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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理由 在保护区之外

事件热议的关口，关于象群迁徙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些描

述很有趣，比如，生态环境太好了；有些描述很神秘，比如磁暴

说，声称“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而这可能

与太阳活动有关”。公众猜测野象好像有远大的目标，要一路向

北。但或许象群自己也没搞明白，人类就更无法获得肯定的答案。

在王放看来，公众首先要正确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野象

绝不是“出逃”，保护区也不是把动物关起来的地方，划定了

保护区，不代表动物必须一直待在那里。从某种程度上讲，迁

徙或者迁移，是动物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与生俱来的本领。

亚洲象的迁徙一点都不偶然，也不新鲜。上世纪 90 年代末

期，曾经有象群被监测到往北迁徙，最远曾经到达普洱市景东县。

1995 年，有 5 头象迁移到普洱市思茅区，这是这里第一次有野

生亚洲象出现。后来，又有更多的象群北移至普洱。但它们在

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间往返，始终没有走远。

动物迁徙在书本中的定义，是指在越冬地和繁殖地规定的

路线。美洲灰狼一年内移动超过 1000 公里，放在美洲狮身上，

这个数据是 2000 公里。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则是 700 多公里，甚

至一些食草动物，比如驼鹿、麋鹿，一年内移动也可超过 500

公里甚至更长。

“即便是懒洋洋的大熊猫，迁移距离也在二三十公里，它

们会跑到高山裸岩和流石滩，而更长距离的迁徙在动物世界里，

不足为奇。”王放告诉《新民周刊》，动物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

可能为了食物、水源、繁殖，寻找新的栖息地，逃避捕食者或

回避过于强烈的竞争、降低近亲繁殖风险等等。

一旦动物失去迁移能力，种群生存力会快速下降，严重时

甚至可能局部灭绝。但迁徙本身是艰苦且危险的，这次“断鼻

家族”途经的地方，海拔超过 2000 米，远超过亚洲象适宜的海

拔 1000—1300 米以下的生存环境，如果不是有什么必须走的原

因，它们不会贸然离开传统栖息地。

王放认为，野象不断迁徙最深层的原因不外乎三点：栖息

地在减少，栖息地的破碎化，野象种群的增加。这一观点在与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张立

的沟通中得到了印证，“不管你分析野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

不能忽略栖息地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张立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强调了一个数

据：近 20 年间，西双版纳地区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减少了

40.68%。他认为，象群出走更大的问题，出在保护区之外的土

地上，这些土地上的农田，都转换成了高利润的橡胶林和茶园。

而橡胶、茶叶等产业，是野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

从数据上看，虽然西双版纳栖息地的森林覆盖率在提高，去年

一度达到 81.34%，但多出来的土地，只能生长橡胶树等单一

植物，适宜亚洲象的灌木、竹阔混交林覆盖的平整山谷及海拔

1000 米以下的山脚等栖息地面积，已不足 1975 年的 1/3，因此

它们有个外号叫“绿色沙漠”。

但也有西双版纳当地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举出佐证：

1949 年前，大量野象迁往只有 2.7 万多平方千里的西双版纳，

也没有阻碍亚洲象从几十头繁衍到 300 多头；20 世纪 50 年代初，

当地农民种橡胶致富，几十年间来，野象也从未北迁过。

有专家把亚洲象北迁或四处迁徙的原因归结为另一种经济

作物——砂仁，它既是中药，也可以做香料。种植时需把林下

的幼树清除掉，这造成野象喜爱食物的减少。但目前还没有砂

仁和茶树种植过多直接导致亚洲象食物减少的研究结果。因此，

这也只是一种假说。

唯一没有异议的是，适合于亚洲象的栖息地碎片化，难以

让它们在舒适区中觅食，才不得不走出保护区。例如，水电站

的建设淹没了亚洲象迁徙通道；保护区的象群分布不均也造成

了亚洲象生存空间的相对逼仄。

栖息地的破碎化，又倒逼亚洲象向人类种植的田地和居住

地移动，导致亚洲象的口味提升，食性改变。当尝到了农田中

好吃的玉米、水稻和番木瓜等，它们也不愿意再吃口味不好又

难咀嚼的芭蕉叶、竹叶。

　　这是一次人与野生动物的友好对话，但作为中国样本还应理性看待，目前还远没有
到总结经验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