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缓解“人象冲突”，
政府部门采取了为大象建
“食堂”、为村民修建防象
围栏、开展监测预警等措
施，同时引入社会力量致
力于让村民在保护中受
益，让社区参与保护，推动
保护监测、栖息地修复。

针对野象造成的人身
伤害和财产损失，政府为
群众购买了野生动物公众
责任保险，尽力弥补野象
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
近年来实施的亚洲象预警
监测，也有效避免了多起
野象伤人事件。

“以前只在动物园见
过大象，野象还是第一次

见。”峨山县双江街道柏锦
社区莲花村村民小组长普
翠芳说。5月26日晚，象群
到了村里田地里觅食、饮
水，普翠芳按照预警信息
通过广播通知村民紧急疏
散避险，几乎一夜未眠。

“村里玉米、黄豆等作物
和大棚受损评估下来大概5
万元。”普翠芳说。

日前，云南省已成立
亚洲象群北迁安全防范工
作领导小组，并派工作组
抵达现场指导当地开展监
测预警、安全防范、宣传引
导等工作，全力防范象群
持续北迁带来的公共安全
隐患。

“针对这15头象，目前
能做的只有及时预警、疏
散群众，尽可能减少损
失。”陈明勇说，在可控条
件下，考虑在野象进入人
口稠密区前，及时设障，进
行投喂引导。专家团队仍
在持续监测、研判，向主管
部门提出科学合理的方
案，保障人象安全。

亚洲象看起来十分可
爱，但具有较强的攻击
性。专家呼吁相关区域群
众听从指挥，及时掌握监
测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劳
作、出行时间，避免与亚洲
象正面接触，禁止围观挑
逗，确保人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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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野生亚洲
象，近日一路逛吃、北迁，经普洱市墨江县、玉溪市元江县、红
河州石屏县后抵达玉溪市峨山县，记者昨天上午获悉，象群
目前已进入玉溪市洛河乡新寨村，此处距离昆明市晋宁区地
界仅两三公里。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旗舰物种亚洲象罕见地一
路北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目前，这群北迁野象尚未造成
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和地方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全力防范象
群北迁带来的公共安全隐患，确保人象安全。野象“旅行团”
究竟象指何方？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介
绍，4月 16日，原生活栖息在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17头亚洲象群从普洱市墨
江县迁徙至玉溪市元江县。
4月24日，其中2头象返回普
洱市墨江县，其余 15头象继
续向北迁移，途经红河州石
屏县，近日进入玉溪市峨山
县。5月 27日晚，象群一度
进入峨山县城游荡。5月29日
晚，监测团队证实，象群已进
入玉溪市红塔区境内。

监测显示，该象群由成
年雌象 6头、雄象 3头、亚成
体象3头、幼象3头组成。象
群从“老家”西双版纳一路北
上峨山县，迁徙近 500公里，
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

“亚洲象迁移扩散是常
见现象，但以往都在一定范
围的几片栖息地循环觅食、
迁移，这次一路向北到这里
是非常罕见的。”云南大学生
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长
期跟踪研究亚洲象，他说亚

洲象如此长距离北迁，在我
国尚属首次。

“我们也无法判断终点
何处，气候、食物、水源能支
持它们走到哪里还需要进一
步监测、评估。”陈明勇说，这
次野象北迁可能是“没有目
的地”的旅行。

40余天时间里，该象群
在元江县、石屏县共肇事412
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 842
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
近680万元，当地群众的正常
生活生产秩序受到影响。象
群在峨山县造成的经济损失
正在统计中。

专家指出，象群如继续
往北进入人口密集的玉溪市
红塔区、昆明市晋宁区等地，
村庄和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交通网密集，人员管控困难，
亚洲象肇事伤人将难以控
制。同时，因为适宜的食物
资源越来越匮乏，象群频繁
入户寻找食物，人象潜在冲
突隐患激增。

“陆地巨无霸”亚洲象
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普
洱、西双版纳、临沧 3个州
市，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
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
物，也是维持森林生态系
统的“工程师”。

经过 30 多年的拯救
和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
种群数量由 20世纪 80年
代初的 193头发展到目前
的约 300头。

“监测显示，这群象基
本是朝一个北偏东的方向
行进，对大象的‘导航定位’
机制还缺乏科学解释，因此

一路往北走的原因尚未完
全研究清楚。”陈明勇推测，
有可能是象群首领经验不
足，出现迷路的状况。“也许
它搞错路线，仍认为自己走
的方向是对的。”

栖息地承载力下降也
是重要原因。云南省亚洲
象分布区的11个自然保护
区中，10个属森林生态系
统保护类型。随着保护力
度不断加大，森林郁闭度
大幅度提高，亚洲象的可
食植物反而减少，不少象
群逐步活动到保护区外取
食，频繁进入农田地和村
寨，增加了与人类的接

触。据统计，有三分之二
的亚洲象已走出了保护区
生活，增加了管理和保护
的难度。

此外，亚洲象种群扩
大后习性发生转变。监测
显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
量增长，其分布范围不断
扩大，常年活动于村寨、农
田周围，并根据不同农作
物、经济作物成熟时节，往
返于森林和农田，主要取
食农户种植的水稻、玉米
等作物，在食物匮乏时节，
还会取食农户存储的食
盐、玉米等，出现“伴人”活
动觅食现象。

野象从哪来？要到哪里去？

一路“象”北为哪般？

如何防范、缓解“人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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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云南玉溪峨山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