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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群北上南归的亚洲象吗？
2021年，15头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野象进行了一场罕见的长途旅行，引起

全球关注。象群历时110多天，行进1300多公里，最终在人们护送下，平安返回老家。目前，
这群野象健康状况良好，小象明显长胖了。象群还吸收了新成员，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
专家介绍，“野象分家”是象群繁衍壮大的证明。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
西双版纳、普洱、临沧3州市。目前，中国在亚洲象分布区已建立11个自然保护区，面积逾5000平
方公里，人类与象群和谐相处。在野象活动区域，尽管野象可能破坏庄稼，但村民对野象怀着善
意和包容。野象如果肇事，政府买的保险会理赔。3年来，江城县辖区共理赔野生动物肇事赔偿
10564户次，金额2019.63万元。云南还给野象建“食堂”，修复改造亚洲象食源地9000多亩，
种植象草、甜竹、粽叶芦等大象爱吃的植物。同时，强化监测预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
建设，最大程度避免人象冲突。

近年来，云南省成立了亚洲象保护专家委员会，统筹开展亚洲象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种群结
构与遗传特性、人象冲突机制、环境地承载量、栖息地修复与食源地改造等系统研究；在新建基础
设施中充分考虑亚洲象迁移廊道，避免其种群交流不畅；中国、老挝边境地方政府建立了亚洲象跨
境保护机制，开展跨境保护合作……

经过4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活动在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的野生亚洲象，近年来几乎每个象
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数据显示，1976年，云南野象数量仅剩下不到150头，到现在，野象数
量增长了1倍多，演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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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充亚洲
象食源，云南对
一些栖息地修复
改造，建设“大象
食源地”，种大象
爱吃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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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强化监
测预警、安全防范
和应急处置体系
建设。图为监测
员在野象活动区
域设置警示牌。

江城县亚洲
象监测队利用无
人机、热成像仪
等先进设备及时
发现象群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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