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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文佳

位于葛洲坝下，中华鲟唯一的
自然产卵场，江面一片宁静。从
!"#$年 ##月起，在两个月的中华
鲟繁殖期里，科研人员动用了水上
水下全方位监测，却不得不面对残
酷的现实：!%&$年仍未监测到野生
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
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

江水产研究所 !以下简称长江水产

研究所" 等多家科研机构确认，从
!%&'年起，连续两年出现野生中华
鲟零产卵。专家表示，如果不及时加
强保护，中华鲟，这个世界最古老的
生物种群将面临灭绝危险。

连续两年野生中
华鲟零产卵
“水中国宝”中华鲟，是中国特

有的古老珍稀鱼类，也是世界现存
鱼类中最原始的种类之一，在地球
上已繁衍生息 &($亿年，可是如今，
它却被逼到了濒危的悬崖边。
“!%&$ 年，中华鲟在长江江段

还是没有发生自然繁殖。”主持此次
探测的长江水产所博士王成友叹了
口气。
声呐探测仪、水下高清视频、采

卵网打捞江底受精卵和解剖食卵
鱼———长江水产研究所等科研机构
动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可是，
两个月的繁殖期，毫无动静；连续两

年零产卵，警报拉响！
首次未现自然繁殖的监测报告

发布于去年初。当时，国内中华鲟四
家研究机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中华鲟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
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一致认可，“没
有发现中华鲟产卵现象”，在中华鲟
过去的产卵场，及其附近 !)公里的
江段，都没有。'!年来，这种情况出
现还是头一回。

水体环境恶化产
卵场被侵蚀

')年前，中华鲟是长江中的望
族，是渔民最常见的鱼类之一。然而
&*+#年葛洲坝工程截流，那道横亘
在中华鲟传统鱼道上的大门就这样

伴着大坝截流的欢呼声关上了。用
参与走访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博士吴
金明的话说：“那一刻起，中华鲟的
命运已经决定了。”

王成友介绍，#*+#年，到达葛
洲坝下的繁殖群体仅存 ##,'尾。好
消息是同年 ##月，科研人员发现中
华鲟已经在葛洲坝下游 +%%米处的
一个新产卵场开始产卵。坏消息是，
产卵规模大幅减小，“过去中华鲟在
#,%%多公里的金沙江繁殖，如今它
们挤在了 )公里的江段，大量鱼卵
堆积在一起。由于鱼卵过于集中，其
他鱼类肆意享受着轻易得来的美
味，而且，在高密度挤压下，鱼卵缺
氧，成活率降低。”

!%%$年，为了实现长江三峡水
利工程的顺利通航，葛洲坝再次动
工，在坝下大江中心建设一堵与河

岸平行的隔流堤，对横向水流进行
阻隔分流。这个隔流堤正好位于中
华鲟产卵场上。“中华鲟唯一的产卵
场受到了破坏，面积约 %('平方公
里的下产卵区消失，仅剩下 %(#平
方公里的上产卵区。”
产卵场被侵蚀，幼鱼群体青黄

不接，再加上河道航运、沿岸城市开
发、环境污染、渔民误捕……接连而
至的灾难使得在长江游弋的中华鲟
数量一次次下挫。但真正致命的打
击是三峡大坝蓄水通航之后出现的
滞温效应。
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

组组长危起伟分析，中华鲟的“临产
温度”必须保持在 !%(,!上下，但三
峡形成了一个巨型水库，这是一个
巨大的吸热容器，导致长江水温在
中华鲟繁殖季节上升了 '-$!，在
滞温的影响下，中华鲟的产卵时间
不断推迟：!%%'年后，中华鲟两次
产卵变为了一次，产卵时间也一直
在推迟，从 &%月份逐渐推迟到 &&

月份，最终酿成了这两年的悲
剧———&%月底，中华鲟亲鱼的性腺
已经发育成熟，并做好了产卵准备，
但是水温一直未能降到他们的“临
产温度”，它们只能不断等待。一个
月之后，长江水温仍未下降到
!%(,!，中华鲟预产期已过，其体内
的性腺已经退化，鱼卵被身体吸收
了。于是，进入长江的中华鲟没能完
成繁衍后代的使命。

维持物种须改变
长江生态现状
要让中华鲟自然繁衍，必须改

变长江的生态现状。水利部水工程
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这是一
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在理论上，如
果把当前存在的问题都解决，自然
物种是可以维持的”。他说，从科学
角度来讲，可以将长江生态环境恢
复到三十年前的状态。“且不论生态
调度的效果如何，仅从技术角度，对
大坝的泄水系统进行改造就是一个
尖端的技术难题，而且耗资巨大。”
但是，没有监测到产卵却并不

能断言野生中华鲟就此灭绝，“中华
鲟生活在海里，繁殖在长江，未成年
幼鱼，入海之后不会马上回到长江
繁殖，因此，在海里还有一部分中华
鲟群体。”王成友解释道，雄鱼的性
成熟时间为 +-&,年，而雌鱼为 &$-

!,年，此前的研究显示，雌鱼的繁
殖周期约为 $年，寿命超过 $%岁，
最长寿的中华鲟可以活到 !%%岁，
因此，短时间内，中华鲟尚不会灭
绝。此外，人们还尝试通过人工增殖
放流，挽救这一物种。

下一步，科研人员将会沿长江
中下游 &,%%多公里江岸，走访渔民，
寻找可能繁殖的中华鲟幼鱼。今年 $

月起，长江水产研究所还将发起又一
波长江口的监测，寻找幼鱼以及中华
鲟在其他地方产卵的可能性。

中华鲟连续两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
长江水体环境恶化 !水中国宝"面临灭绝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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