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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5 点半，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一片寂静，维西县塔城镇
响古箐村民小组的傈僳族村寨已
然亮起几点灯光。65 岁的护林
员余建华准备好食物，徒步赶往
滇金丝猴响古箐上组观察点。

余建华身材削瘦，但身子硬
朗，步伐稳健。他说自己的工作
是：跟着猴群跑，除了投喂补充食
物外，还要观察它们的生活区域，
看食物够不够，有没有猴子生病，
一直到晚上 8 点多，猴群找到夜
栖地后才能回家吃晚饭。

这是余建华和护林员同伴们
的日常工作，雨雪无阻，年复一
年。傈僳人对大自然的这份热爱
一直在沿续着，随着余建华的坚
持，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与之同
行，愿意加入护林员之中，愿意为
滇金丝猴的繁衍生息出一分力。
时至今日，在塔城镇响古箐一带，
像余建华一样的护林员有 20 多
位，一代代护林员，守护着这座雪
山上最美的精灵。

日前，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与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
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 13 家社会
团体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云南
首个野生动物保护网络-滇金丝
猴全境保护网络在迪庆藏族自治
州香格里拉建立。首次尝试建立
政府保护管理机构、社会公益组
织、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民间团体
等广泛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搭
建公众广泛参与的保护平台，全
面加强滇金丝猴种群及其栖息地
保护。网络运行将实行政府管理
机构主导、公益组织筹资、公众和
企业参与、科学家指导、保护机构
组织实施的滇金丝猴可持续保护
策略，实现全域滇金丝猴种群健
康增长，并以这一物种保护为抓
手，惠及全境生物多样性及横断
山系原始森林保护。

相关负责人表示，明年《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国大会

（COP15）将在昆明召开，希望通
过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这样的
新生力量，汇集各方智慧、凝聚各
方力量，以开放的姿态，多方互联
互动，高效运行、创新机制、加强
研究、分区施策，全方位提升保护
能力，为中国旗舰物种的保护积
累经验和树立典范。

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将重
点实施小额资助项目，包括：支持
白马雪山维西片区开展种群放归
跟踪监测，支持云龙保护区实施
社区替代能源项目，支持大理大
学进行放牧对拉沙山滇 金 丝 猴
生 境 的 影 响 研 究 ，支 持 山 水 自
然保护中心在德钦南仁开展社
区保护工作等，涵盖了科研、监
测 、巡 护 、社 区 发 展 及 宣 传 ，通
过 建 立 社 区 保 护 地 ，对 面 积 约
65 平方公里的森林实施长期有
效保护，为区域内的 150 只滇金
丝 猴 提 供 安 全 的 栖 息 地 。 同
时，通过组织村民参与巡护、开
展 保 护 技 巧 及 生 态 知 识 培 训 、
科 学 布 设 监 测 设 备 等 方 式 ，充
分 调 动 周 边 居民持续参与的积
极性，实现公益自然保护地的可
持续发展。

滇金丝猴是我国独有的珍稀
濒危物种，总数约 3000 只，与大
熊猫一样被誉为中国的“国宝”，
被列为我国Ⅰ级重点保护物种、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物 种 红 色 名 录 濒 危 物
种 、国 际 野 生 动 植 物 贸 易 公 约

（CITES）附录Ⅰ物种。
滇金丝猴仅分布于滇西北和

藏东南一带雪山之巅的高寒原始
森林之中，东西以金沙江和澜沧
江为界，北至西藏自治区芒康县，
南达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是世
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
物，被称为雪山精灵。

滇金丝猴赖以生存的高寒原
始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世界
进化百万年的结晶，是全球 25 个
优先重点保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重要而脆弱。滇金丝猴是
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的象征。对
滇金丝猴的保护即是对原始森林
的保护，惠及与之共栖于原始森
林中的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因
此，滇金丝猴全境保护行动具有
全球保护战略意义。

本报记者邓佳摄影报道

守望雪山精灵

滇 金 丝 猴 主 食 针 叶 树 的 嫩
叶，也食松萝和桦树的嫩枝芽及
幼叶，滇金丝猴每天都需要进食
大量松萝，松萝的生长速度异常
缓慢，所以上百平方公里的一片
云、冷杉林才能满足一个滇金丝
猴种群的生存需要。

2004 年至 2008 年间，大自然保护协会与政府部门和各基层管理机构合作实施滇金
丝猴全境保护项目，开展了种群调查及巡护监测、保护能力建设、信息管理体系建设、社
区发展等一系列保护行动，为滇金丝猴全境保护奠定了基础。

在公益项目支持下，迪庆州
分别在县、村成立了滇金丝猴保
护县级领导小组和村级管理委员
会，丽江市玉龙县组建了民间专
业巡护队。

云 南 省 相 继 建 立 了 白 马 雪
山、云龙天池、兰坪云岭、丽江老
君山等 4 处保护地以保护滇金丝
猴及其栖息地，总面积达 47.8 万
公顷，基本覆盖了滇金丝猴种群
集中分布区域。

滇金丝猴又称为黑白仰鼻猴，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经过长期努力和保护，目前滇
金丝猴全境数量稳定增长，总数近 3000 只左右。

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的建
立，将汇集各方智慧，多方联动，全
方位提升保护能力，为中国旗舰
物 种 的 保 护 积 累 经 验 和 树 立
典范。

滇金丝猴是中国独有的珍稀
濒危物种，被人们称为“雪山精
灵”。

图为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城响谷箐 7 号观察点的滇金丝猴。滇金
丝猴分布于滇西北和藏东南地区，是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