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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沙河水库区域河流湿
地，迁徙路过此处的七八只白琵鹭，正在翩翩飞舞，尽情享受
着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它们频繁降落、起飞、盘旋，或在湿
地上“梳妆”休息。

白琵鹭是大型涉禽，全身羽毛白色，颈、腿均长，腿下部
裸露呈黑色，因其嘴巴前端为黄色，且又长又扁，似汤匙状，

就像是乐器琵琶，所以又名琵琶嘴鹭，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

白琵鹭栖息于沼泽地、河滩、苇塘等处，涉水啄食小型动
物，有时也食水生植物。春夏季在新疆、黑龙江、西藏等北部
高寒地区繁殖，冬季在长江下游、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
越冬。

“隆昌市川东生态动物园刚出生一匹普
氏野马‘宝宝’，超级可爱。”这是5月6日
四川省隆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传来的好消
息。2015年，珍稀普氏野马于川东生态动物
园首次诞下野马宝宝，此次再成功繁育幼
崽。据了解，目前，这只野马宝宝各项身体
指标都很稳定、健康。

普氏野马是世界上原有300多种野马中
唯一幸存下来的品种，原产于中国新疆准噶
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100
多年前，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几近灭绝。目
前，全世界仅存 2000 多匹，主要由人工饲
养和放养，我国现有700多匹，种群数量比
大熊猫还少，已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为何叫普氏野马？正式命名距今
140多年

普氏野马的体长一般在 210 厘米左右，
肩高和尾长分别约为110和90厘米，体重达
350千克上下。它的外形与家马相似，只是
额部无长毛，颈鬃较短且直立。它的故乡在
中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塔山及
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马鬃山一带，缓坡上的
草原、开阔的戈壁，以及水源略好的沙漠，
都是它最喜欢的栖息地，芨芨草、梭梭、芦
苇、红柳等是其主要食物。在冬天里，当皑
皑白雪覆盖大地时，它们就用蹄子刨开积
雪，吃食露出来的枯草。

结群生活是普氏野马的习性，通常5—
20 匹结成一群，由一匹强壮的雄马为首
领，带领大家一起游荡觅食。通常来讲，早
晨和傍晚，它们是沿着固定的路线到水源处
饮水，且警惕性很高，一有风吹草动，便立

刻进入应激状态。
普氏野马在历史的长河中已跋涉了数

千万年，然而，它的这个学名只有 140 多
年的历史。那么，它为何被命名为普氏野
马呢？这要从 1879 年说起，俄国探险家普
尔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在新疆的准噶
尔意外地发现了它们，由于当时普遍认为
野马已经灭绝，所以这一发现引起不小震
动。1881 年，这种野马因为是普尔热瓦尔
斯基首次发现，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正式命
名，并进行了发布。

据野生动物资源专家研究，野马大家族
的兴与衰，基本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在距
今6000至4000万年间的这一时期，野马家
族最为兴旺，在中国的广大区域都有分布，
从出土的野马化石分析，东北及松花江沿岸
的分布更为广泛。而在距今1.1万年至4000
年间，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野马逐渐变为
了珍稀濒危动物。到了20 世纪初，野马在
自然生态环境变差和人类的疯狂捕杀下，已
有大量品种灭绝，从300多个品种仅剩下普
氏野马一个品种幸存。

生存状况怎样？曾经不见踪迹濒
临灭绝

作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野马品种，普氏
野马已走到了灭绝的边缘。20 世纪 60 年
代，蒙古国就已宣布普氏野马野生灭绝，在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兰、乌克兰、立
陶宛等国也已不见其踪迹。

那么，普氏野马在故乡中国的生存状况
又是如何？据资料记载，1969年，在新疆准
噶尔盆地，有人发现了8匹普氏野马组成的
群体活动；1971年当地猎人看到过单匹野马
活动。1974 年、1981 年和 1982 年，由中国
科学院、新疆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考察队，先
后三次对普氏野马种群数量进行调查，研究
人员深入到普氏野马原产地准噶尔荒漠、乌
伦古河、卡拉麦里山、北塔山等地域，除了
采用传统的调查方法之外，还运用了航空调
查，但却始终未能寻找到普氏野马活动的
踪迹。

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自然界还有残

存的野马，其数量也少到不能形成种群，因
而不足以保证一个物种的生存，所以野生的
普氏野马，很可能在自然界里消失了。

据资料显示，截止到 1985 年，全球的
普氏野马仅700余匹，分布在112个国家和
地区。然而，它们均处于圈养和栏养的环境
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列入野外灭绝，中国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野马还乡”效果如何？现已繁
殖6代共700多匹

为保护普氏野马，1985 年，我国启动
“野马还乡”工作，在准葛尔盆地南缘的吉
木萨尔县建立了亚洲最大的新疆野马繁殖研
究中心，占地面积 9000 亩。同时，还先后
从欧美国家引进了24 匹人工圈养的普氏野
马，并按照从适应性饲养保护到栏养繁育扩
群、从半散放到自然散放、最终放归大自然
的技术方案，全力开展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
实验攻关。如今，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努
力，喜添普氏野马宝宝的信息连连不断。据
统计，现在已经诞生到第6代，累计数量达
760余匹。目前，新疆已成为我国普氏野马
种群数量最多的省区，并已发展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普氏野马基地。

对普氏野马实施野外放归始于2001年8
月，是在新疆准葛尔盆地荒漠草原的卡拉麦
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进行的。截至目前，已
进行了16次放归活动，共有110匹普氏野马
回归野外。新疆普氏野马现在存活种群数量
达 440 匹，其中野放的数量最多为 240 匹，
半散放的次之是 108 匹，圈养的最少为
92匹。

同时，“野马还乡”以来，也有不少普
氏野马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落户。据统
计，截至2021年11月，我国普氏野马种群
数量已突破700匹。

从曾经濒临灭绝到如今的不断繁衍，普
氏野马在野生动物史上演绎了传奇一幕，现
分布于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分布的种
群数量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

普 氏 野 马 ： 世 界 唯 一 幸 存 的 野 马 品 种
□□ 许焕岗

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已跋涉了数千万年，曾经一度“灭绝”，目前我国现有700多匹，
主要由人工饲养，数量比大熊猫还少——

每年春秋两季，都有 10 余万只大雁和
各种珍稀、濒危的候鸟飞抵吉林珲春的敬信
湿地补给中转，随着这里生态环境的极大改
善，候鸟的数量和种类都在逐年增加。

“一到迁徙季，护鸟队都会时刻准备迎
接候鸟到来，开展巡护，救护候鸟。”在国
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前夕，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告诉科普时报记者，敬
信湿地还毗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2013年开
始，“保护地友好”团队经过实地考察，与
当地农户达成共识，通过推动生态友好发
展，缓解人鸟、人虎矛盾。

湿地护候鸟，上山救老虎

敬信湿地以前的样子，解焱还记得。因
担心候鸟取食水稻，当地农户会用爆竹、鸟
网甚至毒药驱赶、捕杀候鸟。因利益诱惑，
村民还会在东北虎栖息的山林中放置猎套和
鸟夹，猎捕狍子和野猪等东北虎越冬食物。

“湿地水稻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
用导致水体和土壤被污染，对湿地和东北虎
栖息山林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解焱说。

大雁米的生产基地就在这儿。经过一番
协商，当地农户愿意回归传统耕作方式，放
弃农药化肥的使用，大雁米收获时遗留稻穗

作为候鸟迁徙的食物补给。解焱和团队还支
持农户组成护鸟队，定期进行巡护、清套、
救助、宣传等工作。

清套工作很重要。漫山的猎套不仅捕走
了东北虎赖以为食的狍子、野猪等有蹄动
物，也会对东北虎、东北豹造成直接伤害。
2005-2015年间，解焱都会组织志愿者的清
套工作，联合当地十几家执法单位一起进行
保护。目前清套工作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国
家公园和当地社区自觉自愿的长期行动。

一边清套一边执法，人与虎的冲突仍然
持续增长。解焱意识到，“其实我们不是在
跟老虎打交道，而且在和人打交道。”

“保护地友好”体系，经济生态
双赢

跟人打交道要难得多。刚转变大雁米生
产方式的前三年，珲春的农户担心收益问
题，解焱团队就收购全部大雁米。经过较长
时间探索，解焱和团队逐步带领农户拓展了
多种销售渠道，大大提高了农户收入。

保护老虎也很重要。“如果老虎没了，
野猪、鹿等食草动物因缺少天敌而大量繁
殖，过度消耗森林里的植物，会引发一系列
连锁反应。”解焱分析称，我国南方很多山
区现在野猪泛滥，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
失，重要原因就是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华南
虎、金钱豹或狼等大型食肉动物消失了。

“自然保护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于

周围人群的生存发展需求与当地生态保护之
间的矛盾，想要突破这一瓶颈，就要做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 2013年，解焱创
立“保护地友好”体系，在自然保护地及周
边采取对保护管理有利的发展方式。

这个体系希望能够形成两个闭环，一是
环境保护本身，另外就是通过城市人群的购
买行为，形成经济上的闭环。如今，“保护
地友好”体系已经在云南、四川、贵州、海
南、山东等 15 个地区推广，解焱和团队也
丰富了大象茶、东北椴树蜜、淮山药、熊猫
森林蜜等多种“保护地友好”产品。

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是边缘化
领域

“只剩 50 多只了。”谈起目前我国野生
东北虎的数量，解焱有些唏嘘。

2005 年开始，解焱一直奔走在保护东
北虎的路上。“它们的数量是我们生态系统
健康与否的标志。”解焱说，生物之间是相
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我们不仅要维持适应
于当地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的平衡，还
要重视生物之间所形成的食物链是否完整
且稳定。

当前，生物栖息地因人类过度开垦导
致面积大幅缩减，经济类动植物特别是龟
类等可用于制药的动物遭到大量捕杀，以
及鱼类的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的数量下
降非常严重。解焱还提醒道，外来入侵物

种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
“在岛屿型区域，例如新西兰、夏威夷等，
由于人类活动引入的外来物种在当地泛
滥，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作用是毁灭
性的。”解焱补充说，全球气候变暖，促使
有些生物向较寒冷的地方迁移，但由于栖
息环境被农田和城市占据，无法完成迁
移，因此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当地灭绝的生
物不在少数。

近年来，我国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
和濒危物种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尤
其是建立国家公园，除了进一步扩大自然
保护地的覆盖率外，还将过去破碎化的自
然保护地进行整合，对保护我国生物多样
性重点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解焱介绍，
我国创新性地推进生态重点区域的保护，
2011 年至今，国家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划拨专门经费促进面积超过国土
（陆域） 一半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发

展；划定生态红线，生态红线陆地覆盖率
已达25%，沿海地区覆盖率达35%。在濒危
物种保护方面，2016 年我国颁布了经过重
大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于去年更
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2020
年以来，对盗猎、非法食用野生动物行为
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严格执法，大量濒危野
生动物种群正在恢复。

解焱也提出了一些担忧：“保护与发
展之间还缺乏长效机制。比如，新建的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虽然面积足够大，但里面
还住着 2 万多当地居民，他们的生产生活
如何解决，还有待探索一条和谐发展之
路。”

如今，解焱正致力于促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主流化。在她心里，生物多样性保
护绝不是一个边缘化的弱势领域。

“到我去世的时候，希望老虎的数量能
增长到300头。”这是解焱一直的愿望。

保 护 地 友 好 ： 把 自 然 还 给 自 然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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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2022北京
春季新优花卉品种展示
推介会拉开帷幕，1000
余个国内外新优花卉集
中亮相，活动将持续至5
月22日。

当天，科普时报记
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获悉，本次推介会上筛
选出性状更优良、抗性
更强、开花能力更好的5
个国外新品种，以及 11
个北京自主知识产权新
品种，进行国内首次发
布。特别是首发的两个
北京自育的矮牵牛和孔
雀草品种，特性优势明
显，已经接近或超越国
外品种，有望成为市场
新秀。

作为矮牵牛和孔雀
草的研发专家，北京市
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
授级高工张华丽告诉记
者，这两个新品种都可
以作园林和家庭园艺应
用，其中孔雀草更适合
用于园林绿化花坛种植。

张华丽介绍说，孔
雀草为菊科万寿菊属，
矮生型三倍体孔雀草品
种橙韵，由万寿菊和孔
雀草杂交而来，从 2017
年开始，经过五年的精
心培育研发而成，种子
发芽率达90%。其花色是
浅橙色，重瓣，开花时
间早，花期可以持续 90
天，每年7月播种，大概
40—50 天 就 可 以 开 花 ，
喜欢全光照，全国多地
都可以栽种。

矮牵牛是茄科矮牵
牛属，无性系品种，2021
年研发成功，采用扦插
方式繁殖，随时种上都
可以开花，成活率高达
95%。其花期长，株型圆
整，花为单瓣，颜色不一，有亮玫红加白色
星点，或者是粉星点、粉紫星点。矮牵牛也
是喜欢阳光，好管理，多施肥花就开得大
且多。

近年来，北京市加大花卉科技创新力
度，重点开展北京自主知识产权新优花卉品
种研发、国内外花卉新优品种引进、乡土植
物遴选及相关配套技术研究，取得一大批科
技成果。此次举办推介会，目的就是要将这
些科技成果，真正应用到北京乃至津冀地区
城市园林绿化和家庭园艺生活中。

据悉，本次推介会由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花卉协会共
同主办。为给观众提供最大程度的现场还
原，本次推介会创新形式，把花卉新优品种
专业展示、花卉设计应用展示和专业技术交
流活动，都搬到“云上”，首次实现 VR 线
上全景漫游花展，让大家即使足不出户，也
能在手机上身临其境观展并参与直播交流，
沉浸式体验花展的每一个美丽瞬间。

白 琵 鹭 翩 翩 现 京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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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化的老虎标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