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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作为我国长江水系水生野生动物的标志性旗舰物种，

水生野生动物界的“活化石”，它的生存与繁衍一直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初，因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国

家设立专门的中华鲟研究保护机构以来，中华鲟研究保护事业已

走过了35年的风雨历程。

历经35载寒暑春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始终把践行中央

企业社会责任放在首要位置，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矢志

不渝地开展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持续的科研投入下，在中华鲟研究机构科

研人员刻苦攻关下，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保护

成果，相继攻克了中华鲟人工驯养繁殖、全人工繁殖和单性繁殖

等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构建了中华鲟遗传谱系对人工种群进行

高效的管理，不断提升监测技术，建立了从中华鲟自然繁殖监测

到增殖放流效果监测的科学监测体系。

回首中华鲟研究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离不

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广泛参与，离不开行业主管部门的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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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及各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在

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展，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持续增强，

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和世界最大的水电开发企业，将

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要求，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不忘

初心、慎终如始的精神继续同社会各界一道，将中华鲟研究保护

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广度和高度，努力开创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的

新局面。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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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中华鲟 守护母亲河

中华鲟，以民族之名为名，常年居于大海深处，却坚持回到

长江寻爱、繁衍，被人们称为“爱国鱼”；它居于长江水生生物

食物链顶端，整个食物链上任何的风吹草动，其影响都会扩大显

现在它身上。可以说，这条鱼身上展现的不仅是人们对爱国情怀

的寄托，更是对于长江水环境的关注。

1981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阻断中华鲟洄游到金沙江

产卵的路线。经过专题论证，中华鲟被确定为葛洲坝工程建设的

首要救护对象。此后，中华鲟有了自己的保护机构，有了人工增

殖放流的保护方式。

随后的三十多年，长江流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

在长江上，长期存在的过度捕捞、水质污染、航运干扰、江底挖

沙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长江水生生态，长江水生生物普遍面临生存

危机。2007年，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2003年后，人类再未

在长江中发现白鲟；而有“水中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据专家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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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已不足千头；过去被归入“长江常见鱼类”的100多种鱼，

大部分已不常见，甚至连大家熟知的四大家鱼，其数量也大幅 

减少。

同样生活在一条江中，中华鲟虽然也遇到严峻的生存繁衍挑

战，但幸运的是，因为当年葛洲坝大江截流“危机”而设立的中

华鲟研究所及其几十年持续不断进行的增殖放流工作，成了中华

鲟的“生机”。

三十多年来，中华鲟保护工作得到政府、科研院所、相关单

位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中华鲟研究所整体划归三峡集团以来，

各项保护工作得到充分的保障，科研成果不断。特别是2009年全

人工子二代技术的突破，确保了中华鲟即使在自然环境持续恶化

的情况下，也不至于物种灭绝。

近年来，公众对环保关注度持续高涨，在三峡集团的努力

下，中华鲟保护的科普宣传工作收到显著成效。每年在湖北宜昌

举办的放流仪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沿江地区

的群众也有组织地以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护鲟入海。

就在成书前几天，野生中华鲟被监测到在葛洲坝下自然产

卵，这是时隔三年后中华鲟恢复自然繁殖行为。我们希望这是中

华鲟自然种群开始恢复的信号，我们希望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

水生生物面临的生境会越来越好。

几十年来，三峡集团持续关注、拯救中华鲟，体现的不仅是

对筑坝者对这条鱼情有独钟的情怀，更是这家中国最大清洁能源

集团守护长江水环境、让母亲河青春不老的决心。（文/谢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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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在距今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也许那是风光静

谧的另一番美景，古鲟类在水中畅游，并不知道恐龙正在它们

的呼吸间从原始爬行动物开始漫长的演化。原来时间可以这样

悠远，古鲟类盛极一时，资格比恐龙还老。中华鲟是古代鲟科

动物的孑遗之一，一亿四千万年的悠久历史加上现在还存在的

事实，使它获得“活化石”和“水中熊猫”的形象名称。古老

意味着艰险，生命需要历经多少变故才能突破世世沧海桑田走

到今天。曾经相伴的古老生物已然湮没在山移海动之间，而中

华鲟这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见证了地球的变迁，它的超

强适应能力令人咋舌，慨叹，钦佩不已。（文/罗婧奇）

一、远古：一条江和一条鱼的缘起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国水生生物资源的宝

库。有一种古老的水生生物，生在长江，长在大海，虽然远行

万里仍不忘寻根故乡，把生命和爱情都留在长江里。它就是有

“水中熊猫”之誉的中华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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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见证了地球生物

进化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

一亿四千万年来，中华鲟与长江母亲河结下了古老的亲

情。中华鲟曾经是和恐龙并存的古生物种，江河巨变，自然沧

桑，恐龙灭绝了，中华鲟却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生存到

今天，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地球变化的鱼类“活化石”。

中华鲟的形状非常奇特。它长着扫帚式的歪尾巴，身体像

一把梭子，头呈长三角形，眼睛以前部分像扁平的犁状，略向

 中华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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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翘。嘴巴在头的腹面，成一条横裂缝，能够自由伸缩。嘴巴

的前方并排长着4根小须。眼睛很小，眼后有喷水孔。幼体中

华鲟鱼的皮肤很光滑，没有鳞片。成年中华鲟鱼有5行大的菱

形骨板，全身骨骼为软骨质。头部、身体和背部青灰色或灰褐

色，腹部是灰白色。

中华鲟个体较大，寿命较长，最长命者可达 40 龄，但其

性成熟较晚。它们平时栖息在海中觅食成长，开始成熟的个

体于 7—8 月间由海进入江河，在淡水栖息一年性腺逐渐发育。

中华鲟是底栖鱼类，食性非常狭窄，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一

些小型的或行动迟缓的底栖动物为食，在海洋主要以鱼类为

食，甲壳类次之，软体动物较少。河口区的中华鲟幼鱼主食底

栖鱼类蛇鲲属和蛹属及磷虾和蚬类等，产卵期一般停食。

一亿四千万年来，地球上的生物都在与环境的适应和竞争

中寻求生存。随着大陆的漂移，自然的变化，中华鲟最终选择

了中国的海域和长江作为繁衍生息地。

中华鲟为什么和长江有缘？据有关专家考证，古代的荆江

地区是一个江湖难分的水域，叫“云梦泽”，那时候洞庭湖和

江汉湖群的前身要比现在的洞庭湖大得多。如今的洞庭湖区，

由泥沙冲积而成的田地，土层深厚，通透性好，含有大量有机

质，特别肥沃，再加上气温适中，水源充足，无霜期长，从而

使湖区内十几个县成为我国著名的粮棉生产基地。同时，湖内

鱼类资源丰富，共有 130 多种。其中，古老的珍贵鱼种——中

华鲟，更是“洞庭鱼王”，它们常到湖中来索饵、越冬。据现

在挖掘出的化石可以看出中华鲟在远古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模

样，可见中华鲟的历史应该已经相当久远。

中华鲟是世界仅存的鲟属鱼类之首，也是我国一级野生保

护动物。在全球现存的 27 种鲟鱼中，它是生长最快、个体最

大的珍稀鱼类。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中华鲟的记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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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吕氏春秋》、《本草纲目》等文献里，对它有不同的称呼。

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

海貌、海退等方面，中华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

生态、社会、经济价值。

中华鲟是典型的溯河产卵洄游鱼类，是现存 27 种鲟形目

鱼类中分布于地球最南端的鲟鱼种类（中华鲟种群向南越过了

北回归线，其他种群均分布于北回归线以北），具有产卵群体

平均个体大、产卵洄游路线长等特征，主要分布在我国东海、

黄海、珠江和长江干流，历史分布范围还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

海域，有珠江和长江 2 个种群。长江干流是中华鲟的主要栖息

地，在珠江流域繁殖的中华鲟种群数量稀少。

和中华儿女一样，中华鲟有一种执着的回归与寻根习性。

他们金沙江生，大海里长，成熟再返金沙江。亿万斯年，中华

 中华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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鲟从没有失去过方向感，它们执着地迷恋长江三峡和浪涛奔

腾的金沙江，每年都有成熟的鲟鱼从长江洄游到金沙江产卵。

1963年，我国鱼类学家伍献文教授给这种爱国鱼取名叫中华鲟。

中华鲟主要栖息在我国东海、黄海大陆架海域及长江、珠

江、闽江、钱塘江、黄河。目前，中华鲟在黄河、钱塘江、闽

江早已绝迹，珠江数量极少，仅长江现存一定数量。长江水系

的 3 种鲟鱼类分别是：白鲟、中华鲟和达氏鲟。这 3 种鲟鱼为

我国独有物种，均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专家研究发现，达

氏鲟和中华鲟是鲟科鱼类中亲缘关系最近的两种。可能在较早

的远古时代，由于长江不同地理位置的生态变迁，一部分中华

鲟逐渐适应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而定居下来，或在历史的某一

时期中华鲟的某一群体被阻隔在长江某一支流或附属水体而生

存下来。从 DNA 分析推测，达氏鲟和中华鲟染色体数基本相

同，在细胞进化上也处于同一层次。所以从理论上讲，中华鲟

和达氏鲟人工杂交的后代不仅可以成活，而且是可育的。这一

结论为未来的中华鲟保护打开了新的空间。（文 / 彭宗卫 肖慧）

二、因为爱情，中华鲟选择了长江

中华鲟属鲟形目鲟科，它生在长江，长在大海，是海河口

的洄游鱼类，为了繁殖和寻找食物，常常自由来往于咸水与淡

 中华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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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间，是大型鱼

类当中的“游牧民

族”。人们常在我国

海滨的金色沙滩，

在海礁周围和珊瑚

群中，在黄河入海

口，都看见过中华

鲟的身影。但是，

中华鲟最迷恋的还

是长江三峡和浪涛

奔腾的金沙江。一

般雄性中华鲟要 9

年才成熟，雌性要

14 年才成熟。中华

鲟的个体硕大，形体威猛，成鱼体长可达 5 米，体重达千斤，

寿命长达百岁，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寿命最长的鱼。

 中华鲟

 在很久很久的一亿四千万年以前，中

华鲟就生存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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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长江是中华鲟生命的摇篮。每年春夏，幼年中华鲟从

长江上游游出长江口，进入东海。在大海里遨游十几年后，等

到生育能力成熟，它们就开始找到自己记忆中的长江口，溯河

洄游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生儿育女。每年夏秋，成群结队的中

华鲟从长江口外的浅海海域游到长江，溯流搏击，回到自己的

“故乡”金沙江宜宾一带产卵繁殖。等到幼鱼长到 15 厘米左右

时，这些寻根的“游子”又携儿带女，顺流而下，旅居大海。

就这样，它们世世代代生在长江、长在大海，养成了身居海外

不忘故乡的“美德”。

成年中华鲟在东海里“恋爱”成功后，双双结对从长江口

进入长江，从长江口到金沙江，要上溯 3000 多公里，中华鲟

一路上要克服重重艰难，才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这期间，中

华鲟一般不再吃任何东西，一直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下游的宜

宾江段。在那里有卵石堆砌而成的天然产床，它们“结婚”繁

殖，产下后代，三个月后，再带着自己的儿女回到大海。

 游弋的中华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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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年的春天，又一批爱情成熟的中华鲟，会相约回到长

江上游产卵，鱼卵随江水漂流、孵化，变成可爱的生命。初生

的鲟鱼苗依靠着长江水的托举，流送到美丽的大海。

坚韧不拔，追求美好爱情，世世不忘长江，亿万年

来——中华鲟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水生生物学

家正在研究中华鲟这种特有的记忆功能的奥秘。

长江口是鲟鱼双亲繁衍后代的“中转站”，又是幼鲟回归

故里前的“避风港”，所以，国家在上海建设了“长江口中华

鲟自然保护区”，这是我国国内首个鱼类行为生态学实验室。

（文 / 彭宗卫 肖慧）

三、中华鲟生存现状与威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长江流域每年的捕捞量约 50 公

斤以上的个体在 400—500 尾，产量在 60000—80000 公斤之间。

1983 年至 1984 年调查表明，长江中达到产卵洄游的群体平均为

2176 尾，1981—1990 年平均为 2079 尾，1998 年为 680 尾，1999

年为 601 尾，2000 年约 343 尾，2001 年为 257 尾。由于受水域

环境污染、工程建设及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中华鲟资源急剧下

降，濒临灭绝状态。水质污染对中华鲟亲鱼的性腺发育、自然繁

殖受精卵的孵化以及幼鲟的生长和发育均不利。受水质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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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长江口幼鲟分布范围已明显缩小。历史上，中华鲟可上

溯到金沙江产卵，由于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使中华鲟的

自然繁殖受到不利影响，截断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使中华鲟

产卵场面积大幅缩小，产卵时间推迟，产卵次数减少，自然繁

殖率下降，存活率降低。中华鲟的生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威胁：

1．外部环境的影响

（1）受水域环境污染因素的影响。水质污染对中华鲟亲鱼

的性腺发育、自然繁殖受精卵的孵化以及幼鲟的生长和发育均

 葛洲工程的修建，阻断了中华鲟洄游到原金沙江产卵场繁殖后代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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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江口幼鲟分布范围已明显缩小，

如 70 年代以前，中华鲟幼鱼曾是杭州湾的四种主要捕捞对象

之一，目前，该水域已难觅幼鲟踪迹。而长江口的幼鲟也因水

质污染出现了一些严重病变。

（2）工程建设的影响。工程建设截断了中华鲟的洄游通

道，使中华鲟产卵场面积大幅缩小，产卵时间推迟，产卵次数

减少，自然繁殖率下降，存活率降低。

（3）渔民的非法捕捞。1988 年后，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正常捕捞活动除有关科研单位经国家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按计划捕捞少量外，其他的一律禁止捕捞。但是实际上

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华鲟被非法捕捞。

除以上影响中华鲟资源的人为因素外，作为一群古老的生

物类群，中华鲟种群延续所需的生物及生态因素有其特殊性，

这一点也是必须考虑的。

 中华鲟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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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鲟自身因素的影响

（1）性周期和洄游距离长。中华鲟初次性成熟年龄较高，

雌鲟为 14 年、雄鲟为 9 年以上，而且其重复繁殖时间间隔也

长，致使其种群恢复和增长速度缓慢；当种群资源遭受破坏后，

难于恢复。长距离的生殖洄游和幼鲟降海洄游，增加了洄游中

的死亡概率，当人类社会活动逐渐加强时，其作用将更明显。

（2）自然繁殖受精卵存活率低。长江中华鲟的敌害鱼类达

10 余种，这些敌害鱼类有吞食中华鲟受精卵的习性。据调查，

中华鲟产卵后 7—8 天内，约有 70%—92.4%( 平均 83.8%) 的卵

被圆口铜鱼、长条铜鱼、黄颡鱼和鮈鱼等主要敌害鱼类所吞食。

（3）摄食能力低。中华鲟终身为肉食性，食谱极为狭窄；

其幼鲟完全被动摄食，需要一定的饵料生物密度才能保证摄

 中华鲟需要人类的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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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态环境的变化使中华鲟适口饵料生物的数量减少，不利

于中华鲟幼鲟的生长和存活。

中华鲟的险恶生存处境引起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目前，长江的中华鲟已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动物名录，在我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 I 级保护动物，在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 鱼类》中被列为易危种。为了保护中

华鲟资源，国家有关部门在湖北省荆州和宜昌先后成立了长江

水产研究所及葛洲坝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后来划归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工作。目前人工投精繁

殖幼鲟取得成功，增殖放流成效显著。为保护这一珍贵动物，

采取多项同步措施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文 / 王俊）

 葛洲坝工程建成前后中华鲟的出海及洄游路线  制图/田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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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华鲟结构图

鲟鱼外形测量图

1.吻须；2.左侧的前后鼻孔；3.眼；4.吻；5.唇部；6.下鳃盖；7.鳃膜；8.外露的鳃

部；9.背骨板；10.左侧骨板；11.左侧腹骨板；12.背鳍后骨板；13.尾鳍上棘状鳞；14.臀

鳍前骨板；15.臀鳍后骨板；16.胸鳍；17.胸鳍硬棘条；18.背鳍；19.腹鳍；20.臀鳍；

21.尾鳍上叶；22.尾鳍下叶；23.头顶部骨板；24.喷水孔。

A——B：吻长；B——C：眼径；A——D：头长；C——D：眼后头长；D——L：

腹鳍长；A——E：体长；E——F：尾鳍上叶长；E——G：尾鳍下叶长；（交点处斜

量）E——H：尾柄长；H——I：背鳍基长；J——K：腹鳍基长；A——F：全长；

M——N：体高；O——N：头高；P——Q：尾柄高；

 胸围：用卷尺测定的胸部最粗大处的数字；口宽：两口角内缘沟距离；鳍条数：各鳍的

膜质鳍条数目；须长：从须基部到须尖全长；鳃耙数：左侧的第一列数目；眼径：眼的

最大直径；眼间距：左右侧两眼的内缘距离；鼻基宽：左右后鼻孔切面在腹基部的直线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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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葛洲坝工程的修建阻隔了中华鲟洄游到上游产卵场的

通道，对中华鲟的救护被推向前台。从自江中捕捞中华鲟野生

亲鱼转至建立中华鲟的人工养殖群体，中华鲟保护已历经三十

个春秋。三十年来，从对葛洲坝坝下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调查到

使用人工激素LRHA替代鲟鱼脑垂体，从剖腹取卵到活体无创

伤采卵，从成功培育出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到全人工繁殖子二代

中华鲟的诞生，中华鲟保护走出了一条非凡之路。

一、中华鲟的身世变迁

中华鲟，古称大腊子、鳇鱼等，按动物学分类属硬骨鱼

纲、辐鳍亚纲、软骨硬鳞总目、鲟形目、鲟科、鲟属。中华

鲟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是鱼类的共同祖

先——古棘鱼类的一支后裔，距今有约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

中华鲟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干流及东海、黄海近岸海域，是鲟

鱼中生长最快、个体最大的种类，成鲟体重可达 500 公斤以

上，寿命可达 40 年，它们体形硕大，形态威猛，素有“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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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王”的美称。中华鲟在动物分类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研究鱼类演化的重要参照物，对于古生物学、地质学、仿生

学等多种学科都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是考古学和生物进化研究

的活标本，被誉为“水中熊猫”、“活化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华鲟是名贵的大型经济鱼类，在

长江渔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尤其是中华鲟洄游期间群体大，

捕捞季节集中，在四川和湖北两省渔业中占有较高的产量和

产值。据统计，在 1972 年至 1980 年期间，长江全流域中华

鲟成体的年捕获量约在 394—636 尾，年平均 517 尾，产量在 

60—75吨之间，相对较为稳定。长江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初期，

大量中华鲟亲鱼在坝下江段聚集，形成了长江中华鲟的年捕捞

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981 年秋冬两季在湖北省境内捕捞的中

华鲟约有 800 多尾，捕捞量相当于建坝前湖北省多年平均数量

 将中华鲟印上邮票广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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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尾的 5.5 倍。1982 年捕捞量更高达 1163 尾。这样过度捕捞

对于中华鲟这种性成熟年龄迟、寿命长的大型鱼类来说无疑是

毁灭性的。自 1983 年起，国家禁止了中华鲟的商业性捕捞，并

严格限制人工繁殖科研用鱼。同时，国家还采取了人工增殖放

流和建立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等综合性保护措施。但由于建坝对

中华鲟的影响是长期的，1988 年，国家将中华鲟列入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名录，禁止一切商业利用。中华鲟的身份由此从名贵

的大型经济鱼类转变为国家一级保护的濒危动物。（文 / 肖慧）

人和鱼的对话

中华文明五千年,人鱼一直处在同一时空下，依附着相同的环境而

生存，人和鱼一直和谐共存。人类早期的文明——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

中，多处描绘着鱼纹，反映着最早的中华文明图腾。在中华文明的宗

教、思想、文学及民俗生活中,处处可见鱼的足迹。

《庄子·秋水篇》记载有庄周与惠施同游濠梁观鱼事：一日，两人

同游于濠上，见一群鲦鱼来回游动，悠然自得。庄子曰：“鲦鱼出游从

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就是这一段简单的对话，对于我国的思想

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保护人鱼和谐，是研

究人类文明和思想进步的重要物证。

（整理/罗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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