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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野生动物和它们的保护卫士
22002244年年春春节节联联欢欢晚晚会会上上，，

熊熊猫猫界界顶顶流流花花花花玩玩偶偶的的亮亮相相，，
萌萌化化了了许许多多观观众众的的心心。。近近年年
来来，，从从野野象象迁迁徙徙到到红红山山动动物物园园
走走红红，，从从熊熊猫猫爱爱宝宝到到白白脸脸僧僧面面
猴猴杜杜杜杜，，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珍珍稀稀动动物物走走
进进人人们们的的视视野野，，公公众众也也愈愈发发关关
心心 野野 生生 动动 物物 的的 生生 存存 和和 保保 护护
情情况况。。

我我国国有有着着许许多多珍珍稀稀濒濒危危动动
物物，，每每一一种种濒濒危危动动物物背背后后，，还还有有
一一群群多多年年来来投投身身动动物物保保护护事事业业
的的科科学学家家。。近近日日，，由由江江苏苏凤凤凰凰
科科学学技技术术出出版版社社推推出出的的““青青鸟鸟
新新知知””文文库库第第一一辑辑———《《寻寻踪踪国国
宝宝》》《《归归来来的的虎虎啸啸》》《《风风中中的的丹丹顶顶
鹤鹤》》《《探探秘秘喀喀斯斯特特精精灵灵》》《《守守望望雪雪
山山精精灵灵》》，，就就是是从从事事珍珍稀稀濒濒危危旗旗
舰舰物物种种保保护护事事业业的的科科学学家家所所写写
下下的的动动物物保保护护笔笔记记。。五五本本书书的的
作作者者分分别别是是：：““中中国国大大熊熊猫猫保保护护
事事业业第第一一人人””胡胡锦锦矗矗及及女女儿儿胡胡
晓晓，，东东北北虎虎保保护护事事业业三三代代核核心心
科科学学家家马马逸逸清清、、孙孙海海义义、、刘刘丹丹，，
江江苏苏盐盐城城黄黄海海湿湿地地丹丹顶顶鹤鹤生生态态
保保护护卫卫士士吕吕士士成成，，白白头头叶叶猴猴的的
亲亲密密伙伙伴伴黄黄乘乘明明，，““中中国国滇滇金金丝丝
猴猴保保护护第第一一人人””龙龙勇勇诚诚。。

这这些些珍珍稀稀野野生生动动物物有有着着怎怎
样样的的生生活活习习性性？？它它们们目目前前的的种种
群群状状况况和和生生存存境境况况如如何何？？为为了了
保保护护这这些些野野生生动动物物，，科科研研人人员员
付付出出了了怎怎样样的的努努力力？？我我们们又又可可
以以为为保保护护珍珍稀稀野野生生动动物物做做些些什什
么么？？让让我我们们跟跟随随科科学学家家的的脚脚
步步，，一一探探究究竟竟。。

“青鸟新知”文库第一
辑部分丛书

我国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
护事业大多起步于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当时，尽管有些珍
稀动物已经进入国家保护动物
名单并建立了保护区，但受自
然环境和科研技术的限制，科
研人员对这些动物的情况知之
甚少。要真正保护这些珍稀物
种，首要任务就是摸清具体地
理分布、数量分布及其生活习
性等情况。一批科学家就此走
上寻踪之路。

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
命组建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
查队，带队去卧龙找大熊猫。
这一路上充满了艰辛：1974年
盛夏的一天，在汶川县草坡，胡

锦矗的调查队迷路了，在阴暗
闷热的原始森林中东碰西撞，
渴得心慌。危急时，胡锦矗发
现地上的泥炭藓，居然能挤出
一些水来。大家边走边找泥炭
藓，收集到两饭盒泥水，煮了一
顿充满土腥味和泥沙的米饭。
整整5天，他们靠在泥炭藓里挤
水煮饭，走出绝境。

恶劣的科考环境尚可以适
应，困扰他们的还是找不到大
熊猫的踪迹。双脚踩在山林间
的泥土上，所见最多的是它们
的粪便。胡锦矗尝试通过记录
粪便位置、测量粪便中竹竿的
咬节长度，还原大熊猫的生存
状态。

不同年龄的大熊猫，嘴的
大小和牙的距离不同，咬节长
短就不同，咀嚼的磨损程度也
不同。3岁以下的大熊猫的牙
齿锐利，咬节长度为20~30毫
米且咬节完全破碎；3岁以上的
大熊猫的咬节长度稳定，为35~
37毫米，咬节的咀嚼程度由强
逐渐变弱，由破碎到不完全破
碎；进入老年后，大熊猫的臼齿
有一半已磨平，其咬节长度多
在40毫米以上且无破损，只是
压磨呈扁形。

用“咬节长度”标记熊猫的
年龄，再结合其他观察，记录标
注每一只大熊猫的生态习性，
胡锦矗的这套方法后来被总结

为野生大熊猫调查的“胡氏方
法”。四年时间，川、陕、甘的
2459只大熊猫，特别是四川省
的1915只大熊猫，就被胡锦矗
和队员们用这样的方法“找”
到了。

为深入研究大熊猫生物学
方面的情况，1978年，胡锦矗牵
头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世界
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
站，取名“五一棚”。通过长期
的野外调查分析，他们探索出
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规律、食物
特性、种群动态及繁殖习性。
以“五一棚”为起点，中国的大
熊猫保护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1974年盛夏的一天，去卧龙寻找大熊猫

绝大多数现生灵长类动物
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而在我
国滇藏交界处的雪山峻岭之巅
的高寒森林中，还生活着一种
珍稀灵长类动物，这就是我国
特有的世界级珍奇——— 滇金丝
猴。198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
龙勇诚开始了一段寻找滇金丝
猴的“长征路”。

那是真正能用风餐露宿来
形容的跋涉之路。他背着铺盖
和食物，靠着双脚，一走就是一
天。早上吃了一顿，天黑才能
回到营地做下一顿饭。与滇金

丝猴的相遇常常靠的是运气。
运气好时，一两天就能找到猴
子；运气不好时，一两个月都见
不着猴子的身影。长年在山上
穿梭的龙勇诚练就了靠猴粪来
追踪滇金丝猴的本领，不用望
远镜，一双火眼金睛也能辨别
出公猴和母猴，以及它们在猴
群里的地位。

历时十年，龙勇诚把滇金
丝猴所有的20个现生群体的具
体地理位置及其大致数量都摸
清了，对分布和数量能了解到
这个程度的物种在中国乃至世
界范围内都是很少的。在此基

础上，龙勇诚又投身滇金丝猴
生态行为学的研究。

长期追踪考察中，龙勇诚
和队员们对滇金丝猴的饮食习
惯、活动习性、家庭结构等方面
的信息有了深入了解：滇金丝
猴主要生活在冷杉丛林中，但
它们的食物并不是冷杉的针
叶，而是寄生在冷杉树冠上的
地衣类菌物——— 松萝；滇金丝
猴也有午睡习惯，睡觉时，往往
是七八个相互抱成一堆，垂头
而睡；滇金丝猴社会基本单元
结构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是
一夫多妻制度，基于此，雄性个

体间存在强烈的生殖竞争……
有些人认为，动物保护不

需要研究，只需制定和实施保
护活动计划就可以，但龙勇诚
认为，所有的保护行动必须要
有科学依据，只有弄清滇金丝
猴的保护需求，人类的保护行
动才能更具针对性，“我们要实
施滇金丝猴的保护行动，就必
须保证我们的行动是有利于滇
金丝猴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
求的。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
都会有盲动的嫌疑，造成本来
就十分稀缺的保护资源的流失
与浪费。”

跋山涉水，为保护行动奠定科学依据

经年累月的科考和驯化，
科研人员发现动物也有着丰富
的情感模式，有的动物还会对
科研人员产生依赖和感情。

也许你很难想象，人与丹
顶鹤可以进行声音信号的交
流，而吕士成便破解了丹顶鹤
的“语言密码”。长期共同生活
让吕士成逐渐了解了丹顶鹤不
同行为和不同鸣叫声所代表的
含义：进攻、欢迎或是信任，冷
暖、饥饱或是喜怒，经过深入训
练和反复交流，丹顶鹤也能理
解吕士成对它们做出的动作和
发出的声音的含义。

用固定的声音信号即模拟
亲鹤的鸣叫声对丹顶鹤进行驯
化，驯化好的丹顶鹤会对驯养

员产生依恋，并能够通过鸣叫
或外貌辨认出驯养员。部分丹
顶鹤还能分辨出人类的性别，
并表现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的有趣现象。但丹顶鹤如果成
为配偶，就会非常忠贞不渝，这
也与它们的记忆能力和辨认能
力有关。

让吕士成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天他正在驯养基地休息，
突然听到有丹顶鹤正在用独
属于他和丹顶鹤之间交流的

“语言”鸣叫。吕士成走出屋
子，发现是一只飞走的雄性丹
顶鹤带着“女朋友”回来看望
他了。吕士成说他当时特别
开心，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成家一样。

人类与动物同为大自然中
的一员，研究和理解动物的行
为，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提供了一条途径。与人
类极为相像的灵长类动物，就
对人们认识和了解自身的进化
历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白头叶猴是第一种由中国
人命名的灵长类动物，只分布
于中国广西部分地区的喀斯特
石山群中。白头叶猴的猴群为
一夫多妻制，在猴王的任期内，
猴群中的下一代都是猴王的子
女。为了保护妻儿的安全和生
活，猴王过着“苦行僧”一样的
生活。猴王要保卫自己的领
地，还要担当警戒者的职责，家
人能够慢慢进食，猴王只能狼

吞虎咽，以便有更多时间站岗
放哨，猴群休息的时候，猴王也
不能松懈。

有趣的是，白头叶猴的家
族是一个典型的母系社会，白
头叶猴的母猴可以世世代代留
在家中，与女儿、孙女或是曾孙
女结为猴群的核心。在猴群
中，说话算数的是老资格的奶
奶们，而不是临时参加繁殖的
猴王。

白头叶猴的家庭结构、社
会制度和社会分工与早期的人
类社会十分相似，这也成为人
们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社会制
度和社会分工演变与发展的范
例之一。

万物有灵，动物也有不同的情感模式和社会结构

任重而道远，野生动物保护仍需多方努力

近年来，随着自然保护区
生态的恢复、人们动物保护意
识的加强，加上几代科学家的
努力，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种
群数量有了增加。但目前的数
量，还是不能满足让一些种群
在地球上自行生存、延续与发
展的基本需要。摆在人类面前
的任务依然是艰巨而长期的。

多年的科考工作中，科研
人员逐渐意识到，保护事业应
该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事业，
保护生物学的若干问题也不应
该只是由埋头科研的人来讨
论，应该让全社会的人都来

参与。
2008年，在云南响古箐滇

金丝猴群保护区，龙勇诚牵头
实施了多条保护意见，其中一
条就是通过食物招引的方法让
响古箐滇金丝猴群的部分个体
适应人工投食，供游客欣赏。
这个展示猴群让“雪山精灵”的
关注人数暴涨了近万倍，支持
保护滇金丝猴的声音越来越
大，滇金丝猴全境保护事业才
发展得更为壮大。这些年，吕
士成也一直在为丹顶鹤的保护
奔走呐喊。他为盐城地区沿海
滩涂的建设与保护建言献策，

还活跃在大中小院校开设讲
座，相继推出了几本科普类书
籍。“青鸟新知”文库第一辑的
推出，也是这一批科学家科普
工作的成果之一。

与此同时，栖息地的保护
与生态走廊带建设问题亦不能
忽视，因为这是真正实现野生
动物种群生存的保障，但这需
要我们付出数十年乃至百年以
上的长期努力。孙海义就提
出，要“恢复森林，恢复猎物种
群，保护东北虎的生态廊道，采
矿、林区发展多种经营等对环
境有影响的人类行为都要注

意。”
保护一个物种，保护一片

生态环境，就是在维持大自然
整体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正
如“中国滇金丝猴保护第一人”
龙勇诚在书中所写的，“我们保
护滇金丝猴的最终目标也并非
仅仅保护这个物种本身，而是
通过这一保护途径，使那些和
滇金丝猴一起生活在这些保存
尚佳的原始森林中的所有生物
及整个云岭山脉的重要生态系
统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据《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