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矗，1929年3月24日出生，
生于四川开江，动物学家，西华师范
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教授，国家
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是国际公认的
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
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

“中国大熊猫之父”，曾组织领导了
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世界
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是中国
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我
国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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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商务部16日
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公告，决
定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洛克希德·
马 丁 公 司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
（Raytheon Missiles & Defense）列入
不可靠实体清单。

公告称，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依据《不
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二条、第八条和第
十条等有关规定，决定将上述企业列入不
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是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
的进出口活动；二是禁止上述企业在中
国境内新增投资；三是禁止上述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入境；四是不批准并取消上
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
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五是对上述企业
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

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
额的两倍。

公告还提出，上述企业应当自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办理缴款。若逾期不履行本决定，不
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将依法采取加处
罚款等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我国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保护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019年，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的一间办
公室内，“中国大熊猫之父”胡锦矗身穿
白色衬衣，面带笑容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提起大熊猫
保护 ，他仍兴奋得像个孩子。

胡老当时告诉记者，他从45岁开
始，从南充出发，走过卧龙、唐家河，迈
过山野林间，自己和大熊猫牢牢地绑了
半辈子，见证了中国大熊猫研究史的每
一个重要瞬间。

半路出家
“捡屎”摸清野生大熊猫数据

1973年，周总理召集四川、甘肃、陕
西三省相关人士召开座谈会，要求开展
以大熊猫为主的珍稀动物调查。

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
四川卧龙，组建一支四川省珍稀动物资
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组织和领导
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以下
简称大熊猫一调）。

此时，中国对大熊猫的了解已有一
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大熊猫就
很有名了，分布也广。”胡锦矗说，但野
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只，没人知道。

很快，30人的野调队成立了。作为
调查队的队长，胡锦矗考察了四川所有
的大熊猫栖息地。考察中，他发现不同
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
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
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等
——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
熊猫的“胡氏方法”，并沿用至今。

在进行大熊猫一调时，胡锦矗开始
意识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要和大熊
猫打交道了。”

卧龙的脚印
“五一棚”成世界大熊猫研究的起点

大熊猫一调于1977年结束，最终得
出全球野生大熊猫的第一个具体数据
——2459只（因一些原因，当时对外公
布为1000多只）。这次调查后，定点大
熊猫生态观察站的建立也迫在眉睫。

四川、甘肃两省先后划定了3个点
位来建立定点观察站，但最终只剩下了
一所——如今，位于四川卧龙自然保护
区东南核心地带的“五一棚”，已成为全
球大熊猫研究者的朝圣之地。但在
1978年刚建立时，这里只有几个简陋的
窝棚。

“因为棚区距离最近的水源地要走
51级台阶，所以取名叫‘五一棚’。”这个
故事胡锦矗已讲述过多次，但每一次回
忆时，他都脸带笑意，“‘五一棚’立定
后，我们开辟7条观察点，其中有5条深

入大熊猫活动区域，两条是往山下走。
每天都要走一个条线。”

近代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的序幕
由此地开始，扎根在卧龙的山野之间，
却很快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980年，
以大熊猫为会标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后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卧
龙，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增设帐篷、扩
点建站、派驻专家。

科研之路
发表论文200篇专著23本

“五一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胡锦
矗回到西华师范大学，继续研究和教学
工作。半生岁月里，他发表论文近200
篇，专著23本，先后获省部级奖14项。
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但他的贡献远比这些更为深远。在西
华师范大学任教的几十年中，他带出了
近20届研究生，为大熊猫科研工作种下
了无数宝贵的种子，其中包括以魏辅文
院士、张泽钧教授为代表的第二、第三
代大熊猫研究者。

“我研究‘宏观生态’，主要阵地在
邛崃山系，在这个基础上，以国际合作
为界限，四川有4个山系都建立了观察
站，唐家河白熊坪，马边大风顶，大小相
岭。”以魏辅文院士专攻“微观生态”为
标志，胡锦矗将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分为
两个阶段，“现在，将分子生物学、DNA
等研究方法结合到大熊猫研究保护中，
意味着这一领域已经达成了微观和宏
观的结合。”

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授予胡
锦矗教授的濒危动物研究团队“自然保
护贡献奖”最高荣誉称号。
杨雪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柴枫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杰）2月
16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西华师范大学获悉，被誉为“中国大
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
的胡锦矗教授在南充病逝。

1974年，45岁的胡锦矗作为四
川省内知名野生动物专家，受命进入
卧龙，组建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
队，牵头开展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
调查研究。他研究发明结合其他指
标从大熊猫粪便分析大熊猫数量的
调查方法，被命名为“胡氏方法”，并
沿用至今。

基于胡锦矗科研团队的调查情
况，国务院批准了将四川卧龙自然保
护区由原来的2万公顷扩建为20万
公顷，同时批准建立唐家河等5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等多种濒危
野生动物得到拯救。胡锦矗在卧龙建
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
察站，取名“五一棚”。以“五一棚”为
起点，中国大熊猫生态保护逐步走上
世界之巅。

2000年，胡锦矗“退休”后，依然
每天在办公室工作，也会到实验室给
学生讲授知识。

西华师范大学的野生大熊猫研究
在全国高校中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
长，科研成果一项接一项，令世界瞩
目，西华师范大学也因此享有“熊猫大
学”之称。探索国宝的生存奥秘、解开
生命密码，该校四代大熊猫研究者坚
持了半个世纪。

以创始人胡锦矗先生为代表的第
一代，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为代表
的第二代，张泽钧、张晋东教授等所处
的第三代，韦伟、杨彪、白文科、洪明
生、唐俊峰和韩菡等年轻一代为代表
的第四代……

四代熊猫学者在佛坪、卧龙、蜂桶
寨、唐家河、栗子坪、大风顶、大相岭等
川陕多地建立大熊猫监测站，这些研
究点延伸出来，覆盖到大熊猫分布的
各个山系，描绘出中国野生大熊猫的
一张生态地图。

2月16日晚，胡锦矗病逝的消息
在西华师范大学教职工中传开，大家
转发先生有关的报道链接，纷纷表示
痛心和惋惜：“先生千古！”

中国大熊猫之父

胡锦矗病逝
他曾在卧龙建立了世界第一个

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

追忆胡锦矗：

采访时谈起大熊猫保护他兴奋得像个孩子

1983年，胡锦矗在研究大熊猫标本。
西华师范大学供图

2019年，胡锦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