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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县地区竹子开花后大熊猫的活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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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一l 988年作者在甘肃文县白水江 自然保护区观察了缺苞箭竹开花后大熊猫的活动 得 

l矢{这种箭竹从含苞到结实需 2年时间。在这期间对大熊猫影响不大，开花前期仍能发情生仔。主要影 

响和危害在箭竹结实枯死后，尤其是竹株干枯后的头一两年，造成缺食、引起活动区域增大、迁移、体质 

下 降、疾病增多，从而死亡可能性增大。 

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 我 

特有的珍稀动物，主要以林下竹类为食，其分 

布不仅与其主食竹类分布一致，竹林的兴衰也 

与它的存亡密切相关。1975年前后，岷山地区 

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曾引起大批大熊猫 死 亡， 

种群至今未能复原。从 1983年夏开始，在甘肃 

文县部分大熊猫分布区中，缺苞箭竹 (Fargesia 

dcnudata)发生大面积开花，使该地大熊猫生 

存又一次受到威胁 (见图 1)。为此在开花区设 

立观察点，监测箭竹开花情况及大熊猫活动，现 

将 1984年 5月至 1986年 8月二年观察情况及 

I987—1988年 1 1月零星调查情况总结报告 于 

后 。 

一

、 缺苞箭竹及其开花 

文县虽生长有 13种竹类植物，但与大熊猫 

取食有密切关系的仅缺苞箭 竹1)、糙 花 箭 竹∞ 

(Fargesia scabrida)、石绿 竹 (P五yzz0，z口 y， 

、arcana)等 3种，其中缺苞箭竹面积最大，为大 

熊猫的主食竹种 (见表 I)。 

衰 1 保护区主耍竹种分布面积爰与大■薯的关系 

分布面积 占全区竹类 占全区大熊 竹种 
(公顷) 总面积％ 猫总数％ 

缺苞箭竹 4066S S8．96 62 

糙花箭竹 28287 ●1．01 34．6 

石绿竹 l 37．9 0．02 3．4 

缺苞箭竹在当地俗称空林子 、黄竹子、小竹 

子。广泛分布在海拔 2000~3000米林中，以丛 

生或散生构成林下灌丛的优势种。 在 3300米 

地段仍可见零星分布。 株高 一 般 为 O．8—3．5 

米；基径粗 O．2—1．2厘米；节间长 15—25厘米； 

每平方米 3O—l40株不等。每年 6月发笋，笋 

淡绿色、无毛，微有白粉。破土后生长很快 ，当 

年即达 1．5米以上，仅在顶端数节出现分枝，次 

年 6月后才从各竹节长出分枝。 

1983年夏在白马峪河小区的石门沟、丹堡 

河小区阳山河及保护区外的岷堡沟、石鸡坝一 

带发现零星含苞的竹株，并在 1984年 5月后开 

始开花，其余竹株开始大面积含苞，达 95％ 以 

上。至当年 9月以后，含苞区域已基本固定，仅 

限于上述地带。1975年该地区大面积 开 花 也 

为此种箭竹。 此次开花区与 1 975年开花区重 

合，为该区域中 1975年未开花的老箭竹，1975 

年更新的实生苗则无含苞现象。 

I975—1985年相距十年时间，同一地区缺 

苞箭竹两次大面积开花，表明开花原因在于竹 

子本身。从实生苗开始，经过一定年限的营养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白永江自然保护区邵家粱观察点全 

体同志，兰州大学生物系刘遁发同志在写作过程中提 

出宝贵意见，文成后承蒙动物研究所张洁先生审阅 修 

改，谨此一并致谢。 

1)缺苞箭竹以前定名为 §桔竹 (FargeHa spathacea) 

2)糙花箭竹以前定名为大箭竹(SinaarI， dinari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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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文县大熊猫产区缺苞箭竹分布及开花区 

。箭竹分布区 ▲山蜂 ～ 保护区界 《善》箭竹开花区 0观察点 

生长，进入性成熟，逐渐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生 

殖生长，开花结实枯死。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似与地震、气候等外来因素无关。外界生态环 

境变化仅在某种程度上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两 

次开花亦属同一生长周期。 

即将开花的箭竹 5月以前外表似无 异 常， 

从 5月各分枝顶端出现花苞，但当年不开花，9 

月以后进入休眠，来年 5月由低海拔至高海拔 

先后扬花结实。结实后竹株逐渐枯死。即将开 

花的竹丛中竹笋很少或无，且这种笋不再长叶 

仅长花枝。 

大厦积开花区域中有 l一3％单株或 小 竹 

丛不开花，在整片干枯箭竹中呈现点点葱绿。 

二 箭竹开花对大熊猫生态的影响 

(一)食物 

将大熊猫对不同竹类采食频次比较发现对 

不同竹种喜好不同。文县地区缺苞箭竹和糙花 

箭竹均为大熊猫主食竹种，它较嗜吃缺苞箭竹。 

对同一竹种也有较强选择性，平时择优觅食竹 

笋、新枝嫩叶、一两年生竹秆。不喜欢吃生长多 

年的老竹秆。对 1975年更新的实生苗，除个别 

地点外均未见觅食。 

从箭竹含苞至扬花，还看不出对大熊猫生 

活的影响，除对一些发黄严重的竹株不采食外， 

， 选食竹株仍以秆的老嫩为主而非含苞与否。开 

花初期也吃一些花枝，这期间粪便中既有竹秆、 

竹叶也有花苞。开花后期随着竹株的干枯寻找 

零星未开花的竹株。但扬花较晚的竹株也见采 

食。1985年 5月 29日在朱塔碾山梁海拔 3100" 

米地段观察到一只采食扬花竹株的个体，同一 

天在 26 OO米的马家湾又发现另一只觅食 零 星 

未开花竹株的个体。这一阶段食物并不匮缺。 

从 1985年秋季开始，大片结实竹株完全干 

枯不能食用 (在文县未发现大熊猫采食竹粒的 

现象)，大熊猫开始食物匮缺，它们找到一丛未 

开花箭竹，不再选择，全部吃光。并开始吃其它 

食物。 1985年 9月 29日发现一只个体吃即将 

成熟的玉米。lO月 27日发现吃油菜。1986年 

3月老虎口河滩一大片木 贼 (Eguisetum hie· 

raala)几乎全部被吃光，大有饥不择食之状，现 

场遗留有大量木贼残渣组成的粪便。还发现采 

食空筒菜 Saussurea sp．)、 苜 蓿 (Medicago 

jp．)苔草等杂草。1986年 4月一只个体 窜 到 

麦田，连续几天以麦秆充饥。 

关于大熊猫吃其它食物，在竹类不开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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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见，但一般都是偶尔食之。这次发现食 

物异常时间均在箭竹干枯之后，发现地点均在 

开花区及其附近，频次也超出以往。说明是由 

于箭竹干枯后食物匮缺所致，这一现象在其他 

地方亦有报道(汤纯香 1984)。 

此外在丹堡河开花区中海拔 25Oo米 以上 

地段有成片 1975年更新的缺苞箭竹实生苗，高 

约 7O厘米、径粗 1—2毫米，生长期已在十年左 

右，这次附近箭竹开花干枯后，从未见大熊猫去 

采食，这说明箭竹开花造成的食物匮缺要延续 

十年以上。 

(二)活动 

平时大熊猫喜欢独居，每一个体都生活在 
一 个面积不大的固定巢域内，巢域虽全部或部 

分与其它个体的重叠，但两熊猫相遇时它们经 

常发出强烈的叫声(胡锦矗 1985)。1984年 1 1月 

2O日和 21日 2O时至 23时 3O分，12月 10日、 

18日夜 10时至次日凌晨 4时，在邵家梁几次 

听到大熊猫长时间的吼叫声，遗留在雪地中的 

足迹表明是在一起又分开的两只个体，现场还 

有格斗的痕迹，这表明箭竹含苞的当年冬季，大 

熊猫的采食范围开始变大，觅食个体发生相遇。 

至箭竹扬花前大熊猫的觅食范围明显增大，同 

一 地发现活动痕迹的频次越来越少，约 1 O一1 

天才到前次活动的地段重来一次 (见表 2)、大 

熊猫开始迁移。箭竹结实后，迁移的大熊猫开 

始增多，原来没有大熊猫活动的地区和村庄附 

近开始发现大熊猫。 1985年 4月30日发现一 

个八月龄幼仔，该地为弃耕地，并无箭竹生长， 

过去也从未有大熊猫活动。正湾开花区一只个 

体下迂到海拔 16OO米的b--T-"坡的石绿竹丛中， 

但开始并不固定，过一段时间 还 回 旧 地，至 

1986年春季，因旧地箭竹全部千枯，它才移此 

固定活动。 1985年 7月 15日在窝窝地村附近 

废砖窑周围发现一带仔的雌体。同月在寨科桥 

村一只大熊猫渡过白马峪河，进入对面山坡糙 

花箭竹中，可能由附近开花区中跑出。 11月以 

后出现大熊猫侵入村庄和农舍，11月7日一只 

个体跑到特坪村； 1986年 2月26日又有一只 

跑到刁楼村民家中。这些村庄均毗邻开花区。 

这种迁移完全因缺食造成，并非人为干扰。如 

石门沟一带在这次箭竹开花前，虽人为干扰严 

表 2 郄家粱观察点大熊猫活动情况统计 (1984．4—1985．9) 

发现食痕 发现食痕 时间 调查次数 发现个体次数 时间 调查次数 发现个体次数 
粪便次数 粪便次数 

I984．4 23 6 未统计 1985．1 24 l 13 

5 22 4 39 2 9 5 

6 8 2 8 3 ll 8 

7 9 5 4 43 3 9 

8 l3 23 5 30 2 9 

9 3 5 6 U 4 
● 

10 2 6 7 16 1 4 

ll l9 4l B ll 2 

12 55 l9 9 l7 l 4 

●  

合计 134 l2 146 合计 l 72 8 58 

茳 ：食暇 及粪便全 部为新鲜的。 

重，但大熊猫数量比较集中，并无迁移现象。 

在箭竹扬花期，大熊猫多向高海拔迁移，箭 

竹干枯后，向低海拔及村庄附近迁移的较多，迁 

移距离多在 5— 10公里。 

l985年冬以后，原地箭竹已完全千枯，仍 

有一些个体徘徊于旧活动区域，活动痕迹仍时 

有发现，全部在那些零星未开花箭竹中。经过 

严冬后，随着尸体的发现，这种痕迹逐渐减少， 

至 1986年夏季以后，整个开花区再找不到任何 

大熊猫活动痕迹了。 1 987年又组织专门调查， 

在开花区也未 见大熊 猫及活动痕迹。 

(三)种群与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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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开花前，这两区域的大熊猫种群基 

本稳定 (马国瑶 1985、1987)。 在含苞初期， 

1984年 4月 l3日和 5月 15日在邵家 梁 曾两 

次 观察到大熊猫发情 ，2只及 3只在一起追逐、 

|吼叫．嬉戏。 1985年 4月 18日在同一地区发 

现 2只大熊猫发情追逐。 1985年 4月 29日抢 

救回的幼仔约八月龄，为 1984年春交配。1 986 

年 1月抢救 回的幼仔约 3月龄 ， 4月抢救的幼 

仔重 7公斤，均为 1985年秋所生，这些材料表 

明在箭竹含苞至扬花前，大熊猫仍能发情和生 

仔 ，但箭竹干枯后，随着迁移、死亡、捕捉，原种 

群完全破坏。且母兽缺食和瘦弱，必然影响发 

情 和幼仔死亡率增高。夏武平和胡锦矗先生对 

，卧龙保护区五二一一棚熊猫种群研究后认为： “在 

环境压力最小地区，其种群发展也非常缓慢，即 

使遭到轻微的破坏，至少也要引起十年左右的 

种群难以发展，在生态环境稍差和保护不利的 

地区，其情况更为严重，任何少量的捕捉，会 

使种群长期难以发展。”文县开花区即属后一种 

情况。 所以这两个开花区大熊猫种群的破坏、 

损失是巨大的，将对文县大熊猫分布、数量、种 

群产生严重影响。 

4．体质变化和死亡 

箭竹开花前期，因未造成大熊猫食物匮缺， 

对大熊猫体质影响不大，结实箭竹干枯后，随着 

食物匮缺、觅食困难、消耗增大，长期饥饿以致 

营养下降，体质虚弱，抵抗力降低易染疾病，从 

而增大死亡的可能性。 从 1985年 7月 25日抢 

救无效死亡个体看，虽为熊 猫 蛔 虫 (Ascaris 

schroederi)寄生并侵至胰脏致使胰脏出 血 坏 

死而致死，但这只熊猫发现于开花区邻近的村 

庄附近，为迁移中的熊猫。尸体肠道中除大量 

蛔 虫外无其他食物，说明灾情首先危害到那些 

病弱个体。 1 985年冬及 1 986年春抢救回的几 

只个体全部瘦弱不堪，经过一段时间的补饲很 

快增加体重，恢复健康。这表明瘦弱是由于长 

期饥饿造成的。 

1984— 1985年秋季在开花区未发 现 死 亡 

个体。 由于 1 98 5年冬季还有一些个体徘徊于 

千枯的箭竹中，随着寒冷和降雪，夏增大了死亡 

的可能性。 l 986年 1月抢救回的幼仔就 处 于 

积雪绝境中。l 986年 3—5月在梁家坪、 岷堡 

沟及石家坪先后发现三具大熊猫腐尸，均极度 

消瘦，肠道无食物，显然与冬春冻饿有关。1987 

年 5月在毛人梁发现尸骨两具，估计也为 l986 

年死亡。 而 1 988年后在开花区或附近地区则 

再未发现尸体。据了解前次箭竹大面积开花时 

间为 1974-- 1975年 ，而在 1975年冬至 1976年 

春发生大批大熊猫死亡的，与此次观察相一致。 

这表明造成危害的主要时期是箭竹结 实 干 枯 

后，尤其是头一两年会出现一个死亡高峰期。 

而箭竹更新期长达十年以上，对后期的严重性 

亦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 小 结 

l-缺苞箭竹是文县地区大熊猫 的 主 食 竹 

种，大熊猫对这一食源有很强的依赖性。箭竹 

大面积开花对大熊猫种群有很大影响。缺苞箭 

竹从含苞到结实需 2年时间，在这期间对大熊 

猫影响不大，开花前期仍能发情生仔。主要影 - 

响和危害是箭竹结实枯死后，尤其是竹株干枯 

后的头一两年冬春季会出现死亡高峰期。一次 

较大面积的箭竹开花会造成原地区大熊猫种群 

的破坏和解体。 I 

2．针对上述情况，抢救工作的重点应放在 

箭竹结实以后，尤其是冬春季。此外因文县地 f 

区竹种单调，其开花对大熊猫生存才造成严重 

危害，应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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