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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小种群面临灭绝风险 栖息地破碎化现状亟待改善

 

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大熊猫栖息

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分布在25个很小

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今年7月初，生态环境部宣布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濒危状况进一步缓解。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网友开始期待与“滚滚”亲近的美好画面。

但是，近日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发表论文指出，未来100年内，仍有18个大熊猫种

群的灭绝风险高于50%、15个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90%，如果种群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灭绝风险

还会进一步升高。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立，我国大熊猫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大熊猫孤立小种群仍

然面临风险，这一现状需要重点关注。”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种群分散与气候变化增大灭绝风险

中国野生大熊猫的“家底”是多少？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给出了权威结果：截至2013年年底，我

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相比于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1596只来看，我国野生大熊猫

种群数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但是，单从数量的多寡不足以判断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大熊猫种群的生存现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

种群中个体数量多少、种群的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个体的繁殖能力和存活状况等，都会影响种群的长期

存活。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令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个体数量少、

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都会增加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

致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

分布在25个很小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野生大熊猫主要生活于海拔1200米—3800米有大熊猫可食竹分布的森林中。因为耐寒能力较强，大

熊猫对气候条件有一定要求，一般不在海拔较低气候炎热的地方生活。

“气候变化可能使大熊猫栖息地向海拔更高处和偏北部移动，这将可能导致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破碎

化加剧，使得种群隔离状况更加严重。”孔令桥预测：在最不利的假设下，现有的33个孤立种群，到210

0年可能会增加到56个，其中41个孤立种群绝灭风险大于50%。

小种群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保护高度重视、举措频出。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该试点方案，全面启动大熊

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17年12月，原国家林业局会同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印发《大熊猫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试点目标要求和任务分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最高级别的保护快

速推进。

当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纵横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和秦岭山系，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

域，试点区总面积27134平方公里，生存着来自17个种群的1631只大熊猫，占全部野生大熊猫数量的87.

7%。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丰富，分布着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热点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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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恢复大熊猫栖息地。”欧阳志云表示，“如果大熊猫国家公园

能实现破碎栖息地的恢复和连通，孤立小种群的数量将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还有16个大熊猫种群没有被纳入国家公园的保护范畴。其中有12个种群比较小，面临的

风险也更加突出。特别是凉山种群和岷山北部的小种群，前景最不明朗。

大熊猫种群的长期生存需要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环境，在当前野生大熊猫种群中，具备足够多的个

体数量、较完整和连通的栖息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低的种群灭绝风险也相应较低。

研究表明，在不考虑偷猎、采伐、放牧、竹子开花、自然灾害和其他人类活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

下，大熊猫种群中个体数量如超过60只，则100年内的灭绝风险基本为0。所以，加快将孤立小种群融入

保护地体系、增加孤立种群的个体数量成为降低灭绝风险的关键举措。

重点加强栖息地恢复和监测

想要使野生大熊猫种群长期稳定性繁衍复壮，针对每一个高风险种群抢救性保护至关重要。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范围外的小种群野生大熊猫，首先考虑扩建自然保护区或其他类型自然保护

地，将其纳入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伞下。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小种群所在栖息地，进行廊道建

设，使之与周围的大种群进行连接。”孔令桥说，“对于因天然障碍无法连接的极小种群，则可考虑科

学评估后进行重引入，以实现小种群复壮。”

而且，气候变化下的岷山北部小种群所在栖息地可能会增加，为大熊猫的重引入提供了条件。与之

相对，凉山、大相岭和小相岭的栖息地则有可能破碎化加剧，需加强这些小种群的追踪和监测，减少人

类活动干扰。需科学预测这些区域气候变化对大熊猫栖息地变化的影响，研究野化放归的科学方法。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可以通过国家公园内的栖息地修复和廊道建设，根据造

成种群隔离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对森林破坏和农田开垦导致的种群隔离，可以通过森林恢复和竹子恢

复提升连通性，同时实施生态补偿，减少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干扰；对道路建设导致的种群隔离，可通

过修建隧道重新将栖息地连接起来；此外，还应通过完善的旅游管理降低或避免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的干

扰。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对大熊猫的保护和管理需充分考虑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状况及其成因，重

点加强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区域的栖息地恢复，加强对孤立小种群的关注，加强栖息地和种群动态的监

测。

“几乎所有的大型野生动物都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欧阳志云说，“希望我们这项研究发现

的问题与提出的建议，能为其它野生动物的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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