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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为什么
选择从德清种源基地

分送40只和30只朱

鹮到钱江源国家公

园、盐城国家级珍禽

自然保护区？

丁长青：首先，我
国之前在陕西、河南

开展了多个朱鹮野化

放归项目，有成功经

验。但长江中下游地

区还存在很大空白，

南方种群重建有针对

性地填补了这块空

白，尤其德清现在的

人工繁育种群数量，

足以支撑其对外输

送。其次，无论是钱

江源国家公园，还是

盐城珍禽保护区，其

实都属于“重引入”。

历史上，这两地都曾

是朱鹮的分布区。气

候条件、生态环境、食

物供给适合朱鹮存

活。从适宜栖息地模

型预测和生态容量来

看，发展前景不错。

文 汇 报 ：朱 鹮
南方种群重建意义

何在？

丁长青：主要有
三方面，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

首先，朱鹮是濒

危物种，像大熊猫一

样珍贵。我们成功保

护了“东方宝石”这样

的明星物种，为保护

全球生物多样性提供

了中国方案。以后，

南方种群恢复东部迁徙，其重要性更是

不可估量。

其次，以朱鹮南方种群重建为契机

开展生态修复、环境美化等工作，挖掘朱

鹮文化同地方特色的契合点更好地宣

教，提升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

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得到践行。要养好朱鹮，就要限制使

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可大力发展绿色食

品、生态旅游，比如“朱鹮牌”有机大米、

“鹮家乐”，实现区域内经济效益提升。

文汇报：朱鹮野化放归有什么技术
难点？

丁长青：钱江源应该不难，但盐城有
一定难度。首先是食物转换，要让朱鹮

适应“吃海鲜”。滨海滩涂，潮间带食物

十分丰富，这也是沿海迁徙的必备求生

技能之一。其次是飞行训练。内陆丘陵

地带，朱鹮从网笼飞出去，再想飞回来或

者在附近安家，森林稻田溪流等环境差

异较小。在滨海一带，条件迥异，乔木可

能就没那么多，水源也是海水，所以一定

要有长距离飞行的能力。

野化放归要从两方面着手，即软释

放先行、硬释放提升。“软释放”是在释放

地修建野化训练网笼，适应后打开网笼

“就地释放”；“硬释放”是将朱鹮转运到

释放地点直接放飞。放归之后，更重要

的是监测，人的肉眼观察加卫星跟踪监

测。我们会挑选一定比例的朱鹮，让它

们背上卫星跟踪器，重量不超过20g。

野化放归之后，通过卫星跟踪，可以了解

朱鹮的活动距离、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及

身体温度等等。这些数据有助于分析朱

鹮在野外的生存状况，评估释放的成效。

文汇报：国家公园或者保护区，应为
朱鹮野化放归、种群重建做些什么？

丁长青：项目选址都是双方达成共
识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先天条件适用

于朱鹮生存，并有能力做好朱鹮野化放

归之后的监测。

每年3-5月，朱鹮筑巢，一年繁殖一

窝，每窝产卵2-4枚，由双亲育雏，孵化

期28天，育雏期40-45天.朱鹮一般2-3

岁达到性成熟，寿命最长记录为37年。

朱鹮个体在野外繁殖，监测尤为重

要。之前，有的地方野化放飞后重视不

足，导致释放个体难以存活。朱鹮是与

人伴生的物种，计划放归的个体一定要

经过训练，提高对人类的警惕性，避免其

主动靠近甚至尾随人类活动。笼内训练

时，工作人员清扫和投喂需穿着类似朱

鹮外形的工作服，让朱鹮对人类形态及

服装保持警觉。

国家公园、保护区可以尝试设立“朱

鹮小屋”、朱鹮长廊、朱鹮博物馆，科普朱

鹮的物种特征、生活习性和保护经验，提

醒公众对朱鹮“可远观”，勿近赏。

野化放归只是种群重建的第一步，

长期的工作还是监测与保护。通过监测

可以了解放归朱鹮在野外的生存和栖息

状况，以及保护需求。评估野化放归效

果，完善保护措施，并适时添加新鲜血

液，开展下一批野化放归。如效果不太

理想，就要查找问题、分析研究，寻求解

决之道。可以说，南方种群重建之路依

然任重道远，至少需要努力十年，才能见

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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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种源摇篮推广
“自由恋爱”

2023年第一场瑞雪，让德清县下

渚湖湿地公园银装素裹。

作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湿地，

这里港汊纵横、水网交错，从游客中心

乘船出发，十余分钟后，占地约200亩

的“朱鹮岛”映入眼帘。在河道的滩涂

边，不时有成对的朱鹮不惧严寒，结伴

而行，将长而弯曲的嘴不断插入泥土

和水中去探索，一旦发现食物，立即啄

而食之，粉红色的羽翼在银白积雪和

潺潺溪水的映衬下格外美丽。

朱鹮实行“一夫一妻”制，择偶时

也是“外貌协会”的——雄朱鹮更青

睐大长腿，因为长腿雌朱鹮体重较大，

容易受精，所生蛋的个头大；而雄朱鹮

到了繁殖期，羽毛颜色会变化，渐渐由

白色变为灰色或黑色，雌朱鹮更青睐

羽毛偏灰的雄朱鹮。

看到成对朱鹮如胶似漆的模样，

浙江德清县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

理站站长邱国强笑言，这是热恋期，它

们快要“领证”了。

和众多春节前后都要操心的家长

一样，“朱鹮爸爸”邱国强每年寒冬也

最关心“孩子们”的“终身大事”。

要是放在十几年前，朱鹮的恋爱

状况确实让人揪心。2008年，浙江省林

业局从陕西种源基地引进5对朱鹮。也

是在那时，邱国强主动请缨，来到下渚湖

国家湿地公园的繁育中心，成为众人口

中的“朱鹮爸爸”。

起初，邱国强曾“备受打击”。那时，

经过28天孵化，朱鹮蛋有了动静。大家都

守在边上，没能等来破壳而出，蛋壳内的

动静越来越弱。朱鹮两年才成年，一年只

产卵1次，一次也就三四只蛋，可产蛋受精

率仅26%，出壳的幼鸟存活率仅33%。

作为总负责人，邱国强的心里过不

去。翻阅了很多书籍，他和浙大专家一

起探讨，思考着要不要给朱鹮一个“自由

恋爱”的机会，“以前，朱鹮是我们‘强制’

把它们一雄一雌关在一个笼子‘包办婚

姻’，后来发现，朱鹮需要‘自由恋爱’，因

为‘包办婚姻’会导致受精质量降低，影

响后代健康。”

仔细观察笼舍，每个“房间”上部被

网隔开，下面则是敞开的，可外出“交

流”。而朱鹮脚上都戴着环标，那是每只

朱鹮的“身份证”。浙江大学特聘教授、

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

主任方盛国表示，朱鹮从小就进行了

DNA检测，并有谱系编号，可以追溯每

只朱鹮的族谱信息。通过基因谱系筛

查，将能够匹配的个体散放在一个较大

的笼舍中，让朱鹮自主择偶，避免“近亲

结婚”。

邱国强还发现，自由恋爱的朱鹮在

寻找配偶时，更青睐于更健康的个体。

经过多年努力，德清朱鹮的受精率逐步

提升至87%。

迁地放归？
实际上是“再引入”

“冬天配对，春天产卵。到了初夏，

就能在育雏室的露台上，看到朱鹮幼鸟

晒太阳。它们全身长满灰色的绒毛，像

落了一身灰，脸部呈黄色。”朱鹮繁育基

地的首位饲养员许连松说。

从蛋壳中破壳而出，只是小朱鹮迈

出的第一步，人工饲养的幼鸟存活率依

然非常低，可野外孵化的小鸟成长却比

较快。为何？邱国强用望远镜观察野外

放飞的朱鹮幼鸟，发现野外朱鹮对幼鸟

喂食主要以半流食为主。最终他们研发

了新食谱：黄粉虫、泥鳅为主，适当加配

苹果、牛奶、维生素等，绞碎喂养。营养

问题得到解决，朱鹮幼鸟的存活率从

33.76%提高到76.11%。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野化放

归是朱鹮的夙愿，也是邱国强等人的工

作目标。

从2012年起，繁育中心在基地一个

小山坡边建造了一个2700平方米、模拟

原生态野外环境的大网笼。2013年，繁

育中心挑选出33只成年朱鹮在此接受

野化训练。离下渚湖湿地公园几公里远

的沿河村，村民老丁家边一颗高大的香

樟树上，每年都有朱鹮“安家”。“根据监

控，老丁那儿的朱鹮已经繁育三代。”邱

国强欣慰地说，村庄与湿地、百姓与朱鹮

在这里和谐相处。

目前，德清朱鹮种群系全国第三大

朱鹮种群，数量从10只增长至669只，其

中人工繁育种群382只，野外种群287

只。德清繁育基地形成了成熟先进的朱

鹮人工驯养繁殖技术体系和野外重建种

群培育操作体系，并成为全国最大朱鹮

人工繁育种源基地。

“即便如此，同一地区的朱鹮繁殖后

代，也存在基因退化的可能。”方盛国表

示，他们正筹划开展基因优化工程，计划

与陕西、河南等地的朱鹮进行种群交流。

而迁地野化放归也逐步展开。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自然保护研究所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副

研究员刘冬平介绍，2007年以来，已成

功开展朱鹮野化放归项目的7个地方，

包括陕西宁陕、河南董寨等。从地理位

置上看，这些地方都与陕西洋县同处北

纬30度左右，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差异

较小。下一阶段，有必要进行纵向拓展，

南下衢州，北上盐城。

作为南方朱鹮种群重建起航地，钱

江源国家公园去年底迎来首批10只朱

鹮的正式“入驻”。

在钱江源苏庄片区唐头村，一只面

积超过1100平方米、高达15米的巨大野

化放飞训练网笼格外醒目。网笼内，不

仅有湿地、草地、树木等自然生态系统，

还设置了多个摄像头，工作人员可以通

过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智治系统24小

时监测朱鹮的生活动态。

“这里相对僻静，远离居民点、机动

车道和家禽养殖场所，背靠山坡、面向水

田，有利于朱鹮的栖息和训练。”钱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陈

小南说，本次朱鹮重返钱江源，应该归为

“再引入”，也就是在一个濒危物种已经

灭绝的历史分布区，重新建立稳定的、可

以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

这里不仅有适宜朱鹮生存、繁衍，最

后形成自我维持种群的栖息环境，野生动

植物保护也已成为当地居民的自觉行动。

在“钱江源珍鹮谷——中国南方朱

鹮种群重建起航地”的宣传折页上，不

仅有朱鹮、德清种源基地的简要介绍，

还有足足两页的倡议书，包括“自觉做

到不追赶、惊吓朱鹮，不掏鸟巢、捡鸟

蛋，发现危害朱鹮行为和受伤朱鹮立刻

向当地林业、公安机关报告”“不向河

道、池塘、稻田等朱鹮活动区域倾倒垃

圾，在朱鹮栖息地不使用农药、减少化

肥使用量”“驾车通过朱鹮活动区域内

做到缓行不鸣笛”等。

人员安排上，2名工作人员去年9月

已到德清种源基地培训完毕，学习了日

常喂养、笼内训练等技巧，而此次放归，

德清的“师傅”“连鸟带人”也一起请来，

帮助朱鹮适应新的环境。后续还有30

只将分批抵达。“野化放归这块，得慢慢

来。我们的目标自然是希望朱鹮在钱江

源‘落户’成功，再繁衍生息。”陈小南说。

长三角濒危物种跨省保护
小目标是飞至崇明东滩

眼下，江苏盐城也做好了迎接朱鹮

的准备。

不同于钱江源的“省内搬迁”，朱鹮

到盐城属于“跨界”。不仅跨越省际边

界，而且从内陆跨越到滨海。

“濒危动物跨省保护，如果没有国家

层面的支持和协调，这是难以设想的。”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副主任陈浩说，“盐城在多个朱鹮南方种

群重建地中的独特意义在于，唯一的潮

间带盐沼生境。它能吃得习惯吗？缺乏

高大乔木，它能够顺利筑巢栖息以及隐

蔽避敌吗？都需要探索。”

在盐城版《朱鹮野化实施方案》中，

预期目标包括：开展食物转换实验，恢复

朱鹮在滨海滩涂的觅食能力，为恢复重

建朱鹮迁徙种群开展探索性试验。

与钱江源租赁农户十年稻田不同，

盐城准备规划一条潮沟进入野化驯飞网

笼，形成潮间带效果的滩涂微生境。网

笼地面1/3依潮沟前缘建成滩涂湿地，

模拟滨海湿地潮间带滩涂。潮沟水深不

超过25厘米，泥质基底，引入低矮稀

疏的水生植物和鱼虾等小型水生动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鸟”。“在野化网笼

内，我们除了提供和德清种源地相同的

食物泥鳅，还要逐步添加朱鹮在盐城保

护区野外易于觅到的食物，淡水的小龙

虾、青虾，海水的弹涂鱼、沙蚕、蛏子、天

津厚蟹等，训练朱鹮在潮间带滩涂主动

觅食和处理食物的能力。”陈浩说。

同时，警戒行为训练也很重要。不

同于陕西浙江丘陵地带林木众多的环

境，在盐城，朱鹮可能没有那么多天敌，

因此，需要放置朱鹮天敌的模型标本并

播放天敌捕食的叫声，配合人员惊扰或

以野外捕捉的伴生鸟类为辅助，引导朱

鹮对天敌形成条件反射，并通过控制喂

食量、噪音惊扰、人员驱赶、白鹭等伴生

鸟类引导，提高朱鹮的飞行能力。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是我国

最大的沿海滩涂湿地保护区，也是候鸟

南迁的繁殖地和“补给站”。朱鹮从德清

“迁居”盐城，有了丹顶鹤、天鹅等伴生鸟

类，有助于重建朱鹮种群的迁徙习性并

开展研究。

“上世纪80年代，陕西洋县发现的7

只朱鹮都是留鸟，属于不迁徙的种群。”

刘冬平说，“以前，在我国东南沿海还有

一个迁徙的朱鹮种群，可惜已经灭绝。

因此，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让现有的朱

鹮恢复迁徙习性。”从生态位角度来说，

如果生态位越窄，这个物种濒危的可能

性就越大；如果生态位越宽，这个物种濒

危的可能性就越小。

“盐城沿海的鸟类很多，尤其是与朱

鹮伴生的鸟类，比如，白鹭、白琵鹭这些

都是候鸟。在这定居后，朱鹮说不定可

以在其他伴生鸟类的引导下，逐步恢复

迁徙习性。”陈浩解释说。

“我们有保护丹顶鹤的经验，当地居

民也有很强的鸟类保护意识；但在野化放

归这块，又需根据朱鹮的特性作出相应的

技术调整、针对性地进行人员培训。”陈浩

说，他们为自己“野化朱鹮”设定了一个小

目标：朱鹮从盐城飞到上海崇明，将来越

过杭州湾，到达珠江口。

刘冬平补充说，鸟类是否迁

徙，既有先天基因决定，又有后天

学习影响。“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在

朱鹮身上，是先天基因的作用大，

还是后天学习的影响强。国际上，

曾有‘转型’成功的案例，比如，

美洲鹤一度因栖息地丧失不再迁

徙，科研人员用滑翔机带它远行，

逐渐地，美洲鹤自己就学会了迁

徙。”他透露，今年，位于山东东

营的黄河三角洲保护区也将开展朱

鹮野化放归项目，以开拓更多恢复

朱鹮迁徙的“试验田”。

未来，在东部沿海迁徙的朱鹮

有望串起从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到福建、台湾的美丽“珠链”，

向世界展示“东方宝石”的魅力。

本报记者 付鑫鑫 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 刘海波

朱 鹮 东 南 归

日前，来自浙江省德清
县下渚湖朱鹮繁育研究基地
的首批10只朱鹮“入驻”钱
江源，拉开中国南方朱鹮种
群重建序幕。10只朱鹮分
别是3—4岁的成鸟，雌雄各
5只，已经过10个月的野化
训练，对野外环境有较好的
适应能力，在钱江源度过适
应阶段后即可野外放飞。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

栖绿树。羽毛如翦色如染，
远飞欲下双翅敛。”朱鹮有
“东方宝石”之誉，体羽白而
沾染橙色，脸颊和脚爪呈鲜
红色，翱翔天际时，双翅犹如
绯云。它是起源于6000万
年前第三纪始新世的古老物
种，曾广泛分布于亚洲东部，
北起俄罗斯西伯利亚，南至
中国台湾，东达日本岩手县，
西抵中国甘肃、青海交界
处。20世纪后，朱鹮数量急
剧下降，成为世界濒危鸟类。

1981年5月，中国鸟类
专家在陕西洋县发现世上仅
存的7只野生朱鹮，由此，一
场拯救朱鹮的行动迅即开
启。如今，7只朱鹮开枝散
叶 ，国 内 种 群 数 已 突 破
8000只，朱鹮保护创世界
濒危动物保护典范。

一个个自然“精灵”生活
环境的变化，都是我国生态
环境改善的缩影。《“十四五”
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支持开展朱鹮等
15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野
化放归。国家林草局动植物
司组织编写的《“十四五”朱
鹮保护发展专项规划》也明
确指出，要以浙江德清种源
繁育基地为基础，为中国南
方提供丰富的种源，来重建
南方朱鹮种群。

从栖息地面积不足5平
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约
1.6万平方公里，朱鹮分布
范围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
展。不久之后，江苏盐城也
将迎来朱鹮复归。于是，这
个冬天，记者分别前往浙江、
江苏展开调查，在朱鹮重现
长三角这一历史分布区的过
程中，各方准备好了吗？

专家访谈

朱鹮在山水间翩翩起舞。 均资料照片

此前，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异地野外放飞10只朱鹮。

朱鹮体羽白而沾染橙色。

朱鹮实行“一夫一妻”制。

朱鹮正在捕鱼。

朱鹮妈妈精心养育幼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