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名场面来了！5月7日，在
“生命禁区”可可西里，成群结队的藏羚羊
踏上千里征程，穿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
去“大产房”卓乃湖、太阳湖集中“生娃”。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
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 5 至 8
月，来自青藏高原不同地区的母藏羚羊
会集结成群，前往千里之外的产仔地集
中产仔，而后再带领小羊原路返回，完
成生命的迁徙之旅。

藏羚羊为何会世代迁徙？它们如
何选择迁徙路线？又是如何“导航”目
的地的呢？

“藏羚羊的迁徙规律，一直是国际
野生动物研究领域的空白。”陕西省动
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5月9日接受科
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3 年起，他
携团队通过为青海可可西里及西藏羌
塘藏羚羊佩戴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遗传
多样性、空天地一体化研究，记录藏羚
羊的迁徙路线和迁徙时间，以期揭开藏
羚羊迁徙谜团，目前仍在研究过程中。

“截至目前，业内所有关于藏羚羊迁徙
的动因大多是猜想和假设，并无定论。”
吴晓民说。

青海大学副教授陈家瑞及研究团
队从事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高原动
物适应及进化相关研究，她告诉记者，
学界关于藏羚羊产羔迁徙成因主要有
躲避固态降水学说、营养学说、寄生虫
学说，以及古气候环境驱动学说。“目
前，我们研究团队提出的是古气候环境
驱动学说，即迁徙行为是藏羚羊在适应
青藏高原长期地质历史气候事件的过
程中形成的群体记忆。”

藏羚羊如何确定迁徙路线，同样是
众多科研团队研究的课题。陈家瑞介
绍，藏羚羊的迁徙路线数百年来相对固
定，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人为活动的
影响也存在一定改变，甚至有少量藏羚
羊群体不再迁徙。

从杀戮到重生，从濒危到易危，保护
藏羚羊成为人类共识。吴晓民说，藏羚
羊数量从历史繁盛期的上百万只一度降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六七万只。经过
几十年不遗余力的种群保护和栖息地恢
复，青藏高原藏羚羊数量已恢复到如今
的30余万只。“青藏高原藏羚羊迁徙通道
已拆除部分可能影响藏羚羊安全通过的
网围栏。西藏则实施了藏羚羊栖息地的
移民搬迁，还有青藏铁路的‘以桥代路’
为藏羚羊让出生命通道等措施，旨在扫
清一切有碍藏羚羊迁徙的因素，使母羊
携小羊顺利归来。”

经过多年研究，吴晓民及团队在藏
羚羊准确迁徙时间及路径、迁徙距离及
日迁徙距离、到达及离开产仔地时间，
以及藏羚羊在产仔地的活动范围、栖息
地和产仔地的生态环境现状等方面，已
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

不过，“高原精灵”未解之谜依然很
多。专家们认为，藏羚羊迁徙是特殊科
学问题，它不像鸟类迁徙、昆虫迁徙或
者非洲草原动物迁徙，其物种本身及生
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科研人员对其研
究存在很大困难。

““高原精灵高原精灵””千里产仔为哪般千里产仔为哪般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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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下午3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上海江南造船厂码
头。 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
后续试验工作。 新华社发 丁子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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