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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大熊猫环境生态的研究(IT) 
— —

夏季栖居地的选择 9 7· 
杨兴中” 

— — _  _ — _ 一  

蒙世杰 雍严格 汪铁军。 张陕宁 

(1)西北大学生物学系 ．710069t西 安 F 

2)陕西佛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723400．陕西佛坪 F第一作者 34岁t讲师) 

摘 要 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佛坪自然保护区失熊猫的夏季栖居地进行了研究。蛄果表明：影 

响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地理、植被层次姑构、地表植被分布格局等 8种；相比 

而言，秦岭南坡夏季栖居地选择因素多于北坡。 

关键词 堕 ；夏季担墨鎏连择；主堕坌坌析J 
分类号 Q958．112 

兽类栖居地的质量与其种群的分布状态、种群数量构成和种群密度的变化有直接关系(Freehnd， 

l 979；Cadecott，l 980；Furuich et a1．，l 982；Takasakl 198la．b，1984)，它能直接影响兽类对资源的可 

得性(Takasaki：1984；Koyama et a1．，l 975；Hasegawa et a1．1 977；Ikeda，1982)。研究兽类栖居地以及 

周围地区的生态因子在兽类栖居地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揭示兽类选择栖居地的原因和主导因素 

对保护和管理兽类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大熊猫(Ailuropvda melanoleuca)是我国珍稀 l级重点保护动物。由于其野生种群数量十分稀少 ，一 

直吸引着 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极大兴趣，所发表 的论文 已逾 l 000余篇 ]。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 明，大熊 

猫种群数量下降除了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生物学特点外，外界因素——典型栖居地面积的不断丧失也是 

一 个重要的致危因素 j。 

为了搞清影响大熊猫栖居地选择的主要因素，我们于 1995年 6月～7月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对此进 

行了研究 。 

1 研究地区和工作方法 

1．1 研究范 围 

佛坪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省佛坪县境内西北部，东经 107。40 ～107。41 ，北纬 32 32 ～33 45 。保护 

区的自然概况和植被特征详见文献[3，4]。 

1．2 研究方法 

在大熊猫夏季栖居地范围内n ，采用系统抽样，详细记录每个样方 24个生态因子的原始数据I 344 

个。具体操作详见文献[5]。 

1．3 主成分分析 

将原始记录中与栖居地选择有关的数字型参数经离差标准化后直接列成矩阵，而将定性描述的多 

状态数据先转化为数量数据后再作同样处理。应用C语言编制的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主成分分析Ⅲ，找 

出影响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主要因素。同时对于文字型参数，如栖居地中的植被类型、坡位、地形 

十 美国 AZA 基盘 、陈铁大熊猫基盘会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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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通过计算各类数据所占的百分率，找出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主要特征，一并作为生态因子在二 

维空间上的排序依据。 

2 研究结果 

分别对处于秦岭主脊北坡的 26个样方和处于南坡的 22个样方夏季栖居地资料进行主成分分斩， 

分析结果的因子载荷矩阵表明(表 1)，主成分 I至 Ⅸ的累积贡献率分别达到 81．62 和 85．93 ，说明 

前 9个主成分基因包含了24种参数所具有的信息。以此 9个主成分将生态因子排序归类已有较强的代 

表性，因此我们取前 9个主成分并计算出其相应的特征向量(表 2)。 

表 1 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特征值表 

Tab．1 The Eigenvalues of the Summer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Giant Panda 

从表 2得知，在北坡样方的第一主成分中，坡位、地理特征、海拔高度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明显偏高 

(0．347 0～0．314 3)，这 3个变量的值 ，反映了栖居地的地理特征，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定为地理因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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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成分中，相关系数绝对值较高的是坡向、乔木层伴生种种类和一年生竹密度 3个变量，反映了栖 

居地中不同坡向条件下的植被层次结构特征，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植被层次结构因子 第三主成分 

中，相关系数绝对值较高的是坡位和避风状况 2个变量，反映了不同坡位状态下栖居地的避风状况，因 

此将第三主成分命名为气候因子。同理，依各个主成分中，各个生态因子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为 

标准．依次分别对南、北坡 9个主成分分别进行分类和命名，所得结果可归纳为表 3。 

3 讨 论 

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多指标的复杂事物中找出生命活动的主要倾向，帮助人们了解生命恬动的规律 

和本质 ]。对大  ̂l猫夏季栖居地选择有关的 24项指标进行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主成分 比较集中，前 

9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南、北坡分别达到 85．g3ot和 81．62 ，对前 9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可以反映整 

个事物的基本面貌 

在秦岭主脊北坡的夏季栖居地中，依其生态因子贡献率的高低依次排序．结果为“地理因素 、植被 

层次结构因素”、“气候因素”、“灌层结构因素 、“地表植被分布格局因素”及“华桔竹结构因素”，且“植被 

层次结构因素”占到 9种生态因素的 44．4 。可见秦岭北坡由于地形地貌等因子的强烈影响，植被层次 

结构因素是影响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的重要因素。水平分异的显著差异．衬托出大熊猫夏季栖居地中 

林型的分布特点、内部结构及其林下食物基地的具体构成口 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在最大程度上满足 

了大熊猫对生境选择的基本要求。植被层次结构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营养条件徽空间缀块(patch) 

的异质性，此异质性的产生是大熊猫夏季栖居地植被群落动态的主要动力口]，它一方面反映了植物群落 

与大熊猫营养条件、朦蔽条件等相关联的内部结构，同时也反映了大熊猫在行为上的优化选择特征 ， 

是大熊猫对自然界主动适应机制的发展和完善【1 。 

相比而言，大熊猫对主脊南坡栖居地的选择因素明显多于北坡。其选择因素的序列依次为“植被层 

次结构”、“地理”、“地表植被分布格局”、“灌层结构 、“隐蔽条件”、“光照 及“华桔竹结构”等 7种。其中 

“植被层次结构因素”贡献率(21．02 )较大，“地理因素”(贡献率 2O．11 )次之 看来南北坡固有的自 

然背景的显著差异是导致栖居地 选择因素相异的动力_5j 秦岭“北陡南缓”的地貌特征，决定 了南坡 自然 

环境 的异质性较高 ，因而在南坡大熊猫的栖居地选择因素也较北坡多．而且也是“地理 因素 居于次要地 

位的原因之一 除了与北坡相同的选择因素外，增加了“光照因素”和“隐蔽条件因素”，而少了“气候因 

素”。南坡是大熊猫的主要产地，丰富的竹林分布在与大熊猫恬动共轭发 展关系上 ．表 现出较大的一致 

性 。因此光照条件及隐蔽条件即成为大熊猫夏季栖居地的主要敏感因子。而较稳定的温暖性气候可 

使气候因子降为可忽略的次要因子 ’ 

据此，我们认为，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选择生态因子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3点： 

3．1 适宜的栖屠基地和取食基地 

据研究，佛坪保护区存在大熊猫夏季栖居地适宜生境约 42 km ，秦岭主脊海拔 2 200 m～2 900 m 

的亚高山针叶林带+华桔竹林为其理想适宜生境地区 ，因此从客观上满足了大熊猫栖居所需的“地理 

因素 、 植被层次结构因素”和 取食基地结构 (华桔竹结构)等因素。 

3．2 食物丰膏 

华桔竹是大熊猫夏季的主要食物，在保护区分布约 10 600 hm。，占全区总面积的 64 [io] 大熊猫选 

择高海拔地区(海拔 2 000m以上)的山嵴或缓坡地栖居，与华桔竹的自然分布相一致，故丰富的华桔竹 

林是影响大熊猫栖居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3．3 选择的可塑性 

大熊猫虽对栖居地有较严格的选择性，但秦岭主脊南、北坡固有的自然条件差异，促使大熊猫能主 

动选择和适应不同生境中生态因子的需求。因此，在选择与适应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大熊猫对栖居地的 

选择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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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of 

Giant Panda in Foping(Ⅱ) 
_ _- -_ _。 ___ _— — The Selection of Summer Habitat 

Yang Xingzhong Meng Shijie ’ 

Yong Yan ge2) Wang Tiejun。 Zhang Shanning。 

(1)Department of Biobgy，Northwest Univerdty，710069，xi anl 

2)Managing Bureau of Foplng Nature Reserve，723400，Foping，Shaanxi) 

Abstract A method of systematic sampling has been adopted for Giant panda(Ailuropodd mela
．noleucd)in 

Foping Nature Reserve．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eight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mmcr habitat se1ec
—  

tion of the Giant panda．They are：Geographical feature，vegetation vertical strueture
． scrub struture，vege- 

tation distribution pa ttern off the earth S surface．sheltering condition，climate，photo and bamboo structure
．  

Relatively，the factors of summer habitat selection in south slope are more than North slope
． 

Key words Giant panda；summer habi~t selection；compositional ana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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