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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庄稼成熟时，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勐伴镇的村民就开始不安起来，村民老王家的作物经常被野象

“光顾”，已经多年“颗粒无收”，野象经过的地方也是一片狼
藉。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这种体重达 3—5 吨
的庞然大物一天 70%的时间都在进食，一头野象一天要在茂密的
森林里行走 10 多个小时去找水和吃的，采食植物约 300 公斤。如
此大的食物需求量无法得到满足，是野象走入人类的居住地的直
接原因。亚洲象生存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全世界1/5的人口居
住于此。近年来，随着人口增长、人类的开垦种植、砍伐生物多
样性丰富的原始热带雨林，造成野象的栖息地不断的缩小，亚洲
象的数量急剧下降，野象的生存空间不足是这一种群濒临灭绝的
主要原因之一。

还给野象足够的生存空间

亚洲象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位于
尚勇自然保护区和勐养自然保护区内，数量不足300头。西双版纳
勐腊县与老挝南塔、丰沙里两省接壤，野象经常来往于两国之间，
被当地人称为“国际公民”。

要想解决人象冲突，同时保护亚洲象种群在两国之间的繁衍生
息，建设野象迁徙保护廊道是关键。2006年以来，中老双方通过合
作，在边境一线建立了5片“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构建起长约
220公里、面积约20万公顷的中老边境绿色生态长廊。

以2009年建立的5.4万公顷中国西双版纳尚勇―老挝南塔南木
哈联合保护区为例，保护区不止为野象建立了生存通道，还加强了
边民亚洲象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并统一制定保护区的跨境管理计
划，联合打击猎杀亚洲象的行为，亚洲象的跨境保护有了一道安全
的边境保护屏障。

野象通道的建成把相互隔离的各保护区连通起来，扩大了植物
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便利了物种的基因交流，也避免了人与野
象生存空间的交集。建立野生动物通道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野生动
物栖息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意在将被人类活动切断的七零八落的
原生态自然环境联通起来，比如中国的青藏铁路就参考了国外的动
物通道建设方法，对于穿越可可西里、羌塘等自然保护区的铁路
线，尽可能采取了绕避的方案，给藏羚羊、盘羊、藏原羚等野生
动物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取食、饮水、繁殖配对等迁徙活
动留出了“生命的通道”。

保护区为受伤大象们“安家”

大象然然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有名的大象。2005年，然然还
是一头 3 岁的小野象。它生活的野象谷里，河谷纵横，在这里，
原始的热带雨林繁茂荫凉，水潭里有充分的盐分和矿物质，然然经
常跟随象群在这里逗留。有一天，然然在觅食途中不小心被兽夹夹
住了左后腿，伤口很深并开始腐烂，如果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
险。野象谷的保护人员发现然然后，立刻采取措施并将然然送
到了野象谷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这里的护理员
将基诺山的普洱茶原
料熬成浓汁，早晚喷
洒然然的伤口，经过
6 个月的细心治疗，
然 然 的 伤 口 基 本 康
复。

康复后，然然每
天在基地和其他大象
们玩耍、成长，护理
员每天都带着然然进

山，进行野化训练。每天的野外觅食回来后，还有专人给然然洗
澡，然然也与基地的护理员们无比亲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5
年，英国威廉王子的云南之行时，还亲自给然然喂食胡萝卜，然然
已经是野象谷里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像然然这样的故事，在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还有很多。2007年
被发现的臀部严重感染、发炎的大象平平，2008年被送到中心进行
戒毒疗养的大象西广、依嫩、鲁腊和格兰以及其他在基地接受救治
的大象们如今都在健康地成长着。作为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
保护区建设工程15个物种拯救工程之一，基地每天需要对中心内的
亚洲象进行体检、卫生清理、洗澡、喂食、野化训练等工作，同时
对亚洲象的繁殖生理情况进行研究。这里就是受伤的亚洲象们的

“新家”。

打击非法象牙贸易

象牙贸易是提到大象保护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象牙不再是大象
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它带来的往往是杀身之祸，这是除了栖息地缩
小以外，威胁亚洲象生存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不同于非洲象，亚洲象中，只有公象长有长牙，雌象门牙短
小，常不露于口外。象牙贸易直接导致了亚洲象种群比例失调，
拥有漂亮象牙的雄象不仅生存概率低，还导致象牙的显性基因逐
步丧失，现存的亚洲雄象有一半没有象牙。同时，野象群作为母
系群体，成年母象每胎只产一子并直至其长大都会一直陪伴。这
也让非法猎杀者在猎杀母象后，才猎杀其身边的小象并取走象
牙。

近年来，中老两国在边境加大力度联合打击保护区内非法猎
捕、杀害濒危亚洲象的行为，保护措施得当让野象数量有所回
升。

索取的同时也要给予

一个野象群为了觅食往往需要约650
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围。一路上，大象们
走到哪吃到哪，无比悠闲自在。原始热

带雨林的气候总是闷热、潮湿的，汗腺不
发达的野象群经常来到河里洗澡、嬉戏，上岸

后再用象鼻子卷起泥土喷洒在身上，并不停地煽动大
耳朵，为自己的身体降温，也驱赶热带丛林中的蚊蝇和寄生
虫。

在野象活动的高峰期，人们能在 1 天内看到多达 5
个象群，通过西双版纳的野象谷觅食。

但是，野象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
久，因为野象知道如何避免经过之处的森

林被过度破坏，会给这里修复与生长以
充分的时间。同时，大象的粪便还给
森林内的植物以充分的养料，帮助
森林枝繁叶茂。遵循了自然转化与
平衡的规律，让自己的家园愈加稳
固，也让物种得以长久的生存繁衍。

亚洲象的栖居地是亚洲生物多
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亚洲象的保

护就是这一地区其它物种保护的一个
缩影。

野象保护区的建立给了野象一个足
够的生存空间，还给野象一片安全的觅食

环境，也还给野象完整的身体结构。就像野
象的栖居之道一样，只有懂得给予，今后我们
生存的家园才能充满自然的美好恩赐。

““野象通道野象通道”：”：
中老跨境的绿色生态走廊

李 珧

1、青藏铁路野生动物通道：藏羚羊、盘羊、藏原羚

2、苇子沟野生动物通道：东北虎

3、青海共玉公路：藏羚羊、藏野驴等

4、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熊、马鹿、雪豹、黄羊等

5、新疆卡拉麦里山保护区：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

猞猁、金雕等

6、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中蒙边防线：黄羊、野驴

中国的野生动物通道

野象谷：西双版纳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站野象谷野象谷：：西双版纳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西双版纳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野象谷，因中国唯一亚洲象保护、繁育、医疗救助

基地，中国唯一可以安全观测亚洲野象、与亚洲象近距
离交流的国家公园而闻名。

据考古发现证明，亚洲象曾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长
江流域、两广及贵州地区，甚至北至黄河流域，后逐渐
南迁。目前，西双版纳及临近的普洱和临沧地区，是亚
洲象在中国唯一的栖息地。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勐养子保护区东、西两片
区结合部的野象谷，是生活在东西两个片区的野生亚洲
象迁徙觅食的中心通道，又有较多的富含盐及矿物质成
分的水塘吸引大象聚集，野象谷因此得名。

野象谷自然资源丰富，汇集了热带雨林、南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及众多珍稀动植物种群，总面积约 370 公
顷，距景洪市区 22公里，区域范围内生活着 8-12个象
群，80余头野生亚洲象。

野象谷是西双版纳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每年救
助很多受伤的野生动物及野象。2008年，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国家林业局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
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15 个物种拯救工程之一的“中
国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建成，在开展种
源交流、人工繁育研究、扩大饲养种群、增加亚洲象种
群数量的同时，积极展开野外受伤亚洲野象的救助和医
疗工作，成为中国最大和最集中的亚洲象繁殖、救助及
医疗中心。

野象谷的人象故事

①跑来寻求庇护的野象
1997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大象学校后山来了一群

野象，象群里不时传来大象的吼叫声及咔擦咔擦的牙齿
碰撞声。一时间山林树木摇晃，树藤折断，明显是有大
象在后山争斗。

树摇象吼间，一头浑身是血的公象冲着大象学校跑
来。受伤的公象站在大象学校操场边上喘着粗气，向人
群流露出祈求的目光，不时还紧张地回头观望，害怕对
手随时会追击而来。大家把后山反方向的道路让出，站
在公象后边，示意它从另一面的树林奔逃。那公象立刻
顺着人们指引的方向蹒跚而去，大家在其后护送了几百
米，使其逃离危险战场。
②选择在员工宿舍旁生小象的母象

母象生育时，会选择它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进行生
产。有一头母象，选择在野象谷员工宿舍旁生小象。

1998年，一群野象来到野象谷员工宿舍后方，整夜
徘徊不去。天亮时野象谷工作人员发现一头母象生下一
头小象，其他野象守护在四周。中午1点多，那头出生
才6小时的小象已经能歪歪倒倒、跌跌撞撞的行走了。

工作人员看产后的妈妈十分疲惫，找了很多菠萝、
香蕉丢到母象面前。母象毫不设防，鼻子一卷统统吃
光。其他象群安静守护在母子身旁，看母象体力恢复，
象群准备撤离。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这群野象再次来到员工宿舍后
山，当时出生的小象已经长成一个健康的小胖子。它们
在小象出生的地方呆呆站立了十几分钟，与员工宿舍的
工作人员眼神交流。它们来这里干什么呢？是来回忆，
还是来对那天野象谷员工的静默守护表述感谢？
③失恋上公路玩汽车的“竹笋牙”

2016 年春节期间，与“大排牙”争夺配偶失败的
“竹笋牙”心情沮丧，独自在公路边徘徊。看到路边停
靠的汽车是蹭痒痒的好去处，就蹭起了小汽车，结果发
现被蹭的小汽车还会发出滴滴的叫声，立刻觉得非常新
奇，开始用鼻子推车玩，结果这个淘气鬼一口气推坏了
9 辆汽车。还好有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公共责任保险，
最终被损坏的汽车都由保险公司买单了。

“丛林卫士”——亚洲象保护观测

为了更好观测野象谷区域内亚洲象种群繁衍及生存
状况，实施有效的保护，2005年6月，野象谷亚洲象观
测保护小组正式成立。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
这群可爱的人被亲切地称为“丛林卫士”。

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主要负责对在野象谷周边范围
内出现的野象进行追踪、观察和记录，为研究亚洲野象
提供科学的数据。同时，为保证野象数据统计和信息采
集工作的准确性，他们还必须长期穿梭于茫茫热带雨林
中去探索、去验证。

象道、脚印、皮尺、望远镜、观测日记……就是他
们的工作写照。他们需要把每一次观测到的野象情况，
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通过反复的对比、验证，给出
相应的结论。他们还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为每一次出现的
野象群进行编号，根据象群的特点为野象取名。

目前，经常在野象谷周边区域活动的野象约有100头，
分别来自12个不同的野象家族。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每
个成员不仅能叫出每一群野象的名字，还能根据野象活动
的踪迹准确及时预报出野象出没的大体时间、地点、种群、
行走路线等，因为他们清楚地了解每群野象的生活习性和
个性特点。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常年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料
和丰富经验，是亚洲象研究领域的珍贵记录。

野象谷有中国首个亚洲象主题博物馆，全面系统展
示和介绍了亚洲象的起
源、演化、生理、生态、行为
及其面临的生存危机，呼
吁大家共同关心、爱护和
保护亚洲象。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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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与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的护理员然然与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的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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