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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生

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消失着。保护野

生动物和它们的家园，

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日，即

将迎来“世界野生动物

保护日”，同时也是

“地球生物多样性日”。

我们，能为它们做点什

么呢？

我们，可以像宋大

昭一样，用触发式红外

相机多次拍摄到太行山

上的大多数动物物种；

可以像袁屏那样，用自

己的真情记录着湿地里

最美、最丰富的原生物

种。他们的行动是一份

努力，一份让大地因物

种多样而变得精彩的努

力。作为大自然和野生

动物的“客人”，我们

不仅仅需要一份怜爱，

更需要一种行动的力量

……

作为一个自然爱好者和观察者，
去哪里能看到最多、最美、最丰富的
野生物种？告诉你，不一定要去大森
林、大草原，不一定要去西部偏远地
方，也许就在我们身边，在那些被喻
为“地球之肾”的湿地，就能看到非
凡的花鸟鱼虫。不过，当你真正去关
注湿地精灵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
往往面临被捕捉被伤害的危险，湿地
精灵也因此命运多舛。

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去年，在江苏省
南京市梅花山的梅花谷，一只真正的
野鸭———绿头鸭，和它的一群孩子来
到这里，在城市公园与我们相伴。但这
"" 只小鸭子，在后来的日子里，都陆
陆续续被游人抓走了，实在令人叹息！

你看这条乌梢蛇，它在向我游
来，漂亮吧！在这里，蛇很少主动攻
击人类，“打草惊蛇”就是惊走它的
好办法。其实在我国 !## 多种蛇中，
有毒蛇只占约 "$%。乌梢蛇曾经是广
泛分布的常见蛇类，由于栖息地的破
坏和大量捕杀，已经数量锐减。

蜻蜓被称为水边的舞者。黑丽翅
蜻因飞行酷似蝴蝶而有着“蝶形蜻蜓”
之称，身着一袭闪着蓝、紫、绿幻彩光
芒的黑衣，忽闪忽闪地在水草丛中和
我们捉迷藏。希望这情景永存！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那是久远的记忆。曾经广泛分布
的黑斑蛙，如今随着农田农药的滥用
而逐渐减少。它们本该是水稻田里的
庄稼卫士，很多的时候却沦为餐桌上
的野味。人们在感叹食品安全的同时，
是不是该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检讨呢？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
逐渐重视湿地的保护。在兴建湿地公
园的时候，人们更应该尊重湿地原来
的环境，保护湿地的原生物种，让原
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鸟与鱼、蛙
与蛇、蜻蜓和昆虫们长久地生活在这
里。要知道，野生动物是湿地的主
人，你要遵守它们的规则。这些精灵
们才是湿地的灵魂，保留它们，湿地
才有生命和真正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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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山脉之一。&#

亿年前，太行山就已经开始在亚洲东
部隆起。从今天北京西部的西山、军
都山一路向南，太行山途经河北，穿
过整个山西，一直到达河南境内与秦
岭———伏牛山系相交，绵延 %##多公
里，成为野生动物们休养生息的良好
住所。太行山脉的生态群落曾经覆盖
了中国古北界的大多数动物物种，时
至今天也是中国华北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

当梅花鹿还在太行山中存在的时
候，老虎的足迹也曾出现在这座山脉
中。如今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碎片化，
鹿与虎都早已消失，但太行山依然拥
有较为完整的生态体系。自 !##' 年
起，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对太行山
的野生动物踪迹进行监测，证实太行
山的某些区域仍有豹的种群。用于监
测的触发式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了华
北豹的不同个体，其他动物还包括褐
马鸡、勺鸡、豹猫、猪獾、狗獾、赤狐、
貉、野猪、西伯利亚狍、野兔等等。

豹的存在是一种高质量生态的标
志。但是豹需要较大的领地范围，尤
其是在食物密度不高的地区。现代化
开发使得人类的脚步越来越深入山
区，修路、采矿、开发旅游正在成为
豹生存的最大威胁。而随着原生森林
减少，气候日益干旱，山间溪流随之
干涸，伴随溪流而生的动物也正在失
去它们的家园。如今这些动物都已经
十分罕见，当它们现身红外镜头时，
对我们这些野生动物的“客人”而
言，不仅是惊喜，更是责任———保护
它们一息尚存的栖息地，同时也是给
人类保存一套健康的生态体系，保存
一座生机勃勃的太行山。（本文图片
由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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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中的华北豹。

太行山里最著名的鸟，非褐马鸡莫属。

西伯利亚狍是广布于太行山区的中型有蹄类动物。

在某些保护措施相对较好的地区，

赤狐尚有较为健康的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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