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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大象保护大象，，从了解它们开始从了解它们开始
□□ 王智红王智红

数百年来，藏羚羊的迁徙路线固
定，每年 5 月至 7 月，来自青海三江源、
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的雌性藏羚羊
会迁徙到可可西里卓乃湖，待产仔后再
携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但今年，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峰西
部、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大批
藏羚羊妈妈带着今年刚出生的小藏羚
羊正慢慢向西迁徙。藏羚羊为什么会
出现在这里？此现象令正在这里科考
的科学家们感到疑惑不解。

7月中旬，由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
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那曲市安多县
林业和草原局组成的16人科考队，在对
羌塘草原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
域）开展科学考察时偶遇上述情景。

为找到答案，科学家们一路逆行而
上，最终，他们发现了我国第二大藏羚
羊产仔地。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 40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山草原、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

目前，我国有藏羚羊30多万只，主要分
布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三江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新疆阿尔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次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
域）产仔的藏羚羊主要来源于安多县及
双湖县等境内，而这些藏羚羊又多是分
布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
考队负责人、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吴晓民向科普时报记者解答。

为追寻藏羚羊的产仔地，科考队员
沿着藏羚羊的迁徙路线逆行而上七八
十公里，到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呀玛管护站。在其附近宽约3公里的河
道里，一支藏羚羊迁徙队伍绵延 10 公
里，但这里并不是藏羚羊的产仔地。

科考队继续向西行进四五十公里，
到达长江源头各拉丹冬峰西部、三江源
国家公园（唐北区域）附近，这里地形地
貌较为平坦，植被种类及水源更加丰
富。科考队员发现，这里的藏羚羊迁徙
队伍中，有不少小藏羚羊可能才出生一
周左右。由此，科考队判断，继续前行
20公里左右，应该就是藏羚羊又一个产
仔地。

吴晓民在青藏高原无人区带领团
队持续跟踪研究藏羚羊已有 20 多年。
2013年，他曾带领团队在西藏羌塘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发
现藏羚羊第一大产仔地，目前该区域藏
羚羊的种群数量已达12万只以上。

“这一次在各拉丹冬峰西部发现的
藏羚羊产仔地，是第二大产仔和迁徙的
重要中心，种群数量非常可观，达到8万
只到10万只。”吴晓民介绍说，它具有重
要价值，不仅有助于研究中国藏羚羊整
体迁徙和分布的状况，还可以帮助人们
了解藏羚羊分布区之间的相互联系。

吴晓民告诉记者，尼玛县荣玛乡产
仔地是连接新疆阿尔金山跟羌塘的纽
带，各拉丹冬峰西部产仔地，则是连接
三江源和整个羌塘大部分区域的纽
带。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强野生动物栖
息地保护，尤其是加强青藏高原国家公
园的创建，藏羚羊保护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保护等级已从“濒危物种”降为“近
危物种”。

吴晓民表示，青藏高原藏羚羊第二
大产仔地发现后，科考团队将会对这一
区域藏羚羊进一步跟踪调查并进行遗
传多样性研究。

我国第二大藏羚羊产仔地是怎么发现的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蕴

图为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峰西部、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发现的青藏高原
藏羚羊第二大产仔地。 杨东东 摄

大象，作为现存陆地上最大的哺
乳动物，常因其奇特的形态特征——
长鼻、巨耳、大象牙，备受瞩目。而让
大象真正成为全世界关注与保护核心
的，是因为它正在遭受的栖息地缩减、
盗猎、捕杀和非法贸易。

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并参与大象保
护，自2012年起，每年的8月12日被定
为“世界大象日”。保护大象，我们不
应仅停留于表面，更需深入了解，探索
大象的奇妙世界。

现存3种，辨认看“外貌”

目前，世界上大象仅剩下两属三
种，即亚洲象属的亚洲象、非洲象属的
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它们虽然
都属于长鼻目、象科，但在形态特征上
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亚洲象重 3-6 吨，肩高可达 3 米，
皮肤多为灰棕色且时有雀斑出现，前
额两块隆起被称为“智慧瘤”，耳朵不
能覆盖到肩最高点，鼻端上有 1 个指
状突起，足端具有蹄型指甲，前 5 后
4。通常，雄象具有突出于口外的显著
象牙，也有的雄性个体不具有显著象
牙；而雌象有时也会出现比雄象更小、
但也突出于口外的象牙。

非 洲 草 原 象 重 可 达 7 吨 ，肩 高
3.5-4米，前额扁平无明显双隆起，耳朵
巨大并能覆盖到肩部，耳下部尖，整体
形似非洲大陆版图。鼻端上下各有 1
个指状突起；指甲前 4（有时是 5）后 3。
通常，非洲草原象雌雄都有长而弯曲的
象牙，但也存在无显著象牙的个体。

非洲森林象在 2021 年才被正式确
认为独立物种，个体较小，体重很少超
过 5 吨，一般高不过 2.5 米；前额无明
显双隆起，耳大且能覆盖到肩部，其雌
雄均有显著象牙，细长且长势向下，耳
朵外缘弧度相较于非洲草原象更加
圆；指甲和亚洲象一致，前5后4。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这3种大象的
雌雄不能仅依据身高、体重、象牙来辨
认，因为一些雄象没有显著象牙，而部
分雌象会有象牙露于口外。所以，要精
准确认大象的性别，还需要观察它们的
生殖器官。

长鼻、巨耳、象牙功能非凡

“大象大，鼻子长。两根牙，长嘴
上。耳如扇，腿如柱”……这些大象醒
目的特征，又有哪些作用呢？

作为极其重要的生存工具，大象
鼻子长 2-3 米，具有呼吸、触嗅、抓握
和发声等功能。这些功能与象鼻的
构造密切相关。象鼻是上唇与鼻子
的组合，它虽然没有骨头，但具有超
过 4 万块的肌肉束与丰富神经，赋予
了象鼻灵敏与力量。

大象的耳朵则有听觉、调节体温、
警示的功能。当大象感到威胁时会张
大耳朵，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更大，恐吓
潜在敌人的同时也将警示信息传递
出去。

大象的耳朵还有调节体温作用。

当大象拍打耳朵时，靠近耳朵皮肤表
面的血管，可以通过强制对流释放积
聚的热量。

除此之外，为达到降温目的，大
象还会寻找遮阴的地方，利用水浴、
泥浴，甚至是利用鼻子挥动枝叶。其
中，水浴是大象降低体温的主要方
式。而泥浴则是大象将泥土或沙子喷
洒到背部、头部等区域，条件允许时也
会将整个身体浸入泥浆中打滚。这些
行为也可以避免蚊虫叮咬，帮助去除
寄生虫、细菌和死皮，保持皮肤健康。

大象的象牙能被用来采集食物、
防御、进攻和展示，但并非所有的大象
都有象牙。在亚洲象中，雌象通常没
有象牙，雄象通常长象牙，但部分雄象
也没有象牙。而非洲雄象与雌象往往
都有象牙，雄性较雌性更大。

保护大象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尽管现存有3种大象，但其生存情
况并不乐观。非洲草原象和亚洲象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均评估为濒危物种，
非洲森林象为极危物种，灭绝的风险

更高。
大象种群数量的评估分析显示，

在近 100 年中，非洲森林象种群数量
减少了 80%以上，非洲草原象和亚洲
象种群减少了至少 50%，而且这种减
少是持续的，甚至不可逆转。数量减
少的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也在缩小。

与此同时，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盗
猎和非法贸易、人象冲突等多方面威
胁依旧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大象的
生存。为此，各国通过立法、构建保护
管理体系、实行保护行动、实施跨境保
护等多种方式保护大象。

保护大象，不仅是保护这一珍稀
濒危物种，更是在维护生态系统稳
定。同时，大象还能通过长距离迁移
和排泄行为，扩大种子分布范围，对植
物群落更新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
然，只有善待自然和动物，行使保护自
然的责任与义务，才能拥有良好生态
环境给予我们文明发展的持久力量。

（作者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
象研究中心工程师）

亚洲象亚洲象（（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