同&但
大 熊猫主要在红桦j疏花槭 拐棍竹群落-表 ,.中

活动%
>(’(> 针 阔 混 交 林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拔 ,,##5
,+##:之 间&主 要 树 种 有 铁 杉&麦 吊 杉&四 川 红 杉&
红桦&川滇长尾槭&房山槭&椴树&藏刺针等%林下分

布 拐 棍 竹 与 冷 箭 竹-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拔 ,*##:以

上.%典型的针阔混交林有铁杉j红桦G拐棍竹群落

-表 ,.&铁杉j冷杉j房山槭G拐棍竹群落&铁杉j
冷 杉j糙皮桦G冷箭竹群落-表 ,.%针阔混交林是

卧龙大熊猫的重要生境%
>(’(k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大 熊 猫 ,8##5/,##:的

生境为亚高山针叶林&主 要 树 种 有 岷 江 冷 杉&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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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等!林下分布有冷箭竹!华西箭竹"典型的亚高

山针叶林群落有岷江冷杉#冷箭竹群落$表 %&!岷江冷杉’糙皮桦#冷箭竹群落!四川红杉#冷箭竹群落"亚

高山针叶林是卧龙大熊猫的主要生境类型"
表 ( 大熊猫生境群落物种结构

)*+,-( ./-01-2034/3215136167188-9-65:*+15*5

中文名

;<=>?@?>AB?
学名

CAD=>>AB?

落叶阔叶林E

F?G=HIJI@KLJAH
M?ANNJL?@D

针阔混交林%

O=P?HKLJAHM?AN
QGJ>=N?LJI@
NJL?@DR

针阔混交林ST

O=P?HKLJAHM?AN
QGJ>=N?LJI@
NJL?@DS

亚高山针叶林U

VIKAMW=>?
GJ>=N?LJI@
NJL?@D

乔木层 XLKJL
腊莲锈球 YZ[\]̂_‘]ab\c_da] e
藏刺榛 fd\Zghai‘\djk]\l e
疏花槭 mn‘\g]jcigd\ho e
红毛花楸 pd\qha_gdo‘\hg]b] e
木帚 子 fdbd̂‘]ab‘\[c‘gac]̂ha e
华椴 rcgc]nsĉ‘̂aca e
卧龙柳 p]gcj[dgc] e
宝兴木姜子 tcba‘]odhuĉ‘̂aca e
川滇长尾槭 mn‘\n]h[]bho e
淡红荚迷 vcqh\̂ho‘\hq‘an‘̂a e
多鳞杜鹃 wsd[d[‘̂[\d̂ udgZg‘uca e
华山松 xĉha]\o]̂[c e
红桦 y‘bhg]]gqd#aĉ‘̂aca e e
西南樱桃 x\ĥhaucgdachanhg] e e
铁杉 rah_]nsĉ‘̂aca e e e
桦叶荚迷 vcqh\̂hoq‘bhgcidgcho e e
华西枫杨 xb‘\dn]\Z]ĉac_̂ca e
麦吊杉 xcn‘]q\]nsZbZg] e
水青树 r‘\]n‘̂b\d̂ nsĉ‘̂aca e
小泡花树 zcgcdao]q‘]̂c]̂] e
绒毛杜鹃 wsd[d[‘̂[\d̂ u]nsZb\cnsho e
紫花卫矛 {hd̂Zohaud\usZ\‘ha e
岷江冷杉 mqc‘ai]jd̂c]̂] e e
糙皮桦 y‘bhg]hbcgca e e
灌木层 V<LIK
巴东忍东 td̂cn‘\]s‘̂\Zc e
宝兴木姜子 tcba‘]odhuĉ‘̂aca e
藏刺榛 fd\Zghai‘\dj e
红花五味子 pnsca]̂[\]\hq\cigd\] e
瘤枝小蘖 y‘\q‘\cak‘\\hnhgda] e
木帚 子 fdbd̂‘]ab‘\[c‘gac]̂ha e
桦叶荚迷 vcqh\̂hoq‘bhgcidgcho e
灰叶 木 fd\̂haudgcdusZgg] e
角翅卫矛 {hd̂Zohand\̂hbha e
五叶瓜藤 Ydgqd‘ggc]i]\_‘acc e
须蕊铁线莲 |‘o]bcaud_d̂]̂[\] e
红花蔷薇 wda]odZ‘acc e e
腊莲锈球 YZ[\]̂_‘]ab\c_da] e e
疏花槭 mn‘\g]jcigd\ho e e
细梗吴茱萸五加 mn]̂bsdu]̂]j‘kd[c]‘idgcha e e
多鳞杜鹃 wsd[d[‘̂[\d̂ udgZg‘uca e e
华西枫杨 xb‘\dn]\Z]ĉac_̂ca e
假稠李 z][[‘̂c]sZudg‘hn] e
狗枣猕猴桃 mnbĉc[c]}dgdoc}b] e
蔓生八仙花 YZ[\]̂_‘]]̂d̂n[] e
毛叶吊钟花 {̂ }c]̂bsha[‘ig‘jha e
鞘柄菝葜 pocg]jab]̂a e
蕊帽忍东 td̂cn‘\]ucg‘]b] e
心叶荚迷 vcqh\̂hond̂\[cidgcho e
星毛杜鹃 wsd[d[‘̂[\d̂ ]ab‘\dnŝdho e e
秀丽莓 whqha]o]qcgca e
紫花卫矛 {hd̂Zohaud\usZ\‘ha e
甘青茶镳 wcq‘ao‘Z‘\c e e
冰川荣镳 wcq‘a_g]nc]g‘ e e
蓝锭果 td̂cn‘\]n]‘\hg‘] e
绒毛杜鹃 wsd[d[‘̂[\d̂ u]nsZb\cnsho e
西南樱桃 x\ĥhaucgdachanhg] e e
峨眉蔷薇 wda]do‘c‘̂aca e
红毛花楸 pd\qha_gdo‘\hg]b] e
草本层 ~?LK
宝兴木姜子 tcba‘]odhuĉ‘̂aca e
藏刺榛 fd\Zghai‘\dj e
糙野青茅 |‘Z‘hjc]an]q\‘an‘̂a e

!"U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中文名

!"#$%&%$’(%
学名

)’*#$$’(%

落叶阔叶林+

,%-#./0/&120’.
3%’4402%&*

针阔混交林5

6#7%.120’.3%’4
8-0$#4%20/&
402%&*9

针阔混交林:;

6#7%.120’.3%’4
8-0$#4%20/&
402%&*:

亚高山针叶林<

=/1’3>#$%
-0$#4%20/&
402%&*

淡红荚迷 ?@ABCDBEFCBAFGHFDG I
防已叶菝葜 JE@KLMEFD@GNFCEO@PFL I
狗枣猕猴桃 QHR@D@P@LSOKOE@SRL I
红花五味子 JHT@GLDPCLCBAC@UKOCL I
阔叶清风藤 JLA@LHLR@UOK@L I
美花铁线莲 VKFELR@GNORLD@D@@ I
茜草 WBA@LHOCP@UOK@L I
深红龙胆 XFDR@LDLCLA@HBDPL I
双舌蟹甲草 VLHLK@LPLY@P@@ I
野荷香 WLAPOG@L&>Z I
落新妇 QGR@KAFHT@DFDG@G I I
三褶脉紫菀 QGRFCL[FCLRO@PG I I
中华荚果蕨 \LRRFBHH@L@DRFCEFP@L
鞘柄菝葜 JE@KLMGRLDG I I I
疏花槭 QHFCKLM@UKOCBE I I I
蹄盖蕨 QRT]C@BEU@K@MUFE@LDL I I I
凹叶景天 JFPBEFELC[@DLRBE I
管花鹿药 JE@KLH@DLTFDC]@ I
华西枫杨 R̂FCOHLC]L@DG@[D@G I
黄水枝 _@LCFKKLNOK]NT]KKL I
假稠李 \LPPFD@LT]NOKFBHL I
林荫千里光 JFDFH@ODFEOCFDG@G I
六叶律 XLK@BELGNFCBKO@PFG I
顶花螯麻 ‘LNOCRFLRFCE@DLK@G I
甘青茶镳 W@AFGEF]FC@ I
秀丽莓 WBABGLELA@K@G I
酢浆草 aMLK@GHOCD@HBKLRL I I I
山酢浆草 aMLK@G[C@UU@RT@@ I I I
小悬钩子 WBABGDBRLDG I I I
糙皮桦 bFRBKLBR@K@G I
单叶升麻 bFFG@LHLKRTLFUOK@L I
桦叶荚迷 ?@ABCDBEAFRBK@UOK@BE I
绒毛杜鹃 WTOPOPFDPCODNLHT]RC@HTBE I
腊莲锈球 c]PCLD[FLGRC@[OGL I I
蓝锭果 ‘OD@HFCLHLFCBKFL I I
岷江冷杉 QA@FGULMOD@LDL I I
无尾果 VOKBC@LKOD[@UOK@L I I
峨眉蔷薇 WOGLOEF@FDG@G I
冰川荣镳 W@AFG[KLH@LKF I
红毛花楸 JOCABG[KOEFCBKLRL I
山光杜鹃 WTOPOPFDPCODOCFOPOML I
西南樱桃 ĈBDBGN@KOG@BGHBKL I
象鼻天南星 QC@GLFELFKFNTLG I
玉竹 ÔK][ODLRBEOPOCLRBE I
可食竹类 d’(100
拐棍竹 eLC[FG@LCFABGRL I I
冷箭竹 bLGTLD@LULD[@LDL I I I
注f+g红桦h疏花槭i拐棍竹群落j5g铁杉h红桦i拐棍竹群落j;g铁杉h冷杉h糙皮桦i冷箭竹群落j<g岷江冷杉i冷箭

竹群落k

lgl 生境的群落特征

大熊猫对生境的群落结构有较广的适宜性m在卧龙m落叶阔叶林m落叶i针叶混交林及针叶林 ;种植被

类型均可为它的适宜生境k植被群落结构特征表明n表 ;om;种植被类型的竹子生物量m竹子更新能力m盖
度等指标没有明显差异k物种丰富度与物种多样性表现为落叶阔叶林最高m落叶i针叶混交林次之m针叶林

最低k而物种优势度m群落高度m平均最大胸径则以针叶林最高m落叶i针叶混交林次之m落叶阔叶林最低k
lgp 人类活动对生境的群落特征的影响

大熊猫对生境适宜性程度及生境质量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k比较原始生境与森林砍伐后自然恢复

qrstr年与 <rsur年 ;种生境类型m可以发现m这 ;种生境类型的群落结构特征在许多方面有着显著的

差异nNvrZ+ron表 <om如物种数w物种多样性等指标表现为随恢复时间的延长而下降m原始生境最低k而

物种优势度m群落高度与最大平均胸径等重要值则随恢复时间的延长而提高k换言之m生境受到人类活动

干扰后m其物种数与物种多样性指数明显增加m而物种优势度m群落高度与最大树径明显下降k竹类的生物

量与更新能力总的趋势表现为原始生境高于受干扰的生境m但 ;类生境之间没有显著差异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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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对生境的群落结构也有较广的适宜性!在卧龙落叶阔叶林!落叶"针叶混交林及针叶林 #种植

被类型均可为它的适宜生境$但从群落结构特征来看!落叶"针叶混交林及针叶林优于落叶阔叶林$由于受

冷箭竹开化死亡的影响!竹子生物量及更新能力在各样方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而在 #种植被类型之间没有

明显差异$
受竹子开花死亡等的影响!卧龙大熊猫分布区林下竹子的空间分布为非连续分布!表现为斑块状$显

然!当无竹子分布的斑块面积不大时!对生境的质量影响不会很大!但当无竹子分布的斑块面积较大时!将
会对大熊猫的生境选择带来不利影响$竹子分布的景观生态学特征与大熊猫行为和生境选择之间的关系

应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表 % 不同生境类型的群落结构特征

&’()*% +,--./01234’5’31*5061036,78077*5*/14’(01’16

生境类型

9:;<=:=
=>?@A

落叶阔

叶林

BCD:E"
F@:G
GDC@A=

针阔混交林

H<I@E
JDK<G@CDLA"
;CD:E

F@:GGDC@A=

针叶林

MDK<G@"
CDLA
GDC@A=

统计

检验

N"=@A=

物种丰富度O ##PQR SRPTU VQPRUWXUPUVR
物种多样性Y SP#T VPTZ VP[VWXUPUQ[
物种优势度\ UPVQ UP#U UP[UWXUPVQV
竹子生物量]̂_‘a RP[Q ZPVT ZPQVWXUPbSQ
竹子更新能力c UPUR UPVS UPUbWXUP[#Q
树冠覆盖度]d‘e VPTS VPbT VPRbWXUPTb[
高度]f‘g VUPQQ VVPZ[ VZPV[WXUP#ZS
平均胸径]Jf‘h V#P#Q V[PUQ SRPQSWXUPUT[
最大胸径]Jf‘i #ZPVR ZZPUT T#PQWXUPUUV

Oj?@J<@AC<JkK@AA!Yj?@J<@AE<l@CA<=>!\j?@J<@AEDf<K:"

=<DK!aB:f;DD;<Df:AA!cB:f;DD_@K@C:=<DK:;<F<=>!e

M:KD?>JDl@C:_@!gM:KD?>k@<_k=!hml@C:_@nop!i

H:I<fLfnop

表 q 人类活动对生境群落特征的影响

&’()*q r-s’31,74.-’/8061.5(’/3*,/4’(01’13,--.t
/012615.31.5*

生境类型

9:;<=:=
=>?@A

原始生境

uDkLf:K
E<A=LC;:KJ@

恢复生境i

9:;<=:=
FD__@E
<K

SUv#UwA

恢复生境xy

9:;<=:=
FD__@E
<K

[UvRUwA

N"检验

N"=@A=

物种数

j?@J<@AC<Jk@K@AA SVPRQ STPZQ #SP##WXUPURQ

竹子生物量]̂_‘O ZPQ# [P#V ZPR# WXUPTTR
竹子更新能力Y UPV# UPU# UPUZ WXUP#S#
物种多样性\ VPRQ SPVQ SP#S WXUPUVb
物种优势度a UP#T UPVR UPSS WXUPU#Z
树冠覆盖度]d‘c VPZ[ #PUT UPbR WXUPURb
高度]f‘e V[PV# V#P#Q TPb# WXUP#UT
平均胸径]Jf‘g SUPRT VQPRS VUPU#WXUPUQ#
最大胸径]Jf‘h QbP[ RQPT ##P[ WXUPU[b
OB:f;DD;<Df:AA!YB:f;DD_@K@C:=<DK:;<F<=>!\j?@J<@A

E<l@CA<=>!a j?@J<@AEDf<K:=<DK!c M:KD?>JDl@C:_@!e

M:KD?>k@<_k=!gml@C:_@nop!hH:I<fLf nop!i

VbSUvVb#U年曾被采伐的生境zxyVb[UvVbRU年曾被采伐

的生境$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生境的群落特征如物种数{物种多样性等指标高于原始生境!尤其灌木层物种数

与密度明显增加$而物种优势度!群落高度与最大平均树径等重要值则下降$竹类的生物量与更新能力也

表现为下降趋势$由于大熊猫对其巢域及产仔场所常有特殊的要求!如要选择树径大于 bUJf的老龄树作

产仔巢!在针阔混交林中郁闭度大于 U|Q}R~!在秦岭也要 U|[vU|Q}Z~$因此!人类活动对生境群落结构的影

响!将会直接影响生境的适宜性程度与影响大熊猫的生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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