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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大型猫科动物保护与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经验借
鉴， NRDC邀请美洲豹保护基金的负责人Leandro Silveira博士对美洲豹的跨区域保护开
展研究并撰写本报告。

美洲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也是美洲大部分地区最重要的标志性物种。然而，受人类
活动的影响，该物种的栖息地已缩减了一半左右。在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美洲豹已彻底灭
绝 。美洲豹分布国和分布区域采取了多种保护行动，包括国内以及跨境、跨区域的保护措
施。报告选择了五个项目作为案例研究，讨论了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在保护美洲豹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评估了不同项目在实施跨境保护合作、生态旅游、补偿机制、社区参与和大规
模保护计划等方面的差异，并对其中的有效措施进行了重点介绍。

跨分布区域的美洲豹保护经验与最佳实践
摘 要

报告重点

1. 现有保护地有待改善：目前保护地的规模不足以满足大型猫科动物对于生存环境的需
求。对于美洲豹来说，50只以上规模的种群存续至少需要20万公顷（约2000平方公
里）的土地。但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之间7691个保护区中，仅有不到8%能够满足美洲
豹对生存环境的需求。大多数保护地需要不同程度的改善，包括种群管理（如重新引
入）、廊道建设及跨区域保护等，这些都是促进生境连通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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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阿拉瓜河走廊丰富多样的地貌以及这一区域内监测到的一些美洲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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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的重要性：设立保护地对保障最低限度的美洲豹栖息地和种源种群
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如果栖息地附近的社区不参与保护计划，就无法真正实现保护美
洲豹种群的目标。目前全球半数美洲豹都分布在巴西，但该国的美洲豹栖息地只有5%
在保护地内，保护美洲豹必须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

3.	 考虑保护地体系的差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保护地和土地管理模式，以及不同的解
决方案。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措施的制定必须从每个国家保护区/国家公园体制的具体情
况出发。报告以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墨西哥为例，对这五个美洲国
家的保护地发展历史、分类和管理机制等进行了介绍。

4.	 有效措施介绍：报告选取了5个项目案例，重点介绍了这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措施：

1) 伊瓜苏国家公园（国家：巴西与阿根廷）：有效措施包括跨国合作、种群监测与当
地社区的参与。通过跨国合作，伊瓜苏国家公园将成为拟定的巴西、巴拉圭和阿根
廷生物多样性廊道的一部分，为这三国之间的上巴拉纳生态区域内的保护区之间提
供连通性。巴西和阿根廷的研究人员还开展了两年一次的种群监测，合作保护一个
两国共享的稳定种群，并制定了《美洲豹五年战略计划》及具体的行动方案。伊瓜
苏国家公园的美洲豹保护项目还通过定期拜访各个牧场主和共享项目数据来引入邻
近社区的支持和参与。

2) 阿拉瓜河流域（国家：巴西）：有效措施包括廊道建设与社区参与保护。专家认为
阿拉瓜河沿岸地区是生活在巴西中部的美洲豹的最佳生态廊道。研究人员通过野外
调查来记录美洲豹在阿拉瓜河流域的行踪并研究种群的遗传连通性，通过监测了解
美洲豹在碎片化区域中的活动，为建设廊道开发栖息地适应性模型。 此外,研究人
员还调查了美洲豹捕食对当地养牛场的影响，所获信息被用于识别阻碍建立连通性
的因素，并识别对物种的重大威胁以及需要保护的关键区域。 这些数据将为阿拉
瓜河流域制定维护和重建美洲豹栖息地连通性的管理计划奠定基础。在社区参与方
面，遵守环境法并禁止在其领地狩猎的私人土地所有者将会获得证书，认可他们为
保护美洲豹栖息地做出的贡献。证书为土地所有者的产品带来了附加值，抵消牲畜
可能被捕食的风险，并将美洲豹从一种负担变成土地所有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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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阿米斯塔德国家公园（国家：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有效措施包括跨国合作与
廊道建设，以及私营企业和NGO的合作。拉阿米斯塔德国家公园横跨哥斯达黎加
与巴拿马，通过跨境委员会来协调边境两侧的保护行动。另有一些项目致力于通过
廊道建设促进拉阿米斯塔德国家公园内的美洲豹种群与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区域以及
巴拿马境内较小种群的交流和融合。哥斯达黎加政府鼓励建立私人野生动物庇护
所，以帮助扩展廊道。哥斯达黎加电力部门与森林金融基金合作，对选定区域内不
毁损森林的私人土地所有者开展了环境服务付费的尝试。

5) 美洲豹补偿方案（国家：墨西哥）：有效措施包括国家财政与私人基金所建立的多
种损害补偿项目。墨西哥政府为养牛户提供因美洲豹捕食而造成的牲畜损失补偿。
墨西哥利用财政资源制定了对养殖业的一揽子保护措施，惠及养殖户逾100万。
墨西哥还有一项面向小型饲养殖户的保险政策（CNOG保险基金），以补偿美洲
狮、美洲豹、猞猁、熊、郊狼、豹猫、野狗等掠食动物带来的牲畜损失。此项保险
政策覆盖了 6500多万头牲畜，但如果养殖户猎杀了掠食动物，就会失去索赔的权
利。

5.	 生态旅游作为保护策略的利弊：生态旅游近年来在美洲快速发展。例如在哥斯达黎
加，国家公园的游客数量从1987年的4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10万人，旅游观光产
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生态旅游对物种保护的贡献包括，推动栖息地的
扩大和恢复，助力反盗猎，鼓励制定政策以补偿掠食动物造成的损失以及开发掠食动
物保护激励项目等。南美的美洲豹生态旅游才发展了不到20年，有四个地点有商业化
的旅游项目，其中只有一家私营旅游点运营良好且全球知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地
的美洲豹密度高，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私营部门在旅游行业反应更快且表现更好。相
比之下，国有旅游点对游客需求的反应比较缓慢，而且存在设施维护和运营经费不足
的问题。另外，由于受到季节、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栖息地适宜开
展美洲豹的生态旅游。由于只有旅游区内的社区能从生态旅游中获益，美洲豹的增长
和种群扩散可能会引发旅游区外社区的负面情绪。此外，那些美洲豹稀少而亟需种群
恢复的地方，难以观测到美洲豹，因而无法从旅游业中获益。因此，生态旅游作为美
洲豹保护策略有其局限性，并不适合扩展成为大规模的保护方式。

3) 马米拉瓦可持续发展区（国家：巴西）：有
效措施包括结合当地特有环境与科研成果开
展的美洲豹生态旅游业。马米拉瓦是巴西首
个可持续发展保护区。这个类别的保护区是
为了倡导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美洲豹繁
衍之外，改善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条件并探索
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同时认可、保护和
改进这些原住民过去积累的对于自然资源管
理的技术和知识。盗猎一度是当地美洲豹生
存的主要威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让当
地社区参与保护。当地每年洪水泛滥时，美
洲豹会呆在树顶。利用这一行为特征，研究
人员通过红外项圈寻找美洲豹，并与社区和
私营企业共同开发了乘坐非机动船观美洲豹
的生态旅游项目。这一项目参考了猫科动物
流行病与健康、猫科动物保护对人的考虑等
多项研究，并开展了多个能力建设与宣传教
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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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洲豹与人类的冲突管理：美洲豹与人类的冲突日益严重，一个原因是这些动物是美
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而且有着极高的生态需求。对于猫科动物来说，维持每公斤
体重需要每天进食34克肉类。换言之，体重为40-120公斤的美洲豹每天需进食1.36-
4.08公斤肉类。只食用小型动物或分类不够的肉类食物不能满足美洲豹的需求，也
会影响母美洲豹繁殖后代的能力。据历史数据分析，美洲豹攻击人类的情况并不多
见，1931年至2010年有19个美洲豹攻击人类的可信记录。另外，媒体报道有26起
（2008年至2019年）。美洲豹捕食牲畜造成的冲突风险较大。此外，随着栖息地的
碎片化，车辆撞死美洲豹的情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在巴西， 2017年1月至2018年12
月，发生了92起车辆撞死美洲豹的事故。由于被撞死的往往是那些迁移中具有繁殖能
力的青壮年美洲豹，因此对种群造成了极
大的负面影响。缓解美洲豹与人类冲突的
措施包括：对牲畜进行特定管理以避免被
美洲豹捕食，环境教育，对狩猎进行监管
或禁止，利用围栏电网划区定界，以及对
牲畜损失进行补偿。

7.	 全球掠食动物补偿项目：要实现有效的保
护，就必须将大型食肉动物的全球保护价
值转化为切实的且足够的当地价值，以激
发当地的保护动力。这种转化还应考虑到
与食肉动物共生对当地所造成的间接损失
与机会成本，并帮助当地人摆脱贫困。报
告介绍了四种方式，包括：1).鼓励社区与
大型食肉动物共生的支付手段(PEC)，含事
先或事后的补偿支付以及购买生态系统服
务；2). 损失赔偿与保险机制；3). 收入共享政策，让当地利益相关者分享收益或投资
于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4). 为保护成果提供付费奖励。报告探讨了这些做法取得的
成效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当考量的关键要素。

8.	 美洲豹大型保护规划与行动：为了有效实施对美洲豹的大规模保护，必须首先评估和
解决与保护地、牧场、原住民相关的潜在冲突。这些因素需要通盘考虑，并兼顾环境
正义。报告介绍了美洲豹廊道行动（JCI）与美洲豹2030宣言这两个案例。 JCI致力于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即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之间的美洲豹分布区内建立一个保护区网络
和多条相连的生态走廊。方案的实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协调，特别是要考虑到美洲豹
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以及保护区的建立与原住民土地权利和保有权之间的冲突。美洲
豹2030议程旨在将美洲豹分布国的保护举措形成合力，确保各国和彼此之间开展更有
效的合作。其总体目标与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一致，但选择美洲豹作为目标物种可能
比其他计划更有效、更容易监测方案取得的进展。在爱知目标的战略目标设定框架下
发展各国在美洲豹保护中的具体路径，包括：将生物多样性议题主流化，即提高公众
对于食肉动物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方面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保护食肉动物对国家重要
性的认识；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各国应努力将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的速度至
少降低一半，或完全停止，以确保有足够多的栖息地用于支持食肉动物种群的健康发
展；各国还可以尝试实施食肉动物友好计划等激励措施，或向支持物种保护的农民提
供经济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