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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野外巡护
巡护力量日益壮大，手段

日益多元，制度日益规范

每天，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8 点半，余

建华都在响古箐守护着猴群。为他遮

风挡雨的，是一个简易塑料棚。清晨，

他把守护的滇金丝猴从夜宿点引到观

猴点，给它们投喂松萝、苹果等，迎接上

午来参观的游客。一见猴子精神状态

不好，他会立马联系附近的野生动物救

护站。猴子午睡时，他赶紧扒拉口饭。

余建华今年 69 岁。从十四五岁到

45 岁，他主要以打猎为生。曾经，响古

箐周边不少村民为生计上山打猎、砍伐

树木，滇金丝猴栖息环境受到影响，猴

群数量一度减少，保护形势严峻。

改善生物栖息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基础。1983 年，云南省政府批准建立

白马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 年，获国

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

后在德钦县林业局设白马雪山自然保护

区管理所，下设霞若、叶日两个保护站以

及书松试验站，由此拉开了滇金丝猴保

护的序幕。那一年，现任云南白马雪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的钟泰

被招录分配至叶日保护站，成为第一批

专司保护滇金丝猴的工作人员。

刚到保护站工作的情景，钟泰至今

难忘：“当年来保护站，要先坐卡车到德

钦县奔子栏镇，再跟着马帮走 3 天。那

时的保护站，连办公场所都没有，我们

自己动手夯土垒墙建站。”一匹骡子，成

为保护站 4 名工作人员运送物资的主要

交通工具。

建站不易，开展保护工作难度也不

小。滇金丝猴栖息在远离人类的高山密

林里，加之种群数量极少，很难见到。“跟

群众讲要保护滇金丝猴，可它们长啥样，

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钟泰说。

为协助科研人员调查滇金丝猴，钟

泰 和 同 事 常 常 背 着 十 几 双 胶 鞋 进 山

—— 跋 山 涉 水 ，三 五 天 就 能 穿 破 一 双

鞋，在山里一转就是 10 多天甚至一个

月。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 年底，钟泰

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一道开展野外调查时，第一次见到了滇

金丝猴，这才知道成年滇金丝猴通体黑

白相间，并非川金丝猴那样的金黄色。

10 多年后，追踪监测滇金丝猴的队

伍逐渐壮大，余建华就是其中一员。“你

们不要打猎了，上山去寻找、巡护滇金

丝猴。”1997 年春季，时任维西县林业局

局长的李琥找到余建华。县林业局还

从很不宽裕的办公经费里挤出一部分，

为每名巡护队员发放 6 元的日工资。就

这样，余建华成为当地第一批 3 名滇金

丝猴巡护员之一。

为找到滇金丝猴，余建华和同事们

翻 山 越 岭 ，每 天 走 十 几 公 里 山 路 。 雨

天，山间云雾弥漫，能见度仅几米，他们

就在大树、岩石下躲雨，浑身湿漉漉的；

遇到下雪天，山间积雪经常没过腰际，

崎岖的山路更是难行。

经年累月，余建华和同事们发现过

数量多达几百只的猴群，也逐渐摸清了

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或根据地上的粪

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追踪，或爬到山脊

的大树上探寻滇金丝猴的叫声，或沿途

放置它们喜爱的竹笋、野果、松萝等食

物，或在饮水点不远处守候……

“跟着猴子走了七八年，我们不仅

找到了猴群，还得到它们的信任。”余建

华说，“猴子记住了我们的声音和样子，

见了我们，放下了戒备，待在树上觅食、

打盹。”

随着时间推移，跟踪巡护步入规范

化轨道。

今年连续的干旱天气，让白马雪山

密林间厚厚的苔藓都变成枯黄色——

对野外巡护发现的这一问题，奔子栏管

理所清理修葺林间饮水点，新建了 3 个

蓄水池，供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饮用。

蓄 水 池 建 设 颇 有 讲 究 ：为 预 防 猴 子 落

水，蓄水池长宽、深度为其量身定制；在

水池里投放药盐，预防疾病。

奔子栏管理所是在 2005 年由霞若、

叶日两个保护站及书松试验站合并而

成，直属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德钦分局。记者在这里采访时，

10 名 工 作 人 员 中 有 一 半 正 在 野 外 巡

护。管理所副所长陈捷说，巡护是保护

区 资 源 管 护 最 基 础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之

一，如今日益规范化。“日常巡护、监测

巡护要提前制定年度计划、明确线路，

着力发现和解决问题；不定期、不定线

路的稽查巡护，则是在接到群众举报后

立即行动。”

余建华的儿子余忠华，已在白马雪

山自然保护区从事巡护工作 15 年，讲起

滇金丝猴保护头头是道：它们一年四季

的食物有哪些、在滇金丝猴的生境里还

有哪些野生动物……与父亲相比，余忠

华 更 重 视 观 察 研 究 ，他 会 上 网 查 阅 资

料，会请教来保护区野外考察的研究人

员，还会把自己拍摄的滇金丝猴视频上

传网络，与“粉丝”互动交流。

“早年巡山保护长期风餐露宿，现

在保护区利用红外线监测，观察动物活

动，收集科学数据，治理盗猎活动。”余

忠华告诉记者，如今在巡护中注重应用

科技手段，深山密林里布设了许多高清

摄像头，一个摄像头可以监控周边两公

里半径的区域。视频系统直接连通云

南省和迪庆州相关管理部门，实现远程

在线监控调度。

巡护力量也在加强。响古箐巡护

队伍已从最初的 3 人扩大到 28 人，其中

经 历 从 猎 人 到 巡 护 者 转 变 的 不 在 少

数。待遇保障也在提升，“起初由县林

业局从办公经费中拨付工资，现已转由

保护区内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专项经

费保障，工资提高到每月 1800 元。”余建

华介绍。

强化科研支撑
开展滇金丝猴保护生物

学和生态行为学研究，同时对
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实施监测
研究和系统保护

前不久，滇金丝猴“米粒”家庭喜添

婴猴，这是响古箐展示猴群今年以来新

出生的第十一只婴猴。

“展示猴群中的母猴，平均两年生

一胎，对珍稀濒危的滇金丝猴来说，这

样的增长十分难得。”余建华喜上眉梢。

滇金丝猴种群复壮背后，离不开科

研、巡护人员的付出。2008 年 5 月，白马

雪山自然保护区从响古箐一猴群中分

离出部分家庭，一方面对外展示，发展

生 态 旅 游 ；另 一 方 面 探 索“ 籍 贯 化 ”管

理，即通过人工干预，将部分滇金丝猴

限定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活动，以便开

展科学观察与保护。

如 今 ，响 古 箐 的 60 余 只 滇 金 丝 猴

展 示 猴 群 ，生 活 区 域 位 于 白 马 雪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的 滇 金 丝 猴 国 家 公 园 ，周

边 森 林 植 被 群 落 完 整 ，环 境 宜 居 。 除

松 萝 等 主 食 外 ，余 建 华 和 同 事 还 为 它

们 准 备 了 鸡 蛋 、苹 果 、南 瓜 子 等 辅 食 ，

用于改善营养。

“猴群每天都会换一块区域过夜，

为防止它们生病，我们会等它们选定休

息区域、确保没有问题后再下山。”余建

华每天都要等猴子们入睡后才回家，第

二天一早，猴子还没醒，他就来到猴群

身边。

朝夕相处，余建华叫得出每一只猴

子的名字，还能通过叫喊声分辨出它们

的喜怒哀乐。这和“籍贯化”管理密不

可分——科研人员为每只滇金丝猴建

立了家庭档案，详细记录其家庭成员、

年龄结构、血缘关系。“野外巡护只能发

现 、大 致 掌 握 猴 群 数 量 和 分 布 ，‘ 籍 贯

化’管理则有助于近距离科学观察，开

展滇金丝猴保护生物学和生态行为学

研究。”钟泰说。

近距离观察，助力科研人员发现了

医治滇金丝猴腹泻的“土方”。白马雪

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

建东回忆，保护区里的滇金丝猴曾感染

寄生虫，精神状态不佳，救护站尝试了

不少药物都无济于事，后来在用于改善

滇金丝猴营养的食谱里发现玄机：南瓜

子、漆树籽能有效抑制寄生虫，对治疗

滇金丝猴腹泻很管用。

“成年公猴间常会发生争斗，我们

对此不作直接干预，因为这有助于不同

猴群间的繁衍交流，避免近亲繁殖。一

旦发现有猴子在争斗中受伤，立即请野

生动物救护站的工作人员赶来救治。”

钟泰说，为减轻猴群内部竞争，促进不

同猴群基因交流，展示猴群的滇金丝猴

数 量 维 持 在 70 只 以 内 ，“ 一 旦 超 过 70
只，会适当分群。”

对滇金丝猴栖息环境的监测研究、

拓宽保护也在同步推进。

车辆停靠 214 国道边，记者沿山间

小径下坡，步行约一个小时便来到曲宗

贡——位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内的

一片高山草甸。两条巨大的 U 形谷在

此交汇，流淌出姬妮、姬妞两条河。这

里地处金沙江支流珠巴洛河上游，曲宗

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就建在这里。

在姬妞河边行走，路边密林下布设

的一块块白色篷布引起记者注意。“这

里有云杉、冷杉、大果红杉等多个树种，

是一个稳定的森林生态群落。”曲宗贡

生态定位监测站站长提布介绍，“这些

白色篷布，主要用来收集树上的落叶和

掉落的果实。我们通过一片区域落叶、

掉落果实的数量，分析森林的郁闭度；

通过检测、化验落叶，分析相关森林区

域是否存在病虫害，进而实现对森林生

态系统的健康监测。”

长年巡护，余忠华观察到这样的现

象：“滇金丝猴爱活动的地方，往往也是

动植物种类多、森林生态稳定的地方。

一些树种单一的人工林，滇金丝猴不乐

意去。”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副局长毛炜认为，滇金丝猴保护需要

坚持系统思维，保护动植物多样性，建

立稳定、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为滇金

丝猴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

近 年 来 ，白 马 雪 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科

研、巡护人员同云南大学研究员于黎团

队等科研团队联合开展野外调查，分析

滇金丝猴 DNA 亲缘关系，正在建设物

种基因库。他们已采集到 22 个滇金丝

猴种群的 3051 份粪便样品，研究发现滇

金丝猴遗传多样性与其他灵长类动物

相比处于中上等水平。为提高遗传多

样性，他们提出建设连通滇金丝猴各栖

息地的生态廊道。

2019 年 7 月，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联合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等 10 余家

社团、科研机构，发起成立滇金丝猴全

境保护网络，加强对滇金丝猴种群及其

栖息地保护。截至去年底，已实施 6100
亩生态廊道修复造林，种植云杉、华山

松、冷杉等树木 63 万棵。

形成保护合力
探索社区共管机制，引导

群众从被动保护滇金丝猴转
为主动保护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 3 公

里区域内，一度有 7 万多农民靠山吃山，

包括伐取薪柴、采挖虫草和松茸、开垦

农牧业用地等。

一边是滇金丝猴的生存，一边是群

众的生计，如何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助农增收实现双赢？

“这些年对滇金丝猴的保护措施不

断 加 强 ，成 效 明 显 。”去 年 卸 任 白 马 雪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局长的谢

红 芳 说 ，“ 着 眼 长 远 ，还 要 更 好 调 动 周

边 村 民 的 保 护 积 极 性 ，让 他 们 在 保 护

中受益。”

清晨，响古箐村民余新华爬过长满

荨麻的小山坡，来到一片遮阴棚下，地

里的滇重楼、秦艽、金铁锁等中草药长

势喜人。忙完地里的活，他又去附近的

蜂场割蜜。种植中草药加上养蜂，余新

华一家年收入 5 万多元。

余新华 2011 年开始养蜜蜂，但与父

辈的方法不同，遵照专家指导，他家里

的蜂箱不再是掏空树干做成的，而是保

暖又卫生的新式蜂箱。“用新式蜂箱养

蜂 ，便 于 管 理 ，产 出 的 蜂 蜜 品 质 也 更

高。”余新华说，“这要感谢社区共管项

目请来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给我们传

授科学养蜂方法。”

2014 年起，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共管探索，把保

护区自然资源管理与社区经济社会发

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着力改善保护

区及周边村民生计，转变其生产生活方

式，引导群众从被动保护滇金丝猴转为

主动保护。

社区共管探索实践带来诸多改变，

松茸资源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每年 7 月

前后，雨季到来，采挖松茸迎来好时节，

这是保护区周边不少村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出于“我

不挖，其他人也会挖”的心理，许多未长

大的童茸和开了伞将留下种子的老茸

也被采挖，导致松茸产量逐年下降。群

众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保护区管护局。

保护区工作人员同村民一起商议

加强松茸资源管理，决定先从禁采童茸

入 手 。 这 时 ，问 题 来 了 ：多 大 算 童 茸？

有人提议测量大小，但测量的人如果优

亲厚友怎么办？最后大家商定：按一定

尺寸焊钢圈，能穿过去的是童茸，严格

禁采，并制定处罚细则；实施间歇采摘，

采三天歇一天，让松茸生长“喘口气”；

当地松茸生长离不开云南松和高山栎，

不少村子在村规民约中明确禁伐木材、

薪柴，保障松茸长线收入。

几年下来，白马雪山的松茸逐渐成

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既助农增收，又让

村民意识到保护森林生态的重要性。

走进响古箐，原先家家户户房顶覆

盖的木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材

料树脂瓦。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工

作了 38 年的钟泰说：“以前村民用的是

木制的‘房头板’——砍伐云杉等大树

后锯成一块块木板。如今，‘板改瓦’的

经验已在迪庆州推广。”

“社区共管机制坚持自下而上反映

诉求，根据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保护区

管护局研究解决问题，以项目制等方式

示范探索，带动、引导周边村民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白马雪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赵卫

东介绍，近年来，社区共管机制在白马

雪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得到推广，保护

区内包括滇金丝猴在内的 15 种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数量都在稳步增长。

2017 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

出“建立社区共管机制”。在谢红芳看

来，社区共管机制是国家在保护生物多

样 性 方 面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的 一 个 缩 影 。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天然

林禁伐，一些县区砍树卖钱的‘木头财

政’逐渐终结，这直接保护了滇金丝猴

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协

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生态价值转

化的实现路径，推动了滇金丝猴保护取

得新成效。”

图①：滇金丝猴幼崽。 新华社发

图②：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

在开展野外监测。 曾智慧摄

图③：夏日的白马雪山。

李东红摄

图④：成年滇金丝猴和两只幼崽。

和鑫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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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间，从 13个种群 1000至 1500只，增至 23个种群 3300只以上

滇金丝猴保护见成效
本报记者 张 帆 徐元锋 杨文明

“喔——喔——喔——”一声声悠长的
呼唤，打破了响古箐清晨的静谧。

天蒙蒙亮，估摸着滇金丝猴已经醒来，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
城镇响古箐的巡护员们开始朝着林间呼喊。

“嗯嗯、嗯啊……”很快，林子里传来
应答。

地处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响古箐，生活着由 10 个“家庭”、60 余只
滇金丝猴组成的展示猴群，是目前唯一可
供人们近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地方。朝夕
相处，巡护员们和这些滇金丝猴建立起特

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的呼唤下，滇金丝猴
才会从深山密林现身。这让远道而来的游
客啧啧称奇。

仰天鼻、粉红唇、大眼睛的滇金丝猴，
是我国特有的一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生
活在海拔 2500 米至 4700 米的高山森林
里。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地带，是约六成
滇金丝猴的栖息地。

今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

“作为昆明大会主席国，中方愿同各方分享

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2020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
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
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
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经过长期保
护，滇金丝猴种群及总体数量不断增长。
今年 4月底，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历时

两年多的滇金丝猴全境动态监测结果：滇
金丝猴种群及总体数量已由 1996 年的 13
个种群 1000至 1500只，增至目前 23个种群
3300只以上。这次滇金丝猴全境动态监测
以“政府+公益组织+专家+保护人员+社区
居民”协同行动方式进行，其成果《滇金丝
猴保护绿皮书》也已正式出版发行。

滇金丝猴的保护成效，堪称我国持续
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动例证。夏日，记者走进白马雪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地探访滇金丝猴如何迎来
恢复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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