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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

晚，当东京新国立竞技

场的奥运圣火缓缓熄灭时，中国南方

的大象们也选择让跌宕起伏的“北移旅

行”暂告一段落。当日 20时 8分，14头北移

亚洲象安全过桥渡过元江干流。加上 7 月 7 日

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独象，15头亚洲

象全部安全南返。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

性进展。”在 8 月 9 日“北移亚洲象群安全渡过元江”新闻发布

会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万勇兴奋地说。

北移亚洲象群渡过元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是“决定

性进展”？大象的旅行就此结束了吗？象群南返后又将如何

安排？

渡过元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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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渡过元江水系是北移象群返回原栖息地

的重要地理节点。”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说。

从亚洲象生境需求和云南森林植被资源现状分析，大象

的生存环境可分为“最适宜、适宜、一般和不适宜”四类栖息

地。陈明勇介绍，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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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越向北，气温越低、

食物越少，越不适宜亚洲象栖息。而元江水系分隔了两个重

要的自然气候带，南北两岸植被类型差异明显，是亚洲象适宜

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的分界线。

专家分析，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地区是最适宜亚洲象生存的栖息地，普洱和临沧的亚热带区

域为适宜栖息地。渡过元江干流对北移亚洲象回归适宜栖息

地至关重要。对于亚洲象而言，元江流域虽然食物和水源丰

富，但是隐蔽条件不好，不适宜长期滞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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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元江以北大中型城市密集，群众对如何与亚洲

象和谐共处的经验不足，发生人象冲突的概率较高，开展安全

防范工作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不是长久之计。“象群南返渡

过元江干流，对人和象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陈明勇说。

不过，想让大象过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今年 5月 11日

象群北移渡过元江干流时，处于枯水期的元江水流量为 73立

方米每秒。随着雨季到来，7 月和 8 月间进入丰水期的元江平

均水流量达到 120 立方米每秒，最高水流量达 628 立方米每

秒。“水流量剧增，成为阻碍象群向南走的最大问题。”玉溪市

北 移 亚 洲

象群安全防范

及应急处置指挥部

常务副指挥长、玉溪市委

政法委副书记杨应勇告诉记者。

为帮助象群顺利南返，指挥部人员和水利部门、

公路部门、林草部门专家对象群过江点进行勘察调

查、分析研究，最终选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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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桥桥梁长

151.62米，宽 7米，高 14.6米。从此处渡江，避免了象群

从水域渡江可能造成的危险和伤亡。

杨应勇介绍，为引导象群移动至渡江点，前线指挥部根据

象群从石屏县进入元江县所在位置，派出工作组深入踏勘，确

定了东、中、西三条线路。元江县委、县政府共投入车辆 2844

辆次，投入人力 6673 人次，加强对线路的围堵封控和投食引

导。“在这一过程中，象群多次偏移既定线路，但经过广大党员

干部的共同努力，象群顺利到达渡江点，并安全渡过元江。”

大象仍有北移可能

“大象们是否还会再次北移？”

“肯定会。”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

工程师沈庆仲回答。

他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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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大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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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北移亚洲象群来说，能够返回原本栖息的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区最好。如果不能返回，象群回归普洱市或者西双版

纳州之后，我们会依托原栖息地已经建立的预警防范体系，做

好象群的持续跟踪监测，保障象群在适宜区域内自由活动。”

沈庆仲说。

亚洲象的迁移扩散不可避免。记者了解到，关于亚洲象

保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云南省政府已经着手推进国家

公园建设，从保护和平衡的角度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的总体

布局与规划。沈庆仲认为，就现阶段而言，迅速构建完善的监

测防控体系，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亚洲象活动进行有效管

控，尽可能避免亚洲象大规模迁移扩散至关重要。他建议进

一步全面分析总结亚洲象北移的经验教训，科学论证利用元

江、通关、哀牢山等天然屏障部署防线的可能性，尽量将象群

活动范围控制在适宜栖息地区域。

“云南野象种群数量在快速增长，今后也有可能是别的家

族或独象迁徙出来。”沈庆仲说，“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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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象群北移事件再度

发生，相信我们也能够从容应对。”

“人象和谐”任重道远

大象南返后如何安排？

“象群虽已安全通过元江，但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

工作还将持续，直至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适宜栖息地后，

转由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实施常态化管理。”万勇说，“我们也

将总结经验，综合施策，防止亚洲象再次向元江以北迁移。”

一群亚洲象的迁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当地政府

以及民众的综合应对和一路守护，也让大象的这次远行成为

一次科学、探索、保护之旅。

作为北移亚洲象群专家组成员，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告诉记者，多名野

生动物、信息通信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

员参与助迁工作，边研究、边应用，留存了大

量的科学研究、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的成果

数据。

一方面，北移亚洲象群为信息化监

测技术在动物保护领域的运用提供了实

践机会。“我们采用无人机和红外相机

监测技术，不停地在移动中进行监测，

过程中要解决监测设备快速转

移安装、各种复杂环境下的

电力和通信保障，以及

即时的监测和预警防

控信息的多点、双向

传 导 等 技 术 难 题 。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各地公安队伍、

电力、通信等部门，

以及电子设备和电

讯企业等给予了

强有力的技术和

人 员 团 队 支

持。”陈飞说。

另一方面，

北移亚洲象群为

探索动物种群管控

方案提供了实验机会。

专家组总结了“盯象、

管人、助迁、理赔”的

防范工作八字方针，

还 创 新 性 运 用 了 亚

洲象迁移线路预判、

布控与投食相结合

的柔性干预技术。陈

飞说：“成功引导象群

渡过元江就是这些技术

集成应用的典型案例，标

志着我们在群象管理技术

方面取得突破，为今后缓解

‘人象冲突’乃至‘人兽冲突’

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从 4月 16日，象群由普洱

市墨江县进入玉溪市元江县，

离开其传统栖息地来计算，北

移象群迂回行进 1300 多公

里，途经玉溪、红河、昆明 3

个州（市）8 个县（市、区）。

为了这趟“象”往的旅行，当

地下大力气为象群“保驾护

航 ”。 据 统 计 ，截 至 8 月 8

日，云南省共出动警力和工

作人员 2.5万多人次，无人机

973 架次，布控应急车辆 1.5

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 15

万 多 人 次 ，投 放 象 食 近 180

吨。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承

保公司受理亚洲象肇事损失

申报案件 1501 件，评估定损

512.52 万元。目前，已经完成

理 赔 939 件 ，兑 付 保 险 金

216.48万元，相关赔付工作正

有序推进。显然，这趟旅行

“象”均花费不菲。

不过，这趟旅行也客观

反映了亚洲象保护的成

果，成为我

国野生

动 物

保 护

的 一

个 缩

影。

近年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1978 年的 150 头左

右增长至目前的300多头。除了数量的增长，野象种群也在扩

散。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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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县（市、区）55 个乡

镇，且大量活动于自然保护区外。

随着全面禁猎措施实施和保护力度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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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表明，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关系云南生物和生态安全、公共安全管理的难

点问题，保护好亚洲象任重道远。”万勇介绍，目前，

国家将以亚洲象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建

设提上了日程，将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栖息地

范围，建立统一的保护管理体系，进一步提

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下

一步，云南省将加快推进亚洲象国家

公园创建，着力加强亚洲象栖息地

建设，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安

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

全力以赴促进人象和谐。”

举家迁徙、北移南归，15 头野生亚洲象在 2021 年的夏天

为全世界网民上演了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冒险”旅行。立

秋之后，这场关于大象的科学、探索、保护的生动故事也许会

告一段落，但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

事远没有结束。

举家迁徙举家迁徙、、北移南归北移南归，，

1515 头野生亚洲象在头野生亚洲象在 20212021

年的夏天为全世界的网民年的夏天为全世界的网民

上演了扣人心弦上演了扣人心弦、、跌宕起跌宕起

伏的伏的““冒险冒险””旅行旅行。。目前目前，，

这这 1515 头亚洲象已全部安头亚洲象已全部安

全南返全南返。。大象的旅行就此大象的旅行就此

结束了吗结束了吗？？象群南归后又象群南归后又

将如何安排将如何安排？？

大象的旅行结束了吗大象的旅行结束了吗
——云南助力北移亚洲象群南返情况调查云南助力北移亚洲象群南返情况调查

助象南归考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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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群北移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当地野生动物保护

水平、政府治理能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助象回归，没

有先例、花费巨大，目前取得的结果令人欣慰。这样的合力

是如何凝聚的？

首先，助象南归离不开政府主导下的高效应对。国

家林草局派出指导组，云南省成立由林草、应急、森林

消防、公安等部门组成的指挥部，沿途各地抽调人员，

整合多部门力量，组建了综合协调、技术保障、监测预

警、安全管控、群众工作等多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国

家指导、省级统筹、属地负责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

系，是象群南归的坚实“后盾”。

其次，象群顺利南归

得益于科研人员的

科学指导。处

置象群

北移事件绝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一次严谨的科学探索。国内

外野生动物专家对此次象群北移处置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

持，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建议，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

洲象研究中心等单位的 13 名专家组成北移象群处置专家

组，全程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撑。云南省野生动植物救护

繁育中心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30 余人组成了专业“护象

队”，全程指导布防工作，科学、有序、规范、高效地帮助北移

亚洲象群向南迁移。

此外，全面保护、全民护象的理念也贯穿始终。各地群众

和企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耐心，积极支持配合保护防范

工作。为确保亚洲象顺利折返，沿途企业在亚洲象经过时，关

灯停产，保持静默。大象损坏了庄稼，村民朴实地说，“庄稼吃

掉了明年可以长，大象如果受伤了就不好了”。爱象护象深入

人心、全民参与。

象群的安全南归，充分展示了当地政务部门高效的治理能

力，也彰显了社会各界保护野生动物、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

全防范能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

样，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更需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这是这是88月月99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胡 超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