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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南虎的野化放归之路为何如此艰难？

李利红 1 徐艳君 1 宋小丽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委员会等于

2022年7月29日发布的《中国老虎现状初步调查报告》，同时基于现有公开的调查数据

统计发现：我国境内有约7100多只老虎，包括东北虎、（高山）孟加拉虎、华南虎、

印支虎4个亚种。其中，约100只老虎生活在野外，约占我国老虎种群总数量的1.4%：

野生东北虎70只，野生印支虎14-20只，野生孟加拉虎8-10只，野生华南虎0只。根据

目前的调查结果，华南虎野外自然种群已灭绝，所幸人工饲养的华南虎种群仍然存在。

科学家一直在探索华南虎的野化之路，但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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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ssp. amoyensis）是我国特有的虎亚

种，也是最濒危的虎亚种，位居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出的世界十

大濒危动物之首，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CR）

等级。

华南虎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中南

部。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华南虎种

群数量超 4000 只。农业开垦和伐木

导致其栖息地大幅减少，狩猎等原因

导致华南虎猎食困难和食物来源骤

减，再加上其他原因，到了 1982 年，

我国华南虎仅剩 150-200 只，10 年

后，仅剩约 30 只。尽管华南虎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被列为受保护物种，

但华南虎的种群数量仍然在减少，已

无法阻止其种群衰退的趋势。

一、华南虎的野化：现状及挑战

（一）华南虎保护繁育基地

目前，全国共有 16 家动物园饲

养华南虎。主要的华南虎保护繁育基

地有：中国华南虎苏州培育基地、粤

北华南虎驯养繁殖研究中心、福建龙

岩梅花山华南虎繁育基地等。截至

2022 年底，据统计，我国境内共有

259 只人工饲养的华南虎。

例如，1998 年，为拯救华南虎，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梅花山建立

了华南虎保护基地“中国虎园”，同

年，龙岩市成立了梅花山华南虎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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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目前，该基地已建成占地约 1500

亩的华南虎野化训练基地和华南虎

食物种源基地，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

华南虎繁育野化训练基地。据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官网公布数据，经过 20

多年持续保护、科研攻关和野化训练，

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已累计繁

育成活华南虎 71 只，成活率超过

70％，高于 50％左右的全国平均水

平。

（二）基因多样性缺失，如何克服？

1980 年，澳大利亚遗传学家伊

恩·富兰克林（Ian Franklin）和美

国生物学家迈克尔·苏勒（Michael

Soulé）提出了 50/500 法则：物种

如果需要繁衍并持续生存下去的话，

至少需要 50 个雌雄平衡的个体（种

群避免灭绝所需要的最少个体数量），

而保证遗传多样性则至少需要 500

个以上的个体。科学家对美国西南部

的盘羊种群进行过 70 年以上的研究，

结果发现个体小于 50的种群在 50年

内全部灭绝，而所有大于 100 个体的

种群都生存了下来。

因此，一个物种至少需要 50 个

来自不同族系的个体才能繁衍下去。

近亲繁殖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增加近交衰退的风险，从而影响种群

的健康和生存能力。然而华南虎繁育

的种质资源是仅存的 1958 年至 1970

年间捕获的 6 只成功繁殖的老虎。

1984 年，其种群数量增至约 50 只；

1994 年，基因多样性开始下降，近

亲繁殖水平开始上升。

此外，华南虎在野外寿命仅为约

10 年，在圈养环境中，其寿命为

10-20 年。雄性 5 岁时性成熟，雌性

4 岁时性成熟，平均每胎可产 2-3 头

幼虎，每 3-4 年才生育一次，这也大

大减缓了华南虎种群数量的增长。

为解决华南虎近亲繁育问题，

1994 年，动物园和繁育基地的工作

人员开始检查记录每只华南虎的起

源和血统，促成了中国华南虎血统簿

的制定。在核实老虎身份后，国际老

虎血统簿中的华南虎数量增加了两

倍，从 76 只增加到 264 只。这些数

据首次允许对圈养华南虎进行全面

分析。很快，上海动物园启动了华南

虎基因组资源库。

根据数量统计和遗传分析，中国

动物园协会设定了具体的 5 年和 10

年目标，以保留圈养种群中 90%的当

前遗传多样性（已失去了 22%的基因

多样性）。自 1995 年以来，中国动

物园协会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每

年召开一次会议，审查种群的数量统

计和遗传状况，推荐来年的合作育种

计划，并报告在管理和遗传学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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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研究工作。在所有老虎分布国中，

只有中国实施了可靠的圈养老虎管

理计划，并年复一年地不断改进。

2023 年 4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涂小龙、广州动

物园（广州市野生动物研究中心）正

高级兽医师陈武等研究人员在《BMC

生物学》发表了相关论文。他们对来

自 4 家主要动物园的 29 只华南虎进

行了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经过将

近 30 年的努力和科学管理，华南虎

种群中仍然保持着适度水平的遗传

多样性，甚至出现了两个在遗传上差

异明显的家族。

二、放虎归山还需“粮草先行”

众所周知，放虎归山绝不是打开

繁育基地的虎圈大门，将华南虎运往

荒野，然后放入山林就可以了。即便

华南虎在繁育基地已经练就一身野

外生存本领，但华南虎回归山野的

“拦路虎”还有很多。

首先，我们要把华南虎放归到哪

座山林？这里涉及到一个栖息地选

择的问题。放归它们原来的栖息地是

一个合理又合适的选择。我国华南虎

曾经在中国内地广泛分布，东起浙闽

边境，西至青川边境，北抵秦岭黄河

一线，南达粤桂南陲的广大地区，占

国土面积 1/3 的区域都能看到它们

的身影。

但是今天，这些原生栖息地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的开垦、

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等，这些问

题全是放归路上的“拦路虎”。

其次，我们从华南虎生存的角度

来说，放虎归山，山里有华南虎的“口

粮”吗？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华南虎与自

然和其他物种的关系。对于华南虎的

野化放归，栖息地的野化和恢复工作

必须做在前面。华南虎是典型的山地

林栖动物，生活在我国南方的热带雨

林、常绿阔叶林，也常出没于山脊、

矮林灌丛和岩石或砾石较多的山地

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

华南虎作为生态系统的旗舰物

种和指示物种，处于食物链这一“金

字塔”的顶端。所以，我们在将华南

虎放归山林之前，必须先筑牢地基。

我们需要恢复其栖息地。每只雄性华

南虎的活动范围在 267-294 平方千

米之间，华南虎需要 50-65 平方千米

的狩猎区域。

重新野化华南虎这一顶端捕食

者，还需要考虑它们的目标猎物，例

如野猪、鹿、狍等。其次，华南虎的

野外生存还受食物密度的影响。食物

密度对于其狩猎成功率至关重要，这

关乎着华南虎物种的生存和繁盛。老

虎是食物链最顶端的食肉动物，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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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仅有 5％（算上直接追逐猎物

的数据，因为老虎更擅长偷袭）。

早在 2011 年，国家林业局正式

确认湖北省宜昌五峰后河、江西马头

山、湖南壶瓶山 3 处自然保护区为华

南虎放归自然试验区。虽然湖北后河、

江西马头山和湖南壶瓶山 3 处自然

保护区具备华南虎放归自然的基本

条件，但截至目前，为达到放归自然

的科学要求，对栖息地的必要的恢复

性改造还在进行，仍在丰富当地野生

动物资源和健全基本保护管理设施。

华南虎放归自然，也将促进处于食物

链中的其他动物体能素质的提升，并

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华南

虎本身，放归自然也是其物种延续的

最好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潜在的人兽

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人兽冲突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人类活动与

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交织。这种冲突

一般发生在人类居住地和野生动物

栖息地相互重叠的区域。人兽冲突已

经成为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具代表性

物种（如亚洲象、黑熊等）长期生存

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兽冲突问题既关

乎发展，也涉及物种保护，如果处理

不当，将会严重阻碍实现华南虎野放

回归山林的进程。

三、结语

华南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

舰物种，也是我国广大地区山地森林

生态系统的伞护种和生态指示物种。

华南虎对生境的需求能够涵盖许多

其它物种生存环境需求，因此华南虎

的保护和野化放归至关重要。华南虎

的野化之路已经历经半个世纪，我们

基本克服了基因这一关，然而我们仍

在路上。我们离“放虎归山”已不太

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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