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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生态长江纪实”报道组在江
西省星子县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鄱阳湖湖泊
湿地综合研究站。这是一个以鄱
阳湖为典型研究对象，以湖泊与
湿地生态系统及相互作用为观测
研究内容的野外定位研究站，
!""#年 $%月正式投入运营。

站长、研究员陈宇炜介绍说，
野外站包括多个科学小组，主要
研究湖泊水环境与水生态、湿地
水文生态过程等。小组每个季度
对湖区做一次常规监测，收集各
类水文、生态数据。站里还设置了
多个实验区，比较优势植物种群

因水位不同而产生的变化。
“前几年发现鄱阳湖一个趋

势是在变干，统计的时间段是从
!""#年至 !"&'年，五年里它是越
来越干了，优势植被随水位下降
往低海拔的区域在扩散。!%&'年
以后，它的水位又在上涨，并没有
延续持续下降的趋势。”陈宇炜
说，所以鄱阳湖是不是特别干旱
或由湿润转为干旱，还不能得出
结论。“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
能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并且我
们积累的数据也不够充分，尚不
到 &%年。”

他同时表示，研究发现人类

活动给鄱阳湖生态带来的压力越
来越大，一些区域有富营养化的
趋势。“东部一个较大的湖湾，我
们已经跟踪了几年，蓝藻水滑每
年都能够观测到。经我们调查，这
与那个区域有珍珠养殖有关，大
量高营养育的珍珠养殖废水进入
东部湖岸。”

除此之外，陈宇炜的研究团
队还发现这一区域的一些水生植
物已经消失，湖底从沙质变成了
以淤泥为主的地质，这实质也是
因为含了大量营养的缘故。
“虽然这一区域或鄱阳湖目

前没有大面积蓝藻爆发，但这是

个苗头，我们比较关注。每年 (月
份到 $$月份蓝藻发生的季节，都
会进行一个星期一次的高频次采
样和监测。今后如果遇到特殊条
件，如水位较高，水流缓慢，蓝藻就
可能生长比较旺盛。”陈宇炜说。

他还介绍，鄱阳湖是长江的
一个肾，它是武汉以下长江水的
主要来源，长江中下游有 $)*的
水都是鄱阳湖来的，目前做的研
究是努力去了解鄱阳湖本身以及
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关系，用一
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看它的基
本情况和基本条件是怎样的。

首席记者 姜燕

! ! ! !离开安庆，本报“生态长江纪
实”———溯江行动报道组前往鄱阳
湖区。近十余年，无序采砂成为鄱
阳湖和洞庭湖生态破坏的主要“杀
手”。一根巨大的吸砂棒伸入河床，
每小时吸砂量可达 $(%%吨，其对湖
区底栖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可见一
斑。另外，近年鄱阳湖水位下降显
著，中科院专家有研究表明，这与采
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天吸!金"!"余万元
站在江西省星子县南门码头向

鄱阳湖望去，距离湖岸数百米处即
可见密集分布的采砂船。采砂船船
体宽大，船舱中部有一座高高的三
角结构建筑，将它与其他船只区分
开来，船体各种缆绳、管子缠绕（见
右图）。采砂船周边停靠着等待运
砂的运输船，连绵的船只如同屏障，
排列在湖面之上。

乘快艇前往湖区深处的途中，
不时见到不同形状的采砂船。驾艇
的师傅说，根据水域地形和砂子的
特点，采砂船的设计各有不同。见
记者举起相机，他紧张地说：“不能
拍，采砂船很敏感的，让他们看见了
是自找麻烦。”他说，采砂船通常不
让不认识的船靠近，尤其是小船小
艇，一来是怕作业时吸力过大，小艇
受力倾覆，二来是太敏感。

由于经常在湖区里跑，师傅对
采砂的事情多少有些了解。他说，
采砂船是将一根直径近 $米的采砂
棒放到河床最深处，将淤泥与砂子
一起吸上来。采砂船会根据水位调
整吸砂的位置，水大的时候就开到
离长江更远的上游去采。
“再就是看砂子的质量，上游水

流急的地方砂子颗粒大、质量高，更
值钱。”师傅说，因为水流急，淤泥
会被冲走，颗粒大一点的砂子有分
量，才能沉积得下来。
另一个在采砂船上做过的渔民

说，采砂船在一块地方吸砂，一吸就
是几个月，采完了才走。湖区的砂子
是数百年沉积而成，短时间内难再
聚集。他说：“$%年前采过的地方，
现在去也没有什么产量。”至于采砂
船如何知道哪里被采过，他说，他们
整天在湖上跑，这一点肯定知道。
他还透露，采砂船一天 !+小时

不停地作业，好的时候一天毛利能
赚二十多万元。
白天所能见到的采砂船通常是

得到政府许可的，更有不少非法采
砂船趁夜间作业。有知情者说，即
使是持证的吸砂，吸砂的多少和区
域也很难控制，更何况是夜间在如
此广阔的湖区疯狂吸砂。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

院士团队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
过去十余年，鄱阳湖是长江砂石采
挖的“重灾区”，其采砂船数量一度高
达 +(%艘，一年的采砂量甚至达到鄱
阳湖 !%年沉砂量，连续 $%年高强度
的采砂使其 !%%余年的沉砂量采挖
殆尽。!%%)年以后，“重灾区”转向洞
庭湖区，每年采挖 ,%%%万立方米左
右，高峰年份一年的采砂量为洞庭
湖区 $%年左右的沉沙量。

严重影响湖区生态
大功率的吸砂棒严重破坏了底

栖生物的生存环境。江西省科学院
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长期

从事鄱阳湖研究，他说，不仅如此，
采砂还会造成水生生物如鱼类缺氧
等。鄱阳湖是候鸟越冬的重要区域，
鱼类生存状况的恶劣也会导致鸟类
食物的减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副研究员赖锡军和他的同事利
用现场和遥感观测数据，综合分析
得出结论，认为备受外界关注的鄱
阳湖水位下降与采砂密不可分。
“我们利用遥感技术，能清楚地

看到哪些区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
此确定采砂的采集范围。”赖锡军
说，有些洲滩在枯水季能看到，但
被吸采之后，洲滩就消失，只有水
了。另外，为探明湖泊水下地形的
变化，研究者们还多次踏勘现场并
用仪器测量出湖水道的过水断面、
水深、流速等。以上资料再与水位、
流量等历史观测信息结合分析，得
出最后结论。
他们比较了 $--#年至 !%$'年

鄱阳湖湖口形态的变化，发现了采
砂的影响。考察的三个区域湖底平
均高度在 $(年间分别下降了 -米、
'米和 ,米，水道在枯水期的过水
面积分别增加了 $!%*、$%%*和

,(*。星子县附近 (公里的水道，在
!%%!年到 !%%,年之间，水域面积
共增加了 ,.'平方公里，北面将近
$%公里的水道宽度，从 !%%米增加
到 #%%米。研究者认为入江水道形
态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变
化，无法归因于自然的力量。
而鄱阳湖水位出现显著下降的

时间节点，与鄱阳湖开始出现大规
模采砂作业的时间节点惊人地吻
合。在 !%%!年到 !%%-年间，每年
从鄱阳湖输出的砂石量达 !.') 亿
立方米。如此庞大的采砂工业，必
然对河湖形态产生重大的影响。研
究者认为，采砂导致河床变深，水
道变宽，湖口的泄流能力增强，向
长江排水增多，直接导致了鄱阳湖
水位下降。
根据这项研究写成的《采砂及

鄱阳湖不断增长的泄流能力：对湖
泊水位降低的重新评估》的科学论
文发表在《水文学杂志》（/012345 06

7892050:8）上。

非法采砂屡禁不绝
非法采砂为何屡禁不绝，合法

采砂如何控制，是多年来被关注的

一个话题。采砂是个暴利行业，而违
法成本相对来说过低。根据《长江河
道采砂管理条例》规定，未办理河道
采砂许可证擅自在长江采砂的，将
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
处 &% 万元以上 '%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扣押或者没收非法
采砂船舶。但这与采砂的利润比起
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层执法人
员说：“即使没收非法采砂船，再改
造一条也不过几十万元，几个晚上
就可以赚回来。”

在最近一年的新闻报道中，仍
不难看到江西、湖南等地非法采砂
船被警方抓获的报道。但从信息中
也可了解到执法的难度。如在近年
长江天兴洲洲尾水域警方的一次行
动中，由于偷采的采砂船有 !%余
艘，实在太多，警方力量薄弱，最后
只抓获其中 -艘采砂船。江西省也
曾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但收效
甚微。鄱阳湖水域面积广大，很多水
域的行政界线都还没划分清楚，导
致一些三不管区域成为非法采砂的
重灾区，而仅靠沿湖各县自身的力
量根本无法彻底治理。
目前，各地政府也在积极思考，

研究对策。江西省实施“河长制”及
采砂管理中的政府主导、国企运
作、多元参与的“南昌模式”；九江
市对河湖采砂采取“统一组织领
导、统一开采经营、统一规费征收、
统一综合执法、统一利益分配”的
“九江模式”，以期对长江采砂形成
较好的管理。
长江采砂由来已久，各类采砂

船一度遍布中下游干流河道。!%%!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长江河道采砂
管理条例》，重点打击之后，有所好
转，采砂业由干流转入通江湖泊和
支流。但“生态长江纪实”采访组随
后在湖北鄂州段长江得知，就在不
久前仍有不少采砂船在长江中采
砂，导致一个大沙洲只剩下一个“小
脑袋”，后被群众举报才停止。

首席记者 姜燕

鄱阳湖水位降低 采砂或为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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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养殖废水造成鄱阳湖富营养化
! 星子县鄱阳湖边的巨大砂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