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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归的象群近况怎么样？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为何

持续增长？如何更好实现人象和谐共处？

最近，记者来到我国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云南省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和普洱市深入采访。

北上南归亚洲象状况良好，对
野象活动密切监测、加强预防

自去年底“短鼻象群”回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

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和保护区的监测员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象群

动态。目前，这 15 头亚洲象分散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勐养子保护区内活动。

“我们监测发现，去年在墨江出生的象宝宝体格大了约 1/3，
今年刚出生的幼象也大了一圈！”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

中心副主任王斌说，“象群目前身体很健康，旅途中出生的象宝

宝逐渐长大，已经拥有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

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春良介绍，北上南归的亚洲象，目前

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在北移途中生下的象宝宝非常健康，当

时生下来的时候是 100 公斤左右，现在目测重量已经达到了

300 公斤。

云南是我国野生亚洲象唯一栖息地。在云南，野生亚洲象

的种群数量增加到 300 头以上。密切监测、加强科研、开展救

护和繁育，一系列举措使亚洲象得到有效保护。

“当红外相机捕捉到野生动物的身影后，系统能自动进行

物种识别，准确率达 97%，一旦确定为亚洲象，预警系统直接连

通附近村庄的广播，1 分钟内就可以通知村民注意安全。”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勐养管护所关坪管护站站长杨

帆说，关坪片区这样的红外预警相机超过 100 台。

“每个村都建了野象活动信息群，野象动态信息会汇总至

西双版纳州林草局的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平台收到信息后及

时调度预警。”勐养管护所野象监测员郑清元打开手机上的预

警平台 APP，向记者演示——卫星地图上，不同象群的活动情

况、数量、所处方位一目了然。

随着监测预警网络不断完善，我国绝大多数野生亚洲象群

都已实现群体识别。王斌告诉记者，通过向群众普及亚洲象监

测预警平台，可以有效引导群众避开亚洲象活动区域，减少人

象相遇的概率；同时，对于无序外溢的亚洲象，相关部门采取管

控措施，尽可能避免亚洲象进入城市、集镇等人员密集区。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群山环抱，是距离保

护区最近的村庄之一。前些年，野象时不时到村里寻找食物，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6 年，香烟箐

村成为防象工程的试点村，依随周遭山势，村里建起了防象围

栏，围栏长度超过 1300 米。

“过去我们见到大象都远远地躲开。如今有时大象来到围

栏外，我会抱着小儿子远远地看野象，小孩子特别喜欢！”村民

冯应萍说。不少村民或到两公里外的旅游景区野象谷上班，或

开农家乐增收致富。全村人均收入高于大渡岗乡其他村寨，成

了人象和谐共处村寨。

减少人象遭遇，最大程度避免野象伤人。当地林草主管部

门持续主动防范，从保护区搬迁了 10 个村寨，在亚洲象活动区

域村寨周围设立安全警示牌，架设电围栏、钢架隔离围栏，修筑

防象沟、防象壁，安装太阳能防象灯，防范亚洲象进入村寨。

不少象群常年活动于村寨、农田周围，并根据不同农作物、

经济作物成熟时节，往返于森林和农田之间。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介绍，亚洲象的“食谱”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0 多种扩充到了如今的 400 多种，尤其偏爱水

稻、甘蔗、玉米等种植作物。

针对野生动物肇事情况，云南省首创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

任险，在精确测算亚洲象分布区域群众种植农作物合理收益基

础上，去年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投保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强化亚洲象科学研究，大力开展
救护与繁育

“亚洲象的主要食物是禾本科植物，排出的粪便是很多中

小型野生动物的食物，也为植物种子传播提供途径。大象在密

林中踏出的象道，还能促进动物扩散。”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动物行为与环境变化研究组博士后李立立说。保护

亚洲象不仅保护了这个物种，也是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

要举措。

了解亚洲象，才能更好保护。2019 年，国家林草局成立亚

洲象研究中心，在亚洲象行为学、遗传学、栖息地等方面，开展

了专项科学考察。随着亚洲象保护不断深入，国家林草局会同

多个部门及科研单位，正在开展栖息地适宜性分析、遗传多样

性调查等研究，为保护亚洲象提供科研支撑。

如何让受伤野象得到科学有效的救助？这是野象分布区

面临的一个课题。

“每天给它们洗澡，清理粪便，带着遛弯。”西双版纳州亚洲

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护象员陈继铭已在这里工作了 14 年，“野象

谷里传出来象鸣，我一听就知道是哪头象的声音。”

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 2008 年建成，是国内仅有的以亚

洲象救护、救助和繁育研究为主的科研基地。

7 年前，小象“羊妞”被送到这里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刚出

生的“羊妞”因脐带感染导致腹腔大面积溃烂，并伴有心衰等症

状，被象群遗弃。

对当时的场景，陈继铭记忆犹新：“我们几个护象员用心照

料，专家团队会诊，制定诊疗方案，3 个羊奶妈每天供羊奶，‘羊

妞’身体逐渐好转。”如今“羊妞”健康活泼，成为野象谷的明星

象，在互联网上有 100 多万粉丝。

野象救助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到达现场后，专家会先评

估野象健康状况，如果伤势不重，包扎处理伤口后就让它回归

自然；如果伤势过重，则必须带回救护中心照料。这些年来，

救护中心救助了一批受伤野象，护象员给它们取名叫然然、小

强、龙龙……

多年来，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先后参与野

生亚洲象救护、救助 20 多次。陈继铭、熊朝永等护象员们经常

去周边的学校、村庄开展科普，讲解有关大象的知识，增强大

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共同促进人象和谐。

推进栖息地保护修复，高质量
创建亚洲象国家公园

随着保护力度持续加强，野象活动范围扩大成为趋势。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表示：“只有推进栖息地

修复，才能尽量避免人象冲突，实现人象和谐共生。这不仅需

要调整保护区的保护策略，也离不开国家公园体制的探索和

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监测数据显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

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 88%提高到现在的 95%以上。森林郁闭度

提高，导致亚洲象主要食物野芭蕉、粽叶芦等林下植物减少，

逐渐演替为野象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这让象群逐步活动到

保护区外，频繁进入农田地和村寨取食，增加了与人类接触的

可能性。

在自然保护区附近选择适宜林区，建设亚洲象食物源基

地，成为新的尝试。在景洪市关坪村小田坝，记者跟着护林员

王小安，穿越 5 公里热带雨林，来到当地的亚洲象食物源基地，

“这里离村庄远，野象来这里就能少去村子。”

地处山谷，视野开阔，满眼都是嫩绿的草。“象草、粽叶芦、

构树……都是亚洲象爱吃的食物。3 年前这里被划定为亚

洲象食物源基地后，我们三四十个人用了两个多星

期才建好。经过 3 年养护，终于有了今天的

模样。”王小安告诉记者。两公里外有一

头独象，8 公里外有个 16 头象组成的

象群，它们时不时前来觅食。

西双版纳州先后在尚勇子

保护区的南墩、冷山河区域，

以 及 勐 养 子 保 护 区 的 关

坪、莲花塘区域等地，进

行 了 食 物 源 基 地 建

设。目前，全州亚洲象

食物源基地已有 8000
亩左右。

为 保 护 好 亚 洲

象及其栖息地，“十

四五”以来，云南已

投入亚洲象保护资

金近 2 亿元。去年

7 月，国家林草局与

云 南 省 政 府 召 开 亚

洲 象 国 家 公 园 创 建

工 作 座 谈 会 ，高 质 量

推动亚洲象国家公园

创 建 。 根 据 云 南 省 林

草局编制的《亚洲象国家

公园创建工作方案》，国家

公园创建的主要目标是保护

热带雨林、加强亚洲象种群及

其 栖 息 地 保 护 、缓 解 人 象 冲 突

矛盾。

对人象生活重叠的土地和人工集体

商品林等，云南省计划纳入国家公园一般控

制区，实行“种植有补助，损害有补偿”的政策。“如

今亚洲象食谱拓宽，将人象生活重叠的区域纳入国家公

园一般控制区，有助于实现当地居民收入增加和亚洲象

保护共赢。”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副局长刀建红说。

“人象冲突的本质是人与象产生了对土地、

食物和水等生态资源的竞争。在中国，保护亚

洲象需要实现‘人象共存’。这是巨大的挑

战，但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西班牙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研究员康牧飒表示，在保

护野象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

前列。正在规划建设的亚

洲象国家公园将进一步

促进人象和谐。

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持续推进

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沈靖然

持之以恒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中国成为全球生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参 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一幅幅

大美中国的图景让人陶醉。亚洲

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 80 年

代的 180 头增加到目前的 300 头

以上，朱鹮由发现之初的 7 只增

长至种群总数超过 5000 只，“失

踪”百年的极度濒危植物尖齿卫

矛重新发现……绿水青山的“生

态颜值”显著提升，一些珍稀动植

物频频现身，人民群众的生态环

境“幸福指数”也持续增强。

“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 。 生 态 文 明 是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的历史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把生态保护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位置，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国生

态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十年，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不

断完善。制定修订了森林法、野

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湿地

保护法等 20 多部法律法规，法治

保障更加有力。率先在国际上提

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把

超过 25%的陆域国土面积划入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等第一

批 5个国家公园，有效保护了 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这十年，生态保护监管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通过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有力举措，有效解决一批突出的

生态破坏问题，祁连山生态修复、秦岭违建别墅整治、长

江岸线保护等取得明显成效。多个部门连续 5 年组织开

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5000 多个重点问题得到

整改。

这十年，生态安全屏障得到有效巩固。我国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出台《全国重要生

态 系 统 保 护 和 修 复 重 大 工 程 总 体 规 划（2021—2035
年）》，开展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累计完成生态保护和修复面积约 200 万公顷。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和濒危物种拯救工程，划定了 35 个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我国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共抓大保护、实施长

江十年禁渔，“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物种

数量初步恢复，洞庭湖去年监测到的水生生物物种比

2018 年增加了 30 种。全国已有 112 种特有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

境更优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更加稳固。

持之以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国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积极履行《生物多样

性公约》及其议定书，过去十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执行

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去年 10 月，作为《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中国在昆明成功举行

了第一阶段会议，会议发布“昆明宣言”，开启全球生物多

样性治理新篇章，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生态兴则文明兴。让我们勠力同心，积极行动，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建万物和谐、生机勃

发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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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时 124 天，行程 1400 多公里，去年云南“短鼻象群”北上南归之旅，让亚洲象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在全球大象数量不断

减少的背景下，过去近 40年间，我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从 180头增至 300头以上。

本版深入报道北上南归亚洲象的最新情况及中国保护亚洲象的不懈努力，展现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同心协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定将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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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头成

年亚洲象和小象在活动。 郑 璇摄

图②：云南省普洱市南岛河片区热带雨林，这里是野

生亚洲象活动的重要通道。 子 涵摄

图③：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亚洲象救护与繁

育中心，“象爸爸”熊朝永与小象“景景”偎依在一起。

胡家伟摄

图④：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与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交界处，野象在曼老江里戏水玩耍。 周智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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