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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西南地区首个白冠长尾雉野化放归项目

一只红嘴蓝鹊撞上博物馆玻璃不幸身亡

标本修复专家让它“重生”

白冠长尾雉再现雪宝山

▼12月4日，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十里坪，工作人员巡查房舍。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名片

红嘴蓝鹊

红嘴蓝鹊是雀形目鸦科蓝鹊属
动物，体态美丽，体背呈蓝紫色，羽
色艳丽，雌雄羽色相似，尾羽特长，
红嘴红脚，姿态优美，仪态庄重，雍
容华贵，是重要的观赏鸟之一，也是
神话传说中的青鸟。

红嘴蓝鹊在国外分布于印度东
北部及中南半岛，在中国分布于华
北以南、云南以东各省区。

名片

白冠长尾雉

属鸡形目雉科长尾雉属，
是我国 4 种长尾雉中体型最
大，尾羽最长的一种，为中国
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将其列为易危（VU）
物种。

白冠长尾雉曾广泛分布
于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五
里坡、仙女山、阴条岭、雪宝山、
大巴山等自然保护区。

从技术到产品，东风日产大展拳脚布局新能源
在政策支撑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

动下，转型成为了当下车市的主基
调。比如日产汽车今年在日本移动出
行展上推出5款面向不同人群、不同
生活场景的Hyper系列纯电概念车。
而东风日产也紧随其后，在今年11月
举办的广州车展上再次放出重磅信
息，宣布其在未来3年内，将面向中国
市场投放4款本土开发的新能源车
型，进一步夯实了企业新能源转型的
信心。

三大动力齐头并进 东风日产将
向中国市场投放4款日产品牌新
能源车型

历经过去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
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多年
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占比更
是超过60%。面对史无前例的新能源
机遇，东风日产顺势转型，在刚刚闭幕
的2023广州车展上以“多元进阶，焕
新启航”为主题，全面进击新能源赛
道，这背后正是其硬核的技术实力在
支撑。

在国内市场，东风日产积极进行
本土化的探索，用全球品质服务中国
市场，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其他
品牌走单一路线不同，东风日产始终
坚持燃油、纯电、油电混合三大动力路
径并行的策略，为的就是能打造出更
符合中国消费者、更适合中国土壤的
优秀产品。

除了三大动力技术的推进，日

产汽车还将依托强大的整车研发能
力，在产品创新上迎来新突破。在
2023 广州车展上，东风日产表示，
未来3年内，将向中国市场投放4款
本土开发的新能源车型，新车包括
轿车和SUV，动力涵盖纯电和混动，
且 首 款 新 车 将 在 2024 年 投 放 市
场。很显然，东风日产的转型之路
将越来越清晰。

技术是前进最大的底气 东风日
产全面进击新能源赛道

放眼中国汽车市场，新能源无疑
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作为一家在纯
电领域有着76年历史，且有着超过25
年电池研发与制造经验的老牌车企，
目前，日产新能源车全球累计行驶里

程已经达到了210亿公里，更重要的
是，电池0重大安全事故。这背后的
技术，就是东风日产决战新能源下半
场的底气。

“技术日产”的魅力，消费者在广州
车展上亮相的日产全固态电池技术就
可以看出来。不同于市面上普遍使用
的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日
产全固态电池采用的是固体电极和固
体电解质，在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上，
日产全固态电池几乎达到了现有电池
的2倍，能够有效提升车辆续航里程；
而且在充、放电性能上，日产全固态电
池的充电时间也能缩短到传统电池的
三分之一，极大限度地缓解补能焦虑。

可以预料的是，规模化、标准化的
全新日产全固态电池，将改写目前锂
离子电池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在容
量、结构、安全性，甚至是适配范围参
差不齐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
概念本非空谈，在广州车展上，日产甚
至为全固态电池的量产化之路制定了
明确的规划：2024年启动试点工厂，
2028年之前量产上市，“技术日产”的
金字招牌再一次被擦亮。

廖咏雪 图片由东风日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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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强势车型、又或是强势品牌，

之所以能够在车市的发展中经久不
衰，主要在于，其能够把握市场趋势，
将自己的特长运用发挥到极致。拥有
技术标签的东风日产就是如此，不仅
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动力的最优
解，同时也有更加本土化的车型迎合
了用户的实际用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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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冠长尾雉

□本报记者 李晟

“呯”的一声，一只浑身蓝色的鸟
儿撞在了重庆自然博物馆的窗玻璃
上，当工作人员冲出馆舍时，发现这只
美丽的鸟儿已不幸身亡。

面对这只意外离世的鸟儿，该怎
么办？重庆自然博物馆的标本专家们
当即决定：让这只美丽的鸟儿以标本
的形式“重生”，永远“活”在博物馆的
展厅之中。

12月9日，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了
解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重庆自然
博物馆公开了这只学名叫红嘴蓝鹊的
漂亮鸟儿“重生”的过程。

这也是拥有90余年历史的重庆
自然博物馆，首次对外半公开标本制
作过程。

鸟儿撞上玻璃窗不幸身亡

11 月上旬，一只红嘴蓝鹊撞在
了重庆自然博物馆的玻璃窗上，当工
作人员冲出馆舍时，发现鸟儿已经死
亡。

经过专家检查，除了尾部部分羽
毛缺失，这只已成年的红嘴蓝鹊身体
浑健，毛色俊美。

它为什么会在灿烂阳光里，突
然结束生命？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
高碧春介绍，在日光或夜间微弱月
光、星光的照射下，建筑玻璃会反
射、折射出周边或较远处的自然环
境。

红嘴蓝鹊在飞行中，由于无法准
确透视和判断，会错把玻璃反射、折射
出的镜像环境认为是真实空旷原野或
者栖息地，误撞致死。

高碧春说，鸟类飞行时，并不总
是向前看或是用最敏锐的侧方视觉
观察正前方的“路况”，而是常常通过
扭头甚至回头来提防捕食者或寻找
猎物，这就导致它们不能及时发现前
方障碍物。大部分鸟被撞后，会颅内
出血直接死亡。

高碧春介绍，截至目前，对这类
情况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北美地
区。研究表明，鸟撞玻璃在与人类
活动直接相关的鸟类死因中位列第
二，对鸟类的威胁之大仅次于流浪猫
捕食。

首次半公开标本制作过程

面对这只不幸离世的红嘴蓝鹊，重
庆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决定：将
它制作成标本，永久陈列在展厅之中。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野生动物保护
知识，重庆自然博物馆首次半公开了
这次标本制作过程。

为什么只选取部分环节公开？
高碧春解释，标本的解剖和清洗环
节，会让观者有不适感，所以这部分
环节仍由标本制作师们在工作室内
完成。而在假体制作、安装、缝合、安
装义眼、理毛等工序，则邀请了一些
孩子及家庭观摩。

在公开展示环节，标本制作师首
先将已安装好支架的鸟皮仰放于桌
上，然后在支架与背部皮肤之间填充

棉花、竹丝等填充物，依次为尾、腰、
背。

要填满吗？并不需要。高碧春
说，标本填充厚度约为胸高（活体时）
的1/3左右，这样才能使制成的鸟体
标本不致背部凹凸不平和有铅丝支
架痕迹。填充背部时，还要注意靠近
颈部的填充情况，填少了会出现凹
陷，填多了会凸起，这些都会影响标
本美观度。

“这只鸟儿真的‘活’过来了”

填充完成后，就到了标本制作过
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整形。这一
步关系着标本是否做得生动、逼真，
是否能恢复原貌。在整形时，标本
制作师首先把缝合好的鸟体的全身
羽毛梳理了一遍，使羽毛基本恢复
平整。随后按照事先描绘好的标
本体态，对红嘴蓝鹊的骨骼进行调
整。

在制作师的妙手之下，原本躺在
制作台上的红嘴蓝鹊，重新“站”在了
支架做成的树枝上探头张望。目睹这
一神奇的过程，观摩的孩子们不禁惊
呼：“这只鸟儿真的‘活’过来了！”

高碧春说，对公众首次半公开标
本制作，是为了让人们更近距离了解
鸟类，换一种角度理解自然与生命，了
解鸟类标本制作的工序、研究的意义，
倡导孩子践行鸟类保护措施，成为生
态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动者。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12月5日，海拔2200多米的雪宝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里坪，雪霁天晴。

山坳里，20只白冠长尾雉沐浴在雪
后的阳光下，怡然自得。缤纷靓丽的羽
毛、近1米长的尾羽……白冠长尾雉这
一身华丽的服饰，让人惊艳。

然而，1998年重庆陆生脊椎动物调
查结果显示，仅在城口大巴山区域有不
足 20 只的白冠长尾雉小种群分布。
2000年后，据多方调查数据表明，其在
重庆原有的分布区域再无野生个体发
现，基本可以确认该物种在重庆野外已
经消失。

而在雪宝山区域，自上世纪80年
代初就不曾在野外发现白冠长尾雉的
踪迹。

繁育
故事的源头，要回到重庆动物园。
这一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特色

动物保护和利用专业的匡高翔走进了
重庆动物园的大门。

“我小时候看川剧，就对刀马旦头
上威风凛凛的翎子特别感兴趣，上学时
了解到翎子是由白冠长尾雉最长的两
支尾羽制作而成，就对白冠长尾雉特别
关注。”然而，在重庆动物园工作，每天
与动物打交道的匡高翔并未在园里见
过白冠长尾雉，“雄性白冠长尾雉修长
且绚丽的尾羽使其成为猎人觊觎的对
象，过度捕杀是造成白冠长尾雉种群数
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另外，人类活
动导致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破坏与丧失，
尤其是森林面积的减少，对其生存造成
了很大威胁。”

2000年，匡高翔开始负责重庆动
物园鸟类的研究、养护工作，“那时我就
有个想法，希望动物园能引进白冠长尾
雉并实现人工繁育，再野化放归自然。”

可直到2013年12月，匡高翔的梦
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重庆动物园
从上海引进了两雄三雌5只白冠长尾雉
并开始进行人工繁育。

不过，由于缺乏白冠长尾雉人工
繁育经验、白冠长尾雉对重庆气候不太
适应等问题，接下来3年，幼鸟成活率都

不高。
“虽然前3年的人工繁育算不上成

功，却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育雏经验，比
如知道了白冠长尾雉卵虽然一年只产一
窝卵，每窝6至8枚，但有补卵的习惯。”匡
高翔解释道，就是蛋少了它会再产进行补
充，一只雌雉一年最多能产卵30枚。

从2017年开始，匡高翔将白冠长
尾雉的雌雄配对增加至三组，“每组3只
雌雉，9 只雌雉一年最多能产卵 270
枚。”2020年，重庆动物园成功繁育并
成活白冠长尾雉50余只；2021年，又有
100多只白冠长尾雉成功繁育。

至此，匡高翔“将白冠长尾雉野
化放归自然”的梦想，有了实现的条
件。

携手
“当自然扩散难以实现时，人工再

引入是恢复一个地区已消失物种的合
理手段。”匡高翔介绍，白冠长尾雉在
重庆野外已经消失，且在国内绝大部

分自然保护区内种群密度都在快速下
降，“野外再引入的首选方式是从其他
野外地点直接捕获并转移野外个体至
目标区域。但当野外个体难以获得
时，则可选择将圈养繁育个体放归野
外。”

白冠长尾雉性机警、怕人，多在林
下和比较隐蔽、安静的地方活动，喜在
常绿针阔混交林和落叶阔叶乔木林中
栖息、隐蔽和觅食，以植物性食物如树
果、树叶、野草为主要食物，也取食鳞翅
目的幼虫、虫卵等，对抑制森林虫害，维
护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将圈
养繁育的白冠长尾雉放归野外，地点选
择十分重要。

一次偶然的机会，重庆动物园与雪
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携起手来。

今年4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匡高
翔遇到开州区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主
任黄亚洲，便请他推荐一个能够实施白
冠长尾雉野化放归项目的地点，黄亚洲
向其推荐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后，匡高翔应邀到雪宝山进行考察，

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项目前期
策划。

匡高翔告诉记者，雪宝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本就是白冠长尾雉在重庆的
原生栖息地之一，保护区内的植被和自
然环境非常适合白冠长尾雉生存。

“自然条件具备，重庆动物园又能
为野化放归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撑和保
障，这让我们对项目的成功实施满怀希
望。”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
务中心（以下简称“事务中心”）主任杨
泉说。

据了解，这是西南地区首个白冠长
尾雉野化放归项目，也是重庆野生动物
保护回归模式的新探索，开创了重庆濒
危野生动物野外再引入的先河，成功后
将为重庆市珍稀濒危动物野外回归提
供典型示范，成为重庆野生动物保护标
志性事件。

建舍
很快，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

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西南大学、重庆动物园、雪宝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单位的共同努
力下，“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白冠长尾雉繁育及野化放归科研项目
（一期）实施方案”正式出炉。

“我们计划用6—8年的时间，实现
3个阶段的目标：野放的白冠长尾雉在
野外存活超过一年，并成功度过野放后
第一个冬季；野放的白冠长尾雉在野外
繁殖成功，并且后代成功存活至独立；
野放的白冠长尾雉在雪宝山形成可自

我维持的野外种群。”杨泉介绍，经过考
察选址，专家们决定在十里坪建设总面
积952平米、含舍间12间的白冠长尾雉
自然繁育笼舍，并从重庆动物园引进10
对各个年龄阶段的白冠长尾雉开展野
化放归训练。

“我们在建设自然繁育笼舍时，就
充分考虑到雪宝山极端天气对白冠长
尾雉的影响。”今年9月份开始，事务
中心工作人员黄吉兰和周李萍就具体
负责自然繁育笼舍的建设工作，“十里
坪区域冬季有较长的降雪期，气温远
低于重庆动物园，因此我们在每个舍
间都设计了可遮风挡雨且通风良好的
内舍。”

为尽可能接近天然环境，每个舍间
内还设置了高低不一的多个栖架、自然
地面、沙坑、水池，并种植当地有分布的
灌木或小树，配置了草窝、土窝、木窝
等多种形式的鸟窝供白冠长尾雉选
择。

“在笼舍的地下，我们还模拟自然
环境铺设了泥土、石头、砂砾三层地基，
在最上层铺上腐殖土。”黄吉兰介绍，笼
舍的防护网也经过精心选择：网眼不能
太大，防止小型猫科动物钻入捕食白冠
长尾雉；网眼也不能太小，防止白冠长
尾雉的头颈卡在网眼处。

午后雪宝山刺眼的阳光下，黄吉兰
和周李萍的防寒服表面显露着无数个细

小的破洞，“都是电焊的火花烫出来的。”
原来，在高寒的雪宝山施工让人望

而却步，许多工作只能工作人员亲自上
阵，除了电焊，还有搅拌混凝土、搭架
子、运土……

最终，原定120天建成的自然繁育
笼舍，仅用时48天就全部完工。11月3
日，10对白冠长尾雉顺利入住它们在雪
宝山的新家。

12月5日，十里坪白冠长尾雉自然
繁育笼舍屋顶残雪未融，10对白冠长尾
雉已在雪宝山度过了第一个雪天。

野化
阳光下，积雪化水滴落屋檐。
屋檐下，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王雷和

饲养员范美勇、向守福正在为白冠长尾
雉准备早餐。

记者发现，他们投喂给白冠长尾雉
的食物不仅多样化，而且很有讲究，这
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野化！

比如：莴笋、苹果要切碎，煮熟的鸡
蛋要带壳揉碎搅拌在一起，然后抛撒到
笼舍里，让它们习惯在草丛里、土里找
吃的；在每个笼舍的竹筒里插入没有切
碎的莴笋叶，以此模拟植物的自然生长
状态，让白冠长尾雉自行啄食；面包虫
要抛撒在笼舍的草丛、地面上，模拟自
然环境下生长的虫子，让白冠长尾雉寻
找、啄食……

“面包虫是白冠长尾雉最喜欢的食
物，一顿早餐要投放300克左右。”因为
消耗大，王雷特意从网上买来面包虫虫
卵人工孵化后，用腐烂的菜叶喂食，等
面包虫长到两三厘米长就可以喂给白
冠长尾雉了。

“我们通过研究捷克和法国成功建
立白冠长尾雉野放种群的案例发现，野
放之前，尤其是幼年阶段，接触的食物
越多样，特别是饲喂活的面包虫后，野
放后存活率越高。因为其搜寻食物、处
理食物的时间缩短，分配给警戒的时间
更多，并且消化系统也更适应天然食
物。”事务中心副主任邬黎介绍，后期，
饲养员将从周边森林收取橡子、浆果、
蘑菇及各种植物的嫩芽和嫩叶等，饲喂
繁殖亲鸟及其雏鸟，“比如从周边森林
中剪取整个长着嫩叶的枝条，或捡拾整
段生长着蘑菇、覆盖着苔藓或滋生着蛴
螬的朽木，投入笼舍，逐步培养他们在
野外觅食的能力。”

“我们希望在2025年左右，将白冠
长尾雉个体彻底放归野外，并跟踪观察
其生存状况。”匡高翔说，只有实施白冠
长尾雉野化放归试验，对其进行再归入
保护，逐步恢复其野外种群数量，实现
自然繁殖及种群扩展，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白冠长尾雉易危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