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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过度捕猎食用
禾花雀13年间从“无危”变“极危”

12 月 5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将黄胸鹀（俗称禾花雀）的评级
从“濒危”升级为“极危”，13年前，
黄胸鹀还属于“无危”状态。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称，中国部分地区
为食用而过度捕猎黄胸鹀是其数
量迅速减少的主因。

一位曾参与捕猎黄胸鹀的人
士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黄胸鹀
从10年前一天能抓50多只，下降
到如今两三天只能抓到一两只，
捕鸟成风的背后是暴利作祟，为
了出售的品相，贩鸟者会将捕获
的黄胸鹀活活闷死。资料显示，
过去几年中破获的非法贩卖、运
输、饲养黄胸鹀案件中，不乏涉及
数千乃至数万只黄胸鹀的案例。

这是一只身长只有十几厘米的
小鸟，如果不是胸前的一簇黄色羽
毛，它和普通的麻雀似乎没什么区
别，因为这簇黄毛，它被专家们命名
为黄胸鹀。每年8月开始，它和它
的同胞会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
漫长地带起飞，一路南下迁徙到中
国的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行程可
达4000公里以上。

漫长迁徙并不顺利，很多追逐
暴利的人会在山里田间架设鸟网，
部分鸟网长达数公里，一旦黄胸鹀
被鸟网挂住就难以逃脱。这些被抓
住的黄胸鹀往往会以另一种方式抵
达预定的终点：鸟贩将其催肥闷死
后，装箱运往南方，在那里，它们会
出现在餐桌上，成为人们口中的大
补的“天上人参”。

2017年 12月 5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黄胸鹀的评级被从“濒危”升级为

“极危”，距离下一级“野外灭绝”只
剩一步之遥。而13年前的2004年，
黄胸鹀的评级还是“无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制的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是一项将物种受威
胁程度依次分为6个等级的名录，
分别为：无危、近危、易危、濒危、极
危、野外灭绝。13年间，黄胸鹀的评
级经历了“五级跳”。2004年，黄胸
鹀由“无危”改为“近危”，2008 年

“易危”，2013年“濒危”，到本月5日
变为“极危”。与之相比，大熊猫如
今的数量已经恢复到“易危”的级
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称，此次黄
胸鹀的升级是因为“观测显示，黄胸
鹀的全球物种减少速度大大高于此
前的预期，这一点在过去11年间尤
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坦言，除了
农业活动和栖息地受影响等因素
外，黄胸鹀物种数量大幅减少的主
因是人类为了食用黄胸鹀而进行的
过度捕猎：大量黄胸鹀被用鸟网捕
捉后，煮熟并以“麻雀”或“稻鸟”的
形式出售。这种做法以前只限于中
国南方的一小部分地区，但现在变
得更加普遍和流行，捕鸟者现在必
须广泛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黄胸
鹀。尽管 1997年中国政府禁止了
黄胸鹀买卖，但仍有数额巨大的交
易在私下里进行。

多名熟悉黄胸鹀的鸟类专家
表示，黄胸鹀俗称“禾花雀”，在广
东省的一些人的口中，禾花雀又
被称为“天上人参”，被认为有“补
肾壮阳”的功效。“从清代开始，广
东的文献中就有将禾花雀作为食
物的记录。但以前人们捕食的数
量不大，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食
用禾花雀一度成风，很快广东本
地的禾花雀就供不应求了。”

一位曾多次暗访广东酒楼、
农贸市场黄胸鹀销售情况的广州
护鸟志愿者告诉记者，如今当地
私下销售的黄胸鹀，基本都是从
中国北方沿海被捕捉后，运到广
东的。

家住河北东部某市的刘林
（化名）在大约 10 年前曾参与收

购、贩卖过黄胸鹀，他曾经一天之
内收购贩卖过 1 万多只黄胸鹀。
他告诉记者：“我们这里是从 20
年前开始有人捕猎禾花雀的，
2000年左右，随便在芦苇沟子里
挂一张鸟网，用长钩子‘哄’一下，
就能抓到400多只禾花雀。最夸
张的时候，我在一片田里看到过
三四百张鸟网，按一张鸟网12米
长来算，就是将近 5 公里的鸟
网。”

刘林说，黄胸鹀喜欢吃谷子，
捕猎方面人们就根据它的这个习
性，将专门的防风鸟网架设在高
粱田里。“2008年的时候我在田里
架10张网，一天大概能捕到50多
只，也有过一天 110多只的时候。
到了2011年左右，一天也就能捕

到五六只了。据我了解，到现在
用同样的网子，大概两三天才能
捉到一两只。”

据刘林介绍，黄胸鹀最贵的
时候，收鸟的人要花21元才能收
到一只，“一张鸟网的价格也就是
15元钱，捕到一只黄胸鹀几乎就
回本了，以前黄胸鹀多的时候，捕
鸟的收益非常可观。”

被捕到的黄胸鹀被收鸟的贩
子收走后，会被运到天津等地催
肥。“黄胸鹀从更北的地方飞过来，
到了我们这里，胸前的脂肪都快没
了，因此就要被送到专门的催肥笼
里育肥，等养到一定分量再卖到南
方。”刘林说，育肥的饲料除了一些
含油量较大的谷物，还会用到一种
激素类药物“速达肥”，在这样的

喂养下，黄胸鹀在20天左右就会
达到适合贩卖的重量。

为了保证黄胸鹀的“品相”，
鸟贩要将鸟活活闷死。“摸着笼子
里的鸟，如果觉得分量到了，就取
出来放到一个不透风的塑料袋
里，这个塑料袋大概有米袋子那
么大，等装进差不多100只了，就
扎上口子，闷死里面的鸟。等到
里面的鸟没有呼吸了，要马上将
鸟倒在地上晾凉。不然鸟的肚子
会发黑，那样影响‘品相’，卖不
出价。”

最终，这些达到出售分量的
黄胸鹀被分袋，随后100只一箱地
包装起来，运往南方。“从收购到
卖去南方，一只黄胸鹀的价格要
翻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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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询资料发现，目前已

经查处的收购、贩卖黄胸鹀的案
件中，黄胸鹀的数量可达数千只
乃至数万只。

河北的一名护鸟志愿者表
示，2016年，在唐山一处收购、饲
养、贩卖野生鸟类的大型窝点里，
她发现了数千只黄胸鹀。关于执
法人员查处这处窝点的媒体报道
显示，此次行动解救野鸟 3.6 万
只，其中黄胸鹀约6000只。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到
2013年，仅媒体报道的查获捕杀
黄胸鹀的案例就有 28 宗，最多
时，广州和韶关查获的被捕杀黄
胸鹀数量达到10万多只。

2013年，有广州媒体报道，广
州的部分酒楼出售野生黄胸鹀，
面对执法人员的检查，一家餐厅
总经理称是“熟客拿些货（黄胸
鹀）过来，我们加工处理，现在所

有的禾花雀全部处理完了。”
前述广州护鸟志愿者告诉记

者，黄胸鹀在广州市场上的价格
近几年不断攀升，此前一些餐厅
甚至会公然叫卖黄胸鹀，后来经
过几次打击行动，很少有餐厅会
把黄胸鹀写在菜单上公开卖了，
而是改头换面。“黄胸鹀又被叫作
禾花雀，一些餐厅就在菜单上用

‘荷叶’指代禾花雀，一般一只禾
花雀可以卖到60多元钱，一盘子
上12只。所以你看到有的餐厅一
道以‘荷叶’为主题的菜要价700
多元钱，就可以判断卖的是黄胸
鹀了。这种菜也只有有钱的人才
吃得起。”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
授朱毅告诉记者，所谓的“天上人
参”，只是传说而已，没有任何科
学依据，黄胸鹀的营养价值与鹌
鹑、鸽子差不多。从食品安全的

角度来看，黄胸鹀属于候鸟，可能
和不同地域的鸟类接触，捕捉、宰
杀、食用这类飞鸟，增加了感染不
明病毒的风险。此外，黄胸鹀体
内的一些寄生虫在烹煮不彻底的
情况下可能进入人类体内。最

后，这类野鸟都是通过非法手段
捕获的，其捕获手段不排除使用
毒饵，此前曾有人类食用用毒饵
捕获的野鸟后中毒的案例。“食用
来历不明的野鸟，徒增食品安全
风险，不可取。”

浙江苍南林业部门执法人员截获的黄胸鹀。（青年时报资料图）

被捉到的黄胸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