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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
区的雪地里，一场悲剧在 12 月 25
日默默上演。一只备受游客喜爱
的网红野生狐狸，倒在雪地中，无
法动弹，成为一道凄美的风景。这
一幕的发生让人瞬间转入寒意袭
人的氛围。这只网红狐狸的死亡，
让我们不禁要深思：是什么导致了
这个本该在大自然中自由奔跑的
生灵的逝去？

爱护野生动物究竟应该用怎
样的态度？

投喂行为是否真的是对动物
的关爱？

这只狐狸的死亡是否能够唤
醒我们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投喂高盐食物导致狐狸掉毛、
患皮肤病

12 月 25 日，知情人宋女士介
绍，几年前当地下了一场大雪后，
这只小狐狸就下山找吃的。有些
游客看到后会好心地去投喂，投喂
的都是火腿肠等高油高盐的食物，
导致狐狸掉毛、患皮肤病等。

“25日有人上山时发现小狐狸
一动不动，已经死了，应该和投喂
食物有很大关系。”宋女士介绍，

“这只狐狸很有名，我们一直见的
就是这只。”由于狐狸是国家保护
动物，不敢随意处理，于是报警。

据 12 月中旬曾到阿勒泰地区
旅游的网友回忆，当时，他们在去
喀纳斯景区路上遇到了网红小狐
狸，看到有游客投喂巧克力、火腿
肠等食物，“小狐狸已经有一部分
尾巴掉毛了。”

12月26日，微博话题“网红狐
狸死在雪地里”登上热搜第一。话
题内容显示，近日，新疆喀纳斯景
区，一只网红狐狸死在雪地里。知
情人宋女士称，这只狐狸之前经常
被游客随意投喂，自己怀疑，网红
狐狸之死有可能是由于代谢不了
高盐而导致肾衰竭。

视频显示，狐狸躺在雪地里一
动不动，周围有不少脚印。

拍摄视频的游客称，地点位于
禾木到布尔津的路上，狐狸躺在半
山腰，雪很深，人进不去。之前会
有游客投喂火腿肠等食物，但野生
动物不能吃咸的。上山看到狐狸
死了，于是打了报警电话。

投喂人类食物会破坏动物寻
食本能

12月25日，阿尔泰山国有林管
理局布尔津分局发布了致广大游
客朋友们的公告。公告称，今年以
来，布尔津县喀纳斯、禾木景区游
客络绎不绝。沿线各类野生动物
出没频繁，给广大游客出游带来更
多惊喜。个别游客因好奇和爱护
动物心理，给野生动物投食现象时
有发生。“您可能不知道，投喂人类
食物，可能会破坏野生动物自然寻
食本能，从而影响生存能力和野外
独立生活的能力，造成种群扩张和
病害传播。另外，人类食物中的高
糖、高盐、高脂肪等成分，会造成野
生动物肥胖，影响动物心血管健
康，还会造成骨骼变形、脱毛、器官
衰竭，甚至死亡等严重危害。”

公告称，“我们诚挚呼吁大家
禁止给野生动物投食，呵护野生动
物的自然生活环境，为野生动物们
营造一个安全的家园。”

26 日，记者联系到喀纳斯景
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暂时没接
到网红狐狸死亡的通知，还不清楚
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死因是否与投
喂相关。

她表示，景区一直都不提倡游
客投喂食物，在各个平台的官方账
号都有发布倡议书，“有游客打来
咨询电话，问有没有狐狸，我们也

会跟他说明，可以看，但不要投
喂。”

她介绍，夏天的景区人流量
大，景区管理委员会派了专门的志
愿者，下沉到各个景点，制止投喂
行为。冬天天气寒冷，去湖边当志
愿者则不太现实。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
游客在景区投喂野生动物的现象
比较多，“有些游客会觉得自己花
钱来的，不让他投喂会说我们态度
不好。按道理狐狸应该是怕人的，
但现在狐狸都不怕人了，看到游
客，不自觉就过来找吃的。”

她也呼吁大家多一点责任心，
保护野生动物。

景区多次拍视频倡议不要投
喂狐狸

记者注意到，该景区的社交媒
体账号多次发布相关倡议，同时还
与视频博主合作，拍摄倡议视频。
在一则 2022 年 1 月份发布的视频
中，专门讲了投喂网红狐狸一事。

视频中提到，野生狐狸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此前，景区救治
过多只狐狸，狐狸为什么会生病
呢？因为狐狸在大自然中主要食
物来源是老鼠、小鸟、野兔等，这些
生病的狐狸都是游客投喂了大量
加工食品。

投喂会导致野生动物生病以
及掉毛，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死
亡。大量投喂食物会破坏生态环
境，改变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希
望大家不要再投喂。

近期多起游客投喂动物引发
热议

相关话题之下，网民纷纷呼吁
尊重自然规律，不要轻易投喂野生
动物。也有网民联想起此前因被
投喂变胖而出圈的“可可西里网红
狼”，对其命运感到担忧。

长期投喂野生动物会给它们
的生存带来哪些隐患？世界动物
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博士表示，
野外生存的动物如果没有遇到灾
害引发的食物短缺，它们通常不需
要人类投喂食物。给野外生存的
动物投喂食物可能会带来多方面
的影响：首先，改变动物的行为和
习性，对人类产生依赖，长此以往
会削弱动物自然觅食的能力；其
次，增加动物跟人接触的机会，导
致意外发生或增加疫病传播的风
险；最后，影响动物健康。人类的
食物与动物自然界的食物在成分
上差别较大，人类投喂的食物可能
会让动物摄入过多能量导致肥胖
和体能下降，另外人类食品中的添
加剂、防腐剂等成分也可能给动物
的健康造成隐患。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戴强也表示，随意干预野生动物
生存法则是不可取的。“除非是濒危
物种，而且是因人为原因造成的，否
则不建议人工干预。”戴强称，自然

界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食物
链，动物生老病死、优胜劣汰本来就
是自然规律，动物生存自有其法
则。狼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应
该对它进行保护，但不建议过多救
助。而且，此类行为还可能引发动
物的依靠性，产生不良后果。

那么，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状态
不佳、需要救护该怎么办？西宁野
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在“可可西
里一野狼被投喂胖成网红”相关视
频下留言称：“如果需要救护，应该
报告林草部门进行专业救护，不应
该随意投喂。如果不需要，就更不
需要投喂了。我愿意相信投喂者
的善良，但是善良需要理性的支
撑，否则就可能好心做坏事。”

盲目的“善良”就是在作恶

网红狐狸因其身体圆润得可
爱，丝毫不畏惧人类，与游客一起
玩耍，在网络走红，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去投喂。然而，这样的高关注
度和出于“善心”的投喂，就是正确
的吗？答案显然不是。人为投喂
会影响野生动物正常的觅食行为
和生存能力，影响动物健康。

虽然网红狐狸只是被怀疑为
代谢不了高盐而导致肾衰竭，但是
投喂野生动物的行为本就是错误
的。与之相似的，还有在可可西里
公路上的网红狼。从刚开始的瘦
骨嶙峋到如今皮毛发亮，为了赢得
食物，甚至会对游客摇起尾巴、在
路上打滚翻肚皮，俨然一副“流浪
狗”的样子。

游客投喂野生动物，大多是出
于好奇和善心，但是野生动物只会
因动物本能，知道通过这种方式会
获得食物，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投
喂。有野生动物学家表示，一方
面，人类的食物高盐高糖、含有
食品添加剂，动物摄入过多后，
会导致肥胖和体能下降，影响动
物健康，甚至是死亡。另一方
面，人类接触野生动物，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尤其受伤的野生动物
有可能携带致病病菌，狼、狐狸等
毕竟是猛兽，看似温顺，但无法确
保它没有攻击性，所以要尽量保持
安全距离。

人类如何尊重大自然、保护大
自然是一个永久的课题。遵循自
然界定律，不打扰野生动物，就是
对野生动物最大的保护和尊重。
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和保障，
任何违背大自然生存法则的行为
都可能给野生动物和人类带来伤
害，人类只有和野生动物保持适当
的距离才能跟它们和谐相处。

倘若真的爱护野生动物，遵循
它们的生存法则，这才是真正的善
待它们。杜绝盲目投喂，保护环
境，保护野生动物的家园才是最正
确的做法，他们属于自然，保护自
然，保护野生动物，遵循自然界定
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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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克的充绒量能算是羽绒服吗？”近日，深圳一位女网友发帖
称，因为近期降温，自己在网上花500多元购买了一件薄款羽绒服，到
手后发现很轻，一看充绒量仅13克，这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12月25
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的专家告诉记者，按照新国标，绒子含量低于
50%就不能叫羽绒服，对于充绒量没有明确规定，而羽绒服的价格主
要跟做工用料和品牌溢价有关，跟充绒量并没有太大关系。

13克充绒量让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22日，一位深圳女网友发帖称自己被网购的羽绒服震惊了，“真

是离了个大谱，买了件羽绒服，拿到手上一摸挺薄的，压根就摸不到
绒，一看填绒量13g，真的是服了，13g的充绒量能算是羽绒服吗？虽
说是薄款羽绒服，但是13g也太薄了吧？也不知道大家见过13g充绒
量的羽绒服没有，反正我是没见过。”

记者看到，在羽绒服的标签上标注填充物为鹅绒，绒子含量90%，
充绒量M码为13克，L码14克，XL码15克，XXL码16克。帖子的内
容也让网友们感到不可思议，“13克就算了，关键还500多。”有网友就
表示“鸭子扑扇下翅膀掉的毛都比你羽绒服多。”还有网友发现自己一
两千元购买的羽绒服，充绒量也仅有30多克。

25日，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发帖网友，她表示已经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不过随后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不愿意小题大作”为由挂断了电话。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找到了多家售卖类似薄款羽绒服的商家，他
们在图片中也展示了服装标签，内容与深圳网友展示的标签图片一致，
强调选用2021新国标羽绒标准，定价从400到500元不等。

记者询问了多家店铺的客服，都确认衣服是只有十多克羽绒，其
中一位客服人员解释，“衣服是真丝丝绒的面料，比较御寒保暖，十多
克的羽绒在广东完全没有问题。”另一店铺的客服则强调：“在广东不
用太厚的，这是薄款羽绒服，就是15度左右穿的。”

新国标“含绒量”修改为“绒子含量”
多少充绒量才算是一件合格的羽绒服？2021新国标羽绒标准又

是怎么规定的？
25日，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祝炜告诉记者，羽绒服在充

绒量上没有具体充多少克的规定，“标称有一个上下浮动，不能超过
5%负偏差。”

那么深圳网友购买的羽绒服标签上显示13克充绒量与90%绒子含
量是否矛盾呢？祝炜用溶液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绒子含量相当于浓
度，充绒量相当于有多少克这种物质，90%绒子含量的羽绒服可以简单
理解为100克有90克都是绒子，只要符合这个标准，质量就是好的。”

至于为什么羽绒服有的充得多，有的充得少，“因为200克左右的
羽绒服可能都是冬季来穿的，但现在羽绒服有些是秋天就推出了，不
需要保暖性那么强，就做得比较薄一点，充绒量就会相对少一点。”祝
炜解释，南北方保暖性需求又不一样，“比如说在深圳气温没那么低，
充个二三十克、三四十克就够了，但北方就不行。”

记者注意到商家宣传中的2021新国标羽绒标准即GB/T14272-
2021（以下简称新国标），于2022年4月1日正式实施，最大的亮点是
把旧国标中的“含绒量”修改为“绒子含量”。

羽绒服中的绒子是朵绒、未成熟绒、类似绒和损伤绒的总称，呈蒲
公英小伞状，比较蓬松，是一朵羽绒中最优质的部分。而绒丝是朵绒
上掉下来的单丝，呈一根一根的丝状，没有蓬松感。

祝炜介绍，从科学角度来看，在羽绒服中实际发挥保暖作用的是
“绒子”，而旧国标中的“含绒量”包括绒子和绒丝，达到50%就算合格，一
些不法商家会在羽绒服里填充很多绒丝废料，号称含绒量90%。

新国标不再将没有保暖作用的绒丝废料计入含绒量，这意味着对
填充羽绒的品质要求更严格，祝炜表示：“并不是说超过50%绒子含量
就是合格，而是低于50%就不能叫羽绒服。”

羽绒服的价格并不只看绒子含量
绒子含量、充绒量与羽绒服的定价有关系吗？业内人士介绍，通

常来看，绒子含量越高，羽绒服越贵。祝炜也表示，这主要还是看做
工、用料和品牌的溢价能力，“比如都是充200克绒，加拿大鹅可能要1
万块钱，而其他品牌可能只要300块钱。”

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数据，2015年到2020年间，中国的羽绒
服均价从438元升到656元。记者在淘宝上看到，销量最高的几款本
土品牌羽绒服，绒子含量从80%到90%不等，充绒量根据尺码从90克
到250克不等，价格也从129元到399元不等。

而中端市场的本土品牌波司登，单价已经达到了1500元以上，近
来也饱受争议，其财报显示，包含广告宣传费用、租金及雇员开支等在
内的分销开支 2017/18 财年为 24.52 亿元，2021/22 财年已经上涨至
61.71亿元。

记者也注意到，羽绒服新国标施行一年多，一些品牌在宣传上仍
未规范，如淘宝上某热销品牌羽绒服仍在使用“含绒量”的称谓，而某
国外知名品牌的薄款羽绒服，充绒量只标注了“小于100克”，并未标
注实际重量。

发帖质疑的深圳网友认为，商家在商品详情页从头到尾都没有明
确写过充绒量多少，“如果你告知了，我下单购买，那是我的问题。”

那么消费者如何正确选购羽绒服？“影响羽绒服保暖程度的因素
主要是绒子含量、充绒量和蓬松度。”祝炜建议：“一般初冬季节选择的
轻薄款羽绒服充绒量在40克~90克；一般厚度的短款羽绒服充绒量为
130克左右；中等厚度的为180克左右；适合北方户外穿着的羽绒服充
绒量要在180克以上”。而蓬松度通俗来说，就是羽绒越蓬松，储存的
空气越多，保暖性能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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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喂行为真的是对动物的关爱？
网购网购500500多元羽绒服多元羽绒服含绒仅含绒仅1313克克？？

专家专家：：新国标要看新国标要看绒子含量绒子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