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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大马哈鱼在行动
本报记者 马维维

4 月底的黑龙江，天气转暖，冰雪消融。

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的牡丹江东宁市绥芬河河

畔，一年一度的大马哈鱼增殖放流活动如约

举行，成功放流大马哈鱼苗 10 万尾。

几天后，在黑龙江省东北部的抚远市乌

苏里江江边，又有 72 万尾大马哈鱼鱼苗在这

里成功入水。

“这次的鱼苗经过 6 个月人工孵化饲养，

长度都在 5 厘米至 7 厘米之间。”在活动现场，

东宁市鲑鱼孵化放流站站长王维坤说，每年

4 月下旬是放流大马哈鱼鱼苗的最佳时期，

可以有效提高鱼苗的成活率。“大马哈鱼种群

的恢复和延续，能够改善水生态环境，促进渔

业高质量发展。”王维坤说。

建鱼类资源繁育基地

“这些鱼苗已经长大，符合野外生存标

准，进入乌苏里江后，将集结成群顺流直下，

通过黑龙江入海口进入北太平洋。三四年后

的秋天，成鱼将再度洄游‘家乡’繁育后代。”

在抚远市的放流活动现场，随着志愿者的解

说，一尾尾鱼苗从专用袋中游出，沿着放流槽

欢快地跃入乌苏里江中。

在中国有大马哈鱼、马苏大马哈鱼和驼

背大马哈鱼三种，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绥芬河

和图们江流域。抚远市因黑龙江、乌苏里江

在这里交汇，水产资源丰富，因此被誉为“中

国大马哈鱼之乡”。

据《抚远县志》记载，在 1949 年到 1979 年

的 30 年间，渔业一度是抚远财政收入的支

柱。上世纪 60 年代，抚远还制定了“以鱼保

粮”“以捕捞大马哈鱼为重点、积极捕捞其他

各自江杂鱼为主”等方针。

生活在抚远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些年

每到秋季大马哈鱼捕捞季节，经常出现因大

马哈鱼洄游数量过多造成“江河拥塞”乃至

“踩着鱼背过江”的独特现象。

黑龙江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秘

书长张天航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由于多种

原因造成洄游到我国境内的大马哈鱼种群锐

减，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态环境失衡和渔民收

入下降。保护大马哈鱼种群资源和生态环境

迫在眉睫。

1988 年，抚远、东宁鲑鱼放流站成立，人

工繁育放流大马哈鱼工作逐渐展开。

进入 21 世纪，抚远、东宁等地纷纷建立

了保护鱼类资源的繁育基地，每年对适合的

鱼苗进行放流，并推出减少捕鱼船只、封江

（河）育鱼、每年设立休渔期、保护恢复产卵场

环境、设立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恢

复渔业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

谈及大马哈鱼现状，许多从事大马哈鱼

保护的专家喜忧参半：目前我国有大马哈鱼

洄游的三个流域中，马苏大马哈鱼和驼背大

马哈鱼分别处于濒危和极危状况，其中驼背

大马哈鱼在中国境内已多年未见。如今，大

马哈鱼在我国境内的“待遇”得到了明显改

善，马苏大马哈鱼还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

净化河流生态系统

一种鱼的存在为何能起到“改善和修复

水域生态环境”这么大的作用？

在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科学官员

李欣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一张图片，图片的中

央是几条大马哈鱼，周围则分别画了森林、

熊、鹰、鲸鱼以及大鳇鱼等动植物。

“这是一张大马哈鱼成长过程及其在生

态系统中重要性的一张图，很多动物以大马

哈鱼为食。”李欣说，大马哈鱼是冷水性溯河

产卵洄游鱼类，每年 8 月份，性成熟的大马哈

鱼在入海口集结，成群结队的溯江（河）而

上，跳过瀑布、穿越险滩、躲避天敌。

在洄游的大马哈鱼群附近，鹰在天

空中盘旋等待时机，棕熊在岸边潜伏

伺机而动，黑龙江的“水中霸主”鳇鱼

也在虎视眈眈⋯⋯在纪录片中我

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大马

哈鱼在洄游的一路上能够为沿途

100 多种生物提供能量储备，还有

科学家甚至在老虎的粪便中也检

测到了大马哈鱼“存在”的痕迹。

9 月中下旬到 11 月下旬，大马

哈鱼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建

巢、产卵，之后死亡。他们躯体中

最后的养分也会留在家乡水域，

成为无数动物越冬的食物。有的

国 家 还 把 大 马 哈 鱼 称 为 保 育 助

手，因为它们产卵时对环境要求

非常高，会把产卵场附近的淤泥

清理干净，为其他鱼类也营造了

更好的环境。

“大马哈鱼将海洋中的营养物质带回内

陆，这是少有的海洋反哺河流的案例，其产

卵的地方植物会更加茂盛，也是这个原因。”

李欣说，大马哈鱼的长距离洄游，覆盖了大

部分水生动物的生长环境，是当之无愧的北

方河流生态系统中的基石物种、伞护种、指

示物种。

大马哈鱼之所以能够回到家，还因为它

们有超强的嗅觉，但如果家乡河流的水质发

生了变化，它们的嗅觉就会失灵而找不到

家。它们能跳过小型瀑布，但水坝会阻碍它

们前行的路；它们还会搬开石头来掩藏产下

的卵，但河流生态受损没有这种卵石，它们也

就无法找到当年出生的那个家。黑龙江省环

境保护教育学会秘书长高瑞睿说：“所以大马

哈鱼是否洄游也能印证这条河流生态的好

坏，守护大马哈鱼就是要保护整个河流生态

系统。”

增殖放流减少捕捞

随着鱼苗放流的结束，东宁市鲑鱼孵化

放流站又恢复了安静。站

在 空 荡 荡 的 孵 化 车 间 ，

王维坤说，再过大约

5 个 月 ，这 里 又 会

迎 来 新 的 一 批

大马哈鱼。

“取卵、洗卵，进行人工授精后运输到车

间，孵化⋯⋯经过长达 6 个月的管理、饲育，

就可以放流了。”说起大马哈鱼的孵化放流，

王维坤如数家珍。

每一尾刚出生的小鱼苗，对于王维坤来

说都弥足珍贵。从喂食到水温，还有含氧量、

流量调控等每个细节他都小心翼翼，尽量为

小鱼苗营造接近自然水域的生长环境。

增殖放流是恢复野生鱼类资源的重要手

段。人工孵化、放流大马哈鱼是保护和增殖

渔业资源、实现自然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34 年来，东宁市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

极开展大马哈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鱼

苗超 1400 万尾，抚远市累计放流大马哈鱼苗

4200 万尾，改善和修复了水域生态环境，有

效保持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的生物多

样性。

东宁市的绥芬河段还是国家级大马哈鱼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内，村民组建

了环保巡护队，保护水体的同时还监督制止

电鱼、毒鱼、炸鱼及禁渔区、禁渔期内的非法

捕捞行为。

黑龙江省有禁渔期的规定。抚远、东宁

等地水域有单独的大马哈鱼禁渔期，其中黑

龙江、乌苏里江水域为 10 月 1 日至 20 日，绥

芬河及其支流瑚布图河为 10 月 1 日至 31 日，

对大马哈鱼的洄游、产卵繁殖起到了重要的

保护作用。

“客观地讲，非法捕鱼的现象难免还存

在，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人们对保护大马

哈鱼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高瑞睿对大马

哈鱼的保护充满了希望，除了增殖放流和减

少捕捞，大马哈鱼产卵地的保护也是应该聚

焦的重点，“另外对保护人员进行生态环境保

护和监测巡护、社区工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

等，发挥民间环保公益组织作用，配合政府一

起提升守护大马哈鱼的社会共识，也是我们

可以做的方向”。

在山林间踱步的绿孔雀满身金翠，绚丽

多彩，一身羽毛华美异常，羽毛末端具有紫

蓝色、蓝绿色及黄铜色构成的大型眼状斑

纹，尾屏展开有 1 米多阔⋯⋯

近日，云南省楚雄州对外发布了一组

摄于双柏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雀

照片，这些美图在网上发布后被许多网友

点赞转发，不少人惊叹——“太美了”“大自

然精灵”⋯⋯

世界上的孔雀有三种——绿孔雀、蓝孔

雀、刚果孔雀。据了解，绿孔雀是中国唯一

的本土原生孔雀种类，为我国野生雉类中体

型最大的种类。历史上，绿孔雀遍布于湖

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区，目

前仅分布于云南省境内，种群数量不足 600

只，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分别

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极度

濒危物种。

楚雄州的绿孔雀主要分布于该州双柏

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及礼社江、绿汁江沿

岸。“保护区内和元江中上游河谷两侧保有

较大片的季雨林，这块哀牢山中的绿色屏

障，也为绿孔雀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生存家

园。”双柏县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局长郭汝平说。

楚雄州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福介绍，为了加强对绿孔雀种群及其栖

息地的保护，早在 2003 年 4 月份，楚雄州政

府就批准设立了以绿孔雀为主要保护对象

的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10391

公顷。2020 年，楚雄州又将保护区周边绿

孔雀集中分布区域纳入保护区范围，保护

区也正式晋升为省级，面积扩大到 17534 公

顷，增加 68.7%。

为减少人鸟矛盾，楚雄州积极开展社区

共建共管，在绿孔雀分布区聘请 140 名群众

为绿孔雀保护监测员，实施退耕还林 2.24 万

亩，将绿孔雀分布区 7846.7 公顷集体林地划

为公益林，每年兑现公益林补偿 117.7 万元；

培训引导保护区周边群众发展绿色农业，减

少农药施用量，杜绝绿孔雀误食中毒事件

发生。

居住在保护区内的原住村民赵同荣就

是一位绿孔雀巡护监测员。每个月他都会

定期和同事们进山巡视，检查红外相机，通

过收集拍摄资料确定绿孔雀的生存状态，保

证绿孔雀水源点、食源点水食充足、栖息地

安全。

“聘请本地人，让我们既有了一份收入，

也为保护绿孔雀出了一份力，调动了大家参

与保护的积极性。”赵同荣说。

2015 年以来，楚雄州累计投入绿孔雀保

护资金 427.4 万元，栽植界桩 156 棵，建设绿

孔雀卡点 8 个、饮水点 21 个、食源地 4 块，修

复栖息地 75 亩，绿孔雀保护管理能力不断

提升。

不断加强科研监测也是绿孔雀保护的

重要内容。多年来，楚雄州与中科院、云南

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长期对绿孔雀进行科研和监

测，全州绿孔雀栖息地重点保护监测面积达

到 12687 公顷。

通过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楚雄州实

现了绿孔雀种群扩大、数量增长。据监测

调查，至 2021 年底，楚雄州绿孔雀现存数量

达 300 只左右，接近全国总数的 50%，楚雄

州 已 成 为 国 内 绿 孔 雀 野 外 种 群 的 主 要 保

存地。

不过，绿孔雀当前的数量依然稀少，栖

息地碎片化造成的种群隔离是绿孔雀保护

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杨 晓 君

表示，保护极度濒危

物种绿孔雀，不仅要

推 进 其 栖 息 地 生 态

保护与物种监测，还

要促进绿孔雀小种群

之 间 的 保

护与交流，

在相对分

散 的 种

群 之 间

建立生态

廊 道 以 加

快联通。目前，依托云南

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

心建设的绿孔雀人工繁

育基地，已经开展了绿

孔雀人工繁育研究。

“绿孔雀是楚雄的

形象代表，我们要继续

加 大 绿 孔 雀 保 护 力 度 ，倾 力 打 造‘ 中

国·楚雄——绿孔雀之乡’品牌，持续

守护好这张绿色生态名片。”楚雄州

州长张文旺表示。

云南楚雄——

又 见 绿 孔 雀 家 园
本报记者 曹 松

仰望北京夜空的星轨

杨学聪

不久前，摄影爱好者张全跃拍

摄的一张图片在朋友圈刷屏。夜幕

苍穹下，星轨绚丽斑斓。拍摄星轨

最大的前提是大气通透、能见度好，

这张照片让人惊叹，是因为它并非

拍摄于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而是

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

近几年，北京人明显感受到蓝

天常驻，且“颜值”一年比一年高，空

气一年比一年清新。出现在城区夜

空中的星轨，再次成为北京空气质

量持续好转的例证，“仰望夜空，繁

星闪烁”从梦想变成了现实。

变化不止肉眼所见，更有数据

“说话”。《2021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展现了北京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的实绩：空气质量首次全面

达标，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土壤环

境状况保持良好，声环境质量保持

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生态

环境状况持续向好，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国省级

最优水平！

2021 年，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

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

粒物年平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33 微克、每立方米 3 微克、每立方米

26 微克、每立方米 55 微克；一氧化

碳和臭氧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1.1

毫克、每立方米 149 微克。各项大

气污染物协同减少，首次实现主要

污染物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梦想照进现实的背后，是北京

20 多年驰而不息治理提升大气环

境质量的不懈努力。

北京从 1998 年开始大规模开

展大气污染治理。在主要污染物

中，细颗粒物是重点也是难点。我

国 2016 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将细颗粒物的二级标准年平均浓度限值锁定在每立方

米 35 微克。而《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的目标是，到 2017 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

米 60 微克左右。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过去的几年，北京迎难而上，通

过对污染源进行科学解析，制订了更有针对性的治理计划，

减煤、控车、治污、降尘，“一微克一微克去抠”。2015 年至

2020 年，以“微克/立方米”为单位细颗粒物指标，历经 80、

73、58、51、42 几 个 台 阶 ，直 降 至 38 微 克/立 方 米 ，降 幅

52.9%，并最终于 2021 年迎来里程碑式的突破。

截至 2021 年底，北京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50.7 万辆，

国五及以上车辆占比超 70%，车型结构达到全国最优；对 93

家重点企业量身定制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方案；以克论

净，对 2400 余个施工工地（场站）开展视频监控，有 2058 条

背街小巷实现机械化作业清扫保洁，全市降尘量均值同比

下降近 20%。

在大气环境不断好转的同时，北京生态环境全面向

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各类物种提供了适宜的栖息条件，

使北京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山峦

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成为北京人的生活

底色。

同时，为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双碳”战略，北

京在全国率先实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发展资源

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高精尖”产业，聚焦能源、建筑、交通

等领域推进碳减排，2021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量比 2020年下降 4%左右，保持全国省级最优水平。

如今，《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北

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已经实施。按

照《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2021 年—2035 年）》，全

市 67.9%的自然岸线保有率为大自然守住了“家门”，同步

制定生态涵养区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可以预见，北京将用一次次梦想成真，在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实践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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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吉林省珲春市密江河流域洄游

的大马哈鱼。

李延来摄（中经视觉）

图② 科研人员在吉林省珲春市的密

江河流域考察大马哈鱼的生存环境。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供图）

①①

②②

生活在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恐龙生活在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恐龙

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雀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雀。。

邓邓 雄雄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