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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双版纳勐仑镇亚洲象迁徙活动的
监测和预警研究

曾 嵘，王 波，周荣华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仑管护所，云南 勐腊 666303）

亚洲象（学名：Elephas maximus Linnaeus），别名印度象、大
象、野象、亚洲大象，属于长鼻目、象科。亚洲象栖于亚洲南部热

带雨林、季雨林及林间的沟谷、山坡、稀树草原、竹林及宽阔地

带。亚洲象大部分时间都生活于密林中，它们喜欢有食物、水源

和矿物质的环境，便于觅食、饮水和沐浴[1]。每头成年亚洲象每天
需要 150kg左右的植物性食物，以植物的嫩枝、树叶、茎秆为主要
食物，食谱很广，主要有芭蕉科、禾本科、棕榈科等十几个科的

100余种植物。面对其他生物的出现，亚洲象先会采取静默对峙，
保持警戒，如果感到是一种威胁压力时，它们就会突然喷气雾，

竖起双耳，马上采取攻击，这样往往造成人员的伤亡，非常危险。

根据经验，人与亚洲象的安全距离一般在 30m以外[1]。在中国境
内，目前仅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景洪市、勐腊县）、普洱市（翠

云区、澜沧县）和西部的临沧市（沧源县南滚河）有野象分布，种

群数量 200~250头[1]。

1993年以前，勐仑镇辖区原有亚洲象分布和活动，每年在稻
谷和玉米成熟季节，都有 5头亚洲象从象明进入勐仑子保护区
王子山片区活动，经常在曼纳堵村小组逻梭江对岸一带出现，活

动地点最近距离勐仑镇 8km。1993年，5头亚洲象从勐仑子保护
区沿逻梭江西岸经基诺山基诺族乡进入勐养子保护区，从此定

居，未再返回。2001年有 7头亚洲象从基诺乡经勐仑镇阿克老
寨、大卡老寨等地，最后到达勐腊子保护区。此后，亚洲象未在勐

仑镇出现，直至 2020年 11月 13日，18头亚洲象再次来到勐仑
镇，今年 2月 20日亚洲象离开勐仑镇辖区。此次亚洲象在勐仑
镇活动时间 61d，且频繁活动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区、交通要道
和城镇周边，严重威胁勐仑镇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亚洲象在勐仑镇活动期间，由勐仑镇人民政府主导，林业、自

然保护、科研、交管等部门多方协作，上下联动，开展亚洲象监测

和发布预警信息，以降低亚洲象肇事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1 研究区域
本文所指的勐仑镇是指勐仑镇辖区以及周边的勐仑子保护

区。勐仑子保护区总面积 16.4万亩，由互不相连的西片、王子山
片、石灰山等三片组成，地跨勐腊县、景洪市二县市。勐仑子保护

区共有 28个社区组织。经统计，社区共有 2063户 8469人。
勐仑镇位于勐腊县北部，北与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接壤，

西与景洪市勐罕镇接壤，213国道、小磨高速公路从北向南横穿，
内有澜沧江最大支流逻梭江，流经勐仑镇辖区全长 57km。勐仑镇
城区立于勐仑子保护区三面环绕的中心地带，总人口 2万多人。
2 研究方法
2.1 无人机跟踪监测
无人机有一定的自主性，如按预规划的飞行轨迹飞行[2]，具有

成本低、能耗小、安全可靠、模块化等优点[3]。汤永晶等人 2018年
采用无人机跟踪调查，获得了云南南衮河流域准确的亚洲象种群

数量[4]。此次监测应用大疆 Phantom 4 Pro、经纬 M600，最大飞行
时间 30min，搭配禅思 XT集成先进的 DJI云台和 FLIR高灵敏度
热成像相机，应用软件 DJI GO、DJI GO 4、DJI GS PRO分析。
2.2 红外相机监测
阿拉善基金会提高资金和设备支持，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负责安装和建立网络平台，在勐仑镇辖区亚洲象活动

摘 要：本文阐述了 18头亚洲象在勐仑镇辖区迁徙活动期间，通过开展亚洲象无人机跟踪监测、红外相机监测和网
格化监测，追踪亚洲象活动轨迹，发布预警信息，以降低亚洲象肇事率。 监测发现亚洲象实体及活动痕迹 68次，拍摄到实
体照片 52次，发布预警信息 62次。 作者对亚洲象生活空间的变化、预警监测成效等做了分析；提出了规范亚洲象预警信
息的发布、加强亚洲象监测队伍和能力建设、加强亚洲象的研究、保护和管理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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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安装红外相机 21台，相机设置自动发射装置。
2.3 网格化监测

由 21名驻村护林员组成勐仑镇辖区网格化亚洲象监测队
伍，划分责任区，各自做好责任区的巡护监测，重点监测自然保

护区边缘及社区亚洲象活动情况；勐仑管护所成立专业徒步跟

踪监测队伍，深入自然保护区內跟踪监测，确保监测的全覆盖。

以上监测信息报勐仑镇人民政府，以供预警信息发布。

2.4 建立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布预警信息
勐仑镇人民政府建立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勐仑镇人民政

府与辖区各机关、学校、社区、驻仑单位、村小组建立微信群，为

一级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辖区各机关、学校、社区、驻仑单位、村

小组等等各自单位建立微信群，并要求对各自单位辖区人员全

覆盖，为二级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确保预警信息的准确、快捷和

全覆盖。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监测结果

2020年 11月 15日，无人机第一次拍摄到象群实体照片，发
现该象群共有亚洲象 18头，其中成年象 11头，幼象 7头。
此次 18头亚洲象在勐仑镇活动期间，各种监测共发现亚洲

象实体及活动踪迹 68次（见表 1）。其中，无人机监测发现亚洲象
活动踪迹 43次，拍摄到实体照片、影像资料 33次，计 593头次，
足迹照片 5次，刨痕照片 4次，觅食痕迹照片 1 次；红外相机监
测中 21台相机有 8台拍摄到亚洲象实体照片，共拍摄实体照片
19 张，计 39头次；网格化监测共发现亚洲象活动痕迹（新鲜足
迹、粪便，叫声）6次。共有 4d未监测到亚洲象活动踪迹。

3.2 预警信息发布
根据监测结果，一级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布预警信息 62次，

即勐仑镇人民政府以微信、短信方式向辖区各机关、学校、社区、

驻仑单位、村小组等等单位负责人发布预警信息；二级预警信息

发布平台负责人负责及时向辖区人群发布预警信息，并向勐仑

镇人民政府汇报；危险区域单位要求以会议、广播等形式深入

宣传。

3.3 亚洲象活动空间的变化
监测发现，18头亚洲象在勐仑镇辖区活动期间，自然保护区

内活动 33d，社区生产生活区活动 28d（见图 1）。近几年来，西双
版纳亚洲象活动区域的扩展呈现两个特点：①总体活动区域的

扩大，州内向勐海县延伸，州外进入普洱市江城县、宁洱市一带

活动；②走出自然保护区，走向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坝区、甚至城
区的频度不断增加亚洲象活动空间的变化，给亚洲象的保护和

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3.4 监测和预警成效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18头亚洲象在勐仑镇辖区活动期间，发生人

员受伤 1人次，为轻伤；毁坏工棚 3个；毁坏农作物经济价值 70
多万元。勐仑镇辖区的亚洲象监测和预警工作成效明显。

4 讨论与建议
（1）规范亚洲象预警信息的发布。预警信息的发布应具备权

威性和广泛性，监测预警信息由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职能

部门发布，同时，扩展信息发布方式和发布渠道。

（2）加强亚洲象监测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加强监测队伍的
培训和野外装备的配置；配备穿透力强的无人机热成像镜头和

能满足监测需要的红外相机；建立联防机制，广泛宣传，增强社

区群众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

（3）加强亚洲象的研究、保护和管理。亚洲象栖息地变化、行
为习性的变化、食性变化、迁徙原由等值得我们深入调查研究。

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亚洲象的保护、监测和预警工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亚洲象活动区域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同时，亚洲象的研究、保护和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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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方式 发现地点
痕迹类型/次

发现次数
实体 足迹 粪便 叫声

1 无人机
保护区内 13 5 18
保护区外 20 5 25

2 红外相机
保护区内 15 15
保护区外 4 4

3 网格化
保护区内 3 1 2 5
保护区外 2 2 1 5
合计 52 15 3 3 72

表 1 亚洲象监测信息汇总

图 1 亚洲象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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