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快  报 
2021 年第 5 期（总第 23 期）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                    2021 年 07 月 30 日 

野生大熊猫种群生存风险研究取得新进展 
2021 年 7 月 27 日，“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任务“生态

脆弱性与生态安全”专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

志云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生态与进化》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发表了关于大熊猫种群风

险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孔令桥助

理研究员为本研究第一作者，欧阳志云研究员为本研究通讯

作者。 

该研究揭示了野生大熊猫种群个体数量与灭绝风险的

关系，评估了每个野生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及其空间分布。

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偷猎、采伐、放牧、竹子开花、自然灾

害和其他人类活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100 年内，有 18

个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 50%，15 个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 90%。

如果种群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或幼崽存活率降低，灭绝风险

还会有进一步明显升高。 

未来气候变化可能进一步加剧大熊猫栖息地的破碎化，

增加孤立小种群的数量，提高大熊猫种群灭绝风险。尤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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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凉山山系、邛崃山系东南部和岷山山系南部种群受影响

最大。在 RCP2.6 和 RCP8.5 情景下，孤立的野生大熊猫种群

数量可能增加到 40 个和 56 个。在 RCP8.5 情景下，灭绝风

险高的种群数量甚至会加倍，灭绝风险高于 90%，50%和 15%

的种群数量可能分别上升至 35，41 和 48 个（图 1）。 

 
图 1 当前状况、气候变化及国家公园情景下 

野生大熊猫灭绝风险空间分布图 

大熊猫国家公园能有效缓解野生大熊猫种群隔离的状

况。目前共有 17 个种群、1631 只大熊猫分布于国家公园内，

如果国家公园内的栖息地能实现连通，孤立种群数量能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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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减少为 21 个。但目前仍有 12 个小种群分布在国家公园范

围之外，比如灭绝风险较高的凉山种群和岷山北部的小种群。

基于研究得出的结论，论文针对每一个高风险种群提出了保

护措施建议。  

随着栖息地破碎化的加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物种面临

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该研究可为这些物种的保护提供借鉴

和参考。 

 

原文链接：https:// rdcu.be/cpV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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