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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雯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的满屏中国红，一度
占据着热搜榜，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画面。

对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尤珈来说，这一
幕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4 个月来为这片“中
国红”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历历在目。

接到任务

2021 年 9 月 28 日的一通电话，将尤珈再
次与奥运会紧密联系起来。

这不是尤珈第一次与奥运会结缘。广受
好评的 2008 北京奥运会颁奖礼仪服饰“青花
瓷”，就是尤珈设计的。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尤珈又设计了名为“鸿运山水”的颁奖礼服。

接到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入场设计礼仪服饰的任务时，尤珈心里有些
忐忑：“当时时间非常紧迫，要求国庆假期结
束就必须拿出初稿。”

时间紧、任务急，更重要的是，入场礼服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亮相，意义重
大。

“中国是东道主，本届冬奥会中国运动员
的出场式一定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作为服装
设计者，尤珈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又非常兴
奋。

她希望：“服装设计不仅能够把中国体育
健儿最光辉靓丽的一面呈现出来，也能展现
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复兴的美好风
范，代表着新时代的中国色彩、中国特色、中
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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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保护东北虎既容
易又艰难

说起老虎，人们谈论得很多，然而
真正能见到的却很少。对人们而言，
它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型猛兽，而对
一片森林而言，老虎的存在至关重要。

“老虎是顶级食肉动物，如果森林
里有老虎种群，就能证明这里拥有完
整的食物链、健康的生态系统。”冯利
民告诉记者，在极盛时期，哪里有森
林，哪里就有老虎，但随着一些地方森
林生态系统被破坏，老虎的身影也渐
渐消失。

在森林砍伐和猎杀等人为因素干
扰下，过去 100 多年，全世界 95%的虎
种群栖息地消失了，全球的 9 个虎亚
种，已有 3 个灭绝，而仅剩的 6 个虎亚
种 目 前 也 全 部 处 于 濒 危 状 态 。 在 我
国，仅剩 4 个虎亚种，其中东北虎种群
有最先恢复的希望。

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像是一场与时
间的赛跑，对东北虎的保护更是迫在
眉睫。

冯利民带领研究团队从东北虎野
生种群分布和栖息地调查开始，了解
东北虎保护现状，进而为保护规划提
供坚实的科学支持。

“老虎既是最容易监测和最好保
护的，同时也是最难寻找、最难保护的
动物之一。”在冯利民的讲述里，东北
虎的身上散发出诸多矛盾点，但他很
快就给出了解释，“老虎是典型的领地
性动物，它会周期性地巡逻领地，留下
各种痕迹，如果一个区域内存在种群，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但是老虎领
地很大，行踪诡秘，直接观察几乎不可
能 ，必 须 用 特 殊 的 方 法 或 设 备 来 监
测。在老虎的保护中，只要食物链完
整、食物充足，它的种群就能很快得到
恢复。但是野生虎需要完整的、面积
巨大的栖息地供其繁衍生息，所以它
又是最难保护的。”

冯利民还算了一笔账，东北虎的
“传统主食”是马鹿、梅花鹿和野猪等
大中型有蹄类动物，狍子对它来说只
是“点心”。一头东北虎一年平均要吃
50 头大型有蹄类动物，相当于每周吃
一头大型的鹿科动物。 这意味着一
头东北虎的领地里，至少要有 50 头大
中型有蹄类动物才能存活一年。一头
东北虎要是长期生存，则需要有 10 倍

于其种群基数的大中型有蹄类动物。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
系统，才能支撑虎豹的繁衍和长期生
存。

长期的野外研究，让冯利民对东
北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来，虎种
群的迁移和扩散，都是以雌性虎定居
和繁殖为基础和主线，而雌性虎豹在
繁殖过程中，对生境质量相当挑剔，比
如要有足够的猎物，繁殖、育养后代时
的环境则要确保安全。

毫无疑问，一个东北虎种群的可
持续繁衍，必须要有大面积、联通且完
整的森林生态系统。“这是野生虎豹保
护最重要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保护
好森林中的食草动物种群，以及环环
相扣的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最终才
能保护好虎豹。”冯利民说。

见证一座国家公园诞生

“很多次沿着老虎的脚印进林子，
就像是伴随着虎豹前行。有时候，甚
至 感 觉 自 己 就 像 一 只 老 虎 在 林 间 穿
行。”十几年间，冯利民成了“追”老虎
的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区域不
仅是老虎的家园，更是冯利民无限深
入、也奉献了无限热情的所在。

从 2006 年来到东北林区开始，冯
利 民 就 带 着 团 队 牢 牢 扎 根 到 林 海 深
处。

2013 年，团队追踪到了令人激动
的一幕。夜色中，他们持续跟踪监测
的第一只完全进入中国境内定居的成
年雌虎，从容地从镜头前走过，身后还
跟着 4 只幼虎。研究人员判断，这只野
生东北虎一胎繁殖出了 4只幼虎。

“异常高兴，异常兴奋。”冯利民说
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很激动，“我们非常
渴望虎豹能够重返中国，这个视频标
志着野生东北虎可以在中国境内成功
定居并繁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
程碑。”

从 1998 年开始，国家实施的天然
林保护工程和建立自然保护区，使得
一些重要的东北虎栖息地开始逐步得
到休养生息，冯利民和虎豹研究团队
在东北林区的长期调查过程中，更是
通过在森林中亲身遭遇和收集科学数
据见证这一悄然变化：尤其是在中俄
边境区域，研究人员在森林里与越来
越多的梅花鹿不期而遇，虎豹留下的
足迹、粪便也越来越频繁密集。同时，
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保护行动中。

保护区的建立、边防部队的边境安全
管控，都成为虎豹能够安全向境内扩
散的关键之一。

更令人兴奋的是，中俄两国科学
家 实 质 性 的 跨 境 合 作 研 究 也 结 出 硕
果：北师大虎豹研究团队和俄罗斯豹
地国家公园科研团队联合监测结果显
示，2015 年中俄跨境区域东北虎种群
至少 38 只，东北豹达到至少 91 只。中
俄跨境区域东北虎种群的增长为东北
虎重归故乡，回到中国东北林区提供
了重要机遇，而这也给保护工作带来
了新挑战。

“中俄跨境区域的北部是湿地和
铁路、公路等人类生活设施，东部和南
部毗邻海洋，百余只东北虎豹拥挤在
不到 4000 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目前
这里是一座生存孤岛。如果不开辟西
进中国之路，这个承载恢复希望的虎
豹种群将面临崩溃的处境。”冯利民解
释道。

为东北虎建立更大的避难所和恢
复生态系统迫在眉睫。2016 年，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确定
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开展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要建立的消
息刚出，立即引起国内外的轰动。美
国学术期刊《科学》杂志援引世界虎豹
研究权威专家的观点称：“中国正在建
立比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还要大 60%的
虎豹国家公园，将可能是未来 20 年内
世界上最成功的老虎保护故事。”

让森林之王重新“掌控”森林

如今，5 年多过去了，在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里，野生动物种群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东北虎豹向西扩散的廊道
打通了吗？

生 活 在 林 区 的 一 些 村 民 见 过 老
虎 ：“ 那 是 相 当 胖 ，一 个 个 都 滴 溜 圆
的。”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绥阳局东北虎
保 护 局 局 长 张 春 雷 也 曾 在 采 访 中 表
示：“东北虎被监测到的频率和密度有
明显增加，而且是逐渐向外扩散。另
外，通过我们的科研分析，数量有显著
增加。”

通过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
研究中心最新科研数据，人们可以更
加清楚地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国家
公园范围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

群 数 量 正 在 快 速 增 长 。 虎 豹 数 量 由
2015 年的 27 只和 42 只，分别增长至当
前的 50 只和 60 只以上。东北虎幼崽
成年率由试点前的 33%上升至目前的
50%以上。国家公园腹地的珲春地区
更是恢复到“众山皆有虎”的历史风
貌。中俄边境的东北虎群也逐渐成波
浪状向中国内陆扩散，宛如史诗般的
感觉。

这样的保护成果来之不易。“在全
球范围内，虎豹保护都是一件非常艰
难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对单一物种的
保护，而是涉及到整个生态系统质量
的提升。”冯利民进一步解释，“要恢复
巨 大 面 积 的 生 态 系 统 完 整 性 和 原 真
性 ，对 于 任 何 国 家 来 说 都 是 一 个 挑
战。”

去年 10 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
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这预示着我
国进入国家公园时代，将要更多地从
整个生态系统的水平来恢复生物多样
性 ，恢 复 生 态 系 统 的 完 整 性 和 原 真
性。发生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故事
正生动地体现着国家公园建立的深刻
内涵。

如今，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
内，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也正发挥
着关键作用，数万台具有实时传输功
能的红外相机，基本覆盖国家公园全
境，每天有来自公园密林深处成千上
万的惊人画面通过这套全球领先的监
测系统，实时传输到研究中心和管理
部 门 ，实 现 了“ 看 得 见 虎 豹 、管 得 住
人”。

“每次站在山顶，我俯瞰着整个老
虎的王国，我会想象它们明天会去哪
座山头觅食、寻找配偶，又会去哪里繁
殖。”冯利民说，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
统的建立，让人们掌握了老虎的更多
踪迹。夜深人静时，冯利民坐在电脑
前，通过实时设备看到东北虎的身影，
一帧帧的影像在眼前不断地闪过，他
很快就能还原它们在野外的场景。这
种研究的魅力令他着迷。

实际上，老虎命运与国家发展血
脉相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野生虎豹
保护成功与否，更是对一个国家经济、
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考验，也是
国家实力和保护决心的体现。

数万年来，东北虎就生活在山林
里。专家们希望，未来它们依然能生
活在这里，让森林之王重新“掌控”森
林。

林海雪原追虎16年

中国环境报：巡护工作对保护东
北虎有什么作用？

李冬伟：我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的核心区域开展日常巡护工作。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的生境类型比较特殊，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宝贵的自
然生态遗产。现在制约老虎保护的因
素 ，主 要 是 栖 息 地 的 不 连 通 和 破 碎
化。我们通过巡护，可以防止人类活
动对野生动物的伤害，保证栖息地的
联通，让野生动物在自己的家园里繁
衍生息。巡护时，有时还会开展清山
清套的工作，清理之前老猎人遗留下
的钢丝猎套。

中国环境报：您是通过哪些痕迹
来判断是否有东北虎出没？

李冬伟：冬季比较好判断，老虎会

在雪地上留下足迹，它在做标记的时
候也会留一些痕迹，如尿液等，通过这
些信息一下就可以分辨出来。

其他季节 里 ，则 主 要 是 通 过 它
走 路 时 掌 垫 留 下 的 痕 迹 ，来 区 分 是
不是有老虎经过。它们喜欢在自己的
家域领地内进行一些蹬刨的活动，以
此作为标记，包括它的食物残骸——
野猪、梅花鹿的尸体等，都能提供有用
信息。

中国环境报：您是否和东北虎近
距离接触过？当时是什么感觉？

李冬伟：在这么多年的保护工作
中，我距离老虎最近的一次有 1 米多
远。

当时有村民打来电话，说在他家
房子边看到了老虎，他家是林子旁的

独户。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动
物，我们到现场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还在合适的位置绑了两只鸡。晚上 7
点多，天稍微有点黑，东北虎就窜出
来，我耳边听到呼呼的风声。扭头一
看，发现这是一只亚成体的老虎，它一
口咬住鸡，立马往树林里跑了。速度
相当快，一气呵成，我根本都来不及害
怕。过后想想，我离得好近。

第二天早上，我 4 点多又到了现
场，这只老虎还在树林边瞪眼睛看着
我们。这是我在自然状态下距离野生
虎最近的一次。

平常我们巡护时检查红外相机，
有可能刚架完相机几分钟，老虎就出
现在监控画面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
生，有的时候还能听到虎啸的声音，非
常震撼。

巡护员李冬伟：

我离老虎最近的一次只有1米多远

李冬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管理局珲春市局的一名巡护
员，他的日常工作是在林区内
开展反盗猎、红外相机监测、野
生动物肇事补偿、野外雪地调
查、野生动物救助、社区宣教等
行动，这也让他成为距离东北
虎最近的人之一。那么，在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工作，有什么
别样的体验？

◆本报记者肖琪

延伸阅读

◆本报记者肖琪

眼前这样的林间小道，冯利民走过数
千次。16 年来，他就是顺着这样的小道走
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追寻东
北虎的踪迹。冬天，积雪在他的脚下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音，伴随着这样的节奏，他时
常会发现雪地上留着清晰的老虎足印，而
这声音似乎也回应着他对这片林海重现

“虎啸山林”的期盼。
将时间拨回至 2005 年。那一年，生态

学家葛剑平教授带领一批年轻科学家组成

的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进入中俄
边境及吉林、黑龙江温带针阔混交林区腹
地，在原国家林业局、原吉林省林业厅等相
关单位的支持下，建立起我国温带针阔混
交林生物多样性长期定位监测平台。彼
时，年轻的冯利民正是野外调查团队负责
人，而这也成为他追寻东北虎的起点。

如今，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已
成为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
副主任。2005 年科考至今，他不仅见证了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也见证了东北
虎豹等野生动物生存境况的好转。

2020 年 3月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拍摄到的野生东北虎。
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供图

图为冬季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图为冬季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供图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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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选、二选、三轮“决赛”，尤珈的
“中国风采”设计，最终在众多优秀的
设计稿中杀出重围。

“中国风采”主题服装设计，以红
色为色彩基调。红色是历届奥运会中
国运动员出场服装的首选色彩，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表达中国奥运健儿们
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无畏精神。“红
色是中国传统礼仪最高等级的色彩之
一，有利于突出热烈喜庆的氛围，彰显
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胸怀，表达出

‘华夏衣冠’的传统礼仪与文明。”尤珈
说。

在整体搭配中，女运动员服装采
用红色大衣配白色高筒靴，突出女运
动员柔美婉约、优雅知性的形象；男运
动员服装采用时尚米白色大衣配白色
西裤、白色短靴，表现男运动员时尚儒
雅、青春勃发的气质。男女运动员均
搭配时尚保暖的红色围巾、帽子和手
套。

“魔改”之路

令尤珈没想到的是，中选只是个
开始。尤珈和她的设计团队从此踏上
了紧张的“魔改”道路。

“2022 冬奥会核心精神理念是以
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
赛。”尤珈说，礼服设计必须以传达东
道主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目标，将
冬奥会核心精神和中国特色紧密结
合。

更重要的是，还要结合开闭幕式
时间、空间、气候等因素，用简洁端庄
大方的服饰突出运动员个人风采。“服
装不抢夺运动员光彩，要起到衬托作
用。”尤珈说，入场礼服的设计需要考
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任何细节都
要考虑到。如开幕式现场灯光和背景
环境、运动员身材、公众接受度、气温、
队列……大大小小各种版本的设计图
出了 20 多版。“队伍散着走、整齐走、
挥手做动作，要做各种效果图。最后
我们都只能用时间来标注文件。”尤珈
说。

“为了突出运动员的个性和风格，
我们设计了 5 款帽子，男生 3 款，女生
两款。让运动员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搭配。”尤珈说。

设计时尤珈也考虑过设计一款虎
头帽。“正好是虎年，虎头帽又是中国
的传统，帽子很漂亮，但是太抢眼了，
反而喧宾夺主，不能突出运动员本身
的风采。”

于是，虎头帽的创意被忍痛放弃
了。

经典设计体现可持续理念

中国“绿色办奥”的努力，在服装
上得到了体现：可持续的、多次利用，
实现了服装整个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
环保。

入场礼服采用天然环保面料，减
少了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布料
使 用 环 保 染 料 ，实 现 了 生 产 绿 色 环
保。以国旗红和国旗黄为主色的围
巾，图案分别以隶书、楷书、行书 3 种
书法字体，织出汉字“中国”二字，书写
出和谐平衡的韵律之美，传递中国文
化，展示东方文明的美好。

尤珈告诉记者：“围巾上的汉字是
采用特殊的针织方法编织出来的，不
需要印染，没有印染废水，体现了北京
冬奥会绿色环保的理念。”

虽然入场礼服是为特殊场合设计
的服装，但尤珈希望在遵循奥运精神
的前提下，让这套礼服在其他场合也
能穿着，提高服装的利用率。

她的办法是“经典+变化”。
经典，是指服装选择经典款式，形

制以简约为主，经典款式很多年都不
会过时，运动员平时也可以穿。

变化，就是通过多种配饰，搭配形
成 多 样 的 穿 着 方 式 ，体 现 运 动 员 个
性。比如，他们可以自由设计围巾的
佩戴方式，达到同一条围巾、多样的时
尚、不同的风采的效果。

“我们还设计了羽绒内胆，春秋季
节，可以拆下内胆当风衣。寒冷的冬
季，就可以装上内胆，既有风度又有温
度。”尤珈说。

服装袖口外侧、手套腕部、扣子都
以镀金的“China”字样装饰，低调含蓄
不张扬。

“实话说，我没有想过开幕式现场
的情景，设计过程太紧张了，完全没时
间停下来东想西想。”尤珈说，“在 12
月样衣做出来以后，还进行了一些修
改。好在一切顺利。”

如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成就了
又一个经典。 正 和 家 人 一 起 度 假 的
尤 珈 也 终 于 可 以 暂 时 休 息 一 下 了 。
她希望，未来能设计出更好的服装，
让更多的人通过她的设计，了解和认
识中国。

▲北京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入场式
服装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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