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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中心的流浪狗

蒋志海制图

在意大利，外来物种河狸鼠泛滥
成灾，让人们叫苦不迭。此时，一位市
长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吃掉它
们。这话一出，立即引来了不少争议。

河狸鼠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
动物，约 100 年前，意大利从南美洲
引进了这种动物，目的是养殖它们
以获取皮毛。但是，随着河狸鼠皮毛
的衣饰不再流行，很多河狸鼠逃脱
或被故意放生，导致如今泛滥成灾
的局面。它们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流
域平原上大肆繁殖，农民纷纷抱怨
它们毁掉了庄稼，它们打的洞穴还
破坏了防洪堤坝。

此时，意大利杰雷德卡普廖利
市市长 Michele Marchi 在其 Face-
book 主页上发布消息说，只有意大
利人肯吃河狸鼠，才有可能控制它
们的数量，并称自己就品尝过河狸
鼠，它的味道有点像兔肉。

这个消息一出，便在网上炸开
了锅。有网友表示支持，而另一些人
则称自己绝不肯吃。一名支持者在社
交媒体上写道：“河狸鼠是干净的食
草动物，我已经吃过几次，应该和洋
葱一起炖，或者用烤箱烤。我同意市
长所说的，它们比兔肉味道更好。”

动物爱好者则表示对这个提议
感到不快。一位批评者讽刺说：“又有一位天
才认为可以通过捕杀毫无防备的动物来解决
问题。”

不论这个主意招来多少争议，这位市长
坚称自己没开玩笑，他表示，意大利一些地区
的居民已经赞同用烧烤或者炖煮的方式来食
用河狸鼠。

河狸鼠的繁殖能力很强，一只雌性河狸
鼠一次最多可以生育 12 只小鼠。没人知道意
大利现在到底有多少野生河狸鼠。据估算，仅
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就有大约 100
万只河狸鼠，伦巴第大区约有 130 万只。它们
在南美洲生活时会被短吻鳄、体型较大的蛇
和老鹰吃掉。但由于欧洲缺少这些天敌，河狸
鼠数量得以快速增长。 （艾林整理）

“莫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
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早在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就写下了这首劝诫诗，劝导人们爱惜鸟
类、体现善良仁爱之心。遗憾的是，伴随着岁月的
流逝、社会的前进，伤害鸟类的现象非但没有灭
绝，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近十年来，中国野生鸟类摄影方兴未艾。随
着这支队伍的不断壮大，拍摄人群日益多样化，
出现了一些违背生态摄影的不规范行为，对鸟类
产生了巨大威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 2 月《中国野生鸟
类摄影行为规范倡议》的问世就显得更有其现实
意义了。这一倡议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
林业生态摄影协会、中国观鸟会等组织，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第八条和第
十四条相关规定制定的。倡议借鉴参考了国外鸟类
摄影准则，充实了我国相关组织目前已有文件中对
鸟类摄影缺乏可操作性指导的不足。鸟类的利益高
于摄影！倡议中强调了这一点。每位有生态情怀和
责任感的摄影师应该学会判断，当摄影需求可能导
致鸟受伤、弃巢、影响育雏等情形时，应立刻终止摄

影。这是摄影师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
倡议中建议，要使用远摄镜头或者在伪装掩

体中拍摄，让鸟自然接近，不能为了拍摄“飞版”
而驱赶鸟。使用远摄镜头或者在伪装掩体中拍
摄。如果拍摄行为让鸟不安或惊飞，则说明摄影
师与鸟的距离太近。在拍摄行动中，要密切观察
鸟类。如鸟类进入防御状态或准备飞走，则应立
即停止接近或立刻后退。不要利用鸟的天性拿雏
鸟当“道具”以获取所谓理想的拍摄背景。

随着拍摄手段的更新换代，一些摄影师装备
了闪光灯和飞行器。倡议呼吁，禁止使用飞行器
在鸟巢上方拍摄。因为这会引起亲鸟和雏鸟紧
张，甚至导致它们受到伤害。闪光灯对于夜间活
动的鸟类，有可能会短暂影响它们的捕食能力，
因此也不宜使用。

在投食拍摄时，首先要考虑到鸟的安全，保
持投食点清洁干净，放置恰当的食物。禁止使用
活物诱拍猛禽。使用诱饵有可能改变它们的捕食
习性。诱饵本身的健康状况未知，可能对引诱捕
食的猛禽造成伤害。采用声诱时，如果没有得到
鸟的回应，则应停止继续重复播放。对濒危鸟种

或者筑巢地范围内的鸟则应完全禁止使用声诱。
不允许移动、剪切鸟巢周围的任何物体。因为这
些可能是鸟用来伪装隐蔽巢穴的。

鸟类育雏期更应该慎重拍摄。摄影师应与鸟
巢保持适当的拍摄距离。鉴于某些鸟不能适应人
的干扰，应使用广角镜头远程遥控拍摄鸟巢。在
拍摄中应将干扰降至最小。如果鸟表现出警觉或
者抗拒掩体，则应该放弃拍摄。

摄影师应该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拍摄国家重
点保护的濒危珍稀鸟种巢穴时，要得到相关野生
动物保护部门的许可，否则有可能触犯法律。进
入自然保护区需要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许可。棚
拍不属野生鸟类摄影的范畴，摄影师应抵制非法
经营的棚拍，以具体行动有效保护野生鸟类。

摄影师在发表鸟类图片时应秉承诚实态度。拍
摄对象若是被捕获救助的或为养殖鸟，要特别加以
注明。如进行了后期处理，增加或删减图片中鸟的
数量，更换背景或其他明显改动，需作声明。

“自律”对摄影师而言，是有效管理方式之一。
除了积极倡议之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
例来规范拍摄行为，也是迫在眉睫之事。

看到遍地新鲜的羚牛粪便，我不由
紧张起来，如果我们在林中相遇，那会
是怎样的一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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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下旬，我所
在的课题组承接原国家林业
局的项目。受李明老师派遣，
我到四川调查川金丝猴的种
群分布、数量。10 月 18 日下
午，第一站到达唐家河国家级
保护区。

在中国，动物的保护级
别越高，见到的难度越大，而
唐家河却是个例外。就在进
保护区的路上，我坐在车里
就瞅见 10 余只羚牛。羚牛

（Budorcas taxicolor）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人与牛本
来秋毫无犯，可是最近却经
常听闻牛把人给怼啦。

羚牛脾气大，体型庞大，
近年来常有羚牛在路上撵人
或下山闯入农舍撞人的报
道。中科院动物所的宋延龄研
究员是研究羚牛的专家。1995
年 8 月至 1996 年 8 月她带领
团队对羚牛进行监测，观察并记录了羚牛对人
的防御行为。在野外羚牛与人相遇的形式有 3
种：偶遇型，双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
遇；作死型，人先发现羚牛并主动接近；中奖
型，羚牛先发现人。

我早在秦岭出差的时候就接触过羚牛，
人害怕它的时候，它也害怕人类。在羚牛的
眼中，人类是一种可怕的两脚兽。其实，羚牛
袭击人只是在极为少数的情况下发生的，它
对天敌的行为反应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1.发现阶段：羚牛对于人类的预防和天
敌如出一辙，它们在活动时会时刻警惕周围
的两脚兽（人类）。一般来说，羚牛通过视觉、
嗅觉和听觉察觉周围的情况，其中羚牛的视
觉只擅长看运动的物体，不适合看静止的物
体。这时它的听觉就发挥作用了，羚牛能通
过听觉辨别异常情况的行为。此外，它的嗅
觉也非常灵敏，顺风时更加敏锐。当然，视
觉、嗅觉、听觉在侦查周围情况时候，可单独
发生，也可同时或交替发生。与开阔的草原
和植被稀疏的石山相比，森林中的可见度较
低，生活在森林中的动物往往更多地依赖听
觉，而不是依赖视觉和嗅觉来发现异常情
况。这一点已在羚牛身上得到了证实，羚牛
主要靠静听（70 %）去发现，其后嗅闻和观望
各占 15 %。灵敏的听觉可以使羚牛在较远的
距离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躲避。羚牛发展了
灵敏的听觉（相对于视觉和嗅觉），是对其生
存环境的适应。

2.预警阶段：如果羚牛发现周围异常，有
人类或者其他天敌靠近，会警觉地观察并判
断危险性的等级，决定下一步的行为。这时
它会站立不动，抬头盯视目标。如目标不动，
羚牛会继续先前的活动。

3.示警阶段：羚牛发现威胁因素后，通过
鼻腔发出类似“呋呋”的声音向同伴发出信
号，与威胁源越近，“呋呋”的声音越响。成群
的羚牛中有一个个体发现危险后会迅速转
身或突然跑动，发出声响，示警同伴。

4.御敌阶段：羚牛发现危险并示警后的
行为反应。在同伴示警后，稍远处的其他羚
牛全部停止采食，慢慢靠拢在一起。当群牛
中有亚成体及幼仔时，雄牛会守卫在外围并
向具有威胁性的异类进逼，母牛带领亚成体
及幼仔先逃走，公牛最后逃走。逃跑是羚牛
躲避危险的主要行为，它会迅速反身或向下
坡沿一个方向逃跑。群牛在逃跑时具有分群现
象，群体越大，分群逃跑的可能性就越大。分群
逃跑可以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而增加存活下
来的机会，这是羚牛遇敌害求生存的一种策
略。当群体较小时（<10 只），羚牛一般不分群
逃跑。羚牛的奔跑能力很强，常常可以迅速通
过坡度大于 60°的地段，进入林中躲藏。

逃离危险区域是羚牛的主要防御策略，
只有在所有的和平努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攻
击才成为其最无奈的选择。这个时候羚牛会主
动迅速地向人冲去，一般沿一个方向冲撞后逃
走。与成群的羚牛相比，单独活动的羚牛攻击
人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当距离危险源很近时

（<5m）。距离产生美，人与羚牛（特别是独牛）
的距离越近，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

羚牛是以集群方式生活在亚高山地区
的森林生境中，与其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豹
和豺是其主要天敌。如今，已经很难发现狼和
豺的身影，羚牛失去了天敌制衡。据唐家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马文虎介绍，他工作 25
年来只见过 2 次狼、1 次豺。狼、豺的减少给羚
牛等食草动物提供了机会，再加上最近几年生
态环境的改善，羚牛的数量增长迅速。

看到遍地新鲜的羚牛粪便，我不由紧张起
来，如果我们在林中相遇，那会是怎样的一种
场景？在这片土地上，羚牛才是主宰。无论是从
数量、体重，还是力量上，我都无法和它相比。

也许，只有距离才能产生美，尤其是绝
大多数动物都将人类当作天敌时，这种距离
格外重要。

拍摄莫扰枝头鸟
姻铁铮

自然有道

金色海滩
姻图/文 余翔林

小皓是福建霞浦的著名滩涂，这里保留着一片以沙质为主的海滩。有趣的是，从山上下来的流水，在每次
潮汐过后就变幻出新的曲折水道，这些水道在各色光线的折射下，仿佛道道亮丽的霓虹。每当太阳落山时，金
色的阳光照耀在沙滩上，将细浪滚过的沙滩染成一片金黄。

视觉瞬间

奇趣天下

藏区流浪狗的
狗是动物世界中与人类关系最为亲密的朋

友，人们习惯于它们忠诚的品格，享受与它们之
间美好的情感。可实际上，人类与狗的友谊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

当习惯被人类拴养的犬只脱离了控制，它
们与人，乃至野生生态系统的关系会发生巨大
的变化，而这一切正在青藏高原发生。

2014 年，专注于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尹
杭成立了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雪境），在接下去四年的时间里，她的工
作始终围绕着高原上那些失控的犬只。

从忠实的朋友到凶悍的拾荒者

当 2009 年尹杭加入北大山水自然团队在青
海省三江源地区参与雪豹保护工作时，藏区犬只
的隐患就已经存在了。不少成员都遭遇过狗伤人
事件，他们还发现寺院里的狗一到晚上便集结出
门，只是成员们并不清楚它们的准确去向。

四五年后，藏区的犬只问题变得不可回避。
道路上游走的流浪狗越来越多，它们经常成群
结队地追撵行人，甚至围攻老人和孩子。

牧民们喜爱的狗和城市里的宠物犬有着极大
的不同，前者大多是体型较大的犬只，会看家护院、
照顾牛羊，夜里还能赶走熊、狼和雪豹，性格非常凶
悍。尹杭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这些狗在流
落街头后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一方面，它们
不惧怕人类，虽是拾荒者，但却可以肆意攻击人类；
别一方面，牧民的生活区域与野生生态系统很接
近，流浪狗回归半野化状态，又具有很好的社会性，
能与野生动物展开资源的争夺。可以说，它们在人
类社会和野生生态系统之间行走得游刃有余。

2014 年，雪境成立，当时藏区流浪狗问题的
凸显让尹杭意识到，牧民与当地环境之间关系
的变化亟须社会的回应。

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的调查和研究，雪镜得
到的反馈是：82%的当地老百姓认为流浪狗是当
地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90%以上的老百姓反
映流浪狗会攻击村民；63%的人认为这些狗会捕
食野生动物；同时，还有 74%的人提到流浪狗会
捕食他们的家畜。

有证据显示，藏区流浪狗的捕猎对象包括
岩羊、鼠兔、旱獭、赤狐、黑颈鹤等，而它们本身
是青藏高原顶级食肉类动物雪豹、棕熊和狼的
主要自然猎物。有的流浪狗甚至围攻雪豹，与雪
豹面对面抢夺食物。更为严重的潜在风险是，流
浪狗也会向人和野生动物传染疾病，包括狂犬
病、包虫病和犬瘟热。

藏区流浪狗之所以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间

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尹杭认为，这与藏獒经济的
快速衰落有着直接关系。玉树是著名的藏獒饲
养繁殖基地，但在 2014 年后，那些繁殖场所剩
无几。与此同时，通过地震灾后重建，牧民配合
生态移民，从牧区搬至城镇。生活方式的改变，
让他们对家犬的需求大大降低。

大量弃狗的出现，再加上无法控制的生育，
使得藏区流浪狗问题的解决面临挑战。

绝育 领养

流浪狗与生态系统的冲突并不只在中国出
现，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尹杭分享
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在印度喜马偕尔邦斯皮蒂
峡谷地区，科学家对当地流浪狗影响下的鸟类
和哺乳动物进行了记录，发现流浪狗对当地野
生动物喜马拉雅赤狐、高原兔、幼年西伯利亚山
羊造成了严重威胁；埃塞俄比亚的狼也因流浪
狗造成的疾病传播和杂交，受到了严重影响；塞
林格提的狮子因为和狗接触而感染犬瘟热，致
使众多野生个体直接死亡……

世界各地应对流浪狗威胁的方法，主要是
手术绝育、建立收容中心或者有计划地捕杀。但
藏区流浪狗究竟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并不能简
单得出结论。为此，雪境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
调查———他们在玉树州地区收集了 200 多份调
查问卷，并和政府、寺院、村庄等多个不同利益
群体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对于流浪狗问
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的倾向。

犬类和人类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藏区，因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藏民对流浪狗
的容忍程度超出了尹杭过去的想象。“有的村民
甚至在被狗咬伤后，拒绝去医院注射疫苗。理由
是，他们担心政府了解情况后，会伤害到这条生
命。”因此，通过有计划地部分捕杀一定区域内

的流浪狗会遭到藏民的强烈反对。
再者，尹杭特别提到，研究表明，通过捕杀

控制流浪狗种群的办法，需要一个地区在大范
围内同一时间进行才能保证效果。一方面，是因
为狗的繁殖能力很强，种群恢复很快；另一方
面，如果只是有限减少，外来的流浪狗也能迅速
补充占领空缺的生态位。

除此之外，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近年来在
藏区建立了一些流浪狗收容中心，进行集中管
理。但对他们而言，随着收容数量的快速增加，
维持中心的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挑战。

于是，雪境提出的最终方案是以绝育为主。
通过政府出资和补贴培训激励当地兽医对流浪
狗进行绝育手术来控制其数量增长，并联合寺
庙的力量来推动更多的当地百姓领养流浪狗。

2017 年，雪境率先在青海果洛州地区展开
了藏区流浪狗的绝育试点，并对地当地兽医进
行了理论和实操培训。尹杭表示，兽医培训也仍
将是藏区流浪狗项目接下去的工作重心。

尹杭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必须让当地社
区共同寻找和参与解决问题的办法。雪境只是
提供一个支持系统，帮助当地人学习、拥有可持
续应对问题的能力。

讲述更有说服力的故事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尹杭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社区教育提高藏区老百姓对流浪狗问题的
认知，并且分享团队的实践经验，只要是有需求
的地区，都可以寻求雪境的帮助，共同设计可结
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尹杭关注的，还有雪境组织团队自身的成长。
她偏重培养以本地人为主的团队，用他们对问题
的切身感受，去认识和理解这个组织行动的意义
和价值。通过团队赋能，从而让成员能积极主动地

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并且把我们这么做的理由传
播给更多人。尹杭相信，他们是与当地社区沟
通、传递信息和理念的最合适的人。

不过，除了立足本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雪境亟须通过更大范围的公众教育来为当地社区
对接到更多的资源。而这也让尹杭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直接服务的群体并不是那些能够给我们提
供资助的人，因此，如何让那些与当地生活毫无交
集的人，增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且最终转化成
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是雪境面临的困境。”

虽然人与自然的话题日益受到重视，尤其
在青藏高原地区，人们对有代表性的旗舰物种
的关注度也很高，愿意为它们的保护提供支持。
但是，人们或许会疑惑，解决流浪狗问题究竟能
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大规
模绝育真的有必要吗？

理论上，这需要通过专业的生态学研究方
法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2015 年开始，山水自然
团队开始了“三江源地区流浪狗生态学研究及
与雪豹等野生物种的种群间关系”的调查，并计
划持续至 2019 年。

“生态学研究需要资金的支持和长时间的
持续的野外监测，可是流浪狗繁殖的速度太快，
当地社区人与自然的变化一直在发生。我们计
算发现，两只成年狗繁殖到第三年，家族成员的
数量可以达到之前的 19 倍。雪境的任务是赶快
回应这个问题。”

尹杭认为，流浪狗的负面影响已经真实发
生，在展开持续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必须根据已
有的证据，积极采取行动。

“因此，雪境希望通过制作纪录片、海报、纪
念徽章等方式，讲述更有说服力的故事，让远离
荒野的人也能对流浪狗问题产生内在的连接，
理解和认可我们想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
和价值。”尹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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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牧民在领养流浪狗 尹杭雪境成员向当地人分享流浪狗问题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