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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2015-2018 年以来红外相机拍摄和巡护、监测结果

分析，野生动物物种数量逐年提高，活动范围也随之扩

大，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说明了区内资源状况越来越好。

通过具体数据分析和统计比对，对动物活动范围的分析

有助于为功能区划的重新划定提供科学依据。

1、2018年度主要业务工作

1.1 资源管护动态监控

根据人为活动季节性特点灵活调整相机布设区域，

全年在 11 个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同一区域内 10-15 天调

整一次相机布设位置，同时保证红外相机拍摄效果和隐

蔽性。（见图 1）

自 2014 年底资源管护动态监控开始实施以来，收

集了大量的红外相机照片、视频数据。分别统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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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茅坪中心保护站2018年动态监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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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2018 年拍摄到的人为活动照片和资源照片，

分别统计入区次数、人数，拍摄物种数及拍摄率。

图2　2015至2018年人为干扰次数统计表

2015 至 2018 年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人为干扰次数和入

区人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这和实际情况一致；

2015-2016 年对入区进行掠夺资源等违法行为的人

员进行严肃处理，在当地社区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效果十分显著。

图3　2015至2018年红野生动物物种数量统计表

2015 至 2018 年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物种数量

逐年提高，这说明部分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向外扩大至

保护区内边界附近；

2015 至 2018 年野生动物拍摄率也有所增长，这说明

野生动物在靠近内边界附近的位置活动越来越频繁；

以上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说明了区内资源状况越来越

好。

1.2 日常巡查、巡护

全年开展各类巡查、巡护、监测工作，作为动态监

控工作的有力补充。

图4　生物多样性观测示意图

开展日常巡查、巡护工作的目的：

1.2.1 查看有无人员入区和破坏资源行为

1.2.2 社区走访调查、掌握社区动态

1.2.3 防火宣传，排查火灾及安全隐患

1.2.4 疫源疫病监测（包括动物、松材线虫等）

1.3 生物多样性观测

4 月、10 月分别布设红外相机 31 台次，回收 62 台次

红外相机数据；累计拍摄照片 24172 张，视频 6144 段；

共拍摄到物种 32 种，其中一级有大熊猫、羚牛、金丝

猴、林麝；

2、大熊猫分布状况分析

2.1 分析方法

2.1.1 统计 2015-2016、2017-2018 年巡护、监测工作

中记录到的大熊猫实体、痕迹等数据；

2.1.2 统计 2015-2016、2017-2018 年红外相机科研监

测项目中拍摄到的大熊猫数据，被某个位点红外相机记

录到，即视为一次有效记录；

2.1.3 巡护、监测中记录到的大熊猫数据赋予权重

值为 1，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大熊猫数据按位点拍摄率高、

中、低分别赋予 3、2、1 的权重值；

2.1.4 使用 Arcgis 软件对数据进行加权核密度分析。

2.2 分析结果

图5　大熊猫活动位点图

图6　大熊猫分布密度图



203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2期

3、重点监测区域分析

3.1 资源重点区域分析

通过对 2015-2018 所有动物实体、痕迹点综合整理、

统计，使用加权核密度分析得出茅坪区域野生动物活动

密度图。

可以得出茅坪区域动物资源较为集中、活动密度较

大的区域有：左溪河、太子坪、陈学沟、小河、东坪沟。

3.2 人为活动重点区域分析

通过动态监控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照片、视频信息判

断其干扰活动类型，结合区域资源特点、区域地形地貌、

入区时长，季节特点等综合推断入区活动的大致区域。

图7　茅坪区域野生动物活动密示意图

以不同的人为干扰类型对资源的破坏程度及对区域

生态的影响程度，将干扰类型大致分为一般干扰和重点

干扰，进而制定针对性的管护措施。人为活动重点区域

有：左溪河、太子坪、陈学沟、小河、东坪沟、邵家沟、

周家沟和棋盘沟。

3.3 重点保护监测区域分析

通过对人为干扰区域与大熊猫分布密度较高、活动

较为频繁的区域进行叠加分析，可以得出陈学沟、太子

坪、左溪河、小河、东坪沟为茅坪区域对大熊猫活动干

扰最严重的区域，邵家沟、黄龙洞、黑龙洞、棋盘沟、

周家沟为茅坪区域对大熊猫活动干扰较为严重的区域。

4、总结

4.1 区内人为活动大幅减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随着动态监控实施，区内人为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另一方面，年轻人外出打工，加之精准扶贫、移民搬迁等

惠农政策，老年人多数也搬离原居住地，保护区附近社区

常住人口大量减少，例如：棋盘沟内住户五年内从12户

下降至1户。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常住人口将继续减

少，这也将会减轻资源保护及森林防火工作的压力。

4.2 综合来看，区内野生动物总体呈向外扩散的趋

势，活动区域明显扩大的有黑熊、毛冠鹿，小麂，青鼬、

猪獾。区域有扩大但不明显的有大熊猫、羚牛、金丝猴、

野猪，红腹锦鸡，红腹角雉。区域缩小的有斑羚、鬣羚。

对动物活动范围的分析有助于为功能区划的重新划定提

供科学依据。

4.3 人为活动的逐年减少和野生动物活动范围的逐年

扩大息息相关，在下一年的工作中继续加强对人为活动

的管控力度，特别是做好重点区域的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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