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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千顷塘梅花鹿繁育基地举行华南梅

花鹿野外放归。

这也是第二次梅花鹿放归试验。本次华南梅花鹿野外放归属于就地放归，10头梅

花鹿均来自保护区华南梅花鹿种群繁育基地。

清凉峰野放梅花鹿第二批昨天进行

十头中有四头走出围栏

小鹿，勇敢点，往外冲
第一批野放的6头鹿

最远的已经离开基地8千米

本报记者 黄伟芬 谢春晖 通讯员 赵东武

四头跨出围栏
六头还在徘徊

早在 4 月 25 日，技术人员就对其中 6 头公鹿做

了一次体检，包括身体测量、寄生虫检测、个体标识、

血样检查等，还给它们安装了野生动物追踪项圈。

剩下的 4 头为亚成体，正是“长身体”的阶段，考虑到

佩戴项圈也许会勒到脖子，所以就没有佩戴。

之后这 10 头待野放的华南梅花鹿一直生活在

繁育基地里另一处面积 13 亩的观测小围栏内，科研

人员对它们进行 24 小时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这 10 头华南梅花鹿健康状况及野生动物追踪项

圈均正常，符合野放标准。

昨天上午十点左右，清管局千顷塘保护站站长

章叔岩走进了小围栏内。

梅花鹿们的胆子真的很小，见到人立马开始沿

着围栏奔跑。这时候围栏一处角落已经被打开，梅

花鹿们或排成一队，或围成一圈，但是好几次就是在

打开的门附近转悠，就是不出围栏。

看着梅花鹿们在围栏里面乱转，鹿爸爸章叔岩有

些心疼，怕小鹿们撞坏了，“它们胆子太小了，对外面

很恐惧。所以稍微感觉有些不安全，就不敢出去了。”

二十来分钟后，八头梅花鹿来到了被打开的围

栏处，其中一头率先跨出围栏，之后又有三头跟上，

一共四头梅花鹿回到了真正的大自然。

剩余的六头则继续在围栏里徘徊，昨天最终没

有踏出围栏。

这次野放的都是公鹿
年龄在3到5岁之间

这时候，不远处的繁育基地里，山坡上有几只梅

花鹿遥望凝视着已经野放的它们，也不晓得是不是

在羡慕这些即将开启新生活的

同伴？不过不用着急，迟早它们

都会回到大自然的。

对于开启新生活的梅花鹿

们，章叔岩有些不舍，还有些担

心。他说一直生活在野外的小

鹿，会有爸爸妈妈教会宝宝们规

避风险，但是从小在繁育基地长

大的小鹿们则没有这方面的训

练，需要自己去探索。不过，他

心中更多的是对这些梅花鹿的祝

福，因为建立繁育基地的目的就

是为了扩大梅花鹿的种群数量。

钱报记者了解到，这次被挑选

出来野放的梅花鹿都是公鹿，年龄在

3到5岁之间，大部分是第一批在半

生态繁育基地出生的。“每年的5月初

到5月末，是梅花鹿生育的季节，母鹿

胆子会变得更小，躲在比较隐蔽的地

方，最近几天陆陆续续有鹿宝宝出生。”

这个季节食物丰富，气候适宜，比

较适合梅花鹿们生活，因此挑选了一批

健壮的公鹿在这段时间野放。

这次野放地选择在华南梅花鹿重点

分布区——千顷塘区域，这里的气候温暖

湿润、植被种类丰富，适宜华南梅花鹿休

憩、繁衍。

同时，保护区在华南梅花鹿抢救性保

护项目支撑下，已经在千顷塘野生梅花鹿保

护区域开展红外相机监测研究，按每平方公

里一台相机的布设标准，布设了 57 台相机，

连续监测了两年，积累了大量的梅花鹿等野

生动物的活动影像数据。

2019年12月17日，有6头华南梅花鹿在昌化林场野放。

当初这些梅花鹿同样害羞胆小，野放当天也躲

在围栏里不肯出去。

如今这批小鹿中，最能走的已经去过了比较远

的龙岗镇。其中佩戴项圈的 2 号母鹿活动范围最

广。她先在野放围栏周围 300 米左右的范围寻寻觅

觅，然后开始向东南方向走走停停，不断迁移，穿越

峡谷、溪流、村庄和乡村公路，并抵达了昌化林场的

龙岗林区。工作人员猜测，这位大概是想另立山

头。因为这片林区远离毛山林区，离当初野放围栏

直线距离达8千米。

而佩戴项圈的1号母鹿，自从野放后基本向北移

动，也许是念念不忘浙西大峡谷相隔的千顷塘，她带着

伙伴（或者子女）一直下到海拔300米左右的地方，无

奈被峡谷里的昌北溪流和G330国道阻挡。后来它们

只得折返回去，目前生活在针阔混交林中，从回传的图

片可以看出，至少有两头梅花鹿在一起生活。

佩戴项圈的 1 号大公鹿最绝了，野放当初

稍作徘徊，即往深山里走，目前栖息在林场抚育

的山林中，地理位置偏僻，远离人烟。

今年 1 月 8 日，森警清凉峰中队警员在巡护

中还偶遇过一起觅食的4头梅花鹿，其中两头佩

戴项圈，两头亚成体。毛山护林员也多次看到

在眼前一晃而过的梅花鹿身影，以及在野外采

集到梅花鹿活动踪迹。

科研人员从野生动物追踪项圈回传的数据

和林区巡护人员的日常监测情况分析，6头异地

野放的梅花鹿野外活动区域至少分成 3 个区

块。“由于目前可供参考的个体数量有限，所以

还需要积累资料。随着数据积累足够多，梅花

鹿习性等各种秘密会被揭开，这些鹿踪将对保

护和科研提供帮助。”科研人员说。

第一批野放的小鹿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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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走向大自

然的梅花鹿

章叔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