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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生存处境仍然堪忧。这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所长张显良研究员今天透露的。 

    正在此间举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水族馆专业委员会2006年年会暨北京海洋馆第二届国

际学术交流会上，张显良说，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产卵场分布在长江上游600公里江段。1981年葛

洲坝截流后，中华鲟被滞留在坝下。20多年的监测表明，葛洲坝截流以后，在葛洲坝下游江段仅发

现一处中华鲟产卵场，且江段长度仅7公里，面积相当狭小。 

    “再加上近年来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类活动加剧，水域水质污染日趋严重，导致中华鲟的资

源状况逐渐衰退。”据调查，每年洄游至长江的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已从葛洲坝截流初期的约

2176尾，下降到目前的每年500尾左右。 

    我国在政策法规、技术、管理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建立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基本体系结构，对缓

解中华鲟资源的衰退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如此，每年监测结果表明，中华鲟自然种群数量逐年

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中华鲟的保护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张显良说，中华鲟分布较

广，管理难度大，以及水利工程建设、水质污染、长江及近海密集渔捞等问题近期无法完全消除是

造成这一现象的客观因素。 

    此外，我国每年投入中华鲟保护的资金有限，人工繁殖中华鲟产后亲鲟的恢复等困扰人们多年

的难题，因设施条件限制无法着手解决。一些有效保护措施也因资金限制而无法正常开展。 

    “加强对中华鲟物种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已成为我国水产科技工作者和物种保护工作者的紧迫

任务。”张显良说，探索更多的保护技术和方法，寻找更多的保护途径，是加强中华鲟物种保护的

必由之路。 

    （引自www.cas.ac.cn 200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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