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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国家公园体制

• 目的：整合现有保护体系

• 核心任务：生物多样性监测

• 10 处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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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

臧振华, 张多, 王楠, 杜傲, 孔令桥, 徐卫华, 欧阳志云 (2020)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的经验与成效、问题与建议. 生态学报, 40, 8839–8850.



背景：大熊猫国家公园

• 面积广大，地形复杂

• 最早大规模进行红外相机调查

• 最早的区域性红外相机监测网络

• 84个原有保护地

• 大量不统一的物种多样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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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数据收集

• 检索现有红外相机调查结果

• 学术论文 91 篇，新闻报道 28 份，项目报告和未发表数据集 6 份，问

卷 43 份

• 覆盖 40 个自然保护区与 11 个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

•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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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物种编目

• 兽类71种

• 地栖大中型兽类51种

• 鸟类240种

• 雉类16种

5



结果：地栖大中型兽类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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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数超过 30 的保护地：

卧龙、王朗、雪宝顶、老河

沟、鞍子河

• 秦岭、相岭的保护地记录到

的物种数较少



结果：地栖大中型鸟类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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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数超过 10 的保护地：

雪宝顶、卧龙、鞍子河

• 秦岭、相岭的保护地记录到

的物种数较少



结果：地栖大中型物种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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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尚无红外相机记录

的区域

• 自然保护区的监测状况

较好，其它类型保护地

的监测状况不理想

• 亟需建立全面覆盖的、

标准化的红外相机监测

网络



• 岷山 52 种

• 邛崃 52 种

• 秦岭 38 种

• 相岭 32 种

• 食肉目物种记录最多

结果：各目物种在山系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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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影响物种记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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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保护地中记录到

的物种数显著高于省级

保护地

• 保护地中记录到的物种

数与保护地面积、相机

有效工作日和海拔跨度

均呈正相关



结果：大熊猫密度与同域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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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地中记录到的物种

数与野生大熊猫种群密

度呈显著的弱正相关

• 大熊猫在过去数十年间

对同域分布物种起到了

较好的伞护作用



结果：大型食肉动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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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种猫科和犬科的大型食肉

动物

•秦岭中部和邛崃山中部是国

家公园内当前大型食肉动物

最集中的地区

• 大型食肉动物现状堪忧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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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相机监测体系的系统规划与顶层设计

• 历史遗留问题：保护地重叠、管理混乱、缺乏本底资料……

• 建议：立足全域，尽快建立统一的监测网络，采用标准、统一的元数据结构

• 未来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建设的优先级

• 分析结果：调查和监测的工作量影响监测结果

• 建议：优先考虑监测尚不成熟的区域，覆盖尽可能全面的海拔范围和生境类型

• 逐步恢复大型食肉动物种群

• 大型食肉动物现状：在邛崃和秦岭仍有较广泛的分布，在岷山和相岭不容乐观

• 建议：在更大景观尺度上开展保护措施，在大熊猫栖息地内逐步恢复大型食肉动

物种群，重建营养级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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