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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
刀
鱼
，或
成
﹃
最
后
的
绝
唱
﹄
？

长江沿岸工厂
污染及船舶排污、
捕捞强度大等因
素，恶化了长江刀
鱼的生存环境，造
成种群的衰退、濒
危，禁捕、保护已刻
不容缓

最近关于长江刀鱼濒临灭绝
的报道屡见报端。在探讨如何避
免这一鱼类走向灭绝之前，有必
要提一下被列为国 家 一 级 野 生
保 护 动 物 、有 着“ 水中大熊猫”
美誉的白鳍豚。由于人类活动的
影响，这种极为珍稀 的 动 物在短
短几十年间就走向了末路。尽管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物种灭绝的
标志是在 50 年内未在野外观测
到任何个体，但显而易见，白鳍豚
的功能性灭绝已经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了。

许多人可能会觉得，长江刀
鱼虽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但也
不至于落到白鳍豚的地步。但在
长江遭受严重污染、刀鱼产卵场
遭受破坏、人工捕捞失控等因素
的综合影响下，刀鱼走向濒危甚
至灭绝的地步并非不可能。《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方
案中把刀鱼列入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背后就体现了政府部门
的担忧。而刀鱼种群在短短几十
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则更验证
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有数据显
示，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刀鱼
曾有“长江第一鱼”之称，一度占
到全长江年渔获量的 35%~50%，
在江苏段，曾一度占到 70%，现在
却面临全面衰竭的局面。

刀鱼濒临灭绝，这不仅是刀
鱼的悲哀，更是整个长江的悲哀，
其背后是整个长江水域生态环境
遭受严重破坏的一个反映。其实
不必提已灭绝的白鳍豚，也不必
提已被列为国家一二级野生保护
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等珍
稀物种，单就适应能力最强、最为
普通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
长江“四大家鱼”来说，其鱼苗年
出生量也由上世纪 50 年代的 300

多亿尾降至目前的不足 1 亿尾了。
如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长江水
域生态环境的未来令人担忧。

俗话说“唇亡齿寒”，当一条江
河中连极其普通的鱼类都很难再
见到时，这意味着这条河流生物多
样 性 的 丧 失 已 不 再 是 危 言 耸 听 。
对于长江这条世界级河流来说，人
们必须正视这一危机的存在。作
为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经济增长最
快的区 域 之 一 ，长 江 流 域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面 临 着 巨 大 挑 战 ，包 括
白 鳍 豚 、刀 鱼、“四大家鱼”等长江
鱼类物种的或者灭绝、或者濒危、
或者剧降，就已一次次给人们提出
了沉重的生态警示：加强长江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实现区域的可
持 续 发 展 ，保 护 好 水 生 生 物 栖 息
地 ，已 经 是 无 法 回 避 的 现 实 问
题。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 在推
动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要 把 修 复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摆 在
压倒性位置，为长江未来的出路指
明了方向。

再 次 回 到 刀 鱼 保 护 上 来 。 尽
管有着诸多悲观，但对于长江生态
保护，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一丝亮
光，这就是刀鱼有望成为受法律保
护 的 禁 捕 鱼 种 。鉴于有过不少野
生动物“虽有法 律 却 无 力 保 护 ”的
先 例 ，相 关 部 门 应 配 套 出 台 具 体
的 实 施 细 则 ，因 为 如 果 没 有 实 实
在在的现实保护措施，刀鱼仍会面
临被偷捕、被偷吃的命运。希望这
高价的“最后一捕”能早日成为历
史，也期盼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真正
能够成为保护野生长江刀鱼的坚
强盾牌。

拯救刀鱼先要保护长江生态
原二军

马上就马上就评评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早春三月，天刚蒙蒙亮，空气中弥
漫着一层薄雾，家住上海市崇明县的
渔民老张不辞辛劳，早早地和村里其
他渔民一起，满怀期待地将船奋力划
向崇明县刀鱼渔场深处去收网。早在
凌晨 1 时许，他就已赶在第一波潮水
涌来之前把网撒了下去，这个时候应
是潮退鱼现的好时候。

收起渔网后，老张却大为失望：渔
网的网眼里除了一些泥沙石子，连一
条小小的刀鱼都难觅踪影。

“ 今 年 刀 鱼 捕 捞 比 往 年 都 要 难
啊。”看到这个结果，老张眉头紧锁。
他在崇明县附近渔场捕捞刀鱼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也算是经验老到的能
手，早已对刀鱼的出没时间和路线了

如指掌，但即便如此，今年的收获依旧不
如人意。

伴随刀鱼极难捕捞到的尴尬，是刀
鱼在市场上价格的猛涨。今年 3 月以
来，规格不一的刀鱼成为上海崇明各大
农贸市场水产摊位上的主打产品，非常
抢手，单条重量 100 克以上的刀鱼每千
克售价为 7000 元左右，比去年同期贵了
近 1倍，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记者了解到，今年刀鱼价格水涨船
高，主要是受供求关系影响。一方面，今
年是刀鱼鱼汛“小年”，产量极低；另一方
面，是去年 11 月农业部发文对《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水生野生动物调
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将刀鱼（学名刀
鲚）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如果方案
获得通过，以后捕捞刀鱼就是违法行为，
这也极大地推高了刀鱼的售价。

刀鱼产量比去年减少80%，价格翻了近一倍

每 年 3 月 初 ，与 河 豚 、鲥 鱼 并 称
“长江三鲜”的刀鱼，都会从东海洄游
到长江寻找产卵地。在溯江而上的过
程中，刀鱼身上盐分淡化，鱼体丰腴肥
嫩，而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市崇明
县，正是刀鱼洄游的第一站。

刀鱼号称“长江三鲜”之首，由于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一直让食客垂涎
不已，皆欲尝鲜而后快。不过，今年要
吃到新鲜的长江刀鱼并不容易。由于
长江水环境的改变和过度捕捞，近年
来长江刀鱼数量呈直线下降趋势，捕
捞难度越来越大。

“我的渔船在渔场作业已经四五
天了，仅收获了 6 条 100 克以上的‘大
刀’。村里第一批出动的 51 艘渔船，1
个星期才捕捞了不到 5 公斤的刀鱼。”
崇明县老滧港村的船老大老徐这样告
诉记者。

老滧港村是一个主要从事刀鱼捕
捞的渔村，全村共有 1500 多人，每年
的 3 月 1 日~4 月 20 日是崇明刀鱼渔场
的捕捞期，但今年捕捞首战成果却少
得可怜。

“想想20年前，一条船出去一次，就
能捕上1000公斤，现在已经不能和过去
相比了。”回忆起过去，老徐感慨万千。

水产工程师、养殖大户郑金良说，
因为刀鱼逐年稀缺，普通人家“一年吃
一趟”都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吃刀鱼已
成为一件奢侈事了。

郑金良说起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在江苏长江沿岸，“江刀”多到没人要，
清明前1斤刀鱼也就卖到3角钱，清明后
只要 1角多，便宜的只有几分钱，这价
格和普通的草鱼、鳊鱼差距不大。

虽然当年的捕捞水平不行，但在
清明前吃上刀鱼却是家常便饭。小陈
是江苏扬州土生土长的“80后”，在他的
记忆中，小时候有时候刀鱼多到没人吃，
就用来喂猫，现在想想真是恍若隔世。

郑金良说，可能是水体污染，也可
能是气候变化，还或许是海洋里出了

问题，导致刀鱼洄游时间越来越晚。想当
年，在江苏江阴，春节过后人们就吃上“江刀”
了，最早年夜饭桌上就能有，但后来鱼汛逐年
推迟，这几年竟推迟到了 3月底。

记者了解到，这几年刀鱼价格经历
了大起大落：2011 年，单条 150 克左右的

“江刀”曾卖到每公斤 1.6 万元，绝对是餐
桌上的奢侈品。而在 2000 年，150 克左
右的“江刀”价格每千克竟不到 200 元。
在“八项规定”出台后，“江刀”的价格骤
降 至 每 公 斤 4000 元 ~6000 元 ，去 年 150
克重的“大刀”价格跌破每公斤 4000 元，
1 两左右的“毛刀”一条仅卖 10 多元，这
让渔民和食客都大呼看不懂、吃不消。

而在今年，虽需求增加并不旺，按理
说“江刀”价格应该是平稳状态，但因产
量极低，实际上价格却是明显飙升。

在上海市铜川路水产市场，一主营
长江刀鱼，称专供酒席、酒店及大量批发
的供应商告诉记者，2两大小的刀鱼售价
约在1400元/公斤左右，2两以上的“大刀”
达到了 3000元/公斤。另一家卖海鲜大闸
蟹的老板李先生则告诉记者，今年“江刀”
的价格并不低，3两以上“大刀”售价在5000
元/公斤以上，2 两左右则为 3600 元/公
斤，2两以下为 2400 元/公斤。

不过，在上海市崇明县奚家港地区
经营“江刀”20 余年的彭老板则坦承，即
使是这样的价格，买到的也不一定是真
正的长江刀鱼，极可能是“湖刀”（即生长
在湖里的刀鱼）。因为，即使是江面批发
价，“江刀”今年价格也一路高涨。3 月
26 日，长江刀鱼江面批发价已经达到了
1.5 万 元/公 斤 ；3 月 28 日 略 微 回 落 ，为
1.1 万 元/公 斤 ；3 月 29 日 ，每 公 斤 也 要
8000 元~9000 元，“今年刀鱼的价格，是
2012 年以来最高的。”

“2 两以上，特别是 2.5 两以上的‘大
刀’价格奇高，但依然是‘一刀’难求。”彭
老板称，和去年相比，长江刀鱼的产量减
少了 80%，价格翻了近 1 倍。而且捞上
来的刀鱼，绝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

“小刀”。

长江生态问题和滥捕，成刀鱼量锐减的主因

在采访中，有不少老渔民跟记者抱
怨：一艘渔船出去，起 早 贪 黑 ，人 工 和
柴 油 都 很 贵 。 长 江 里 鱼 不 多 了 ，草
鱼 、鳊 鱼 、鲫 鱼 都 卖 不 出 价 格 ，捕 捞 到
了 也 没 多 大 用 。 一 年 到 头 ，能 赚 钱
的 ，只 剩下了刀鱼和螃蟹。但一年下来
仔细一算，钱并没挣多少，只因江里“刀
鱼”不给力，越来越少了。

记者了解到，现在长江里的刀鱼已
经极少了。前些年刀鱼鱼汛还分“大小
年”，这几年好像也不分了，年年几乎都
是“小年”。捕捞上来寥寥几条刀鱼，就
足以让渔民开心不已。许多渔民们也很

感慨：怎么刀鱼就这么少了？
据一位知情者介绍，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是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近
几年，长江水质令人担忧，污染的水体影
响了刀鱼的生存环境。这位知情者给记
者讲了个细节：有鱼贩子把养鱼池里的
鱼捞进水桶，再往桶里洒些柴油，购鱼者
前来挑选鱼，偏就看中这气味浓重的“柴
油鱼”，因为有“长江野生的味道”。这些
细节让人哭笑不得。

其次，滥捕也是导致长江刀鱼大量
减少的原因之一。郑金良和渔民们都忍
不住谈到，在前些年，长江上曾出现过

“天罗地网”，除了航道之外，一张大网
从江底拉到江面，每隔一段便有一张。
有一年，郑金良曾亲眼看到，渔民一次收
网至少可以捕捞到几百斤刀鱼。

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上海海洋大
学教师何为看来，也许是安徽、湖北等
地的不少湿地湖泊如今都建了防汛
堤，导致刀鱼的传统产卵地被破坏。
何为说，前些年他为了研究刀鱼养殖，
沿长江流域跑了不少地方，这些都是
他亲眼所见。但是，“防汛重要还是保
护产卵地重要？”何为说，这又是一个
难以实现双赢的问题。

非法捕捞者铤而走险，对刀鱼资源伤害极大

由于长江口的水文环境变化以及过
度 捕 捞 的 影 响 ，“ 江 刀 ”数 量 这 几 年 锐
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
中心曾公布数据：1973 年，长江沿岸“江
刀”产量为 3750 吨，1983 年为 370 吨左
右，到 2002 年之后年产量已不足百吨。
而现在的年产量只有几十吨，犹如断崖
似的下降，令人惊叹不已。

为 应 对 这 个 情 况 ，2015 年 11 月 17
日，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文，对《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水生野生动
物调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原因是“近年
来，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野生动物资
源破坏严重，濒危程度不断加剧，《名录》
已不能适应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需
要。”

而在调整方案中，素有“天下第一

鲜”美誉的长江刀鱼榜上有名。这意味
着，一旦该意见获得通过，长江刀鱼将进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野生长
江刀鱼将不再是经济鱼类，捕捞野生刀
鱼将违反法律，要受处罚，而今年吃刀鱼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疯狂”。

在此次调整方案中，“长江三鲜”中
的另一种鱼类——鲥鱼也赫然上榜。但
据了解，野生鲥鱼早已宣布“功能性灭
绝”（物种因其生存环境被破坏，数量非
常稀少，以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丧失维
持繁殖的能力，甚至丧失维持生存的能
力），长江中已数十年见不到鲥鱼的踪
迹。及早保护、严禁捕捞，或许可以让处
于濒危边缘的长江刀鱼避免重蹈鲥鱼的
覆辙，令其起死回生。

事实上，上海市渔政部门为保护长

江刀鱼资源，保 障 专 业 渔 民 的 利 益 ，
早 就 有 了 更 为 直 接 的“ 禁 渔 令 ”：在
刀 鱼 洄 游 长 江 的 季 节 ，除 持 有 刀 鱼
特 许 捕 捞 证 可 入 江 捕 捞 刀 鱼 的 渔
船 外 ，其 余 任 何 捕 捞 行 为 都 属 违 法
行为。

“今年或许是捕捞和食用刀鱼的
最后一年。许多捕鱼人都想赶上这趟

‘末班车’，从刀鱼身上攫取最后的利
益。”上海海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这样介
绍。

记者从崇明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
大队渔政管理检查站获悉，从 2 月底
至今，检查站已查获 80 多艘非法捕捞
刀鱼的渔船。这些非法捕捞船多采用
网眼密集的禁用渔网，将大鱼小鱼一
锅端，对刀鱼资源伤害极大。

无证捕捞船隐患重重，海警出“重拳”加强监管

在上海海警支队相关负责人看来，
长江刀鱼资源衰减的主要原因是“人”，
沿岸工厂污染及船舶排污、捕捞强度大、
长江流域水利设施建设等因素，都恶化
了刀鱼的生存环境，造成种群的衰退、灭
绝，禁捕、保护已刻不容缓。

“受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调整方案政
策出台的影响，今年在崇明水域作业的
渔船剧增。目前，崇明各渔业村共有刀
鱼特许捕捞证 100 多张，而外来无证捕
捞船数量估计有数百艘之多。”这位负责
人说。

“从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反馈发现，目
前在九段沙上沙和中沙水域共有 60 余
艘渔船从事刀鱼捕捞作业，下沙水域作
业船只数量在 100 艘左右。加上这些作
业船只中的一部分会拖带一至两艘‘三
无’泡沫船以方便作业，实际船只数量甚
至超过了 200 艘。”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些“三无”船只经常占用航道，使用

违规渔网，还经常因为抢占捕捞区域而
打架斗殴，不仅给正常作业的渔民造成
不利影响，严重威胁着过往船只的安全，
还埋下了大量的治安隐患。

据了解，为加强管控刀鱼捕捞期间
长江口水域的治安形势，防止刀鱼捕捞
最后的疯狂“争夺战”，自今年刀鱼捕捞
开始以来，上海海警主动出击，维护长江
口水域的治安稳定。一是到渔船上向渔
民们发放了 60 多份普法宣传单、走访渔
港开展普法教育 23 次，提高渔民的法治
意识，从根源上消除治安隐患；二是重拳
出击。上海海警支队在辖区水域开展了

“加强刀鱼捕捞期辖区治安整治专项行
动”，增加舰艇巡逻的规模和密度，全面
整治辖区水域治安。

记者获悉，往往天还未亮，上海海警
工作人员就开始集结大部分舰艇组织编
队，在刀鱼捕捞重点辖区水域巡逻，对多
艘渔船进行登临检查。

记者日前随上海海警支队执法检
查崇明岛东南水域时，在现场看到一
艘 渔 船 带 着 违 禁 网 具 企 图 蒙 混 过
关 ，趁 机 混 入 刀 鱼 捕 捞 的“正规军”
中，被执法人员“揪”了出来。执法人
员在执法时，遭到违法行为人孙某的
阻挠。孙某先是驾驶小型渔船阻碍渔
政船正常执法，后又来到渔政船驾驶
室，手持捕鱼作业工具，对船长进行威
胁，试图阻碍渔政人员正常执法。

事件发生后，渔政船向海警报警，
寻求支援。海警支队执法科室第一时
间与报警渔政人员沟通，同时民警根
据以往办案经验，指导现场渔政人员
进行现场保护和证据收集工作。指挥
中心调度在附近水域巡逻的舰艇前往
支援，当海警民警到达现场后，执法人
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信息采集、调
查询问，确保了案件的快速办理，对孙
某进行了相关的处罚。

人工繁殖技术虽有突破，长江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江刀”越来越少，人工养殖刀
鱼是否可行呢？记者 在 调 查 后 发 现 ，
事 实 上 ，刀 鱼 的 人 工 繁 殖 目 前 依 然 是
一 项 世 界 性 难 题 。 一是因为刀鱼性格
暴躁，出水即亡，种鱼的获取、人工授精、
孵化等难度很大；二是因为刀鱼嘴很“刁”，
只喜欢天然生物饵料，喂养难度较大。

记者获悉，早在 2007 年，上海市水
产研究所联合嘉定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就
组建了长江刀鲚科研团队，首次通过采
捕野生长江刀鲚种苗开展人工养殖，拉
开了长江刀鲚人工繁殖技术科研攻关的
序幕。

2011 年，长江刀鲚科研团队终于取
得了刀鱼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成功获
得了人工繁育的子一代亲本；2013 年，

又成功培育出大规格刀鱼苗种 12.3 万
尾，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苗种的规模
化生产；2014年，又培育出了 25.5万尾苗
种，刀鱼规模化全人工繁育技术日趋成
熟。目前该中心已成功养殖第三代刀
鱼，已经有一些养殖户从这些科研院所
购买刀鱼受精卵和刀鱼苗，并养殖成功。

因为养殖技术的突破，刀鱼从物种
上被保存下来了。但是，长江生态保护
和刀鱼禁捕依然必要且刻不容缓——通
俗地讲，若“江刀”在人工养殖池里养了
数十年之后，肯定会适应环 境 而 变 成

“湖 刀 ”，因 此 ，必 须 间 隔 几 年 就 要“灌
江 纳 苗 ”（指 为 了 增 加 长 江 沿 岸 湖 泊
中 的 鱼 类 资 源 ，适 时 开 闸 让 长 江 中 鱼
类 的 鱼 苗 或 幼 鱼 随 水 进 入 湖 中），来

更新野生刀鱼苗。而为了保证能从
长 江 里 纳 到 刀 鱼 鱼 苗 ，则 需 要 每 年
大规模地放流刀鱼。

据悉，为尽快修复天然水域刀鱼
资源，上海市将刀鱼苗种纳入了放流
计划，2013 年就开展了试验性放流，
在 长 江 口 成 功 放 流 9000 尾 苗 种 。
2014 年，上海市将 10 万尾全人工繁育
的刀鱼苗种成功放流长江。今后，也
会不定期的放流苗种。

上海市农委有关人士表示，刀鱼
苗 种 成 功 放 流 长 江 ，标 志 着 刀 鱼 人
工 繁 育 科 研 成 果 在 渔 业产业中的实
际应用。持续开展刀鱼的人工增殖放
流，将成为恢复和增加长江刀鱼资源
的有效手段。

受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调整的影响，今年可能会成为刀鱼捕捞的最后一年。图为
上海海警支队对非法捕捞刀鱼的船只进行检查。 殷立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