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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上海不断发生
野生貉进入居民小区的情况，
尤其是今年 6 月以来，竟有
100多个小区出现野生貉，貌
似已在这里安家。

寻窝生育后代、大摇大摆
进出楼道、大模大样吃猫粮、
熟练地扒翻垃圾寻找“美
食”……一个小区就有二三十
只，甚至更多，进而接连发生
了貉伤害人和宠物的事件，这
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
题：如何采取措施应对，既不
伤害貉，又防止人受伤害，做
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呢？

了解习性是基础

貉，又称貉子、椿尾巴、
毛狗，为食肉目，是犬科动物
中的古老物种，被认为是类似
犬科祖先的物种。它是东南亚
特有动物，原产于俄罗斯和亚
洲的朝鲜、日本、中国、蒙古
等国。2021年，我国将其列
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貉一般栖息于阔叶林中的
开阔、近水源的地方或开阔草
甸、茂密的灌丛和芦苇地。它
们喜欢独栖或以家庭为单位结
成3～5只的小群活动，一般
是夜间活动，白天休息。洞穴
多数是露天的，并常利用其他
动物废弃的洞，自己建巢多是
在石隙或树洞里。夏季它们居
于阴凉的石穴中，在其他季
节，除产仔外，一般不利用洞
穴，而是躲在距洞穴不太远的
地方。它们性格比较温驯，叫
声低沉，而且能攀登树木，善
游水。除此，它还有一个在犬
科中独有的功能，即生活在北
方者，冬季躲在洞中睡眠不
出，但这种持续睡眠与真正的
冬眠不同，往往在融雪天气也
出来活动。

貉的食性较杂，通常是夜
间出来觅食，主要取食小动
物，啮齿类、小鸟、鸟卵、
鱼、蛙、蛇、虾、蟹、昆虫等都是它的美味佳
肴。当然，它们也吃植物性食物，其中包括浆
果、真菌、根茎、种子、谷物等。

每年的2～3月，是貉的繁殖交配期，怀
孕 52～79 天，多为 62～63 天。5～6 月间产
仔，每胎产5～12只，最多可达15只，但一般
是6～8只。幼仔于当年秋天即可独立生活，
天敌有狼、猞猁等。

防止被伤害，不主动接触尤为重要

从栖息环境而言，城市居民小区并不适应
貉的生活需要，但动物为了生活与繁衍，都有
寻找生活新地域和适应新环境的本能。像进入
上海城市居民小区的貉，经过十来年的适应，
在吃住这一基本问题上都找到了办法：饿了去
翻垃圾桶，从中获得人类送给的各种食物；居
住也寻找到了安身之地，地下室、下水管道、
空调外机等处都有其“洞穴”，楼房墙根的沉
降缝隙里还是它的“产房”……由此判断，野
生貉已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

然而，貉的基本习性并没有改变，比如
夜行、性格较温驯等，我们正可以从貉的这
些基本习性中，找到与貉和谐相处的方法。
貉既然是夜行动物，人在晚上出来活动时就
要多加注意了，这样不至于突然遇到貉而受
到惊吓，也可避免无意中打扰到貉。貉胆子
小，一般不会主动攻击对方，只有受到惊扰
或感到有威胁时，它才会出击。所以人们当
遇到貉时，应“视而不见”，既不要惊慌，也
不要看新鲜，更不要去打扰，如此就会避免
被貉伤害的事件发生。

总之，人不主动接触貉是防止被伤害的重
要一点。复旦大学相关专家提出的“四不”建
议，对大家很有帮助。即：一是不惧怕，二是
不投喂，三是不接触，四是不伤害。

至于宠物狗被咬伤，应该从狗身上找原
因，狗若不冲貉狂吠或攻击，貉也不会主动攻
击，因为貉总体上是怕狗的，动物园的貉与流
浪猫打架往往以失败告终，何况是狗呢！因
此，宠物狗尽量不要散养，遛狗是要拴好狗
链，避免狗接触貉。

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不小心一
旦被貉抓伤或咬伤，一定要立即用清水冲洗伤
口，并且要力争冲洗干净，以尽量防止感染。
而且一定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即使伤口再
小，也存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切不可有侥幸
心理。

科学认识投喂害处多，自觉做到不
投喂

在貉出没的小区，曾在多处拍摄到貉吃猫
粮的照片，猫粮是居民喂流浪猫的，结果成了
貉的食品。专家认为，小区出现大量貉与居民
投喂猫粮有关，而在管理者进行宣传禁止投喂
时，还遭到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被说成“没
有爱心”。

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做好科普，让人们从
近与远两个方面认识投喂的害处，自觉做到
不投喂。

近，就是这一二年，人们的投喂，给貉提
供了丰沛的食物，保障了其生存的基本所需，
带来的是貉的数量在小区猛增。对于这一点，
复旦大学研究员王放也认同，并指出：“小区
垃圾分类和投喂猫粮的管理要更严格。投喂流
浪猫要定时定点，喂完即收走；垃圾投放点要
管理规范，避免让貉吃到剩饭菜。”如果居民
不投喂猫粮，貉虽然也能在城市存活下来，但
种群数量增长速度会大大降低。

远，即长期而言，投喂食物有可能会伤
害貉，因为投喂的食物未必是貉真正所需
的。貉的主要食物是小动物，也吃植物性食
物，而投喂的食物则比较单一，难以达到营
养全面，如果长期下去，有可能影响它们的
健康，甚至生存。所以，从长远来说，也不
要投喂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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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烟山崎岖的地形决定了定居者的居
住模式。这里的居民——无论是切罗基
人还是欧洲移民及其后代——都被吸引
到山谷或者水湾，几个定居点都位于有
可耕地的低水湾和山谷中，很少有人会
定居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在大烟山地区
的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寻找可以
维持他们生计的土地。

16 世纪中期，切罗基人以木造小屋
为家，房子有门无窗，屋顶有烟囱。他
们种植玉蜀黍、豆类和南瓜，编筐、制
陶、狩猎，拥有石斧、石刀等石器，以
鹿、熊等猎物提供肉食和衣着。一座典
型的切罗基城镇拥有 30~60 间这类小屋，
还有一个议事厅，用于举行重要宗教仪
式活动。

18 世 纪 ， 切 罗 基 人 已 掌 握 了 耕 作 、
纺织、修建等方法，并模仿美国政府形
式组成自己的政府。最为引人注意的是
1821 年，切罗基人 Sequoyah 成功创制了切
罗基语的音节表，短期推行之后，整个
部落几乎无文盲。

18 世 纪 晚 期 ， 欧 洲 移 民 来 到 大 烟
山，初期与原住民切罗基人一样靠捕猎
野生动物为生，利用木材建造房屋和栅
栏。几十年过去，曾经的森林地区变成
了田野和牧场。人们耕种、做礼拜，把
粮食拖到磨坊，按照原来家乡的样子建
设教堂、谷仓和水车磨坊，并以典型的
乡村方式维持社区关系。

19 世纪 30 年代，从事农业商业的大
部分切罗基人被迫向中西部迁徙。这一
悲惨事件被称为“眼泪之旅”。现在居住
在国家公园周边的切诺基人，是当时少
数没被迁走那拨人的后裔。

20 世纪初，伐木业的兴起，几乎毁
灭了这个地区的原始森林。原先为改变
艰难生存状况而进行的森林砍伐，渐渐
演变成了掠夺性的皆伐。小河铁路的修
建，就是为了将木材运出山区。

读到一份展示大烟山原始森林地图的
图解：“在国家公园建成前，多达 80%的

森林被砍伐。现在公园里看到的森林大
部分都是二次生长成的。”“美洲大陆只
有 不 到 5% 的 森 林 逃 过 了 伐 木 者 的 ‘ 魔
爪’。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大烟山森
林的生态改变对全球森林系统都有着极
大的影响。”

山谷开阔地带，可见田野沟渠牧场，
穿过树林，会看到古旧的磨坊、长满青
苔的石墙，黄色水仙花盛开在久未开启
的屋门旁……不论切罗基人还是欧洲移
民，他们曾经生活的许许多多痕迹遗留
在了山里。国家公园建立后，散落在切
罗基、凯德斯等地的 90 多座历史建筑被
完整保存下来，这里也是美国东部最大
的历史原木建筑集合。

大烟山国家公园从批准成立到正式启
用花了 8 年时间。虽然国会早就批准了这
个公园，但联邦政府一直没能拥有公共
土地来建设和管理公园。当时国家公园
管理局的资金集中在西部的自然和历史
人文景观的保护，对于东部的国家公园
则有心无力。1925 年，商业领袖大卫·查
普曼在 Knoxville 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目标
是将该地区变成国家公园。田纳西州和
北 卡 罗 来 纳 州 的 商 人 和 一 些 团 体 、 学
校，从私人手中购买土地捐赠给联邦政
府；两个州的州政府自掏腰包，修建了
大烟山内的主要公路，后来当他们将公
路所有权移交给联邦政府时，要求“永
远不收买路钱”，联邦政府只得照办。

时至今日，这里已是美国最受欢迎的
国家公园。古老壮美的山脉、野生动植物
物种的多样性，以及遗存至今的南阿巴拉
契亚山地丰富的历史文化，每年吸引上千
万游客纷至沓来，但从开放至今，大烟山
国家公园始终对游人免费。 （下）

不像美国西部的国家公园原先多属荒野，大烟山曾经分布着许多村落，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这
里是北美原住民切罗基人的家园。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欧洲移民及其后代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20
世纪初，伐木业成为山区主要产业时，大面积皆伐作业破坏了这个地区的自然进程——

大 烟 山 的 居 民
□□ 刘晓军

图1为大烟山暮秋时节的林间小路。
图2图3为大烟山居民曾经的居所。

（图片来自国家公园官网）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高山上，云雾缭
绕，千亩茶园生机盎然，满眼都是绿色。
7月10日，笔者来到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保家镇茶厂，浓郁的茶香扑
面而来。冲泡一杯茶，原本微黄的叶片舒
展开来，透出淡淡的白色，汤色碧绿明
亮，滋味清淡回甘。

白茶，是中国茶类中的特殊珍品，因
成品多为芽头，满批白毫，如银似雪而得
名。近年来，彭水县根据其悠久的种茶历
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瞄准白
茶发展前景，培育打造主导产业，于2017
年7月引进浙江安吉白茶茶商，成立了龙
头企业打造白茶产业。

目前，彭水县保家镇已栽植白茶 1
号、黄金叶、黄金芽等高端优质白茶
5079亩，建设白茶加工厂3个，配套产业
路3条、喷灌设施1200亩，成功打造特色
品牌“苗望养心茶”。2020 年，仅保家镇
清平社区初采茶叶近 3650 斤，产值 360

万。预计 2022 年后将进入丰产期，每亩
将产成品茶25斤，每亩产值25000元，总
产值1亿元。

发展好彭水养心茶产业对于彭水农
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采茶期间，每天可提供农户就业
岗位 6000 余人，日常养护期间每个月不
低于 80 人就业，可实现农户户均增收每
年 1.6 万元以上。同时鼓励和帮助有能力
的农户发展白茶栽植，充分调动茶农积
极性，真正变“输血”为“造血”，打造
共同致富的新平台，使农户“失地不失
业”。

好山好水才能产好茶。茶厂负责人徐
志强说，这里产出的白茶不仅品质高，还
能提早十天上市，抢先赢得市场先机。未
来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让更多百姓参与其中，做大做强
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文/毛艺璇 图/符超

守望生灵

对于大烟山的吉祥物——美国黑熊，公园管理者积极监测其活动规律，创新研究技
术，让它们安然待在栖息地范围，远离人类活动频繁地区。有许多细节管理，譬如公园里
刷着绿漆的金属垃圾箱很特别，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都装配有严丝合缝的箱盖。这是为
了防止黑熊翻腾垃圾找吃的。

黑熊是杂食动物，以山里的浆果和坚果等植物为生，有时会捕捉鱼和其他小动物。熊擅长
上树，有色觉和敏锐的嗅觉，喜欢人类食物的诱人气味。公园内明示不许游客投喂黑熊，包括
其他野生动物，野餐或露营之后必须将剩余食物和垃圾全部收走，扔到带盖儿的垃圾箱中。

有研究表明，通过获取人类食物和垃圾消除了对人类恐惧的熊，不会像以天然食物为
食、害怕人类的熊，活得那么长。

大烟山里现有1500多只黑熊记录在册，虽然攻略里说遇见黑熊的概率不小，但想要
亲眼看到这个家伙，也是需要运气的。

大烟山的吉祥物——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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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
保护司司长崔书红介绍，我国大熊猫野
外种群数量达到 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
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这一消息引发社
会 广 泛 关 注 ， 同 时 也 有 另 一 种 声 音 响
起：大熊猫为什么“降级”？我国大熊猫
保护现状如何？保护级别也会降吗？

7 月 9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大熊猫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级别中没有
降低，保护力度不会减弱，熊猫仍是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仍是中国乃至全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种和伞护种。

作为我国特有物种，大熊猫被誉为
“国宝”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旗舰物
种，具有极高的生态、科研、文化及美
学价值，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 《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 I
物种。

2016 年 9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IUCN） 在第六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宣
布 大 熊 猫 的 濒 危 等 级 从 “ 濒 危 ” 降 为

“易危”。
“大熊猫被‘降级’也从侧面反映了

我国政府对大熊猫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和取
得的积极成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
熊猫保护成绩的认可。”该负责人表示，
尽管大熊猫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栖
息地破碎化导致种群隔离依然是大熊猫保
护面临的重大挑战，栖息地保护与恢复、

大熊猫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大熊猫疾病
防控水平和能力、大熊猫保护管理能力都
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大熊猫保护之路
依然任重道远，今后还将按照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和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 附录 I 物种的保护要求，继续强
化大熊猫保护工作。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野生
动物保护特别是大熊猫保护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措施，我国大熊猫保护与研究工
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是濒危
物种保护的典范。

在就地保护方面，我国颁布了 《野生
动 物 保 护 法》 和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条
例》 等多项法律法规，实施了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保护和
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不断
完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体系，保护大熊
猫及其栖息地，大熊猫栖息地条件明显
改善，野外种群逐步恢复，栖息地面积
逐步扩大。

在迁地保护方面，经过 30 余年的努
力，我国在圈养大熊猫人工繁育方面取
得了巨大成就，攻克了大熊猫繁育“三
难”，实现了稳定增长。

在公众教育方面，我国现在与国际上
18个国家22个单位开展了大熊猫国际合作
研究项目，在国内 24 个省开展了大熊猫国
内借展活动，满足了国内外民众观赏中国

“国宝”的愿望，提高了公众保护意识、促
进了人文交流，提升了濒危物种保护能力，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
摸清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状况，自上个
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国共开展了 4 次全
国大熊猫专项资源调查，为有效保护大
熊猫提供了科学依据。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已建立大熊猫
自然保护区 67 处，有效保护了 53.8%的大
熊猫栖息地和 66.8%的野生大熊猫种群，
野 生 大 熊 猫 达 到 1864 只 。 截 至 2020 年
底，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达到 633 只；累
计已放归自然大熊猫 11 只，成活 9 只。

为进一步加强大熊猫保护，大熊猫国
家公园的建设将进一步增强大熊猫栖息
地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大熊猫被“降级”的科学依据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IUCN物种红

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
根据该标准，物种分类为9个级别，根据数目下降速度、物种总数、地理分布、群

族分散程度等准则分类。现有分类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
危、数据缺乏和未评估。

其中，濒危指当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标准，但是其野生种群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绝
灭的几率很高，

简单从数量标准来看，推断种群的成熟个体数少于250并符合以下任何一条标准，
如预计5年或者二个世代内，成熟个体数将持续减少20%，可划归为濒危动物；推断种
群的成熟个体数少于1000，并符合以下任何一条标准，如预计今后10年或者3个世代
内，成熟个体数将持续至少减少10%，可划归为易危动物。

但这只是根据数据做出的理论判断，但确定如何判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从目前来
看，大熊猫所受的生存威胁仍然不可忽视，继续强调大熊猫的濒危性并不为过。

野生动物濒危等级标准

从“濒危”降为“易危”

国家林草局：大熊猫保护级别不会降低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