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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江豚与都市风光
并存”的生态故事

这两年，是南京江豚保护协会

志愿者武家敏观察江豚“最过瘾”

的时光。

一杯茶、一辆摩托车、一个装着各

种设备的专业摄影包，这就是武家敏

每逢节假日出门时的装备。沿着长江

南北岸绕圈，南京长江大桥、五桥、三

桥、大胜关大桥……一边骑一边拍。

南京人习惯把江豚称作江猪。“顺

风起浪时，成群的江猪会朝着起风的

方向排成一排‘哗哗哗’顶风出水，也

叫‘拜风’，冲过来的场景特别壮观。”

2007年，武家敏开始拿起相机记录它

们，15年间，拍摄了数万张江豚照片、

数百段江豚视频。

但十几年前，南京能看到江豚的

地点并不多，也就是中山码头和长江

大桥附近，其他江段要不就是沿线遍

布热纺织厂、水泥厂、造船厂，市民根

本到不了江边；要不就是岸边横七竖

八地停满了渔船，江豚不过来。

近年来，南京严格实施“十年禁

渔”政策，建立江豚救护基地，构建立

体化的监测管理体系。江豚飞跃出水

的场景也随之频繁现身城市干流江

边，离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为“江豚

与都市风光并存”的生态故事增添了

动人色彩。

自2020年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

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后，来来往往

的渔船消失了，江豚出现了向武汉江

段移动的现象，两年间，江豚在武汉城

区江段已出现20余回，近180头次。

而之前，武汉江段已经有十多年没有

出现过江豚了。

武汉市政府部门已表态，将通过

一系列政策全力支持“江豚重返武

汉”，并将其作为长江大保护工作的重

要内容深抓落实。

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

执法队员付连营告诉记者,当地建成

了武汉市长江禁捕渔政监管信息化系

统，俗称为长江禁捕天网工程，通过加

密补盲布点、增配无人机，市级新增

22个高点，统筹全市153个高点，将多

种前沿感知设备、智能技术、平台系统

全面打通，运用先进的视频感知、人工

智能、大数据、热成像联动识别等技

术，形成“全覆盖、可视化、立体式”的

沿江视频监管体系，确保禁捕水域全

景“看得清”，禁渔执法处置“说得清”，

区域事件“查得清”，护佑江豚等水生

生物免遭非法捕捞伤害。

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之
时，应更多强调就地保护

2006年的长江水豚考察，王丁是

总指挥，却只能沉重宣布，没能搜寻到

白鱀豚。随后不久，白鱀豚被

贴上了“功能性灭绝”的标签。

这意味着，江豚成为长江

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

根据资料，在上世纪90年

代末，长江里（包括鄱阳湖和

洞庭湖）共有2700头江豚，但

2006年的科考，江豚的数量也

明显减少，只剩下1800头。

王丁回忆起江豚“最危

急”的时刻——2012年，农业

部、中科院水生所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联合启动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

察，结果显示，与2006年的长江水豚考

察相比，江豚数量下降的趋势不仅没有

减缓，反正继续加快。当时的分析认为，

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江豚可能在20年

后（2032年）像白鱀豚一样消失。

作为最后，也是唯一还在研究白鱀

豚的一批人之一，王丁对江豚的保护有

着底线——经历了一次物种消失的他，

决不能让江豚重蹈覆辙。

在王丁看来，2012年是一个转折

点。当年，团队发布江豚种群加速下降

的结果后，全社会提高了对江豚保护的

认知。2014年，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

办公室出台长江江豚的保护行动计划，

这意味着，原先由科研机构很难推动的

实务层面，通过政府部门介入，后来都得

到了更好的执行。到了2017年，江豚的

数量为1012头，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

“过去的30年，江豚保护长期遵循

着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

护策略。”王丁介绍，就地保护重在采取

措施为长江江豚野外繁衍营造良好生存

空间。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8个长江

江豚自然保护区，整治非法排污、非法采

砂、非法捕鱼等问题。通过保护区的努

力，降低了江豚野外数量下降的速率。

迁地保护的选址并非是动物园、或

者人工饲养地，而是一些生态条件和长

江非常接近的地方，且面积比较大的水

域，能够在自由状态下自在生活。目前，

国内陆续建立起5个迁地保护区或者基

地。作为我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

区，利用长江故道建成的湖北长江天鹅

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豚种群数量

从1990年5头增至2021年的101头。

水生所从1996年开始启动人工饲

养，饲养工作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在人

工繁殖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

已繁育出二代江豚。“不能指望通过人工

繁育方式去挽救长江江豚，但可以通过

人工繁殖饲养，详细了解江豚的生理变

化、生长和繁殖规律，为江豚野外保护提

供重要参考。”王丁说。

他认为，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

目前最重要的是“更多强调就地保护”。

很多专家也持有同样想法，他们认

为，就地保护才是根本性保护手段，是长

江江豚保护工作的基础，保护物种的原

始环境和栖息地是根本选择。未来，应

进一步加强现有保护区的管护能力，适

时提升保护等级，同时在重点“空白”水

域新建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减少人类

活动产生的扰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质

量，减缓自然种群的下降趋势。

仍需定力久久为功，迎接
江豚可预期的黎明

王丁告诉记者：“目前为止，三大保

护策略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今天的

保护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长江大保护的一个抓手、突破口。

因为江豚是长江的旗舰种，从食物链的

角度来说，只有当食物链其他生物都得

到有效保护之时，才有可能保护好旗舰

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

不少专家认为，江豚皮肤细嫩，对水

质要求较高，在污染水域下难以生存，这

也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入河排污口

治理、岸线生态修复、小散乱码头整治等

措施对长江水质改善有了效果，“特别是

长江禁捕后，渔业干扰变小，鱼类资源丰

富，江豚觅食、嬉戏的通道被打通，分布

区域变大。”

的确，从各地的观察来看，可以确

定，江豚分布变广、人们肉眼可见的江豚

变多。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江

豚迅速回归。

“江豚现身的频次高，除了数量增加

这个可能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在长江大

保护的宣传下，过去对江豚知之甚少的

人们，对江豚这种珍稀旗舰物种的关心

明显提升，关注的人多了，拍照的人多

了，分享信息的人多了。”王丁提醒，不能

根据热搜以及关注度来判断江豚数量，

而是应该通过经过严格设计的，完整实

施的科学考察，“实际上，不同范围不同

规模的考察，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但只

有通过全范围的一次性考察，才能得出

完整的数量估计。”

他认为，长江江豚极度濒危的状态

并没有改变，影响生存的不利因素没有

完全消除，“近年来，禁渔、化工围江

的破局、散乱码头的清退、采砂作业的

整治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

一些问题，比如噪音、长江自然状态的

恢复等，可以尝试在无法一下子彻底解

决短板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这些问题所

带来的影响。”

长江大保护需要“雷霆万钧”之势，

也离不开“十年磨一剑”的坚持。

预计下半年，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

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将领导和组织开展

一次大规模的长江生态科考，中科院水

生所研究员王克雄表示，开展第四次长

江生态科考有助于准确掌握“禁捕”元年

长江生态环境和水生物种的基线；公布

长江江豚数量是对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

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物种多样性问题的

最及时回应；通过长江生态科考所获得

的大量科学数据，有助于打牢制定长江

保护政策的科学基础。

未来，长江江豚能够转危为安，迎接

一个光明的未来吗？

“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为今天的江豚

保护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长江大保

护则为江豚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

的机遇窗口。”王丁表示，江豚的保护和

长江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决不能放松，

还需要坚持科学保护的原则做很多工

作。但只要坚持科学保护，在长江大保

护的背景下，江豚保护的前景是可以预

期的，是光明的。

长江精灵，微笑归来
专家提醒：长江大保护既需要“雷霆万钧”之势，也离不开“十年磨一剑”的坚持

本报驻鄂记者 钱忠军 驻苏记者 赵征南

20年前的7月，人类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后一头活的白鱀豚“淇淇”孤
独离世。“长江女神”的离开，让长着一张萌萌的笑脸、被称为“微笑天使”
的长江江豚成为长江唯一的水生哺乳动物。

今年上半年，成群江豚不断于城市江段“露脸”。网友纷纷留言，“最
美的微笑回来了！”“十年禁渔效果显著”……

江豚的种群数量真的大幅增长了吗？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资
深水生濒危动物保护专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肯定了长
江禁渔对江豚种群恢复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提醒，“影响长江江豚生存的
因素中，捕捞只是其中之一，江豚数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不
能因短期成效有所懈怠。长江大保护是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而需
久久为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得益于不
断推进的长江大保护战略，江豚种群快速下降的趋势已得到遏制。

去年，江豚保护再获三大利好：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
行“十年禁渔”；2月5日，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公布，
将长江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级为一级；3月1日，《长江保护
法》正式实施。

王丁表示，保护江豚，并不仅仅是对一个物种的保护，而是通过保护
旗舰物种的显示器作用，进一步推动整个长江的保护。

目前，作为技术组副组长，他正在积极准备第四次长江生态科考相
关工作，这也是“十年禁渔”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长江生态科考。

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说：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考察，看到水更清、
鱼更肥、豚更多，一个更加美丽的长江，
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江豚等珍稀物种

的频繁现身让人们再次聚焦2021年

元旦开启的长江“十年禁渔”。

从2006年开始，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

首先提出“十年禁渔”。记者日前采

访了这位和鱼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耄

耋老人。他分享了禁渔倡议的初衷，

并对未来长江鱼类的保护提出了具体

的建议。

文汇报：江豚的频繁出没意味着
什么？长江禁渔为江豚生存环境的改

善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曹文宣：长江禁渔以来，以鱼为食
的江豚频繁现身江面，说明长江水生

态正持续变好。

造成江豚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捕捞：一方面，捕捞造成江豚的食物

大量减少；另一方面，捕鱼用的钩、网、

电对江豚的活动也是致命的。禁渔

后，鱼多了、干扰小了，江豚安全了，出

来得就多了。

文汇报：在长江大保护整体布局
中，“十年禁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曹文宣：影响长江生态环境的因
素有很多，化工厂、面源污染之外，还

有一个突出问题是采砂。在洞庭湖区

域，采砂让软体动物从70多种下降到

20多种，水草也少了，净化水质的能

力下降，整个水生态系统遇到了问题。

捕捞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禁渔不仅是保护鱼类的举措，还是

关于修复长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的

问题，“十年禁渔”是长江大保护的重

要抓手，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

决策。通过这个抓手，把保护和修复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

把水域生态修复。

文汇报：如果在长江生物完整性
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之时，我

们依然袖手旁观，最终结果是什么？

曹文宣：按照传统捕捞的方式、工
具，已经捕不到鱼，我们再不保护长

江，那是十分危险的。若是长江鱼类

资源再也无法恢复，不仅是生态系统

的重大损失，也会直接影响淡水渔业。

我国的淡水养殖在全世界规模最

大、产量最高，为人们提供动物性蛋

白，提供营养需求贡献很大。其中，四

大家鱼占养殖产量的一半以上。长江

是主要的苗种发源地，养殖要去长江

捞苗。但现在，苗种资源大幅萎缩。

从2003年开始，长江就实行了每

年3个月的春季禁渔，后来又延长至4

个月。但我和学生在禁渔后的7月份

去调查发现，刚刚生长几个月，不到

10厘米的幼鱼又被捞上来了，这些小

鱼也不吃，就拿去作饲料，资源极大地

浪费，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

我们知道，鱼类养殖久了，遗传多

样性就会退化，需要野生亲鱼的资源

来补充，因此，必须在长江里维持“四

大家鱼”一定数目的种群规模，持续提

供优质亲鱼，才能保障我国淡水渔业

可持续发展。

文汇报：长江鱼儿们已经转危为
安了吗？

曹文宣：原则上是这样，但还有很
多问题。长江鱼类面临的威胁不仅仅

是捕捞，栖息地的破坏也是其中之一。

最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列入

其中的长江上游鱼类增加了19种，川

陕哲罗鲑从原来的二级升为一级，说

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生存的威胁增加

了。原先，它们都是在流水中生活的，

现在部分水电站建设后，原先的栖息

地变成了“水库”，生存环境、繁殖环境

恶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文汇报：长江禁渔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禁”，

还要重视哪些问题？

曹文宣：第一，政府要花力气，把
渔民转产转业安置好，希望渔民家庭

上岸后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第二，物种资源的恢复上，要进一

步做好生态修复。“十年禁渔”是长江

生态修复的基础工作，但只是第一步，

之后还要修复物种栖息地。在长江上

游，一系列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对国民

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对水

流、水温等鱼类生境造成了改变。我

认为，未来需要对相关工程的建设划

一条生态红线，科学研判；此外，与大

水电站相比，效益差距巨大的支流小

水电站应当科学地清除，并通过建立

保护区等形式，把小的支流保护起来，

恢复它的自然流态，使鱼类进行摄食、

繁殖、越冬、仔稚鱼隐蔽避敌等生命活

动畅通无阻，成为长江一些特有鱼类

完整的栖息地。赤水河是非常好的例

子，它是长江上游唯一一条完整的生

态河流，保持着天然的水文节律，很多

珍稀的长江土著鱼在此产卵、繁殖，大

鱼、小鱼以及其他水生生物一起构成

了较为和谐的生态系统。

文汇报：“十年禁渔”之后，长江渔
业资源将恢复到何种水平？您对那时

的长江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曹文宣：目前，长江里多年不见的
鱼都现身了，包括鳤等。“十年禁渔”不

仅是保护那些珍稀、特有的鱼类，而是

大鱼小鱼都要好好保护，切实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十年禁渔”后，可以实行

科学的、可持续的捕捞，到时渔业捕捞

产量可以提高，同时很多物种能够得

到有效保护。

对于“四大家鱼”等鱼类而言，通

常需要生长3至4年才能繁殖。连续

禁渔十年，它们将有2至3个世代的繁

衍，种群数量将显著增加，未来，有望

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受

到生境变化的影响，它们生长期已经

缩短，想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千亿尾

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了。

白鱀豚、白鲟等长江珍稀物种相

继功能性灭绝，让人心痛。希望这样

的悲剧不再发生，爱长江就让她喘口

气，十年休养生息定能盼来水清鱼多。

——访“十年禁渔”首倡科学家、中科
院院士曹文宣

让长江喘口气，
定能盼来水清鱼多

专家访谈

▲江豚在

水中嬉戏。

武家敏摄

 长江禁

捕渔政监管信

息化系统。

（武汉市农业
农村局供图）

“最后”的白鱀豚“淇淇”离开20年后，江豚等其他长江水生动物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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