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國際通用的大熊貓族譜是由國際統一編號、
統一編寫標準的圈養大熊貓命名體系。每隻大熊貓

會分配到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相當於人類的身份證號，這個號碼
對應的名字就是大熊貓的正式名字，基本都要求在名字中體現與其
族群的聯繫，以便在相關科研過程中追蹤、辨識。

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工作人員介紹，一般來說，大熊貓命名
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取乳名。大熊貓幼仔出生後，飼養員會
為牠取乳名，用來與其他熊貓作區分，當大熊貓獲得正式名字，原
來的乳名也會逐步淡出。

納入大熊貓族譜的正式名字，命名方式大體上也可以歸為4類。
第一類是公開徵集；第二類是官方發布，例如2017年，成都旅法大
熊貓「歡歡」誕下的幼仔，命名儀式在法國舉行，中法兩國各界近
千人出席儀式，為其命名「圓夢」。第三類是公益冠名，可以是國
際組織或保護機構命名並授予其形象大使，在國內外推廣保護理
念，亦可以是企業或個人公益認養，獲得取名權，還可以是邀約冠
名。第四類則是繼續沿用乳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徵名賽有先例「樂樂」「盈盈」中選

市民紛獻名首重好意頭「繽繽」「紛紛」同成大熱之選
中央政府贈送香港特區的一對大熊貓將於明天抵埗，與市民共賀國慶佳節，香港特區政府將在10月進

行全港性的徵名比賽，為這對原名為「安安」、「可可」的大熊貓重新命名。比賽未開始，市民已創

意大爆發，想出各種好意頭的新名，馬太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我想給牠們取名『吉吉』、『利

利』，希望牠們大吉大利。」洪先生說：「男的叫『平平』，牠本身叫『安安』，新舊名加埋就

是平平安安。女的叫『家家』，家庭的家，寓意香港是一個家。」謝小姐說：「叫『財運』、

『亨通』，（帶來）一些財運，讓香港經濟好些、可重新復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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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倡善用「熊貓經濟」 打造城市名片

不少網民踴躍為一對大熊貓的名字獻計，有人直接建議命名為「香香」及「港港」，另有人建
議切合香港景況或對未來的期盼改為「繽繽」、「紛紛」；「榮榮」及「華華」。中國香港

代表隊早前在巴黎奧運表現出色，有網民建議以兩名奪金運動員的名字為大熊貓命名，即「家
朗」及「旻憓」。亦有國家觀念重的網民建議改為「國國」、「安安」；「國安」、「家
安」；以及「建國」、「興邦」等。
這對大熊貓已5歲，一直被人叫慣作「安安」、「可
可」，日後改新名，牠們能否認出是自己的名字？
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講師鄧美娟表示，一
些聲音指令是很簡單，亦很重複，要讓大熊貓適
應到或辨認到，就要作出相對應的動作。「另
外一個就是身體語言，所以若海洋公園的飼
養員及都江堰的飼養員，所用的聲音命令
或身體語言都是一致，大熊貓就會根據
名字，做到相對應的動作。」

專家：發音勿與日常指令太似
內地專家介紹，首先要為大熊貓取短而有
力的名字，且應避免發音與日常指令過於相
像，以免混淆。然後飼養員就要努力以食物和獎
勵機制，讓大熊貓建立正向聯繫，讓大熊貓對這個
名字產生強烈連結，聽到名字就會積極回應。此外，
訓練大熊貓要有耐心，當大熊貓沒有回應時，不要重複
呼喊名字，這樣會讓大熊貓很疑惑，可能造成反效果，
「往後你只喊一次就不會理會。也千萬不要大叫或大聲用斥責的語
氣喊大熊貓的名字，大熊貓或許將名字記憶變成負面信息。」
不過，大熊貓其實並不理解人類的命名行為。例如四川大熊貓基
地頂流明星熊貓「和花」（小名「花花」），聽到別人叫牠「花
花」似乎沒反應，當聽到將其養大的飼養員譚爺爺大叫「果賴（過
來）！果賴（過來）！」「花花」就會雙眼一亮，飛奔而來。不少
網友開玩笑說，「花花」可能以為自己名字叫「果賴」。原來譚爺
爺每次開飯前，都大叫「果賴（過來）！果賴（過來）！」所以四
川基地所有熊貓，都只對「果賴」的叫喊聲有迅速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向芸）即
將抵港的一對大熊貓原名分別是「安
安」、「可可」，牠們都是明星級熊貓的
後裔，其中雄性的「安安」（譜號
1183），於2019年6月28日在中國大熊
貓保護研究中心出生，頭圓長，動作敏
捷，聰明好動，個性外向活潑。牠的母親
是「林冰」（譜號740），是旅泰大熊貓
「林惠」在泰國清邁動物園產下的首隻寶
寶，是泰國家喻戶曉的明星。「林冰」其
後回故鄉四川進行婚配，與「武崗」（譜
號502）誕下「安安」等6名子女。

至於雌性的「可可」（譜號1180），
原名「甜可」，2019年6月於中國大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神樹坪基地出生，性情溫
順、活潑好動，善於攀爬，典型的大熊
貓界「假小子」。其母親「漢媛」、父
親「津柯」，哥哥「麒麟」，妹妹「科
源」。2024年，「可可」遷家至成都大
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內地飼養員獸醫將陪同赴港
據悉，「安安」和「可可」啟程赴港
時，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將派出1名
飼養員和1名獸醫陪同前往並在港逗留一
段時間，幫助兩隻大熊貓盡快熟悉並適應
新家。目前，熊貓中心和香港海洋公園正
有序地推進運輸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全
力保障兩隻大熊貓平安、健康抵港。
每次運輸大熊貓前，專家和飼養
人員都要提前作出周密的計劃和
安排。比如提前定製專用籠
箱，讓熊貓在箱內都有足夠
空間活動。飼養員會將籠箱
放在圈舍裏，讓大熊貓熟悉籠
箱內的環境和氣味，同時進行進
出籠訓練，有的還會模擬飛機運輸
時的晃動和聲音。
在搬運過程中，大家會盡量保持安

靜、快速，並減少外界如噪音、閃光燈
等對大熊貓產生的各種刺激。坐汽車到

機場的路途中，一切以熊貓安全為主，
如果比較顛簸就會減低車速，有需要時
會停車讓熊貓休息，飼養員也會不時安
撫熊貓的情緒，並適時餵飼食物。
到達機場後，大熊貓將從「綠色通

道」優先快速安全檢查，籠箱上註明有
大熊貓名字、譜系等信息，盡可能確保
大熊貓最後上機和最先下機，以減少在
飛機上停留的時間。為了確保大熊貓的
安全和健康狀況良好，工作人員提前為
大熊貓準備好過程中所需要的食物，比
如新鮮的竹筍、蘋果、窩窩頭等。下機
後則會盡快辦理入境等手續，並及時將
大熊貓運送到指定的檢疫場所。

運載專機模擬地面生活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證大熊貓的健
康，運送熊貓的專機將盡可能地模擬到
地面的生活條件。因為熊貓喜寒不喜
熱，機組將保持全程清涼，同時保證了
充足的氧氣，適宜的溫度、濕度和壓
力。比如運送「盈盈」、「樂樂」的航
班溫度就控制在攝氏10度左右；同時在
起飛、下降過程中實施全程監控，保持
平緩的上升或下降梯度。
飛行過程中，經驗豐富的獸醫和飼養員會
全程陪同照顧，隨時進入主貨艙探視、照料
熊貓。萬一熊貓出現不適，飼養員會盡可能
地用食物安撫，護送大熊貓安全到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香港將
擁有6隻大熊貓組成的熊貓家族，坊間
已有不少商戶以熊貓為噱頭生產各類
產品，海洋公園所在的南區更打造一
條 熊 貓 走 廊， 充 分 營 造「 熊 貓 經

濟」。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6隻
大熊貓組成的熊貓家族恍如香港社會
投影，給予市民及旅客強烈投入感，
政府及各界可以好好把大熊貓家族打
造成香港的城市名片，所帶來的正面
效益不僅僅是直接經濟利益。
崔定邦說：「我們的一對大熊貓終於
開枝散葉，有了港產熊貓小姐弟，雖然
出生時很脆弱，但頑強健康成長，進入
暴風式成長階段。中央支持下，又有
一對新來港大熊貓，壯大我們的熊
貓家族。這幾乎就是香港社會兼
容並蓄、海納百川的縮影。熊
貓家族快樂健康成長，會成為
市民心中香港社會健康成長的象
徵。」

建議海園添包裝 延續熊貓熱
他建議海洋公園參考海外熊貓主題公
園，以及迪士尼樂園的營銷方法，設計
種種故事背景、主題活動，讓大熊貓熱

潮維持下去：「迪士尼由最初的米奇老
鼠，到引入整個迪士尼經典人物，就在
於不停包裝各種引人入勝的故事和主題
活動。如何設計香港熊貓家族的故事，
與香港一齊成長，是海洋公園需要花費
心思進行的長期項目。」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林健
鋒表示，只要商界願意多花心思，就能
帶動經濟。至於能否全面盤活經濟，則
需要各方配合，帶旺香港。他舉例，酒
店業可以設計熊貓套餐，推出大熊貓主
題的套房；又如玩具製造商可以推出熊
貓玩具等。

學者：要把「熊貓經濟」化作產業鏈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表
示，任何經濟都講求是否可持續性，而
熊貓是有生命周期，單靠熊貓來推動經
濟是不切實際，亦「計唔掂數」。所
以，他認為要作長遠規劃，把「熊貓經
濟」化作產業鏈打造，以此作為契機推
出旅遊的「組合拳」，才能發揮效用。

名字列族譜 助科研辨識

專家做足準備迎「名門之後」

靚名迎萌娃靚名迎萌娃 盼港盼港「「家安家安」「」「興邦興邦」」

◀特區政
府將為新來

港的大熊貓舉
行全港性的徵

名比賽。圖為將
於明日抵港的大熊

貓「安安」。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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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上一次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區贈送大熊貓要追溯至
2007年，當時適逢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國家林業局

從15隻候選大熊貓中，選定了一對健康活潑的來港。當時牠們年僅
一歲半，香港特區政府其後舉辦命名比賽，共收集到6,700對名
字，最終由5人組成的評審團選出「樂樂」、「盈盈」作為一對大
熊貓的名字。
當年4月26日，「樂樂」和「盈盈」順利從四川臥龍的中國保護
大熊貓研究中心，乘搭專機飛往香港國際機場。一對大熊貓抵港
後，香港特區政府隨即於機場舉行「大熊貓交接儀式」，並簽署交
接證書，標誌一對大熊貓正式移交香港特區，並安排牠們入住香港
海洋公園。園方翌日表示，入住公園後的首24小時，兩隻大熊貓狀
況良好，並開始逐漸適應新環境。
時任公園動物及教育總監吳守堅表示，大熊貓到達公園後很快便
自行從運載箱子裏爬出來，首先巡視四周環境，並於一小時後開始
進食，入園後整體狀態理想。由四川臥龍跟隨大熊貓到港的獸醫王
承東和飼養員何長貴亦表示，根據觀察，兩隻大熊貓在新環境顯得
開心興奮，沒有感到緊張，牠們的食慾和排便皆正常，適應良好，
似乎已經喜歡上新家。

60天檢疫適應期後公開亮相
「樂樂」和「盈盈」接下來經過30天隔離檢疫期以及30天適應

期，7月1日起正式與公眾見面。當時公園還有另兩隻最早來港的大
熊貓「安安」和「佳佳」，海洋公園為四隻大熊貓特別改建了館舍，
拉近遊人與牠們的距離。據了解，改建的熊貓館面積約600平方米，
仿照四川天然環境設計，並為4隻大熊貓分成三個獨立的活動範圍，
「安安」和「佳佳」分別在一個區間，「盈盈」和「樂樂」則安排共
同居住，希望牠們「早生貴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圖為「樂樂」、「盈盈」當
年抵港的情況。 資料圖片

●圖為南區打造的「熊貓走
廊」，充分營造熊貓熱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 海 洋
公園將迎來

一對新熊貓。
海洋公園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