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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周年
自然篇·万物的交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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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山野之间，擦过草尖的

露水，踏过沙沙的竹叶，“竹林隐士”

大熊猫的家就在这里。

从青藏高原东缘出发，沿着横

断山脉往北延展到秦岭，是一片狭

长地带。南北跨度700多公里，海拔

落差5000多米，这里的亚热带和暖

温带山地生态系统，庇护了以大熊

猫为代表的8000多种珍稀野生动植

物。这里湿度大、降雨多、天气凉

爽，适合竹子生长，也深受以竹子为

食的大熊猫喜爱。

但对于人类而言，生活在这种

环境之下的大熊猫，总是独来独往、

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很难亲近，也因

此显得更加珍贵。

1869 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
戴维在四川雅安宝兴县邓池沟发现

大熊猫。1870年，阿尔封斯·米勒·
爱德华兹首次按照现代科学动物命

名法则赋予它拉丁学名。大熊猫这

一中国稀有物种引起西方博物机构

强烈的兴趣和展出需求，出现了“熊

猫热”，引发全球关注。

“如何才能见到真的大熊猫？”

“怎么才能拥有一只大熊猫？”这是

当时不少西方国家民众的渴望，“熊

猫外交”也应运而生。

4月3日晚7时22分许，随着一架特
殊航班平稳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在韩国出生的首只大熊猫“福宝”回到
了它的故乡。每一只旅外大熊猫的回国，
总是牵动着两国熊猫爱好者的心，离开时
不舍的泪水和迎接时期待的目光，共同汇
聚成了世界人民对于大熊猫的无限喜爱。

圆滚滚的身体、黑白相间的“皮草大
衣”、萌萌的大脸盘，大熊猫的走红可不是
靠着一两张表情包或是几段搞笑视频。
在消息闭塞、尚没有网络的年代，“竹林隐
士”就已经在向世界各地“散发魅力”了。

大熊猫作为和平大使“出洋”，最早可
以追溯到唐朝。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里，两
只可爱的大熊猫幼崽标本，会向你“讲述”
更多关于“熊猫外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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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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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

国先后向苏联、朝鲜、美国、日本、

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9

个国家赠送了23只大熊猫。

1982年，为了加强濒危动物

保护工作，中国停止向海外赠送

大熊猫，开启了以合作研究为目

的的租借模式。

目前，我国有50多只大熊猫

生活在世界各地。自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以来，已有41胎68仔

大熊猫幼崽在国外繁育成活。

“熊猫外交”已被赋予了全新的

内涵，传递着中国和平友好的态

度，并承担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研究的使命。

经过中国与全球的共同努

力，大熊猫从“濒危”物种降为

“易危”物种。2021年生态环境

部对中国的濒危物种状况进行

了评估，野生大熊猫数量在40年

间，从1114只增加至1864只。

研究大熊猫、保护大熊猫，

却不仅仅是保护大熊猫。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四川大

学冯文和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与

成都动物园等单位，围绕大熊猫

的饲养繁殖和疾病防治进行了

系统研究，为大熊猫的人工繁育

与壮大种群数量作出了积极贡

献。四川大学岳碧松、冉江洪等

研究团队在野生大熊猫种群和

栖息地的调查与评估、种群精细

化管理及圈养大熊猫疾病防控

等方面开展了持续研究。

大熊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旗舰种，而对黑颈鹤、绿尾虹雉、

四川雉鹑、四川山鹧鸪等其他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四川大

学科研工作者仍在脚踏实地地

进行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1936年岁末，四川汶川

草坡，大山已经沉睡，一位

农人手攥公鸡，口中念念有

词，一场因捕捉大熊猫而进

行的祭拜山神活动正在举

行。随后，美国的露丝首次

将活体大熊猫带到美国。

1938年 ，一封来信开

启了四川大学与大熊猫的

特殊缘分。

美国纽约动物学会写信

给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今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希

望能够得到一只大熊猫幼

崽。时任该校生物系主任的

丁克生立刻联系了山中猎人，

随后带回了一只大熊猫幼崽

并取名“潘多拉”。它在华西

坝生活了3个多月后，被送往

美国，在纽约动物园亮相。

1941 年，为了感谢美

国有关方面向中国提供的

援助，中国决定赠送

美国一对大熊猫，并

由华西协合大学博

物馆馆长葛维汉将

一雌一雄两只大熊

猫送往美国纽约布

朗克斯动物园，分别

取名“潘达”和“潘

弟”。这也成为了开

启“熊猫外交”的标

志性事件。

1946 年 ，在 英

国政府的请求下，大

熊猫“联合小姐”跟

随四川大学生物系

讲 师 马 德 前 往 伦

敦。马德在帝国学

院进修后，回到川大

执教，培养了众多的

野生动物研究人才。

4月3日晚，旅韩大熊猫“福宝”搭乘包机抵
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3月3日，大熊猫“福宝”在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的爱宝乐园享用美食。新华社发

在中国西部开展考察的葛维汉。
图据四川大学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