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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组长，从事白鳍豚、江豚和其他一些珍稀水生野生

动物的行为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 

    今年11月6日至12月13日，为了对目前长江豚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在农业

部和中科院的支持下，我们邀请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瑞士六国的鲸类专家，进行

了“2006长江豚类考察”。此次考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豚类考察 

    白鳍豚和长江江豚是生活在我国长江中的两种珍稀动物，我们把它们通称为长江豚类。长江豚类

是长江水生生命系统的旗舰物种。白鳍豚是仅生存于我国长江中的一种极为珍稀的淡水豚类动物，

它的消失不单单是一个物种的灭绝，也将代表着哺乳动物中一个科动物的灭绝；尽管相对而言，江

豚是一个广布种，但长江江豚的消失将是唯一一个江豚淡水亚种的消失，因此长江豚类保护工作的

本身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此外，作为长江环境的指示物种，长江豚类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长江豚类处于长江生命链条的顶端，对长江生命系统的变化非常敏感，例如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以及重金属等很容易沿着水生食物链在豚类体内逐级积累，因此豚类被认为是淡水水体污染物的

“放大镜”，对于淡水水体环境监测具有重要指示作用。而且，由于长江豚类处于长江营养级的顶

端，水生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会对豚类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长江豚

类对维持长江水生生物群落的稳定可能也具重要作用，作为顶级捕食者，它们对低营养级物种具有

调节作用，可以通过抑制一些优势物种对其他同营养级物种的竞争作用，使水生生态系统的物种多

样性保持稳定。因此，一个豚类种群的存在和生存状况可以反映出其所栖息的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状况。 

    令人失望的考察结果 

    然而，目前长江豚类种群迅速濒危的现实却印证着长江生命系统逐渐衰退的过程，它们在长江中

的日渐濒危也预示着被称为“母亲河”的长江将渐渐失去生命的气息。 

    本次历时近6个星期的考察没有发现一头白鳍豚。结果多少令人有些失望，但是也在预料之中，

说明白鳍豚确实已经极度濒危。不过，很多媒体据此报道说白鳍豚已经灭绝，这个结论还缺乏科学

依据。首先，此次考察采用的双程截线抽样法不能确保会记录到所有动物个体，加上航行条件的限

制,考察未能覆盖全部水域，所以仅凭一次考察不能简单定论白鳍豚已经灭绝；另外，一般野外灭绝

物种是指连续50年在野外没有观察到任何个体的物种。然而，在近些年我们都接到过发现白鳍豚的

报告，2004年我们还发现了白鳍豚搁浅标本。 

    另外，本次考察发现，长江江豚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经过初步的数据分析，我们估计，包括

两大湖区和长江中下游干流的长江江豚数量可能在1200头至1400头左右，仅为上世纪90年代早

期的一半，种群下降的速度也十分惊人。 

    如果白鳍豚和长江江豚不能在长江生存，恐怕终有一天，长江也不能支撑同是哺乳动物的人类的

生存。 

    长江豚类持续濒危的症结 

    我们早就对造成长江豚类的致危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渔业的过度捕

捞、非法渔业、环境污染、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长江航运等。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发现，近些年来这些威胁长江豚类生存的因素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消除，而且还

愈演愈烈。考察中，我们在多个江段遇见电打鱼的船只，非法渔业活动依然猖獗。另外，在38天的



航行中，我们在长江干流总共记录到运输船19829艘，捕鱼船1059艘，平均每公里约有12艘船

只，在有些江段几乎隔江都很难看到连续完整的对岸，这样繁忙的航运哪里还有豚类的立足之地？

我们在鄱阳湖看到挖沙船的场景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面积不大的湖区就集中了上千艘数千吨位的

挖沙船，曾经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被搅成了一锅粥，湖水甚至比江水还要浑，在入江口形成一条明显

的湖水和江水的分界线。来自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著名鲸类专家Barbara Taylor博士说：这

是她一生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人为生态灾难! 

    无疑，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是造成长江豚类迅速濒危的直接原因，而长江流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可能是造成长江豚类及其他生物资源迅速衰竭的根本所在。目前我国对长江的管理依然是“分部

门、分级”管理的体制，即所谓的“九龙管水”，这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一个完

整的长江生态系统被“分”、“割”管治。同时由于利益驱动，促使地方保护、各自为政、相互掣

肘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对长江水环境和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建立在长江干流的豚类保护区与陆

生动物保护区相比存在很大的管理难度，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影响和干预，因此实际上

保护区很难全面履行其保护管理职能。 

    另外，长江豚类保护区在管理上也存在诸如技术、经费以及保护人员素质等多方面问题。 

    同时，从各级政府到普通大众，人们的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还明显落后。 

    长江豚类保护工作的出路 

    有感于本次考察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长江豚类，也为我们的母亲河寻找生存

和发展的出路。 

    第一，应该尽快出台流域综合管理措施，从流域层面通盘考虑长江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

问题。全面管理长江环境、资源、航运、水利、海事、公安等工作，从流域的高度对长江资源和环

境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执法。 

    第二，重点加强对长江渔业资源的管理，结合长江春季禁渔期制度，在部分江段实行全年禁渔，

加强对非法渔业活动的打击力度，从根本上保护长江渔业资源，直至商业捕捞最终退出长江。 

    第三，加强对长江航运的管制，特别是在保护区江段对船只的航行速度进行管制；加强污水排放

的监测和管制；对长江干流和两大湖区的挖沙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并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长江

及湖区生态系统的保护。 

    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公众特别是对广大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改变我们的

不良生活方式，提高公众热爱长江，保护环境的意识。 

    （引自科学时报 2006年12月21日 作者：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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