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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经常食用的小龙虾、牛

蛙之类，包括巴西龟，都已经上了

中国的外来入侵生物名单。譬如小

龙虾，也就是克氏原螯虾，原产地

在北美。可如今在许多湖域有养殖。

那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控制，不能让

这些外来入侵生物无序生长。但也

要看到，譬如在市中心一个花园的

小区、水体与外界并无联系的情况

下，偶尔有居民‘放生’或者遗弃

一只牛蛙、巴西龟之类，在这种狭

小局促的空间内，是否会造成外来

生物影响本土生物呢？可能不一定

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原因在于

这个小区的花园里本来也缺乏本土

原生物种！怎么去处理呢？发现了

入侵生物，依法依规处理即可。”

何鑫认为，最不可取的情况是

擅自大量“放生”外来生物。看上

去甚至是因为某种善心而放生，可

这些外来生物一旦到了野外，却能

杀死许多本地物种。

养宠一族何去何从

由于工作关系，何鑫也曾在办

公室里寄养过海关罚没的两栖爬行

类动物等，之后移交动物园等饲养。

在他看来，爱宠人士，无论饲养异

宠还是饲养犬猫，都要付出感情和

精力，“但一切要依法依规”。

何鑫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

爱好者不得不将自己饲养了一段时

间的爬宠移交动物园饲养，但又感

觉动物园养得还不如自己专业，没

养好，甚至把动物给养死了，殊为

可惜。“我觉得，这些爱宠人士可

以和动物园联系，以志愿者身份来

给动物园出主意，甚至一起探讨、

研究。”何鑫还遇到过有爱宠人士

为此特地应聘到动物园去工作的，

“总之，有更多爱好者喜爱动物，

肯定是好事”。

但何鑫不忘提醒，尽管大多数

爱宠人士喜欢长得好看、性格温驯

的宠物，哪怕对两栖爬行类宠物的

需求也莫不如此，可难免人类中有

那么一些人，就是喜欢“挑战自我”，

喜欢挑战搞到野生生物去养。这不

仅对个人来说有一定危险性，对物

种本身也不是好事。

近些年来，何鑫发现一些有关

新发现物种的论文，作者都刻意

不显露这些新物种的发现地。就

是怕新物种被人注意到，养宠爱

好者趋之若鹜，一下子就有可能

将这一新物种变成野外灭绝物种。

再加上人工繁育没有成功的话，

其实也就宣告了这一物种某种程

度的死亡。

譬如，如今将人工繁育的龙猫

放归安第斯山，或者将仓鼠放归叙

利亚，包括简单地将大熊猫放归秦

岭一带的山脉，其实都绝难保证他

们能存活，更遑论繁育下一代。既

然如此，何鑫认为，自己身为一个

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工作者，

就该更注重与一些爱宠人士进行交

流，了解大家的想法。他也注意到，

一些爱宠人士乐意到动物园，特别

是到一些商场里开的所谓的“动物

园”去观察异宠，进行交易。“这

些小微动物园本身在各方面受限很

大。有些存在饲养不规范，并且在

开放的营业场所，譬如商场之类营

业，并不合适。那些刺猬、羊驼、

仓鼠，甚至小熊猫之类，在非常局

促与未必适合动物生活的环境长期

呆着，从动物福利的角度看，是不

合适的。”

其实，类似的案例在正规动物

园也有。日前，“南宁动物园没有

正经动物”成为网上热议的另一话

题。有专家已经解读——那些向游

客扔草皮的黑猩猩、学着游客起舞

的长臂猿、屡屡开屏的孔雀，其实

都是动物对人类不友善行为的应激

行为。至于那些在商场里所谓“动

物园”里的宠物类动物，是否也会

有一些“心理问题”、应激行为呢？

无论是在家里养宠的爱宠人士，还

是乐意到商场“动物园”选购者，

在这方面，需要三思而后行。

左图：小朋友在动物

园观赏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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