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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野生动物保护样板

麋鹿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之
一，保护麋鹿对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平衡具有
重要意义。

截至2022年，我国麋鹿种群数量已经从
重新引入初期的 70 余只增长到 1 万只以上。
其中，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麋
鹿7000余只，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麋鹿数量突破1500只。多年来，种群数量
的大幅增长，帮助麋鹿保护突破遗传瓶颈，为
麋鹿的生生不息建立了“基因库”。

目前，麋鹿自然种群成功诞生，其分布已
接近麋鹿的历史分布区域。

同时，我国也在麋鹿生物学研究中取得
了多项成果，不仅逐步形成了麋鹿饲养管理
技术，还在麋鹿组织解剖及疾病防治防控方
面取得突破，为进一步保护麋鹿提供了科学
支撑。

2021年2月，《科学》发布了一篇名为《逆转
中国麋鹿的灭绝》的文章。研究指出，中国麋
鹿野生种群重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

2021年10月，麋鹿的保护成果被写入《中
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从本土灭绝
到繁衍复壮，中国麋鹿保护取得了优异成绩，
获得了广泛认可。

尽管如此，中国麋鹿种群的重建仍然面
临挑战。例如，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保护整
体规划和监测平台、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野
生分布点少、麋鹿保护缺少国际交流机制
等。麋鹿保护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强顶
层设计与多方的共同配合。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安全保卫处副处长薛丹丹表示，麋鹿是
从灭绝线上“拉”回来的物种，能在原生地
实现种群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代代麋鹿守
护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成就。

“麋鹿在国力衰弱时灭绝，在国力强盛时
复兴，其历史曲折而传奇。”白加德感慨道，麋
鹿物种的成功保护，是“国家兴、麋鹿兴”的有
力见证。 （科技日报）

麋鹿“重生”记：
从本土灭绝到种群复壮

2022年7月29日傍晚，江苏盐城大丰区
野生麋鹿放养区，成群的麋鹿在滩涂湿地撒
欢、觅食、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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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一片湿地中，一群麋鹿正享受着怡然闲趣。它们行动稳健，体态丰腴，
有些在低头吃草，有些在水中撒欢，还有一些则卧在草地上休息。从芒种时节开始，麋鹿就会进入
求偶期。每年这个时期，麋鹿苑内会上演一场“鹿王争霸赛”，成为南海子麋鹿苑的一大盛事。

麋鹿，又称“四不像”，拥有着鹿角、马头、驴尾、牛蹄，擅长游泳。
麋鹿起源于中国，它曾拥有过辉煌的历史，中国古书中不乏关于麋鹿的典故与诗句；它也一度

濒临灭绝，在颠沛流离中漂泊异乡；如今，麋鹿早已返回故土，重新焕发种群生机。
近日在一次活动中，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加德讲述了麋鹿种群的前世今生与我国麋

鹿保护的多项举措。作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从野外灭绝到重新引入，从种群复壮到放归野外，麋
鹿在中国的“重生”成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样板。

两只成年麋鹿和一只小麋鹿两只成年麋鹿和一只小麋鹿。。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2023年4月29日，北京大兴南海子公园
里的麋鹿苑里，一群麋鹿悠闲地觅食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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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的历史曲折而传奇

麋鹿属鹿科，喜欢气候温和的沼泽湿地，曾
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与沼泽
地带，拥有200万至300万年的历史。

“麋鹿的角一般在冬至前后脱落，脱落的角
可立而不倒。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麋鹿作
为冬狩的主要对象，成为一种‘守时待岁’的仪
式。”白加德说。

在商周时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达到顶
峰。传说姜子牙的坐骑就是麋鹿。

随着气候变化、栖息地减少和人为捕猎等
多种因素影响，麋鹿的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

“清朝初期，我国境内最后一群麋鹿被放养
在北京南苑。”白加德说，1865年, 法国传教士

阿芒·大卫在北京南苑发现了麋鹿，并将麋鹿标
本运至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从此，中国麋鹿名
扬世界。

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英法德等国陆续从北
京南苑运走了几十只麋鹿。1900年，八国联军
侵华，北京南苑仅存的少量麋鹿遭到西方列强
的劫杀。至此,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1894年至1901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
收集了散落在欧洲的18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
庄园中。乌邦寺庄园环境优美，拥有草地、湖泊
与丘陵，适合麋鹿生存。从此，这18只麋鹿在乌
邦寺庄园中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也不断扩散
到世界各地。

“三步走”助力麋鹿本土“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让麋鹿“回家”的工作陆续
启动。

白加德告诉记者，我国麋鹿种群重建与保护
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种
群复壮，第二步是迁地保护，第三步是野外放归。

种群复壮，是指通过扩繁让麋鹿拥有足够
的基础种群。

从1985年到1987年，我国从乌邦寺庄园重
新引入了 38 只麋鹿，这 38 只麋鹿漂洋过海，定
居于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苑。科研人员清除湿
地淤泥，引入清洁水源，种植大麦草、苜蓿草等
优质牧草，为麋鹿精心准备食谱。

1986年，又有39只麋鹿远渡重洋，从英国伦
敦等地的动物园移居至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精心的照料使麋鹿扩繁工作进展顺利。
1996年，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麋鹿数量增长了
5.5倍，达到250只，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麋鹿数
量增长了9倍，达到388只。

第二步是迁地保护。所谓迁地保护，是指
为了有效保护一个物种，把该物种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另外一个适合该物种栖息的地方。

白加德指出，物种栖息地的迁移，能够为哺
乳类动物的基因带来微小的改变。而这些改

变，将增加麋鹿的遗传多样性，提高其进化潜
能、健康状况与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

据了解，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制定了迁地保
护规划,将部分麋鹿输出至湖北石首市的长江天
鹅洲湿地，当地为此建立了湖北石首麋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多年来，南海子麋鹿苑累计向
外“输出”麋鹿近600只。

截至2022年，全国已相继建立了89个麋鹿
迁地保护种群。

野外放归是麋鹿保护的最终目标。1993年
10月起，陆续有麋鹿被送至湖北石首麋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它们成为野外放归适应训练的
重要“选手”。

1998 年长江发生洪灾，湖北石首麋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围栏被冲垮，34只麋鹿趁机“外
逃”。

“麋鹿是游泳高手。”白加德笑着说，“逃逸
的麋鹿可能感到天地开阔，有的在保护区附近
的杨坡坦和三合垸安家落户，有的干脆横跨长
江，从长江北游到了长江南，一路逃到了湖南的
东洞庭湖。”截至 2022 年底，外逃群体在 3 个区
域形成的自然种群数量均超过200只。

2018年，47只麋鹿被野放至江西鄱阳湖湿
地区域，目前也已实现了野外自由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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