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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20时8分，14头北移亚洲象安全渡
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目前在玉溪市元江哈尼
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红河街道林地内活动。加上
7 月 7 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雄性独象，北移的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

今年4月16日以来，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
多天，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途经玉溪、红河、昆
明 3 个州（市）8 个县（市、区）。在此期间，当地
出动人力物力，确保人象安全，网民持续关注，
引发观象热潮。

象群渡过元江干流，意味
着什么？

元江是云南最古老的河流之一，也是亚洲
象栖息地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其南北两岸植
被类型差异明显。根据专家由南向北对西双版
纳—普洱—玉溪—昆明的地理气候环境对比分
析，越向北，气温越低、食物越少，越不适宜亚洲
象栖息。北移象群渡过元江水系到达南岸，栖
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并且更容易与其他族
群交流，这对提高亚洲象种群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象群渡江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元江
正是象群南归的最大障碍。今年 5 月 11 日，象
群向北渡过元江干流。当时，元江干流处于枯
水期，象群渡江当天水流量为 73 立方米每秒。
然而，随着7、8月雨季到来，元江进入丰水期，其
平均水流量达到120立方米每秒，最高水流量达
628立方米每秒。水流量的剧增给象群“南回”
造成了巨大阻碍。

为帮助象群顺利渡江，前线指挥部工作人
员在经过实地考察和分析研究后决定，选择引
导象群从昆磨公路元江入口收费站附近老 213
国道老桥桥面渡江。这就有了象群过桥的那一
幕。

从象群迁移中，我们发现
了什么？

“奥运健儿都平安回家了，转头一看象群也快
平安到家了，真好！”象群渡过元江干流的消息，又
将网民带回到“全民追象”的那段日子。当时，无
论是充满治愈感的象群“抱团睡觉”，还是象宝宝
水里打滚的可爱模样，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通过对北
移亚洲象群的长期观察，专家也发现了一些变
化。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这次亚洲象群北移只是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客观反映了亚洲
象保护的成果和现状。

从调查监测来看，近年来云南亚洲象种群
总体呈现3个明显变化。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亚洲象数量的不断增
长。通过多年努力，我们中国云南亚洲象的种
群数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50多头发展到
了如今的300头左右，种群数量成倍增长。

其次，亚洲象种族扩散态势明显。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亚洲象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和南滚

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到 2020年底，亚
洲象长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云南省 3个州市
的 11 个县市区、55 个乡镇，大量活动于自然保
护地外。今年，象群长距离北移事件更是种族
扩散的一个标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野象习性上的改变也
是清晰可见的。随着全面禁猎措施的实施，野
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伴人”活动，
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
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

象群回归后，还有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

“它们还会回来吗？”一些网民在看到象群
向南渡过元江的消息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历史上，亚洲象曾经遍布黄河流域至云贵

高原的大片区域，对大象而言，迁移是一种正常
的行为。迁移有助于野象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开
展种群间的基因交流。据专家介绍，大象的智
力水平很高，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对于迁移的
路线能够形成记忆地图，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

力也较强。随着云南野象种群数量的快速增
长，野象扩散与迁移十分常见。

既然亚洲象的迁移扩散不可避免，我们做
好随时迎接它们的准备了吗？事实上，在云南
省林草局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下，各地关于亚洲
象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的工作机制已经形成。

这次亚洲象群北移，有关部门就已经制定
了“盯象、管人、助迁、理赔”八字方针。具体来
说就是：

严密监测：通过地面人员跟踪与无人机监
测相结合的方式，对象群实施24小时立体监测，
实时掌握和研判象群活动路线。

超前防范：对亚洲象可能经过的区域，提前
进行交通管制，疏散转移群众，避免人象接触。

科学引导：采取封堵重要路口、动态鸣警、
科学投放食物等方式，多次成功阻止象群进入
人群密集区域，帮助象群折返迁移。

及时理赔：启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定
损赔付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未
来如何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
平，全力促进人象和谐，还需社会各方共同探索。

据新华社

从一路“象”北到象群南归
我们能看出什么？

国家林草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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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群通过老213国道元江桥（无人机照片，8月8日摄）。 新华社发

6月17日，象群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