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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首次发现大熊猫洞穴呈“村落式”分布 

2006-12-20

$$$$xxx$$$$xxx$$$$xxx$$$$xxx$$$$新华网西安１２月２０日电（记者 耿学鹏 刘林）“秦岭上的

大熊猫洞穴在空间上呈村落式分布，就像是一个个‘熊猫村’，每只熊猫就是熊猫村的‘村

民’。”长期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科研工作的著名大熊猫专家雍严格对记者说。这是

中国专家首次发现大熊猫洞穴呈“村落式”分布。 

    “隐居”深山的大熊猫深居简出，它们的生活一直是个谜。大熊猫如何组织、交往？通过对熊猫

洞穴及其分布的研究，专家开始逐渐接近谜底。 

    今年１１月中旬在泰国举行的“２００６大熊猫保护研讨会暨第１７届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年

会”上，雍严格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熊猫村”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的１００多名国内外专家广

泛关注。 

    这项针对大熊猫洞穴的研究项目始于２００４年，雍严格带领１６人组成的野外科研小组，实地

调查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深山中的９９个大熊猫产仔、育仔的洞穴，并详细监测洞穴附近大

熊猫的活动轨迹。 

    专家发现，秦岭山地由于缺少特别大的树洞，所以大熊猫一般选择在石洞中产仔、育仔。在适合

大熊猫居住的狭小区域里往往集中分布着大量这样的洞穴，这说明大熊猫可能是成片居住。在洞穴

密度较高地区，或者说是比较繁华的“熊猫村”，仅２平方公里内便有１２个大熊猫巢穴。 

    围绕每个“熊猫村”会有一定数量的大熊猫种群生活，这些大熊猫就是村内的“社会小组”，或

者叫做“大熊猫村民”。相邻熊猫村之间以熊猫粪便和尿液留下的特殊气味作为分界，不同村落的

村民偶尔可能会因觅食等行为过界接触，但是一般不会有频繁往来。 

    雍严格说，通过远嫁女儿，迎娶“外来妹”，大熊猫村得以繁衍生息。雌性大熊猫长到２岁时会

被母亲赶走，流落到其他村庄安家落户，“这种远嫁女儿的行为是防止近亲繁殖的一种机制”。

“儿子”则继续跟随母亲左右，长大后等待外来的熊猫“小姐”，参加为争夺优先交配权举行的

“比武招亲”。 

    专家发现，整个佛坪保护区分布至少有７个“熊猫村”，每个熊猫村约有１０到２０只熊猫“村

民”组成，享受村中的“洞穴庄园”。 

    在雍严格的形容中，“洞穴庄园”的布局颇为有趣。雍严格说，保护区内的大熊猫巢穴朝向一般

为正南或东南，既背风又向阳。洞穴结构可分为两种：一为隧道式，类似人类住宅的“一室一

厅”；一为偏岩式，类似“大一居”。 

    每个“洞穴庄园”并非由一只大熊猫独占，而是由一定区域内的雌性大熊猫轮流共享。专家曾经

发现一处条件不错的洞穴，并连续几年发现有大熊猫在这一洞穴内产仔、育仔。 

    雍严格说，他们下一步将着重研究这些洞穴的地质成因和具体构造。“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熊猫洞

穴的具体特点，然后人工为熊猫建造住宅，构建村庄，那么将为野外大熊猫繁殖助一臂之力，从而

进一步增加野外大熊猫数量。” 

    佛坪保护区位于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境内，是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处于秦岭大熊猫分布中心地区。 

    （引自新华网 200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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