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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鲜是在我国和朝鲜近海生长
,

在长江上游或珠江中游繁殖的大型溯河徊游鱼类
�

长江 中华鲜种群的繁殖季节在 �� 月中旬至 �� 月上旬〔‘
、

� 〕
,

珠江的在 � 初至 � 月初�� 
,

二

者属于不同的生态类群
,

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不同的种川
�

�� 年代末
,

国家决定在长江

中下游交界处宜 昌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 �以下简称葛洲坝 �
�

由于该枢纽将阻隔中华鲜的

生殖徊游通道
,

有关其对中华鲜资源影响的程度
,

以及如何采取相应 的保护措施等问题
,

曾引起广泛的争论
�

有些研究者认为
,

葛洲坝的修建将对长江中华鲜资源造成毁灭性的影

响
,

必须修建过鱼设施
,

让中华鲜通过并上溯到长江上游 去繁殖
,

才能保证其物 种的繁

衍【�
一

�〕�另有些研究者则认为
,

长江断面宽
、

流量大
,

加之中华鲜个体大
,

修建过鱼设施很

难达到救护 目的
,

并且葛洲坝下江段具备中华鲜产卵的基本环境条件
,

中华鲜有可能在葛

洲坝下江段完成 自然繁殖
,

因此
,

可以通过禁捕亲鱼保证其 自然繁殖和进行人工繁殖放流

来维护其种群 �� �

从也有些研究者认为在中华鲜的救护问题上
,

修建过鱼设施与人工繁殖

放流二者不能偏废 �‘“
·

“〕
�

由于意见不一致
,

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在葛洲坝的设计 中预留过

鱼设施的位置
,

但建与不建过鱼设施
,

则依据大江截流后的实际调查结果而定
�

�� � � 年 � 月 � 日
,

葛洲坝的建设完成大江截流
�

研究人员在 � � � � 年 � 月
,

以及 �
一

� 月

分别在长江中游的沙市江段和长江 口采集到 � � �� 年秋季出生的中华鲜幼鱼
�

由此证明葛

洲坝截流后
,

长江仍有中华鲜自然繁殖
,

但不能判断采集到的幼鲜是 由滞留在金沙江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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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场的亲鱼
,

还是 由受阻在葛洲坝下的亲鱼所繁殖的后代〔‘“〕
�

� �  ! 年 ��
一

� 月
,

研究人员

在葛洲坝下江段的调查中
,

发现铜鱼
、

瓦氏黄颗鱼等底层鱼类的消化道内含有不同发育时

期的中华鲜鱼卵
,

并捕捞到了孵化不久的仔鱼
,

证明中华鲜 已经在葛洲坝下形成了新的产

卵场并进行自然繁殖〔‘�
一

‘, �
�

根据这些调查结果
,

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不在葛洲坝上为中华

鲜修建过鱼设施
,

而代之以禁止商业捕捞等措施保护其自然繁殖
,

同时还决定组建专门的

机构进行人工繁殖的研究
,

利用人工繁殖放流来弥补葛洲坝建设对中华鲜自然繁殖的不

利影响 �
’“�

�

自 �� � � 年开始
,

国家明令禁止对长江中华鲜的商业捕捞
,

�� � � 年从葛洲坝下捕捞的

中华鲜亲鱼的人工繁殖获得成功
,

开始人工放流并持续至今 �
’�〕

�

�� � � 年
,

中华鲜被列入

我国首次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并被定为一级保护物种
�

现在长江的中华鲜种群

尚维持有一定数量
,

说明该物种尚能适应修建葛洲坝所产生的环境变化
,

同时也说明所采

取的保护措施是有一定成效的
�

然而
,

在中华鲜的物种保护问题上
,

多年来存在只有保护

措施而没有保护效果评价的状况
,

对很多问题
,

如
�

长江 口的中华鲜幼鱼种群主要是靠自

然繁殖维系
,

还是靠人工繁殖放流补充 � 目前这种保护模式下中华鲜种群能否长期维系 �

等等
,

均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
�

作者在此试图通过对过去 �� 余年来有关物种保护研究的

全面回顾
,

给予中华鳃资源状况以定性评价
,

并根据国际同类研究的发展趋势
,

对今后应

采取的保护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

� 种群资源状况

�
�

� 分布和 �回游

在长江内出现的中华鲜个体主要为成熟亲鱼和当年幼鱼
�

当年幼鱼至性成熟之间的

个体
,

广泛分布在黄
、

渤海
,

东海和南海觅食
�

�过去
,

在中国的黄
、

渤海
,

以及东海
、

南海都有

捕获中华鲜的记录
,

在朝鲜西海岸也有捕获记录
�

葛洲坝修建前
,

中华鲜幼鱼 自产出地点

降河至长江 口的距离在 � � � �
一

� � ���� 之间
,

这个洞游过程需要 �
一

� 个月的时 间才能完

成 仁‘�
�

在长江口
,

中华鲜幼鱼的集群时间为 �
一

� 月
,

高峰期为 � 月
�

这一水域所发现的中华

鲜幼鱼以 � 龄左右的个体为主
,

� 龄 已经极为罕见
,

� 龄以上则未见报道〔
‘”

、

‘�〕
�

中华鲜亲

鱼进入长江上溯到达产卵场所需要的时间则不很明了
�

�
�

� 繁殖群体数量及其变动趋势

在繁殖群体中
,

中华鲜雄鱼初次性成熟年龄为 �
一

�� 龄
,

最高年龄 �� 龄 �雌鱼初次性

成熟年龄为 ��
一

�� 龄
,

最高年龄 �� 龄 �� , 〕
�

雄鱼的全长在 � � �
一

� � �� � 之间
,

平均� ��
�

�

�� �雌鱼在 � �  
一

� � � 。� 之间
,

平均 � � �
�

� � �
�

� � � �
一

� � � � 年所获得的 � � � � 多尾性成熟个体

的资料显示
,

雌鱼最大个体的体重可达 � � � � � 〔� �工
�

柯福恩等采用标志放流的方法
,

估算出 � �  � 年中华鲜繁殖群体的数量约 为 � � � �

尾 �� 〕
�

�� 年代前
、

中期
,

被阻隔在长江中游的中华鲜的数量和繁殖群体结构是相对稳定

的〔�� 汉 �
,

尽管观察到 一些性腺退 化现象
,

但大部分亲鱼 的性腺能发 育成熟并 自然繁

殖〔� , 浙〕
�

进入 �� 年代
,

繁殖群体的平均年龄明显上升�川
,

并且
,

根据 � � � �
一

� � � � 年捕捞样

本的年龄结构分析
,

葛洲坝修建后出生的个体回归到繁殖群体的数量 比例 只有期望值的

��
�

� � 〔��
、

�� 
�

中华鲜的繁殖群体可以划分为性腺发育成熟与性腺未发育成熟两个股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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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前者可能是为上年度进入长江的
,

后者则为调查年度刚进入长江的〔
’

·

‘�〕
�

根据二者

的相对比例
,

结合捕捞数量推算
,

�� 年代初 中华鲜的年补充量在 � � � � 尾左右
,

相应的年

资源量在 � � � � 尾左右 ����
�

葛洲坝修建后
,

�� 年代之前的捕捞样本中
,

性腺发育成熟个体

的比例在年际之间大致相似并接近 �� �
,

� � ��
一

� � � � 年的捕捞样本中
,

性腺发育成熟个体

的比例则逐年上 升
,

平均达 ��
�

�� � 〔‘�〕
�

此外
,

�� 年代前
,

繁 殖群体的雌雄性 比接近

� � ��
‘
、

��
、

� ‘
、

�’�
,

�� 年代以后
,

雄鱼的比例则逐年下降〔
‘�〕

�

这些都反映了 �� 年代以来中华

鲜繁殖群体的数量在逐年减少��� 〕
�

�
�

� 产卵场和产卵量

� � 年代前
、

中期
,

根据底层鱼类吞食中华鲜卵的资料推测
,

在葛洲坝下
,

中华鲜的产

卵场分布在葛洲坝 向下延伸约 �� �� 的范 围�� �� 
�

� �� �� � 等采用超声跟踪 的方法
,

研究

了中华鲜亲鱼在产卵期间的活动情况
,

并判断中华鲜的产卵场可能局限在葛洲坝坝下至

庙嘴之间约 � �� 江段的范围内�� 〕
�

胡德高等采用标记放流估算出中华鲜产卵场水域底

层鱼类的数量
,

并根据每尾底层鱼类对 中华鲜卵的平均摄食量
,

推算了 �� � �
一

�� � � 年间中

华鲜的产卵量
,

认为其繁殖规模很小 �‘�
·

’“〕
�

但是
,

常剑波根据葛洲坝修建后获得的 �� 余

年累计 �� 余天的监测资料
,

对底层鱼类吞食中华鳃卵的数量变动趋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分析
,

指出胡德高等的推算结果可能偏小
,

并推算出不同年份
,

在一次繁殖活动中
,

产卵的

雌鱼数量可能在 ��
一

�� 尾之 间
,

平均 �� 尾
,

对应的产卵量为 ���
�

�
一

� �� �
�

� 万粒
,

平均

� � � �
�

� 万粒 �� � �
 

在一个繁殖季节中
,

葛洲坝下中华鲜的群体产卵活动可 以有 1一3 次
,

但以 1 次占多

数〔‘“〕
.

过去认为
,

产卵场的水文要 素的变化可能是刺激产卵的外界 因素〔‘〕
,

w
ei 等

、

余志

堂等和 D en g 等对葛洲坝修建后
,

中华鳃产卵期间的水文状况进行 了记录和描述
,

也认为

水文条件对其产卵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

但没有确定中华鲜产卵时对水文条件的严格需求

范围[2.
2‘·

2 ”〕
.

常剑波对葛洲坝修建后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

发现 中华鲜 的产卵行

为对产卵场的水位涨落
、

江水流速和含沙量等条件没有严格 的选择性L
’“〕

,

说明葛洲坝下

产卵场的水文条件是能满足中华鲜繁殖活动需要的
.

1
.
4 受精卵的存活率和幼鱼的资源状况

中华鳃卵产出后
,

需要粘附在河床的石块上发育约 5
一

7d 才能孵化 出鱼苗
.
这一时期

由于遭受底层鱼类捕食
,

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
.
胡德高等认为

:
由于敌害鱼类的密度高

,

中

华鲜的产卵量相对较少
,

产卵时间和地点又过于集中
,

天然产 出的中华鲜卵几乎被捕食殆

尽 〔‘5
、

28]

.

常剑波通过对底层鱼类捕食中华鲜卵的数量变动趋势的理论分析
,

也得到 90 %

以上 的中华鲜卵都被敌害鱼类捕食的结论 〔22]
.

中华鲜幼鱼入海之前
,

每年的 5
一

9 月在长江口的崇明岛水域集群肥育
,

其分布 区主要

在崇 明岛东北部的滩涂一带〔’”
、

川
.
80 年代之前

,

幼鲜在崇明开始出现的季节为 5 月底至

6 月初比18
、

l9]

,

1 9 8 2 年以后
,

开始出现的时间提前到 4 月底至 5 月上旬〔
’8

·

‘, 〕
.
5 至 8 月是

中华鲜幼鱼在崇明滩涂 出现较为集中的季节
,

其中高峰期在 6 月初至 7 月初 〔‘9 ]
.

综合中

华鲜的产卵时间
,

以及幼鲜在崇明岛出现的时间分析
,

可以推断幼鲜的降河徊游不是连续

进行的
,

可能在顺水漂流的过程中
,

在某些江段有一 些间断的滞留
、

集群觅食行为[32 〕
.

6 0 年代
,

中华鲜幼鱼在崇明水域的捕获量较大
.
以后资源量持续下降

,

1 9 8 2

一

1 9 8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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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历史最低点〔‘9〕
.
1 9 8 3 年后

,

中华鳃成为 中国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

其幼鱼也在

禁捕之列
,

因此没有足够的捕捞资料对其资源量作出准确估计
.
但是

,

在崇明滩涂水域的

插网
、

挑网和凤尾鱼流网作业中
,

仍然时常有误捕到的中华鲜幼鱼
,

其中以插网误捕的数

量最多
,

按 90 年代初的调查数据估算
,

每年被插网误捕的中华鳃幼鱼在 5200 尾左右[川
.

根据误捕的数据分析
,

19 8 2

一

1 9 9 6 年
,

长江 口水域中华鲜幼鱼的相对数量在 1982
一

1 9 8 9 年

表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

1 9 8 9

一

1 9 9 3 年较为稳定
,

1 9 9 3 年以后开始呈现 明显的下降
,

至 1996 年又有回升的迹象[
‘9〕( 内部资料 )

.

2 物种保护措施

2. 1 人工繁殖放流

早在葛洲坝修建之前
,

四川省的水产科技人员 已经将从长江上游捕到的中华鲜
,

人工

拴养催产成功
,

并培育出体重 1饨 以上的幼 鱼[33
一

34J

,

为中华鲜人工繁殖放流奠定了技术

基础
.
1982 初

,

葛洲坝工程局水产处(即现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华鲜研究所的前身 )成立后
,

于 19 83 年与其他单位合作
,

利用葛洲坝下捕获的中华鲜亲鱼人工催产获得成功
,

1 9 8 4 年

开始进行中华鲜鱼苗的人工放流〔
’7

·

”5〕
.

截止
‘

1
9 9

8 年
,

该所历年累计放流不同规格中华鲜

鱼苗和幼鱼 63 22 5 8 00 尾
,

其中体重小于 19 的初孵鱼苗 4 258 000 尾
,

体重 1
一

6 9 的 2
一

3 月

龄鱼苗 62 800 尾
,

并且在催产率
、

鲜鱼卵的受精率
、

孵化率
、

出苗数
、

和大规格幼鱼存活数

等方面的技术指标逐年提高汇”“〕
.

但是
,

1 9 9 6 年之前
,

不同规格的人工放流的幼鱼对长江

中华鲜种群的增殖效果究竟如何
,

一直没有人进行科学的评价
.
常剑波通过对 1996

一

1 9 9 8

年放流的全长在 8
一

10

c
m 的大规格幼鲜的标记回捕试验

,

估算出这一规格的人工放流个体

占长江口 中华鲜幼鱼群体的数量 比在 1
.
71

一

3

.

03
% 之间

,

可见 目前中华鲜人工放流 的规

模尚不足以弥补自然繁殖的损失[22]
.

2
.
2 繁殖群体保护和保护区建设

葛洲坝工程的阻隔作用使长江中游中华鲜产卵亲鱼的密度明显增加
,

仅宜 昌至石首

江段 (约 300k m )
,

1 9 8 1 年就捕捞 827 尾
,

1 9 8 2 年捕捞 558 尾
,

而此前该江段捕捞到中华鲜

的记录是很少的〔
37J

.
1 9 8 3 年

,

国家实施 中华鲜亲鱼群体保护措施
,

商业捕捞完全被禁止
,

以后每年人工繁殖和其它有关研究工作的捕捞数量控制在 10 0 尾左右
,

1 9 9 9 年的捕捞指

标减为 50 尾
.
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工程 )(第十一篇

:
环境保护 )》中

,

为中华鲜的物种保护规划了宜昌江段中华鳄自然繁殖保护区和长江 口 中华鲜幼鱼 自然保

护区等两个保护区
.
1996 年 1 月

,

湖北省政府正式批准设立长江湖北宜 昌中华鲜自然保

护区
,

崇明岛中华鲜幼鱼自然保护区则仍然在论证之中
.
1988 年

,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

会在崇明岛的东端设立了中华鲜幼鱼的抢救放流站
,

专门进行在其它渔业捕捞时误捕的

中华鲜幼鱼的养护和放流工作
,

对提高公众的资源保护意识和保护中华鲜幼鱼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内部资料)
.

3 展望

3
.
1 物种保护面临的不利影响

3
.
1
.
1 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 葛洲坝修建前

,

围绕其对 中华鳃可能产生的危害
,

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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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是
:
葛洲坝阻隔了中华鲜的产卵徊游通道后

,

是否会危及到物种的生存[
‘6 〕
.

三峡

水利枢纽在葛洲坝的上游
,

对中华鲜已经不存在所谓阻隔徊游之类的问题
.
但是

,

三峡水

利枢纽对长江流量的调节能力远远大于葛洲坝水利枢纽
.
尤其在每年的 10 月

,

由于三峡

水库由防洪限制水位(14 5m )蓄水至正常水位(175 m )
,

宜 昌断面的流量将由过去多年月

平均的 zsg so m
33/ ,

下降到 一ogo m 33 /S
,

减少了 41
.
6 % 〔39]

.
相应地

,

在葛洲坝坝下江段
,

1 0 月上
、

中
、

下旬的
‘

平均水 位将分别 由 46
.
5一m

、

4 6

.

Z o m 和 45
.
4 4m 下降到 44

.
64m

、

43

.

83
m 和 42

.
47m

,

水位下降的幅度接近 Zm (内部资料)
.
由于 10 月份是中华鳃的产卵季

节
,

下泄流量的减少将使产卵场的实际水面缩小
,

从而使中华鲜的自然繁殖规模因受环境

限制而进一步缩小
.
此外

,

产卵场的面积缩小还会使人类活动对中华鲜自然繁殖的干扰加

剧
,

也进一步增加敌害鱼类对中华鲜卵的捕食机会
.

3
.
1
.
2 渔 业误捕及其它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显示

,

90 年代以来
,

长江流域

的渔业捕捞强度仍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内部资料)
,

这将增加误捕中华鲜亲鱼和幼鱼的机

会
.
在过去的 3 年中

,

作者就接到了 10 余次误捕中华鲜亲鱼的报告
.
此外

,

每年用于人工

繁殖和科研的捕捞量尽管只有 100 尾左右
,

但 已经占去年补充量的 10 % 〔22]
,

1 9 9 9 年将捕

捞指标控制在 50 尾
,

也还占了年补充量的 5 %
.
长江 口 水域中华鲜幼 鱼遭误捕 的情况如

前述
,

90 年代初仅插网一项每年就达 5200 尾左右
.
90 年代后期尽管没有公布误捕中华鲜

幼鱼的统计数据
,

但从渔业捕捞强 度的增加趋势
,

可以推断每年的误捕数量不会 少于

520 0 尾
.

除捕捞外
,

长江的河道渠化
、

洪泛区消失
、

江湖阻隔
,

一方面使中华鲜幼鱼的栖息生境

减少
,

另一方面也使作为其饵料生物的底栖生物的资源量减少
,

从而导致中华鲜幼鱼的环

境容纳量下降
.
各种工

、

农业
,

以及生活污水 的排放
,

使长江的污染 日益加剧
,

也严重影响

到 中华鲜的生存〔,0]
.
由于中华鲜繁殖群体结构复杂

,

初次性成熟年龄偏高
,

生命周期长
,

要遏制其资源衰退趋势并恢复其资源
,

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完成的
.

3
.
2 进一步的物种保护措施

3
.
2
.
1 严格控制捕捞 控制捕捞是世界各国保护鲜鱼资源的主要措施之一 前苏联鉴于

过度捕捞导致里海流域鲜鱼资源的下降问题
,

自 1940 年开始
,

将里海流域的鲜鱼捕捞 限

制在流入里海的河流 (如伏尔加河 )中
,

在里海海区则禁止捕捞
.
1962 年制订 了更为严格

的法律制度
,

并对偷猎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
,

在 1977 年偷猎 1条鳃鱼的罚金大约为 280

英镑
,

每千克鱼籽酱的罚金为 9 英镑
.
由此禁捕令得到充分的实施

,

使 60
一

70 年代里海流

域的鲜鱼产量得到恢复
,

并稳定增长〔4’〕
.

不仅如此
,

前苏联还对各类渔业捕捞工具的设计制订了严格的限制规定
,

以防止鲜鱼

类的幼鱼被误捕〔,2]
.
但苏联解体后

,

这些法规都 已经名存实亡
,

现在里海和前苏联许多地

区很多种鲜鱼的种群资源都已经接近枯竭t,3]
.
和前苏联一样

,

加拿大和美 国也都有针对

不同鲜鱼种类制订的非常具体的保护措施
,

如针对不同地域分布的大西洋鳃种群
,

加拿大

的 St
.
I一 a w re

n

ce 和 St
.
Joh n 洲

,

以及美国的纽约洲都制订 了商业捕捞的详细限制措施
,

包括控制作业区网具的总数
、

网 目大小
、

必须持证捕捞等等144
、

州
.

过去
,

我国对中华鲜商业捕捞的控制在繁殖群体上执行得较为严格
,

对幼鱼群体则较

为松懈
,

导致了在禁捕的情况下
,

每年有数千尾以上的中华鳃幼鱼被捕捞致死
.
与其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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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鱼类不同
,

中华鲜繁殖群体是以补充群体为主的〔20
、

“‘〕
.
基于这一特点

,

可以认为对其

幼鱼群体过度捕捞
,

比对繁殖群体的捕捞利用更容易对其种群的繁衍造成伤害
.
在 目前 自

然繁殖减少
,

人工放流的补充又不够的情况下
,

要特别注意保护长江 口的中华鲜幼 鱼资

源
,

以保障将来有足够数量的个体补充进入到繁殖群体中
.

3
.
2
.
2 增加人工放流数量 人工繁殖放流是前苏联恢复和增长鲜鱼产量的另一个重要

措施
.
1932 年

,

前苏联首次取得闪光鳃人工繁殖 的成功
,

其后逐渐推广到其它种类
,

并进

行人工放流
.
自 1954 年起至前苏联解体前

,

全苏镜内共建立了 22 座鲜
、

鲤鱼的人工放流

站
,

其中有 13 座分布在里海流域
.
19 55

一

1 9 8 5 年间
,

里海流域放流的全长 7
一

10

c
m 俄罗斯鲜

幼鱼的数量为 2100 万尾/年
,

19 86

一

1 9 9 0 年间为 2000
一

4 0 0 0 万尾/年 ;放流相同规格欧洲蝗

的数量 1963
一

1 9 7 5 年为 1200 万尾/年[侧
.
相比之下

,

我国进行中华鲜的人工放流 以来
,

1 9 8 4 至 199 8年间
,

包括初孵鱼苗在内
,

放流总数只有约 6322
.
6 万尾

,

其 中接近俄罗斯鲜

放流规格的个体只有约 6
.
3 万尾 汇36]

.

中华鲜过去在长江上游合适的产卵水域绵延 600km 以上
,

而在葛洲坝下江段 只有约

15 k m
,

其繁殖的环境容纳量缩小 了 40 倍〔
‘

、

2
1

.

此外
,

按 80 年代初中华鲜的年补 充量约

100 0 尾
、

雌雄性比 1
:1 分析

,

每年的产卵雌鱼可以有 500 尾左右
,

而
.
由葛洲坝下中华鲜产

卵场 1次繁殖活动平均亲鱼的容纳量为 38 尾 〔22]
,

也可以推知其现有的繁殖规模已经不

到原来的 10 %
.
以个体的平均怀卵量为 64

.
5 万粒〔

2〕计算
,

5
00 尾 中华鲜雌鱼的年产卵量

约有 32250 万粒
.
按从受精卵生长成 8

一

10
cr

n

幼鱼的成活率只有 1隔估算
,

其数量也还有

约 32
.
3 万尾

.
假设按完全弥补葛洲坝阻隔造成损失的要求进行人工放流

,

则年放流 8
-

10cm 中华鲜幼鱼的数量应有 犯
.
3 万尾的 90 %

,

即约 29
.
1 万尾

.
由此可见

,

目前中华鲜

的人工放流量还远远没有达到保护恢复其资源的要求
,

采取措施增加人工放流的数量 已

是当务之急
.

3
.
2
.
3 保护和恢复产卵场的生态条件 鲜鱼类对产卵环境的要求是复杂而综合的

.
前苏

联的学者在认识到产卵场的减少和消失对其资源的影响后
,

在有些河流进行 了建立人工

产卵场的尝试
.
有的人工产卵场是在河床底部用大石叠成较高的水底坝

,

在其中铺以一些

较小的石块
.
由于石坝的夹束作用

,

河水的流速提高到 l m /s左右
,

能满足鲜鱼产卵的需

要
.
在库班河的 Fe do ro vs k 大坝下游和伏尔加河的 v ol gog ra d 大坝下游都建有类似的人工

产卵场
,

主要为闪光鲜提供繁殖场所〔461
.
此外

,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 Pr al ri
e 河上也建立

了一个湖鲜的人工产卵场
,

位于大坝的泄洪 口下方
.
有趣的是

,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些河

流为西鲜建立的人工产卵场
,

更多的是被鳃鱼类用来进行繁殖活动〔4v]
.

由于河床的底质

条件对鲜鱼的繁殖非常重要的
,

法国还专门制订了禁止从鲜鱼产卵场上下游区域抽取沙

石的规定〔4“1
.

中华鲜喜好在粗糙的河床底质产卵
,

需要有一定速度的水流
,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比较

高
,

这是中华鲜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适应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除宜昌江段外
,

一

般很难有适合中华鲜自然繁殖的环境条件
.
由于该产卵场的范围有限

,

不能满足每年进人

长江的中华鲜亲鱼繁殖的需要
.
因此

,

选择一些环境条件基本或接近符合中华鲜自然繁殖

要求的水域
,

通过人工改造环境条件
,

使之达到 中华鲜自然繁殖的要求
,

对提高 中华鲜种

群的自我繁衍能力
,

将是十分重要的
.
此外

,

葛洲坝下江段是人类活动非常密集的地区
,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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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客
、

货船只
,

渔 民的捕捞作业等
,

都给中华鲜的自然繁殖带来干扰
,

使原本有限的产卵

场面积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发挥
.
因此

,

今后还应考虑在过去发现 中华鳃产卵的水域尽量减

少人类活动
,

如把每年的
“

科研
”

捕鲜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与 自然繁殖错开
,

保证其顺利能

完成 自然繁殖
.

3
.
2

,

4 改善肥育场的饵料环境 前苏联还在里海等地进行了通过恢复饵料生物资源
、

改

善鲜鱼肥育场环境的方法来增加一些鲜鱼种类的产量
.
1939

一

1 9 41 年
,

几种无脊椎动物被

引进到里海的一些河流水域
.
现在

,

环节动物的一个种 N
e二15 di ve rs icol or 已经成为里海鲜

鱼
,

特别是闪光鲜食物的一个重要部分
.
有研究报道

,

饵料生物被引入里海后
,

鲜鱼的生物

量有所增加 「,8]

从繁殖策略看
,

中华鳃是
r
对策者

,

其某一世代的补充量有时可能不是决定于繁殖量

的大小
,

而是决定于环境对其容纳量的大小
.
长江 口是中华鲜幼鱼入海前的重要聚集地和

索饵场
,

和多数鲜鱼种类一样
,

其食物也以底栖动物为主呻〕
.
长江 口水域的饵料生物的资

源量是否丰富
,

环境条件是否适宜
,

对中华鲜世代补充量的大小具有重要 的影响
.
因此

,

对

长江 口的水域生态环境和饵料生物群落结构进行有利于 中华鲜幼鱼生存的改造
,

将有助

于中华鲜种群资源的恢复
.

3
.
2
.
5 建立全人工繁殖种群 鲜鱼类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

它 们的肉味鲜美
、

皮可制革
、

软骨可以制胶
,

鱼籽更是闻名遐迩的美食
,

被誉为
“

黑色黄金
”
.

高利润的诱惑
,

使各种类型

的偷捕
、

偷猎不能避免
.
因此

,

为保证遗传种质不致丧失
,

也为满足公众的需要
,

建立人工

控制种群是协调物种保护和商业利用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俄罗斯鲜
、

高首鳃和匙

吻鲜等都有全人工繁殖的种群
,

因而对野生种群的商业捕捞被有效地禁止
‘

对中华鲜而

言
,

目前的人工繁殖放流还完全依赖从长江捕捞成熟的中华鲜亲鱼
,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工繁殖
.
如果放流幼鲜的数量不够

,

或大小规格不合适
,

或放流时间选择不当等
,

人工放流

也达不到预期的 目的
,

这样对产卵亲鱼的捕捞将是得不偿失的
.
此外

,

由于中华鲜生长迅

速
,

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

也很难杜绝偷捕等事情的发生
.
因此

,

尽快开展中华鲜的淡水纯

化和人工条件下生长
、

发育
、

成熟和繁殖的研究
,

建立中华鲜的全人工繁殖种群
.
将能起到

降低捕捞对自然种群的压力
,

同时又满足商业需要的 目的
,

对中华鲜的物种保护具有重要

的意义
.

3
.
2
.
6 开展天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现有 的中华鲜人工繁殖放流具有一定的盲 目

性和随意性
,

表现在放流规格
、

数量等往往没有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严格控制
,

对放流效

果也只是放流个体的资源增殖作用评价
.
国际上一些采用人工放流增殖资源的实践表明

,

过多的人工放流个体进入自然种群
,

有可能导致其遗传品质的下降
.
由于长江的中华鲜种

群 已经不可能完全靠 自然繁殖维持
,

在全人工繁殖群体建立之前
,

人工放流是资源保护和

增殖的主要手段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其天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丧失
.
因此

,

今后

开展中华鲜天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的长期监测
,

采用微卫星 D N A 指纹探针在 内的技术

手段 〔5“〕
,

对人工放流对天然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行分析
,

以及时调整放

流对策
、

制订合理的放流规格和数量
,

使中华鲜能够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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