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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剩约1000头，比大熊猫还少

长江江豚或列为“极度濒危”
去年 12 月 2 日至 5

日，记者跟随江豚科考队

“寻觅”江豚身影……3月

28日，武汉，《2012长江淡

水豚考察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宣布长江江豚种群数

量约为1000头，呈现加速

下降趋势，其中长江干流种

群 年 均 下 降 速 率 为

13.73%，超过 2006 年以

前的两倍。

本报去年12月3日的报道

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由农业

部领导，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武汉白鳍豚

保护基金会共同组织发起并实施。

《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去年11月

～12月期间的干流考察期间，两

艘考察船目视发现江豚 380 头

次。经数据分析，初步估算长江干

流江豚种群约为500头。

科考人员在 2012年 10月 23

日至30日对两个通江湖泊——鄱

阳湖和洞庭湖，及其支流先行进行

了考察。初步估算鄱阳湖种群约

450头，洞庭湖种群约为90头。而

在2006年的考察中，科学家们在长

江干流目视发现江豚851头次，干

流种群数量为1225头，但那次考察

没有覆盖洞庭湖和鄱阳湖区域。目

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远少于大熊

猫，且种群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最新的评估报告拟

将长江江豚列为“极度濒危”级别。

数量不及大熊猫
拟将江豚列为
“极度濒危”级别

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总指挥、中科院水生

所研究员王丁教授指出，“江豚灭绝的速度正在

加快。”

在本次考察中，考察队员没有观察到白鳍

豚，声学记录仪亦未监测到白鳍豚声信号。

在安徽铜陵-芜湖河段科考，共目测江豚14

头，加上安庆—铜陵段的48头，科考队共在安徽

段目测62头，均高于湖北段、江西段。

考察队副总指挥王克雄认为，安徽段的长

江水质和生态环境基础不错，江豚很喜欢的活

动地——沙洲发育得好且破坏少，长江支流岔

道多适合江豚活动捕食。铜陵已完成了江豚迁

地保护的工作，安庆的迁地工作也已初步开展，

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江豚在此正常生活，顺利实

现种群繁衍。

安徽段目测62头 均高于湖北段、江西段

2012 年的考察发现江豚分布的区域与

2006年大致相同，但呈现分布相对集中、日益

斑块化的趋势。报告指出，在流动的水体里孤

岛化生存，对江豚种群的繁衍而言十分危险。

王丁指出，“航运阻隔造成江豚迁移困难，水利

设施建设导致长江中下游水文状况发生变化，

江湖阻隔，适合江豚栖息的洲滩区域减少，是造

成江豚分布斑块化的几大可能原因。”

科考队员还发现长江干流里分布的江豚在

码头港口区域集中。

“江豚冒着危险在码头港口区域进行捕食，

这可能和码头区饵料资源相对丰富有关系。”王

丁表示，“但码头港口区域航运非常密集，对江

豚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

生存空间被挤压 江豚冒着危险在码头港口捕食

王丁指出，“为了避免江豚重蹈白鳍豚在野

外灭绝的覆辙，必须立即综合采取各种保护措

施，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双管齐下，减缓江豚灭

绝的步伐。”报告指出，饵料资源不足是影响长

江江豚生存的主要因素，应首先尝试推行在各

豚类保护区内实行全年全面禁渔。

就地保护一直是长江江豚保护最重要的保

护手段，报告指出，要加强现有保护区的管理设

施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长江豚类保护网络，

建立长江豚类保护网络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安庆长江豚类保护区内江豚分布密度较

高，是江豚最主要的栖息地之一。报告建议推

动安庆保护区升级，强化区内江豚保护工

作。 杜维薇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安庆段分布密度高 报告建议推动安庆保护区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