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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它们来！更怕它们乱来！”5月31
日晚，云南玉溪一个山谷里，人与象，开始
了又一个夜晚的“较量”。

当天上午“睡了一觉”、仍打算夜行北
上的象群，这一夜或会不眠不休继续迁
徙。上百位紧急集结的“防象”人员神经
紧绷，精神高度集中。他们要么开着渣土
车来，要么带着无人机来。有人来学习

“堵象法”，有人来支援当地“堵象”。
星光闪烁，山风呼呼作响，河水缓缓

流淌。玉溪市红塔区洛河乡的一条乡道，
道路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底，顺着河水延
伸。此处是红塔区洛河乡和大营街街道
交界处。当晚，大象就在附近山林中，“它
们会不会沿河而上，逼近主城区？会不会
再次‘肇事’？会不会和人发生冲突？”无
数个念头和担忧，在当地人脑海中浮现。
前方指挥部严防死守，对象群可能进入玉
溪市区的各条道路制定了各种方案，见招
拆招，尽量避免野象进入市区，造成不必
要的人象冲突。

“堵象”这一夜，山谷无眠！

直击
山谷里开起“堵象”现场会

“前几天大象都到峨山县城闲逛了，
我们红塔是主城区，是没法让大象进城
的！”5月31日下午7时，山谷小桥附近的
公路上，一场难得的“现场会”拉开帷幕。
一个多小时前，15头亚洲象群继续北迁，
移至红塔区洛河乡与大营街街道交界
处。开“现场会”的山谷地带，距离昆明
市晋宁区边缘仅 20 公里。根据专家分
析研判和象群活动轨迹，象群有继续北
迁的趋势，极可能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安
宁市辖区。

昆明市晋宁区和安宁市两地的相关
部门都派员到现场学习观摩，红塔区政府
现场介绍了准备好的“堵象”办法。“你们
水路、陆路都堵了，又怎么引导大象不再
向北呢？”对此疑问，玉溪市红塔区政府工
作人员介绍，他们已在象群北上之路上采
取封路的办法，另外准备了玉米、香蕉、萝
卜和食盐等大象喜欢的食物在反向路上
投食，吸引象群南行。来自指挥部的消息

显示，现场准备了18吨食物，已经投放了
16吨。

“堵象”
数道“防护网”欲阻北上象群

当晚10时许，大风再起，山谷里响起
一阵刺耳的鸣笛声，在黑夜里听起来十分
刺耳。这是人类给大象的警告：“不要过
来，不要过来！”

当时，无人机已监测到大象有北上的
动向，发现象群正缓慢向河边移动。鸣笛
声响过，象群似乎听懂了人类的语言，十
五头大象原地“踱步”、徘徊不前。

顺河而下的公路，有 200 多米的路
段完全被隔断，用大卡车完全封住。工
作人员在小河里设置两条防象网，两辆
大型挖掘机并排在河里，完全隔断河
道。另一辆早已待命多时的挖掘机停在
河岸低洼处，防止有大象渡河上岸。人
们想到“万一出现个别大象直接越过挖
掘机呢？”于是，河里又架设了防象网。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防象网
外观看上去就像电线，实际上是脉冲射
电，不会对大象造成身体伤害。若有象
来触碰，就会绕道。

进入玉溪前，这个“大象旅行团”曾在
普洱市墨江县逗留了较长时间。此前持
续追踪象群的墨江县林草局生态保护股
股长张庆明，也被抽调到了玉溪市，支援
玉溪的象群追踪工作。

张庆明介绍，象群在墨江县期间，曾
多次进去进入村民家中、田地获取食物。
在张庆明原本的估测中，并没有想到象群

会继续北迁。“再往北走，海拔升高、气温
下降，和象群原本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
的。所以我预估的情况和实际有些差
别。”张庆明说，现在进入夏季，温度持续
升高，可能给象群北迁提供了气候上的支
持，如果象群没有找到适宜的栖息地，气
温条件还允许它们继续北迁。

待命
24小时盯防，人们不敢松劲

天，慢慢变黑了，红塔区洛河乡与大
营街街道交界处的山谷里，风特别大。渣
土车、消防车还在源源不断赶往现场，气
氛也越来越紧张。应急灯、车前灯、警灯，
照得大山的轮廓清晰可见。

大卡车司机老张坐在车里耍手机，不
停点击关于云南象群的报道。“活了大半
辈子，真的还没见过野生大象。还真想看
看，到底它们是啥脾气！”老张是洛河乡本
地人。据他耳闻，这群大象在 5 月 30 日
闯进了邻村一农户家里，吃了200多斤玉
米不说，还喝了很多水，把主人家吓坏
了。“大象铁门都撞得开，我又有点怕它们
会出现。”老张点起一支烟，烟头上的火光
在黑夜中忽明忽亮，“我今晚就睡在车里，
万一要移动车辆堵大象呢。”他说。

下午开现场会时，有几头大象已在下
游河谷出现，距离封堵的路段只有两公里
远。当有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报告大象
下河的消息后，现场人员一阵紧张，原以
为象群会沿河北上，可不知为何大象们在
河里晃悠一会儿，又原地上岸了，所有人
这才放下心来。

“会不会第二次下河，继续沿河北上
呢？”面对人们的疑问，现场专家也没有答
案。6月1日凌晨，山风寒凉，驻守在现场
的人和车都没有撤下来。人在车上，车在
卡点上。灯亮着，一些车里已传出轻微的
鼾声。山谷里，24小时待命，人们仍在积
极备战，不管象群会不会来。

声音
专家团队首次成功“引导”象群

象群为什么要向北迁徙？它们接下
来会去到哪里？人类能怎样介入它们的
活动？据一线追踪云南野象的亚洲象研
究者——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
陈明勇介绍，5月31日晚，在青玉米、菠萝
和香蕉的“诱惑”下，前方终于迎来了第一
次较为成功的引导：“我们用了两个方
法。一个就是食物的引诱，我们给它们预
定了一条道路，在道路上提供了一些食物，
买了一些玉米、菠萝、香蕉，这种相对味道
重一些、香一些的食物，另一方面，对通向
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也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大象对前行道路的选择。终
于，饿了几天没吃饱的象群，在被引导的
那条道路上，‘大快朵颐’数小时，满足了
自己的食欲，也没辜负大家的希望。”

但这次成功的引导是否具有偶然
性？距离最终的象群成功“返程”还需要
多久？“我们会好好总结，用有堵有疏的方
式，在不过多干预、不激怒它们的情况下，
适当校正一些方向，柔性引导它们。”陈明
勇说，但大象毕竟是动物，人为制定的计
划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监测团队白天用光学镜头的无人机，
夜晚用红外热成像镜头的无人机全天候
跟踪，工作人员认为，完全调整象群前行
的方向还需一定时日，但在成功经验的指
导下，象群“回归正轨”有了更多可能。

但现场指挥部一名专家也表示，目前
采用的“四道防线”封堵，隔断了公路，也
阻断了人类的通行。巨量美食投象所好，
也让大象越发觉得人类善良，以至于胆子
越来越大。“北迁，气候适宜，食物充足，何
苦再返回老家呢！”

象群接下来何去何从？人类能否
成功引导象群“返程”？这些问题，仍未
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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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直击玉溪市“阻挡”北上象群进城

“堵象”这一夜

山谷无眠

夜幕中，用以拦截大象的渣土车在山谷待命。

政府部门提前在河中“铺路”，把象群引入附近林区。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