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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
柏县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只羽色
鲜艳的绿孔雀落在一处山谷河滩旁，鸣叫，
踱步，倏忽展开硕大的尾屏。摄影师连按
快门，捕捉下这一瞬间。

“在不打扰它的前提下，我们有时会
在 巡 护 过 程 中 拍 下 照 片 ，让 更 多 人 了
解、参与绿孔雀保护。”恐龙河自然保护
区巡护员赵同荣说，“这几年，我们定期
开展巡护监测，见到绿孔雀的次数越来
越多。”

头顶直立冠羽、身背绚丽覆羽的绿
孔雀，是我国现今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
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仅
分布于云南省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
主要栖息在红河、澜沧江与怒江流域的
山地，被国家及云南省列为极小种群物
种加以保护。 2021 年 10 月 9 日，云南省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
绍，绿孔雀野生种群已由 2017 年的不足
500 只 恢 复 到 555 至 600 只 ，数 量 稳 中
有升。

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
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前段时间，云
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中国将持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
设美丽中国。”

绿孔雀野生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是
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注脚。近年来，云南
省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规划，在规
划中针对极小种群及濒危物种特别提出
了相应保护措施；编制极小种群物种拯
救保护规划纲要和紧急行动计划，将绿
孔雀作为优先保护的 20 个重点物种之
一；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把包括绿
孔雀在内的 26 种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划入
其中。

日前，记者在云南实地探访保护及恢
复绿孔雀种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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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护监测
野外调查和视频监测相

结合，既实时记录绿孔雀活
动，又减少人为干扰

“很多年没见，没想到绿孔雀又回

来了——8 只绿孔雀，这两年常来我家

养殖场。”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

自 治 县 者 竜 乡 农 民 李 家 秀 语 带 自 豪 ，

“它们有时会来抢吃鸡饲料，我们躲在

老远看，避免打扰到它们。”

绿孔雀主要栖息于海拔 2000 米以

下的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

交林，喜欢在草地、河岸和林下开阔地

带 活 动 ，活 动 区 域 多 与 人 类 居 住 区 重

合。常年从事绿孔雀研究的中国科学

院 昆 明 动 物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杨 晓 君 说 ：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

持续增多，绿孔雀的栖息地逐渐受

到破坏，种群数量不断下降。”

上世纪 90 年代，杨晓君和同

事开展绿孔雀种群数量本底资

源调查，他们对照文献记载走遍

了十几处绿孔雀栖息地，只在

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的

密林里亲眼看到了绿孔雀：一

只通体翠绿的大鸟腾空跃起，

张 开 翅 膀 飞 上 一 株 粗 壮 的 乔

木。“之后 10 多年的野外调查中，

我也只见过几次绿孔雀，说明种

群数量已不容乐观，对它们的保护

迫在眉睫。”杨晓君说。

2013 年起，在原云南省林业厅指导

下，杨晓君研究团队与恐龙河自然保护

区 合 作 ，加 强 对 绿 孔 雀 的 监 测 、保 护 。

“我们尝试在保护区布设红外相机，既

实时记录绿孔雀活动，又不干扰它们的

生活。”杨晓君说。

当年 8 月，赵同荣和恐龙河自然保

护区周边村落的几名热心村民成为保

护区巡护员。他们在绿孔雀可能活动

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协助开展 24 小时

监测。

布设红外相机有技巧。赵同荣介

绍：“大约间隔 200 米设一处。在地形陡

峭的地方，要把红外相机绑在较高的树

干上，在地形平缓的地方，要把它设置

在低位，使拍摄的视角更广。”

披着晨光，记者一早跟随赵同荣上

山巡护。他负责巡护保护区的重点区

域磨家湾，这里是绿孔雀种群分布较多

的区域。沿着布设了红外相机的路线

行走，赵同荣脚步很轻。他刻意避开地

上的枯枝落叶，以免踩到后发出声响。

走到一棵大树旁，赵同荣取下绑在树干

上的红外相机，检查、更换电池和内存

卡，确保红外相机正常运行。

“每个月进山 20 天左右，每天往返

20 公里左右，沿途要留意有无外人闯入

保护区，劝阻误入保护区的村民。”赵同

荣说，“回家后我会把换下的内存卡插

入电脑，从大量影像素材里搜寻绿孔雀

的身影，截取有用的视频片段，记录绿

孔雀种群数量的变化，再将相关资料提

供给保护区管理人员和杨晓君团队。”

调查、监测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

开展保护的过程。为研究绿孔雀行为

活动，杨晓君团队长期在恐龙河自然保

护区开展野外调查，观察记录绿孔雀栖

息地植被类型、植被分层、土壤含水量、

水源距离等信息。“通过野外调查、调看

监控视频，我们观察绿孔雀对不同植被

的利用及活动范围、活动节律、鸣叫频

次等，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补食、补

水等保护措施。”杨晓君说。

经过多年研究，杨晓君团队发现了一

个有意思的现象：绿孔雀是群居生物，种

群外出活动时，雄性绿孔雀成鸟多站在高

处负责警戒，雌性绿孔雀带着幼鸟在周边

觅食饮水。每到 3、4月份的繁殖季节，雄

鸟标记领地时会发出鸣叫。“所以，找到这

只雄孔雀就可以大致判断某个种群的活

动范围和数量。”杨晓君说。

“巡护监测减少了保护区内的人类活

动、人为干扰，在专家指导下，我们的监测

方法也更加科学。”赵同荣说，“现在我了

解哪只雄孔雀好斗，哪群绿孔雀又增加几

只小孔雀，并做好监测记录、跟进保护。”

2021 年底的监测数据显示，恐龙河

自然保护区内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已由

2015 年 的 56 只 增 至 2021 年 的 160 只 。

近年来，云南省在 5 个市州的 6 处绿孔

雀重要栖息地陆续组织绿孔雀野外种

群调查和巡护监测项目，建立完善野外

调查和视频监测相结合的常态化监测

体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处处长李鹏介绍：“这几年的视

频监测结果显示，绿孔雀种群活动区域

呈 转 移 扩 散 趋 势 ，栖 息 范 围 正 逐 年 扩

大，种群数量迎来恢复性增长。”

补水补食
建 立 适 当 的 补 水 补 食

点，基本满足区域内绿孔雀
的生存需求

野外的绿孔雀吃什么、喝什么？记

者日前跟随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

巡护员李朝富上山巡护，一探究竟。

进入 4 月，林间缺水，出发当天李朝

富背着 50 斤重的水桶上山。刚走了半

个多小时山路，记者已有些跟不上趟。

李朝富走在前面，步伐平稳。

每隔半个月，李朝富就要带些食物、

背 50斤水上山。“跟着成年绿孔雀长途跋

涉饮水，小孔雀容易被天敌猎捕，也容易

生病。玉白顶自然保护区为绿孔雀建了

10多个补水点，我巡护的这条路线上就有

一个。这样能保证它们经常活动

的范围内常年有水，提高幼年孔

雀的成活率。”李朝富介绍。

补水不只是体力活。行至

补水点，只见一个与李朝富背

上水桶一般大小的塑料桶挂在

树上，水桶下方的凿孔里连着一

根输水软管，管外套着一层细竹

管。水顺着软管缓缓流入树下的

竹槽，竹槽由一节粗竹子制成，仅在

上方中间开了一条缝，刚好够绿孔雀

伸嘴进去饮水。

“要是把水倒在洼地，没两天就被

林 子 里 的 野 猪 糟 蹋 了 ，无 法 精 准 投 喂

给 绿 孔 雀 。 输 水 管 外 包 裹 一 层 竹 管 ，

是为了防止被野猪等动物咬断。”李朝

富边说话边忙活。他见树上桶里的水

已不多，便熟练地将输水管拔出，换下

水 桶 后 ，再 插 进 新 桶 里 ，“一 桶 水 够 喝

10 来天。”

补食也有讲究。“每年 5、6 月份是这

里的雨季，林中食物充足，不做过多干

预 。 但 在 其 他 时 候 ，林 中 食 物 就 会 减

少。尤其到了 3、4 月份，山上麻栎树的

果子已经不多，只能为绿孔雀提供少量

食物。”李朝富说。

行至一处补食点，看到人工搭建的

一个高高的平台。“绿孔雀爱吃豌豆、玉

米粒，生活习性和鸡差不多。”李朝富边

说边把随身携带的豌豆、玉米粒等撒到

平台上，“绿孔雀和其他鸟类可以飞上

去取食，野猪等够不着。”

“在尽量减少人为干扰的前提下，

我们在绿孔雀经常活动的地方适当建

立补水补食点，能够基本满足区域内绿

孔雀的生存需求。”玉溪市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蒋光厚说。

“在植被恢复中，考虑到绿孔雀的

生 活 习 性 ，我 们 在 部 分 地 区 探 索 采 用

‘乔—灌—草（豆）’相结合的措施，优化

森林结构，增加绿孔雀的食物来源。”李

鹏介绍，“十三五”以来，云南省已累计

投入 1227 万元专项资金，采取补水补

食、栖息地修复等措施，加大对绿孔雀

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科学繁育
探索绿孔雀人工繁育方

法，纯种绿孔雀人工繁育种
群已初步建立

2019 年 2 月，在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支持下，云南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

中心与包括杨晓君团队在内的多个科研

团队开展合作，在保护好现有野外种群

的同时，筹划建立绿孔雀人工繁育种群。

上哪儿找繁育所需的亲本？杨晓君

考虑过从野外捕获绿孔雀种源，而这不

仅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和审批，也会对野

生种群的增长造成影响。

杨晓君团队曾将目光瞄准过动物

园。一些地方的动物园说他们那里有绿

孔雀，实地一看，多数是蓝、绿孔雀的杂

交品种，只找到几只外形特征同绿孔雀

基本一致的个体。他们赶紧提取遗传物

质，与野外发现的一羽绿孔雀羽毛做基

因测序对比，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

2019 年 10 月，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

门意外发现并救助了两雄四雌 6 只绿孔

雀。拿到它们的基因鉴定结论，杨晓君

长舒一口气：“亲本终于有了！”

找到亲本只是第一步。担心长期在

野外活动的绿孔雀不适应圈养生活，云

南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救护繁育

科科长金志堃带着技术人员，在圈舍外挂

上草帘子遮挡强光，既模拟森林环境，也

帮助绿孔雀抵御寒冬，并按照它们的野

外生活习性，每天清晨和傍晚定时投喂。

在工作人员悉心照料下，6 只绿孔雀顺利

度过冬天，进入第二年 3月的交配期。

2020 年 5 月，4 只雌孔雀产下 26 个

蛋。“每个蛋都是宝贝！”金志堃惊喜不

已，和杨晓君商量后，决定采用亲鸟孵

化、母鸡代孵化、温箱人工孵化相结合的

方式，以便找到成功率最高的孵化方式。

然而一个月后，只有亲鸟孵化方式

成功孵出一只小孔雀，而这根独苗出生

没多久也夭折了。

问题出在哪儿？总结原因，3 种孵

化方式都有缺陷：亲鸟孵化，绿孔雀孵

化出一只后就不再孵化其他的蛋；母鸡

代孵化，孔雀蛋的孵化周期一般在 26 至

28 天，比鸡蛋孵化成小鸡时间要长几

天，母鸡长时间孵不出来，便停止孵蛋；

人工孵化，现有设备对温度、湿度的控

制还不够精准。

“我们非常想让绿孔雀数量快速增

长 。 一 只 雌 孔 雀 平 均 每 次 产 3 个 蛋 。

为了催产，我们就把已产的蛋捡走，雌

孔雀就会继续产卵。这种方式使雌孔

雀 产 卵 数 量 大 幅 提 升 ，但 产 卵 质 量 则

下降了。”杨晓君说。

2021年 1月，云南省野生动植物救护

繁育中心专门购置了新的孵化设备，提升

人工孵化控温、控湿的精准度；采用提前

调整相关饲料配比的方法，延长绿孔雀产

卵时间，在提高产卵数量的同时确保质

量。这次的结果没让人失望，人工孵化方

式成功孵化出 6只纯种绿孔雀，加上亲鸟

孵化和母鸡代孵化各成功 1只，终于有了

子一代人工繁育的绿孔雀。

“ 前 后 两 年 多 ，经 过 反 复 试 验 、试

错，找到人工繁育绿孔雀的方法。相比

自然繁衍，这可以大幅提高绿孔雀的繁

殖成功率，提升种群数量。”杨晓君说。

“近些年，云南省依托省野生动植物

救护繁育中心建设绿孔雀人工繁育基地，

联合相关科研单位开展绿孔雀人工繁育

研究，经基因组学鉴定的纯种绿孔雀人工

繁育种群已初步建立。”杨晓君说，“‘十四

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推进绿孔雀人工繁

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野化放归。”

让绿孔雀种群分布“串点成片”，杨晓

君定下新目标：“一些绿孔雀集中分布区

呈‘岛状’分布，长期近亲繁殖容易导致种

群退化。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在相邻‘孤

岛’间建立生态廊道，也可以在合适的地

点引入野化放归的人工种群，更好实现种

群的基因交流、繁衍生息。”

系统保护
法治护航，建立栖息地

共同管护区、保护小区，让村
民在参与绿孔雀保护中受益

今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审理绿孔雀预防

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

防为主’原则。”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作出终审判决，因环境影响

评价未科学评估对珍稀濒危物种绿孔

雀等造成的影响，建设单位被判立即停

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的云南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为了不影响绿孔雀等种群的生存

繁衍，已开建的水电站被叫停，体现了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该案的审

理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司法

理念，为全球濒危物种的预防性保护提

供了有益经验。”

法治护航，保护优先。为保护好绿

孔雀，云南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

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近年来，在

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下，云南不少地方

野生动植物管护机构和公益组织在绿

孔雀集中分布的乡镇建立栖息地共同

管护区、保护小区，引导村民组建巡护

队，守护绿孔雀。

“绿孔雀保护不能单靠政府和自然

保护区，应充分调动种群分布区及周边

村寨群众参与，探索出绿孔雀与周边村

民和谐共处的保护新模式。”云南省野生

动植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韩联宪说。

在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者竜乡绿

孔雀保护小区，当地村民专门组建了巡

护队，负责巡护监测，为绿孔雀补食补

水，李家秀的儿子也是其中一员。“一些

鸟类专家常到村里开展培训，跟我们讲

为什么要保护，跟巡护员讲怎样保护绿

孔雀。”李家秀说，“儿子常和我说，这鸟

珍稀。村民们现在坚持不上山放牧、采

挖野菜，给绿孔雀繁衍留下更多空间。

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绿孔雀来我家做客，

保护绿孔雀也是支持儿子的工作。”

近年来，者竜乡绿孔雀保护小区的

绿孔雀逐年增多。“2018 年底监测发现，

我们保护小区有 40 多只绿孔雀，去年底

调查监测数据达到 60 多只。”者竜乡绿

孔雀管护站副站长李德华说。

在外务工多年后，2018 年 7 月，双柏

县独田乡大水田村大岭岗村民小组村

民徐靖返乡创业，开办了村里第一家民

宿。民宿与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一河相

隔 ，在 大 岭 岗 不 时 能 听 到 绿 孔 雀 的 叫

声，徐靖为自家民宿取名为“鸣翠轩”。

走进“鸣翠轩”，餐厅内摆放着当地特

色美食，几间客房收拾得干净整洁。倚窗

远眺，只见远山如黛、层峦叠翠，时有飞鸟

掠过。民宿外墙上，绿孔雀的美丽画像与

山水美景融为一体。这里已发展为集住

宿、餐饮、生态观光为一体的观景民宿。

在独田乡，这样的观景民宿已发展

到 10 多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

我们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可以帮助他们

在参与绿孔雀等极小种群物种保护中

受益。同时，划定红线，定规立矩，加强

巡护监测，防止游客等进入绿孔雀等种

群栖息地。”韩联宪说。

“随着绿孔雀等极小种群物种栖息

地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深入，我们

村看得见青山，听得见鸟语，闻得到花

香，这些年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村

民收入也跟着增长。”徐靖说，“沾了绿

孔雀保护的光，我们这儿的生态会越来

越好，绿孔雀会越来越多。”

村民们的希望正成为现实。根据

2021 年底的监测，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一

年新增 33只小孔雀。保护区公开发布的

一段监控视频，在不少当地人的微信朋友

圈刷屏——视频里，几只成年绿孔雀频

频开屏，舒展绚烂的尾羽。几只小孔雀

跟着学样，那跃跃欲试的活力让人欣喜。

图①：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

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雀开屏。

颜 谦摄（人民视觉）

图②：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

雀展翅飞翔。 邓 雄摄（人民视觉）

图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科研人员在开展绿孔雀的遗传背景检测。

董 锋摄（人民视觉）

图④：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科研人员和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巡护员

选择监测点位安装红外相机。

李永宁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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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野生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绿孔雀守护记
本报记者 张 帆 杨文明 叶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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