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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x$$$$12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314卷)在“本周新闻”栏目对

“2006长江豚类考察”活动及主要结果进行了深度报道，这是自2006年4月26日《自然》杂志对

长江豚类预考察活动报道后，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对长江豚类生存状况的再次关注。 

    本次考察活动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起，是该所今年3月末组织开展的“长江豚类预考

察”活动的继续。考察于11月6日开始，12月13日结束，历时38天，对历史上有过长江豚类分布

的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区部分水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本次考察得到了中国农业部的支持，

由瑞士白鳍豚保护基金会等国际组织赞助，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瑞士、英国、德国的鲸类专家

参加了本次考察活动。本次考察采用了望远镜目视观察和声学考察相结合的手段对动物进行搜索，

是近些年来我国组织的规模最大、方法设计最完备、技术手段最先进的一次长江豚类考察活动。水

生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王丁博士担任了考察活动的总负责人。 

    经过将近6周的考察，没有发现白鳍豚。生活在长江中的另一种鲸类动物长江江豚的数量也明显

减少，初步估计最高可能不超过1400头。《科学》杂志援引了多位鲸类专家和动物保护人士对本

次考察的评论。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Barbara Taylor博士表达了对中国长江

环境的担心和忧虑，她说鄱阳湖的挖沙活动是她一生见过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另外一位同样来

自美国NOAA的鲸类专家Robert Pitman博士认为滚钩等非法渔业活动可能是造成白鳍豚伤害的最

直接原因。Pitman博士说：在考察期间，他们见到很多渔民仍在使用滚钩捕鱼的作业方式。 

    白鳍豚很可能成为近3个世纪以来灭绝的第四种大型水生哺乳动物，而白鳍豚的灭绝则完全是由

于人类的活动所造成，它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牺牲品。 

    本次考察结果尽管多少有些让人失望，但是可喜的是这次考察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长江豚类生

存状况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保护母亲河的又一次反思。本次活动引起了国务院

办公厅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农业部研究解决办法。中国农业部于12月28日再

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长江豚类的保护对策。随着严冬的逝去，科研人员们盼望着长江豚类及其他长

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工作能迎来一个暖意融融的春天。 

    （引自www.cas.ac.cn 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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