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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时空变化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 以岷山中部地区的白草河流域为例  

王学志,徐卫华,欧阳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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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岷山中部地区是我国野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种群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但近年来砍伐

森林、种植药材等农业活动较为突出, 可能对大熊猫及其生境利用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明确该地区农用地的时空

变化特征, 及其对保护区内外大熊猫生境的影响, 我们采用遥感影像解析、GIS空间分析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在白草河流域进行了本项研究。结果表明, 该流域的农用地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 m以下的地区。从1994–
2008年, 农用地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1994–2001年间, 农用地面积减少, 减少区域主要在海拔1,700 
m以下的地区; 2001–2008年间, 农用地面积增加明显, 增加区域主要在海拔1,700 m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和自然

保护区周边。农用地扩张直接导致1994–2008年间该地区5,281 hm2 (6.46%) 的大熊猫生境丧失。就保护区

内外而言, 保护区外部大熊猫生境的丧失比例达21.53%, 而保护区内部的生境变化不大。为了有效保护该地区的

大熊猫生境, 除了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部进行开发外, 建议对保护区外部的大熊猫生境进行保护, 禁止在海拔

1,700 m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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