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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8 月 12 日电(记者伍晓阳、褚
怡、张东强)聪明的野象，往往会将患有伤病的
幼崽遗弃在村庄附近，寄希望于人类出手相助。
在云南——— 中国野象的主要栖息地，人类没有
让它们失望。

野象“羊妞”，3 年前被人类发现时已奄奄
一息。出现严重脐带感染、伤口化脓、心律不齐
甚至休克，她被遗弃在云南普洱一个农户家的
柴房里。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好人。经过科学救治和
精心护理，人类把她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3 年
后，她成了一头神气活现、还会搞怪卖萌的明星
小象。一段她撒娇的短视频在时下流行的抖音
上总播放量超过 3300 万次。

8 月 12 日，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她度
过了 3 岁生日。

救助：生死竞速

时光倒回到 3 年前。2015 年 8 月 17 日下
午，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村，一位老婆婆在自
家的柴房中发现一头被遗弃的新生小象。小象
看起来虚弱不已，脐带伤口已化脓。她给小象喂
了水，拨打了野生动物救助站电话。

救助队员很快赶到现场。经检查发现，这头
新生小象患有严重的脐带感染，导致腹腔感染

并溃烂，身上有多处鹅蛋大的肿块，还有明显的
营养不良、心律不齐、心力衰竭，并出现休克症
状。她的生命危在旦夕！

第二天，小象被送到位于西双版纳野象谷
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小象的境况让
经验丰富的医生也揪心不已。“她躺在垫子上，
站都站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大象医生保明
伟说，正常新生小象有 100 公斤左右，她只有
76 公斤，而且非常虚弱。

医护人员给她清创、消炎，摄入营养。找不
到象奶，医生们决定给小象喂羊奶。征寻羊奶的
消息发布后，有好心人赠送了 4 头哺乳期母山
羊到救助中心，解了燃眉之急。

最初的 7 天里，多名大象医生、饲养员和后
勤人员 24 小时轮流照料小象，晚上就睡在小象
旁边。经过科学救治和精心护理，小象伤病得到
控制，健康状况好转，精神状态也逐渐好了起
来。

由于小象属羊，又是喝羊奶长大，大家给这
头雌性小象取名“羊妞”。

陪伴：亲如家人

“羊妞”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是陈继
铭。

他是负责照料小象的“象爸爸”。“羊妞”从

被救时的命悬一线到如今养成一个胖乎乎的小
萌象，除了大象医生的功劳，也离不开“象爸爸”
的陪伴。

“我们四个‘象爸爸’轮流照顾她，晚上同她
住一个屋。”陈继铭说，“象爸爸”睡的是高低床，
“羊妞”睡在旁边的草垫上。但她慢慢康复后，就
变得比较好动，甚至爬到床上和人一起睡，半夜
把“象爸爸”给吓醒了。

同住一年后，“象爸爸”搬到隔壁房间住。
刚开始，“羊妞”不习惯，会发出叫声。“象爸爸”
就过去拍拍她，等她安静入睡后才回到隔壁房
间。

为了让“羊妞”顺利成长，必须给她找个
“妈妈”。陈继铭介绍，救助中心物色了两头正
在康复训练的母象“然然”和“平平”担任“羊妞”
的临时妈妈。然而，这个计划刚开始碰了
壁———“羊妞”是吃羊奶长大的，身上有一股羊
膻味，只要她一靠近，“然然”和“平平”就驱赶
她。

“象爸爸”决定实施“象粪掩盖计划”。他们
找来“然然”和“平平”的象粪，涂遍“羊妞”全身，
这回奏效了。此后一起野外活动时，“然然”和
“平平”对“羊妞”很照顾，喜欢带着她玩耍。

现在，“象爸爸”每天都要带着被救助的大
象到山里进行野化训练，让她们适应野外环境。
“野化训练的最终目的，是等这些野象伤病完全
好了以后，能够回归自然。”陈继铭说。

走红：明星小象

“羊妞”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界关注。
让人欣慰的是，“羊妞”成长健康顺利。她从

76 公斤长到 700 多公斤，现在每天要吃 14 公
斤羊奶，还有香蕉、火龙果等水果和品种丰富的
野生植物。

现在的“羊妞”，成了一头神气活现、还会搞
怪卖萌的明星小象。

去年的一天，“羊妞”结束野化训练，跟着
“象爸爸”下山回家。由于下雨路滑，“羊妞”前腿
一伸、后腿跪地，像坐滑梯一样滑到了山下……
“象爸爸”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在国内外媒体
平台广为传播。

既然成了“网红”，就得紧跟潮流。野象谷景
区工作人员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羊妞和
它的小伙伴们”，目前粉丝已超过 38 万。其中，
一段“我要出去玩”的撒娇短视频总播放量超过
3300 万次，获得了 162 万个赞。

8 月 12 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羊妞”3 岁
生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名志愿者来到野象
谷，请“羊妞”享用香蕉、苹果、菠萝等做成的“生
日蛋糕”，给她洗澡、陪她踢球、唱生日歌，祝愿
“羊妞”健康成长！

新华社昆明 8 月 12 日电(记者伍晓
阳、庞明广、褚怡)栖息地退化、食物源减
少、非法猎杀难禁……作为体型亚洲第一
大、世界第二大的陆地野生动物，广泛分布
于南亚、东南亚的亚洲象，生存处境从未像
如今这样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在全球野象数量不断
减少的今天，中国野生亚洲象数量却在恢
复性增长，流离失所的野象在中国西南部
寻得了一方久违的乐园。拯救亚洲象，中国
在行动。

救助受伤野象

8 月 12 日，世界大象日。一场属于大
象们的盛大“宴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野象
谷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内如期举
行。

香蕉、胡萝卜、西瓜、菠萝…… 3 岁的
公象“小强”和他的伙伴们悠然地享用着饲
养员“象爸”“象妈”精心准备的“自助餐”。

救助中心内，身高 2 . 2 米、体重两吨
多的“然然”已经出落成一个身强体壮的
“大姑娘”，可她左后腿上一条长长的疤痕，
却提醒着人们她曾遭遇的不幸。

2005 年 7 月 7 日，野象谷工作人员在
景区附近一条河道内发现了受伤的小野象
“然然”，她的左后腿被兽夹牢牢夹住，深深
的伤口已经溃烂，上面爬满了蝇蛆，小象生
命岌岌可危。

受伤的“然然”已是步履蹒跚，但象群
舍不得抛弃她，大象们还不时用鼻子去抚
慰她。很快，一支由野象专家、医护人员等
组成的救援队赶来了。驱赶走象群后，救援
人员迅速为“然然”清理伤口，并把她送到
了当地的野象救援站。

“当时象群久久不肯离去，远远地注视
着整个救助过程。”参与救援“然然”的大象
医生保明伟说。

一转眼 13 年过去了，曾险些丧命的
“然然”伤情已基本恢复，但受伤的左腿在
活动时仍显笨拙。

2008 年，“然然”获救三年后，中国云
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在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落成，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以
亚洲象救援与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

自投入使用以来，该中心已成功救助了 13 头
野生亚洲象，并成功繁育了 5 头小象。目前仍有
10 头野象在这里接受康复训练。

缓解人象冲突

亚洲象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成年的亚
洲象体重可达四五吨，体型之大在陆地动物中仅
次于它的“亲戚”非洲象。

但由于非法猎杀、栖息地减少等原因，地球上
的野生亚洲象数量自 19 世纪以来迅速减少，已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在我
国，亚洲象也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到法律
严格保护。

据林业部门统计，在严格的保护措施下，云南

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 30 年前的
180 头左右增长到现在的 300 头左
右。

然而，随着野象数量的增加，它们
的活动范围也急剧扩大，甚至频繁进
入农田、村庄，与人类活动区域产生交
集。

“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数百斤植
物，它们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来获取
足够的食物。”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陈明勇表示，野象在森林里吃不
饱，就只能冒险去附近的农田采食农
作物，人与象之间也就难免发生冲突。

云南省林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1 年至 2017 年，野象在云南造成
32 人死亡、159 人受伤，所造成的财
产损失更是高达数亿元。

尽管野象频频伤人，但当地老百
姓还是给予它们最大的包容和爱护。
“大多数被救治的伤病野象都是被好
心的村民最先发现并上报的。”保明伟
说。

为了保护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安
全，云南推出了许多缓解人象冲突的
创新举措。例如建立野象监测预警网
络、为群众购买野象肇事保险等，尽力
减轻野象造成的损失。

营造栖息乐园

在历史上，亚洲象曾广泛分布于
南亚、东南亚地区，但随着人类活动区
域的扩张，亚洲象的生存空间被不断
挤压。

然而，在云南西双版纳，为保护热
带雨林，给野象等野生动物提供足够
的活动空间，当地近年来新增划了超
过 100 万亩的自然保护区，许多村民
从世代居住的村寨搬离。

监测显示，在过去 20 多年里，野
象在云南的活动范围已从过去的 3 个
县、14 个乡镇扩大到 8 个县、26 个乡
镇。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都有
多个象群在森林里长期活动。

在云南省普洱市，当地专门为亚洲象开设了
“大象食堂”。当地政府在野象活动频繁的区域规
划了近 4000 亩食物源基地，主要种植芭蕉、棕芦
苇等野象喜好的植物。这一举措不仅保障了野象
食物供给，也减少了象群对农田的“光顾”。

由于象群时常在边境地区活动，我国政府近
年来还加强了与周边邻国的野象保护合作。自
2009 年至今，我国与老挝已在边境地区合作建立
了总面积约 2000 平方公里的跨境生物多样性联
合保护区域，两国还多次共同开展野象种群调查、
联合巡护、人员技术培训等工作。

在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里，饲养员们
每天都要带着被救助的野象去山里活动，帮助它
们更快地回归自然。“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这些野象
早日回归野外，大自然才是它们的家。”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洲象保护项目办公室主任郭
贤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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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弃婴”到“明星”
野象“羊妞”的命运逆袭

▲ 8 月 12 日，救助象“羊妞”（左）在享用“生日蛋糕”。当日是世界大象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野象谷景区举行世界大象日活动，包含大象巡游、大象“水果盛宴”、救助象“羊妞”生日会等
多项内容。 新华社发（谢子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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