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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 

张涛
1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白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生物，早在白垩纪时期它们就存在于地球上了，在经历了第四纪冰川后，地球上白鲟的数量大幅下

降，生存的范围也仅限于我国海河、钱塘江和长江流域。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白鲟的保护工作，但受水利航运、水体污染等因素影

响，白鲟还是走向灭绝——2022年 7月 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IUCN）发布全球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白鲟灭绝。白鲟的灭绝，是长江鱼类生存危机的一个缩影，目

前长江大型鱼类、洄游鱼类乃至青草鲢鳙等常见鱼类的数量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不少已经濒临灭绝。而从更大范围来看，全球淡

水鱼类的命运和处境同样不容乐观，根据 2021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等 16 个生态保护组织发布的最新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淡

水鱼类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恶化，数量急剧下降，约三分之一的淡水鱼类正面临灭绝风险。保护淡水鱼类，维护生物多样性，需

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和措施，共同守护这些美丽的水生精灵，维护地球家园。 

长江白鲟的前世今生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其发达的水系、复杂的河流环境孕育了 424 种淡水鱼类，这其中仅特有鱼类就有 180 多种，有着

“淡水鱼类资源宝库”的美称。鲟鱼是长江众多鱼类中最大的一种，长江本土鲟鱼主要有三种：中华鲟、长江鲟、白鲟。相较于

其他鲟鱼，白鲟体色较浅，故得名白鲟。从生物分类划分，白鲟属于匙吻鲟科鱼类。匙吻鲟科鱼类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生物，在距

今 1.22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它们就出现在了地球上。随着第四纪冰川期的到来，地球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原先广泛分布于

内部河流湖泊的匙吻鲟科鱼类很多都消失了，仅有生活在长江中的白鲟以及密西西比河中的匙吻鲟留存下来，但不幸的是，白鲟

也于 2022年 7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 

由于白鲟和密西西比河的匙吻鲟同属匙吻鲟科，因此白鲟也被称为中华匙吻鲟，又因为其吻部细长宛若象鼻，在民间也被俗

称为象鱼。白鲟曾是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类，体长一般在两到三米之间，体重 200～300千克，四川地区有“千斤腊子万斤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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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其中“腊子”指的是中华鲟，而“象”说的就是白鲟。白鲟一般生活在长江水流的中下层，这里水流湍急、光线昏暗，

导致它们的眼睛已经严重退化，因此主要靠皮肤感知周围环境来捕食猎物。作为长江乃至我国最大的淡水鱼，白鲟可不是“吃

素”长大的，长江中的青草鲢鳙等鱼类都是白鲟捕食的对象。白鲟原先分布于海河到钱塘江的各大河流中，但由于生态环境恶

化，其分布区域后仅限于长江流域以及黄海、渤海和东海的近海海域。 

白鲟是一种半溯河洄游性鱼类，它们的幼鱼主要在长江支流及长江入海口近海大陆架附近觅食，成年后，它们则进入长江干

流深水河槽生活。白鲟寿命一般在 30 岁左右的，7～8 龄的雌鱼就进入了性成熟期，它们一般会在每年 3—4 月份洄游至长江上

游产卵。白鲟对产卵场所要求较高，一般为流速 0.49米/秒，水深 10米且底质为岩石或鹅卵石的河段，目前符合这些要求的天

然产卵场地主要集中在四川省宜宾市柏溪镇附近的金沙江河段。客观而言，对产卵场所的苛刻要求，事实上也限制了白鲟种群的

繁殖。 

长江白鲟的最后时刻 

作为第四纪冰川劫后余生的孑遗生物，白鲟留存下来的种群数量十分有限。为保护白鲟，我国于 1987年将其列为国家一类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除加强保护外，我国还积极开展了白鲟的人工繁殖科学研究，但由于早期交通不便，等科研人员接到渔

民误捕信息赶到现场时，被捕获的白鲟往往已经奄奄一息，同时白鲟个体大，对养殖场地和氧气供应要求高，当时科研技术、硬

件条件不足，人工养殖的白鲟最长也只存活了 29天，后期各方面科研条件、饲养繁殖条件成熟了，它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被列为我国一类重点保护珍稀动物后，白鲟在 199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级”，2009年再次评估时被确定为

“极危（疑似灭绝）”。人类最后一次看到白鲟是在 2003年的大年初一，当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危起伟博

士及其同事在四川省宜宾市南溪江段救助了一条白鲟并放生入长江。为了更好地摸排长江白鲟的种群数量，研究人员还在被救

助白鲟身上系了一个声呐装置，同时也派出了一艘快艇跟踪这条白鲟。但不幸的是出发不久快艇就意外触礁，无法继续追踪，这

只白鲟连同声呐装置也一同消失在了长江。而后，危起伟团队连续 6 年 8 次沿江寻找却再也没有见到任何白鲟的踪迹。任谁也

没有想到，失去一条鱼，就与整个物种无缘再见。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物种灭绝的定义是：以某一物种最后一次自然繁殖为起点，在其物种生命周期内如果未发现其他新的

个体，即认定该物种灭绝。根据对白鲟的实际监测，1991 年以后，在白鲟主要产卵地金沙江一带再未发现白鲟自然繁殖的身影

和迹象，按这一时间进行理论推算，白鲟在地球的最后一次产卵应该在 1990年左右，按照它们 30岁左右的寿命推算，最后一批

白鲟最晚应该在 2020年左右就走到了它们生命和物种的尽头。从实际信息来看，1993年以前，每隔一两年就有白鲟被误捕的消

息出现，但 1993年以后，类似消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在 2003年救助了最后一尾白鲟后，人们已经将近 20年没有看到或监

测到白鲟的身影和踪迹了。 

2019年年底，危起伟博士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在文中他们无奈地承认白鲟已经灭绝，

估计灭绝时间为 2005—2010 年，且可能早在 1993 年就已功能性灭绝，也即白鲟种群无法进行自然繁殖活动。2022 年 7 月 21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白鲟灭绝。 

“长江无鱼”的危机 

“生物完整性指数”能定量反映出人类活动干扰与生物特性间的关系，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淡水生态健康评估中。鱼类生态

完整性指数等级从高到低分为极好、好、一般、差、极差、无鱼。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除白鲟外，长江中其余鲟鱼类生物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中华鲟的物种历史、生活习性和繁殖方式同白鲟非常相似，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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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溯河洄游鱼类，它们平时生活在东海、南海的沿海大陆架地带，在海中生长发育，每年 7—8月份溯河洄游至金沙江下游

和长江上游约 600 千米江段产卵，已发现的产卵场地共 16 处，但随着葛洲坝水利工程开建，江水截流导致原产卵场全部丧失。

1982 年人们在葛洲坝下方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华鲟产卵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通过对这一产卵场所的监测结果来看，中华鲟的

野外生存状况不容乐观。2013 年，研究人员第一次没有在该产卵场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2015 年第二次自然繁殖中断，

2017—2021 年连续 5 年没有自然繁殖。相较于中华鲟，长江鲟的生存状态更加危急。与白鲟、中华鲟等溯河洄游性鱼类不同，

长江鲟属于淡水定居性鱼类，主要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受自然环境改变、过度捕捞以及产卵产地破坏等因素影响，目

前长江鲟已经野外灭绝。而有“长江女神”之称的白鱀豚，则早于 2007年 8月 8日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长江中生存状况堪忧的鱼类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因为味美，有长江三鲜之称的刀鱼、鲥鱼、江豚被人们大量捕捞，种群数量

急剧下降，部分甚至濒临灭绝。刀鱼，是长江三鲜之首，1973 年长江刀鱼产量为 3750 吨，到 1983 年这一数字就断崖式下跌至

370 吨，而到 21 世纪初，长江刀鱼产量仅剩下 12 吨左右。有相同遭遇的还有鲥鱼，1975 年长江鲥鱼的捕捞量曾达到 1570 吨，

20世纪 80年代后迅速减少，如今鲥鱼几乎绝迹，疑似灭绝。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鲸豚类动物，1991年江豚数量为 2700多头，

2018年农业农村部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江豚数量为 1012头，为极度濒危水生动物。此外，长江鯮鱼疑似灭绝，胭脂鱼、长薄

鳅、大鲵等鱼类种群数量也继续下降，被列入濒危保护动物名录。青草鲢鳙等鱼类曾在长江渔业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根据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长江生命力报告 2020》显示，近年来长江中四大鱼类的鱼卵鱼苗数据相较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减少

了 90%以上，长江渔业资源正在加速衰竭。 

目前在长江 400多种淡水鱼类中，有 20多种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数量下降，种群萎缩，如果我们再不采取

行动保护长江鱼类生态资源，“长江无鱼”的噩梦就必然会成真。 

全球淡水鱼类的生存困境 

“长江无鱼”不是个例，目前全球淡水鱼类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生存困境。以鲟鱼为例，除我国中华鲟、长江鲟外，地球上

其他鲟鱼类生物也均面临灭绝风险。目前全球共有 26 种鲟鱼类物种，而 26 种鲟鱼全都面临灭绝风险，其中约三分之二处于极

度濒危状态。 

鲟鱼的命运折射出来的是全球淡水鱼类面临的生存危机。2021年 2月，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 16个生态保

护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世界鱼类调研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淡水鱼类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恶化，数量急剧下降，在全球

已知的 18075种淡水鱼类中，有约三分之一正面临灭绝风险。具体的调查监测数据发现：目前已有超过 80种淡水鱼类灭绝，仅

在 2020 年就灭绝了 16 种，淡水鱼类的灭绝速度正在不断加快。除此之外，目前全球还有 10 种淡水鱼类被宣布野外灭绝，115

种淡水鱼类的濒危等级被列为“极度濒危或疑似灭绝”。在众多受影响的淡水鱼类中，洄游鱼类和大型鱼类的生存状况尤其严

峻，报告调查发现自 1970年以来，淡水洄游鱼类的数量已经下降了 76%，大型淡水鱼类的数量更是直接下降了 94%。 

淡水鱼类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都非常重要，它们在为人类提供动物蛋白，维护粮食安全，控制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传播，创

造就业，维持生计以及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旦淡水鱼类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生物多样性遭受危机，其上述积

极功能都将削弱乃至消失。 

目前来看，导致淡水鱼类生存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水工构筑物的影响。水库、水坝、水闸等水工构筑物会对天然河道的自然连通性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改变河流径流，影响

水域环境。一方面，这将导致原来的流水变为静水，促进喜静水鱼类种群发展壮大，但对于栖息于河流中底层，喜流水鱼类而言，

这意味着其原水域生存环境将遭受破坏，不利于其种群发展。以我国大渡河龚嘴水库为例，原先这里滩多水急，生活着大量平鳍

鳅、墨头鱼等喜流水鱼类，自建坝后，上游就形成了平缓的坝区静水区，激流生活鱼类数量开始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水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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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还会阻断洄游鱼类路线。以我国葛洲坝为例，大坝建成后，鲟鱼、铜鱼类、白甲鱼类等多种洄游鱼类数量就开始持续减少。 

二是水体污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排放的污染物和垃圾越来越多，不少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染物、农业化学品以及生

活垃圾开始进入河流湖泊和湿地，导致水体中有害物质激增，水体富营养化严重，这对鱼类的游泳能力、归巢能力、觅食能力、

产卵地选择能力都会产生影响。此外，水体污染还会降低水体透明度，影响水草生长，最终危害以水草为产卵场地鱼类的繁殖。 

三是破坏性捕捞。过度捕捞是造成绝大多数经济性鱼类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长江中的鲥鱼、刀鱼、胭脂鱼以及黑龙江中的

茴鱼等鱼类均是因渔民过度捕捞而导致数量下降甚至濒危的。 

四是不合理引种。鱼类引种是养殖业的重要途径，但不合理引入的外来鱼种可能会影响本地鱼类生存，对当地淡水生态系统

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渔业引种过程中往往会夹杂其他小型鱼类，这些小型杂鱼往往环境适应能力强，繁殖和生长速度快，极

易发展成为新水域中的优势物种，影响土著鱼类生存。 

五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频发，最新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导致水体温度上升、含氧量下降、污染物毒性增

加以及河流径流量变化，而这些都会改变水域环境，威胁鱼类生存，影响其种群数量。 

行动起来，保护淡水鱼类资源 

“竭泽而渔”式的捕捞方法让长江渔业资源濒临枯竭，粗放式的发展，让长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长江无鱼”的生态

危机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保护长江鱼类资源，维护水生动物生物多样性，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

的措施。一方面，我国出台了长江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2020年 1月，《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2021年 3月 1日，我国

首部针对一个流域的专门性生态保护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 

另一方面，我国制定了多项珍稀水生生物专项保护计划。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部陆续发布和实施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

（2015—2030 年）》《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以保护长江濒

危水生生物。 

再一方面，加强了珍稀鱼类的人工繁殖和流放工作。我国分别于 2009年、2013年实现了中华鲟、长江鲟的全人工繁殖，多

年来两大鱼类的人工繁殖已经步入常态化，目前我国已经向长江中投放了 200万尾中华鲟、长江鲟幼苗，有效补充了鱼种数量。

在其他珍稀鱼类方面，我国目前还突破了包括胭脂鱼、圆口铜鱼、长鳍吻鮈、鲈鲤等在内的 10多种长江特有珍稀鱼类的人工繁

殖技术。全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和成功，使中华鲟、长江鲟等濒危物种不致灭绝已经理论上可行。 

最后，我国还建设了大量生态鱼道，畅通鱼类洄游河道。水工建筑物会阻隔洄游鱼类的洄游路线，影响它们的产卵和繁殖。

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开始在长江流域水利工程建设中修建生态鱼道，目前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大渡河龚

嘴、铜街子水电站等水利设施旁都开设专门的生态鱼道，为洄游鱼类开辟了新的绿色通道。 

长江保护政策和措施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据媒体报道，2022 年以来，长江流域沿江群众或渔政人员已经在安徽黄盆闸闸

口水域、安徽芜湖十里江湾、长江镇江段、清江渔峡口镇江段等多个江段发现往年从没有的大规模鱼群，一些鱼群属 50年难得

一见。而在我国湖北省，禁渔期间不少湖泊鱼群数量大增，超出了其生态承载力，为此不得不在部分湖泊中开展生态捕捞。这些

事例充分说明了目前我国长江保护计划的成效。当然，我们还应保持清醒头脑，客观看待这一保护效果。科学来说，目前长江禁

渔效果“因鱼而异”，对于一些生命周期短、繁殖能力强的鱼类而言，禁渔确实能让它们的种群数量快速增长；但对于繁殖周期

长的鱼类来说，要想让它们在短时间内恢复并不容易，如中华鲟、白鱀豚等物种，幼鱼性成熟年龄至少在 6～8 龄，甚至更长，

十年时间很难保证它们的数量有大幅增长，因此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这类珍稀生物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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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国对淡水鱼类保护方面的部分措施，从成效来看非常值得世界各国借鉴和参考。要真正保护淡水鱼类，目前我们

还需要采取更多手段和措施：一是加强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保护物种的最佳手段就是保护其栖息的自然环境。就淡水鱼类而言，

我们一方面要减少污染排放，保持水体自然状态，维护淡水生态系统健康；另一方面要审慎评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在全面分析

项目的环境成本、生态效益后，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项目建设的科学决断；最后是加强鱼类和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切实保护

好流域内鱼类产卵场所的环境保护工作。二是合理捕捞。各流域内要统筹协调，合理控制渔业捕捞强度。一方面，渔业管理部门

要全面摸排、科学评估流域内的渔业产量，合理控制捕捞生产，保证渔业捕捞对象能够维持在种群可持续发展之上；另一方面，

要密切监测当地渔业资源，从鱼群生态长远发展角度，适时设置禁渔期（区），为鱼类休养和繁殖提供窗口。三是设立自然保护

区。目前包括鱼类在内的绝大多数濒危物种都是因为生活栖息地遭破坏导致的。因此，针对濒危鱼类，应尝试设立专门的自然保

护区，特别是对已经丧失了原生存环境的濒危鱼类而言，易地保护尤为重要。四是加强濒危鱼类生物学研究，积极开展人工繁殖

和放流工作。对濒危鱼类，要加强生物学研究，尽早了解其种群状态、分布区域、生活习性，加强针对性保护，促进其自然增殖。 

为保护白鲟，2003年以来，危起伟团队研发了鱼类生殖细胞移植技术，借助这一技术，可以实现从一条鱼恢复到一个群体。

尽管白鲟已被宣布灭绝，但他内心深处还希望在长江庞大水系中的一隅还存活着一尾或几尾白鲟，毕竟被宣布灭绝后，又被重新

发现的物种并非没有先例。届时可以借助这一最新技术，繁殖出更多的白鲟。当然，团队做这一技术储备，不仅仅是为白鲟，也

为更多濒临灭绝的鱼类。尽管有这一技术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我们都真心希望它不要用在任何物种身上，真心希望地球上的美丽

精灵都能在它们的栖息地健康、自由地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