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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至今，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推出了上千期短视频节目 《秘境之
眼》，向观众展示了许多野生动物生活
的有趣瞬间，跟随镜头，观众可以深入
高山、密林、湿地、荒漠的秘境之中，
一览中国的原生态之美。

目前，中国超过80%的自然保护区
已经安装了红外相机，每天都在记录着
大量的野生动物影像。这些珍贵的影像
资料，不仅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野生动物
的模样，而且更有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
与繁衍生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野
生动物保护有了更多的利器。

搭建更全的数据宝库

2021 年 11 月 23 日，白雪皑皑，玉
树琼枝。一只野生东北豹走过红外相机
的镜头前，眼眸闪亮，豹尾轻甩，身上
的花纹清晰美丽。

这一段珍贵视频的获取，得益于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
统，该系统运用、研发和集成了云计
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
智能、新型实时传输监测终端等大量现
代信息技术和新型设备，建成 700M 中
试基站42座，安装无线相机3000余台，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信号在林区
大范围覆盖，传回的数据搭建起一个宝
贵的数据库，形成了“互联网+生态”
的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信息化、智能化管
理模式。

有了这套系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的“家底”被摸得更透彻。不仅如此，
利用红外影像、高分相机等视觉处理设
备可以找寻动物，跟踪保护区内的动物
生活起居，而且还能监测盗猎行为。目
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天地空一体
化监测系统，已获取和识别超4000次东
北虎、东北豹和100多万次梅花鹿等野
生动物活动及自然资源监测影像。

同被列入首批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
家公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武
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人们可以
通过大屏幕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山水林
田湖草的方方面面。

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平台综合
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卫星遥感、无人
机、GIS 等信息技术手段，主要包含一
张图、自然资源、资源监测、巡护执
法、视频融合、防火预警、林业有害生
物、游憩管理、“天空”一体及科普宣
传等10个子系统，实现了对武夷山国家
公园的全方位、一体化监测。

“智慧中心防火预警平台具有透
烟、透雾、红外夜视等功能，实现了对
国家公园森林火情 24 小时远程监控。”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智能设备一旦发现疑似烟火，就可
通过后台火情预警分析系统，实现林火
自动检测、识别和报警，并提供现场信
息，使指挥中心能在第一时间通知防火
部门赶赴现场。

在高科技手段搭建起来的监测系统
帮助下，保护人员对野生动物的栖息环
境有了更详细、更准确的了解，这些宝
贵的数据，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条件。

实现更有效率的保护

以前，在野生动物保护地区，巡护
员在执行巡山任务时，走了多远、在什
么位置，都难以实时掌握，而且一旦发
现异常情况，也很难及时进行处置。如
今，科技正在改变巡护员的传统工作方
式，让森林巡护更加便捷、高效、精
准、安全。

位于四川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园
区，山区地形复杂，极端天气时有发
生，中兴通讯的 5G 技术可以提供恶劣
天气预警和巡护打卡功能，实时传递护
林员的位置信息和巡护轨迹，能够有效
保护护林员的安全。在巡护过程中，巡
护员一旦发现重要信息，可以通过 5G
技术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将现
场情况实时上报给后台，专家分析后再
将分析报告实时发送给巡护员，如有异
常，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不仅如此，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
专门巡护系统，已经可以实现无人机巡
护，以前巡护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现在
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巡护到位。

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让巡护更加
便利，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有针对性。

“老虎身上的条纹像我们人的指纹
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条纹
来记录不同老虎的生存状况，以便实行
更好的保护。以前要收回虎脸等很多的
数据，过程很漫长，但现在我们依靠科
技组成的监测系统，借助先进的人工智
能技术，更容易识别到老虎在哪里活
动，而且还能实现虎的个体识别，进行
精准保护。”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
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
授冯利民告诉记者。

研究发现，人为干扰是影响野生动
物正常生存的重要因素，而科技不仅提
高了巡护效率，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人为

巡护干扰，而且还织就了一张天罗地
网，给盗猎者以强大的威慑。正如冯利
民所说：“科技帮助我们在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实现了‘看得见虎豹，管得住
人’，让人类对自然的干扰降到最低。”

凝聚更多向善的力量

科技向善，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野生动物保护上。

打开淘宝，搜索穿山甲、象牙、犀
牛角等关键词，映入眼帘的不是商品，
而是“绿网计划”的专题页面，上面还
配有相关宣传教育内容，号召大家保护
野生动物。目前，鱼翅、熊胆、海龟、
活体萤火虫等超过3万个物种被纳入阿
里巴巴禁售目录，平台对销售相关捕猎
工具的交易也进行严格管控和打击。

“绿网计划”由阿里安全、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百度安全于2020年11月
联合发起，核心内容就是关注野生动物
保护。“绿网计划”一经发起，许多互
联网平台迅速响应，纷纷加入。“绿网

计划”上线至今，凡是消费者搜索野生
保护动物的关键词，都会跳转到科普宣
传页，引导消费者合法消费、理性消
费，倡导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要保护它们的
生存环境，更需要让更多人了解野生动
物的更多信息，在心中种下保护意识的
种子。在这方面，科技有着独特的优
势，互联网平台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神秘雪豹
在哪里”，点击进入后，一张动态的雪
豹图片似乎要从手机里一跃而出，点击
雪豹不同的身体部位，即可了解到许多
关于雪豹的小知识。小程序内还包含

“同域物种生物链图谱”，能够看到与雪
豹相关的生物链上的每一个物种的简
介；还可看到“雪豹动保大事记”，了
解雪豹的进化史、保护史。

为提升大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
识，腾讯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多方开
发了这一小程序，利用腾讯云小微AI知
识图谱技术，根据雪豹保护专家的经
验，梳理雪豹保护的知识结构及体系，
以趣味的交互方式展示雪豹及其保护的
相关知识。用户还可通过捐赠微信步数
解锁红外相机，沉浸式体验四川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盐池
湾片区、张掖片区的雪豹“巡视员”工
作，增加对野生动物的了解。

有了科技的加持，我们能够更加全
面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人
员也可以从多种渠道熟悉野生动物的习
性。科技进步，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的
不仅是便利高效的手段，更带来了保护
理念的与时俱进——不打扰，少打扰，
让野生动物真正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
中，各得其所，各安所居。

图①：哲古湖地处西藏自治区山南
市措美县境内，冬日的哲古湖，湖光、
雪山、野生动物相映成趣。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摄
图②：目前，青海省分布有脊椎动

物605种，其中中国特有种117种，青藏
高原特有种120 余种，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37种。图为在青海拍摄的兔
狲。 鲍永清摄（新华社发）

图③：在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国家
自然保护区拍摄的黑叶猴。

瞿明斌摄（人民图片）
图④：丹顶鹤在辽宁省盘锦市辽河

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嬉戏。
孙小伟摄（人民图片）

科技为野生动物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在青藏高原上的
高寒无人区，藏羚羊
自 在 欢 脱 地 奔 跑 跳
跃，而来自人类的守
护并未缺席。北斗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太
阳 能 无 人 机 航 测 技
术、高清智能球形摄
像 机 等 多 种 技 术 手
段，为无人区之外的
守护者们打开天地空
相结合的智能视角，
捕捉和获取藏羚羊种
群迁徙和栖息的动态
数据。

“这里的负氧离子
含量达到每立方厘米
20537 个。”在武夷山
国家公园的智慧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不仅
能够通过高清红外摄
像机捕捉野生动物的
踪迹，它们所赖以生
存的山水林田湖草也
处于监测当中，空气
质量、水质、土壤等
生态因子的各项指数
一目了然。

可以说，野生动
物保护的科技含量越
来越高，智能技术、
智慧管理已成为野生
动 物 及 其 生 境 新 的

“守护者”。
“知己知彼”是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的 第 一
步。标记个体、观察
群落是了解野生动物
习性的主要途径。许
多自然保护区并不缺
乏高清红外摄像机的
分布，难点在于对拍
摄到的海量素材进行
物种识别和分类。因
此，“摸清家底”还需
AI 识 别 等 技 术 大 显
身手。

西北大学金丝猴
研 究 团 队 开 发 出 的

“动物个体识别”系
统，目前已经能对包
括金丝猴在内的 40 多
种动物群体进行面部
特征的检测和追踪，
平 均 识 别 精 度 达
94.1%。未来，被识别
的动物有望获得属于
自己的电子身份证，
成为“有名有姓”的

“森林居民”。精确的
个体数据能为动物种
群 研 究 提 供 坚 实 支

撑，让保护更加精准有力。
排除盗猎行为、自然灾害等隐患，是为野生动物编织

“安全网”的必要举措，也是人工巡护的主要目标。然而，
传统人工巡护不仅费时费力、精度有限，巡护员还可能受
困于猛兽袭击、森林山火等险境。这就需要智慧监控来

“打辅助”。可疑的盗猎情况一旦被捕捉，报警信息便会自
动发送到管理平台，巡护员能够第一时间通过语音对讲驱
离盗猎者；透烟透雾的智能设备一旦发现异常，会及时反
馈后台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智慧保护不止于为人类配备“秘境之眼”，掌握野生动
物的一举一动、生态环境的风吹草动，还意味着让野生动
物保护有更多人类关怀。例如，热成像技术的好处不仅在
于能识别动物保护色、打破人眼视觉限制，更在于无须使
用辅助照明，减少对动物的惊扰。再如，检测野生大熊猫
粪便中的激素含量，是为了判断大熊猫的个体健康状况，
并能获知种群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从而调整保护方
案，提升保护效率。

这种关怀的表达，对于身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同样需
要借助智慧技术来实现。虎年春节，首张国家公园12.5亿
像素VR全景照片刷屏网络，人们只需打开手机就能全景

“云”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追寻东北虎的足迹；2020年，
云南芒杏河虚拟自然保护地在支付宝“蚂蚁森林”上线，
吸引1600万名网友关注，人们通过低碳生活收集“绿色能
量”奖励，以此申领线上巡护资格，远程支持菲氏叶猴种
群的巡护工作。

我们期待着，为野生动物保护更多次地按下“智慧
键”，让人类活动的影响离野生动物越来越远，让人类与野
生动物的情感距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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