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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家族
曾走进居民院子
打开水龙头排队喝水

据官方此前消息，截至4日17时，15
头北迁象群向西南迁移6.6公里，持续在
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活动，人象平安。
当日，有昆明村民拍到象群进入院子自
己拧开水龙头喝水的视频。视频中显
示，一头大象发现水龙头，用象鼻拧开一
顿畅饮，随后同行大象也轮流来喝水。
大象走后留下开着的水龙头和“节约用
水”的标语。村民笑称：“怎么不关水就
走了，节约用水没看到吗？”

4日20时30分许，记者跟随参与围堵
大象的渣土车车队向夕阳彝族乡方向进
发。23时11分，对讲机内传出声音，“有
头大象返回，所有司机提高警惕，不要下
车。”

23时30分许，车队接到通知，“象群
在绿溪村村口庄稼地里。”记者注意到，
绿溪村为夕阳彝族乡下辖的行政村，距
离西南方向的夕阳乡镇子直线距离约5
公里，距离晋宁区主城区约35公里。在
此地停留近4小时，5日凌晨2时许，记者
所跟随车队接到通知可以撤回，“现场留
守两个车队。”

>南下家族
17头野象逗留西双版纳植物园

6月2日晚，一个拥有17头野生亚洲
象的象群已开始闯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东部的作物保护与育种基
地，并对基地内的设置造成损害。如果
象群进一步向植物园核心区移动，60年
来以蔡希陶教授为代表的几代植物园人
收集和保存的13000多种植物，尤其是
135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一旦被象群取
食和破坏，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6月5日，记者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相关负责人杨振处获悉，目前象群在
植物园东部片区，区域内主要是一些经
济作物的试验用地，同时也包含部分天
然植被。他表示，象群可能吃掉了部分
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但具体损失还要等
象群离开后再做统计。杨振介绍，为了
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植物园已经紧急搭
建了一个防护网，用以阻止大象进入植
物园核心区。

据媒体报道，这群野象来自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最
初于5月23日试探性进入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目前象群中有17
头个体，包括成年象11头，亚成体象4
头，还有2头2021年出生的幼象。

这群象在迁徙过程中路过西双版纳
植物园，由于幼象难以渡过罗梭江，象群
多次试图渡江失败。随着雨季降雨量的
增加，罗梭江流量上涨，象群回归常规迁
徙路线的难度不断增加，这群野象有可
能长时间滞留在植物园及其周边区域。

>进村家族
10头野象出没村庄吃芒果、火龙果

6月4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7名亚
洲象监测员赶到了曼窝村，通过地面监
测、无人机监测追踪象群的最新动态，及
时向周边居民发出了实时预警信息，防
止人象冲突的发生。

监测员告诉记者，这群野生亚洲象
共有10头，分别是3头幼象、7头成年象，
其中2头母象怀有身孕，它们大都生活在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时不时
游逛于周边的村庄，景讷乡的曼窝村就
靠近自然保护区。

通过红外热成像监测，3日21时，象
群走进芒果林，开始一路“逛吃”。4日清
晨，监测员在农田里发现了象脚印，据足
印推测，这群象于清晨横穿曼窝村的秧
田、火龙果地，随后进入后山竹林继续觅
食。直到4日中午11点，整个象群才稍
事停顿进入了梦乡。它们休憩的位置离
村舍直线距离只有1.2公里。

野象为何喜欢靠近我们生活的区域
专家：因为我们种的农作物更好吃

核心焦点

为何三群野象都走出了保护区？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
程师沈庆仲介绍，由于传统农耕的变
化，使得长期在西双版纳生活的亚洲
象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有的亚洲
象走到普洱又回到了西双版纳，还有
的野象走到了老挝又回来。

沈庆仲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就是我们农耕的变化，传统的农
耕文化现在已经转为了种植业。对
于大象来讲，农作物它都喜欢，人生
活的地方，靠近森林的地方都是亚洲
象喜欢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种的
很多经济作物，还有我们开拓出来的
空间生长的很多东西都是它喜欢吃
的，它吃好了又到林子里面休息了。

所以人象之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
讲，象不是守在原始森林中的，基本
上还会走出来，和人有一定的生活空
间的重叠、交叉。”

而云南西双版纳州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西双版纳
州的生态越来越好，保护区内更没有
人为干预的因素迫使野象出走。由
于保护有力，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
象种群增加到现在的300多头。种群
数量成倍增长，栖息地承载力受到影
响，同时，亚洲象食源分布和食源结
构也发生了变化。野生亚洲象喜欢
吃禾本科植物，野生粽叶芦、构树、马
唐草等，而现在它们似乎更爱吃香甜
的玉米、甘蔗等农作物。

三个追问

人象共处会不会成为新常态？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亚洲象
没有天敌，寿命又很长，数量控制不
好，人象共处的状态会不会成为一个
新常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表示：“亚洲象的增
长速度比较缓慢，因为它怀孕期比较
长，而且一胎只是一只。但从长远来
看，我们现在的环境到底能够承载多
少，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另
一个方面，如何加强对它的管控，它跟
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怎样进一步减缓
人象冲突，实现双保险。包括这两年，
大象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可能很多
地方都适合它生存。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往这个方向走，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研究。”

北上象群会影响当地高考吗？

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
举行，公开资料显示，晋宁区共设昆一
中晋宁学校和晋宁二中两个考点，而
北上亚洲象群仍在昆明市晋宁区活
动，这也成为当地考试安排中难以忽
视的问题。6月4日下午，昆明市高考
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个应急预案我们肯定是有的，
这边也会发布相关的通知。详细具体
的应急预案建议关注一下各州市的招
办网站，上面会有。”

这名工作人员称，预案会在这两
天发布，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这边
肯定会做出相应的方案，准备备用考
场也属于相应措施。

从拍到大象到预警需多长时间？

野生亚洲象走出保护区事件引发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野生亚
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以下简称“亚洲象
监测预警中心”）也进入公众视野。

“从拍到亚洲象到信息发布，一共
12秒的时间，就能完成一套预警。”亚
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主任谭栩吉介绍，
监测系统首次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
对亚洲象进行物种识别，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进行实时预警。目前，通过
AI智能识别拍摄到的亚洲象样本，识
别率不断提高，已经达到96%。

谭栩吉介绍，前端的红外线拍摄
到亚洲象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
相关的地理信息、亚洲象的分布情况
及时回传云平台服务中心，并进行数
据处理。然后将该信息直接发送到当
地已经安装好的智能广播，把信息推
送给村民。村民接到信息后，能及时
做好躲避措施，避免人象冲突。

据《成都商报》、新华社、央视新闻

6月3日，消防车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为野象提供饮水。 新华社发

6月4日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拍摄的野象（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北上、南下、进村……
三群大象离开保护区吃农作物

人类居住的地方

据云南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介绍，截至6月6日9时9分，
15头北迁亚洲象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西北部活动，人象平安。

据人民日报消息，5月24日凌晨，一个拥有17头野生亚洲象的象群进入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并逗留至今。而6月3日晚，监测预警系统发现
有野象群进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讷乡曼窝村。

至此，已经有三群野象离开了保护区，进入人类生活的区域。这是为什
么呢？

往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