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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难觅身影到数量翻倍

近日，18头野生亚洲象渡过罗梭江，进入国家5A级景区——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是该园区自1959年建园以来，第一次有野生

亚洲象到访。为此，园区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在野生亚洲象可能活动的路

线上安装红外相机；利用无人机和红外热像仪24小时不间断跟踪野生亚洲

象群踪迹。同时，园区还对野生亚洲象可能进入的道路进行封闭，管控出

入人员及车辆，劝返无关人员，安排安保人员24小时值守。截至记者发稿

时，未发生人象冲突事件。

据悉，在西双版纳州有22个乡镇有野生亚洲象活动，涉及约120个村

寨。“野生亚洲象的数量比过去翻了一倍，不只是勐腊县勐仑镇第一次有

野生亚洲象造访，景洪市勐罕镇去年也第一次有野生亚洲象活动。”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说，1989年，他大学毕业

来到西双版纳州工作，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亚洲象研究。该项目从1990

年持续到1993年，他却只见过一头野生亚洲象，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拍到。

为何看不到野生亚洲象？沈庆仲认为，当时人与象处于互不待见的阶

段，人们遇到大象会用猎枪自卫，人怕大象，大象也怕人。1988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为推进动物和环境保护，西双版纳

州通过广泛宣传，让当地群众树立起保护野生亚洲象的意识。此外，缉枪

禁猎，为野生亚洲象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也是多年来西双版纳州森林公

安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介绍，为打击盗猎及亚洲象制品非法贸易等违法行为，西双版纳州

森林公安先后开展拯救亚洲象行动、南方二号行动等多次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各种非法猎捕、运输、销售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破获一批案件。这

也为亚洲象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沈庆仲说，正是因为全州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活动在西双版纳的亚洲

象从20世纪90年代的170头左右，到现在有近300头亚洲象，增长了近一倍。

救护升级智能化保护

在生态系统中，亚洲象扮演着“雨林工程师”的角色。据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正高级工程师郭贤明介绍，亚洲象体型大，可以在林中踏

出一条宽路，相当于为其他小型动物开辟了一条“高速公路”。象群在森

林中穿梭，让阳光得以透过树冠的空隙，洒在密林深处，为林下植物的生

长创造了条件。

同时，亚洲象还是植物种子的传播者。郭贤明说，据观察，亚洲象残

留粪便里的玉米还能继续生长，这对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重

要作用，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保护野生亚洲象急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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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
和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
物，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对促进生态系统稳
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西双版纳州作为野生亚
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直备
受关注。近年来，随着保护
力度的加大，野生亚洲象种
群数量不断增加、活动范围
不断扩大，如何在保护好野
生亚洲象的同时，促进人与
象和谐共生？为此，云南作
出了新的探索。

人 与 象 和 谐 共 生

野生亚洲象在森林中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