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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藏羚羊迁徙的高峰期。
每年5月开始，栖息在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以及

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藏羚羊，会陆续前往位于可可西
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可可西里湖一带产仔，在平
均海拔超过4800米的高原开始繁衍，繁殖季结束后携
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蜿蜒在高原深处的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在助力高
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留足藏羚羊迁徙通道，
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青藏线上，顺利迁徙的藏羚羊群，展现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

青藏铁路——
设置 33 处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道，

列车经过专用通道严禁鸣笛

6月 11日，晨光熹微，从青海西宁开往西藏拉萨
的Z265次列车映着粉金色的朝霞，行驶在茫茫的可
可西里。

“快看！藏羚羊！”
随着一声惊呼，车厢里的人们纷纷靠近车窗、拿出

手机，对着远处的藏羚羊拍摄。
驾驶室内，机车司机李瑜琪却赶紧伸出双手，朝着

正在作业的徒弟比划了一个“保持安静”的动作。
“如果随意鸣笛，势必会惊吓到藏羚羊，干扰到它

们的正常迁徙。”在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以下简
称“格拉段”）上跑了30多年，今年57岁的李瑜琪也成
了半个野生动物专家，“我见过30多次藏羚羊的迁徙，
这些家伙，机灵得很！”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
藏铁路全线通过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水系，沿线
分布着可可西里、三江源、色林错3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类型众多、面积广阔的自然湿地，生态环境原
始、独特而脆弱。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也与青藏铁路
有所重合。

为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建设之
初，青藏铁路就投入15.4亿元用于沿线生态保护，考虑
到当地野生动物迁徙，还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专
用通道。

“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野
生动物的干扰，成了青藏铁路的一条‘铁律’，特别是在
藏羚羊迁徙和产仔期，列车通过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
道时，司机都会履行与它们的‘约定’，严禁鸣笛。”李瑜
琪说。

光亮的地板、整洁的床铺，还有充足的供氧，车厢
里，李瑜琪介绍：“我们格拉段运行的客车全部采用全
封闭25T型客车车体，车体不仅有制氧供氧设备，还设
有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旅客在列车上产生的生活垃圾
在收集后，会由清运车、吸污车清理转运。同时，沿线
设置了多个污水处理设备站点，努力把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降到最低。”

监测数据显示，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迁徙专用
通道的使用率，从2004年的56.6％逐步上升，2011年至
今，迁徙专用通道使用率一直保持在100％。

青藏公路——
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巡护

救助等措施

车行至青藏公路109国道301路段，记者遇上一群
藏羚羊准备穿越公路。

20多只藏羚羊穿过青藏铁路五北大桥，朝着青藏
公路走来。这群藏羚羊先是三三两两排成一条长队，
缓慢前行。突然，羊群开始加快速度，或从两侧迂回、
或径直前进。

十几分钟后，藏羚羊群顺利通过青藏公路。这期
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
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指挥下，全部来往
车辆远远停车，耐心等候，在藏羚羊全部穿过公路走远
后，才重新启动。

整个过程，现场十分安静。
“最近正是藏羚羊迁徙高峰期，除了开展常规巡

护，就是为藏羚羊迁徙、回迁‘护航’。”五道梁保护站副
站长尕玛英培介绍。

“我们统筹安排以五道梁保护站为主的力量，各基
层保护站在辖区内不间断巡护，一旦发现藏羚羊要穿
越公路，第一时间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尽量减少对
动物迁徙的干扰。”尕玛英培说，今年藏羚羊迁徙比往
年早10天左右，预计到7月底、8月初会陆续回迁。

在藏羚羊繁衍迁徙季，青藏公路上将采取临时交
通管制、禁止鸣笛、巡护救助等措施，让迁徙的藏羚羊
群安全通过。

此外，管理处工作人员还将全面监测藏羚羊产仔
期间的各项动态情况，对迁徙时间、迁徙数量等进行
统计。

“前些年，每到藏羚羊迁徙时节，一些过往旅客出
于好奇，会下车拍照，这种行为会让生性机警的藏羚羊
受到惊吓，甚至一整天都不会穿过青藏公路。我们去

劝阻这些游客，有时还会发生争执。”尕玛英培说，如
今，这种情形基本不再出现。

沿线保护站——
展开日常巡护，协助藏羚羊顺利迁徙

烧一锅水，放进奶瓶，消毒后取出沥干，再煮开牛
奶、晾温装瓶……经过一系列程序，管护员才文多杰轻
声呼唤，3只藏羚羊跑了过来。

这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才文多杰的日常，
他被称为藏羚羊的“奶爸”。“每年都会有走散的小藏羚
羊，如果遇到，我们都会带回来，喂养几个月后进行野
化训练，等到它们能彻底适应后，就放归大自然。”说起
藏羚羊，才文多杰语气格外温柔，“这两天，同事们大部
分去了被称为‘藏羚羊大产房’的卓乃湖，还有太阳湖，
守护产仔的藏羚羊，剩下的同事负责日常巡护，协助藏
羚羊穿越青藏线。”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袤而神秘。沿着青
藏线，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
五道梁保护站、库南保护站依次排列，守护着野生动物
的家园。每个月，五个保护站工作人员至少要开展一
次大规模巡山，短则一周，长则十几天。

“进山前，要准备钢板、千斤顶、备用轮胎、锅碗瓢
盆、被子铺盖等；进山后，手机有时候没信号，大家能听
完所有下载的歌曲，说完所有想说的话。”才文多杰告
诉记者，5个保护站共5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
里的日子虽然单调，但看到藏羚羊、野牦牛、藏狐在奔
跑，“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

除了保护站，还有一些牧民生态管护员自发组建
藏羚羊保护协会，一路远远跟随迁徙的藏羚羊，将它们
送过青藏线。

“保护站工作人员、过往的司机旅客，大家互不认
识，但在静静等候藏羚羊穿过青藏线那一刻，都达成了
默契。”翻开手机相册，才文多杰说，大家更多的是在远
处默默注视，藏羚羊也很顺利地穿过公路。

以前，只有察日错湖周边5个村及109国道沿线有
通信信号覆盖，可可西里其他区域均无网络覆盖。去
年，卓乃湖附近5G基站开通运行，保护站工作人员通
过“5G远程视频巡检+现场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
对藏羚羊的远程实时监控。

如今，在多方努力下，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从上
世纪90年代的不足2万只，增加到7万余只。

走出索南达杰保护站，已是傍晚，夕阳勾勒出远山
的轮廓，一只只藏羚羊正奔向远方。

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在助力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展开积极探索。
为保证藏羚羊繁衍迁徙顺利进行，青藏铁路设置33处迁徙通道，青藏公路为藏羚羊迁徙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措施，青藏线沿线各保护站协助藏羚羊繁衍迁徙……在青藏线上，顺利迁徙的藏羚羊群，展现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动画面。

留足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协助藏羚羊繁衍迁徙

青藏线上的生态守护青藏线上的生态守护
人民日报记者 贾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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