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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2018 年,对中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开展访问调查,结合实地调查,初步掌握了中

老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及活动通道。 在跨境联合保护区域内,由于两国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亚洲象跨境保护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同,在人象冲突中,中方给予遭受亚洲象损害

方一定程度的补偿,而老方因经济条件所限难以兑现补偿,造成民众抵触情绪。 边境各国经济发展

影响到中老跨境联合保护区域的发展,提升中老边境区域两国边民收入是开展跨境联合保护的途

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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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2014
 

to
 

2018,
 

the
 

visit
 

to
 

the
 

China-Laos
 

cross-border
 

joint
 

protection
 

area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survey
 

preliminarily
 

grasped
 

the
 

population
 

number
 

and
 

activity
 

channels
 

of
 

the
 

Asian
 

ele-
phants

 

in
 

the
 

area.
 

Due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ross-border
 

protection
 

of
 

Asian
 

elephant
 

were
 

also
 

different.
 

In
 

the
 

human-ele-
phant

 

conflict,
 

China
 

g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ompensation
 

to
 

the
 

party
 

suffering
 

from
 

the
 

damage
 

of
 

Asi-
an

 

elephants,
 

while
 

Laos
 

couldn′t
 

pay
 

compensation
 

due
 

to
 

economic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public
 

re-
sist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rder
 

countries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nature
 

reserves,
 

and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border
 

residents
 

in
 

the
 

China-Laos
 

border
 

region
 

was
 

one
 

of
 

the
 

ways
 

to
 

carry
 

out
 

cross-border
 

joi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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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又称印度象,主要生

活于森林和丛林,常在海拔 1 000 m 以下的沟谷、河
边及竹阔混交林中活动,为大型陆生草食性哺乳动

物[1] 。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腊、尚勇子保

护区与老挝接壤,边境线长达 108 km。 该区域正处

于全球十二大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的印支半岛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区域内分布

有 2 100 余种野生动物,其中亚洲象、印支虎、印度

野牛、白颊长臂猿、蜂猴等是该区域的典型代表和关

键保护物种。 但因该区域世居的部分少数民族落后

的生产生活方式,历来形成靠山吃山的风俗和狩猎

的民间传统,加之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近年来,随
着边境区域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和森

林资源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加大,森林不断被蚕食,资
源不断遭受破坏,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压力

也随之越来越大。
2009 年 12 月,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中老边境

跨境保护第四次交流年会上”,中老双方签署了《中

老边境联合保护区域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 的签订进一步明确了双方任务和责

任[2] 。 通过建立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对该区

域内的跨境亚洲象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双方林业管

理部门在不断合作的基础上,保护的物种不断地从

单一物种的保护扩展到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这对于处于两国边境一线的动物物种及森林生态系

统保护极其重要。

1 区域范围及概况

区域范围南起中国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尚勇片区、勐腊片区、老挝南塔南木哈(NamHa
 

NPA)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丰沙里省国有林,沿国境线两侧

各约 5 km 的宽幅向北延伸。 中国境内涵盖勐腊县

的勐满镇、尚勇、磨憨及勐伴镇直至勐腊子保护区的

金厂河头;老挝区域由南向北沿边境线经过与西双

版纳接壤的北部三省(南塔省、乌都姆赛和丰沙里

省),整个区域形成由南至北总长约 220 km,面积 20
万hm2 的一条带状区域(图 1)。

图 1　 中老边境跨境亚洲象联合保护区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hina-Laos
 

cross-border
 

joint
 

protection
 

area

　 　 区域海拔范围 600 ~ 1 700 m,属热带气候,月均

温 15. 1 ~ 21. 7℃ 。 全年明显分为干湿两季,干季 11
月至次年 4 月,雨季 5—10 月。 年降水量 1 300~1 600

mm。 区域内主要自然植被群落有热带雨林、常绿阔

叶林、竹阔混交林和草甸等。 丰富的植被养育着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该区域内分布着大湄公河区域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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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典型的大型有蹄类如亚洲象、印度野牛、水鹿、鬣
羚、野猪、赤麂以及大型食肉猫科动物印支虎和云

豹等。

2 调查方法

对中老双边调查区域范围内的村寨以访问调查

为基础,调查涉及到中国一侧及老挝一侧的村寨。
前期,在初步掌握中老跨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亚

洲象种群的基本活动范围后,根据村寨访查掌握的

中老跨边境活动亚洲象种群基本活动信息设定关键

野外调查区域,运用野生动物痕迹调查法、野外实体

观测法就双方边境一线活动的亚洲象分布区域、种
群数量、迁移活动范围与老挝北部三省资源环保厅

工作人员共同到老挝村庄开展实地访问调查及野外核

实确认,结合相关历史数据,分析汇总得出初步结论。

3 调查结果

3. 1 跨境亚洲象种群数量

尚勇保护区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大约 60 ~ 80
头,约占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总数的 30% ~ 40%[3] 。
此次中老跨边境跨境联合保护区域范围内调查记录

到有 5 个亚洲象种群活动,种群数量 25 ~ 33 头。 中

老边境一线的 5 个活动种群中,南塔省分布 2 个活

动种群,数量 13 ~ 15 头,占中老边境一线亚洲象种群

数量的 45%。 乌多姆赛省分布一个活动种群,数量 5
~7 头,占中老边境一线亚洲象种群数量的 21%。 丰

沙里省分布 2 个活动种群,数量 7 ~ 10 头,占中老边

境一线亚洲象种群数量的 34%。 由此可以看出,中
老边境跨境一线老方一侧亚洲象活动以南塔省最为

集中, 约占一半的比例 ( 45%); 丰沙里省次之

(34%),乌多姆赛省最少(21%)。
3. 2 活动区域面积及通道利用

根据访问调查结合实地观察,初步统计整个中

老边境跨境亚洲象种群活动总面积约 170 000 hm2。
其中:南塔省的活动区域为 54 000 hm2,约占总活动

区域面积的 32%;乌多姆赛省活动区域为 94 000
hm2,占 55%;丰沙里省活动区域为 22 000 hm2,占
13%。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老边境跨境亚洲象活动

区域的亚洲象种群中,乌多姆赛省的最小种群活动

范围最大。
从分布区域和面积上看,活动于中老边境一线

的 5 个亚洲象种群活动范围大,地跨老挝三省,总面

积近 17 万hm2,平均每个体活动面积达 52 km2,远高

过“ 10 km2 / 头” ( Sukumar, 2003 ) 的个体家域平

均值。
结合中老双方林业工作人员地形图指正及村寨

访问调查和实地调查,在老挝南塔省一侧的南墩村、
巴卡村、西达村和曼扑栾、南拱村、南混和南亮(老

挝村寨音译) 有亚洲象分布,对应中国一侧与尚勇

保护区的龙门片区相连,在龙门片区一线常年有亚

洲象活动。 南塔省的南塔县南拱村、南混和扎克亮

对应中国一侧为龙门村委会的南满村,亚洲象主要

在这几个村子周围活动。 此区域 2015 年活动着一

群 10 多头的亚洲象种群。 最近的一次是 2017 年

7—9 月过境到中国一侧的 4 头象群(3 头母象,一头

公象)活动,该跨境群象是从尚勇保护区龙门片区

大榕树迁移过来,对应利用的跨境通道位于 32 号界

桩和 33 号界桩范围,这条跨境通道是利用率较高且

较为固定的一条通道,常年有象群来往于两国之间。
跨境亚洲象通道路线为大湾—大榕树—扎卡亮国境

梁子—南拱村(老挝)。
另一个跨境种群是勐满(中方)与勐醒(老方)

相连的一个通道。 具体路线为南坪—大广梁子—坝

腊橡胶林—傣族水坝—龙筐—咖啡一厂—咖啡二

厂—58 公里国境梁子。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9
月有 6 ~ 8 头亚洲象群沿此通道进入老挝的南练迈、
南跌篾(当地地名),又返回勐满(咖啡厂基地)。

南平村区域内分布有一群跨境亚洲象,最近一

次观测到象群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6 月,种群数量

30 头,其中群内有 5 ~ 6 头幼体,活动路径主要为曼

西体、回心山、岔河检查站(老挝锅巴脸(音译)),最
近一次观测到象群活动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活动

路径主要为曼西体、回心山、岔河检查站(老挝锅巴

脸)。
龙门村委会附近分布有一群跨境亚洲象,群体

数量 7 ~ 8 头,其中群内有一头幼体,中方一侧的活

动路线为大榕树-国境线 33 号界碑至 32-1 界碑区

域,老挝一侧的活动路线为 33 号至 32-1 号界碑、南
贡村、南练村、洗布河村(音译)(老挝村寨),最近一

次观测到象群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勐捧镇区域内分布的象群数量约 7 头,中方一

侧的活动路线为满陇—满坎—勐哈—满听—曼回

庄—景坎—城子—曼种—尚勇保护区,进出入中国

老挝的通道在 42-1 号界碑点附近,最近一次观测

到象群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尚勇保护区与南塔省共有 3 条亚洲象通道,但此

次调查发现仅有两条通道有亚洲象活动轨迹(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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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1:
 

南坪—大广梁子—坝腊橡胶林—傣族水坝—龙筐—咖啡一厂—咖啡二厂—58 公里国境梁子

路线 2:
 

南坪—大包包山—田方国境梁子　 　 　 路线 3.
 

大湾—大榕树—扎卡亮国境梁子

图 2　 尚勇保护区与南塔省亚洲象通道

Fig. 2　 Asian
 

elephant
 

passages
 

between
 

Shangyong
 

Reserve
 

in
 

China
 

and
 

Nanta
 

Province
 

in
 

Laos

3. 3 区域人象冲突基本状况

亚洲象种群迁移活动过程中,对经过区域周边

村寨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玉米以及部分经济作

物如橡胶、甘蔗等)均造成一定程度的毁坏。 村民

对此抱怨甚多。 同时,亚洲象在迁移过程中也威胁

到该区域民众的人身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 2014
年,在乌多姆赛就有一村民因遭亚洲象攻击不幸身

亡。 目前,对亚洲象所造成的损害中方给予一定程

度的补偿;而老方境内却连最基本的补偿都难以兑

现。 长此以往,形成村民对“保护大象”的不理解和

愤慨,造成一些村民对亚洲象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如
在老挝境内的暴力驱赶甚至误伤误杀等现象发生,
极不利于对跨境亚洲象种群的保护。

4 讨论与展望

从目前了解和调查结果看,中老边境跨境一线

的亚洲象活动区域较大,地处偏远,中老双方管理部

门日常巡护及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均难以全面涵盖

该区域;加之该区域世居众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滞

后,生产生活水平相对落后,造成该区域大多数民众

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高,无形之中增大了保护管理部

门对亚洲象(包括其它野生动物)保护的压力和难

度。 以上种种带给该区域亚洲象等旗舰物种及其赖

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极大挑战。
由于中老边境跨境亚洲象日常管理支持上的缺

乏,仍未能在该区域实施亚洲象种群的实时监测,因
此,未能及时掌握跨境亚洲象种群动态活动规律;同
时,对亚洲象种群活动区域的生境现状、亚洲象与周

边社区的冲突程度、冲突形成机制、种群承载力等均

未能开展深入系统研究。 中老双方管理部门均希望

能从更多渠道争取资金,全面、系统地展开跨境亚洲

象调研,更深入详细地摸清跨境亚洲象种群迁移活

动规律、人象冲突成因、生境现状,探究人象冲突缓

解措施,全面系统地为跨境亚洲象种群保护工作提

供科学决策依据,全面实施中老边境跨境亚洲象保

护合作。
开展跨境亚洲象联合保护的资金方面,中方一

侧亚洲象肇事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补偿,在人象冲

突矛盾中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在政府开展亚洲象

保护进程中,边境村民对于亚洲象保护仍持积极态

度。 鉴于此,应根据边境一些区域的自然地理条

件,引导中方一侧的村寨替代种植亚洲象不取食的

物种,减少人象冲突频次。 另一方面,鉴于老挝的国

(下转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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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母竹分株苗造林 > 裸根苗造林 > 营养袋苗造林,
而对新发苗数量的影响刚好相反,即营养袋苗造林 >
裸根苗造林 > 母竹分株苗造林。 主要原因是:母竹

分株苗的萌发能力与 1 年生实生苗相比,萌发能力

相对较弱[7] ,因此萌发出来的新生苗较少,土壤供

给的营养、水分相对较多,因此,地径较粗、苗高较

高。 1 年生裸根苗和营养袋苗造林后的平均地径较

粗,平均苗高相对较高。 营养袋苗在起苗和运输途

中对根系的损伤较小或基本不损伤,种植后很快能

适应新环境,造林后萌发出比裸根苗造林更多的新

生苗,由于萌发出的新生苗多,与裸根苗造林相比,
单株营养和水分的供给相对较少,因此营养袋苗造

林后的地径和苗高生长小于裸根苗造林。 但这次研

究仅限于造林后 1 年半的时间,长期的影响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5 建　 议

在今后的造林中尽量不要采用母竹分株单株苗

造林。 在采用裸根苗造林时尽可能采取就近育苗方

式,减少水分蒸发;需要远距离调运苗木时应提前对

造林地块进行整地,在苗木运输中采取保湿措施,苗
木运送到造林地后应及时种植。 在采用营养袋苗造

林时,应注意施足底肥,并在第二年新发苗(笋)成

竹后及时疏除移栽时的母苗和弱小的新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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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亚洲象在老挝一侧肇事和破坏农作物等情况发

生后,老挝政府无法通过任何形式对老挝边民进行

补偿,加之老挝一侧经济较为落后,边民多处于贫困

线上,因此,对于跨境亚洲象保护有抵触情绪,以往

尚勇保护区破获多起猎杀亚洲象案件,均系老挝人

跨国入境所为[4] 。 目前由于中方管控严格,导致跨

境亚洲象在老挝一侧遭到屠杀。 因此,将跨境自然

保护区的经济发展纳入各国的发展规划中,跨境自

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撑,边境各国

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跨境自然保护区的发展[5] 。
提升中老边境区域两国边民收入是开展跨境亚洲象

联合保护的途径之一。 同时,通过中方林业部门与

老挝北部三省资源环保厅的积极沟通合作,跨境亚

洲象保护方面的成效正在不断提升,区域生物多样

性保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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