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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在饲养员杨
诚心目中，13 岁的奇珍“母性”
极强，非常护崽。即使是在自
己的兽舍里，一旦有陌生响
动，奇珍就会拖着自己孩子，
躲到她认为安全的角落中。
昨天，奇珍带着自己最小的孩
子——1 岁零 4 个月的女儿真
真，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正式入驻都江堰青城山旁
的“熊猫谷”，野化放归。

野化生态面积 1.4
平方公里

这对母女大熊猫都是圈
养繁殖，打出生起就在人工饲
养环境中成长。从昨天 15 时
许，当兽舍铁门打开，它们走
入山谷时，奇珍和真真，成为
全球首对“野放”的母女大熊
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主任张志和解释称，“野化
放归”，是指在模拟自然生态
条件下，将迁地保护圈养动
物，进行人工控制条件下的野
化训练，使其逐步适应野外环
境后，再放归其历史分布区或
现有分布区的过程。

“熊猫谷”是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于今年 1 月正式
启动的都江堰繁育野放研究
中心，这里野化生态面积可达
到1.4平方公里，将成为圈养大
熊猫的野化放归“训练场”。值
得一提的是，1953年 1月，一只
野外大熊猫在“熊猫谷”所在地
——都江堰玉堂镇被发现并
救护，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首只被救护的大熊猫。

大熊猫暂住假山不
再被喂食

今年 1 月，首批 6 只来自
成 都 大 熊 猫 基 地 的 亚 成 年

（2-4 岁）大熊猫，已先期入驻
熊猫谷，在接近于自然环境的
兽舍和“小操场”内，接受第一
期野化训练，适应山野里的温
度、湿度、饮食变化等基本挑战。

奇珍和真真也暂时入驻类
似的环境。傍山坡修建的假石
山兽舍，和兽舍外呈葫芦形的

“小操场”，其中树木林立，树木
之间，还有用原木和麻绳编制
的“木桥”，供母女俩在树间往
来。竹子虽然还是饲养员杨诚
从基地带来的，但“以前它们要
吃东西时，会发出一种叫声，我
就会把竹子递过去；现在，它
们需要自己在周围寻找”。

一月后大熊猫自己找食物

大概一个多月后，奇珍母
女，还有先到的 6 只大熊猫，
将进入占地约 120 亩的“半原
生态”野化训练“运动场”。那
里有移栽好的成片竹林，但不
再提供窝窝头或苹果等辅食，
大熊猫们的饮食，只能自己想
办法。

不过，通过 GPS 项圈等技
术手段，“我们可监测到它们
的动向和行为，以免发生意
外”，成都大熊猫基地齐敦武
博士说，一只大熊猫的野放训
练，可能要历时 3-5 年，“一步
步回到原生态环境，尽量缩减
人为干预和影响”。

全球首对母女大熊猫“野放”
入驻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旁“熊猫谷”进行野化训练，逐渐回归其原生态环境

■ 现场

目前，全球共有 341 只
圈养大熊猫。同时，还有约
1200 只野生大熊猫，仅存于
青藏高原东缘的 6 大山系
中。近几十年来，由于河流、
公路、森林采伐以及人口发
展等原因，很多大熊猫栖息
地和种群之间交流被阻断，
大熊猫们又被分割成 20 多
个相互隔离的种群。

如今，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已有 114 只圈养
大熊猫，实现了种群的自我
维系。但同时，圈养大熊
猫，也在面临被城市和人包
围，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生
存能力渐退，人畜共患病威
胁等严峻挑战。

为“复壮”野生大熊猫种
群，中国的动物科学家一直
在研究并实践，如何让圈养
大熊猫“野化”，回归其原生
态环境。

从上世纪 80年代起，我
国进行了近 10 次“粗略放
归”尝试，但其结果都不理
想。近几年，科学家们借鉴
黑熊等濒危野生动物的放归
经验，将大熊猫放归的思路，
由“硬放归”转为“软放归”。
也就是奇珍母女即将开始
的“野化放归”生活。

成都大熊猫基地副主
任费立松介绍，首次选择
母女大熊猫一同“野放”，
是为了丰富大熊猫野放的
模式和策略。国内外野生
动物的放归经验中，幼体
和老年个体都不适合“野
放”，青壮年、青少年期的
个体，是最为合适的放归
对象。

■ 释疑

为何野放母女大熊猫？

放归由硬转软
丰富野放模式

兽舍铁门打开的那一刹
那，上百个镜头聚焦奇珍母
女。在基地见惯了人的母亲
似乎很淡定，步态从容。真真
好像有点儿紧张，一度低着
头，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走出
来。由于熊猫怕大响动，山谷
周围没有人鼓掌、喝彩。

也许是看到人很多，也许
是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奇珍
紧走几步，巡视周围，边看边
闻。真真似乎有点走神儿，上
上下下，左顾右盼。往前一看，
妈妈不见了。原来，奇珍已经
走到葫芦形“操场”的另一端，
中间隔着两座木桥和茂密灌
木，母女俩就这样彼此看不到。

只见小真真原地转圈，左
嗅嗅，右闻闻。在一棵碗口粗
的树下，真真先把脸凑过去，
犹豫了一下，突然后脚一蹬，
整个身体“站”起来，同时两条
前肢抱住树干，“噌”地一下，
爬上树去。

周围突然安静了一下，只
听到毛皮和树皮相蹭的“嚓
嚓”声，真真又往上连蹿几下，

瞬间已到达几米高的树杈。
站高望远，真真反复爬了

周边的几棵树后，好像看到了
不远处的妈妈，跳下树来，试探
性向操场的另一侧走去。

快走到兽舍门前的木桥
时，真真终于看真切，妈妈正
向自己走来。一高兴，真真又

“站”起来，爬上和自己身高差
不多的木桥，使劲探头。

在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下，
为什么母亲奇珍暂时丢下自
己的孩子，却没有惊慌失措？

负责野放大熊猫饲养的
“熊猫谷”主管李明喜说，奇珍
很有经验，走出兽舍后，先观察
了周围的环境，虽然有人围观，
但没有异常的大响动，她应该
也看到山谷周围有高的栏杆，
确认新环境大致安全后，她就
到处走，细细观察新居，同时，
走过之处，留下特殊的气味，给
自己的新领地做标识。而真真
之前表现的转圈、爬树等行为，
也是希望通过留下气味标识领
地的本能，同时，她也希望通过
嗅辨熟悉的气味，找到妈妈。

奇珍留气味圈地
真真循味找妈妈

兽舍铁门打开后，奇珍步态从容走出来，真真似乎有些“害羞”。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供图

进入“小操场”后，真真发现妈妈不见了，爬上树去寻找。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摄

看到妈妈后，真真“站”起来，爬上木桥使劲探头。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摄

真真 1岁零4个月，相当于人类三四岁的“小孩”。性格外向，活泼好动，
体重约40公斤。除了吃母乳外，真真也很喜欢吃竹子，并且消化不错。饲养员杨
诚说，“这种健康的饮食状况，从真真每天2-3公斤的粪便中，即可直观了解到”。

奇珍 13岁，成功生育过4胎双胞胎的“传奇”母亲。刚出生的小奇珍曾
被摔落，身上的伤口缝了七针，竟然还是奇迹般的康复了。饲养员就给这只坚
强的熊猫起名“奇珍”。“成熟、母性强”是奇珍的显著特点。

在基地圈养时，奇珍除了带自己的孩子，还会帮助别的大熊猫妈妈带孩子。
目前，“奇珍”体重 106 公斤，属于同龄雌性大熊猫中的“健康偏上”体格。

来到熊猫谷前，奇珍还接受了短期的运动、觅食能力等初期野化训练。

■ 档案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副主任费立松介绍，在
大熊猫栖息地，分布着 8000
多种野生动植物，包括小熊
猫、金丝猴，牛羚等中国特
有的濒危保护动物。因此，
大熊猫被认为是保护生态
多样性，以及濒危动物的旗
舰物种。

我 国 目 前 在 四 川 、陕
西、甘肃境内，设立了 63 处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这里，是
野生大熊猫种群的栖息地。
通过建立“野放中心”，将圈
养大熊猫“野化”，复壮野生
大熊猫种群，不仅是保护大
熊猫这个物种本身，还能通
过加强熊猫自然保护区的
科学保护，带动对小熊猫、
金丝猴等其他濒危动物的
保护。

野放大熊猫有何意义？

“野化”大熊猫
保护生态多样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