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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流域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部分物种已极
度濒危。通过文献收集法，梳理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物种现状，发现多个物种的自然种群数量已极低，

部分物种已极度濒危，亟待进行保护。分析造成长江流域水生野生动物濒危的主要原因，并展望相应的保护

对策：①加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重视，提倡综合流域保护模式；②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尽早颁布《长江
保护法》；③以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④呼吁拆除部分水利设施，建立专项补偿；⑤加强相关执法监
督；⑥加强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科研投入；⑦鼓励公众参与，加强公民保护意识，促进长江流域濒危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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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是指其生命阶
段主要生活于海洋和陆地水域中，非人工驯养

的，但由于受到自然或人为影响而造成种群数量

稀少，并处于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１］近年来，受

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流域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

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濒危物种

的数量不断上升。水生动物作为长江流域生态

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其健康程度也反映了长

江流域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不佳。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顺应时代发

展，保护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工作刻不

容缓。

此外，水生动物在经济、科学、医学和文化方

面都具有较高价值，保护长江流域水生野生动

物，特别是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对于维护长江流

域的生态平衡、开展该流域相关的科学研究、合

理利用资源、促进国际交流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江豚、中华鲟、白
+

豚、鼍等，皆是长江流

域特有物种，属于我国特有的孑遗物种，能通过

它们开展长江流域物种的变迁史及古生物的研

究，有极高的科研、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物

种也被称为长江流域的旗舰物种，保护这类旗舰

物种，也能够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起到很

好的带动作用，从而可以提高人类整体的环保意

识。

因此，保护长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修复水

域生态，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１　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现状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全长６３００ｋｍ，横跨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其流域面积占全国淡水

水域面积的５０％，广阔的流域面积与多样的自然
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是世界上保

存比较完整的淡水流域生态系统，也是世界淡水

水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水系之一，许多水生野

生动物栖息于此［２］。然而受人类活动影响，流域

内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有 ４２４种鱼类，
其中纯淡水种类３３８种，接近全国淡水鱼总数的
１／３，受威胁物种的比例也达到了全国受威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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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物种总数的１／４以上，其中长江流域特有种有
１６２种，占国内鱼类特有种总数的一半以上［３］；流

域内两栖动物物种 １４５种，接近全国总数的
４５％，受威胁物种的比例也达到了全国受威胁物
种总数的３６％以上，其中长江流域特有种有４９
种，占整个流域物种数的３３．７９％［４］；流域内水生

哺乳动物物种有 ２种，全部为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且皆为长江流域特有种。

在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级标准主要参

考《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ＵＣＮ）红色名录物种濒危等级》、《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ＷｉｌｄＦａｕｎａａｎｄＦｌｏｒａ，ＣＩＴＥＳ）。

以《ＩＵＣＮ红色名录》、《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ＣＩＴＥＳ》的
划分标准对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部分代

表物种进行整理，见表１。

表１　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代表动物种类和分布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ｉｍ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物种名

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

ＣＩＴＥＳ
附录

ＣＩＴ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

ＩＵＣ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

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ｄｌ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

动物名录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
ｌ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长江流域的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白鲟Ｐｓｅｐｈｕｒｕｓｇｌａｄｉｕｓ 匙吻鲟科 Ⅱ ＣＲ ＣＲ 一级 干流

中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鲟科 Ⅱ ＣＲ ＥＮ 一级 干流

达氏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鲟科 Ⅱ ＣＲ ＥＮ 一级
上游及

金沙江下段

四川哲罗鱼Ｈｕｃｈｏ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鲑科 － ＣＲ ＥＮ 二级 四川省流域

胭脂鱼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胭脂鱼科 － ＮＥ ＶＵ 二级

宜宾至

重庆的川江段

及部分支流及

葛洲坝下游一带

鲥鱼Ｍａｃｒｕｒａｒｅｅｖｅｓｉ 鲱科 － － ＣＲ － 中下游

松江鲈Ｔｒａｃｈｉｄｅｒｍ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杜父鱼科 － ＮＥ ＥＮ 二级 下游

白
+

豚Ｌｉｐｏｔｅｓｖｅｘｉｌｌｉｆｅｒ 河豚科 Ⅰ ＣＲ ＣＲ 一级
中下游及洞庭

湖，鄱阳湖一带

长江江豚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鼠海豚科 Ⅰ ＣＲ ＣＲ 一级

中下游及

洞庭湖，

鄱阳湖一带

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 隐鳃鲵科 Ⅰ ＣＲ ＣＲ 二级 中上游、安徽省

鼍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鼍科 Ⅰ ＣＲ ＣＲ 一级
安徽省，

浙江省流域

鼋Ｐｅｌｏｃｈｅｌｙｓｃａｎｔｏｒｉｉ 鳖科 Ⅱ ＥＮ ＣＲ 一级 干流

注：ＬＣ为无危；ＶＵ为易危；ＥＮ为濒危；ＣＲ为极危；ＮＥ为未评估
Ｎｏｔｅｓ：ＬＣ．Ｌｅａｓ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ＶＵ．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ＥＮ．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Ｃ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ＮＥ．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１．１　长江流域濒危鱼类代表种现存种群数量
白鲟是我国特产的珍贵鱼类，根据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团队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长江上游
展开的白鲟搜寻工作，通过水声学探测仅发现了

９个疑似白鲟的信号。研究团队认为目前白鲟已
处于灭绝边缘［５］。但在此次搜寻工作后，再也未

能发现白鲟。目前，白鲟已在长江流域功能性灭

绝。

中华鲟是我国长江中特有的江海洄游鱼类。

葛洲坝截流后，随着捕捞量的减少，长江中的繁

殖群体数量上升，１９９０年左右达到峰值（约２２００
尾），随后迅速下降，２０１０年在 １７０尾左右［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多家单位对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
场的繁殖情况进行了监测，未能监测到产卵繁殖

迹象［７］。目前，野生中华鲟的种群数量已岌岌可

危。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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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氏鲟是我国长江流域特有物种，曾经是长

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渔业捕捞对象之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达氏鲟曾经占长江总产量的
４％～１０％，但由于过度捕捞及水电工程的建设，
达氏鲟的资源量急剧下降。近年来，长江上游每

年还可以误捕到达氏鲟，但绝大部分为增殖放流

的个体，其野生群体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２］。

四川哲罗鱼是长江中上游的一种大型经济

鱼类，在 １９６０年以前数量较多，最大个体可达
５０ｋｇ，１９７１年玛柯河地区的捕获量就在２５００ｋｇ
以上，但目前在长江流域内已经绝迹，青海省玛

柯河成为其唯一分布水域，数量极为稀少［８］。

胭脂鱼为我国特有鱼种，在历史上也曾作为

经济鱼种进行捕捞。自葛洲坝截流后胭脂鱼的

捕捞量从原来的１３％降至７０年代的２％，现今只
有零星误捕报道［９］。可以看出过去的经济鱼种

现在却数量极少，胭脂鱼的自然种群状况已极度

濒危。

鲥鱼为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对鲥鱼的搜索，也未捕获到［１０］。目前，鲥鱼在

长江流域已功能性灭绝。

松江鲈是生活于浅水底层的肉食性降河洄

游鱼类［１１］，主要栖息于下游及河口地区。在长江

流域，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７个航次的数据，共捕
获松江鲈１２７８尾，２００１年松江鲈丰度最高，之后
逐年降低，在２０１０年仅捕获了３尾［１２］，表明松江

鲈自然种群数量自２００１年后逐年降低，目前已极
度濒危。

１．２　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哺乳动物现存种群
数量

白
+

豚是我国长江中特有的淡水哺乳动物，

自然种群数量极少，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农业农村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

员会和瑞士白
+

豚保护基金会组织了一次长江

淡水豚类考察，对自宜昌至上海的长江中下游江

段进行了为期３８天的往返搜索，也未发现白
+

豚的踪影。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生物学快报》发表
了此次考察的结论性报告，正式宣布白?豚已经

完全失去了在长江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能力，

已功能性灭绝［１３］。长江江豚是我国一级保护动

物，在２０１８年被证明是我国长江流域的独立物
种［１４］，且于同年，我国物种红色名录评估将长江

江豚由濒危上升为极危。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日，中
国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了２０１７年长江江豚生态
科学考察结果，结果显示：２０１７年长江江豚种群
数量约为１０１２头，与２０１２年调查数量１０４５头
相比较，江豚种群数量没有显著性变化。但整体

来看，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仍在下降，其极度

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保护工作依然严峻。

１．３　长江流域濒危两栖类代表种现存种群数量
大鲵是我国特有的两栖类物种，２１世纪初，

野生大鲵种群数量快速下降，野外考察已很难发

现大鲵踪迹，大鲵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１５］。虽然

大鲵人工繁殖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但是自然野生

的大鲵资源数量已经趋于枯竭，在长江流域，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罗庆华等对张家界市大鲵分布区
域和资源数量调查发现，野生资源仅存 ２００１
尾［１６］。１９９４年安徽水产局进行全省大鲵资源全
面调查时发现有８．２～１２ｔ，但数量正以惊人的速
度衰减，多地已绝迹。［１７］

１．４　长江流域濒危爬行类代表种现存种群数量
鼍也称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鳄类物种。

１９８１年中美科学家在安徽扬子鳄主要分布区实
地调查发现：野生鳄数量为３００～５００条，１９８３年
扬子鳄保护区对野生鳄的调查发现约为５００头。
１９９４年８—９月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对野生扬子鳄
调查发现，其种群数量为 ６６４～７４０头。根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调查的３个省４５个地点，有１２个
地点观察到野生扬子鳄个体，其野生总数不超过

１２０条［１８］，野生扬子鳄已极度濒危。

鼋是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属于我国一级保

护动物。在古代，鼋在我国不但分布广，而且数

量多，但近１０～２０年来，鼋的数量日趋减少，分布
范围也日渐变小［１９］。目前我国现存自然种群数

量不足２００只［２０］，鼋已极度濒危。

２　造成长江水生野生动物濒危的因素

每一个新物种的起源、进化、灭绝本应该是

一个缓慢的、协调的过程，通常需要几百甚至几

千几万年。尽管新物种一直都在出现，但目前物

种的灭绝速度要比物种形成的速度快几百倍。

在长江流域，除了不可避免极端的自然灾害外，

造成长江流域水生野生动物濒危或灭绝的主要

原因是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近年来，长江流域水

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在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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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势具有起伏高、落差大的条件，形成了独有

的流水环境，但因水电站的梯级无序开发，达氏

鲟、四川哲罗鱼等特有物种的种群数量严重下

降，生存受到了影响；在中下游地区，水流减缓，

地势开阔平坦，形成了众多湖泊、支流、湿地与干

流相互关联的复杂生境，但因大坝、水库的建设，

严重干扰了原有的生态系统及水文环境，加之发

达的航运影响，江豚、中华鲟等物种的生存状况

岌岌可危。过度捕捞及误捕、环境污染作为整个

流域都存在的问题，也是影响物种生存的重要原

因。

２．１　水域环境污染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长江沿岸工业及航运业

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管理、监管不当等诸多原

因造成了污染物无序地排放，长江水域环境污染

日益加重。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仅在２０１６年
度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３５３．２亿 ｔ，与
２０１５年度相比，污水排放量增加 ６．５亿 ｔ，增幅
１．９％。绝大部分依水而生的水生野生动物的生
存条件会因水污染的加剧而随之恶化，如在局部

水域有些无机重金属离子物质形成一定或超过

极限浓度将会造成鱼类的生理病变甚至造成死

亡；若酸或酸性氧化物和碱或其碱性氧化物流入

水中，可改变水体的 ｐＨ，造成动物生存的不
适［２１］。污水的排放也会让水体中出现环境内分

泌干扰物，导致水生生物的正常生存、发育及行

动受到影响［２２］。此外，油轮漏油或有机化工厂排

放油质物质，使水域形成一层油层，油层隔断了

水体与空气，阻断了气体交换，水体的氧得不到

及时供给，使得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下降，从而影

响鱼类生物正常的新陈代谢，严重时，鱼类生物

将窒息死亡。而且，以上物质也将影响浮游生物

的生存，浮游生物的减少致使部分水生生物缺少

天然饵料，也将影响到水生动物的生存。

２．２　噪声污染
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水中噪声，如打桩、

船舶、声呐、水下爆破，可能潜在影响着鱼类和水

生哺乳动物的生理、听觉、行为等。如船舶等低

强度噪声导致了水体背景噪声水平大大提高，鱼

类长期处于这种噪声环境胁迫下，可能导致生存

能力、繁殖力降低，不利于鱼类的健康发育［２３］。

除了鱼类生物外，生活在长江里的鲸类生物（长

江江豚、白
+

豚）也对声音的变化更加敏感。鲸

类动物是发声分类明显的群体，它们已经进化成

高度依赖声音进行诸如交流、远距离感知环境、

巡游、在不透明介质中发现猎物等生存活动的物

种，而长时间暴露于噪声中可能会对这些重要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２４］。

２．３　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是近百年来造成全世界１８００多种

可识别淡水鱼濒危、灭绝的主要因素［２５］。《长江

流域综合规划》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长江流域
建成地表水蓄、引、提、调水工程设施约５２２．０７万
座，其中大、中、小型水库４．５７万座，各支流规划
水库库区长度占河流总长度的９０％左右［２６］，开

发强度极大，导致流域水系连通性差，绝大多数

湖泊失去了与长江的自然联系，水域生境支离破

碎，扰乱了营养物质的正常循环，并使支撑长江

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饵料生物丰度下降，

进而导致渔业资源产量大幅度下降。同样，水利

工程建设也会直接破坏鱼类产卵场［２７］，据统计，

长江干流的年总捕捞量从１９５４年的４３万ｔ下降
到２０１１年的８万 ｔ，下降幅度为８１％［２８］，受此影

响，长江鱼类种类组成发生较大变化，特有鱼类

资源和多样性不断减少，渔获物小型化趋势明

显，已有 ４９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生存受到严重
威胁［２９］。

此外，《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果》

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底，长江经济带１０个省份已建
成小水电站 ２．４１万座，最小间距仅 １００ｍ。其
中，６个省在自然保护区划定后建设７８座小水电
站，７个省有４２６座已报废停运电站未拆除拦河
坝等建筑物。这些过度开发的水电站致使 ３３３
条支流出现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１０１７
ｋｍ。长江流域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会直接阻隔
洄游类鱼类的洄游通道，使其无法正常地完成生

活史，从而无法正常地繁殖，导致物种的自然种

群下降，水生生物遗传多样性丧失。

２．４　过度捕捞以及误捕
由于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的加剧，特别是持

续的过度捕捞及屡禁不止的违法捕捞，长江流域

的鱼类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四大家鱼”鱼卵鱼

苗等早期资源量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减少了９０％
以上，长江干流的捕捞量少于１０万 ｔ，相对于全
国６９００多万ｔ的捕捞量微乎其微［３０］。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白鲟也已不见踪影，另外两种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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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中华鲟和达氏鲟的种群规模明显下降，

鲥鱼和松江鲈也已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白
+

豚、白鲟、长江江豚，因长江渔业资源的不

断衰退使得适口食物减少，他们的濒危加剧。此

外，根据１９５５—１９８４年期间白
+

豚的死亡统计，

渔用滚钩致死的比例高达４８％，很多江豚亦被滚
钩误杀［３１］。高强度的作业和非法渔具对豚类的

误杀在可统计的人为致死因素中也高居榜首。

２．５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在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立法方面，我国初步

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为核心的法律体

系，对规范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打击伤害

水生野生动物及破坏其生境的违法行为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但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诸多的不

足，如：①管辖权问题不明确，首先没有明确界定
两栖类、部分爬行类动物如大鲵、鼍等的保护工

作究竟归林业主管部门还是渔业主管部门管辖，

造成了这两类动物管辖难的困境。其次我国的

水生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包括农业部门、林业部

门、渔业部门、工商部门、海关、边境检疫部门和

公安机关等共同配合执法，看似管理部门众多，

管辖范围大，但是这种交叉管理实际上造成了保

护管理的机构分散不统一，管理部门之间互相推

诿的后果。②缺少行政补偿、奖励的具体落实规
定，造成被给予行政补偿、奖励的范围和标准也

不明确，导致不同地区的补偿及奖励的范围和标

准随机性很大，以及缺少对补偿、奖励主体的明

确规定，造成主体之间推脱行政补偿与奖励的责

任。③缺少相关野生动物福利的相关规定，《野
生动物保护法》对现实中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

为难以找到法律依据，致使无权管辖因训练野生

动物而出现虐待野生动物的情形发生。④法律
责任较弱，如挖沙是造成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境直

接被破坏的行为，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只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河道

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并没有

规定具体处罚金额，而地方规定如《上海市长江

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规定了处罚非法

挖沙３００～１００００元的罚款，并不足以防止和威
慑破坏水生野生动物生境的行为。此外，相较于

美国《濒危物种法》，我国对于水生野生动物的保

护，濒危物种名录列入标准和程序的规定不够完

善，缺少系统制定名录物种资源恢复计划以及濒

危物种评估体系的法律规定。综之，我国的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立法已不能满足当前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的需要，应尽快修改完善。

２．６　水生野生动物贸易屡禁不止
野生动物的贸易仍存在于当今社会中，其对

野生动物生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在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明令禁止捕捉、杀害、经营国家重点保护的水

生野生动物，也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等国际公约对野生动物的国际贸易进行严

格管理，但是偷捕、贩卖中华鲟、大鲵等野生动物

的事件屡禁不止，一些餐馆更是打起贩卖野味的

招牌来吸引顾客，物以稀为贵的心理普遍存在于

一些食客、收藏家等人群中，本着“吃到、买到就

是赚到”的想法消费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更有

一些地区仍保持着吃野味的传统习俗，违法的野

生动物贸易仍在悄然进行着。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０日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公布的“食用野生动物状

况调查”结果显示，经营野生动物场所增多、种类

增加、食用者扩大、数量增加，违法捕捉、经营并

且没有得到有效制止［３２］。消费人群的不减反增

导致了野生动物贸易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偷捕者

很难从野生动物市场中退出来，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存在同样也会刺激消费者购买。在我国，尽

管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已采取了一系列规定及监

管措施，但如何加强对公众教育才是转变其消费

心理及观念以及如何减少走私、偷捕的利润以改

变利益驱动源才是关键。

２．７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较弱
从保护意识的角度思考，无论是政府机构还

是群众对水生物种的保护意识远远少于陆生物

种。以大熊猫和长江江豚为例，如今，长江江豚

的种群数量已远远少于大熊猫，是大熊猫的种群

数量的一半还不到，大熊猫作为我国陆生保护动

物的旗舰物种，共建立了６３个与之相关的自然
保护区（２０１１年为止）［３３］，而与长江江豚相关的
保护区到２０１７年为止仅仅设立了９处。大熊猫
的人工繁育已在成都、秦岭等大熊猫繁育基地成

功开展，而目前长江江豚的人工保护基地仅有中

科院水生所白
+

豚馆。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拥

有其宣传网站用于宣传关于大熊猫保护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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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新闻，在其网站中也可以看到国内外各

大企业及组织对大熊猫保护的捐助，且群众也可

以进入基地参观以增加保护意识。而在白
+

豚

馆里仅仅只有３个深水池供江豚生存活动，其条
件明显落后于占地面积１００ｈｍ２的成都大熊猫繁
育基地，也没有宣传其保护基地及相关保护意识

的网站。

３　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对策展望

３．１　加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的重视，提倡
综合流域保护模式

生态系统是生物及物理环境共同构成的自

然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不仅物种之间能够

相互依赖或彼此制约，而且生物与环境因子之间

也能够相互作用［３４］，所以濒危水生动物作为维持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子，保护濒危

水生动物利于维持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持

续发展，保护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也就是在保

护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但是，目前的保

护模式仍停留在短期的成效，不考虑全局只注重

局部的问题，管理主体仍按照部门进行保护，不

具有整体的协调性。这样只会导致资源处理的

最终结果较为破碎，常常伴随着其他消极的效

果。流域内的生物、土地、水等都是相互联系的，

因此，应努力把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

管理，而不是单独的碎片化式的管理。综合流域

保护模式是整体的、全方面的方式保护着整个生

态系统，从而有效地维持、恢复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体正常的繁衍生息，是一种更加有效且更加注

重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模式。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了综合流域保护模

式。英国于１９８９年创建国家河流局专职负责英
格兰及威尔士内地流域保护治理，１９９１年的水资
源法规定国家河流局有权对任何可能对流域内

自然环境、动植物、地理因素等造成影响的建议

进行全面考查和审核，有权许可向控制水域排放

污物，甚至享有制定规章的广泛权力［３５］。１９５０
年于德国成立的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通过综

合管理莱茵河流域、流域地下水、水生和陆生生

态系统、污染和水利工程等成功恢复了莱茵河的

水质，使得该流域濒危物种大西洋鲑鱼的种群数

量回升［３６３７］。这都为长江综合流域保护模式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采用综合流域保护模式最主要的就是应建

立专门的综合流域保护管理机构以直接管理现

有的保护管理部门。其次要制定相应保护管理

计划，包括保护的目标、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采用

的主要方法与方案等。此外，要改变原有的行政

界线，所有流域内省份进行合作，对长江流域进

行统一管理，这样不仅有效解决了多部门之间的

交叉管理造成的互相推诿的后果，也打破了原有

的因需跨行政区进行管理所需要的繁琐程序，提

高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能力，以

恢复维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保护流域内濒危水

生野生动物。

３．２　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尽早颁布《长江保护
法》

尽管目前长江流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已经

逐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为核心的法律

体系，但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习近平

总书记于２０１６年提出了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长江大保护战略思想，但是部分法律文

件不能与时俱进。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自１９９３年发布以来，仅修订过两次，最新一
次距今已有６年之余，一些条款已不能与当今长
江大保护战略思想保持一致性。可借鉴相关国

外法律规定的经验，结合我国保护的实情，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并可适当提升相关法律位阶。

此外，对于保护流域生态系统，有效便捷地

拯救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需要一部部门齐全、机

构统一、协调性强的法律。因此，尽早颁布《长江

保护法》是实行长江生态系统恢复的一个必要的

保障，《长江保护法》应成为一部单独的流域综合

性立法，是针对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

因素而制定的法律，有较强的法律责任约束，即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也能同时发展长江经济

带的建设。

３．３　以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
就地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物种在其原有所

在栖息地进行保护。就地保护对于保持生态系

统内生物的繁衍与进化、维持生态系统内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及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的正常

运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最为有效的措施［３８］，

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就地保护应作为保护长江

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最主要的措施。长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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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形式主要有进

行资源调查、恢复水域生态环境、建立自然保护

区、开展水生野生动物紧急救护等。首先，对于

水生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就是要对流域生态系

统及濒危动物的种群数量进行监测调查并展开

相关科研工作。自新中国建立以后，针对长江的

调查与监测都是小范围、小规模的，对长江全流

域从未进行过一次真正系统、全面、科学的调查。

为了更好了解随着经济发展对长江生态系统、环

境、物种的影响，进行全面的调查相当有必要。

其次，恢复水域的生态环境是就地保护的一种重

要手段。一是要以预防为主原则预防水域环境

污染，监测水环境；二是要积极治理当下的环境

污染，严格监控沿江企业的排污、控制相关水利

设施的新建，对污染源头优先治理；三是要完善

相关生态补偿制度，如征收渔业资源放流保护

费、水域环境污染补偿等。再次，长江作为我国

重要经济带及黄金航道，有着不可代替的经济发

展的作用，某些航运要道势必影响到野生动物的

正常生存，为此，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一种重要且

有效的措施以保护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长江流域已建立水生生物、内陆湿地
自然保护区 １１９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
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２１７处。但是相
较于其他类型自保护区，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起步晚、投资少，仍需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

科学研究，并及时更新相关自然保护管理条例。

除了就地保护，野生动物迁地保护也是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形式。迁地保护是指将野

生动物的部分种群迁移到适当的地方加以人工

管理和繁殖，逐步发展种群［３９］。目前在天鹅洲故

道进行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数量已从原来的３０
头左右发展到了４０头，每年可新生幼豚３～５头，
是长江流域乃至全球针对鲸类动物的第一次迁

地保护成功的范例［４０４１］，建议可以在更多的河道

开发迁地保护。

３．４　呼吁拆除部分水利设施，建立专项补偿
尽管水利设施的建设为周边地区带来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水力发电成为了过去我国农村脱

贫的捷径，蓄水筑坝也为防洪作出了贡献，但是

水利设施对大河生态系统也造成了难以逆转的

后果。目前，我国已拥有水库大坝超过 ９．８万
座，是世界上建坝第一大国，但这些大坝中 ９５％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建设的老坝，其中大部分
是使用寿命为５０年左右的土石坝［４２］。呼吁严格

限制水利设施的新建，拆除超过使用寿命以及对

生态环境破坏大的设施。全球范围内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已实施大坝拆除项目，截至２０１５年美国
已拆除多达１３００多座［４２］，可为我国长江流域拆

坝提供借鉴意义。

在长江流域，目前有二十多个省（市）出台了

相关的生态补偿措施进行试点，未来应加快推动

相关政策发展，强化相关立法建设，建议针对水

利设施，尤其是大型设施，收取专项补偿资金以

用于投入因建设水利设施所造成的破坏性生态

问题，特别是受影响的洄游鱼类的生物学方面的

研究工作。

３．５　加强相关执法监督
除了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保护工作外，还

要有严格的执法监督保障工作有序进行。

在渔业捕捞方面，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

明确在２０１９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
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今后水生生物保护区

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在实行保护区禁捕以及

禁捕期工作时，应加大渔业部门的监督巡查力

度，做好完整的工作日志记录，从根本上解决保

护区违法捕捞的情况发生。在其他未禁捕区域，

加大对破坏性捕捞方式、违规渔具等违法行为的

打击。相比陆上，水上违法犯罪具有更高的空间

隐蔽性、时间不确定性以及违法行为的灵活性、

不稳定性，导致水上执法监督赴现场难度较高、

到达现场取证较难、执法监督人员的危险性较

高，所以应提高水上执法监督的权力，一方面利

于监督执法的更有序进行，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执

法监督人员的人身安全。

在环境污染方面，环保部门应带头加强水域

环境污染的执法监督，并且改变目前只处罚污染

企业而不处罚违法相关人的规定，航运部门加强

对船只航行及作业造成高分贝噪声污染的监管

力度，及时处罚。

在水生野生动物违法贸易方面，首先要改变

公众食用及收藏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不良习俗，

其次要加强市场贸易的监管，市监局应与渔政局

联合对贸易活动进行排查，遏制偷捕、交易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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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与此同时，还要明确和强

化违法的法律责任并做好宣传工作，以杜绝违法

行为的再发生，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此外，

加强执法监督的公职人员的工作能力，开设相关

的生物、环境、法律培训以提升其综合能力。

３．６　加强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科研投入
在保护长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方面，有关的

科研机构主要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长江水产研究所、东海水产研究所、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等及相关高校。但是除了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是以水生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科研机构外，其他科研机构更侧重于渔业资源的

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对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

研究投入精力相对较少。国家应加强重视对濒

危水生动物的研究，提升相关科研机构基础设施

条件，加大对保护方面的科研投入，如保护生物

学、水生生物保育学、鲸类保护学和鱼类生物学

等。

３．７　鼓励公众参与，加强公民保护意识
保护长江水生野生动物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长江大保护”战略应把公众作为保护环节中的

一部分，由政府提供更大的平台与机会，制定相

应的规则，将政府、非政府组织、群众积极地融合

于一起，在一定阈值范围内，允许公众对保护产

生积极的活动，完善法律责任中对于野生动物保

护与科研方面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的奖赏机

制，吸引并鼓励公众进行保护工作。

此外，公民应依法享有知情权，对濒危物种

的保护，公民应依法享有获取、知晓相关问题、政

策等其他信息的权利。将公民纳入保护工作的

监督环节，政府作为保护工作的主体，应将相关

工作的内容透明化，使公众成为监督的力量，更

高效地进行保护工作。

同时，由政府牵头，相关科研单位及高校加

以引导，加强开展相关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

工作，首先要让公众明白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重

要性与意义，其次让公众明白为什么开展水生野

生动物的保护相较于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更难。

具体方式包括开展系列讲座、访谈、采访，加强新

型媒体宣传，建设相关网站，使用相关旗舰物种

的图案如江豚、中华鲟作为商标等形式以提升公

民保护意识，让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走进

公众的生活。

参考文献：

［１］　黄硕琳，唐议．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Ｍ］．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０．

ＨＵＡＮＧＳＬ，ＴＡＮＧＹ．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００．

［２］　危起伟，杜浩．长江珍稀鱼类增殖放流技术手册［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４６．

ＷＥＩＱＷ，ＤＵＨ．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ｒａｒｅｆｉｓｈ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４６．

［３］　于晓东，罗天宏，周红章．长江流域鱼类物种多样性大

尺度格局研究［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０５，１３（６）：４７３４９５．

ＹＵＸＤ，ＬＵＯＴＨ，ＺＨＯＵＨＺ．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３（６）：４７３４９５．

［４］　于晓东，罗天宏，伍玉明，等．长江流域两栖动物物种多

样性的大尺度格局［Ｊ］．动物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６（６）：５６５

５７９．

ＹＵＸＤ，ＬＵＯＴＨ，ＷＵＹＭ，ｅｔａｌ．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Ｊ］．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２６（６）：５６５５７９．

［５］　ＺＨＡＮＧＨ，ＷＥＩＱＷ，ＤＵＨ，ｅｔａｌ．Ｉｓｔｈｅ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ｄｄｌｅｆｉｓｈ（Ｐｓｅｐｈｕｒｕｓｇｌａｄｉｕｓ）ｓｔｉ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ｙｄ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５（Ｓ２）：９５９９．

［６］　王鲁海，黄真理，任家盈，等．基于年龄结构的中华鲟资

源量估算方法［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８，４２（８）：１２６３１２７２．

ＷＡＮＧＬＨ，ＨＵＡＮＧＺＬ，ＲＥＮＪＹ，ｅｔａｌ．Ａｎ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Ａｃｉｐｅｒ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２（８）：

１２６３１２７２．

［７］　高宝燕．中华鲟野生种群濒临灭绝［Ｊ］．人民文摘，

２０１４（６）：６３．

ＧＡＯＢＹ．Ｔｈｅｗｉ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ｓｉ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Ｊ］．ＰｅｏｐｌｅＤｉｇｅｓｔ，２０１４（６）：６３．

［８］　李柯懋．三江源区水利工程对水生生物影响评价和鱼类

增殖保护建议［Ｊ］．中国水产，２００７（１２）：７２７３．

ＬＩＫ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 ｆｉｓｈ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２００７（１２）：

７２７３．

［９］　张春光，赵亚辉，康景贵．我国胭脂鱼资源现状及其资

源恢复途径的探讨［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０，１５（２）：

１５５１５９．

ＺＨＡＮＧＣＧ，ＺＨＡＯＹＨ，ＫＡＮＧＪＧ．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０，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９．

［１０］　江河，汪留全，管远亮，等．长江鲥鱼资源调查及濒危原

５３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９卷

因分析［Ｊ］．水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４）：１４０１４２．

ＪＩ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ＬＱ，ＧＵＡＮＹＬ，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ｒｅｅｖｅｓｓｈａｄ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ｂｅｉｎｇ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０

（４）：１４０１４２．

［１１］　邵炳绪，唐子英，孙帼英，等．松江鲈鱼繁殖习性的调查

研究［Ｊ］．水产学报，１９８０，４（１）：８１８６．

ＳＨＡＯＢＸ，ＴＡＮＧＺＹ，ＳＵＮＧＹ，ｅ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ｏｆＴｒａｃｈｉｄｅｒｍ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ｈｅｃｋ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０，４（１）：８１８６．

［１２］　丁月．长江口鱼类补充资源时空变化［Ｄ］．青岛：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２０１１．

ＤＩＮＧＹＭ．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Ｄ］．Ｑｉｎｇｄａｏ：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１３］　王丁，郝玉江．白?豚“功能性灭绝”背后的思考［Ｊ］．生

命世界，２００７（１１）：４４４７．

ＷＡＮＧＤ，ＨＡＯ Ｙ Ｊ．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ｊｉ［Ｊ］．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７（１１）：４４４７．

［１４］　ＺＨＯＵＸＭ，ＧＵＡＮＧＸＭ，ＳＵＮＤ，ｅ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ｆｉｎｌｅｓｓｐｏｒｐｏｉｓ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ａｎ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ｃｅｔａｃｅａ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Ｊ］．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９（１）：

１２７６．

［１５］　殷梦光，曹宇，李灿．中国大鲵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Ｊ］．贵州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２（１１）：１９７２０２．

ＹＩＮＭ Ｇ，ＣＡＯＹ，Ｌ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ｉａｎｔ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Ｊ］．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４２

（１１）：１９７２０２．

［１６］　雒林通，万红玲，兰小平，等．中国大鲵资源现状及保护

遗传学研究进展［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８（１７）：

１００１０３．

ＬＵＯＬＴ，ＷＡＮＨＬ，ＬＡＮＸＰ，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ｉａｎｔ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Ｊ］．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３８

（１７）：１００１０３．

［１７］　王渊．安徽省大鲵资源初步调查报告［Ｊ］．淡水渔业，

１９９６，２６（３）：２２２４．

ＷＡＮＧＹ．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６，２６（３）：２２

２４．

［１８］　丁由中．野生扬子鳄种群动态及其生存对策［Ｄ］．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４．

ＤＩＮＧＹＺ．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ｗｉ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１９］　陶峰勇，王小明．江、浙、皖鼋资源及其保护对策［Ｊ］．野

生动物，２００４，２５（４）：８．

ＴＡＯＦＹ，ＷＡＮＧＸ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ｆｔｕｒｔｌｅ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２００４，２５

（４）：８．

［２０］　庞胜苗．“水中大熊猫”鼋［Ｊ］．百科知识，２００７（１３）：

３７．

ＰＡＮＧ Ｓ Ｍ．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ａ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Ｐｅｌｏｃｈｅｌｙｓ［Ｊ］．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１３）：３７．

［２１］　王小平．论环境污染对长江鲥鱼生存的影响［Ｊ］．南京晓

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０，１６（４）：２２２４．

ＷＡＮＧＸＰ．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ｌｓａＨｅｒｒｉｎｇｓ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ｕ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０，１６（４）：２２２４．

［２２］　《中国三峡》编辑部．拯救长江顶级物种［Ｊ］．中国三峡，

２０１３，（３）：５２５３．

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ｖｅ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ｓｔｏｐ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２０１３，（３）：５２５３．

［２３］　刘猛．胭脂鱼的听觉阈值及噪声对其影响的研究［Ｄ］．北

京：中国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３．

ＬＩＵＭ．Ｔｈｅ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

［２４］　张天赐，居涛，李松海，等．长江和畅洲江段大型船舶的

噪声特征及其对长江江豚的潜在影响［Ｊ］．兽类学报，

２０１８，３８（６）：５４３５５０．

ＺＨＡＮＧＴＣ，ＪＵＴ，ＬＩＳＨ，ｅｔ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ｏｉｓ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ｌａｒｇ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Ｈｅ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ｆｉｎｌｅｓｓｐｏｒｐｏｉｓｅ［Ｊ］．

ＡｃｔａＴｈｅｒ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６）：５４３５５０．

［２５］　王海英，姚畋，王传胜，等．长江中游水生生物多样性保

护面临的威胁和压力［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４，

１３（５）：４２９４３３．

ＷＡＮＧＨ Ｙ，ＹＡＯＴ，ＷＡＮＧＣＳ，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２００４，１３（５）：４２９４３３．

［２６］　张欧阳，熊文，丁洪亮．长江流域水系连通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Ｊ］．人民长江，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５，７８．

ＺＨＡＮＧＯＹ，ＸＩＯＮＧＷ，ＤＩＮＧＨ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Ｊ］．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５，７８．

［２７］　何欣霞．影响长江鱼类资源及鱼类生境的研究［Ｊ］．价值

工程，２０１８，７（１５）：２８７２８８．

ＨＥＸＸ．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Ｊ］．Ｖａｌｕ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８，

７（１５）：２８７２８８．

［２８］　谢平．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酷

渔乱捕是帮凶［Ｊ］．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１２７９１２９９．

ＸＩＥＰ．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ｃｕｌｐｒｉｔ

ｗａｓｄａｍ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２９（６）：１２７９１２９９．

［２９］　解崇友，牛亚兵，罗德怀，等．三峡库区重要支流鱼类多

样性初探［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２７（１２）：

２７４７２７５６．

６３１



１期 黄硕琳，等：长江流域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及展望

ＸＩＥＣＹ，ＮＩＵＹＢ，ＬＵＯＤＨ，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

ｆｉｓｈ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ｒｓｏｍ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８，２７（１２）：２７４７２７５６．

［３０］　佚名．长江渔业资源告急：“四大家鱼”减损 ９０％以上

［Ｊ］．渔业致富指南，２０１８（２０）：５７．

Ｎｏ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ｉｎｕｒｇｅｎｔｎｅｅ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ｆｉｓｈ”ｌｏｓｓ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０％［Ｊ］．Ｆｉｓｈｅｒｙ

ＧｕｉｄｅｔｏＢｅＲｉｃｈ，２０１８（２０）：５７．

［３１］　华元渝，张建．白鳍豚自然群体数量及其锐减原因的分

析［Ｊ］．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３，１６（４）：６４

７１．

ＨＵＡＹＹ，ＺＨＡＮＧＪ．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

Ｂａｉｊｉ，Ｌｉｐｏｔｅｓｖｅｘｉｌｌｉｆ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ｒ

ｒａｐｉ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１６（４）：６４７１．

［３２］　尹峰，梦梦，宋慧刚，等．中国食用野生动物状况调查

［Ｊ］．野生动物，２００６，２７（６）：２５．

ＹＩＮＦ，ＭＥＮＧＭ，ＳＯＮＧＨＧ，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ｓｆ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２００６，

２７（６）：２５．

［３３］　胡锦矗，张泽钧，魏辅文．中国大熊猫保护区发展历史、

现状及前瞻［Ｊ］．兽类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１）：１０１４．

ＨＵＪＣ，ＺＨＡＮＧＺＪ，ＷＥＩＦ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ｆｏｒ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ｓ（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Ｔｈｅｒ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

３１（１）：１０１４．

［３４］　贾竞波．保护生物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１：５４．

ＪＩＡ ＪＢ．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５４．

［３５］　龚虹波．海洋政策与海洋管理概论［Ｍ］．北京：海洋出版

社，２０１５：１２６．

ＧＯＮＧＨＢ．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２６．

［３６］　ＫＥＳＬＥＲＭ，ＫＡＮＧＵＲＭ，ＶＥＴＥＭＡＡ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ａｌｍ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ｅａｖｉｌｙｐｏｌｌｕｔｅｄＲｉｖｅｒＰｕｒｔｓｅ，

ＢａｌｔｉｃＳｅ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２０１１，２０（３）：

４７２４７７．

［３７］　ＭＯＮＮＥＲＪＡＨＮＵ．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ａｌｍｏｎ（ＳａｌｍｏｓａｌａｒＬ．）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 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７（ｓ３）：３３４０．

［３８］　马建章，戎可，程鲲．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与

实践［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２，２０（５）：５５１５５８．

ＭＡＪＺ，ＲＯＮＧＫ，ＣＨＥＮＧ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Ｊ］．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０（５）：５５１５５８．

［３９］　马克平，钱迎倩．《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起草过程与主要

内容［Ｊ］．生物多样性，１９９４，２（１）：５４５７．

ＭＡＫＰ，ＱＩＡＮＹＱ．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ａ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２（１）：５４５７．

［４０］　ＷＡＮＧ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ｆｉｎｌｅｓｓｐｏｒｐｏｉｓ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２７（１）：４６５５．

［４１］　先义杰．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全球第一个鲸类迁地保护

的成功案例［Ｊ］．人与生物圈，２０１４，（１）：６８７３．

ＸＩＡＮＹＪ．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ｆｉｒ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ａｓｅｏｆ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ａ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ｄｗａｙｏｆｓｗ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ｓｈｉｓｈｏｕ，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Ｍ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４，（１）：６８

７３．

［４２］　高玉琴，刘云苹，王怀志，等．退役坝拆除现状及其影响

研究进展综述［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６）：

１３３１３９．

ＧＡＯＹ Ｑ，ＬＩＵ Ｙ Ｐ，ＷＡＮＧ Ｈ Ｚ，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ｄａｍｒｅｍｏｖａｌ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８，２９（６）：１３３１３９．

７３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９卷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ｏｌｉｎ１，２，ＷＡＮＧＳｉｗｅ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ｎｇ，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ｃ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ｌｏｗ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ｏｒｅｘｔｉｎｃｔ．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ｍ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ｏｔ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①ｐｕｔｍｏ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②ｉｍｐｒｏｖ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③ｐｕｔｍａｊｏｒｆｏｃｕ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ｘｓｉｔｕ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ｎ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④ｃａｌｌ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ｍ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⑤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⑥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⑦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ｑｕａｔｉｃｗｉｌｄａｎｉｍａｌ；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８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