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市區到大桂山鱷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以下簡稱保護區）需驅車約一小時到

碼頭，然後再乘坐40分鐘的船，才能到達。羅
樹毅拿着相機站在船頭拍照，初秋的山區已有
幾分寒意，拍完照他雙手緊了緊衣服，抱在胸
前問道：「看不出我原來是一名英語老師吧？
當年林場的學校解散後，我應聘到保護區工
作，我還記得是2009年1月來到這邊，那時跨
專業過來工作壓力確實很大。」回憶起自己初
到保護區工作時的情形，羅樹毅形容自己就像
一張白紙，不知將會書寫上怎樣的未來。

蹚水野外調查落下風濕病
「很多鱷蜥的知識，我都是一邊看書請教專

家、教授，一邊自己摸索着積累出來的。」羅
樹毅記得，2009年3月下旬，他第一次做野外
調查。彼時，北婁站站長張雲慶告訴他，3月下
旬鱷蜥剛從冬眠中甦醒，是進行野外調查的好
時機。晚上他和張雲慶等一行4人帶上頭燈、測
量尺等簡單工具出發。「那時候不知調查要走

水路，沒穿水靴，隔着鞋子都能感到冰涼的溪
水浸透雙腳。一次野外調查要五六個小時，腳
就這麼在水裏泡着，至今都落下了風濕的毛
病。」羅樹毅指着自己的腳踝說道。

成功救助10條早產小鱷蜥
羅樹毅像乾海綿一樣，利用空餘時間學

習、研究、積累，成為了保護區裏響噹噹的
「土專家」，每當保護區裏的工作人員在鱷
蜥人工繁育、飼養、野外放歸等遇到難題
時，大家都喜歡找羅樹毅幫忙解決，為此大
家也都喜歡親切地稱他為「羅老師」。
「有一條雌性鱷蜥早產了！」2013年秋冬交

替之際，此時正是鱷蜥進入冬眠的季節，當工
作人員到繁育池內查看時，發現一條雌性鱷蜥
「早產」生下了10條鱷蜥寶寶。聽到消息那一
刻，羅樹毅也有點懵：「鱷蜥在冬眠季節產子
還沒有先例，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而且當
時繁育基地沒有配備溫室，如何照顧這些早產
的小鱷蜥成了難題。」羅樹毅說，當時保護區

工作人員每個人都十分緊張，怕養不活這些冬
季出生的小寶貝。
「沒辦法，也只能當成小嬰兒一樣來照顧

了。」於是羅樹毅將小鱷蜥帶回自己的宿舍，
託人買了一台取暖器，然後將毛毯墊在保育箱
底下，再用疊放整齊的一條小毛巾給小鱷蜥隔
開成3個「小房間」，搭建好鱷蜥寶寶專屬
的「育嬰室」。「冬天蚯蚓很難挖了，我就
去找了一些蜂蛹，像哄小孩一樣給小鱷蜥們
填餵。」羅樹毅像保姆一樣和鱷蜥們在同一
個房間裏「同居」了近5個月，到來年春暖
花開時，所有的小鱷蜥一條不少地回到了繁育
池。「因為早產，有的鱷蜥剛出生時體重很
輕，最輕的僅有 1g
多，比正常出生少一
半，經過一個冬天的悉
心照顧，回到繁育池時
幾乎所有的小鱷蜥體重
都超過出生時的一倍，
全都健健康康的。」

由於人為捕捉和棲息地
喪失等原因，野外鱷蜥瀕
臨滅絕，而人工繁育則是
挽救鱷蜥的重要途徑。
「鱷蜥數量少，關於牠的

研究也不多，進行人工繁育對我們來說只能
是『摸着石頭過河』。」羅樹毅表示，2010
年3月，大桂山保護區與廣西師範大學合作
建立了鱷蜥救護繁育中心，他由此開始參與
鱷蜥的飼養與繁育工作。「以前鱷蜥的繁育
都是在一個大的繁育池裏，十幾條鱷蜥養殖
繁育，這樣的混合飼養很容易近親交配導致
胎兒畸形、死胎、後代容易生病及存活率不
高等問題。」於是，羅樹毅在探索出準確目
測識別鱷蜥性別的方法後，和保護區的技術
人員通過鱷蜥尾紋，為牠們做個體識別，建
立檔案。

「鱷蜥尾部的紋路猶如人的指紋一樣，每
一隻紋路都是獨一無二的，然後我們都要拍
照編碼給他們建立檔案。」羅樹毅打開繁育
池前面的檔案箱，隨手拿出一沓該繁育池的
鱷蜥「身份證」展示道。「繁育池還原了
鱷蜥野外的生存環境，每一個繁育池內基
本按照一雄二雌的比例配對飼養，在配對
方面，雄雌個體都是經過我們嚴格篩查，

盡量避免近親繁殖。」羅樹毅笑稱自己不
僅是鱷蜥的「保姆」，而且還得充當「月
老」做好牠們的「婚姻登記」工作，盡可能
做到「優生優育」。

不明細菌感染阻礙繁育
「目前人工繁育最大的難題，還是鱷蜥的疾

病問題。」羅樹毅皺着眉介紹道，在高溫多雨
的季節，鱷蜥的肢爪會出現囊腫、潰爛等現
象，嚴重時甚至會死亡。「我們問過桂林醫學
院的專家，也專門請教廣東省科學院動物研究
所的專家，得知是由細菌感染引發的疾病，但
卻無法查明是何種細菌感染，難以對症下藥，
專家們對此也沒有更好的建議。」

據了解，在大桂山鱷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現在鱷蜥的存活率
從40%-50%不斷得到提高，最高可達95%。
目前該保護區人工繁育鱷蜥有490條，並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分批放歸了 35 條鱷蜥。
「通過我們的野外調查監測，放歸的鱷蜥已
逐漸適應野外生存環境，並誕下新的小鱷
蜥，這表明放歸野外的鱷蜥能夠自主覓食、
自主越冬、自主繁殖，也代表了我們在鱷蜥
人工繁育和野外放歸方面取得了好的成
果。」羅樹毅笑着介紹道。

挎上背包，騎上摩托車，張維一
行4人開始了一天的巡山護林工作。
從2015年開始，張維在大桂山保護
區北婁片區工作了6年。「以前剛剛
來這裏工作的時候，沒有通路，無
法騎摩托車，日常巡護通常要靠雙
腿走。最遠的一次我記得走
了 30 公里，從早上 7點出
發，晚上 8 點 才回到駐
地。」從父親手中接棒成為
一名護林員，張維表示，對
這片山林的喜愛是讓他堅守
的原動力。
保護區內樹木鬱鬱葱葱，

在巡護中遇到毒蛇、野豬等
野獸也是家常便飯。「有一
次巡護路上，一條手腕這麼
粗的眼鏡王蛇，大概 3 米
長，正朝着我們走來，我們

心裏可慌了。」說着張維舉起手腕
比畫道，「白天容易遇到眼鏡王
蛇，夜晚則容易遇到毒性極強的銀
環蛇，有一次一條銀環蛇就在我腳
邊，要是被咬一口極有可能危及生
命。」

喜見民眾增保護意識
不過令張維感到欣慰的是，自從

保護區成立之後，周邊的村民的保
護意識也逐漸提高。「以前村民不
理解，總覺得保護區給他們生活帶

來了不便。但是近些年，通過
宣傳教導，村民們也逐漸意識
到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盜獵、盜伐的現象很少再出現
了。」張維說，如今即便有鱷
蜥「溜出」保護區，村民也會
主動找到保護區工作人員報
告。「現在經過恢復和保護，
保護區內高低不一的植物一年
四季都綠意盎然，為不同動物
提供不同層次生活空間的同
時，這裏也成了鱷蜥理想的棲
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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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英文教師羅樹毅轉行做保育近13年 自學成「土專家」
清澈見底的泉水順着層疊的石頭潺潺流下，樹梢橫亘在

溪流上，一個側腹紅褐相間的鱷蜥前爪緊緊抱握着枝丫，

正一動不動地在休息。鱷蜥由於頭部像蜥蜴，尾部像鱷

魚而得名，是第四紀冰川時期孑遺下來的單型科單型屬

物種，至今已在地球上生活了2億多年。「雖然經歷過恐

龍稱霸的時代，也在爬行動物衰落、哺乳動物興起的更

迭中存活，但是由於環境的破壞，鱷蜥棲息地嚴重破碎

化，已瀕臨滅絕。」廣西大桂山鱷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管理中心技術人員羅樹毅從事鱷蜥研究、保育工作已近

13年，對他來說鱷蜥就像他的「第二個孩子」。平日裏不

善言辭的羅樹毅一談到鱷蜥，臉上總綻放着笑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鱷蜥頭部與普通蜥蜴相鱷蜥頭部與普通蜥蜴相

似似，，頸部至尾尖則與鱷魚相似頸部至尾尖則與鱷魚相似，，為為

此被德國專家命名為鱷蜥此被德國專家命名為鱷蜥。。作為一種喜陰喜水作為一種喜陰喜水

的變溫動物的變溫動物，，鱷蜥喜歡生活在海拔鱷蜥喜歡生活在海拔800800米以米以

下低山地區下低山地區，，植被良好的溪溝裏植被良好的溪溝裏。。目前主要目前主要

分布於中國廣西分布於中國廣西、、廣東和越南的廣寧廣東和越南的廣寧、、北北

江等數個自然保護區中江等數個自然保護區中。。

目前中國鱷蜥野生種群數量約為目前中國鱷蜥野生種群數量約為11,,000000

至至11,,200200隻隻，，在廣西大桂山鱷蜥國家級在廣西大桂山鱷蜥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內自然保護區內，，有人工繁育鱷蜥有人工繁育鱷蜥490490

條條，，野外生存約有野外生存約有500500條條，，並於並於20192019

年和年和20202020年分批放歸了年分批放歸了3535條鱷蜥條鱷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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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 鱷 蜥 和 恐 龍 是
「兄弟」？

A：鱷蜥頭部有「顱頂眼」，
保留了原始古生物的特徵，
為此，科學家判斷鱷蜥是
第四紀冰川時期孑遺下
來的單型科單型屬物
種，和恐龍生活在同

一時代。

QQ：：鱷蜥喜歡吃什麼鱷蜥喜歡吃什麼？？

AA：：鱷鱷蜥喜靜蜥喜靜，，每天清每天清
晨和傍晚出來活動晨和傍晚出來活動
和覓食和覓食，，食物食物包括包括
蝌蚪蝌蚪、、蛙蛙、、小魚小魚、、
蚯蚓和昆蟲等蚯蚓和昆蟲等。。

林二代接棒護林 遇毒蛇家常便飯

鱷鱷
蜥蜥

動物保育
中國中國

故故事事

掃碼睇片

●●羅樹毅在給鱷蜥做日常檢查羅樹毅在給鱷蜥做日常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攝

▲▲鱷蜥頭部的鱷蜥頭部的「「顱頂眼顱頂眼」」是遠是遠
古生物的特徵古生物的特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尾尾部紋路部紋路
是 識 別 鱷是 識 別 鱷
蜥 個 體 的蜥 個 體 的
標誌標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曾萍曾萍 攝攝

尾紋建檔助識尾紋建檔助識別別
配對繁殖避近親配對繁殖避近親

●除了日常巡護，護林員張維（左一）和他的隊友也
要配合做鱷蜥野外調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萍 攝

四 之 一

第
二
個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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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鱷蜥如何分辨雄雌性？

A：鱷蜥的全身為橄欖褐
色，雄性鱷蜥體型略
小，側腹染有桃紅或
桔黃色，顏色鮮艷；
雌性鱷蜥體型略大，
側腹顏色較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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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鱷蜥的尾巴紋路是牠們的鱷蜥的尾巴紋路是牠們的「「身身
份證份證」？」？

AA：：鱷蜥尾部有鱷蜥尾部有1010--1111條暗黑色橫條暗黑色橫
紋紋，，且最後一節尾巴斷後可再且最後一節尾巴斷後可再
生生。。每個鱷蜥尾紋都不相同每個鱷蜥尾紋都不相同，，
為此為此，，研究中研究中，，尾紋是鱷蜥個尾紋是鱷蜥個
體識別的重要標誌體識別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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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

廣西 大桂山
鱷蜥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