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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蔓，付焱文，廖婷，李东睿，冉江洪，杜一平，杨旭煜．四川东南地区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分布区变化及其成因．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 １７）：
５９４０⁃５９４８．
Ｌｉ Ｍ， Ｆｕ Ｙ Ｗ， Ｌｉａｏ Ｔ， Ｌｉ Ｄ Ｒ， Ｒａｎ Ｊ Ｈ， Ｄｕ Ｙ Ｐ， Ｙａｎｇ Ｘ 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１７）：５９４０⁃５９４８．

四川东南地区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分布区变化及其
成因

李　 蔓１，２，付焱文１，２，廖　 婷１，２，李东睿１，２，冉江洪１，２，∗，杜一平３，杨旭煜３

１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２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遗传重点实验室，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３ 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要：物种的分布变化是衡量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生物多样性变化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热点。 根据对四川省

东南地区 ６ 县 １４ 个乡镇的访问调查，分析了四川省东南部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分布区的变化趋势，并对近 １０ 年潜在有无云

豹分布的区域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景观格局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四川东南地区云豹分布区变化的原因。 结果显示：（１）４０
年前云豹曾在调查区域广泛分布，近 ４０ 年来云豹分布范围呈现逐渐缩减的趋势，到近 １０ 年潜在有云豹分布的仅 ３ 个县 ３ 个乡

镇；（２）天然阔叶林是云豹适宜的生境，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在近 ３０ 年里均是面积最大的景观类型，３０ 年间增加了 １８．
１３％。 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在 ３０ 年前占比为 １３．６７％，３０ 年间减少了 ３９．２９％，其主要景观类型在 ３０ 年间由农业用地转

换为竹林类型；（３）３０ 年间，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破碎化程度均加剧，而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的破碎化程度较潜在有

云豹分布地区严重；（４）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均不强烈，在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域的保护意识和意愿稍

高；（５）本研究认为，早在 ４０ 年前由于人为捕杀和土地开垦，就导致云豹种群在研究区域内衰退，近 ３０ 年虽然农业用地大幅转

换为竹林使森林总面积增加，但并未对云豹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阔叶林的生境退变则使前期已经衰退的云豹种群分布区持续

缩减，以致难觅踪迹。
关键词：云豹；访问调查；分布区变化；濒危动物；景观格局；栖息地破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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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７８．１１％ ａｎｄ ８０．８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ｓ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ｗｅ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ｏ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ｉ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ｌａｙ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ｋｅｅｐ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ｏｆ ｗｉｌｄ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改变引发了生命史上的第六次大灭绝事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引

起全球生物分布的广泛变化［１］。 其中，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是生物多样性受

到威胁的重要因素，构成了现代环境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２⁃４］。 大型哺乳动物因为具有较高风险

的生活史特征和大的空间需求，更易受到人类扩张和改变原始栖息地的影响［５⁃７］。 研究表明，多数大型哺乳

动物都处于濒危状态［８］，而栖息地退化是导致大型哺乳动物濒危的主要因素［９］。
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为哺乳纲（Ｍａｍｍａｌｉａ）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猫科（Ｆｅｌｉｄａｅ）云豹属（Ｎｅｏｆｅｌｉｓ）动物，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ＣＩＴＥＳ）附录 Ｉ 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易危物种。 云豹分布于中国南部，延伸到印支、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在中国分布地区包括安

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四川、重庆、西藏东部、西藏南部、云南、浙江［１０］。 主

要栖息于亚热带丘陵、低山、中山常绿阔叶林内，擅长在树上活动［１１⁃１２］。 因栖息地质量退化，盗猎等原因云豹

野外种群快速衰退，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具有很高的灭绝风险［１３］。 但目前关于云豹的研究十分缺乏，除台湾

地区的云豹已宣布灭绝外［１４］，国内基本没有对其野外研究的文献，仅只有其分布地点记录的零星报道，现对

我国云豹的野外生存状况基本缺乏了解。
一个物种的兴衰与分布区的变迁息息相关［１５］，四川是云豹的历史分布区，云豹曾广泛分布于川东南和川

东北地区［１２］。 最近的野外实体发现记录是 ２００７ 年在宜宾市长宁县（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７⁃１１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１８９５３２．ｈｔｍ），云豹在四川东南地区的分布现状和分布区变迁过程仍不得而知。 由于野

生动物历史分布区信息已无法通过野外寻找痕迹等手段来验证，参阅文献记录和访问调查是可行的方法，如
刘伶等［１６］通过文献检索对苏北地区丹顶鹤（Ｇ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ｅｎｓｉｓ）越冬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分布动态变化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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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Ａｌ⁃Ｊｏｈａｎｙ 等［１７］通过访问调查对阿拉伯豹（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ｒｄｕｓ ｎｉｍｒ）在沙特阿拉伯的分布进行了研究，薛文杰

等［１８］通过访问调查研究了近 ５０ 年陕西凤县林麝（Ｍｏｓｃｈｕｓ ｂｅｒｅｚｏｖｓｋｉｉ）分布区的变迁。 因记录云豹具体分布的

资料十分有限，仅只有分布县的相关记载，故本文主要采用访问调查法。
２０１８ 年 ４—１２ 月，采用访问调查法对四川省东南部云豹历史分布区的社区居民进行抽样访问调查，同时

结合野外样线调查结果，利用遥感影像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对其分布区变化原因进行探讨，以期了解云豹分布区变化

的趋势及原因，进而评估云豹的潜在分布，为云豹的保护、分布调查与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

四川东南地区记录有云豹分布的县包括宜宾市的宜宾、江安、兴文、高县、筠连、屏山，泸州市的泸县、合
江、古蔺、叙永等地［１２］。 根据植被现状和前期了解，选择植被相对连片、保存较好、并可能适合云豹生存的区

域作为研究区域，涵盖了 ２００７ 年野外发现有云豹的长宁县及周边植被保存较好的地区。 具体涉及宜宾市的

长宁县、兴文县、珙县，泸州市的叙永县、古蔺县、合江县。 区域海拔范围 ２０６—１８３５ ｍ，最高峰为古蔺县黄荆

老林的斧头山。 此区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立体气候明显，雨量充沛，主要植被型为常绿阔叶

林、暖温性针叶林和竹林。

图 １　 研究区域和调查乡镇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云豹分布区调查方法

２．１．１　 访问调查

在与当地县野保人员座谈交流后，选择该地区植被覆盖程度高、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乡镇作为重点访问

２４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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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区，共选择 ６ 县 １４ 个乡镇（图 １）。 根据乡镇森林连片区域的大小、植被类型等确定抽样强度，每个乡

镇至少获得 １０ 份有效问卷，如果 １０ 人都认为当地没有云豹分布，可以不再进行访问。 访问以聊天、座谈以及

个别人重点访问等方式进行［１８］。 访问对象选择现居住或曾经居住在该乡镇植被覆盖度高、野生动物丰富的

森林区域周边的村民，并尽量选择在当地有过长期林间活动经历的人群，如护林员、老猎人、采药或养蜂人等，
每户仅调查 １ 人。 由于云豹历史分布的信息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访问对象主要为中老年人（表 １）。 主要访

问内容包括当地有无云豹分布，有云豹分布的时间，是否为一直有云豹分布，有无关于云豹实体的目击记录，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等。 若受访者认为当地曾有云豹分布且自身有过目击或者知道发现点记录，在通过图

片和外形特征描述确认后 （图片包括云豹、金钱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ｒｄｕｓ）、金猫 （Ｃａｔｏｐｕｍａ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豹猫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等易混淆的动物），获取距离现在最近一次见到云豹或者确切知道的时间和地点。
在访问过程中，相互验证，对数据进行确认核实。

表 １　 访问对象年龄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ｓ

年龄 Ａｇｅ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年龄 Ａｇｅ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６０ 岁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３１７ ３２．０９ ＜３５ 岁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３６ ３．６４

５０—５９ 岁 ５０—５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３９１ ３９．５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８８ １００

３５—４９ 岁 ３５—４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２４４ ２４．７０

２．１．２　 分布数据统计

将云豹访问记录以乡镇为单位按发生时间划分为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距今 １１—２０ 年，２１—３０ 年，
３１—４０ 年，４０ 年前 ５ 个阶段进行汇总。 数据汇总后，将在所有时间段中只有一次记录的数据或在某一时间段

有记录后相隔两个及以上时间段才有且仅有一次记录的数据剔除。 因知道确切记录的受访者均认为当地在

之前一直有云豹分布，且统计的是最近一次见到云豹或者知道实体的记录，因此若在某一时间段里记录有云

豹分布，则在之前的时间段均有分布，在进行数据汇总后再以乡镇为单位按时间段依次对更早时间段的数据

进行累计。
２．２　 云豹分布区景观格局对比分析方法

２．２．１　 植被调查方法

在研究区域布设植被垂直调查样线，调查线路选取覆盖区域内各种植被类型且植被保存较好的典型地

段，样线长度 ３—５ ｋｍ，共布设了 ２４２ 条样线。 在样线上选取典型植被类型设置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植被调查

样方，记录植被类型及地理坐标，用于遥感影像的解译及解译之后的精度评价。
２．２．２　 遥感影像数据获取

遥感影像数据选择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影像，数据为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和 ＵＳＧＳ（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ｕｓｇｓ．ｇｏｖ）下载的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 ＯＬＩ、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的 ＴＭ 无云影像，影像的条带号 ／行编号（Ｐａｔｈ ／ Ｒｏｗ）为 １２８ ／ ４０，１２８ ／
４１。 数据波段空间分辨率均为 ３０ ｍ。
２．２．３　 数据处理

各期影像在 ＥＮＶＩ５．３ 中辐射定标、大气校正、边界裁剪后进行景观重分类，根据云豹对栖息地的要求和实

地考察情况，将景观类型划分为阔叶林、针叶林、竹林、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水体 ６ 类。 在 ＯＬＩ６５４ 和 ＴＭ５４３
波段组合下，通过借助野外植被样方数据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 建立分类模板，不断剔除光谱特征混淆的训练多边

形，并创建新的训练多边形，直到分类模板根据精度评估合格后再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监督分类［１２］。 分类

后，每类随机选取 ５０ 个点对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进行精度评价。 结果显示，解译总体精度为 ９２．３３％，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９０８，证明解译结果和真实情况有很强的一致性［１９］。 因为没有更早年份的地面真实数据，无法对其他图像

进行评估，但因为使用了相同的方法，本文认为其精度结果与 ２０１７ 年类似［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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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近 １０ 年仍访问到有云豹分布记录的乡镇视为潜在有云豹分布区域，而近 ３０—４０ 年间访问到有云

豹分布但近 １０ 年没有访问到有分布记录的乡镇视为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域，分类后利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分别计算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在 ２０１７ 年、１９８８ 年的景观格局指数。 本文选择的指数有斑块类

型面积（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ＣＡ）、平均斑块面积（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ＭＰＳ）和聚集度指数（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ＡＩ） ［２１］。 在

ＳＰＳＳ１９．０ 中，再分别对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各景观类型 １９８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斑块面积做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３　 结果

３．１　 云豹分布区变化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四川东南地区访问调查了 ６ 县 １４ 个乡镇，共获取有效问卷 ９８８ 份。 ４０ 年

前，在调查的 １４ 个乡镇中，有 １０ 个乡镇有云豹分布；距今 ２１—４０ 年间有 ６ 个乡镇有云豹分布；在距今 １１—２０
年间云豹分布的乡镇减少为 ４ 个；到近 １０ 年，仅 ３ 个乡镇有云豹分布记录，而且人次很少（表 ２）。 说明 ４０ 年

来，云豹的分布范围一直在萎缩，从 １０ 个乡镇减少到 ３ 个，而且发现频次越来越少，仅 １—２ 次。

表 ２　 调查乡镇云豹目击记录次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调查县
Ｃｏｕｎｔｙ

调查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访问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４０ 年前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距今 ３１—４０ 年间
３１—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距今 ２１—３０ 年间
２１—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距今 １１—２０ 年间
１１—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近 １０ 年
Ｎｅａｒｌｙ １０ ｙｅａｒｓ

长宁 梅硐 １５４ １７ ４ １ １

长宁 双河 １３４ １６ ６ ２

长宁 富兴 ５８ ８

兴文 仙峰 １３７ １３ ４ ３ ３ ２

兴文 大坝 ７４ ３

兴文 僰王山 ４３ ５

珙县 石碑 ３１ ４ １ １

珙县 曹营 ３４

古蔺 黄荆 １０４ １９ ８ ７ ５ １

古蔺 桂花 １０

合江 自怀 ５０

合江 凤鸣 ３６ ４

合江 福宝 ９７ １１ ９ ５ ３ ２

叙永 水尾 ２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８８ １００ ３２ １９ １２ ５

３．２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景观格局对比分析

对潜在有云豹分布区域（福宝、仙峰和黄荆）和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域（梅硐、双河、石碑）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间景观格局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图 ２ 和表 ３），结果显示：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在 １９８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均是面积最大的景观类型，３０ 年间从 ４０１７５． ３２ ｈｍ２（５０． ４４％） 增加为 ４７４５７． ２８ ｈｍ２（５９． ５８％），增加了

１８．１３％；而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面积较小，３０ 年间面积从 ２７９２．５８ ｈｍ２（１３．６７％）减少为 １６９５．３６ ｈｍ２

（８．３％），减少 ３９．２９％；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在 １９８８ 年景观格局就以农业用地为主，占该地区总面积的

６９．９８％（１４３００．６１ ｈｍ２），到 ２０１７ 年，最大的景观类型转换为竹林，占 ５９．６９％（１２１９９．０４ ｈｍ２）。
从景观破碎化指数来看（表 ４），１９８８—２０１７ 年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的阔叶林平均斑块面积为从 ４７．３１

ｈｍ２减少为 ３８．３０ ｈｍ２，潜在无分布地区从 １４．７１ ｈｍ２减少为 ４．３８ ｈｍ２；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聚集度指数

从 ８２．０１％增加为 ８７．９７％，而潜在无分布地区从 ６５．６５％下降为 ５８．９８％。 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竹林平均斑块

面积和聚集度指数变化不大，而潜在无分布地区竹林平均斑块面积从 ６．４９ ｈｍ２增加为 ５１．６９ ｈｍ２，聚集度指数

４４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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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５７．２３％增加为 ８１．２２％。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结果表明（表 ４），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各景观类型 ２０１７ 年

与 １９８８ 年的斑块面积除潜在有云豹分布区域建设用地为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外，其余均为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

图 ２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表 ３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在 １９８８ 和 ２０１７ 年不同景观类型面积占比及变化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１９８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７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潜在有云豹分布区域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域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７
面积 ／ ｈ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ｈｍ２ 占比 ／ ％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８８ ２０１７
面积 ／ ｈ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ｈｍ２ 占比 ／ ％

变化率
Ｃｈａｎｇｅ％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 ４０１７５．３２ ５０．４４ ４７４５７．２８ ５９．５８ １８．１３ ２７９２．５８ １３．６７ １６９５．３６ ８．３ －３９．２９

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５６８６．７８ １９．６９ １２２６２．４ １５．３９ －２１．８３ １０５７．９３ ５．１８ ７１２．３２ ３．４９ －３２．６７

竹林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 ５８００．０７ ７．２８ １０２５４．０８ １２．８７ ７６．７９ ２１０８．１９ １０．３２ １２１９９．０４ ５９．６９ ４７８．６５

农业用地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１７８６３．０９ ２２．４２ ８６３８．０８ １０．８４ －５１．６４ １４３００．６１ ６９．９８ ４８７１．０４ ２３．８４ －６５．９４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１３２．３４ ０．１７ ６５４．０８ ０．８２ ３９４．２４ １１１．２９ ０．５４ ８０５．７６ ３．９４ ６２４．０２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３９１．６８ ０．４９ ６５．２４ ０．３２ １５２．３２ ０．７５ １３３．４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９６５７．６ １００ ７９６５７．６ １００ ２０４３５．８４ １００ ２０４３５．８４ １００

表 ４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在 １９８８ 和 ２０１７ 年不同景观类型平均斑块面积和聚集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１９８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７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 ｈｍ２ 聚集度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

１９８８ａ ２０１７ａ １９８８ｂ ２０１７ｂ １９８８ａ ２０１７ａ １９８８ｂ ２０１７ｂ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ｆ ｆｏｒｅｓｔ ４７．３１ ３８．３０∗∗ １４．７１ ４．３８∗∗ ８２．０１ ８７．９７ ６５．６５ ５８．９８

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０．１８ ７．９７∗∗ ５．５１ ２．９４∗∗ ５９．３０ ５７．３０ ５２．４５ ４２．７１

竹林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 ７．２３ ６．６２∗∗ ６．４９ ５１．６９∗∗ ５７．２８ ５９．６７ ５７．２３ ８１．２２

农业用地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３３．５５ ７．３０∗∗ １２３．３５ ８．９５∗∗ ８４．６１ ６１．２５ ８９．５４ ６１．２１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５．３０ １．６６∗ ３．３７ ２．１８∗∗ ６１．０４ ２９．１９ ４３．９３ ３３．５５
　 　 ａ表示潜在有云豹分布区域，ｂ表示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域； ∗表示 ２０１７ 年斑块面积与 １９８８ 年数据在 ０．０５ 水平有显著差异，∗∗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有显著差异

３．３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保护意识对比分析

为了解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差异对云豹分布的影响，对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的社区居民野生动物

保护意识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表 ５），在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６６．２７％的人认为野生动物应该保护，
７７．１２％的人愿意在当地成立保护区用于保护云豹；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 ７８．１１％的人认为野生动物应该保护，

５４９５　 １７ 期 　 　 　 李蔓　 等：四川东南地区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分布区变化及其成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０．８８％的人愿意在当地成立保护区。 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的居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

表 ５　 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域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问题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态度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潜在有分布区域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潜在无分布区域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您认为野生动物（如：云豹）应该保护吗？ 应该保护　 ６６．２７％ ７８．１１％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ｗｉｌ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ｓ） 态度不确定 ２３．０８％ １８．６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不应该　 　 １０．６５％ ３．２５％

您愿意在此成立保护区用于保护云豹等动物吗？ 愿意　 　 　 ７７．１２％ ８０．８８％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ｈｅｒ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态度不确定 １５．３６％ １５．０５％

ｃｌｏｕｄｅｄ ｌｅｏｐ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 不愿意　 　 １５．３６％ ４．０８％

４　 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地区能够大范围的访问到关于云豹实体的目击记录，说明云豹曾经在这一地区广泛分布，但近 ４０
年间云豹分布区在不断缩减，福宝、仙峰、黄荆 ３ 个乡镇在近 １０ 年仍访问到有云豹分布的记录，是现四川东南

地区最可能仍有云豹分布的地区。 虽然本次的野外样线调查并没有发现其活动痕迹，仍需要进一步开展野外

调查和监测确认。
影响云豹生存的主要威胁因素为生境破坏、狩猎及人为干扰［１３］。 云豹主要栖息于低海拔雨林和常绿阔

叶林地带，主要以 ５—１０ ｋｇ 的脊椎动物为食，如雉类、猴类等［１１，１４，２２］。 阔叶林是云豹栖息的主要生境，本研究

结果显示，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阔叶林在 ３０ 年间一直为面积最大的景观类型，而潜在无云豹分布区在 ３０ 年

前主要景观类型为农业用地，近 ３０ 年间虽然农业用地大面积减少，但大部分转化为竹林，而阔叶林在 ３０ 年间

仍持续减少。 研究区域的植被类型中除天然的常绿阔叶林外，主要为人工种植的柳杉林、杉木林，以及可快速

成材的楠竹林、慈竹林等。 人工林群落结构简单，猎物数量和丰富度低，人为活动频繁［２３］，并不适合云豹生

存，这已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关于巽他云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ｄｉａｒｄｉ）的研究中得到证实［２４⁃２５］。 所以虽然潜在无云豹

分布区域森林总面积增加，但并未对云豹的生存起到积极作用。
从破碎化指数及差异性检验结果来看，两区域阔叶林均处于破碎化的状态，但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 ３０ 年

间的破碎化程度一直较有云豹分布地区严重。 这说明该地区种植经济林不仅未使云豹适宜生境得到有效恢

复，其适宜栖息地还更加破碎化，而在东北虎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雪豹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等野生动物的研究中，都显示出栖息地破碎化影响其分布的现象［２６⁃２８］。
据各地区县志记载，５０—７０ 年代的灭兽运动及毁林开荒活动曾导致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减少，虎、豹濒于

绝迹，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四川每年仍有数十张云豹皮张产量，７０—８０ 年代开始趋于下降［２９］，这说明云豹分

布区缩减并不仅仅是近 ４０ 年才开始的。 云豹活动隐秘，且主要在夜间活动［３０］，但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在宜

宾长宁县有很多受访者曾见到云豹在村庄附近出现，甚至袭击家畜，与曾经安徽省云豹频繁出现的现象及原

因类似［３１］，说明在当时，当地的生境和猎物可能已经不能维持云豹的生存需求。
居民保护意识调查发现，潜在有无云豹分布区的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都不算高，主要由于该地区地理

位置偏远，居民文化知识结构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义了解不够。 但潜在无云豹分布地区的居民保护意识

略高于潜在有分布地区，主要原因为潜在有云豹分布地区植被保存较好，野猪（ 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猪獾（Ａｒｃｔｏｎｙｘ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等野生动物较为丰富导致危害庄稼的情况较为严重，致使当地居民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意愿更不强烈。 与本研究相一致，野生动物保护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仍在各个地区广泛

存在［３２⁃３４］，但相比 ９０ 年代而言，居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已有显著提高［３５］。 因此，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对

当地居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积极帮助居民化解人兽冲突，实现人与动物

之间的和谐关系。

６４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虽然云豹在中国的分布很广，但在中国的森林栖息地分散并彼此独立［３６］。 四川东南地区近 ４０ 年云豹分

布区不断缩减，这可能是早期人为捕杀和土地开垦导致的云豹种群衰退的延续，近 ３０ 年虽然农业用地大幅转

换为竹林使森林总面积增加，但并未对云豹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而阔叶林的持续退变可能是导致该地区云

豹分布区大幅缩减的重要原因。 顶级食肉动物占据的地方往往具有高的生物多样性［３７］，云豹分布的消减也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消减，相关部门应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及附近居民的宣传教育

工作，加强天然林的植被恢复，以实现对云豹及其同域物种的长期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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