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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藕田生产，可在与周边河流湖泊的连续水文过程中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产生积极影响。 李振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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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迁地保护

“何日相将去，千山麋鹿群。”古诗中
的“千山”，就是今天辽河流域的千山山
脉。1000 多年前麋鹿云集的千山，如今
又开始重现麋鹿的身影。

2011 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
专家准备在辽阳市国家鹿类种源基地建立
新的迁地保护种群，目的是扩大麋鹿的栖
息地范围，同时研究高纬度寒冷气候条件
下如何开展麋鹿的繁育和保护工作。2012
年 2 月 23 日，麋鹿中心选送的 19 只麋鹿
顺利抵达鹿类基地，开始了在麋鹿古分布
地北限的繁育试验。

8年后，这群麋鹿适应了辽阳的气候
和环境，突破了麋鹿在高纬度寒冷气候条
件下的生存和繁育障碍，数量已经增长到
61 只。麋鹿在辽阳的成功繁育，标志着
麋鹿新迁地种群的建立及辽宁省辽河平原
麋鹿种群恢复的开始。

从北京到辽阳，这是一次成功的迁地
保护案例。迁地保护是指为了保护生物多
样性，把因生存条件不复存在、物种数量
极少或难以找到配偶等原因，生存和繁衍
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迁出原地，移入动物
园、植物园、水族馆或濒危动物繁殖中心
等地，进行特殊的保护和管理。

之后，北京麋鹿苑每年向全国各地输
出麋鹿，例如，2002年 12月输出 30只到
河南省原阳县麋鹿散养场，2006 年输出
31 只至浙江临安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质基因保护中心建立繁育种群。截至
2020年底，北京麋鹿苑共计输出麋鹿546
只。大丰麋鹿保护区自 1995 年开始向其
他地方输出麋鹿，截至 2020 年底共计输
出164只。

野生放养也是麋鹿保护的重要内容。
1998年11月5日，国家选定在大丰实施有
计划的野生放养试验。大丰麋鹿保护区挑
选了 8 只麋鹿开展首次麋鹿野化放归试
验。放归的麋鹿很快适应了野外环境成功
进行自然繁殖。此后，为继续优化野生麋
鹿种群结构，从 2002 年开始，大丰麋鹿
保护区又多次进行麋鹿野生放养，通过实
地观测，截至 2020 年已经发展成为 1820
只麋鹿的野外种群。

2018年 4月 3日，由北京麋鹿苑输出
的 30 只麋鹿与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 17
只麋鹿混群，一起被野放至鄱阳湖湖区。
2019 年 3 月对鄱阳湖野放麋鹿进行调查，
种群数量已达到 50 多只，并呈现从鄱阳
县向湖区其他县市湿地扩散的趋势。

题图：江苏省东台市滩涂上的野生麋
鹿。 李东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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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脸似马、角似鹿、蹄似
牛、尾似驴，一种民间称为“四
不像”的动物，就是世界珍稀
野生动物——麋鹿。

麋鹿，这一于上世纪初
在中国消失的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从1985年幵始，通
过重引入项目，先后在北京南
海子、江苏大丰、湖北石首和
江西鄱阳湖等地参与了麋鹿
人工繁育、散养和野外放归计
划，已形成可野外自然繁殖的
种群。目前麋鹿种群已全面覆
盖麋鹿的原有栖息地。从繁盛
到本土灭绝，从重引入到成功
野放，中国麋鹿保护得到世界
认可。专家指出，麋鹿种群重
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一个缩影，展示了中国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智慧，为国际社会
提供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有益
示范。

3.“三步走”战略

种群复壮、迁地保护，都出自中国保护
麋鹿的“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的第
一阶段是麋鹿种群得以复壮，拥有足够的种
群数量基础。第二阶段是开展迁地种群建
设，有计划地将麋鹿分散到全国适宜麋鹿生
活的地方，提高麋鹿的遗传多样性。第三阶
段是恢复自我维系的野生种群，通过野化训
练将麋鹿放归野外，使其适应野外生活，实
现自我繁衍。

在“三步走”战略指导下，1985-1993
年 ， 麋 鹿 在 北 京 麋 鹿 苑 实 现 种 群 复 壮 ；
1993-1998 年，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进行野化训练；1998-2002 年，在杨
泊坦、三合垸、东洞庭湖形成自然种群模
式；1986-1998 年，麋鹿在江苏大丰实现种
群复壮，1998-2003 年进行野外放归，2003
年至今，野外种群已经建立起来。全国麋鹿
分布点从引入时的 2 个发展至 2020 年的 82
个，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 6 处，数量总计
达2855只。

在“三步走”战略的示范下，北京麋鹿
苑于 2013 年在鄱阳湖湿地公园建立迁地种
群；2018年 4月，将迁地种群的 47只麋鹿成
功野放；2019年，野外种群产生子代且发育
良好，种群数量达到51只。

麋鹿保护突破了遗传瓶颈。现在世界上

所有的麋鹿都是1900年前后收养在英国乌邦
寺庄园的 18 只麋鹿的后代，种群奠基数量较
少，高度近亲繁殖，这是影响麋鹿生存发展的
主要因素。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麋鹿在遗
传多样性贫乏、近交系数较高的情况下存活状
况良好，麋鹿种群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为麋
鹿的永续发展建立了强大的“基因库”。

麋鹿自然种群成功诞生，实现了麋鹿在
全国范围内的扩散，野外种群数量大幅度增
加，由北到南均有分布，覆盖了麋鹿原有的
栖息地，已接近于麋鹿的历史分布区域。

麋鹿保护的共识深入人心。北京麋鹿苑
率先实施将麋鹿重引入试验地对公众免费开
放，每年约有50多万人参观学习，麋鹿苑也
成为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江苏大丰建立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与此同时，麋鹿保
护的相关知识进课程、进社区、进广播、进
电视、进报纸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1. 回归故里

麋鹿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沼泽
地带，在一万至三千年前相当繁盛，中
国已发现的麋鹿化石点达298处。

1865 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在
北京的南苑发现麋鹿并将其介绍到国
外，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由此被认定为麋
鹿的模式种产地。19世纪末，麋鹿遭到
杀戮和劫掠。双重劫难下，麋鹿在中国
彻底消失。1900年前后，英国十一世贝
福特公爵将散落在欧洲各地的18头麋
鹿收集到其家族的乌邦寺庄园进行散
养，经过繁衍生息，麋鹿的生机得以延
续，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小种群。

20 世 纪 50 年 代 前 的 半 个 多 世
纪，乌邦寺麋鹿相继输出到许多国家
动物园，唯独没有回到它的故土中
国。1956 年和 1973 年英国共赠送 4 对
麋 鹿 给 中 国 ，饲 养 在 北 京 动 物 园 。
1980 年，哈尔滨动物园从加拿大通过
动物交换获得 1 对麋鹿。然而，麋鹿
在动物园繁殖很艰难，于是中外科学
家们发出让麋鹿回归原生地、恢复其
野生种群的倡议，并得到国际组织和
中英两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1985 年 2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麋

鹿引进小组与英国乌邦寺庄园代表
签订了关于麋鹿引进的协议书。1985
年 5 与 6 日，中国麋鹿基金会在京成
立。1985 年 8 月 24 日，22 头麋鹿从英
国运抵北京，其中 20 头被当晚运至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了麋鹿
百年回归的愿望。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与江苏大丰麋
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担了最初引入
的麋鹿种群的饲养与种群复壮任务。
麋鹿苑位于北京大兴区东北部，麋鹿
的科学研究和繁殖扩群工作起步于
此。北京南海子麋鹿苑被认定为麋鹿
的本土灭绝地及重引入回归地。1991
年就已达到重引入的第一阶段目标，
即恢复到 60—80 只的麋鹿基础种群。
为平衡麋鹿种群数量与环境承载力的
关系，通过对外输出使其种群数量维
持在 150 只左右，截至 2021 年 1 月，
南海子麋鹿苑的麋鹿数量为183只。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江苏省大丰市东南角的黄海之滨。1986
年，来自英国等处的 39 只麋鹿到达这
里。2000 年达到 468 只。为缓解种群快
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每年调出麋鹿，
将种群规模维持在适当范围。截至2019
年底，种群数量发展至5016只。

南海是中国珊瑚礁重要的分布海域，南海
的形成已经有 1500 万-3400 万年，珊瑚几乎从
南海的形成就已存在。在南海海底大部分海山
是生物礁构成，距今有 2000多万年，其中珊瑚
沉积岩等构成中国南海蓝色国土的基石。如今
在三亚鹿回头等海域，还大量存在着 8000年前
的古珊瑚礁。据统计，南海现存的属于国家二
级及以上保护动物的石珊瑚、红珊瑚及其他珊
瑚大约有500种。

虽然南海的珊瑚礁在历史上非常灿烂，但
是在最近 40 多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有关调
查，海南岛近岸海域，由于人类的影响珊瑚减
少 80%以上。为保护珊瑚礁，1990 年，国家成
立了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8 年，
海南省出台珊瑚礁保护规定，2016年11月30日
升级为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对珊瑚
礁从法规层面采取严格禁止捕捞等保护措施；
2021 年 2 月份，国家把石珊瑚所有种及笙珊
瑚、水螅珊瑚等许多珊瑚物种正式列入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名录，从法律层面进一步加大了保
护力度。

30多年来，中央有关部委及海南省加大科技
对珊瑚的保护力度，海南省连续在“十二五”、“十
三五”的重大科技专项中安排资金开展技术攻
关，国内许多团体和科研机构等也积极开展研究
与保护，其中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自2003年
成立以来，开始系统性开展珊瑚培育及珊瑚礁生
态修复的研究与技术创新，开展百万珊瑚培育计
划、研制珊瑚型羟基磷灰石、研制珊瑚培育的智
能化装备、建立中国第一家珊瑚种质库，成立珊
瑚礁国际论坛，为生态和人类健康服务，也为世
界传递中国环保的声音。而中国绿发会2014年也
在西沙永乐环礁成立中华珊瑚保护地，众多民间
力量在珊瑚礁保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进一

步促进南海珊瑚礁的保护，笔者建议如下：
建立国家珊瑚种质库，为未来不确定的珊瑚物种危机建造

“诺亚方舟”：开展千万珊瑚培育行动计划，建立珊瑚生态修复示
范基地，为珊瑚礁保护提供示范性的技术体系；开展珊瑚礁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碳达峰、碳中和做出珊瑚礁的贡献；利用现代信
息与智能制造技术，研制先进的大型珊瑚礁智能装备，为珊瑚礁
的生态修复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在政策
层面以更具创新的方式开展珊瑚及珊瑚
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工作，使珊瑚礁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作者系海南南
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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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虽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但李
振文、李立父子仍像往常一样，天刚蒙
蒙亮就出发了，驱车70多公里赶到武汉
涨渡湖地区，开始他们坚持了 5年的藕
田类生境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一周
前，他们刚刚在一个俞姓老板的藕田中
发现一个鸟巢里有两枚卵，所以今天继
续来这个地方监测孵化状况。

湖北广袤的湿地孕育了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这为长期从事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的李振文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016年正式退休后，他的业余生活几乎
全部投入到湿地生态探索与研究上。在
谈到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时，他介绍
道，刚开始主要是爱好驱动，后来觉得
是责任感：既是专业技术的责任感，也
是参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许多年来，我对水鸟保护很倾心。比
如鸻鹬类迁徙北上一直存在许多谜，想
去破解这些谜题。”李振文说：“2007
年，我偶然发现藕田鸻鹬类夏季分布，
之后陆续目击到这种情况，我做了记录
和照片视频。2015年，我与儿子商量决
定立项独立调查。” 干这件事，花钱、
跑路、劳顿、外人误解，只有具有生物
学基础的儿子李立理解并支持他。每当
休假，儿子就抽空加入进来。

这天早上，藕田里黑翅长脚鹬急促
地鸣叫，引起了李振文的注意，他立马用
长焦镜头观察。啊！只见一个巢位上幼鸟
破壳而出。35 分钟后，第二枚卵破壳，第
二个小生命出生了。在这个巢位里，一对
亲鸟产下两枚卵，全部孵化成功。

亲眼目睹这一幕，李振文欣喜若
狂，因为这样的研究对象来之不易。他
希望能够拿到连续的观测数据。

2015年以来，父子俩共记录到一定
数量的多种鸻鹬类水鸟在当地繁殖，刷
新了当前鸻鹬类北迁繁殖的认知。同

时，他们父子对藕田类生境进行了生物
多样性调查与研究，有了许多新发现、
新认知、新见解。

2021年 3月下旬以来，李振文已经
持续野外调查 31个工作日。在 5月 8日
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儿子拍到了有害
外来物种福寿螺，这是他们第一次聚焦
藕田外来有害物种。更意外的发现是，
一对年长的夫妇在鸭儿湖地区的自然湿
地瓜圻塘岸边的藕田里，用最原始的手
工扯草方式作业，保护了藕田的生物多
样性。那里的藕田有蜻蜓正在产卵、蚂
蟥和田螺在互动、黄鳝的洞穴导致藕田
漏水、鹤鹬和林鹬在藕田觅食，还有丰
富度极高的莎草科植物牛毛毡和雨久花
科鸭舌草等组成的植物群落，藕田水质
清亮，沉水植物清晰可见。在李振文、
李立父子看来，现在这样原生态的藕田
生境是极为稀少的，应当立刻行动起来
进行抢救性保护。

每一个藕田，都充斥着生物多样性
的机会，都有人类可以保护和作为的空
间，都有独特的生态故事。

通过 2015-2021 连年持续不断的田
野调查，李氏父子在藕田有了很多发
现。他们通过大量记录，证实了藕田是
鸻鹬类水鸟繁殖重要依赖生境，还连续
监测调查记录到黑翅长脚鹬、林鹬、反
嘴鹬、金眶鸻等鸟类的繁殖。第二个新
发现是，当一个小型自然湿地丧失本底
生物多样性后，它周边的藕田可能成为
水生生物避难所，保留着可观的原生物
种，对未来湿地恢复的种质资源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第三个新发现是，大面
积藕田生产，可以使周边的河流湖泊在
与之进行联系的水文过程，对生物多样
性产生十分积极的意义，许多物种在藕
田生境更利于繁殖后代，然后进一步随
水流扩散。

守护藕田湿地鸟类
王 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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