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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破坏严重，能不能把熊猫基地搬到
其他安全的地方？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这样的
想法，甚至有报道说，中国目前已经有意为大
熊猫挑选第二故乡，而专家认为，在所有竞选
大熊猫第二故乡的省份中，浙江极具优势。

“大熊猫生活环境受地震影响持续恶化
的情况表明，我们必须重建卧龙，因为卧龙是
大熊猫的最佳栖息地，是中国保证大熊猫生
存发展的关键。”作为卧龙当家人，张和民态
度坚决，“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在卧龙20
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卧龙的气候、环境、植

被十分适宜发展大熊猫圈养种群和进行圈养
大熊猫野外放归实验等研究。”

经过科学论证，有关方面决定在卧龙耿
达乡境内的黄草坪继续建设新的中国大熊猫
研究中心，原来的中心将改造成遗址公园。
香港立法会 1月 20日将开会讨论 26个、总计
约 15 亿的援建卧龙项目问题，如能获得通
过，熊猫家园重建将走上快车道。

“要抢救大熊猫，除近期的应急措施外，
从长远看，最应保护好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在
大熊猫栖息地的低山河谷地区退耕还林，根

据气候、土壤情况人工恢复不同的植被类型，
并在林下引种多种熊猫喜食的竹种。”现在，
已有国内外的科学家认为，除非采取措施保
护好大熊猫的天然栖息地，否则野生大熊猫
在今后30年内会面临灭绝的危险。

“卧龙的百姓现在最关心两件事：一是他
们在外面上学的孩子回来；二是大熊猫一定
要回来。”周平章相信，“今年启动重建，明年
熊猫肯定会回来。”

现在的困境是，大熊猫如何度过残酷的
冬天。 据《南方日报》

四川地震导致竹子大量死亡

这么冷的天，大熊猫吃啥
专家说此次可能会比1983年箭竹开花导致的后果更严重

团团圆圆的兄弟姐妹和家园正经历一场生存危机

“汶川大地震对四川大熊
猫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由
于低海拔地区竹子大量死亡，
大熊猫会面临食物短缺等生
存挑战，这个冬天不能排除有
更多野生大熊猫生病甚至死
亡。”四川卧龙中国保护大熊
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近日
透露的消息，让人们从国宝团
团、圆圆风光赴台转向了它们
背后的家园——四川卧龙。

卧龙是享誉中外的大熊
猫乐园，由于距离震中映秀
直线距离不足 10 公里，卧龙
在汶川大地震中受到近乎毁
灭性的打击。“这个冬季大熊
猫的日子会十分难过。在低
海拔地区，大熊猫赖以为生
的竹子已大片死亡，野生大
熊猫将面临严酷的寒冬。”张
和民说的是事实还是危言耸
听？卧龙到底怎么了？冬季
冰雪渐进，大熊猫能熬过残
酷的冬天吗？

去年10月26日一早，卧龙耿达乡幸福村
四组的邓文品在家附近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只
野生的大熊猫，初看还以为是一个人趴在那
里。这只大熊猫看起来很虚弱，饥肠辘辘的
样子，两眼无神地望着他。这只大熊猫成为
震后被发现并抢救的首只野生大熊猫。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随即
将其送到卧龙自然保护区核桃坪基地的野生
动物医院进行抢救。检查发现，该大熊猫年
龄偏大，极度营养不良、贫血，患有严重蛔
虫感染及肝胆、胰腺、肾脏、心脏等实质器

官不同程度变形、水肿和功能衰竭。虽然
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但遗憾的是，11
月 8 日 9 时 50 分，它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
而死亡。与此相近，去年 10 月 29 日，唐家
河自然保护区也发现了一只“下山”的野生大
熊猫，也呈现饥饿状态，幸运的是，这只大熊
猫活了下来。

野生大熊猫连续“下山”到人居住的地
方，引起了专家们的高度关注。张和民分析，
地震灾害致使大熊猫栖息环境破坏，它们闯
入低海拔人类活动区域实在迫不得已。耿达

乡乡长周平章是研究熊猫的土专家，他曾经
两次见过野生大熊猫，还见过几次冒着热气
的熊猫粪便。据周平章总结的经验，一般情况
下，熊猫“下山”主要有四种原因：一是食物短
缺，如饥饿等；二是生病，主要有肠胃病、口腔
病等；三是寻偶、发情；四是其他特殊情况，比
如受到其他野生动物干扰等。他说，这个时候
野生大熊猫“下山”主要是因为饥饿和生病。

记者在卧龙采访的时候，天空已经开始
飘起雪花，放眼望去，四处的山上早已是白茫
茫的。

张和民透露，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约有野
生大熊猫 150 只，圈养大熊猫 142 只。在

“5·12”地震中，卧龙圈养大熊猫 1 只死亡、
1 只失踪、1 只受伤。地震后没有找到野生
熊猫尸体，但扭角羚等大型动物均有尸体
发现。“我真正担心的还是野生大熊猫。”张
和民说。

汶川大地震后，包括卧龙、成都等大熊猫
的食用竹均受到很大影响。一般来说，大熊
猫的生存需要满足3个条件：水源、竹子和坡
度小于 30~40 度的平缓地带。不幸的是，满
足上述 3 个条件的地方已经很少了，特别是
地震过后大片山体发生滑坡，吞噬着大熊猫
的栖息地。

“熊猫并不怕冷，在雪地上睡一个晚上，
雪都不化的，我担心的是没有吃的。”张和民
多次给记者强调，“汶川大地震对四川大熊猫
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由于低海拔地区竹
子大量死亡，大熊猫会面临食物短缺等生存
挑战，这个冬天不能排除有更多野生大熊猫
生病甚至死亡。”

有专家说，地震损毁的大熊猫栖息地有

180万亩，其中位于邛崃山系的卧龙自然保护
区受损特别严重。张和民透露，卧龙保护区
有7%的面积受重灾，而这一区域主要是熊猫
活动的低海拔区域，这对熊猫的生存有着深
远的影响。张和民甚至认为，相比于 1983年
的竹子大面积开花死亡，这次地震的破坏对
熊猫种群的繁衍生息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对
熊猫的危害比 1983 年还厉害。1983 年箭竹
大面积开花死亡，熊猫种群数量下降了40%，
当时卧龙只剩下90只左右的熊猫，抢救了40
多只，当时在卧龙直接发现熊猫尸体 7 只左
右。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总工程师
严旬也认为，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和森林大面
积损毁，使很多大熊猫居住的洞穴受损或坍
塌，“熊猫赖以生存的一部分箭竹被埋没和砸
毁，保护区内水体受到污染，直接威胁到熊猫
的健康”。

“竹子开花啰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数星星/星星啊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
哪里……”这首歌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广为
传唱的一首歌曲，其流行的原因是，1983年，

由于箭竹大面积开花，给大熊猫带来了生存
危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全国性的捐款
活动。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站副站长
杨旭煜此前透露，截至 2007 年底，开花竹总
面积达到2.4万公顷，占四川大熊猫主食竹面
积的1.4%；有9种大熊猫主食竹开花，占四川
大熊猫主食竹的 30%，其中尤以若尔盖与九
寨沟交界区和平武、松潘、北川交界区最为严
重。而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竹子开花有一定的周期，一般是50～60
年。距离1974年岷山竹子开花，至今才30多
年，周期未到。但是，地震会否导致竹子开花
提前，我也不知道。”张和民说。张和民对此
表示乐观，他认为，竹子开花，从理论上讲，当
时是有影响的，如果低海拔的竹子没有被破
坏，如果竹子的品种不是单一的，问题就不是
很大。否则，就会影响很严重。但从卧龙的
实践来看，竹子开花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
最担心的还是低海拔的竹子出现问题。

严旬则透露，国家林业局将对竹子进行
严密监测，防范震后竹子大面积开花和成片
死亡造成熊猫的粮食短缺。

熊猫的竹子要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