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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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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让世界更美好，应是
每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使
命。浪潮秉承“智慧计算”战
略，将计算渗透到支持人地和谐
的方方面面，不仅立足当下解决
亚洲象预警及监测问题，实现了
人象和谐，更以计算之力支持生
态共建，利用科技的力量为雨林
生态多样性研究提供支持，为物
种保护、科学探索提供数据依据。

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的成功
是浪潮探索野生生物动物保护的
一次创新，而在我们的地球家
园，还有众多的生物面临着不同
的生存困境。基于这次探索和经
验，浪潮表示，将会持续参与到
更多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中去，
将科技力量渗透到维护地球生态
永续发展的长远命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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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态系统正
在遭受严峻考验，重
塑地球生态平衡、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成为科技力量改
造自然的一项使命。

在西双版纳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护
局 亚 洲 象 保 护 项 目
中，科研人员借助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 据 等 多 种 先 进 技
术，实现了野生亚洲
象行进轨迹实时观测
和秒级预警。借助科
技力量，管护局不仅
缓解了当前紧迫的人
象冲突，还对西双版
纳雨林生态保护有了
新的发现和启迪。

长期以来，少数人食用野味的
陋习屡禁不止，将天上飞的、地上
跑的、水里游的尽其所能地列入食
谱，这不仅给野生动物带来伤害，
也给人类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带来诸多挑战。2019 年，中国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缔约方大会上，倡导包括源头国、
中转国、目的国在内的全链条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理念。

为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 （修订草案）》 进行审议。修订
草案要求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
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强化对猎
捕、运输、交易野生动物的全链条
管理。此次修订对禁止滥食野生动
物、禁止非法猎捕交易、加大处罚
力度等关键问题作出了修改，标志
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进入了新时代。

如今，“禁食野味”的呼声越来
越高，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全面禁食
野生动物。今年以来，广东省出台
60多个工作措施以及指引文件全面
禁食野生动物，强化源头猎捕、中

间流通、末端利用等各环节的监督
管理。

随着网络平台的普及，电商平
台、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成为
不法交易的场所。今年 9 月 18 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集美团、饿了
么、京东、微店、抖音、快手等 6
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召开落实

“长江禁捕打非断链”工作电商平台
行政约谈会，要求电商平台立即开
展自查自纠，加强对平台用户的资
质审核和内容审查，重点检查商户
店名、菜单、菜品、宣传图片、餐
具等是否含有违规字样。

禁食、禁养野生动物后，如何转
型发展是所有养殖户面对的问题，也
成为生态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野生动物养殖户的补偿，
广东省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中
规定，各地政府应当支持、指导、
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
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
补偿，要将合法养殖、依规停业的
农户作为补偿对象，优先做好对贫
困户的补偿，对违规取得行政许可
证件或违法从事养殖的不予补偿。

截至 11 月 10 日，广州等 18 个市已
制定退出处置方案或指导意见，广
东省已经完成退出处置养殖户 5448
户，完成处置野生动物 4714.23 万
条 （只），补偿资金发放到位9.98亿
元，基本完成处置补偿工作。

养殖户们也积极寻求出路。近
日，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河口镇三
联村的付军奇正在蔬菜基地忙着采
摘胡萝卜、白菜等，打包装车后将
第一时间送往株洲市某批发市场。
这位忙着采摘蔬菜的种植户，之前
是 从 事 野 生 动 物 黑 水 鸡 养 殖 的 。
2019 年 5 月，付军奇从湖北等地购
入 600 多只黑水鸡。随后，湘潭县
发布文件，劝其退出野生动物繁育
产业工作。

“当时感觉当头一棒，投入了
10 多万元的资金，还没产生 1 分钱

收益，就要退出来。但是国家有政
策，我们就要执行。现在回想起
来，成功转型后种蔬菜也挺好的。”
付军奇介绍，明年他计划采取立体
种植模式，让蔬菜、水果等多种果
蔬生长在同一个大棚，以此节约有
限的土地空间，带动周边群众一起
勤劳致富。

在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野生动
植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珍贵
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栖息地保护
加强、进行合理补偿和就业安置等系
列举措，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野 生 动 物 保
护对于维系生物
多样性、防范生
态环境风险、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均具有重要
意 义 。 在 中 国 ，
野生动物保护已
成为一项时代命
题。近年来，中
国在野生动物保
护法治建设方面
做了相当大的努
力，成效显著。

中 国 野 生 动
物保护立法历经
30 余年，初步形
成了一个以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为主干、陆生和
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 法 规 为 双 翼 、
野生动物保护名
录为重点、其他
相关法及配套措
施为补充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律体
系。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文
明 建 设 的 推 进 ，
该体系的内容不
断 充 实 和 完 善 。
以 《野生动物保
护法》 为例，该
法于 1988 年通过之后历经 2004
年、2009 年、2018 年三次修正
和 2016 年的重大修订。2020 年
年初，为贯彻党中央关于为打
赢疫情阻击战提供法治保障的
各项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
月 24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的 决
定》，并且，再次将修订 《野生
动物保护法》 列入年度立法计
划。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 已进行审议，并
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社会
公众意见。《野生动物保护法》
本次修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不仅涉及遗传资源保护、基因
保 护 ， 还 提 出 了 生 物 安 全 理
论，并将公共卫生风险防范放
在重要位置。

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与保
护名录制度是野生动物保护的
重要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
专门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进
行了明确规定。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理顺
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中国
组建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
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统一
管理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
截至 2018 年，中国已建立各级
各类自然保护地达 1.18 万处，
占陆域面积的 18%左右，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自然保护地为野生
动物保留了栖息的处所，对于野
生动物保护至关重要。并且，中
国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
护，国家发布的野生动物名录均
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的组
成部分。

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涉及林
草、渔业、公安、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需要加
强沟通，协同执法。此外，执
法部门需要更新理念，优化执
法方式，重点防范与化解生态
环境健康风险，预防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产生。诚然，由于
野生动物活动的习性和政府部
门执法的特点，野生动物保护
离不开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民
间力量的配合与支持，这些均
应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作者系
北京工业大
学文法学部
法律系主任）

人象冲突升级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

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由于
数量稀少，属于国家I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 （IUCN） 列出的濒危物种，目
前仅存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云
南南部边境地区，是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上世纪 80 年
代初，中国境内的亚洲象仅有170
头左右，随着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建立以及行之有效的
保护措施，目前中国野生亚洲象
数量已增长到 300 头左右，其中
95%的亚洲象种群生活在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区内。

随 着 亚 洲 象 种 群 数 量 的 增
长，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亚洲象数
量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亚洲象
为寻找食物走出栖息地——野象
走 入 村 庄 、 城 市 的 肇 事 事 件 频
发，人象冲突不断加剧；亚洲象
食量巨大，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
约进食 300 公斤食物，人象冲突
中亚洲象对人类的危害主要表现

在大量取食、糟蹋农作物与经济
作物、损毁农地与农田设施、侵
入群众家中盗食粮食并损毁财产
等方面，有时也发生野象攻击人
的情况。

在亚洲象监测手段方面，传
统监测方法单一，无法实现实时
监测。监测主要依赖每天人工瞭
望或无人机观察等，来获得亚洲
象位置和数量信息。由于亚洲象
活动日益频繁，仅靠人工监测很
容易造成观测不全、位置信息不
准确、漏判误判的情况。

生活在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种
群行为模式、生活习性及生态环
境也在发生改变，科学家们需要
更多的数据来掌握亚洲象的习性
和规律，为亚洲象长远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亚洲象保护专家一直在探索
一种新方式——能够实时追踪和
了解象，对象进行针对性保护，
同时又不需要时刻与象同行，保
障 自 身 安 全 ， 保 护 象 群 不 被 惊
扰。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
科技力量的加入。下图：野象频
繁出没地段设置的警示牌。

智能化保护
毫无疑问，亚洲象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而复杂

的系统，既要考虑保护区地貌复杂、道路不畅的不利
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布设多类型数据采集设备，并
保证数据顺畅传输；同时也要将亚洲象实时智能监测
系统、多终端预警系统、热带雨林与象群大数据挖掘
分析系统、可视化系统、综合资源管理平台等数十个
不同类型的业务系统进行有机融合，以实现智能化、
立体化、可持续的亚洲象科学保护与研究。

面对上述情况，管护局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合作，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为亚洲象生态保护搭建从终端、边缘到云端
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将雨林中的红外相机、摄像头、

无人机等采集设备编织成一张数据网，实现全天候实
时采集图像及影像数据，边缘端通过部署高精度的亚
洲象AI识别模型，对实时回传的图像和视频流进行毫
秒级精准辨识，并通过手机 APP、短信和广播等方式
迅速预警，预防人象冲突的发生。同时，边缘侧清洗
后的数据同步到云中心，进行亚洲象 AI 识别模型训
练、优化、数据汇集、数据挖掘等。

亚洲象生态保护系统的应用，不仅解决了亚洲象
行为实时追踪和人象冲突问题，还通过对野生亚洲象
的长期追踪，为人类洞察大象物种习性、种群迁移轨
迹方面提供了帮助。目前，这套亚洲象生态保护系统
已成功预警2900余次。同时基于系统收集到的26万张
观测影像，夜间影像模糊不清与亚洲象残缺影像识别
等技术难题被先后攻克，亚洲象AI识别精准度从国际
平均的60%跃升到96%，且仍在不断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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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禁食野味”
张 悦

右图：甘肃高台，鹅喉
羚现身新坝镇。

张汉军摄 （人民图片）

上图：科研人员在亚洲象数据中心工作。上图：科研人员在亚洲象数据中心工作。

提供更多支持

上图：布设在雨林中的红
外相机。
上图：布设在雨林中的红

外相机。

图片皆由婉如摄

右图：小朋友与大象和谐
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