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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跨越6060余年的余年的““熊猫情缘熊猫情缘””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在远古时期，重庆也曾是大熊猫生活
的乐园。”7月25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下
属的重庆市地质调查院副院长魏光飚告诉
记者，近年来，他们在万州盐井沟发现了现
生大熊猫的化石亚种——巴氏大熊猫的化
石，“若采用还原技术进行恢复，其体形比
现在的大熊猫还要大一些，显得更加强壮
威猛。”

魏光飚是长期从事古脊椎动物化石发
掘与研究工作的古生物学专家。据他介
绍，2016—2019年期间，重庆市地质调查
院在万州盐井沟组织实施了大量古生物化
石调查、保护、发掘和研究工作，获得大量
珍贵化石标本。

“其中就包括属于更新世中期、距今
35—26万年前的巴氏大熊猫化石，我们先
后在此发掘出3个头骨化石（其中 2 件完
好保存）和2具骨架化石。”魏光飚说，在盐
井沟发现的化石与其他大熊猫化石和现生
大熊猫相比，其躯体要大出约八分之一，牙
齿形态特征与现代大熊猫差别无几，只是
尺寸更大，头骨上特征显示咀嚼能力较现
生大熊猫稍弱。

万州盐井沟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
物化石的经典产地之一，该地区产出的
化石动物群是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
物群的典型代表。在距今120万年至1
万年前，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中国
南方地区普遍存在，而重庆地区则是这
些动物出现最频繁、生活最密集的地区
之一。

魏光飚说，更新世的亚热带密林是巴
氏大熊猫的快乐家园，漫山遍野的竹林让
他们吃喝无忧。由于食物充足，巴氏大熊
猫体形较大、四肢有力、脚爪尖利，与现代
大熊猫相比其习性也更加凶猛，甚至在与
虎、豹等肉食动物狭路相逢时，或许也不落
下风。

巴氏大熊猫的踪迹，在秦岭以南诸省
甚至在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曾发现
过。但从大约2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开
始，末次盛冰期、末次冰消期、新仙女木事
件等时期的到来，导致气候、环境变得极不
稳定，巴氏大熊猫需要跑到更远的地方才
能填饱肚子，而此时人类则逐渐走向繁荣，
这给大熊猫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巴
氏大熊猫逐渐演变成为体型缩小、咀嚼能
力加强的现生大熊猫，其生活范围也退缩
到了藏东、川北、陇南和秦岭等地的高山幽
谷地区。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
大熊猫活体展示，也出现在85年前的重
庆。

1939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动植物
研究所内迁北碚，得知北碚平民公园（现北
碚公园）动物数量减少后，他们便把从野外
捕捉到的大熊猫赠予当时的北碚实验区区
署，交平民公园动物园饲养，供公众观览。
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大熊猫活体展
示。

时隔5年后，又有大熊猫标本曾以生
境复原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西部科学博物
馆公开展出，这家博物馆，便是如今的重庆
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重庆也曾是大熊猫生活的乐园
中国已知的最早大熊猫活体展示也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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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酷暑，重庆动物园为四只大熊猫冲凉
降温。

通讯员 周邦静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2024年6月28日19:30，位于九龙坡区的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好奇”顺利产下一只熊猫宝
宝，重庆动物园再度因大熊猫而“出圈”。

“好奇”是今年2月下旬在位于四川卧龙的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完成的配种。的确，
说起国宝大熊猫，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四川卧
龙，目前中国的野生大熊猫也只分布在四川、陕
西、甘肃三省。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目前全国拥有圈养大
熊猫数量最多的城市动物园，是重庆动物园。
重庆动物园的第一只大熊猫如何而来，与四川
有何渊源？近年来川渝两地在大熊猫研究繁殖
等方面有哪些交流与合作？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相关科研人员，探寻川
渝两地跨越60余年的“熊猫情缘”。

重庆动物园第一只大熊猫在
四川救助得来

“重庆动物园早在1955年就建成开放，最
初叫西区公园。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才
拥有了第一只大熊猫。”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技术
主管、生态学博士尹彦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这只大熊猫，是当时工作人员在四川平武救助
的一只野生大熊猫。

他解释了什么情况下需要对野生大熊猫进
行救助：有些大熊猫幼崽在母亲外出遭遇意外
后沦为“弃婴”，需要及时救助哺育才能存活；有
些大熊猫因在野外受伤或者染上疾病需要救
助；还有因特殊原因导致野外食物短缺需要救
助……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四川境内一些
地方竹子开花死亡，导致大熊猫食物短缺，不时
有人在野外发现大熊猫尸体。重庆动物园多次
派工作人员赴卧龙等地开展野外大熊猫救助工
作，并精心呵护救助回来的国宝。

“当时，动物园在大熊猫的饲养、繁育等方
面缺乏经验，就连救护的大熊猫幼仔所需的配
方乳如何调配、饲喂量多少合适，都是问题。”尹
彦强说，当时圈养大熊猫的繁育还面临“发情
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三大难题。

他进一步解释，一般情况下，圈养大熊猫每
年发情一次，且只有短短数小时的时间适合配
种，还受饲养条件、气候条件、母体年龄、健康状
况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时机；
大熊猫在发情期通过声音交流、化学信号、行为
表达等释放信号，双方是否“情投意合”、是否掌
握交配技巧、是否需要及时进行人工辅助等，才
是能否成功配种受孕的关键；有的幼崽个体还
因太小而很难成活……

卧龙的大熊猫饲养和繁育团队率先攻克了
大熊猫繁育“三大难题”后，重庆动物园便与之
开展了近30年的大熊猫个体交换和繁育合作，
时常向他们沟通、请教，多次去实地考察，逐渐
掌握了成熟的大熊猫繁育技术，并于1985年9
月成功繁育出第一只大熊猫。

“这一突破让我们倍感振奋。”重庆动物园
熊猫馆馆长张乃成清楚记得，当时熊猫馆没有
安装空调，为了防止大熊猫中暑，他们搬来冰块
降温；没有育婴箱，他们就将大熊猫幼崽搂在怀
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幼崽。

全球最长寿圈养大熊猫“新星”
来自川渝交流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繁育真正迈入“快车
道”，是在2000年之后，不仅种群规模扩大了，
而且涌现出不少“明星熊猫”。

“从第一只大熊猫落户以来，重庆动物园经
过60余年发展，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独立
繁育大熊猫的城市动物园之一，在单胎繁育的
基础上，还成功诞下双胞胎、三胞胎。”张乃成介
绍，截至目前，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累计产下
32胎，其中13胎双胞胎，1胎三胞胎。

重庆动物园也成为全国拥有大熊猫数量最
多的城市动物园，目前有23只大熊猫在此生
活。而园内的熊猫馆在进行三次改扩建后，目
前占地已近2万平方米，是全国最早的大熊猫
繁殖基地之一。

“这23只大熊猫中，既有园内自己繁育的，
也有和四川交换的个体、合作繁殖的个体。”尹
彦强说，交流交换大熊猫个体能够起到优化种
群遗传结构的作用，改善亲缘关系，提升遗传多
样性，使大熊猫种群更加健康、更具活力、更可
持续发展。

全球最长寿的圈养大熊猫“新星”，就是川
渝两地间的“交流交换”最鲜活的例子。

“新星”是雌性，1982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
雅安市宝兴县。1983年6月，尚不满一岁的她
被送往重庆动物园，还曾于1988年冬季奥运会
期间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展出，在当地引发轰动，
上百万人争相一睹其“芳容”。回国后，“新星”
更是声名鹊起，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熊猫”。

1992年，“新星”与上海动物园的大熊猫
“川川”交配生下第一胎，此后陆续繁育后代，目
前其众多直系后代分别生活在2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新星”的儿子“灵灵”还交流到四
川，为圈养大熊猫自然交配繁育技术攻关作出
了很大贡献。

“遗憾的是，2020年12月8日13:25，38岁
的‘新星’因高龄兼多脏器衰竭去世。”张乃成介
绍，大熊猫的1岁相当于人类的3到4岁，野生
大熊猫的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圈养大熊猫的
寿命可达30岁以上，“‘新星’38岁相当于人类

的110岁至140岁，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圈
养大熊猫。”

“二顺”的海外之旅

“海归大熊猫”“二顺”也是红遍全网的“明
星熊猫”。

“二顺”2007年8月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她
是“新星”的孙女，其父亲正是“灵灵”，母亲是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交换到重庆动物园的

“娅娅”。
2013年3月，“二顺”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的“大毛”一起，飞往加拿大多伦多动物
园，作为中加双方共同保护和繁育大熊猫开展
合作研究的主角，开启了他们的海外之旅。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13日凌晨3:30，在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专家、饲养员
与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二顺”在多伦多动物园顺利产下第一对龙
凤胎。次年3月，这对旅加大熊猫龙凤胎幼崽
在多伦多动物园首次亮相，多伦多动物园还通
过网络征集为他们起名，最终雄性幼崽名“加盼
盼”、雌性幼崽名“加悦悦”。

2020年1月，“加盼盼”和“加悦悦”回到祖
国，入住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当年11
月，“二顺”和“大毛”也一起乘坐专机回国。

随后，“加盼盼”于2022年底搬迁至成都动
物园，“加悦悦”于2024年初搬迁至重庆动物园。

“更为可喜的是，回国不到两年，‘二顺’又
顺利产下第二对龙凤胎。”张乃成介绍，2022年
7月22日，这对龙凤胎在重庆动物园诞生，其
中雄性幼崽起名“渝可”、雌性幼崽起名“渝爱”。

兄妹俩自出生那天起，便很快俘获了大批
粉丝，还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技能大赛中，代表重庆担任大赛“迎宾大
使”，以国宝独特的魅力，迎接世界各地宾客。

在近些年川渝两地围绕大熊猫开展的交流
合作中，来自四川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
心的亲兄妹“亮亮”和“兰香”，也是当仁不让的

“明星熊猫”：24岁的“亮亮”是目前生活在重庆
动物园中年龄最大的大熊猫，妹妹“兰香”也已
在园中顺利产下两对双胞胎，让重庆动物园的
熊猫家族更为壮大。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深入推
进，川渝两地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科研方面
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在川渝文旅CP围绕打
造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
游胜地，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方面，“顶流网
红”大熊猫的身影也频频出现。他们还携手亮
相各类博览会，成为川渝熊猫贺新春、巴蜀熊猫
大拜年等活动的主角。

“重庆动物园今年5月2日单日接待游客
以及‘五一’期间接待游客总人次，均创历史新
高，很多人都是奔着大熊猫而来。”九龙坡区文
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还创新研制了

“九龙如龙沉香——熊猫款”、熊猫香插、熊猫水
墨丝巾、熊猫玩偶等特色文创产品，重庆动物园
也围绕大熊猫开发了“虫动市集”“虫动咖啡”等
周边品牌，各色熊猫主题文创琳琅满目，深受市
民和游客喜爱。

除此以外，九龙坡还借助大熊猫自带的巨
大流量，吸引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等
境外旅行商和媒体来此考察调研、拍摄宣传，以
大熊猫为纽带，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展
境外客源市场。可见，川渝大熊猫在聚集文旅
人气和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等方面，已成重要推
手与流量密码。

▲大熊猫“新星”（已故）。
（重庆动物园供图）

▼大熊猫“二顺”。
（重庆动物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