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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力有多强 为何泛滥 能否捕杀

十问野猪频频惹祸

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退役军人

“退役不褪色、离军不离党”的优良
传统，于11月5日开展“绿动仁风，分
类先行”垃圾分类执法主题宣传，
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

仁风镇对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成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培
训，提升其在宣传、指导居民垃圾分
类方面的能力。组织成员深入社区，
开展“敲门行动”，向居民发放垃圾分
类条例等资料，面对面讲解分类投放
知识，确保居民能够理解并掌握准确
分类的方法。此次活动，进一步彰显
仁风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社会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同时提升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营造绿色低碳环保的生
活氛围。 （通讯员 王田）

仁风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开展垃圾分类执法宣传

一问：
为何个别城市野猪频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4年1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猪
危害防控的建议”复文指出，经
科学、综合评估，野猪在我国28
个省份有分布，数量200万头，已
不存在生存威胁，且很多地区数
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
究院副院长杨朝霞告诉记者，近
日，野猪频频出现在人类的生活
区域，一是为了下山觅食。随着
秋冬季到来，树木果实逐渐脱
落，野猪栖息地的食物急剧减
少，野猪为了觅食会下山进入农
田、城市边缘地带等寻找食物。
二是受人类活动影响。人类活动
范围的扩大使得部分地区的生
态保护区与人类生产生活区的
边界日益模糊，野猪离开栖息地
进入人类活动范围的难度降低。
同时，一些投喂野猪等行为会让
野猪不再惧怕人类，甚至主动接
近人类，从而导致野猪频繁出现
在人们的生活区域。

二问：
野猪的攻击力有多强？

杨朝霞称，野猪的攻击力十
分强大，主要与体型、速度、力量
和防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体型和力量大。野猪的
体型通常较大，尤其是北方一些
地方的野猪品种，体重可达200
公斤以上，且野猪全身几乎都是
肌肉，脂肪层较薄。野猪的天然
条件使得它们具备了极强的爆
发力和冲击力，能够轻易将碗口
粗的大树撞断，甚至能将同体重
的动物直接撞飞。

二是撕咬能力强。野猪长有两
对不断生长的犬齿，即獠牙，雄性
野猪的獠牙通常长5厘米至7厘米，
雌性野猪的獠牙虽然不会一直生
长，但依然非常锋利。獠牙是野猪
的重要攻击武器，能够轻易地咬断
硬物，如树木、动物骨骼等。

三是速度快、敏捷性高。野猪
在追逐时，能有40公里/小时的速
度，相当于一秒能跑出11米，且能
够连续奔跑20公里，这使得普通人
几乎无法逃脱野猪的追击。此外，
野猪的敏捷性也较高，能够迅速躲
避天敌或猎人的攻击。

四是防御能力强。野猪的皮
毛较厚实，平均厚度可达1 . 5厘
米，且非常坚硬，能够抵御大多
数动物的攻击。

三问：
哪些地方野猪最多？

杨朝霞表示，野猪对自然生
态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在我国有
着广泛的分布。我国东北、华北、
西北、西南、华南地区均有分布，
如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黄土高
原、华南丘陵和西南山区等地。具
体来说，野猪的栖息环境跨越温
带与热带，从半干旱气候到热带
雨林、温带林地、草原等都有踪
迹。除了青藏高原与戈壁沙漠外，
它们广布在中国境内。

杨朝霞称，野猪在我国的主

要分布区域包括东北三省、云贵
地区、福建、广东等地。具体而
言，陕西、山西、福建、广东、河
北、浙江、四川、安徽等省份都曾
发生过野猪致害事件。

四问：
野猪为何泛滥？

杨朝霞表示，野猪数量快速增
长主要有五点原因。一是野猪的繁
殖能力极强。雌性野猪一年可产崽
2次至3次，每次能产2只至8只小
猪，甚至多达14只。在没有人类干
预的条件下，其种群数量会迅猛增
加，泛滥成灾。二是野猪适应能力
强。野猪是杂食动物，只要能够咀
嚼的东西都吃，青草、果实、鸟蛋甚
至毒虫等很多小动物都是它们的
食物，能够在各种自然环境下生存
繁衍。三是野猪缺乏天敌。由于历
史原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野猪的
天敌老虎、豹子、豺、狼等大型食肉
性动物在我国数量减少，这使得野
猪在野外缺乏有效制约，其存活率
和繁衍率极大提高。四是生态环境
改善。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和保护力度的加大，退耕还林等生
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提高了野猪栖
息生存环境的质量，为野猪提供了
更多隐蔽生存空间和丰富的食物
来源。五是受气候变暖的影响，加
速繁殖。全球气候变暖延长了野猪
的繁殖期，提高了幼崽的存活率，
使野猪种群数量不断增长。

五问：
野猪活动有何特点？

杨朝霞表示，野猪具有群居特
性，通常以家族群为单位生活，家
族群通常由5头至20头野猪组成。
此外，野猪食性广泛，食物包括植
物、昆虫、爬行动物、小型哺乳动物
等，白天通常不出来走动，一般在
早晨和黄昏时分活动觅食，中午时
分进入密林中躲避阳光。另外，野
猪的警觉性强，对外界的声音和气
味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危险会立即
逃跑或采取防御措施。野猪还非常
聪明，能够通过观察人类行为，学

会避开陷阱和其他危险。

六问：
野猪有何益处和危害？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
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出，近5年因
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
或其他财产损失的案件中，野猪
致害最为严重。

研究员唐冬艳、周学红、张伟在
《野猪与人冲突及防控》一篇研究中
提到，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以及造
成的经济损失，是目前人与野猪冲
突的主要矛盾。在乡村和城乡接合
部，野猪最喜欢在春秋两季从山里
下来光顾农田。在春天它把刚种到
地里的种子拱出来吃；在秋季庄稼
成熟的时候它取食玉米、水稻、林果
等。野猪不仅破坏庄稼和植被，还会
破坏灌溉系统和围栏等农田设施，
增加耕作成本。

孙全辉表示，如果野猪数量过
多、超过环境的承载量，它们也会
带来危害。比如，破坏植被和生态
系统、毁坏农田造成作物减产、传
播疾病等。此外，野猪性情凶猛，有
时会主动攻击人类，对人身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不过，孙全辉还表示，
野猪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中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七问：
野猪能否随意捕杀？

2000年，野猪被列入“三有”
名录，受到重点保护。2023年6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新调整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
称“三有”名录），在全国多地致
害严重的野猪被调出该名录。

杨朝霞称，野猪虽已从“三
有”名录中调出，不需要再办理

《狩猎证》进行猎捕，为致害防控
工作扫清了制度障碍。但是，仍
需在法律法规框架和有关部门
指导下进行科学管理，未经允许
以不合法的方式过度捕杀野猪，

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

八问：
“赏金猎人”如何猎野猪？

记者梳理发现，河南、宁夏、
四川等地都有组织狩猎队捕杀
野猪。例如，在四川通江，当地政
府组建了4支护农狩猎队，给予
2000元/头的补助，并探索“枪猎、
笼捕、网捕、猎狗围猎”和“公安

（特警）+护农狩猎队”等现代化、
专业化方式，进行狩猎调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防
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建议，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枪猎、笼
捕、围栏诱捕三种猎捕方法。

四川巴中农联护农狩猎服
务中心的甘国伟，从事野猪捕猎
工作近二十年。他介绍，目前，犬
猎是捕猎野猪的一种主要方式。
猎犬主要有三种，找犬、缠犬、咬
犬，分别承担着侦查、缠斗和撕
咬的任务。不同犬只训练的时长
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找犬需要训练两
年，缠斗犬需要8个月至16个月，咬
犬需要四五个月。每次出任务，时
间长的话需要一周左右，我们需要
开两三台车，带上需要的无人机、
GPS定位和药品等辅助工具。”甘
国伟说，每组猎犬有20只，其中负
责寻找味道的找犬2只，缠犬4只至
6只，咬犬12只左右。“这都需要较
高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人力成
本，但捕猎队的队员是公益性且兼
职做这个事。”

九问：
遇到野猪如何保护自己？

杨朝霞认为，一要避免接
触。如果发现野猪，尽量保持距
离，不要试图与野猪正面对抗。
野猪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
非它们感到受到威胁或是在保
护幼崽。如果野猪逐渐靠近，需
要缓慢后退，避免直接面对野
猪。同时不要转身逃跑，因为野
猪的奔跑速度很快，逃跑可能引
起它们的追逐和攻击。

二要寻找掩护。如果野猪表现
出攻击性，应该寻找掩护，比如躲
到大树后面或爬到高处。另外还可
以用手中的物体进行防御，例如大
棒、石头等。如果有可能，可以爬上
树或寻找其他高处躲避。

三要保持直立。尽量保持直
立，不要弯腰或蹲下，因为这可能
会让野猪认为你是它们的竞争对
手。不要直视野猪的眼睛，野猪会
将直视视为威胁，可能会采取攻击
行动。可以将视线稍微偏移，保持
目光平视或稍微向下看。

四要发出声音。如果野猪向你
靠近，可以大声说话或喊叫，以表
明你的存在，但不要做出威胁性的
动作。在野猪靠近时，可以试着发
出声音，如大声喊叫、敲击物体等。
这样可以吓唬野猪，让它们保持距
离。需要注意的是，声音不要过于
尖锐或刺耳，以免激怒野猪。

五要保持团体行动。如果是
在野外，尽量与他人一起行动，
团体行动可以减少被野猪攻击
的风险。

六要及时寻求帮助。如果无
法自己解决遇到野猪的问题，可
以向附近的人呼救，或者拨打当
地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或警察
的电话求助。

十问：
如何科学防控？

在广泛调研、深入研究、综
合试点的基础上，2024年1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等15个部门联合
印发《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
防控工作方案》，全面加强野生
动物致害防控工作。一是指导各
地开展监测预警，科学确定野生
动物致害防控重点区域；二是加
强预防控制，采取优化栖息地、
推进防控设施建设、分级分类开
展种群调控、强化应急处置等措
施；三是建立健全补偿救助机
制，进一步推动制定、修订补偿
办法，探索致害保险机制，扩大
险种范围，做好受害群众救助工
作；四是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开
展科学保护宣传、加强致害安全
教育等。通过系列措施的实施和
应用，大幅度降低了野生动物对
群众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据央广网

10月25日，浙江杭
州街头，一头野猪闯入
路边一间店铺；10月25
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
县云桥路突然冲出一头
约200斤重的大野猪，一
路横冲直撞，连续袭击
当地居民，导致4人受
伤；10月27日，北京门头
沟区妙峰山镇，一头受
伤的野猪闯入了居民卧
室……近日，野猪“肇
事”多发，频上热搜。这
些在不少城市开始频繁
出现的野猪，给人们带
来不少困扰，甚至威胁
到人身安全。

为何野猪如此泛
滥，这般“撒野”？面对

“疯狂”的野猪，我们该
怎么办？记者采访了有
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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