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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 遇见“海棠”小伙伴超100头

时隔多年，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给自己的微信
账号换了新头像。

这是一张合影：她站在白色船首，面朝大海，两头短肢领航鲸恰好冒
出黑色身躯，在碧海间畅游，形似镰刀的背鳍激起朵朵浪花。

合影来源于刚刚结束的短肢领航鲸“海棠”放归后的首次回访调查活
动。4天的出海观测，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海棠”，但是找到了短肢领航鲸
栖息地，遇上了一群“海棠”家族的小伙伴，确认“海棠”已经回到了自己的
家园，过得很好并不孤单。

“依然期待，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们还会在大海深处重逢，再说一
句，好久不见……”7月8日早上6时5分，海上涛声依旧，蒲冰梅在微信朋
友圈写下了这段话。此时，距离和“海棠”初见时，已过去187个日夜。

“鲸喜”| 与“海棠”最近距离仅几十米

“它和我们最近的距离仅有几十米。”7月7日19时许，在结束当天观测后，李松海分析研究数据后说。
不可否认，海况和观测效果息息相关，天气转阴，海况不佳，大风刮起海浪，暴雨突袭，都会极大影响观

测视野。另外，海上观测还需要“碰运气”，鲸豚族群下潜，也会让人错过。
“这次回访，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海棠’，但是我们确认了它的生活状态。”李松海表示，连日来的回
访调查中，每天12小时的海上观测，对信标反馈的信息进行了实地验证，确认在“海棠”最近常出现

的范围中，发现了多个短肢领航鲸族群，总数量达好几百头。
在李松海看来，作为海洋生物旗舰物种，短肢领航鲸族群数量可观，体现了良好的海洋生态

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海棠’，但是发现了千千万万头‘海棠’。”
蒲冰梅心里有遗憾，但也有欣喜。“每年，我都会在岸上救助搁浅的海豚，但是出海看大海

中的海豚，我还是头一次。”她发现，“海棠”并不孤单，短肢领航鲸的“朋友圈”很广泛——
7月6日，此次回访调查活动第一次发现弗氏海豚的身影。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粗略一数，就能看到数十头。
“我们还观测到糙齿海豚，一下看到好几十头。”常年研究海洋生物的刘明
明在多年的海上观测中曾数次看到过这种海豚，但是此次回访调查活动中一

次发现到这么多头，“是很难得的，让人难忘”。
海中鲸豚畅游，空中也很热闹。在观测的过程中，李海勤发现，鲣鸟

从远方飞来，一只、两只、三只……聚集在船的附近，不远处就是短肢领
航鲸。船舷两侧，很多迷你的鱼儿，鲣鸟扑腾着，极速俯冲，一派忙碌

捕鱼景象。
还有喙鲸，李松海通过望远镜“扫”到，只有几头，但是很

快，它们就潜入到海中。“这种鲸的群体数量多在几头，不喜
扎堆，出水时间短，潜水时间很长，非常神秘，平常难得一

见。”
蒲冰梅说，这一次她还带了特殊的“任务”上船

——得知她要出海去看“海棠”，手机中仍然活跃
的“短肢领航鲸海棠救助群”的群友们沸腾了，

这个群共有171个人，大家托蒲冰梅将自己
的思念和祝福带上船、带给“海棠”。

“赶紧生娃，我想抱大孙子……”
这是多次日夜守护“海棠”的三亚鲸

豚救护志愿者王悦琪想对“海棠”
说的话。

“大茄子，你长大了，到
了适婚年龄，得快点找个

对象呀！”
“大茄子，吃好
喝好，天天开心

啊”……
（本报海口7

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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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 | 寻找生命中难以割舍的家人

“启航，期待海上邂逅！”7月4日下午
6时许，随着中国渔政46016号船驶离海
口秀英港码头，海南开启短肢领航鲸“海
棠”放归后的首次回访调查活动。傍晚时
分，海风拂面，炽热的晚霞不禁勾起蒲冰
梅的回忆。

“海棠”是谁？在蒲冰梅心中，它早已
不仅是一头鲸，而是生命中难以割舍的家
人。

人生中的初见，总是难忘。想起第一
天和“海棠”相见时，她觉得心在滴血：1月
3日，“海棠”因为受伤搁浅在三亚市海棠
湾沙滩，当时它伤痕累累，生命垂危。

幸好，海边的热心游客及时发现后，蒲
冰梅组织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志愿
者和许多爱心人士一起将“海棠”送到了最
近的救助站治疗。她仍清晰记得“海棠”的
每一个好转时刻：1月5日开始进食、1月9
日独立游动、1月18日肝功能恢复正常、1
月23日自主下潜、4月27日血检结果正
常、5月7日经评估达到放归标准……

相处了140多天，蒲冰梅与“海棠”越
熟悉，越不舍。5月26日，到了“海棠”放

归那天，她内心很矛盾，既开心又难过。
开心的是，它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重新
回到大海的怀抱；难过的是，它曾如家人
般亲近，这次离去后，以后恐难再见。

“看着它跃入大海，特别特别想哭。”
蒲冰梅微笑看着“海棠”离开，等它慢慢消
失在视野中，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海棠”得名源自人们发现它搁浅的
地方，其实它还有一个外号“大茄子”。在
救护过程中，大家觉得它长得像个超大号
的茄子，摸起来的手感和茄子也特别像。

考察船渐渐驶离码头，蒲冰梅将思绪
拉回。这次回访调查活动，所有人都期待
着能再次见到“海棠”，这份期待在启航之
前就已开始蓄积。

“真是太巧了，你也穿着‘海棠’文化
衫”“是啊，‘海棠’一直在我们身边”……
登上考察船时，蒲冰梅意外发现，和好几
位志愿者撞衫了。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
护协会定制了这件白色文化衫，送给参与
救护“海棠”的爱心人士。她没想到，现在
大家还保留着这件文化衫，并穿着它上船
寻访“海棠”。

夜色渐深，在海浪一阵接一阵的拍打
下，船剧烈地晃着，“海棠”放归后的首次
回访调查活动第一次碰头会在船舱二层
的会议室召开。

在茫茫大海中，鲸豚千千万，如何找
寻“海棠”？信标是寻鲸“指南针”——在

“海棠”身上，有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科研人
员安装的追踪器。它几乎每天都会发出
信号，卫星接收到后，回传至地面终端。

“通过信标，我们就可以得知‘海棠’
的位置，以及下潜深度和水温等信息。”接
收信标记录的电脑界面被投影在幕布上，
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研究员、本航次首席科
学家李松海认真进行讲解。

根据信标反馈的信息，“海棠”的运动轨
迹一目了然——5月26日，“海棠”在距离三
亚市70海里、水深500米的海域入海。第
一周，“海棠”一直往东北方向移动。在一
片海域逗留一周左右后，它继续往北面走，
活动区域集中在海南岛东部海域，离海岸
最近约54海里，最远达190海里。

“回到大海，不等于回到家。”短肢领
航鲸是群居的深潜鲸类动物，李松海非常
关注“海棠”的下潜深度，担心它是否能融
入群体。对信标数据的分析研究，让他松
了一口气：“海棠”逐渐适应了野外的生活
环境，游向了短肢领航鲸的常态栖息地；
最大下潜深度从最初的十几米，到频繁下
潜到300米至500米范围，抵达这种深潜
鲸类觅食的深海海底。

在蒲冰梅看来，信标记录数据仅仅是
“线上研判”，实地观测族群踪迹也至关重要。

根据回访调查要求，每天7时至19时
要进行持续海上观测。蒲冰梅是此次回
访调查的“大管家”，她马上制定第二天的
观测值班表。每一班一个小时，4个人一
组，由深海所一位专家带领3个志愿者。
参与现场观测的包括省海洋厅、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等相关政府部门人员，三亚市蓝

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三亚鲸豚救护队等社
会组织的志愿者，还有中央媒体和海南省
内主流媒体的媒体记者。

7月5日是观测第一天，一上午持续6
个小时的观测，并没有发现短肢领航鲸，
整个观测团队情绪有些低落。

“李老师，快看！那边有大鱼。”5日下
午1时30分，正在船上巡查的船长李厚超
忽然发现船边不远处有一群活跃的海洋
生物，连忙大喊。

“是短肢领航鲸！”李松海马上看向船
舷右侧，一两百米开外，熟悉的身影扑入
眼帘——黑色身躯跃出水面，前额圆，背
鳍长而尖，形似镰刀……对普通人来说，在
海上繁多的海洋生物中认出短肢领航鲸并
非易事，而常年研究鲸类动物的李松海只
打了一个照面，就认出了短肢领航鲸。

这是“海棠”放归后回访调查活动中，
头一次在海上观测到短肢领航鲸。

“‘海棠’会在里面吗？”面朝这片蔚蓝
大海，大家都在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船长，减速航行，向右慢慢靠近，和
短肢领航鲸保持平行。”李松海马上用无
线对讲机和驾控台联系。

“收到！”在李厚超的指挥下，轮船明
显慢了下来，并逐渐向鲸群接近。

一头、两头、三头……通过望远镜观
测，大家发现这群鲸有近30头。

如何找“海棠”？中国科学院深海所
助理研究员刘明明说，“海棠”的身体上不
仅有明显的外观特征，而且背鳍上还携带
了科研人员为它安装的信标。找到信标，
就可以锁定“海棠”。

当天下午7时许，观测结束。据统
计，一共发现4群超过100头短肢领航鲸。

“每发现一群，我们都会挨个观察背
鳍，想确认是否有‘海棠’的信标。”三亚鲸
豚救护队队长李海勤说。这已经成了所
有观测人员的习惯。

本次回访调查

还有哪些“鲸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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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弗氏海豚群在考察船的船头畅游。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鲸喜”！
寻到“海棠”踪迹
最近仅有几十米

找到短肢领航鲸栖息地
确认“海棠”回归家园

过得很好
并不孤单

7月5日，无人机拍摄到的一对领航鲸。

5月7日，短肢领航鲸“海棠”在海南三亚接受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