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四个月的辗转迂
回， 备受关注的云南北移
亚洲象群已由玉溪市元江
县南下普洱市墨江县境
内 ， 重返适宜栖息范围 。

国家林草局北移大象处置
工作指导组常务副组长 、

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张
志忠表示， 云南亚洲象北
移事件， 是一次人与大型
野生动物的生动交流。 从
中看到多年来的保护成
效， 也感受到人类对大型
野生动物生活繁衍习惯的
研究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象漫步牵动人心 。

人们也关注到， 近年来关
于野生动物进入人类视
野、 与人产生接触的报告
越来越多。 一方面， 种群
恢复是产生这种接触的普
遍驱动因素之一。 另一方
面 ， 动物的生活习惯是
在变化着的 、 且受人类
活动所影响 。 面对与野
生动物的亲密接触 ， 要
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驱
动机制 ， 摸索使人和动
物都 免 受 伤 害 的 边 界 ，

寻找和谐共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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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大象的和谐边界

野象群的迁移是经常发生的， 但此

次受到世人特别瞩目。 一是因为迁移行

程之远历来未有。 象群经过普洱、红河、

玉溪、昆明 4 州市 9 县区，涉足的最北处

距离原栖息地约 500 公里。 二是因为抵

近人类聚居的大城市之深历来未有。 象

群一度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 双河

乡位于滇池的西南角， 距离昆明城区直

线距离不足 80 公里。

4 月 16 日 ，17 头亚洲象从普洱市

墨江县出发，在玉溪市元江县和红河州

石屏县间迂回。 5 月底，象群一路北上，

经过玉溪市峨山县、 玉溪市红塔区、昆

明市晋宁区，最后来到玉溪市北突出部

的易门县。 6 月 13 日，人们在易门县十

街乡航拍到大象簇拥小象躺卧休息的

照片，这再度让象群成为出圈刷爆流量

的“网红”。

6 月下旬， 象群在玉溪市境内峨山

县和易门县之间“反复横跳”，踟蹰不前。

7 月 5 日，进入玉溪市新平县，这是向南

折返的征兆。此后，象群一路南下，8 月 8

日晚上，它们通过老 213 国道元江桥，消

失在元江南岸的丛林夜幕中， 意味着跨

越了南归的最大障碍。数日后，象群重返

普洱市墨江县的传统栖息范围。

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集体远行，

自有一种超然于文明世界的孤独感。 而

它们不自知 、也不在乎的是 ，这惊动了

千万人绷紧神经，密切注视它们的一举

一动。

象群的大范围迁移，会给保护工作、

防止人象冲突带来困难。 云南省森林消

防总队派出搜寻监测队，放飞无人机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 每 5 分钟报告一次野

象行踪。 先后投入指战员 55 名，车辆 9

台，无人机 13 架，红外夜视仪 6 部。他们

累计监测象群活动 820 公里、 离群独象

活动 184 公里， 通过及时监测守护人象

安全。

同时，人类根据大象的生活习惯，陪

护、诱导象群返回栖息地。在昆明市晋宁

区双河乡，消防车为大象提供饮水。在一

些县乡，每隔两三米，就会看见成堆的玉

米、菠萝、秸秆和水，那是给大象的补给，

也是试图引导象群向西、向南的诱饵。西

南方向是接近原栖息地、 更适合生存的

环境。人们温和地诱导象群，静默但有效

地建立象群与人员密集区域的边界。

这些工作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母象帮助小象过河沟等视频，密集出现

在海外短视频平台上，受到多国媒体关

注。 日本媒体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详细

介绍中国的大象旅行团 ，称 “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区并没有像野生动物园那样

设置障拦墙， 大象出门不会被拦住，中

国政府对迁移中大象的呵护令人印象

深刻”。 中国生态环境的整体向好、中国

政府与民众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在此次

事件中的快速反应和全程采取的保护

措施，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一个可爱的中

国、温情的中国。

防熊屋挡住了棕熊的脾气

青海玉树的牧民俄周去年冬天住进

了新建的“防熊屋”。 这个屋子底楼是没

有窗的，屋子的墙体内添加了钢筋。门前

挖了一道一米深的坑，人要进出的时候，

就搭上盖板以便通行， 平时一般就让坑

口敞开。棕熊如果靠近房门，就会掉进坑

洞里去，这个深度通常不会让它们受伤，

还能爬出来逃走， 这能有效地阻止棕熊

砸门。

西藏棕熊是生活在中亚高海拔地区

的一种稀有棕熊亚种， 对维持青藏高原

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发挥着重要的意

义。 但近年来西藏棕熊入室破坏事件有

所增多。 棕熊入室的目的多是为了寻找

人类储藏的食物。 “防熊屋”是青海省雪

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同当地政府

合作， 在三江源地区探索的防止人熊冲

突的措施之一。

对当地 牧 民 的 相 关 调 查 显 示 ，

69.5%的受访者表示棕熊种群数量在过

去 10 年内增长。 在 10 年前，65.6%的受

访者每年见到棕熊的次数仅为 0-2 次。

最近 5 年， 高达 69.5%的受访者每年见

到棕熊的次数达 3-4 次 ，21.9%的受访

者每年见到棕熊的次数甚至高于 4 次。

虽然未能组织大规模的种群监测， 但西

藏棕熊种群数量增长是肯定的。

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实施了最严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包括强制没收枪支、电网、兽夹、圈套以

及毒饵等捕猎工具， 禁止一切形式的偷

猎，野生动物因此得以保护并数量增长。

三江源地区的草原奖补政策改善了野生

动物栖息地质量和生境景观连通性。 这

都有利于棕熊的种群恢复和扩散。

上世纪 80 年代起，青海省为了提高

牧民生活水平， 推广建设牧民冬季定居

点等基础设施，当地将其称为“冬窝子”。

牧民每年 10 月到来年 3 月住在定居点

内，开春后转至夏季草场。 牧民转场时，

习惯将牛肉干、面粉、白糖、色拉油以及

家畜饲料等过冬给养储存于定居点内，

有需要时再来取用。

定居点内食物的香味吸引了棕熊。

它们逐渐学会了到无人看管的冬窝子享

受“自助餐”， 并可能将这一觅食行为教

给下一代。 熊是杂食性动物， 常捕捉旱

獭、鼠兔等啮齿类动物，相比而言，捕猎

需要长时间的挖掘，耗费体力。冬窝子里

的人类食物能量更高，更不费力气。一项

研究发现，当地取样的 21 个棕熊粪便样

本中 ，17 个样本含有与人类相关的食

物。

长此以往， 棕熊形成了新的觅食习

惯。棕熊笃信人类定居点内一定有食物，

即便没有找到食物， 棕熊也会执拗地发

脾气，破坏家具进行翻找。门、窗、家具和

日用品因此遭受损失。 气候变暖导致棕

熊冬眠时间缩短，也可能加剧了冲突。近

年来， 有些地方 12 月中旬还可见到棕

熊，来年 2 月就有提前苏醒的棕熊。饥饿

的棕熊会造成更多的破坏。

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 棕熊的分

布范围更分散， 也不像亚洲象那样集体

行动。因此，对棕熊的监测预警和预防措

施并不容易做到。

高原生态研究者郭慧告诉记者 ，

当地为防止人熊冲突提出综合性解决

方案 。 一是事后补偿机制 。 由各方投

入小额保险金 ， 组成 “保险资金池 ”，

由社区内部管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

确定棕熊对每户家庭造成的财产损失，

然后赔付 。 二是发放防熊工具包 。 包

括一种可以发出 120 分贝尖锐声音的

报警器 ， 牧民在野外定期开启 ， 远播

的声音吓走棕熊 。 还包括便于携带的

干粉灭火器 ， 当人熊正面遭遇容易受

到侵害时 ， 可以用它驱赶棕熊 。 三是

对定居点设施进行防熊改造 。 四是通

过建立补饲站来训练和纠正棕熊的觅

食行为 ， 进而降低棕熊前往牧民生活

区觅食和入室破坏的频率。

郭慧愿意相信棕熊和人可以和平共

处。 她在调查时了解到， 棕熊被牧民视

为 “土地主”。 截至上世纪末， 牧民搭

建帐篷或者盖房子时， 都会用祖传的干

燥熊爪在地基上象征性地挖一圈， 说：

“我是异地流浪客， 来到贵宝地， 有什

么禁忌我不懂 ， 有什么做错了请原谅

我。” 传统上， 棕熊在雪域高原不是可

怕的动物， 而是被人敬重的生灵。 虽然

惧怕棕熊， 但更多的人并不愿意伤害它

们。 要实现农牧民与棕熊的长期共存，

应当尊重当地传统， 挖掘与野生动物相

融共生的文化智慧。

从人鸟争地到共享湿地

对于攻击性相对较小的鸟类保护，

国内较早有了和谐共处的探索。 北京林

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

前往温州考察湿地发展时建议推动湿地

的可持续利用 。 发展湿地生态种养示

范、 开拓湿地绿色有机产品市场、 发展

湿地生态旅游， 通过产业转换和升级，

让城市和人民都享受到生态和谐带来的

红利。

今年温州两会上， 温州市人大代表

白洪鲍提交一份 《关于有序推进国际湿

地城市申创工作的建议》。 创建国际湿

地城市已经写入温州政府工作报告和市

“十四五” 规划。 温州市湿地资源丰富，

但和诸多发展中的城市一样， 也存在城

市发展空间和湿地保护的矛盾问题。 白

洪鲍希望 ， 在创建国际湿地城市过程

中， 能划出一定体量的滨海湿地公园作

为珍稀物种的栖息地。

温州湾湿地是众多候鸟迁徙路线途

中重要的补给中转站， 入选 《中国沿海

湿地保护绿皮书 （2019）》 项目 “最值

得关注的十块滨海湿地”。 每年， 在温

州湾湿地能记录到的迁徙及越冬水鸟有

一百多种， 十多万只。 包括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鸟类东方白鹳、 卷羽鹈鹕等， 以

及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 青头潜鸭和黄

胸鹀等受胁物种 100 多种。

早年间， 由于大面积的围填海和挖

塘养鱼等人类活动， 造成温州许多湿地

功能退化， 物种减少， 候鸟迁移。 2018

年， 温州正式宣布率先规模化推进 “退

养还湿”， 启动湿地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工作。 通过还原湿地原生态， 逐步恢复

自然水生态系统， 增加生物多样性， 人

鸟共处的和谐景象得以重现。

温州市野鸟会等民间志愿者参与推

动了湿地保护工作。 起初， 志愿者们参

与救助单个落网或受伤的野鸟。 他们逐

渐意识到， 栖息地的保护关系着野生动

物种群的命运和未来， 意义更加重大。

而要不断强调证明栖息地的价值， 监测

记录珍稀鸟类的数量很重要。 爱鸟人士

自发组建了野生动物监测网络。

在今年调整后的 《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名录》 中， 卷羽鹈鹕升格为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 早在 2012 年， 在多个

地点同时共观测到卷羽鹈鹕 124 只， 创

下了历年纪录， 有些做过环志的卷羽鹈

鹕还被多次观测到。 温州野鸟会秘书长

王小宁表示， 为了奖励拍摄记录卷羽鹈

鹕的个人， 还设置了 “鹈鹕卫士” 奖。

十年间， 温州的观鸟护鸟者从不到 10

个人增加到近 300 人。

温州市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实施意

见》 提出， 将通过推进全市城乡湿地生

态体系、 湿地生态修复治理体系、 湿地

生态产业体系、 湿地生态文化体系、 湿

地管护体系建设， 严格湿地用途监管，

增强湿地生态功能， 维护湿地生物多样

性， 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并

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

如今， 温州湾的实践正在证明， 人

鸟可以共享湿地， 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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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 代云川 ，

重庆社科院生态与环境资

源研究所学者。 曾于中国

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

与保护研究所及云南师范

大学长期从事人兽冲突分

析与防护等相关领域研

究。

文汇报： 如何看待亚

洲象迁移的原因？

代云川： 关于亚洲象

迁移的分析， 有很多种不

同观点。 我们对亚洲象及

其栖息地的理解， 至今仍

不能算是充分的。 站在个

人角度， 我倾向于认为这

次亚洲象向北迁移是一次

偶然性事件。 这种偶然性

包括， 象群通常跟随头象

领导， 头象的判断可能出

现问题。 以往亚洲象的迁

移是很常见的， 只是这次

距离特别长。

事实上 ， 中国是世

界上保护亚洲象栖息地

最好的地方之一 。 近年

来 ， 常常出现大象由国

外进入中国境内的事件 ，

就是因为中国的栖息地

环境和严格保护政策更

适合大象生存。

文汇报： 种群数量恢

复是野生动物频繁接触人

类的普遍驱动因素吗？

代云川： 是驱动因素

之一。 我们要考察影响野

生动物行为的各种变量 。

比如， 在三江源地区， 西

藏棕熊经常到人类定居点

觅食。 是不是因为它的栖

息地受到破坏， 食物不够

了呢？ 我们通过调查排除

了这些因素。 棕熊的栖息

地完整联通度是不错的 ，

不存在破碎化、 缩小化的

趋向。 熊侵入定居点的发

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丰度

没有很大的相关性。

文汇报： 研究人兽冲

突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门

学科处在什么样的发展节点？

代云川： 在国内这是一门新的学

科。 目前的相关研究力量很少。 这也

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严格的生态保护政

策而出现的新情况。 我们经常看到国

外的户外运动者和猎人面对大型动物

如何防护自己， 但由于法律、 习俗、

地理环境不同， 国外研究并不完全适

用于中国的环境。

文汇报： 人类与大型野生动物应

该建立怎样的边界？

代云川： 这种边界不应该是强硬

的、固定的，应该努力做到和谐共处。

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类领地和野生动物

划出一条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 有些

地方，比如在三江源地区，牧民有游牧

的习惯， 牛羊的粪便又能参与当地生

态循环， 人和环境本来就存在共生的

关系。 我们也不能把牧民完全迁出这

一地区，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

文汇报： 如何做到人与动物的和

谐共处？

代云川： 我认为应当重视经济不

发达地区群众的意愿和生计福祉。 比

如， 一些地区的事后补偿机制， 往往

由于申报保险程序繁琐、 牧民往返路

途遥远 ， 导致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

高。 这些短板有待改善， 从而保护群

众的利益。 另一方面， 应该深入研究

动物的行为习惯， 以及人与动物的行

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基于科学的研

究提出预防和解决方案。

专家访谈▲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 北迁象群睡姿 “萌” 翻网友。

▲卷羽鹈鹕飞过温州湾海面。 陈辉摄

▲云南大象进入人类村庄， 悠

然活动。

▲黑龙江宁安调查人员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 （除署名外， 均新华社发）

▲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野

生东北虎。

▲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固定摄像头拍到的西藏棕熊。

（代云川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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