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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扩至8区
今年的“貉口普查”，无论是调查区域、

小区数量、参与人数，还是样线总长度、有效

调查记录表，都是三年来最多的。在2022年

的首次“普查”中，调查范围仅限于松江区。

去年，调查范围扩大至松江区、青浦区、闵行

区，小区数量从50个扩大至90个。而今年，

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松江、青浦、闵行、长

宁、嘉定、金山、杨浦、浦东8个区，小区数量

增至124个。值得一提的是，这124个小区

是根据线上问卷收集结果及12345诉件信息

选取的，所有入选小区都在去年1月至今年

4月被发现有貉分布。

在今年7月13日和7月20日晚间，领队

和市民志愿者沿着308条样线，借助手电和

城市灯光，观察记录样线左右两侧10米范围

内貉的数量、年龄、行为、生境类型和健康状

态等情况，并记录小区猫粮投喂、垃圾管理

等现状。最终，累计收回有效样线调查轨迹

308条，样线总长度超过650公里。

“从2022年至2024年，三年来‘貉口普

查’的总参与人次已过千。”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工作人员冯一迪表示。

更加趋于自然状态
如此细致的调查，有哪些关于貉的新发

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放表示，

今年调查的124个小区中，有98个小区仍有

貉出没（其中58个小区在实地样线调查中目

击到貉出没），有貉分布小区占79%。98个

小区中，貉平均密度为0.44只/公顷，平均遇

见率为1.06只/公里样线。相比2022年，貉

密度（1.08只/公顷）和遇见率（2.80只/公里

样线）均显著降低；相比2023年，貉密度

（0.43只/公顷）基本持平，遇见率（1.15只/公

里样线）有所降低。

“貉平均密度显著下降，意味着小区内

貉数量太多、人和野生动物出现矛盾的情况

已基本缓解。平均遇见率降低，则更是可喜

的事情，意味着貉的行为更接近于自然状

态，不会主动追着人讨食物或过于靠近人，

而是用自然的状态觅食或活动。这也是我

们希望看到的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局

面。”王放说。

值得注意的是，有26个小区貉活动消

失，被认为今年“无貉存在”。比如王放自己

参与调查的几个小区中，都没有观察到貉，

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小区较新、没有足够多

的沉降缝、环境规整，貉可能认为扩展空间

不大，便去了更合适的地方。“貉的快速搬入

和快速搬离，说明其分布、扩散和迁移处于

动态变化中，这要求我们长期而持续地去调

查貉的行为。”王放说。

指明社区管理方向
“貉口普查”的意义，还在于为社区管理

指明方向。今年调查发现，猫粮投喂和垃圾

管理不当仍是局部地区貉数量不正常增加

的最主要诱因，已显著超过植被、水源、光照

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同时，垃圾外溢等集中性垃圾处理管理

不当对于貉数量增加的影响，远大于湿垃圾乱

扔等个人行为。王放记得，在临港某个小区，

晚上10时前垃圾就被清运走了，小龙虾等夜

宵残渣被放在垃圾箱外，导致社区貉数量显著

增加，甚至达到平均密度的10倍之多。因此，

守规投放、制度化管理垃圾，尤其是夏季湿垃

圾及时清运，对于貉的减少非常重要。

调查还发现，有猫粮投喂的小区，貉与

人相遇时的行为模式出现显著改变，更多貉

面对居民的反应从“转身离开”变成了“观

望”甚至“主动靠近”。这说明，投喂行为的

减少可以降低潜在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可

能。此外，猫粮投喂还会导致一些貉患上疥

螨等皮肤病。虽然动物型疥螨通常不传染

人，但会引起貉、流浪猫、宠物狗疥疮和脱毛

等皮肤问题，严重时可导致动物死亡。

“公民科学”实现双赢
普通市民在小区遇到貉，该怎么办？调

查团队表示，应秉持“四不”原则（不害怕、不

接触、不投喂、不伤害）。而对于受貉困扰的

社区来说，减少投喂行为、科学填补沉降缝、

在关键区域立牌警示是应及时采取的措施。

记者从上海市林业总站获悉，2022年以

来，团队通过走访、科普讲座、安放科普宣传

牌、发放科普海报及《上海城市常见野生动物

“怎么办”社区手册》等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野生动物管理科普，并明确提出有关猫粮

投喂及垃圾管理等的建议。今年9月，上海

首个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为主题的社区科

普场馆，在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御上海居委会

党支部党群服务站正式开放，为社区居民与

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新样板”。

连续三年的“公民科学”研究范式，让更

多市民参与其中，一方面科研团队有机会在

市民志愿者的帮助下收集更多数据，另一方

面市民志愿者也有机会学习和体会与城市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科学知识。“我们沿着样

线走，虽然两次都没看到貉，但妈妈告诉我，

哪怕调查结果是零，也是有科学意义的。”今

年参与调查的小朋友淘淘告诉记者。

据悉，明年“貉口普查”团队将发布上海

城市自然观察主题的社区科普课程包，让学

校、社区都能自行下载、使用，通过6—7节课

程的学习，市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城市中的

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悬铃木掉落的‘屑屑’总是让

我过敏，怎么减少果毛？”“为什么行

道树不能种果树？”“上海最年长的

树在哪里？”这些有关城市树木的问题，你思

考过吗？昨天，由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联

合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发的“城市树木保护行

动”自然教育系列课程，首次在嘉定古树公

园、黄浦瑞金二路林荫片区、杨浦新江湾城

生态走廊同步举办。约130位市民走上申城

街头，在“城市中的自然”这个“教育大课堂”

中，探寻树木的奥秘。

亲自动手丈量树木
上午，思南路上的悬铃木已经披上“彩

衣”，即将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秋色观赏季。

跟随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行道树专家梁晶的

脚步，16名孩子对行道树一棵棵观察。“树

皮上的一道道痕迹，原来是天牛的粪便，看

到痕迹就知道树干中曾经有天牛。”“快看，

树干上还会长蘑菇！”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围

在老师身边，生怕错过一个知识点。随后，

他们还亲自动手丈量树干周长和树穴距

离，几人手拉手抱着树干，“沉浸式”感受大

树的粗壮。

低年龄的孩子则热衷于捡树叶做书

签。“我要做一枚彩色的书签！”一名正在上

幼儿园中班的女孩兴奋地说。她摸了摸树

皮，向妈妈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大树好

‘毛’，它们会像人一样受伤的。”

专家为市民讲述了上海林荫道的建设

历史，邀请孩子们从城市规划角度讨论行道

树筛选方案，并在复兴中路和复兴公园开展

林荫树种的数据采集，写下保护建议。

科普讲座妙趣横生
用脚步丈量城市之前，这些孩子已在室

内课堂聆听了一个小时的讲座。无人机怎

么筛查树木的风险点？要先让它去“学习”

树洞长什么样。法国梧桐的果毛如何减

少？用风炮机向树冠喷细小的水珠，借助风

雾模拟“下雨”将果毛吸附到地面。杨树、悬

铃木、大王椰子分别是华北、华东、华南地区

的代表性行道树，试一试为它们画上正确的

连线。在妙趣横生的授课过程中，亲子家庭

重新审视了身边的这些“植物朋友”，还填写

了“学习单”。

来自海华小学三年级的小媛子（化名）

平时很喜欢自然科普，也参加过一系列“自

然笔记”系列课程。这次小媛子的妈妈看到

“绿博士”微信公众号上的招募帖，就为孩子

报名了。聊到印象最深的部分，小媛子说：

“小区里银杏的果实被压爆后特别臭，老师

说多种雄株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齐齐哈尔

路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Alex则说，自己最大

的收获是知道了怎么去解决树木落叶、飘絮

的问题，还认识了“大王椰子”这种树。

梁晶告诉记者，如今的孩子思路特别开

阔，会问许多很专业又出乎意料的问题，为

管理部门打开了思路。“比如他们会问可不

可以种植果树作为行道树，我就会解释观赏

树和行道树的适生条件有区别，行道树一般

选用对树穴、土壤、养分要求不那么高的树

种。此外，果毛飘絮的问题、香樟‘黑果子’

的关注度也很高。”他表示，今后在授课中可

能会结合“捡秋”等热度较高的活动，让市民

更好地领略上海美丽而短暂的秋色。

开发真实场景课程
除了行道树，古树保护和病虫害防治也

是课程主题。在嘉定古树公园，0001号古悬

铃木悄然“换装”。在现场，古树专家细心讲

解了它的保护历史，展现了古树名木数字化

的“小秘密”，并邀请青少年化身“古树普查

员”，体验古树管理的真实场景。

在新江湾城生态走廊，城市中的昆虫

“朋友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植物保护专

家邀请青少年扮演“害虫侦探”助手，以分析

“案发现场”来寻找“嫌疑虫”，发现借助天敌

防治虫害的“应对策略”。

记者获悉，课程由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

站“绿博士”绿化科普青年志愿服务团队成

员策划实施。在市科委2023年度“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科普专项支持下，未来将融合城

市生态资源，继续推进青少年科普课程研发

和实施，以期通过真实的场景设计和科学的

实践调研，不断启发青少年探究城市树木保

护新方向，引导中小学生关心和保护城市的

自然环境。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最新“貉口普查”报告发布，相较于2023年——

貉密度基本持平 遇见率降低

“城市树木保护行动”系列课程在申城街头“开讲”

在“自然大课堂”中沉浸式“解读”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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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样线示例（6位调查队员沿不同颜色样线完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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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的领队和市民志愿者，到上海   个小区完成了总长度
超过   公里的样线调查和   份访谈调查。最终，有  个小区目击
到貉出没，  个小区貉活动消失。

昨天，上海市林业总站、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
研究所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共同发布了今年“貉口普查”报告。记者
获悉，今年本市首次在有貉分布的区域内“全覆盖”开展普查，涉及的行
政区扩大到 个，结果显示小区中貉密度基本持平、遇见率降低，人与
貉正和谐共处。

平均遇见率
（只/公里样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