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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滩到大海的140多天

今年1月3日，一头身长超3.6米，重达500公斤
的雄性短肢领航鲸——“海棠”，在三亚海域搁浅。

5月26日，“海棠”被成功放归大海。

1月3日，一头领航鲸在三亚海棠南路

海岸线附近搁浅。领航鲸无法独立游动，被

送到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多方力量进行24

小时轮流守护。救助初期领航鲸无法自主

保持平衡，体表多处明显外伤，通过进行B

超、胃镜、血液、微生物培养等相关检查，发

现领航鲸肺部存在感染，肝、肾功能存在异

常。针对以上问题现场采取了灌胃、输液、

护肝和消炎等紧急医疗措施。在三亚治疗

期间，大家为它起名“海棠”。

搁浅

除夕，“海棠”在三亚过年，志愿者为它准备了一

份海南特色年夜饭。他们用“海棠”平时最喜欢吃的

鱿鱼，就用大鱿鱼“皮”包上小鱿鱼“馅”，给它包了一

个特殊的饺子，再装饰上鲜花和带有“福”“身体健

康”字样的红包，祝愿“海棠”能尽快康复，重回大海。

大年初三，在喂食的时候“海棠”突然出现了食

欲不振的现象，初四上午前两餐几乎没有吃，而且观

察它的背部和鳍有严重的脱水现象。根据“海棠”出

现的一些异常，救助中心紧急把“海棠”送往医疗池

救治。期间“海棠”时不时地用身体蹭医疗池墙壁，

情绪不太稳定。救助团队进入医疗池，安抚着“海

棠”的情绪，按照要求，消毒、扎针、采血，并往它身上

喷水帮助止痒，喂食鱼胶补充水分。

初六下午，“海棠”恢复情况良好，再次游回

户外池。

过年

体检
4月24日，在海南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将领

航鲸“海棠”引导进入医疗池中进行医疗体检。政府

有关主管部门及专家对此次体检检测结果及其恢复

情况进行评估，此次体检为“海棠”放生前准备工作

之一。4月24日中午，在海南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

心室内医疗池，工作人员对领航鲸“海棠”测量体

长。经过112天的救治，领航鲸“海棠”体长由3.6米

长到了3.7米，胸围从搁浅时的1.9米长到了2米。

放生前，测量体长为3.96米。

5月25日，在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举行了“海棠

花开寻梦蔚蓝”放归仪式。把“海棠”从户外大池送往室

内小池，原计划用时2个小时，结果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

下午6点，“海棠”顺利登上“利洋358”科考船，十多

名救治人员和志愿者一同上船并一路护送。

5月26日，6点15分“海棠”顺利入海。

在“海棠”的回家之路上，仍充满未知与挑战它愿不

愿意回到大海、能不能顺利找到族群、可不可以自主捕

获食物……中科院此次会给海棠装上GPS定位装置，密

切关注海棠放归后的动向，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积

极做好相关保障。

回家

（本版文字图片综合新华社、海南日报、南海网客户端）

救治“海棠”引起了全国各地海洋生物专家

的关注，多方单位和企业的海洋生物专家赶赴现

场对“海棠”进行会诊，外籍专家也在线对“海棠”

救治进行了指导。

治疗

1月21日,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领航鲸“海

棠”的血液指标、外伤、体力均明显好转，为让其

有更大的水体环境进行恢复，于是转移至室外大

池进行进一步调养。

2月,领航鲸“海棠”游动姿态有所改善，展

现出明显的方向感，现场根据食欲状态对饵料和

营养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3月,根据领航鲸“海棠”的健康状况及血检

情况，停用了抗生素等部分治疗药物，以营养补

充和补气血的药物投喂为主。

在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办公室一块工作板

上记录着“海棠”治疗的日常工作：每天四餐，每餐

2.5公斤鱿鱼、0.5公斤鲱鱼；水质检测清理、每周采

血、消毒防疫……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5月7日，来自三亚市的十余名专家代表，对领航鲸

“海棠”的救治情况进行评估后，认为其健康状况良好，

具备野外放归条件。

评估

5月7日下午，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的户外水域，
领航鲸“海棠”冲出水面。

“海棠”是什么原因导致搁浅的？大家的回答大致

一样：“身体虚弱”。

“海棠”是一头亚成体短肢领航鲸。领航鲸是群居

性的动物，“海棠”可能是与族群走散，又加上未成年，捕

食能力弱，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受到达摩鲨的撕咬后，

导致身体虚弱搁浅海棠湾，也可能是为了躲避达摩鲨撕

咬导致搁浅。

原因

我的三亚之行
大家好，我是一头获三亚多方力量联合

救助的成年雄性短肢领航鲸，因搁浅于海棠
湾海域，大家都叫我“海棠”。5月26日6
时许，在大家的护送下，我已顺利回归大
海。从搁浅到重返深蓝，这145天，“鲸”生
难忘。

回想起1月3日搁浅时的情景，我仍心
有余悸。我体长3.6米，重500多公斤。没
有海水的浮力，我深知搁浅意味着什么：笨
重的身体将压迫骨骼和内脏致使折断、破
裂，无法呼吸，最终死亡。

“它严重脱水还伴有腹泻，身体非常虚
弱。”“身上伤口很多，不能直接放回大海。”
昏昏沉沉中，我隐约听到了人类的声音。他
们先是在我身上涂抹着什么，还不停地浇
水，尽管有些害怕，但是皮肤上的清凉很快
就让我紧绷的精神得到了缓解。

当天，我被送往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接受
救治。“‘海棠’不要害怕，我们来帮你，放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在耳
边响起，将我的斗志点燃。

担心我侧翻呛水，从各地赶来的志愿者
们24小时在水中轮班托举着我；为了帮我
更好地消化，保育员细心地将新鲜鱿鱼打成
泥；为实时监测我的身体状况，专家、兽医把
家安在我的隔壁……他们千方百计向我伸
出援助之手，将我不安的情绪一扫而空。

在悉心的救治下，我也有了“鲸”喜变
化：1月5日，我开始进食；1月9日，我可以
独立游动了；1月18日，肝功能恢复了正常；
1月21日，我搬到户外水域开启“畅游模
式”；1月23日，我终于可以下潜了；4月27
日，我的血检结果也正常了；5月7日，我通
过专家组评估，具备野外放归条件……

谢谢你们，这群可爱的人，用爱和温暖
给予我“涅槃重生”的勇气与力量。

谢谢你，三亚，这座美丽的城市，让我重
拾“鲸”彩鱼生。

南国都市报记者孙学新胡丽齐沙晓峰

选用哪种船只、行驶哪条路线、配备多少人力

……放归方案调整了一次又一次。

运输水槽:装入“海棠”后将有2吨多重。水槽高

1米、长4.2米、宽1.3米，带有6个滑轮和12个挂

钩，担架杆、担架布、海绵等配套设备准备到位。

海上放归:在500米深海域，吊悬担架入海。鲸豚

属于社会性动物，因此放归地点选择和原栖息地环境

相近并且有短肢领航鲸活动过的水域，让“海棠”尽

快找到族群。

陆面演练:反复检查，查找问题，补短板确保万无

一失。

方案

领航鲸搁浅海滩。

领航鲸转移到室内专业医疗救助池。 “海棠”身上有达摩鲨的咬痕。

“海棠”在治疗期间。

工作人员正在给领航鲸“海棠”抽血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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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治疗，“海棠”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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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志愿者使用无人机实时观察刚刚放归
大海的领航鲸“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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