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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 持 续 开 展 种 群 普 查 、
科学监测、伤病救治、孕豚
护理等，让迁来的江豚能自
然栖息、繁衍”

天刚蒙蒙亮，十几艘小船从岸边出

发。航速快、声响大的快艇负责驱赶江

豚，其他渔船随之拉起一道拦网，快艇

继续在前方驱赶，渔船再顺势拉起一道

拦网……如此反复几次，江豚被限制在

岸 边 的 浅 水 区 ，工 作 人 员 开 始 合 网

捕捞。

这是今年 4 月下旬在天鹅洲长江故

道发生的一幕。这次江豚普查和迁地

保护行动，由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参与。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丁告诉记者，为避免江豚受惊被网缠

住而窒息，捕捞的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

翼，捕豚队还使用特制的担架运送江豚，

避免其摩擦受伤。

江豚上岸后，数名科研人员立即围

拢过来，争分夺秒为它们量体温、测心

率、做 B 超等。“经过普查，天鹅洲长江

故道的江豚种群已达 101 头，达到了故

道环境对江豚的最大容量。”王丁说，为

减轻故道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支持其它

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的种群恢复和发

展，经过挑选的 18 头江豚被送往湖北洪

湖老湾故道等迁入点。

迁移过程颇有讲究。“禁止迁移新

出 生 的 幼 豚 以 及 正 在 哺 乳 的 母 豚 ，同

时 每 迁 移 一 头 江 豚 ，都 会 建 立 相 应 的

种 群 谱 系 ，记 录 其 父 母 是 谁 、去 向 何

方。”王丁介绍，江豚迁移途中，会安排

专 业 车 辆 和 护 理 人 员 护 送 ，同 时 在 迁

入 地 周 边 水 域 设 舒 缓 池 ，让 江 豚 先 进

入 舒 缓 池 适 应 周 边 水 域 环 境 ，再 放 入

迁入地。

江 豚 迁 入 地 如 何 选 择 ，江 豚 迁 移

后 如 何 开 展 保 护 ？ 说 起 这 些 ，王 丁 的

思绪被拉回到 31 年前。 1990 年 11 月，

在 当 地 渔 民 帮 助 下 ，王 丁 所 在 的 科 研

团 队 从 长 江 干 流 捕 获 5 头 江 豚 ，并 将

它们放养到天鹅洲长江故道中。此后

3 年 ，科 研 人 员 陆 续 向 故 道 迁 移 了 10
余 头 江 豚 开 展 试 养 ，观 察 结 果 令 人 鼓

舞 ：这 些 江 豚 可 以 在 这 里 正 常 栖 息 、

繁衍。

“相对而言，长江干流人类活动较

多，江豚保护不可控因素较多。将部分

江豚迁移到人类活动较少且适于豚类

栖息的半自然水域，可以促进其自然繁

殖，达到种群保护目的。”王丁说，经前

期调查，科研人员最终把迁入地选址目

标锁定在天鹅洲长江故道，“故道水质

与长江水质状况相近，水中鱼类资源丰

富，可为江豚提供较充足的饵料，且航

运等人类活动较少。”

1992 年 10 月，天鹅洲保护区获批成

立。参与保护区江豚保护工作近 30 年，

2008 年初的那次紧急保护行动，让王丁

印象最深。

“当时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雨雪

冰冻灾害，我们整个保护区水面几乎全

部结冰。而江豚用肺呼吸，每隔一段时

间就要出水换气。”王丁回忆，“保护区

紧急增调破冰船，不分昼夜航行破冰。”

最后发现保护区内 5 头江豚死亡。经鉴

定，原因是江豚为顶破冰层，皮肤被冰

块划伤后严重感染致死。

“迅速摸排监测，紧急救治受伤江

豚 ！”当 时 ，王 丁 带 领 科 研 团 队 和 保 护

区 工 作 人 员 一 道 ，采 用 声 驱 网 捕 的 方

式分批将 22 头受伤江豚捕捞上岸，发

现 它 们 的 头 面 部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划 伤 。

科 研 人 员 立 即 为 它 们 涂 抹 药 水 、注 射

消炎针剂和抗生素，开展全面体检、治

疗 ，并 通 过 信 标 跟 踪 记 录 技 术 实 时 监

测 其 健 康 状 况 。 最 后 ，22 头 受 伤 江 豚

全部康复，其中 5 头怀孕江豚，后来都

顺利生产。

“这些年来，科研人员在这里持续

开 展 种 群 普 查 、科 学 监 测 、伤 病 救 治 、

孕 豚 护 理 等 ，让 迁 来 的 江 豚 能 自 然 栖

息、繁衍。”王丁介绍，在保护区科研人

员 精 心 呵 护 下 ，天 鹅 洲 故 道 江 豚 种 群

数 量 近 年 来 正 以 每 年 约 10% 的 速 度

增长。

巡护员谭佑先——
“ 制 止 捕 捞 行 为 ，防 止

农业面源污染，保障迁居这
里的江豚吃得饱、活得好”

夏日清晨，骑上摩托车，带上执法

记录仪、对讲机和望远镜，天鹅洲保护

区巡护员谭佑先开始了一天的巡查。

江边步道长满杂草，灌木丛中弥漫

着湿热暑气。无法骑行的区域，他就步

行蹚水，不一会儿，身上的巡护服已被

汗水浸湿。“我们通过步巡、车巡、船巡

等方式，日夜守护着这里的江豚。”

经 年 累 月 ，每 天 巡 护 上 百 公 里 河

段，谭佑先被晒得黢黑，腿和手臂上还

留有被湖边植物划伤的痕迹。

巡查时路过农田，谭佑先总会认真

查看有没有被随意丢弃的农药瓶，并常

向 村 民 宣 传 随 意 丢 弃 农 药 瓶 的 隐 患 。

“遇到下雨天，这些农药瓶很可能被冲

进天鹅洲故道，影响江豚的生存环境。”

谭佑先和队友还会仔细搜寻水下

可能隐藏的各种非法捕捞渔具，遇到有

人偷捕，立即上前阻止，收缴对方渔具，

并联系相关执法机关。

“这些年，非法捕捞现象已经大幅

减少，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珍稀水生动物

的生存环境。”谭佑先说。

长江石首段曾是白鱀豚、江豚、中华

鲟等珍稀水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在江

边长大的谭佑先记得，小时候常能见到江

水中不时出没的江豚、白鱀豚。

“过去，过度捕捞减少了长江豚类

动物的食物来源。”谭佑先曾是天鹅洲

故道附近新堤渔场的渔民，他说，“过去

我们捕鱼，坚持适度原则，捕捞上来 2 斤

以下的鱼都重新放进江里。后来，鱼越

捕越少，越捕越小。”

2006 年起，为保护江豚等珍稀水生

动物，天鹅洲保护区陆续拆除周边养殖

围网，加强渔业捕捞监管，同时引导周

边渔场包括谭佑先在内的 500 多名渔民

上岸转产。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作为长江流域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之一，天鹅洲保护

区正式实施全面禁捕。保护区及周边所

有渔民获得退捕安置补偿，参加石首市组

织的技能培训，上岸转产。执法力度也在

不断加大，2018 年初，天鹅洲保护区与当

地渔政、公安等部门成立长江江豚保护与

联合执法合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联合执

法，专项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同年初，谭佑先应聘成为保护区巡

护队的一员。“制止捕捞行为，防止农业

面 源 污 染 ，保 障 迁 居 这 里 的 江 豚 吃 得

饱、活得好。”对巡护工作，他觉得虽有

点辛苦，但很有意义。

天鹅洲保护区管理
处主任胡良慧——

“保护措施不断完善，水
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修复”

走进天鹅洲保护区的视频指挥中

心，只见墙上大屏幕实时显示着保护区

内 10 多个不同水域的画面。工作人员

坐在指挥中心，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水

质指标，还可迅速锁定非法捕捞现场，

并通过无人机喊话驱离偷捕人员。

“这套‘智慧巡护系统’有效解决了

我们巡护人手紧张问题。”天鹅洲保护

区管理处主任胡良慧介绍，目前保护区

在编人员只有 13 人，为加强保护力量，

又从退捕渔民中招聘了 6 名巡护员。

2019 年，保护区与有关企业、公益组

织等合作，引进智能监控设备和无人机，

在天鹅洲长江故道和周边长江干流的重

点区域安装水下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建

立起巡护监控网络。胡良慧介绍，近年

来，湖北省还专门拨出项目资金 1300 多

万元，支持保护区建设办公、科研、科普

场所和监测塔等。

除了硬件配套，保护措施也在不断完

善。胡良慧回忆，1998 年夏，长江流域遭

遇特大洪灾，长江干流的洪水涌入故道，

一些江豚被冲入长江干流，工作人员紧急

采取拦网方式，保住了 10多头江豚。

第二年，当地政府在天鹅洲故道东

西两端建坝拦水，并在东端大坝修建天

鹅洲闸。“长江干流汛情吃紧时紧闭闸

门，防止干流水涌入故道。正常丰水期

则会择时打开闸门，让故道与长江干流

水体交换，提升保护区水质。”胡良慧把

故道称作“半封闭水域”，“由于长江干流

水位高于故道，打开闸门，干流水域的鱼

苗可以一道流入故道，通过‘灌江纳苗’

为江豚提供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

水域环境也在不断改善。过去，一些

周边居民在故道洲滩上挖鱼塘、搞养殖，

加之不合理的围湖造田，导致故道周边湿

地退化、水草和鱼类资源减少。近年来，

保护区大力实施湿地修复工程，同时选取

一些浅水区域，通过放置棕榈叶模拟水草

环境，搭建了 3000平方米的“人工鱼巢”，

吸引鱼群产卵。

“每年 3 至 6 月是鱼类的产卵期，水

面下经常可见密密麻麻的鱼群。”胡良

慧说，保护区每年还直接增殖放流各种

鱼类千万尾以上，以改善水生态，保障

江豚的食物来源。

“巡护监控、季节性水体交换、修复

湿地、搭建人工鱼巢……保护措施不断

完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修复。”胡

良慧说，保护江豚不仅靠保护区，还要

依赖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修复。

饲养员丁泽良——
“ 通 过 人 工 饲 养 ，可 以

详细了解江豚的生理变化、
生长繁殖规律”

上 午 11 点 ，丁 泽 良 端 着 一 盆 饵 料

鱼，走进位于天鹅洲保护区的江豚饲养

基 地—— 一 个 200 多 平 方 米 的 人 工 网

箱。两头江豚正在水池里畅游，丁泽良

蹲 在 水 池 边 ，将 几 条 小 鱼 送 到 水 面 上

方。不一会儿，一头江豚游了过来，一

口吞掉小鱼，转头又回到水中，时不时

探 出 水 面 换 气 ，发 出“ 噗 哈 、噗 哈 ”的

声音。

今年 54 岁的丁泽良原是天鹅洲渔

场副场长，15 岁起就跟随父辈在长江边

打鱼。天鹅洲保护区成立后，他和一些

渔民被组织起来，帮助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专家开展江豚普查、科学监

测。2008 年初雨雪冰冻灾害发生后，保

护区将几头伤势较重的江豚放在人工

网箱救治，康复后放归故道，仅留下一

头取名“天天”的雄性江豚试养，不久又

从故道引入一头雌性江豚“娥娥”与它

做伴。那一年，丁泽良成为它们的专职

饲养员。

为何要在网箱人工饲养江豚？丁

泽良的一本工作日志引起记者注意，上

面详细记录着每天监测的故道水温、溶

氧率、酸碱度等，以及江豚每餐的喂食

时间、喂食量，皮肤是否光泽、粪便是否

异常、呼吸是否清脆有力等身体状况及

行为观察。

对 丁 泽 良 来 说 ，这 样 的 近 距 离 观

察，可以更好地了解江豚的身体及周边

环境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观

察粪便，如果发现江豚拉肚子，就会及

时喂一些调节肠胃的药物，并在饵料鱼

中 添 加 维 生 素 、生 理 盐 水 为 它 补 充 营

养；江豚怕热又怕冷，最适宜生活在 10
至 28 摄氏度的水温环境中，如遇高温天

气需打开底水泵进行水体交换，给网箱

降温。

在人工网箱里，“天天”和“娥娥”茁

壮成长。2016年 5月，它们的孩子“贝贝”

顺利出生。“‘娥娥’怀孕期间，我们采取

了营养调配、水温调节、水质改善等多项

安全措施，保证其顺利分娩。”丁泽良说。

这样的人工饲养也为江豚保护提

供了重要参考。王丁举例说：“经过长

期人工饲养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春

季是江豚繁育的旺盛季节，同时江豚孕

期所需的食物量比往常更大。为此，每

年 4 至 6 月保护区都会安排人员增加巡

护频次，确保 24 小时有人巡护，并给怀

孕江豚增加喂食量。”

这些年，从哺乳、断奶到摄食、营养

补充，“贝贝”成长的每一个细节，丁泽

良都认真观察，记录在案。根据年龄、

体长和部分生理指标判断，丁泽良还在

“贝贝”进入青春期后协助科研人员对

它实施野化训练：尝试为其投喂活鱼，

之后放入更大的围栏中使其适应野生

环境，逐步获取野外生存能力。

2020 年 7 月，科研人员将“贝贝”放

入到天鹅洲故道自然水域。看着自己

喂养大的“贝贝”消失在水中，丁泽良虽

有不舍，但更理解这件事的意义：“通过

人工饲养，可以详细了解江豚的生理变

化、生长繁殖规律。人工饲养的江豚经

野化训练，也能获取捕食能力，融入自

然环境。”

王丁介绍，迄今我国在人工饲养条

件下成功繁殖并存活的长江江豚已有 6
头，构建起了母豚和新生幼豚护理、江

豚健康管理和常见疾病防治等较为成

熟的人工繁育和保护技术体系，为江豚

的迁地保护等野外保护工作提供了有

力支撑。

上岸渔民杨家炎——
“ 不 仅 是 为 了 保 护 江

豚，更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每年 4 月，小龙虾上市季节，天鹅洲

保护区周边柴码头村的养殖户杨家炎，

就开始从自家稻田捞起一筐筐青红色

的小龙虾，经分拣、打包、运输，销往荆

州、武汉等地。

“这是虾稻共养的虾，比吃饲料长

大的虾平均长 1 至 2 厘米，每斤收购价

高出 2 至 3 元。”今年 61 岁的杨家炎过去

也是渔民。7 年前，看到保护区管理越

来越严，他寻思着另找出路。听人说养

虾效益好，杨家炎主动上岸，流转 60 亩

土地，尝试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但因

缺乏技术和经验，前几年一直亏损。

杨 家 炎 说 ，为 追 求 快 产 出 和 高 收

入，他当时大量投饵施肥，结果水体富

营养化，很多小龙虾生病。

长 期 以 来 ，当 地 农 民 过 量 使 用 农

药、化肥和饲料，类似的粗放生产经营

方式，不仅影响农户经营收入，也影响

长江和天鹅洲故道水质。为加强对江

豚等珍稀物种保护，1999 年 3 月，石首市

成立天鹅洲生态旅游经济开发区（以下

简称天鹅洲开发区），下辖天鹅洲保护

区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5 个村、1
个社区，总人口 1.7 万余人。

“我们印发公告，要求沿故道洲滩

种植养殖户做到‘人放天养’，进一步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减少农业面源污

水直排故道。”天鹅洲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郭传兵介绍，自 2017 年起，开发区累

计投入上千万元，拆除搬迁故道周边的

各类养殖场，腾退土地 300 余亩。在开

发区街道和故道周边建设 3 个污水处理

厂，收集处理居民生活污水。

在开发区请来的专家指导下，杨家

炎转型搞起了生态种养，“给小龙虾喂

食黄豆，减少饲料投喂，用生物有机肥

代替化肥，不打农药……”效果很快显

现，稻田土壤条件和水质得以改善，小

龙虾品质也得到保证。2018 年，杨家炎

扭亏为盈，当年养殖纯收入近 10 万元。

去年，他又流转了 50 亩土地，扩大种植

养殖规模。

“好生态带来好日子。”如今，杨家

炎对改善保护区生态环境条件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不仅是为了保护江豚，

更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图①：天鹅洲保护区的长江江豚饲

养基地里，江豚“天天”“娥娥”“贝贝”一

家三口。 天鹅洲保护区供图

图②：天鹅洲保护区专职饲养员丁

泽良在给江豚喂食。 赵 辉摄

图③：天 鹅 洲 保 护 区 的 江 豚 饲 养

基地。 天鹅洲保护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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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间，通过迁地保护，湖北天鹅洲长江故道江豚种群数量从5头增至 101头

保护长江江豚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本报记者 范昊天

清风徐来，水光粼粼，不时可见几头江
豚探出水面。这里是长江湖北石首段北岸，
月牙形的天鹅洲长江故道内，逾百头长江江
豚在此栖息、繁衍。

长江江豚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
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与之
相通的洞庭湖、鄱阳湖。过去一段时间，受
长期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种群数
量持续下降。

我国高度重视长江江豚保护。自上世
纪 80年代起，逐步探索了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其中，迁地保
护，即选择一些生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
域建立迁地保护地，是当前保护长江江豚
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至今，我国已建立
5个迁地保护地，迁地群体总量超过 150头。

成立于 1992年 10月的湖北长江天鹅洲
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天鹅洲
保护区），是我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
区。保护区位于湖北荆州石首市，辖 89 公
里长江石首江段和 21公里天鹅洲原长江水
道，总面积 217.7平方公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长江江豚保护措
施、机制不断完善。2016年 12月，原农业部印
发《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
提出“基本维持干流和两湖长江江豚自然种
群相对稳定，自然种群的衰退速度明显下
降”等目标。农业农村部 2018年 7月发布的
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情况显示，长江江豚数量
约为 1012头，极度濒危状况虽仍未改变，但
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得到遏制。2018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

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以中华
鲟、长江鲟、长江江豚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水
生生物抢救性保护行动”。

截至今年 4月，天鹅洲长江故道江豚种
群数量从最初的 5 头增至 101 头。近年来，
天鹅洲保护区还向湖北洪湖老湾故道、安
徽安庆西江等江豚迁地保护区和保护场所
输出江豚 24 头，成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
源输出的重要基地。

日前，记者走进天鹅洲保护区，寻访长
江江豚迁地保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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