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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显
示，斑海豹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是渤海和黄海海洋生
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公开资
料显示，辽东湾斑海豹约有
2000 只。斑海豹是唯一能在
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
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周卓诚介绍，此前，我国
对于斑海豹的猎捕管制较为
薄弱，导致斑海豹数量下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保护得
当，辽东区域的斑海豹数量有
所增加。

近年来，非法猎捕重新抬
头，周卓诚认为这与近年来兴
起的水族馆以及商业展演行为
等相关，当地渔民被利益驱使，

开始非法捕捉、买卖斑海豹。
尽管我国对于相关保育物种的
合法饲养、繁育和经营利用等
有详细的要求，“但拿海龟来举
例，有关部门已多年未开放捕
捉许可，水族馆的海龟数量却
持续增多，其中有相当部分来
源都存在问题。”与之相似，国
内水族馆内有相当数量的斑海
豹，来源十分模糊甚至违法。

内蒙古一家动物园的员工
介绍，他所在园内的斑海豹就
是从杭州具有相关资质的场
所购买而来，“但是它们的斑
海豹怎么来的，我们就不太清
楚了”。

2月 19 日，环保机构中国
绿发会在北京组织斑海豹保护
与反盗猎讨论会，会上，自然资

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
尚针对水族馆等场所斑海豹等
海兽来源模糊的情况提出建
议。他提出，应对驯化的斑海
豹实施DNA标签制度，通过采
集斑海豹的唾液、粪便、尿液等
识别出 DNA，入库做 DNA 标
签。“这样一来，到水族馆等地
方做执法检查时，有多少只是
合法、合规登记注册的就很清
晰了，没有登记在册的就是违
规的。”

陈尚还提出，应提升濒危
保护动物保护等级，将斑海豹
从二类保护升级为一类保护。
同时，开展全国水生珍稀生物
大检查，包括水族馆、饭店、公
司等。

（新京）

■专家说法
专家：给斑海豹做DNA标签登记注册

辽东湾百只斑海豹遭盗猎 38只死亡
与水族馆等兴起有关，专家建议提升斑海豹保护等级至一级

2月11日，大连长兴岛警方查获一起斑海豹盗猎案件，100只斑海豹幼崽中，有29只幼崽受惊而死。据知情人士介
绍，这些斑海豹幼崽由当地渔民捕获，被放在瓦房店老虎屯内的一个禽类养殖场内。

2月20日，一直关注此事的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副秘书长王志祥告诉记者，活着的71只幼崽被送至三地保
护后，又有9只死亡。目前共有38只斑海豹幼崽死亡。专家介绍，斑海豹盗猎行为重新抬头与近年来国内兴建水族馆相
关。有行业专家提出，可为水族馆里的斑海豹设置DNA身份证来遏制盗猎。

据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此事发
生在大连市瓦房店老虎屯的一个
养殖场内。“就是在山上，村子里挺
偏僻的一个养殖场里边，还弄了个
小水坑，有很多只小斑海豹就在养
殖场的地上放着。”该知情人士介
绍，有当地的渔民专门猎捕斑海
豹，养殖场的人则是从渔民手中收
来斑海豹再售出。

该知情人士说，每年2月前后
是斑海豹的繁殖季，此前就有渔民
猎捕和售卖斑海豹。“主要是为了
雄性斑海豹的生殖器，入药用。每

只斑海豹的生殖器我们当地售价
在一万到三万元。”

记者从长兴岛警方获悉，2月
11日，长兴岛公安民警曾在瓦房店
老虎屯镇一处养殖场内查获 100
只斑海豹幼崽，被发现时已有29
只斑海豹幼崽受惊而死。目前已
抓获相关嫌疑人，该案仍在进一步
审理中。

2月20日，大连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嫌疑人猎捕斑海豹
的位置在盘锦与营口交界附近的水
面浮冰上，上岸的地点位于大连。

禽类养殖场内查获百只斑海豹

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
副秘书长王志祥向记者介绍，据实
地调研核实得知，查获的 71只存
活的斑海豹幼崽，被3家农业农村
部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网络成员单
位救助。其中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救助 35只，现存活 30只；大连老
虎滩海洋公园救助34只，现存活
30只；辽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救助 2只。共有 9只斑海豹幼崽
因身体虚弱、免疫力差，先后死
亡。目前，幸存的斑海豹幼崽状况
良好。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工作人员
介绍，30只斑海豹幼崽都在后场
区得到专业救助，普通游客无法接
触或观看。

王志祥介绍，通常情况下，斑
海豹幼崽出生 16天后开始褪毛，
最长1个月断奶，之后就可自己进

食。一旦幼崽能自己进食，就相当
于救助成功了一半。之后，救助人
员会对斑海豹进行野化训练，训练
得当就基本不会影响到其正常的
生长。“但如果野化训练做得不好，
斑海豹就会对人产生依赖性，直接
影响到它们的正常生活、生存。”经
过野化训练后，需视斑海豹的具体
情况来决定择时、择地放归自然。

因斑海豹在陆地上行动迟缓，
哺乳期间更是如此，很容易成为盗
猎者的目标。公开报道显示，2015
年，大连市公安局长兴岛分局就曾
破获盗猎斑海豹案件，缴获11只斑
海豹幼崽，4名嫌疑人被控制。

王志祥说，今年斑海豹产仔时
恰逢当地气温较高、结冰较少，这
些客观条件也给盗猎分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盗
猎这么大数量的，还是第一次。”

目前有62只斑海豹幼崽得到救助

2 月 20日，大连市长兴岛
一环保组织志愿者向记者介
绍，以前每年斑海豹到渤海湾
产仔时，都会有当地渔民驾驶
自家渔船去捕杀。“早些年，出
海捕杀斑海豹的情况十分常
见，有些村子甚至会集体出
海。”2006年前后当地动迁后渔
民手里有了钱，政府监管力度
也有所加强，盗猎斑海豹的情

况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比
较隐蔽。”

该志愿者说，早期盗猎目标
主要是雄性斑海豹，其生殖器
被认为有壮阳之效。近几年，
雌性斑海豹和幼崽也列入猎捕
目标，“一般要活体，卖给极地
馆、水族馆之类的地方。”该志
愿者表示，海岛可出海的地方
多，不少人都是趁晚上或者是

过年时出海。“是打鱼还是盗猎，
很难分清楚。”该志愿者提供的
图片显示，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竖立了警示牌，注明禁
止猎杀斑海豹，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权对危害斑海豹和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
告，并附上了举报电话、《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追访
志愿者：雌性斑海豹及幼崽成猎捕新目标

斑海豹（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