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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生长于长江水系的卵生
动 物 胭 脂 鱼 ，色 彩 鲜 明 ，侧
扁，腹部宽圆，腹缘较直。胭
脂鱼为底食性鱼类，主要以
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水底泥渣
中的有机物质为食，也吃一
些高等植物碎片和藻类。分
布于长江和福建闽江。

胭脂鱼早期分布十分广
泛，长江流域大多地区都可见
到，但是由于人为滥捕导致数
量下降，属于易危等级，现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江西省玉山县公安局认真落实打击
整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工作，建立“三护+
三宣”“脚板+科技”等生态管控机制，守护
好“三清山信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和“怀玉
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品牌，助推赣东门
户的“秀水玉山”建设。

生态优先大力推进禁渔禁捕

玉山县地处江西东大门，“八省通衢、
两江锁钥”的独特地理区域，赋予了玉山
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

为营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
环境，玉山县公安局全面实施 河 长 制 和
护鱼护鸟护野生动物行动，不断提升广
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县公安局
局食药环侦大队还荣获“全省公安机关
长 江 大保护和食药环侦工作成绩突出集

体”。
瞄准非法捕捞，玉山县公安局积极会

同相关部门发布联合公告，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在金沙溪、玉琊溪永久禁渔，禁止
所有捕捞作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破坏玉
山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作业活动。仓
溪全域、甘溪全域、黄家溪全域、信江（文
成珠湖段）、饶北河（临湖段）、泊水河（怀
玉段）为禁渔区域，期限十年。

同时持续加大对禁捕水域的日常巡
查和打击力度，先后破获了全市首例非法
电鱼刑事案件和全市首例非法捕捞水产
品刑事案件，并举行集中销毁行动。

对辖区水域渔民持续宣传长江流域
禁捕退捕、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通过
开展警民恳谈会、入户宣传等方式，做好
渔民的宣传动员工作，营造禁捕退捕的良
好氛围，确保退捕渔民全部上岸。

“三护+三宣”营造齐抓共管格局

“三护”即护鱼、护鸟、护野生动物，玉
山县公安局积极采取“水上追、岸边堵、沿
河巡、山上搜、店面查、进村宣”等方式，对
电毒炸网鱼、捕鸟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犯罪展开凌厉攻势，连续侦破多起涉生
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查处一批违法犯罪人
员，查缴销毁一大批非法渔（狩）具，做到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三宣”即“网络、媒体、入户走访”三
大宣传方式。通过玉山之 窗 、玉 山 公 安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曝光典型案件，
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效引
导广大群众参与到“秀美玉山”的创建活
动中来。

紧扣警务机制改革有利契机，玉山县

公安局做强食药环侦大队、七一派出所
（管辖信江源自然保护区）、森林分局三大
涉环境资源警种，打造水陆空全覆盖保护
的专业化、集成化、实战化“大环保警察”
队伍；联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市
监、林业、水利、交通运输等 7 个相关职能
部门，以“护鱼护鸟护野生动物”行动为牵
引，构建联勤联动执法机制。

借助科技力量，玉山县公安局搭建智
慧管理平台，创建全县水域管理工作微信
群；依托全县“天网”工程，以河流水库沿
岸重点部位高清视频探头和人脸 识 别 为
静 态 管 控 ，无 人 机 航 拍 为 动 态 管 控 ，实
现 对 非 法 捕 鱼 人 员 的 实 时 预 警 及 禁 渔
水 域 的不间断巡逻，助力“秀水玉山”长治
久安。

通过打出组合拳，形成了强力震慑。
自 2019 年 12 月行动开展以来，玉山县共
查破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刑事案件 52 起，
刑事拘留 10 人；共查办非法捕捞、非法狩
猎行政案件 160 起，放生渔获物 411.95 公
斤，放流鱼苗 2080 万尾。

高压严打和有力的保护措施，让消失
多年的穿山甲、褐林鸮等保护动物又重回
人们的视野。

助推赣东门户的“秀水玉山”建设

玉山整治非法捕捞共护良好生态
◆林宏达

长江流域野生物种

你认识哪个？

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有
424 种鱼类，其中纯淡水种类 338 种，
接近全国淡水鱼总数的 1/3，受威胁
物种的比例也达到了全国受威胁鱼
类物种总数的 1/4 以上，其中长江流
域特有种有 162 种，占国内鱼类特有

种总数的一半以上；流域内两栖动物
物种 145 种，接近全国总数的 45%，
其中长江流域特有种有49种，占整个
流域物种数的33.79%；流域内水生哺
乳动物物种有两种，全部为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且皆为长江流域特有种。

白鱀豚是长江中特有的
淡水哺乳动物，也是我国特
有的小型淡水鲸。它的自然
种群数量极少，身体呈纺锤
形，脐处最粗。体长 1.5~2.5
米，体重约230千克。吻极狭
长，约30厘米，前端略上翘。

2007 年 8 月 8 日，《生物
学快报》发表结论性报告，正
式宣布白鱀豚已经完全失去
了在长江自然环境中生存繁
衍的能力，已功能性灭绝。

“微笑天使”长江江豚，
是长江流域的另一淡水哺乳
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在 2018 年被证明是我
国长江流域的独立物种。

长江江豚体型较小，头
部钝圆，额部隆起稍向前凸
起；吻部短而阔，上下颌几乎
一样长。全身铅灰色或灰白
色，体长一般在 1.2 米左右。
长江江豚性情活泼，食物包
括青鳞鱼、鲈鱼、鲚鱼、大银
鱼等鱼类和虾、乌贼等。

长江流域还生活着中国
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
它又称作中华匙吻鲟、中国
剑鱼，体长 2~3 米，最大的体
长可达 7.5 米。因其吻部长
状 如 象 鼻 ，又 俗 称 为 象 鱼 。
主产于中国长江自宜宾至长
江口的干支流中，钱塘江和
黄河下游也有发现。是中国
特产稀有珍贵动物，属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水中
大熊猫”之称。

有着“长江鱼王”之称的
中华鲟，是我国长江中特有
的江海洄游鱼类。体呈纺锤
形 ，头 尖 吻 长 。 1988 年 ，中
国首次公布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中华鲟被定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2010 年，中华鲟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升级为“极危级”保
护物种。

本报讯 地处“北京城之源”
西周燕都遗址区南侧，总投资超
20 亿元、占地近 8000 亩的北京市
房山区琉璃河湿地公园日前建
成。这是北京市西南地区最大的
湿地公园，如一块“生态绿 肺 ”，
扮靓了西周燕都遗址区周边的环
境。

据了解，公园内有 1600 余亩
水面、1.8 万余株乔木，还围绕河
岸建有 30 公里栈道、小径以及 3
万平方米的休闲广场。从空中俯
瞰，整个公园犹如一条蓝绿交织
的水晶项链。

公园生态元素凸出。园内建
有多个人工池塘，可通过水生植
物的吸收、湿地填料的吸附、微生
物的分解等作用削减污染，从而
稳定河道水质、保护河道水生态
系统健康。此外，园内 7.8 公里的

循环管线，也能让上游来水在公
园内实现多重净化。

近一个月来，先后有 200 多
只天鹅飞临此地觅食、休憩。

“环境清幽、水面开阔，食物
也很丰富，天鹅可真会挑地方。”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的
专家钟震宇说，未来预计会有更
多鸟类来此栖息。

除了好水、美景，琉璃河湿地
公园内还有望植入与西周燕都遗
址有关的文化元素。近日发布的

《琉 璃 河 遗 址 保 护 规 划（2020
年-2035 年）》中提到，将组织专
家了解大石河和燕都遗址的关
系。房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琉
璃河湿地公园将设置宣教区，让
市民在游园过程中，感受西周燕
都遗址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刘海军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
报道 春 到 北 国 ，候 鸟 先 归 。 近
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
建国镇附近的松花江段，上千只
雁鸭类候鸟前来觅食，其中，还不
时闪现白尾海雕的身影。

据悉，白尾海雕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属于珍稀濒危物种，在
黑龙江地区很少见。近年来，佳
木斯市候鸟回归的种类和数量呈
现逐年增多的趋势，每年过境的
候鸟约有 80 万只，既有大雁、秋
沙鸭、银鸥、红嘴鸥等常见的候
鸟，也有东方白鹳、白尾海雕等珍
稀鸟类。

哈尔滨市滨水大道附近的松
花江江面上，东方白鹳也翩翩飞
过。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鸟类和国际濒危物种，全球东
方白鹳的数量不到 1 万只。东北
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
学院许青副教授表示，这几只东
方白鹳可能是向北方迁徙途中，
看到松花江局部开化，食物丰富，

才驻足在这里觅食。
候鸟回归，是黑龙江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的见证。“十三五”时
期，黑龙江省深化松花江流域治
理，62 个国控断面劣 V 类全部消
除，松花江支流倭肯河治理受到
国务院通报嘉奖。同时，充分发
挥科技支撑作用，严格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持续 4年开展“绿盾”自
然保护区强化监督专项行动，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整治完成
自然保护区四类重点问题 319个，
虎林市、黑河市爱辉区、大兴安岭漠
河市、建三江管理局更被评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好转，野
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东
北虎、东北豹、丹顶鹤等珍稀濒危
物种的分布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种群数量也在恢复和增加。丹顶
鹤、白头鹤、中华秋沙鸭、东方白
鹳、大鸨、黑嘴松鸡等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稀濒危鸟类种群数量显著
增加，分布区域逐年扩大。

黑龙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珍稀濒危物种数量不断增加

打造首都西南“生态绿肺”

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建成

由中国三峡集团、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湖
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年长江三峡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近
日举行。放流活动中，通过对近成熟个体搭载复合型标记，实现对放流
中华鲟沿江洄游和海洋运动路径的监测，为今后改进中华鲟放流策
略、提升放流效果、促进自然种群资源恢复提供支撑。 刘伟摄

新闻+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通
讯员陈久忍 彭超台州报道 打药
除虫，这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
传统做法日前在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
虫治虫”，用全新生态环保的方式
防治病虫害。

走进位于台州市黄岩区的异
色瓢虫天敌工厂恒温饲养房，只
见上万只处于不同生长时期的瓢
虫，正在饲养笼的各个角落“打
盹”。饲养房边上的 6 个大棚里，
种着一盆盆蚕豆。蚕豆叶子上爬
满了绿油油的蚜虫，这些就是瓢
虫们的食物。

“ 这 里 一 共 有 50 多 个 饲 养
笼 ，每 个 笼 子 里 都 有 近 千 只 瓢
虫 。 一 年 下 来 ，可 以 出 产 瓢 虫

100 多万只。”天敌工厂工作人员
介绍说。

据了解，天敌工厂由浙江省
柑橘研究所和台州市农资股份有
限公司于去年底联合组建。饲养
的异色瓢虫从华中农业大学引
进，用于投放田间地头，实施天敌
防治，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更
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目前，天敌工厂已实现瓢虫
驯化繁殖、虫卵收集包装、田间释
放应用等流水线操作，进入应用
推广阶段。“我们已经投放了近
10 万只瓢虫到当地柑橘、草莓等
果蔬基地，用虫吃虫，以虫治虫，
今年全年计划投放 100 多万只。”
浙江省柑橘研究所副所长黄振
东说。

新鲜速递

天敌工厂年产百万只瓢虫

除虫不用药 全靠虫吃虫

长
江
物
种
的
兴
衰
事
关
水

长
江
物
种
的
兴
衰
事
关
水
域
生
态
健
康

域
生
态
健
康

让
更
多
鱼
类
重
现
长
江

让
更
多
鱼
类
重
现
长
江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肖
琪
肖
琪

长江流域是世界上保存比较完整
的淡水河流生态系统，也是世界淡水
水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水系之一。
这里是大熊猫、金丝猴、朱鹮等珍稀濒
危动物的主要分布区，也是四大家鱼
（青、草、鲢和鳙鱼）及其他重要水产种

质资源的主要栖息繁殖地。
这里还繁育着诸多特有物种，具

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与人类的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从科学研究到餐桌，不
同的长江特有物种都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人工养殖离不开野生鱼原种

民间流传着“长江三鲜”的说法，指
的就是刀鱼、鲥以及河豚。它们与一般
定居类鱼类不同，属于河海洄游鱼类，
咸淡水两栖，每逢春季就溯江而上，在
淡水中产卵繁殖后入海。因此，不仅肉
质特别细嫩腴肥，且营养丰富。

按照完成生活史所需要的空间范
围大小，长江鱼类可以划分为河海洄游
型鱼类（如中华鲟、刀鲚、鲥等）、江湖洄游
型鱼类（如“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
和鳙等）、河道洄游型鱼类（如圆口铜鱼、
长鳍吻鮈和长江鲟）和定居 型 鱼 类（如
鲤、鲫、鲇鱼等），其中很多鱼类都曾是
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很长时期内，

“长江野生鱼”一直受到美食爱好者的
追捧。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的
加剧，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持续衰减。
如今的餐桌上已经不再能见到“长江鲥
鱼”这道菜了。

现在人们常吃的“水煮鱼”“剁椒鱼
头 ”等 美 味 佳 肴 的 原 材 料 ，都 是 养 殖
鱼，但物美价廉的养殖鱼仍然离不开长
江野生鱼。

这是因为，“鱼塘里人工养殖的鱼
通常是固定的几对亲鱼的后代，长期近
亲繁殖后基因就会退化，容易生病，因
此必须要有野生鱼来改善其种质资源，
这样养殖鱼才能长得快、长得好。”“长

江十年”禁渔首倡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曹文宣介绍道。

长江流域是我国淡水渔业的种质
资源宝库，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淡水养殖
品种来源于长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告诉记者，“在

‘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尚未取得成
功以前，国内人工养殖的‘四大家鱼’的
苗 种 均 来 自 于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天 然 捕
捞，而‘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取得
成功以后，人工繁殖用的亲鱼仍然需
要 定 期 引 进 长 江 流 域 天 然 苗 种 培 育
的原种，以保证种质资源的纯正和复
壮。”

可见，长江鱼类资源的兴衰直接影
响到长江流域的鱼类生物多样性和水
域生态环境健康，关系着我国淡水渔业
的永续发展。

禁捕使鱼类物种多样性
水平提升

长江流域还分布着大量的珍稀濒
危鱼类，这些物种的生存现状反映着长
江生态系统是否健康。

以长江上游的赤水河为例，这里生
活着长江鲟和胭脂鱼等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此
建立了生态观测试验站，对赤水河流域
的禁渔效果和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监
测和评估。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也是长江上

游唯一干流未建水电大坝的一级支流，
通过监测活动掌握禁渔效果，能及时发
现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也
为 其 他 流 域 的 生 态 修 复 工 作 提 供 示
范。”刘飞告诉记者。

令人惊喜的是，监测结果表明，赤
水河流域全面禁渔以来鱼类资源明显
恢复，多样性水平得到逐步提升。

“这具体表现为，特有鱼类种类增
加，在监测江段消失多年的土著鱼类如
鳗鲡、异鳔鳅鮀和鲈鲤被重新采集到；
珍稀鱼类资源逐步恢复，长江鲟和胭脂
鱼两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采集数量
均明显增加；资源量也明显增加，单船
监测产量较禁渔前增加 1 倍左右；种群
结构日益优化，鱼类栖息繁殖状况显著
改善。”刘飞介绍道。

赤水河流域珍稀鱼类资源的逐步
恢复，是禁渔与生态修复所带来的直观效
果。

如今，生物多样性水平提升的现象
在长江的其他江段也有发现。在农业
农村部长江办、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于 2020 年
联合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
生境状况公报（2019 年）》中显示，长江
武汉至安庆段枯水期监测到长江江豚
102 头次，湖口至南通段丰水期监测到
243 头次，洞庭湖和鄱阳湖枯水期分别
监测到 252头次、1049 头次。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已启动，我们
期待看到长江常见鱼类种群规模的继
续增大，更期待长江流域国家保护野生
动物的身影常伴左右。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和谐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