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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种群建设研究
要要要以郑州市动物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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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467001；4.郑州市人民公园，郑州 450000；5.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郑州 450002；6.河南省西平

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南西平 463900；7.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郑州 450008

摘要 本文在简述建立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种群必要性的基础上，以郑州市动物园为例，介绍了郑州市动物

园野生动物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近几年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工作业绩；阐述了种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和困难；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发展思路：征用、建设种群壮大发展空间和动物育幼所需工作生活场所，培植“四有”技

术员工队伍，加大动物引入和合作，优化种群结构、培育重点种群，立项专题研究、重点攻关，完善圈养野生动物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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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种群的必
要性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一方面，随着物质精神文

明的不断攀升，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福利的关注日益

深入，保护野生动物、关爱野生动物已深入人心；另

一方面，由于 20 世纪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疯狂掠夺，

加上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受

严重破坏，大熊猫、华南虎等动物已濒危绝种，华南

虎自 20 世纪 90 年代野外已难览踪迹，圈养的也只

有 100 多只。依靠动物园自身保护、繁衍以满足野

生动物展示、交换，甚至壮大种群后放归大自然已

成为必然趋势。

2 郑州市动物园野生动物基本情况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郑州市动物园动物存栏情况进行详细

的了解、核对，动物基本情况如下。

2.1 种类较多，种群较少

种类有 300 多种，但能形成（或基本形成）种

群的只有东北虎、黑猩猩、长颈鹿、斑马等。

2.2 一般动物多，珍稀动物少

在 300 多种动物中，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附录

1 保护级别野生动物只有东北虎、华南虎、金丝猴、

长臂猿、丹顶鹤、褐马鸡等，占总数比例不足 12%。

2.3 非哺动物多，哺乳动物少

哺乳动物仅有 90多种、1 000头，占总数的 1/3。
2.4 不繁动物多，能繁动物少

300 多种动物中，能繁衍后代的不足 60 种，占

比 20%。近几年，仅有 50 种动物能繁衍后代。通过

对现有动物综合分析和评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个体标识和信息不清晰，多数动物的谱系不清晰、

不完善；老、孤、单、近亲等现象严重；缺少优势种群

和优势技术；缺少本土特色动物种群，如华南虎、长

臂猿、东北虎；科研与种群培育相互脱节；疫病防控

任务非常重，有多种传染病如 TB 潜伏、威胁；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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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矛盾冲突。

3 近几年的工作开展和工作业绩

近年来，郑州市动物园在动物引进输出、笼舍

建设、情况摸查、档案建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扎

实有效的工作。主要如下：

3.1 建立动物种群档案

基本摸清现有动物基本情况，建立种群档案。

得益于郑州市动物园对基础数据的重视和开展，管

理科室、班组已对现有动物建立了信息资料。对国

家特别要求的 17 种类动物建立了谱系并逐一植入

或预留标识号即动物身份证号。以饲养班组为单

位，定期对郑州市动物园现有种群的动物种类、动

物数量、年龄结构、雌雄比例、谱系关系等项目进行

详细的登录，建立完善的动物种群档案，随时掌握

动物种群的变化信息，从而为动物的引进与输出、

科学管理动物种群等提供依据[1]。
3.2 制定种群发展计划

依据郑州市动物园动物种群现状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提出“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稳定发展”思

路；详细制定了 2014-2020 年动物繁殖、引进与输

出计划。

3.3 开展动物个体标识

针对外观特征不明显、难以识别的野生动物个

体，进行个体标识(或命名)，建立动物个体档案。利

用麻醉治疗、串笼、注射疫苗等时机，通过皮下注射

电子码、带脚环等方法，先后对狼、鹈鹕、鹦鹉、丹顶

鹤等动物进行了个体标识。

3.4 与友好单位合作开展动物繁殖

充分利用友好单位的动物资源及技术优势，合

作开展动物繁殖。先后与洛阳王城动物园、漯河市

人民公园动物园开展华南虎、东北虎繁殖等。

3.5 引进和输出动物

为保证郑州市动物园的展出及动物种群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多方努力，及时引进了一批野生动

物，包括华南虎、金丝猴、白眉长臂猿、黑叶猴、长颈

鹿、鳄鱼龟等。另外扭角羚等动物的引进工作，在计

划进行中。为改善动物种群，调整动物年龄结构，防

止近亲繁殖等，逐步输出了一批野生动物，包括有

非洲狮、黑熊、黑天鹅等。

3.6 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在工作实践中，郑州市动物园体会到要发展好

动物种群，需要做到 5 个好：笼舍建设好；种源调配

好；饲养管理好；疫病防控好；科普教育好。因此，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在上述方面和相关部门一起开展

工作。

1）笼舍建设方面。对猩猩馆、品种猴馆、狼馆、

两栖爬行馆等笼舍建设及时跟进，就笼舍安全、动

物放养、防暑降温、防寒保温、疫病防控等方面提出

专业意见，以求笼舍的建设更加合理、安全性更加

保证、操作更加便利、福利更加彰显。比如，在金丝

猴、环尾狐猴等笼舍建设、动物放养上，能依据动物

生活习性、生理特点以及过往常见的节日病等，修

正笼舍建设存在的设计欠合理、设施欠完善、安全

欠保证、游客投喂行为难克服等问题，使笼舍建成

交付使用后，动物入住后有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家，

同时能从根本上解决以往在节假日尤其是重大节

假日因游客投喂导致的动物假日病，保证了动物健

康存活，为动物种群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1]。
2）安全生产方面。包括通过组织安全生产学习

培训，不断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组织安全生产

专题讨论，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饲

养管理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常态化安全检查制度；

不断完善和补充安全生产所需的应急设施设备，提

高动物安全应急防范水平；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不

断提高动物安全应急处理水平；加强恶劣天气的安

全防范工作，保证安全生产等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通过以上一系列安全生产措施，目前，动物安全形

势稳定，没有安全事故、事件发生，为动物种群的稳

定发展提供了可能[1]。
3）饲养管理方面。通过加强动物安全管理，做

好防寒保温、防暑降温，实施精细管养，加强数据应

用等措施，管好、养好动物并促进动物繁殖。2012-
2014 年，动物繁殖继续保持良好势头，3 年共成功

繁殖东北虎、孟加拉虎、长颈鹿、河马、斑马、白鼻长

尾猴、黑羚羊、狼、丹顶鹤、绿翅金刚鹦鹉等动物近

1 000 头（只），价格超 600 万元。

4）种群发展方面。制定工作计划并积极跟进。

参加中国动物园物种委员会工作，担任委员会委员

并具体参与大熊猫、华南虎、马来熊等物种保护。在

工作开展过程中，不仅仅停在情况调查和工作计

划，而是渗透于包括饲养管理、营养调整、疫病防

控、科普教育等各个环节，和协会兄弟单位、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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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相关科室等紧密协调和合作，共同寻求开展

种群发展之路。比如，积极参加协会物种种群工作，

参加工作会议、工作培训、工作项目。在丹顶鹤种群

釆的发展上， 取了：多次开会讨论，总结以往未能成

功的原因教训；提出本交与人工授精，人工与自然

孵化、育幼 2 条腿并走的工作思路；组建有技术、有

责任心的攻关小组；申购或自己动手制作相关设施

设备；加强值班观察和数据记录；及时发现和处理

育幼过程中出现的腿部弯曲、碰撞断喙等问题；大

胆尝试泳健新方法等办法和措施，使丹顶鹤的育幼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2013 年有 9 只幼鹤成活，2014
年更是取得了出壳率、成活率 100%的好成绩[2]。

5）笼舍丰容方面。为给动物提供、创造更适宜

的生活环境，在动物放养前，对笼舍进行充分论证。

如原规划放养金丝猴的馆舍，经大家充分讨论，认

为如放养金丝猴，将会发生游客投喂影响甚至危及

金丝猴的健康，提出将金丝猴放养于原展出环尾狐

猴的馆舍，狐猴则放养于规划中的金丝猴馆舍。后

来，结合防暑降温、防寒保温、繁殖育幼等需要又对

其生活环境进行丰容。实践证明，2 种猴均健康欢快

地生活着，至今未发生任何疾病。又比如，往年浣熊发

生了多起因发情打架斗殴，导致多只公熊惨烈而死的

釆事故。管理人员面对发生的问题，分析原因， 取暂时

隔离部分种公熊，营造可以逃生躲避的生活环境等措

施，近 2 年浣熊没有 1 只因打架而死亡，繁殖则继续

呈现良好势头。现在，浣熊数量已达 60 多头，亮丽的

毛色，敦厚的体态，深受游客的欢迎和喜爱[2]。

4 种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4.1 欠缺种群壮大发展空间和动物育幼场所

由于郑州市动物园储备地不多，加上以前重展

示轻发展，对动物繁殖基地、育幼场所建设重视不

够，难以提供环境幽静少受干扰、适于生长繁殖的

地方。相比较，北京、上海等动物园均有专门的繁殖

基地，据其介绍，基地每年繁殖的动物占总量的一

半以上。最近，与安徽铜陵、贵州贵阳同行友好交流

认为，要想动物繁殖好，必须提供适宜幽静的生活

环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郑州市动物园必须加快

繁殖基地的征用和建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

群稳定发展问题[2]。
4.2 欠缺立项研究，重点攻关

目前，动物繁殖育幼立项少，工作业绩不尽人

意。这固然有体制氛围、激励机制等客观原因，但主

要是欠缺敬业精神、上进心和科研带头人。

5 努力方向和发展思路

5.1 征用、建设种群壮大发展空间和动物育幼所需

工作生活场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加快繁殖基地的征

用和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群稳定发展问题。

目前，可先利用饲养场未开发用地，优先发展丹顶

鹤、华南虎、金丝猴、黑叶猴、黑羚羊等几个种群，下

一步，争取政府的支持，征用远离市区、环境幽静、

适宜生活繁殖的场地，建立动物繁殖育幼基地。结

合饲料室、狮子笼、草食兽、大鸟笼等动物笼舍升级

改造，建设配套的食肉食草兽和鸟类育幼室，或利

用逗趣园现有的展示室改造成集育幼、科普展示于

一体的展示室，此举既可暂时解决育幼所需地方，

对游客进行科普展示，又能提升动物园的品牌形

象，可谓一举多得。当然，更长远、更稳妥、更科学的

办法是在饲养场建设动物育幼中心，配置人财物，

彻底解决动物园目前育幼工作临急找地方、购设备

物料、组建人等三临状况，为种群发展真正奠定一

个良好基础[3]。
5.2 培植“四有”技术员工队伍

发展壮大动物种群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培植

有技术、有责任心、愿意奉献的技术员工队伍。我们

可以通过人才引进、职业教育、专业培训、激励机制

等方法，促使饲养管理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趋

于合理，增强从业人员对野生动物保护这一事业的

归属感和荣誉感。在动物营养、遗传育种、种群管

理、繁育技术等方面鼓励研究与创新，创造适宜培

育专家、能手的人才成长环境，培养一支既有爱心

又有知识和能力的野生动物保育队伍[3]。
5.3 加大动物引入和合作

通过对友好动物园珍稀物种比照，郑州市动物

园动物种群基础均大大落后。比如成都熊猫基地有

100 多头大熊猫、上海有近 30 头华南虎、铜陵有近

70 只金丝猴、大连有 100 多头斑马等等。由于他们

的种群基础好，每年都有较好的繁殖记录。所以，郑

州市动物园要发展壮大动物种群需要加大动物的

引入，惟有引入或合作才能稳定发展。目前，更迫切

解决的是黑羚羊和斑鼻羚的种源引入血统交换，上

述动物为郑州市动物园种群发展立了汗马功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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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已出现近亲导致个体瘦小、抗病力差、成活率

低等问题，必须尽早解决，否则种群将难以为继。开

展多方面的合作和研究，通过多方努力，已成功与

贵州野生动物园、洛阳动物园、梧州黑叶猴基地进

行大象、华南虎、黑叶猴等合作繁殖，未来需要进一

步加大力度[4]。
5.4 优化种群结构，培育重点种群

改变过去重种类、数量，轻种群观念，根据郑州

市动物园建设用地无法拓展、现代动物园注重生态

笼舍和动物福利、人们观赏要求和对野生动物关注

度越来越高等实际情况，优化现有动物种类，重点

发展有基础、有本土特色的动物，适当减少种类，这

样可以腾出地方，也便于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比如，

淘汰饲养场杂交鹿群，其场地用于培育黑羚羊、斑

鼻羚；减少一些种类，重点培育、发展华南虎、黑羚

羊、斑鼻羚、丹顶鹤、鹈鹕等[4]。
5.5 立项专题研究，重点攻关

鹮北京的朱 、成都的大熊猫、铜陵的金丝猴、梧

州的黑叶猴等，都是政府和动物园、基地共同努力

的结晶，可以说，没有双方的共同努力，就没有上述

动物的今天。郑州市动物园要借此东风，进行立题

研究，争取在某些项目有业绩、有突破。同时，营造

奖惩并举、带学并重的工作机制，让能者多劳、劳者

多得、不上进不作为者少得，让工作科研化、科研工

作化能真正落实到生产中[4]。
5.6 完善圈养野生动物数据库

在建立个体标识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管理手

段，不断完善以动物个体基础信息、健康 信息、谱

系信息等为基础的档案信息库，为动物日常管理和

遗传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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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

绵羊的遗传缺陷

1）呆羊：小脑皮质萎缩，羔羊出生后能活，但不能走路，缺乏平衡。

2）矮性：肢短，肩粗，额凸，羔羊可活数周。

3）无耳：卡拉库尔羊品种出现羔羊没有耳朵或耳很小，一般纯合的基因者无耳，杂合的品种小

耳，非致死基因引起。

4）无毛：羔羊生后仅有少量的毛，能正常生长，但对气温变化很敏感。

另外，如肢端缺损，侏儒症，灰色至死毛色，肌肉挛缩等都有发现。

来源：青海 12316 三农服务热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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