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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2002年5月，四川唐家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引进

红外相机先进技术开展了野

生动物资源调查。这里也是

我国首个运用红外相机开展自

然保护工作的自然保护区。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工作人员说，2023年保护

区内工作的红外相机共计

134台，2024年新增了530台，

目前正在陆续安放。通过红

外相机，这里收集到了大熊

猫、川金丝猴、扭角羚、绿尾虹

雉等多种国家珍稀动物影像

资料。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

山林里的“小眼睛”，完成很多

野生动物调查工作，如果人工

去做是很困难的。

传统的野外红外相机，需

要人工安装到具体点位，到了

一定时间之后，巡护人员会去

取出储存卡。还有一种可以

将拍摄到的影像资料实时回

传的红外相机，比如唐家河还

在建设的实时回传红外相机系

统，可以通过网络将红外相机

采集到的素材实时传回平台。

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成都片区部分区域的红外相

机，也已经实现了自组网实时

传输功能。这不仅能较大程

度减少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

环境的打扰，也能第一时间获

取最新影像数据，及时掌握片

区内野生动植物的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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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神奇的大自然，藏着不少秘密。为了探索这份未知，野外出现了数万只“小眼睛”——红外相机。

这些可都不是普通的相机，它能用自己的“眼睛”带着我们一起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不仅能拍摄到出没于山林的野生动物，

还能记录它们的生活轨迹，带我们走进神奇的动物世界。

现在，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内已经布设了数万台红外相机，它们将珍贵的影像数据以原生态短视频方式传到大众视野中，把

大众“带进”高山、密林……让人类与野生动物“相逢”而不惊扰它们。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红外相机来看看吧。

神奇的“小眼睛”：野外“小侦探”红外相机

2022年4月26日13

时 44 分，我的视线里突

然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

动物。它悠闲地走在林

下，时而低头啄食，时而

抬头张望，头部往后垂

的冠羽边走边摇，羽毛

形状像柳叶。我仔细辨

认，原来是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勺

鸡。这是我首次在瓦屋

山区域拍摄到勺鸡的活

动影像。

2023 年 11 月 15 日

13时51分，大熊猫国家

公园崇州片区下雪了，

片区内银装素裹好看

极了。在片区森林里

的一处水坑旁，一只身

形矫健的“滚滚”慢慢

地走向水源，头部低垂，

耳朵微微颤动，来到水

坑旁俯身饮水，解渴后

转身消失在树林中……

这半个月里，我 9 次实

时传输回了大熊猫的活

动画面呢。

2024年2月27日17

时 28 分，在大熊猫国家

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白包

区域内，我的一位大熊

猫老朋友出现了，经过

图像比对，此次记录的

成年大熊猫与前两年拍

摄到的为同一只，这已

是它连续三年在附近现

身。不过这次不同的

是，它带上了自己的宝

宝在附近“遛弯”。这也

是大白包区域首次捕捉

到野生大熊猫“母子同

框”的珍贵画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苟春

近年来，随着数码科技的

发展，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一个个红外相机就好像是

隐藏在山林里的“小侦探”，它

可以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在

野生动物路过时，自动拍下它

们的影像。

为啥能做到无人自动拍照

呢？这是因为红外相机里配备

了红外感应器，可以检测到目

标物体的热辐射。当动物或人

类在相机的监测范围内移动

时，红外感应器会触发相机拍

摄照片或录制视频。特别的

是，它们还能够在夜晚或低光

条件下工作，这让“小侦探”们

能够捕捉到许多动物在夜间活

动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在白天

很难观察到。

这些相机通常使用电池供

电，可以在野外长时间运行。同

时，它们还配备了大容量的存储

卡，可保存大量图像和视频。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包括

红外相机技术在内的数码影像

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

的调查研究。红外相机可以做

到在记录的同时不惊扰野生动

物，因此作为一种“非损伤性”物

种调查和记录技术，可用作多种

情况下的动物调查研究。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云

南省高黎贡山地区和台湾地区，

就开始使用红外相机研究野生

动物的分布和活动模式。

能
实
时
传
输
最
新
影
像
数
据

能
实
时
传
输
最
新
影
像
数
据

2

2004年红外相机拍到的扭角羚一家。
图据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红外相机日记

红外相机在瓦屋山区域拍摄到的勺鸡活动影像。
图据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红外相机拍摄的野生大熊猫“母子同框”珍贵画面。
图据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

红外相机。图据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