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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熊猫栖息地研究》以大熊猫栖息地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阐释了大熊猫、森林、主食竹及三
者关系的现状，揭示了大熊猫、森林、主食竹三位一体系统的稳定性维持机制及该系统在于抗压力驱
动下的状态轨迹，并提出受干扰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的途径与策略。
《大熊猫栖息地研究》是一本研究专著，共分10章，可供进行大熊猫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实施大熊猫
保护的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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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中国植被》分类系统，大熊猫栖息地植被类型可分为3类，即自然植被地段、无植被地段
和栽培植被地段（中国植被编委会，1980）。
其中，自然植被面积占87.7%，栽培植被面积占11.9%，无植被地段主要为常年积雪和水体，占0.4%。
自然植被分为草丛、草甸、高山植被、灌丛、阔叶林、沼泽、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等8个植被型组，29
个植被型，155个群系。
各植被型组的面积比例分别为0，7%、14.6%、1.6%、30.9%、26.1%、l.l%、l.l%和23.9%。
高山植被主要为高山稀疏植被型，主要为风毛菊、红景天、垂头菊等稀疏植被。
　　草丛分2个植被型，即温带草丛和亚热带、热带草丛。
温带草丛面积占草丛面积的20.6%，包括3个群系，即黄背草、薹草、芒草草原群系，黄背草草丛群系
和荆条、酸枣、黄背草灌草丛群系；亚热带、热带草丛占草丛面积的79.4%，包括白茅、密序野古草
草丛群系，芒草、龙须草草丛群系，扭黄茅、孔颖草、香茅草丛群系，扭黄茅、龙须草、白茅草丛群
系和穗序野古草草丛等5个群系。
草甸分为6个植被型，即禾草、杂类草草甸，禾草、杂类草盐生草甸，嵩草、杂类草高寒草甸，禾草
、萎草高寒草原，温带丛生禾草草原和温带禾草、杂类草草甸草原，其中91%为嵩草、杂类草高寒草
甸植被型。
其中，嵩草、杂类草高寒草甸植被型包括9个群系，即垂穗披碱草、垂穗鹅观草草甸，淡黄香青、长
叶火绒草、黄总花草草甸，四川嵩草草甸，西藏嵩草、薹草草甸，线叶嵩草草甸，小嵩草草甸，圆穗
蓼、珠芽蓼草甸，早熟禾草甸和窄果嵩草草甸，其中58%为四川嵩草草甸。
　　灌丛植被型组包括6个植被型，即温带落叶灌丛植被型、亚高山常绿针叶灌丛植被型、亚高山革
质常绿阔叶灌丛植被型、亚高山落叶阔叶灌丛植被型，亚热带、热带常绿阔叶、落叶阔叶灌丛植被型
，亚热带、热带旱生常绿肉质多刺灌丛植被型，分别占灌丛总面积的13.9%、1.4%、50%、13.9%、20%
和0.3%。
其中，草原杜鹃灌丛和马桑灌丛为2个主要群系类型，占灌丛面积的29.6%。
　　沼泽植被型组包括高寒沼泽和亚热带、热带沼泽植被型组，木里薹草沼泽和荻、芦苇沼泽2个群
系，其面积占总面积的1%。
　　大熊猫栖息地的森林可分为3个植被型组，即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11个植被型，即温
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和热带竹林及竹丛，亚热带
落叶阔叶林，亚热带硬叶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针叶、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带和温带
山地针叶林，温带针叶林，亚热带和热带山地针叶林，亚热带针叶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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