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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飞之城鹰飞之城””的期待和荣誉的期待和荣誉

身边事

鹰飞之城鹰飞之城
猛禽之恋猛禽之恋

4只受伤猛禽
在救护中心“住院”3个多月

“有些是热心市民拾到受伤猛禽
主动送来的，也有林业公安送来的，送
到后我们都会为其仔细检查，然后对
症施治。”重庆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高级兽医师周俊说，这次放归的4
只猛禽中，包括3只鵟和1只凤头鹰，
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4只猛禽
去年底来到救护中心时均有不同程度
的伤病，经过3个多月的康复饲养和
恢复训练，目前已达到野外放归的条
件——“在放飞前，我们会对它们进行
全面体检，包括其羽毛、头部、口腔、爪
子等，还会观察它们的捕食和飞行情
况，达到野外放归条件成熟后，才能通
过野外放飞保证它们的安全。”

据了解，凤头鹰，别名凤头苍鹰，是
鸟纲鹰形目鹰科中等猛禽，体长40至48
厘米。它们通常栖息在2000米以下的
山地森林和林缘地带，以机警和善于隐
藏著称，多在夜晚单独活动，别名“森林
杀手”，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11日当天一大早，周俊和同事一
起忙碌起来，将4只猛禽分别装进4个
专用的箱子，箱子上有许多气孔，让箱
内猛禽感受不到太闷。“定位器是我们
一周前为其安上的，这个定位器很轻，
不到20克，经过一周，它们已适应戴
上定位器飞行。”周俊说，这次4只猛
禽的观察周期为一到两年，到期后定
位器会自动脱落。从重庆动物园到太
公山林区，行程90多公里，装有4个箱
子的轻型乘用车从8：30左右出发，上
午10点10分到达杜市镇湘萍村黄桷
坪一处山腰位置，这里经过林业部门
前期挑选被确定为放飞的理想之地。

“随身”定位器
为“鹰飞之城”提供科学依据

“再检查一下定位器安稳没有？”10
点25分，周俊等人提着箱子来到放飞的
空地上，他和同事喻元一起对放飞的猛
禽身上定位器进行检查，并拿出手机打
开APP对定位器位置进行了仔细校准。

“先放飞还是先拍照？”有人问周

俊，已有多次放飞经验的他说，鵟和鹰
出笼后都飞得很快，先拍一张和工作人
员的合影最好。果然，到了10点半放
飞的时候，鵟和鹰一出箱口，“嗖”地一
声就从桃林间穿过，向太公山高处飞
去，在场人们发出欢呼，“飞得好快哟！”
本报记者用高速连拍模式，好不容易才
抓拍到几张它们的快速飞行照片，从出
笼前短暂的停留可以看到，小家伙们表
现得生龙活虎，经过治疗后没有丝毫病
态，而其眼光十分锐利，飞行时翅膀振
动的声响还有些大，目测它们的身高只
在35厘米-40厘米之间，然而展翅后
翅宽却有七十厘米左右，非常壮观。

据了解，此次放飞的4只猛禽中，
有两只就是在江津受伤后送到救护中
心的，另两只则是在长寿受伤后送来
的。可以说，有两只“国宝”对江津一
带的环境比较熟悉。据鸟类专家介
绍，目前全世界的400多种猛禽中，超
过60%的猛禽都会在春秋季节进行南
北向迁徙，有“鹰飞之城”之称的重庆，
正好处在东亚一澳大利亚这条迁徙路
线上。每年3月中下旬，从南方越冬
地北迁的候鸟会陆续抵达重庆，最终
飞往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日本
等国的繁殖地，“这个时候放飞，天气
好，它们还可能在北向飞行中遇到自
己受伤之前的同伴呢。”

本次放归后，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云端平台系统，实时获取放归猛禽的
飞行轨迹、活动范围等数据，并分析其
栖息地选择规律，为构建猛禽迁徙廊
道提供科学依据。“即使它们飞到了内
蒙古一带，我们也可以监测到。”

4只猛禽飞上天空后，迅速在平台
上产生了飞行轨迹。当天下午4点钟，
一只鵟往綦江方向飞行几百米之后便
掉头向北，在离放飞点不远的国道210
附近盘旋，“感觉像在觅食的样子，它应
该是之前在江津救助到的两只中的一
只。”工作人员初步分析，它在未来几天
可能还会在太公山附近飞行，熟悉空中
环境。而另一只鵟则沿与国道平行的
方向一直往南飞了4公里左右，“估计
是今天气温不高，它还要往南飞一段时
间，待气温升高后再往北飞。”

野生动物“120”
累计救助野生动物5000多只

猛禽只是野生动物“120”救助动
物的一部分，重庆动物园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2014年由市林
业局成立，负责重庆范围
内的野生动物救助，自
成立以来累计救助
野生动物 5000 多
只，目前中心共有
工作人员十余人，
包括兽医、动物护
理、动物档案管理
等不同岗位。

相关数据显
示，每年迁飞季节，
都有30余种、数以万
计的猛禽从重庆主城
掠过，重庆也因此在
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大会上被冠以“鹰飞之
城”的称号。据救护中心负责人介绍，
猛禽受伤的原因很多，受人为干扰最明
显的一种受伤原因就是撞上透明的大
玻璃，特别是玻璃内有它们的食物时，
这样的情况更容易发生。此外，猛禽在
山崖边飞行，也有可能遭遇意外受伤，
猛禽受伤后生活能力变差，专业的及时
救护就相当重要。

保持生物多样性，公众意识很关
键。“所以我们要利用好每年的爱
鸟周，多作科普宣传。”重庆
动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提升公众对猛禽的
认知与保护意识，将
联合相关部门持续
开展放归猛禽进
行卫星追踪和猛
禽救助志愿者培
养工作，预计在
今年3-5月开展
猛禽迁徙巡护和
救护活动，更加全
面地展示野生动物
救助成果，传播生态
文明理念。

新闻链接

重庆：
“鹰飞之城”名不虚传

相比起8D魔幻城市、桥都、火
锅之都这些城市标签，“鹰飞之城”

是重庆一个别致的标签。重
庆与鹰“结缘”已久，最出

名的地标建筑是位于南
山的大金鹰。其所处
位置在 671 米高的
鹞鹰岩上，看风景
360度无遮挡。对
于摄影达人们而
言，拍重庆，这是一
处非去不可的去
处。因为这里也是
全市观测猛禽的最

佳处所之一，而大金
鹰附近的鹞鹰岩，本来

就是一处老鹰的“家”。
调查统计显示：我市分

布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共90多
种，其中猛禽40多种。为了做好
猛禽保护，我市将继续开展猛禽
资源调查，加强猛禽资源保护，
并推进猛禽科研科普工作，积极
开展“亚洲猛禽研究与保护中
心”“重庆鹰飞之城自然教育基
地”的数据收集、考察调研、科学
论证等前期工作，创新宣传形
式，提升公众爱鸟护鸟意识，为
猛禽保护贡献重庆力量。

保护猛禽，法治助力。以
江津区为例，2024年以来，

该区法院审理的破坏鸟
类野生动物资源案件
中，涉及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画
眉、游隼等33只，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三有”保
护动物）57 只。通
过多次珍稀猛禽放

飞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全社会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的意识。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

者 陈军 摄影报道

鹰击长空，离不开一双有力的翅膀。发现野生动物受伤了，
可以拨打120求救吗？答案是肯定的，重庆动物园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就是受伤野生动物的“急救中心”，而其热线023-

68433794经常会响起，接收各地送来的特殊“伤病员”，待伤愈
后再将其放飞大自然。

3月11日上午，在重庆动物园、江津区林业局、江津区
法院等共同组织下，4只救护伤愈的猛禽在桃李飘香的
江津区杜市镇太公山，被成功放归野外。本次放
归的4只猛禽鸟背均佩戴有微型卫星定位
器，这也是重庆动物园首次将卫星
定位技术应用于猛禽野
化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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