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拯救华南虎

林锡潘出生于 1986 年，属虎，从
小就对老虎有特殊的感情。在他眼中，
老虎是力量与威严的象征。2011年，动
物医学专业出身的林锡潘加入福建梅
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成为一名专
职养虎人。

梅花山历来是爱虎者眼中的神山
圣地。

亿万年前的板块运动，造就了这
里独特的地质地貌。完整的森林生态
系统、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植被和复杂
的气候环境，使之化身天然的“物种基
因库”，华南虎便是其中的旗舰物种。

翻阅地方志，关于虎的记载不胜
枚举，1938年编纂的《上杭县志》提到：

“杭星多山，故时虎患。”过去，许多人
谈虎色变。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
究所副所长罗红星，还记得儿时在农
村老家，兄弟姐妹睡大通铺，天冷了都
想往中间挤。这时候，大人们就笑言：

“中心中心，老虎当点心。”
为除虎患，我国在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开展了大规模打虎运动，导致华
南虎野外种群数量锐减。随着生态意
识觉醒，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
的关系。但此时，华南虎已难见踪迹。
它们的近亲里海虎（又名新疆虎）、爪
哇虎和巴厘虎，更早已被宣布灭绝。

不能让华南虎重蹈覆辙！
1998年，刚刚撤地设市的龙岩，筹

措 200 多万元资金，在全国率先启动
华南虎拯救工程，建设华南虎繁育中
心，引进人工圈养的虎种，开展华南虎
保护繁育研究。当年 7 月，黄兆锋、傅
文源、林开雄、罗红星 4 人作为梅花山
第一代养虎人，被派往苏州动物园学
习养虎技术。

“那时候，全国人工圈养的华南虎
只有 50 多只，分散在各地 10 多家动物
园。”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所
长林开雄还记得，大家都是第一次见
到老虎真容。清理笼舍、科学投喂、防
治疾病、观察母虎发情表现、人工配
对、哺育幼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给老虎打针用药，就是技术活儿。
老虎毕竟是猛兽，需要远距离吹针注
射。和普通注射器不同，吹针所用的针
头，针孔不在尖端，而在侧壁上。那时
候，市面上还没有专用针头。因此，只
能用土办法，把针尖堵死，再手动打磨
针壁，直到磨出合适的小孔。这必须用
绣花功夫，稍有不慎，细长的针头就可
能折断。

一个多月后，林开雄等人学成归
来。9 月，编号为“278”“284”“285”的二
雄一雌 3 只华南虎，从苏州动物园出
发，风尘仆仆地来到梅花山。此后，从
广 西 、上 海 、河 南 等 地 引 进 8 只 华 南
虎，也相继落户梅花山。2000 年，龙岩
市在华南虎繁育中心的基础上，选址
海拔 1200 多米的马坊村茶盘洞山场，
建设规划面积 5000亩的中国虎园。

在“华南虎的故乡”，一场生物多
样性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大型相亲会

6 时 30 分，老大呱呱落地；7 时 09
分，老二紧接其后；8 时 32 分，老三姗
姗来迟；10 时 40 分，母虎排出胎盘，产
程结束……1 月 17 日，福建梅花山华
南虎繁育研究所的监控室内，虎爸虎
妈们围坐一团，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实时关注母虎“欢欢”生产全程。看到

“欢欢”母性大发，吃掉胎盘，逐一舔舐
幼崽，清理掉小家伙身上的羊水和胎
粪，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场景，林开雄数不清经历
了多少次。

2001 年 7月，从广西引进的 4号母
虎分娩产下两雄一雌 3 只小老虎，实
现了华南虎在高海拔地区的首次繁
殖。从那以后，梅花山不断“添丁”。每

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来之不易。
“老虎是独居动物，平日里，异性

之间不相往来，只有发情交配时才短
暂结合。”林锡潘说，母虎长到两岁半
左右，就到了谈婚论嫁阶段，一年四季
都能发情。发情表现虽存在个体差异，
但大多有迹可循——采食量下降，兴
奋异常，频繁走动，身体蹭擦墙壁和地
板，向四周喷洒尿液，周边公虎不时发
出求偶的吼叫声。

找到规律后，催婚心切的家长们
就谋划着为闺女择良婿了。

这可不是随意拉郎配。首先，要讲
伦理。早在 1995 年，中国动物园协会
便为国内华南虎建立了谱系，编制亲
缘系数表，以制定最优的配对计划，尽
可能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遗传缺陷。
其次，要充分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老
虎的世界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
套是行不通的，雄雌双方互相看对眼
了，才肯为对方“亮灯”。

每当母虎发情期，繁育基地就成
了大型相亲现场。

“我们先要调虎离山，让雄雌老虎
互相串笼，熟悉对方的气味，再试着让
它们隔着门缝打招呼。”林锡潘说，如果
雄雌老虎互不感冒，相亲便宣告失败；
反之，安排它们合笼见面，等待进一步
发展。但即便走到了最后一步，双方也
可能随时谈崩，大打出手。饲养员必须
时刻警惕，一发现气氛不对，就点燃事
先准备好的鞭炮，用响声吓退进攻的一
方，或者用水管冲水，将双方分开。

在梅花山，华南虎表现出了极强的
择偶性。母虎“欢欢”只对公虎“旦旦”情
有独钟，其他求爱者一凑上来，便是巴
掌伺候；相较之下，“旦旦”就花心多了，
经常对其他母虎暗送秋波。这和感情专
一的公虎“赛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
对年轻貌美的母虎“蔷薇”和“梅妞”姐
妹花投怀送抱，“赛赛”依然坐怀不乱，
只对母虎“岩岩”情深似海。

正因如此，尽管梅花山中国虎园
现有 36 只华南虎，但真正走入婚姻殿
堂的老虎并不多。适龄母虎中，暂时只
有“欢欢”和“岩岩”参与繁殖。

全能育婴师

成家立业后的虎孩子依然不让人
省心，很可能生而不养。

“母虎生产后，我们必须实时监测
其健康状况与母性表现。”“90后”虎爸
黄铖说，像“欢欢”这样母性十足的老
虎，带孩子亲力亲为。但“岩岩”却是个

不太称职的母亲，常常对亲骨肉不管
不问，甚至弃养。2021 年，它产下两雄
一雌三胞胎，结果老大“萌萌”被泡在
了粪便里，老二“啸啸”被丢在了外舍，
老三“阿香”则柔弱得让人心疼。“放大
监控镜头看细节，母虎被吮吸过的乳
头通常呈膨大状态，反之则是未喂过
奶 。如 果 超 过 12 个 小 时 母 虎 还 未 哺
乳，我们就要及时介入，将幼崽带到育
幼室，人工育幼。”

离开了母乳，幼虎喝什么奶呢？育
婴师们试过找来哺乳期的母羊当奶
妈，甚至考虑过狗奶，但都因效果不好

而作罢。行业内普遍采用进口宠物奶
粉，但其成分与天然虎奶差异很大。

育婴师们随即化身营养师，采集
母虎乳汁，检测分析其成分。结果显
示：华南虎母乳中，氨基酸和脂肪酸含
量非常高，二者之和占比超过 85%。在
此基础上，他们成功配置出了成分接
近天然乳汁的老虎专用代乳粉。这项
成果近年来已在国内多家老虎饲养机
构推广应用。

让小老虎爱上喝奶，并不容易，尤
其是尝过母乳味道后遭遇弃养的幼崽
更难。饲养员们只能用吸管一滴一滴

喂食，遇到挑食的，狠下心来采取“饥
饿疗法”。饿上一天后，淘气虎就成了
好好吃饭的乖乖虎。

母老虎看起来凶猛，但其实也有温
柔的一面。它们的舌头布满倒钩，犹如
一把可收缩的钢刷，在猎物身上舔过，
能轻易带出碎肉，但到了幼虎身上，就
成了爱的抚摸。人工育幼要尽可能还原
这一过程。在喂食前，饲养员需要用热
毛巾或者搓热双手，轻柔地按摩幼崽的
肛门和尿道口，刺激其排泄。他们还买
来了梳齿又密又长的梳子，模拟母虎的
舌头，时不时为幼虎理顺毛发。

一般来说，人工哺育的小老虎，7
天左右就能睁眼，23 天左右前肢可站
立，28天左右后肢站立，学习吃肉和独
立行走，70 多天后就能断奶并吃整块
肉了。但也有先天不足的小可怜，让虎
爸虎妈们揪心不已。

去年 6 月 7 日，模范夫妻“赛赛”和
“岩岩”再度产下一只雄性虎崽。由于
是一胎独苗，小家伙长得又大又壮，加
上当天正值高考日，饲养员们为其取
名“壮状”。但经过一段时间饲养，他们
发现不对劲。相比正常的虎崽，“壮状”
的胸部轮廓扁平，到了 20 多日龄前肢
依然无法站立，只能像乌龟一样爬行。
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骨骼发育不良，抓
紧补钙、补维生素，情况依然没有改
善。林锡潘急得长了一嘴溃疡。

不过，大家并没有放弃。经验丰富
的林开雄为“壮状”制定了训练方案：
将其放入用木板自制的矫正器，强制

“壮状”保持四肢站立的姿势，一天训
练 10 多个小时，睡觉时也不能放松。
在 人 虎 共 同 努 力 下 ，到 了 49 天 ，“ 壮
状”前肢可以站立了，到了 76 天，后肢
也恢复了正常。由于落下了小病根，

“壮状”跑起来总是迈着滑稽的“外八
字”，但它已经可以追着活鸡捕食了。

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林锡潘总
是一脸欣慰。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大
的 7 岁，小的 4 岁。不过，林锡潘说，自
己陪伴虎孩子的时间，远比自家孩子
要多得多。在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育
研究所，许多饲养员和他一样，常常在
育幼室里，陪着虎崽吃陪着虎崽睡，有
时一个多月都回不了一次家。

为找回野性

让华南虎吃好喝好，不断开枝散
叶，不是梅花山养虎人的唯一目标。比
起捧在手心里，他们更希望孩子们有
朝一日能够真正独立。当务之急，是找

回失去的野性。
“在野外环境中，虎崽断奶后，母

虎便会带着它们学习寻找、伏击、进
攻、撕咬猎物等生存本领。”罗红星说，
在长期圈养条件下，华南虎的野性正
逐渐退化。他还记得最初从各地动物
园引进的几只种虎，看到活鸡时吓得
连连后退，甚至反被追着跑。

这与近交导致的遗传衰退不无关
系。我国自 1955 年开始人工圈养华南
虎，从野外共捕获 18 只华南虎，其中 6
只有繁殖记录。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圈养华南虎数量已达 248 只，均为最
初 6 只的后代。尽管我国建立了华南
虎谱系，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开展血缘
调配，但高度近交导致的遗传衰退依
然难以避免，由此导致生育能力降低、
遗传病高发、幼崽死亡率高等问题。

对抗近交衰退最行之有效的办
法，是从野外引进新鲜血液。众所周
知，华南虎已在野外绝迹多年。在这样
的情况下，开展野化训练，让圈养的华
南虎走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适
圈，习得生存技能，逐步恢复野性，显
得尤为迫切。

成立之初，福建梅花山华南虎繁
育研究所便将野化训练摆在了和人工
繁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我们采取‘循序渐进、自我学习、
逐步提高、不断巩固’的方法，对 3月龄
以上的虎提供活体野兔、山鸡进行捕
猎训练；对亚成体虎提供小野猪进行
捕猎训练；对成年虎提供成年野猪、梅
花鹿等大型动物进行捕猎训练。”林开
雄说，为了提供充足的活体猎物，虎研
所引进了野猪、梅花鹿、河麂等种群，
并自我扩繁。2005年，首次实现了虎在
人工散放条件下的野外成功繁殖并哺
育成功。2017 年建成的华南虎野化训
练基地和华南虎食物种源基地，是全
国面积最大的华南虎繁育野化训练基
地。目前，梅花山中国虎园饲养的 36只
虎中，有 20 只能够在散放区捕食野猪
等大型活体猎物，并实现繁育后代。

不过，目前的野化训练依然局限
于较小范围内，相当于将活体猎物送
到了华南虎眼前。林开雄希望，未来能
够在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仿野生环
境中，开展华南虎野化训练。今后，当
地将开展华南虎原栖息地本底调查，
为科学合理优化华南虎野化训练场地
提供理论依据；让华南虎在接近自然
的环境中，不断增强在野外的适应能
力、追踪能力、捕食能力等生存能力；
引入现代化监测与人工智能分析技
术，收集整理基础数据，不断优化华南
虎野化训练方案。

林锡潘则希望，能够在梅花山建立
华南虎基因研究中心，破解更多华南虎
遗传密码，从基因层面打好华南虎生物
多样性（或物种）保卫战。同时，普及华
南虎文化，打造华南虎 IP，开发相关文
创产品，让更多的人像关注大熊猫一样
关注生存现状更堪忧的华南虎。

上 个 月 底 ，梅 花 山 自 然 教 育 基
地——中国虎馆揭牌仪式在上杭县举
行。作为集科普、自然教育、研学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专题展馆，中国虎馆面积
近 4000 平方米，分“虎啸”“虎境”“虎
福”三部分，全面展示华南虎的生命特
征、生存环境特点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多维度展现梅花山的生物多样性。

让孩子们真正回到大自然，是梅
花山养虎人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一愿
景目前还不具备现实基础，但他们希
望未来的某一天，梅花山的崇山峻岭
间，能够重现虎啸，并一直为这一天而
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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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

散放区的华南虎散放区的华南虎 张闽张闽 摄摄

小老虎萌态可掬。
（受访单位供图）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扫一扫扫一扫，，看视频看视频 梅花山植被茂密梅花山植被茂密，，有着有着““华南虎故乡华南虎故乡””的美誉的美誉。。 黄海黄海 摄摄

年初，梅花山中国虎园传来喜讯：经过 106 天妊娠期，
华南虎“欢欢”诞下三胞胎。“三小只”正在母乳喂养下，茁
壮成长。

华南虎，中国特有虎亚种，也曾是中国境内分布最广
的虎亚种。历史上，受人类活动干扰、栖息地破碎化、食物
匮乏等影响，其生存空间不断收窄，1986 年以后便不再有
可靠的野外个体记录。昔日，虎啸山林；如今，人们只能在
动物园一睹百兽之王的风采。

梅花山是“华南虎的故乡”。1998 年，龙岩市在全国率
先实施拯救华南虎工程，开展华南虎繁育与野化训练。截
至 2023 年，位于上杭县古田镇马坊村的中国虎园累计繁
育成活 71只华南虎，成活率超 70%。

在梅花山养虎人的努力下，这些人工圈养的华南虎正
逐步恢复野性，慢慢找回食物链顶端物种该有的样子。虎
爸虎妈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的孩子能够回到大
自然。那里，才是真正属于它们的家。

核心提示

小虎追逐野猪。 （受访单位供图）

梅花山等虎啸梅花山等虎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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