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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结队的候鸟翻山过海，
经受严寒和饥饿，飞越万千公里
抵达目的地，仿佛在兑现一个承
诺。法国纪录片《候鸟的迁徙》，
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这句开头
语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

老 铁 山 位 于 辽 东 半 岛 最 南
端，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
理位置让这里成为世界著名的候
鸟迁徙通道，每到秋季，数千万只
候鸟途经此地，等待适合的天气
跨越渤海海峡，继续着生命的壮
举。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
上一个最主要的停栖地，成为享
誉世界的“老铁山鸟栈”。

千百年来，这里因鸟而兴，也
因而成为捕鸟、贩鸟、食鸟的“胜
地”。

1980 年，辽宁蛇岛老铁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
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保护候
鸟迁徙成为保护区重要的工作内
容。然而，想要扭转千百年来根
深 蒂 固 的 职 业 和 传 统 ，谈 何 容
易？30 多年来，一场看不见的消
耗战在这里年复一年地上演。终
于，从最初每年收缴捕鸟网具上
万片到四五千片，到今年只收缴
到 30 余片，再到“铁山无网”成为
可以期待实现的目标，保护区的
护鸟战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你来我往，看不到尽头
的消耗战

捕鸟贩鸟曾经是老铁山世代
相传的手艺和职业，以鸟为食更
是当地人的一种饮食习惯。早在
百余年前，每到秋天鸟市就按时
开 张 ，规 模 远 大 于 骡 马 市 和 牛
市。据 1932 年的文献记载，进入
秋季后，每日上市的鹌鹑达 2.8 万
只，黄懒子（黄脚三趾鹑）达 1 万
只 ，这 还 仅 仅 是 3 个 村 的 捕 鸟
量。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饭店、
供销社也收购鹌鹑、雕（金雕）、老
鸨（大鸨）、老鹰（黑鸢）等鸟类，同
时也收购大形鸟类的翎毛，一副
翎毛 8 毛钱。“（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上山捕鸟能挣工分。那时候
干一天活才挣 5 毛钱，一个秋天

（捕鸟）弄好了（收入）能顶一年。”
老铁山一位老人这样说。

保护区成立后，保护候鸟的
安全迁徙，促进人鸟和谐共生，成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然而，
谈何容易？

对于保护区的禁捕要求，当
地村民非常不理解。在他们看
来，捕鸟食鸟沿袭了数百年，是天
经地义的事情，因此照常进山架
网捕鸟。为逃避打击，他们还进
行了专业分工，有人负责架网，有
人负责放哨。放哨人看到巡护车
辆来了，就放炮仗或是大喊一声

“环保来啦”，山上的灯就灭了，让
巡护队员往往扑空。巡护队员和
护鸟车辆还经常遭到“暗算”，有

的队员被偷猎者埋在地上的钉板
扎穿脚背，护鸟车辆被砸玻璃、扎
轮胎。随着贩卖捕鸟网具的增
多，山上的捕鸟网具数量急剧增
加，护鸟工作更加艰难。偷猎者
下网捕鸟，护鸟队员频繁上山把
网收走，偷猎者再下网，护鸟队员
再收走……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年
复一年，巡护之战似乎没有尽头。

严格执法，打响老铁山
护鸟攻坚战

进入新世纪，保护区管理和
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等一系列国家
及地方法律法规的实施，让老铁
山保护区的护鸟之战获得了更加
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党
中央的要求就是保护区的工作目
标。保护区高举执法利剑，多项
措施并举，多个部门联动，号召全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打响老铁山
护鸟攻坚战。

保护区管理局在总结以往工
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
四个坚持：一是坚持联合执法，保
护区管理局牵头，联合林业局、工
商局、森林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共
同打击捕鸟、贩鸟的违法行为，查
处出售、经营野生鸟类的场所，斩
断危害野生鸟类的产业链；二是
坚持核心区封闭管理，在重要路
口设立岗亭，保护区管理人员日
夜坚守，禁止人员擅自进入核心
区；三是坚持社区共管，招募保护
区内居民成为志愿者，参与保护
区的管护和巡查工作；四是坚持
重点打击偷猎者，从源头打击偷
猎野生鸟类的行为，加大对侦破
刑事案件的宣传，提高震慑力和
影响力。自此，候鸟保护工作的
被动局面逐年好转。截至 2016
年年底，百余名非法偷猎者被抓
捕，36 起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3 人因犯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五年、十年等等。

捕鸟居然能够判刑！严格执
法对捕鸟者造成了强大的心理震
慑。经过连续多年的严格执法，
伴随村民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
偷猎野生鸟类的现象大幅度减
少。保护区收缴网具的数量，高
峰期每年超过万片，2008 年前后
每年可达五、六千片，到 2013 年
只 收 缴 2000 余 片 ，2015 年 收 缴
400 余片，偷猎野生鸟类的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

空地协同，“高科技+志
愿者”主导护鸟歼灭战

打击偷猎野生鸟类的战斗取
得了巨大胜利，但保护区依旧没

有停止打击的步伐。在高压态势
下，传统的捕鸟地带逐渐废弃，但
保护区地广人多，仍有个别人在
更 遥 远 、更 偏 僻 的 地 带 设 网 捕
鸟。随即，保护区也将打击的触
角延伸到偏远地，并且创新监管
模式，动用无人机和摄像头等高
科技手段，并协调志愿者团队进
山巡护，让护鸟执法的能力和力
量空前壮大。

2016 年秋天，保护区管理局
首次启动无人机巡护。从快速定
位目标、可疑区域侦查，到违法行
为取证、目标锁定跟踪，无人机技
术弥补了人员、车辆方面的短板，
以往需要两天完成的巡查任务，
现在只用 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扩
大了巡护范围，提高了巡护精度。

此外，在重点网地布置多个
监控摄像头，实行全天 24 小时监
控。利用针孔摄像机在执法中取
证。过去，为了获取完整的证据
链固定违法事实，需要凌晨出发
黎明抓捕，甚至吃住在山里，对于
执 法 人 员 来 说 ，已 经 是 一 种 常
态。现在，针孔摄像机解决了以
往办案过程中偷猎者顽固狡辩、
矢口否认的难题。高科技的投
入，让保护区的护鸟执法专项行
动如虎添翼，给偷猎者以沉重打
击，使偷猎案件发生率大幅降低，
破案率大幅提升。

2017 年国庆节期间，大连市
环保局局长张海冰、旅顺口区委
书记衣庆焘以志愿者的身份上山
收网护鸟。协调护鸟志愿者队伍
巡山，让管护力量空前壮大，是保
护区管理局创新监管模式又一成
功举措。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希震介
绍，“前些年，大连市的护鸟志愿
者团队较为分散，有时候经常发
生多支队伍集中到一座山头的情
况，而有的山头却少有人巡视。
从 2016 年开始，管理局设立志愿
者领队协调小组，通过微信群协
调巡护。2017 年，管理局将志愿
者团队整编成 14 支小队，登记备
案 ，统 一 管 理 。 管 理 局 根 据 需
要，随时加大巡护频次，每一座山
头都有巡护小队负责，配合无人
机、摄像头等科技手段，全面提升
了巡护效率。”

在大连市众多的民间反猎团
队中，大连护鸟志愿者团队是较
为活跃的一支队伍。大连交通大
学 80 后教师王大鹏是这支队伍
的负责人。“目前经常在老铁山开
展护鸟的这 14 支队伍，总人数达
近千人。”王大鹏介绍说，“以前有
很多分散的团队，有的甚至是一
个人单打独斗。现在，得到官方
的认可，志愿者有了荣耀感，巡护
热情更高了。”

保护区的护鸟工作也离不开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旅顺口区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不但经常

参加有关护鸟爱鸟的各项宣传活
动，亲自上山收网，而且还帮助保
护区管理局协调解决了多项工作
难题，并将候鸟保护工作列入区
政府工作报告。

无人机巡天俯瞰，摄像头 24
小时抓拍，近千名志愿者不间断
巡视，保护区创新建立空地一体
化监管模式，极大地压缩了个别
非 法 偷 猎 者 的 生 存 空 间 。 2016
年，保护区收缴网具仅有 71 片，
破获刑事案件 4 起，抓捕 7 名犯罪
嫌 疑 人 。 2017 年 ，仅 收 缴 网 具
32片。

生态环境改善，保护区
喜迎鸟类新成员

多年来，保护区对违法猎鸟
行为强力打击，坚持多种形式的
宣传攻势，让保护区内居民生态
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现在，偷猎
野生鸟类现象并未完全杜绝，但
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为，很
多人捡拾到意外受伤的野鸟，还
会主动联系保护区和野保站寻求
救治。

凭海临风感受山光鸟语，是
大自然给予老铁山得天独厚的馈
赠。保护区管理局加强对非法偷
猎行为的打击，加大环境违规建
设项目清理力度，恢复了保护区
内被占用土地的原貌，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为候鸟栖息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科研监测显示，近五
年来，保护区鸟类记录新增添了
30 余种鸟类，其中包括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白鹤、白头鹤，二级保护
鸟类白腹隼雕、红翅绿鸠。此外，
保护区科研人员还观察到了过去
几年非常少见的金雕、短趾雕、白
尾海雕等大型猛禽以及东方白
鹳、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水禽。
截至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已达
342 种，其中一级保护鸟类 11 种，
二级保护鸟类 49种。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铁山无
网’。”林希震说，“从万余片、数
千片到数百片、几十片，过去谈铁
山无网，我们自己都感觉是痴人
说 梦 ，现 在 实 现 这 个 目 标 已 经
指日可待。行百里者半九十，越
到最后关头，越不能放松警惕。
下一步计划将保护区核心区进行
物理隔离，避免人为干扰，为候鸟
迁徙停歇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
候鸟以翱翔的姿态带领我们

飞过大海，飞过雪原，飞过高山；
用振动的羽翼向我们诠释执着，
诠释温情，诠释生命。十九大报
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蛇岛老
铁山自然保护区将继续砥砺前
行，大胆作为，守护千年老铁山鸟
栈，使其成为候鸟迁徙永远畅通
的绿色通道。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立以来，先后对蛇岛蝮蛇的生活习性、种群
数量变化、蛇岛蝮蛇最大容纳量、蛇岛蝮蛇
种群生存力、蛇岛蝮蛇能量代谢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

目前保护区正在进行蛇岛蝮蛇生命表
研究项目。把生物芯片植入蛇岛蝮蛇体
内，每年春秋两季进行重捕监测，可以掌握
蛇岛蝮蛇的性别比例、不同季节的肥满度
指数、生态环境喜好等指标，通过多年的数
据积累，可以计算出蛇岛蝮蛇的生命周期、
存活年限、年生长发育情况等。将生物芯
片技术应用到蛇类研究领域，不仅在国内
属于首次，世界范围内目前也是首创。该
项目计划为 500 条蝮蛇植入生物芯片，观
测时间将持续十年。截至 2017 年，已经为
480 余条蛇岛蝮蛇植入了芯片，在标记过
程中，还发现了一条 2001 年标记的蛇，经
推算，此蛇的寿命至少超过了 20 年，改变
了以前对蛇岛蝮蛇最大寿命的认知。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创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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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稿：吴耀辉 杜敏蛇岛蝮蛇生命表研究

1.蛇岛老铁山保护区简介
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1980 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野生动物类
型保护区，是我国环保系统的第一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保 护 区 总 面 积 9072 公 顷 ，分 为 两 部
分：一是四面环海的蛇岛及其周围 500 米
以内海域，面积 329 公顷。二是以老铁山、
老虎尾、九头山为代表的陆地区域，面积为
8743 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蛇岛蝮蛇、候
鸟及其生态环境。

1993 年，保护区被首批纳入中国生物
圈保护区网络。2013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2002
年被国家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授予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同年，保
护区被国家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
科 协 定 为“全 国 青 少 年 科 技 教 育 基 地 ”；
2009 年被国家环保部评选为“国家环保科
普基地”。

保护区地处我国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自然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环境复杂，生物多
样性丰富。

蛇岛，位于旅顺口区西北方的渤海中，
距陆地最近处 10 千米，岛屿面积仅 73 公
顷，岛上生存着 2 万余条单一种类的蛇岛
蝮蛇。在如此小的岛屿上生存着密度如此
大的单一种类的蝮蛇，在世界上是绝无仅
有的。

老铁山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
海，西临渤海，南面的老铁山角是黄渤海的
分界点，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由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成为东北
亚大陆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现
纪录鸟类 342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1 种，
二级保护鸟类 49种，其中猛禽 39种。9月~
11月为迁徙的高峰期。每年有数千万只候
鸟经此迁徙，被誉为“老铁山鸟栈”。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2.蛇岛蝮蛇
中国特有种，蛇岛是其唯一的分布地，

现种群数量为 2 万条左右。蛇岛独特的海
岛生态系统造就了蛇岛蝮蛇特殊的生活习
性，蛇岛蝮蛇主要以南北迁徙的小形鸟类
为食，一年有两个活动高峰期，5 月为第一
个活动高峰期，9 月上旬到 10 月上旬是第
二个活动高峰期，在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
冬天则进入“夏眠”和冬眠。蛇岛蝮蛇为卵
胎生，平均每窝产仔 4条。

3.蛇岛蝮蛇的研究

2017年国庆节期间，大连市环保局局长张海冰、旅顺
口区委书记衣庆焘以志愿者的身份上山收网护鸟。

2017年9月，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向14支护鸟志愿者小队授旗。

蛇岛蛇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