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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脸”猴面鹰获救
恢复健康后重返自然

新
平
“森林守望者”西黑冠长臂猿
在这里分布数量最多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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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红河州石屏

县异龙湖畔和宝秀镇

赤瑞湖、新城乡的水

田山林间均发现钳嘴

鹳栖居、觅食的身

影。作为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种群，钳嘴鹳

的存在，为当地良好

生态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石屏县野生动

植物保护科工作人

员孔宾介绍，2012年首次在异龙湖南

岸发现钳嘴鹳，数量约30只，目前已经

增长到400只左右。“异龙湖的气候、生

态环境能满足钳嘴鹳的栖息要求和觅

食需求，它们已从越冬候鸟逐渐成为了

留鸟。”

据了解，“湿地精灵”钳嘴鹳属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和越冬候鸟。近年来，随

着异龙湖保护治理和生态修复持续深

入，当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众多鸟

类在此栖息、繁衍，很多越冬候鸟逐渐变

为了留鸟。

异龙湖流域野生鸟类监测数据显

示，2014年异龙湖流域野生鸟类数量

共94个种类，至今年2月底增加到176

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野生鸟类3

种，国家Ⅱ级保护野生鸟类20种。在

所有鸟类中，越冬水鸟品种达72种，占

异龙湖国家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的

41%，显示出异龙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和保护治理的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饶勇
通讯员 张勇 摄影报道

一张酷似爱

心的猴脸，一双

圆 溜 溜 的 大 眼

睛——近日，一

只呆萌的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猴面

鹰在保山市昌宁

县获救。目前，

这只“将爱心戴

在脸上”的夜间

猎手，经林业部

门悉心照料后

已重返自然。

“起初还以为是猫头鹰，走近一看

这张脸太特别了！”黑温泉物业工作

人员回忆发现时的场景。这只猴面

鹰面盘呈心形，雪白的绒毛配着金色

领环，宛如戴着“爱心围脖”。据林业

科技人员介绍，猴面鹰长着一张“萌

萌脸”，但别被其呆萌的外表所迷

惑。“猴面鹰是将爱心戴在脸上的猛

禽，它是一个无声的夜间捕食能手，

能够在漆黑中悄无声息地突然扑到

猎物身上。”

昌宁县林业局野保站站长介绍，

经检查排除外伤，“可能是连日阴雨

影响捕食，导致体力透支”。工作人

员为它准备了安静的暗室和新鲜肉

块，这个“夜行动物”很快恢复了活

力。经检查确认未发现它有明显外

伤后，工作人员已按规定将其放归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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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屏
“湿地精灵”钳嘴鹳
在异龙湖栖息繁衍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获悉，该所蒋学龙研究

员团队联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完成的一项系统

性调查，确认哀牢山新平辖区西黑

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达178群，另有

12只独猿，较 2010年增长 43.5%。

这表明该地区已成为目前全球西黑

冠长臂猿分布数量最多、最集中的

核心栖息地。

西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属灵长目长臂猿科冠

长臂猿属，分布在老挝西北部，越南

北部，中国云南中部、西部和南部。

从空间分布来看，种群呈现明显

的区域差异性：者竜片区分布最为密

集，共记录89群，另7只独猿；水塘片

区次之，共记录50群，另2只独猿；南

部的县级保护区记录39群另3只独

猿。在海拔分布方面，调查发现了该

物种新的适应性特征。西黑冠长臂

猿的活动范围扩展至 1900～2927

米，其中94.4%的群体（168群）集中

在2200～2900米的中高海拔区域。

栖息地保护状况分析显示，现有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调查确认

的178群中，有152群（85.4%）位于

保护区内，其中者竜片区保护区内的

保护率达83.1%（74群/89群），水塘

片区达90%（45群/50群）。根据保

护区整合优化方案，未来保护率有望

提升至94.9%，这将为种群提供更安

全的生存空间。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平管护局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蒋学龙研究员表示，西黑冠长

臂猿作为“森林守望者”，其稳定繁衍

标志着生态系统健康向好。他呼吁

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上携手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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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钳嘴鹳已从越冬候鸟逐渐成为了留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