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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梁成华北豹稳定栖息地

安春林介绍，华北豹是全球9个金钱豹亚种
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地区，是我国特有的金
钱豹亚种，其模式标本诞生在北京，据估计全国种
群数量不足400只。华北豹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
太行山区域，特别是驼梁一带，后因人类活动范围
扩大，生态资源环境变迁，华北豹几乎绝迹。

随着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
列生态工程的实施，驼梁林草覆盖率达到
90%，加之近年来我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
不断加大，华北豹多次现身。2019 年至今，
已累计在驼梁拍摄到华北豹 50 多次，个体数
约为 4 只到 5 只，说明该物种在河北的种群
数量较为稳定，栖息地范围不断扩大。

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以保护森林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为
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
区内植物种类丰富，其分布的典型暖温带落叶
阔叶林生态系统基本上保持了比较原始的自然
生态环境，在华北山地具有典型代表性，这也为
华北豹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和自然空间。

据统计，保护区内共有高等植物4门143科
552 属 1187 种，占全省野生植物的 50.5%。其
中，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29种；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植物3种，分别为大花构兰、班花构兰、构
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21种；河北省重点保
护植物94种，特有植物8种。同时，保护区内山
高林密、水草丰富，为野生动物藏身和繁衍生息
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这里保存了丰富多样的
野生动物资源，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理想的生存

栖息地。据统计，保护区内现有脊椎
动物227种，占河北省脊椎动物

的 45.9%。其中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分别

为豹、黑鹤、金鵰、白鹤、
大鸨；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34种；我国
特有类型9种，河北省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9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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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相机2022年第一次捕捉到
的华北豹影像。

红外相机红外相机20222022年第二次年第二次
捕捉到的华北豹新个体影像捕捉到的华北豹新个体影像。。

以豹之名
改善太行山自然环境

成立于2013年的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
是一个专注于保护中国野生猫科动物的民间
志愿者团队，也是一个专业成熟的公益机构。
该联盟之前设计的一个“引豹还家”项目，是

“以豹之名”修复生态，改善太行山自然环境，
恢复生物多样性，重新连通被割裂的生态廊
道，帮助华北豹避开盗猎者，从山西、河北沿着
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自然扩散，让豹重回北京

“老家”成为可能，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生态的紧
密联结。

野生动物志愿者宋大昭早在2008年起就
开始了对太行山地区的华北豹及其所代表的
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和保护。宋大昭解释说，

“引豹还家”不是非要让豹子回到北京，而是希
望看到整个太行山到燕山，能够重新有豹子在
这里散步，希望从八达岭到河南黄河的风陵
渡，都能看到华北豹在山林里游荡。

据了解，下一步，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将
通过开展河北省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调查项目，继续开展常态化的华北豹种群监
测，优化监测点位，加大监测力度，增加生物多
样性监测方式，从以往的单点观测技术逐渐变
成联网监测，并结合遥感、红外相机、声学、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拓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尺度
与手段，为生态系统恢复贡献力量。

随着河北省不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
度，“还家”的不只有华北豹。

近年来，河北省先后出台了《河北省陆生
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关于建立健全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长效机制的意见》等法律
法规文件，建立健全了野生动植物各项保护制
度，编制实施了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规
划，相继开展了打击整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
系列专项行动，划定了禁猎区、规定了禁猎期，
恢复了一批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全省野生
动植物自然生存环境和生态空间得到完善和
加强，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丰富，促进了全省的
生态系统平衡。

目前，河北自然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605
种，有高等植物3701种，分布于各类自然保护
地。河北已建立各类型自然保护地278处，保
护地总面积超过140万公顷。

（石家庄新闻网、中国新闻网、河北省林业
和草原局微信 图/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近 日 ，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工作人员在进行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监测时，在驼梁再次发

现华北豹身影。这是今年入冬以来，
我省太行山一带首次记录到华北豹影
像。而就在去年3月和4月初，布设在驼
梁林中的红外相机曾连续两次拍摄到华
北豹的身影，而且两次拍摄的并非同一
只华北豹。野保专家表示，这些大

型猫科动物重新漫步在太行山
密林，是生态修复最好的

体现。

◀11 月 8 日，驼
梁发现的华北豹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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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华北豹，虽然一

闪而过，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健硕的体态。”日前，河北省林业
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野生动物专家安
春林表示，这次监测到的个体是一只成
年华北豹，食物链中“顶级捕食者”的出
现，说明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丰富。

而在去年3月，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例行回收布
设在林中红外相机的视频资料，当检查驼
梁梁顶处的一架红外相机记录的画面时，
惊喜地发现一只豹子的身影，当时它正从
红外相机前路过，其身形被完整清晰地捕
捉到。专家根据影像资料初步推测，这是
一只成年雌性华北豹，也是当年第一次在
驼梁发现华北豹。4月初，保护区的工作
人员再次对红外相机进行数据回收，影像
资料中第二次出现了一只华北豹新个体，
也就是说，4月初拍摄到的华北豹和3月
拍摄到的华北豹不是同一只。

据悉，为探寻华北豹种群活动踪迹，
2017年，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中国猫科
动物联盟开始就华北豹的发现和保护展开
合作，并在保护区内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域
固定安装了数台红外相机，全天候监测林内
华北豹及其他野生动物活动轨迹情况，当年
便拍摄到一只华北豹个体3次，说明在驼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华北豹存在的可能性。

2019年，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实施了
“华北豹实时监控项目及华北豹种群及栖
息地专项调查项目”，保护区利用此契机与
中国猫科动物联盟联合启动了“引豹还家”
项目，继续利用原有红外相机开展监测工
作。监测工作从2019年7月一直持续到
2021年5月，在保护区范围内的石家庄市平山
县合河口乡合河口村、前大地村、杨家庄村
三个监测样地，布设了有效相机位点
80个，并于2019年10月、2020年
1月、2020年5月、2020年8月、
2021年5月分别对红外相机
进行了5次影像数据回收，
共获得了野生动物独立有
效探测5831次。监测结
果表明，驼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兽类群落结构较
为完整和稳定。在监测到
的全部18次华北豹的影像
资料中，17次均来自同一只
母豹个体，一次来自1只公豹个
体。另外，在红外相机监测中，还
识别出了野生兽类14种及地栖鸟类
2种，隶属5目10科16属。

2022年11月起，河北省林业和草原
局启动了“河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调查项目”，先后在全省重点自然保护地
布设红外相机600多台，红外自触发监测
摄像机30多台，其中驼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布设了5台红外自触发监测摄像机，
今年入冬以来拍摄到华北豹影像的相机
布设在该保护区海拔1800多米处。

红外相机
不断拍到华北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