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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滩湿地入选扬子鳄野放地
扬子鳄曾经广泛分布在包括崇明在内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却是全球 !"种鳄类中
最为濒危的种类之一，如何让中国特有的鳄
类扬子鳄重返上海？为了保护扬子鳄这一濒
危物种，在积极改善现有栖息地的基础上，更
重要的是积极扩大野外新的栖息地，包括选
择适宜的自然湿地进行野外放归并建立可生
存的种群。早在 #$年前，上海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者就开始了漫长的“引扬子鳄回上海”科
研项目，研究人员从扬子鳄的历史分布和变
迁中大胆猜想，上海崇明东滩地区也许适合
扬子鳄的生存。为了深入研究崇明岛重新引
入扬子鳄的可行性，!$$#年至 !$$"年，课题
组曾先后 %次到东滩湿地采样调查，研究结
果表明，崇明东滩湿地现存的环境基本符合
野生扬子鳄生存繁衍的需要，而通过人工改
造现有环境，将使之向着更为有利于扬子鳄
生存的方向发展。

!$$&年 %月 #!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东滩国际湿地有限公司和国际野生生物学会
组成的中美联合课题组，在崇明东滩湿地公
园内开始研究野外放归扬子鳄课题，目的是
在崇明东滩建立一个长期可维持的健康种
群，为在我国更大范围重新引入扬子鳄提供
科学的数据和经验。选取的放归地点———东
滩湿地公园位于崇明东滩鸟类国家自然保护
区的外围，是个约 !公里宽、#$公里长的狭长
地带，总占地面积达到 !'平方公里，放归地
点位于公园内一个 %万平方米大小的池塘。

“远亲”交配优化后代基因
扬子鳄野外种群恢复课题启动后，科研

人员从美国迪士尼动物王国旁的自然保护区
引进了 "条海归扬子鳄，又从浙江长兴挑选
了 "条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扬子鳄，!雄 '雌共
%条扬子鳄一起落户崇明东滩，开始了扬子鳄
“游”回崇明的科学实验。

最早参与课题研究的东滩湿地公园有关
人员介绍说：“扬子鳄是中国特有鳄鱼，上世
纪 ($年代，扬子鳄作为‘友好使者’远涉重洋
到了前苏联，它们的后代又辗转到了美国，并
处于完全野生的状态。(年前，"条‘旅居’美
国的扬子鳄与浙江‘土鳄’组成新家族一起来
到崇明，这样‘远亲’交配可以优化后代基因，
提高遗传多样性，最终实现把扬子鳄带回原
有分布区的目标。”据悉，当年定下的项目最
终目标是用 #$年时间，使扬子鳄种群达到较
大规模，届时，扬子鳄将重新“游”回崇明故
里，如在湿地湖泊和芦苇荡中划船，随时可能
与扬子鳄不期而遇。

来到崇明东滩的第二年，美国的“鳄妈
妈”与浙江的“鳄爸爸”产下了#(个鳄蛋，经过
一个冬季，有%个“鳄宝宝”成活。第三年的#$

月，湿地公园科研人员又在芦苇丛中发现了
两个已破壳的鳄蛋壳，一个完整的鳄蛋，至少
又有两个“鳄宝宝”诞生。今年(月份，东滩湿
地工作人员又观察到了一条仅!$多厘米长的
幼小鳄鱼，肯定是近年的新生儿。(年来，研究
人员至少观察到了#%条小鳄鱼，最多的一次，
一个区域内同时观察到了(条鳄鱼，由此，研
究人员判定，目前东滩湿地公园内至少有#$

多条扬子鳄快乐地生活着。项目第一个目
标———繁衍后代、逐步扩大种群已成功实现。

让扬子鳄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外已十

分稀少，研究人员自然像对待宝贝大熊猫一
样“宠”着它们。然而，课题组却认为，引扬子
鳄入崇明东滩，目标是让扬子鳄重返上海，这
就需让扬子鳄完全适应野外生存环境，过生
存关，不能娇生惯养，而是要最少的人工干
预，最大的自然生存锻炼。

刚引鳄到崇明时，浙江方面不放心他们
饲养的鳄鱼：一定要给鳄鱼喂食，因为它们已
习惯“饭来张口”。而课题组则坚持鳄鱼自己
觅食。东滩湿地公园则采取了折衷方案，买来
!$只小鸭子放在水中，见鳄鱼也没啥兴趣就
终止了人工喂食，完全让鳄鱼自己觅食。扬子
鳄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冷，有几个“鳄
宝宝”没有跟着妈妈一起打洞冬眠，这可急坏
了部分科研人员：“快快把‘鳄宝宝’抱进人工
暖房越冬，万一冻死了怎么办”，然而课题组
最终“狠狠心”：随它们去，让它们自己想办法
过冬，冻死了也是实验项目需承担的后果。结
果第一年出生的 #(个“鳄宝宝”，有 )个没能

挨过冬天，但这在科研人员看来却是“不错的
成绩”，因为在自然界，新生鳄鱼的成活率是
#$*。而且这样的“狠心”在第二年冬天见到了
成效，所有的鳄鱼在冬季没在水中露脸，它们
都已学会“自力更生”打洞冬眠了。

东滩鸟多，大个子苍鹭是“鳄宝宝”的天
敌，一不小心，可能苍鹭一口就叼走一个“鳄
宝宝”。有人建议在湖面上张网，给鳄鱼打上
“保护伞”，课题组还是很“淡定”，随它去。最
终，东滩湿地公园没有张网，只是加强了巡
视，还好有密密的芦苇荡遮住了视线，至今没
有发现有苍鹭叼走“鳄宝宝”。

刚进行野放时，研究人员在 %条扬子鳄
身上都安置了信号发射器，可以接收到信号，
进行扬子鳄“定位”，时间长了，发射器电源耗
光了，不再发射信号。“要不要抓了扬子鳄进
行重新放置？”研究人员最终放弃了这一设
想，“现在观察鳄鱼完全靠研究人员划着船，
用双眼进行搜索，判断鳄鱼大小，就是通过夜
晚观察到的两个小红点的间距来推断，小红
点是鳄鱼的眼睛，间距大自然就是成年鳄鱼，
间距小，就是小鳄鱼”。

海归“鳄妈”与浙江“鳄爸”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快乐生活

5年生下近20个扬子鳄“宝宝”
近期课题组将启动新一轮研究，为扩大野放范围做准备

本报记者 沈敏岚

驾着手划船，轻轻地滑行在芦苇丛生的
水面上，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息，小心地
用手电在水面探寻扬子鳄的踪迹，如果远处
或者不远处，手电有了两个小红点的反光，
那就是照到了扬子鳄的眼睛，扬子鳄在向远
道而来的志愿者打招呼呢———“呵呵，我在
这里呢！”

今晚，10多名扬子鳄调查志愿者跟着

专业人员，开始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都
市寻鳄人”，增加对扬子鳄极小种群恢复与
复壮项目的了解，以此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
会力量参与保护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
国特有的珍稀鳄类———扬子鳄。
据悉，近期课题组将启动新一轮课题研

究，此次将对落户湿地公园5年的扬子鳄种
群进行全面分析统计，并进行扬子鳄食性调

查，分析扬子鳄最喜欢集聚的水域内各类生
物分布，适合打洞的岸边条件和有利于隐蔽
的植被条件，从中进行扬子鳄食性和它们最
喜欢环境调查分析，为扩大扬子鳄野放范围
做好准备。
作为“寻鳄先行部队”，本报记者来到东

滩湿地公园，一路追寻扬子鳄落户东滩湿地
公园的5个春秋、近2000个日日夜夜。

! ! ! !引扬子鳄重返上海(年
来，最让课题组伤心的是两
条扬子鳄的惨死。那是刚引
入扬子鳄不久，有人偷偷在
晚上潜入公园，在水域中放
置了地笼———一种崇明当
地人用来捕鱼、虾、蟹的长
长捕鱼笼子，鱼虾蟹钻入地
笼后，就被长长笼子困住，
再也别想逃出来，有两条扬
子鳄，可能是想捕食鱼虾，
竟也误入了地笼。扬子鳄最
多在水中潜水!$分钟就需
把头露出水面换气，误入地
笼的扬子鳄不幸被憋死了，
让研究人员痛心不已。之
后，公园加大了全天候巡查
力度，并在周边地区广泛开
展扬子鳄保护宣传工作，悲
剧终于没有再次重演。

有悲伤事，也有振奋人
心的好消息，去年，当地一
位农民在#$公里外的水域
中发现了一条小扬子鳄，兴
冲冲地抱着扬子鳄送回了
东滩湿地公园。“这条小鳄
鱼肯定是从公园内逃出去
的，因为整个崇明岛仅有东滩湿地公园
内有鳄鱼”，研究人员分析认为，小鳄鱼
要么是沿着内外贯通的水系“逃”出了公
园，要么是趁着大雨天水位暴涨逃了出
去，难得的是竟逃出了#$多公里，还能在
外觅食生存，说明崇明整体环境都在改
善，为今后扬子鳄“游”出公园游向整个
崇明岛，做了一次次小小的试验。同时，
扬子鳄能安全返回公园，说明保护扬子
鳄意识也已深入人心，正在变为崇明岛
居民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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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是中国特

有的珍稀物种! 也是全球鳄类家族中个

头最娇小的一种!在扬子鳄身上!至今还

可以找到早先恐龙类爬行动物的许多特

征"所以!人们称扬子鳄为#活化石$%研

究人员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化石证据发

现! 包括崇明在内的不少上海区域曾是

扬子鳄的历史分布区! 在 !"世纪中期!

扬子鳄还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上至三峡

山区的湖北省江陵! 下至长江口的上海

沿线!!"#$年至 !"%$年期间!英国博物

学家 &'()*+,曾多次目睹扬子鳄在上海

黄浦江被捉住&上海的闵行'马桥也曾发

现过扬子鳄的化石"

然而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由于扬

子鳄栖息地的改变和人类生产活动的影

响!野生扬子鳄种群几近灭绝" 目前!仅

有不超过 !.$条野生扬子鳄分布在安徽

省南部已破碎化的生境中! 崇明已难觅

野生扬子鳄"

!焦点链接"

扬子鳄为何被
称为“活化石”？

! 课题组的成员在崇明东滩考察扬子鳄的生存状态

! 东滩湿地里!可以观察到野放的扬子鳄在活动 本版摄影 徐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