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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鱼类增殖放流若干问题的探讨——以长江崩岸应
急治理工程泰州市境内工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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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泰州市境内工程为例，介绍了其鱼类增殖放流工作的开展情况；分析了增殖放流对
其生态补偿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阶段长江鱼类增殖放流工作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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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鱼类增殖放流是指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各类苗种实现对

鱼类种群和数量的恢复或增加，其是进行鱼类资源保护的重

要手段和方法 [�-�]。近些年由于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

是长三角的经济飞速发展导致的长江水环境污染和因需求增

大而导致的渔业过度捕捞，使长江渔业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

坏，日益呈现枯竭态势。针对长江鱼类资源的危机中国相关

部门积极制定了保护措施，加大了管理力度增加了研究投入，

增殖放流已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江鱼类保护手段近年来得以推

广和发展。

2�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泰州市境

内工程概况

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主要是选择崩岸幅度

剧烈的河段，进行加固整治等工程措施，以达到维护江滩和

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及供水安全，提高长江水安全、水资源、

水生态环境等保障能力。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

泰州市境内护岸工程长度 ����P，抛护面积 ������P�，抛石

工程量 ��.��P�。采用散抛石方案，工程布置于码头外侧，分

两个抛段，上段位于杨湾段，护岸工程长度 ����P，下段位

于永长圩泰州引江河～陵光码头（高港段），护岸工程长度

���P。工程于 ����年 �月 �日开工建设，����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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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全部完工，总工期 �个月。

3�工程对鱼类的影响

3.1�工程段鱼类种类

根据《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对该工程江段的鱼类调查显示，鱼类相对优势种指

标居前五位的种类为鲢（+�SRSKWKDOPLFKWK�V�molitrix）、鳙

（�ULVWLFKWK�V��RELOLV）、草鱼（&WH�RSKDU��JRGR��LGHOOXV）、

鲫（&DUDVVLXV�DXUDWXV）、鳊（3DUDEUDPLV�SRNL�HVV）[�]。由此可

见，相对优势种群鱼类均为重要的淡水经济鱼类，是长江鱼

类资源保护的重要对象。

3.2工程建设对鱼类的影响

3.2.1 施工对鱼类的影响

（�）工程主要施工内容为散抛石，在进行施工作业时会

产生一定的水体扰动，对部分鱼类生境造成了改变和袭扰，

直接导致施工水域鱼类种类和数量的减少。

（�）工程的实施使区域江底被抛石覆盖，使工程段江底

的河床底质较之施工前有所改变，直接造成底栖动物、浮游

生物种类和数量的改变，这将间接导致相关鱼类饵料的缺乏，

间接导致施工水域及其附近水域鱼类密度的降低。

（�）施工作业产生的噪声对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惊吓，

使部分鱼类被驱赶到其它水域；噪声也会对部分鱼类造成影

响，使其个体出现行为紊乱，妨碍其索饵和洄游；对部分鱼

类的产卵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其正常的繁殖活动。

3.2.2 运行期对鱼类的影响

工程完成后，局部河床地形和底质会因抛石作业而发生

变化，一定量的底泥因此而流失，对局的水文情势和饵料环

境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底栖环境的改变使部分小型底栖鱼

类的栖息地丧失，其在短期内将无法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使

其迁移至别处寻找合适的栖息地，从而使局部河段鱼类组成

甚至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护岸工程完成后江段江岸更为稳固，航道更

为优良，船只通过数量也将增多，船体和船桨对鱼类的直接

伤害将增大，船舶噪声对工程江段鱼类的影响也将更加严重。

综上所述，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都会对鱼类的正常生存

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工程江段鱼类种类和数量的减少。

3.3增殖放流措施的开展

针对工程施工对所在江段鱼类资源造成的不利影响，在

工程结束后开展了鱼类的人工增殖放流工作。

3.3.1 放流原则

为做好本次增殖放流工作使其满足相关要求，在实际工

作的开展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维护生态安全原则。根据水生生物资源的区域分布

特征，选择对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修复具有重要作用的放流

品种。严禁投放外来种、杂交种及转基因种，在确保水域生

态安全性前提下，同一水域内开展增殖放流应兼顾各品种间

的合理数量。苗种必须购置于具备相关资质的正规鱼苗公司，

鱼苗须经过检验、检疫，取得合格证明，确保苗种优质、健康。

经济鱼类鱼种以 �FP以上苗种为主。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选择信誉良好、苗种

质量高的苗种生产单位，以合同的形式规定增殖放流品种、

规格、数量、供苗时间等内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苗

种供应单位应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市级以上水产

良种场优先），确保苗种供应单位的育苗生产设施、设备状

况、技术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增殖放流苗种的数量及质量要求。

同时，要提前对增殖放流的区时间、地点、品种、规格和数

量等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公告。

（�）实施放流水域为公共水域原则。水质应符合国家渔

业水质标准，同时重点安排在省市确定的重要增殖放流水域。

（�）增殖放流效果体现原则。严格执行增殖放流技术规

范，加强技术指导和渔政监督管理。

3.3.2 鱼种的选择

根据本工程建设涉及渔业资源受影响的实际情况和工程

段的地理位置，选择影响较大且相对重要的鱼类作为增殖放

流对象，在施工江段中投放的经济鱼类鲢、草鱼。放流鱼苗

质量要求和规格分类分别见表 �、表 �。本次放流鱼种的大小

选用表 �中的小规格。

表 ��增殖放流物种质量要求

项目
类别

水生动物

感官质
量

规格整齐、活力强、外观完整、体表光洁

可数指
标

规格合格率 ≥85%，死亡率、伤残率、体色异常率、挂脏率
之和＜ ��

疫病 农业部公告第�����号规定的水生动物疫病病种不得检出

药物残
留

国家、行业颁布的禁用药物不得检出，其他药物残留符合�
1<������的要求。

�2,��KWWSV���GRL�RUJ����������JFMV�JO�Y�L�������



��

研究性文章
�������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3 卷·第 10 期·2019 年 12 月

表���增殖放流种类规格分类

增殖放流种类
规格分类

大规格 小规格

鱼类
平均代表长度 ≥80�

PP
���PP＞平均代表长度

≥20�mm

3.3.3 放流地点的选择

为使放流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并提高放流效果，在进行放

流之前咨询了当地渔业管理部门，其在综合考虑工程江段水

域鱼类的分布特点、保护要求、江段放流条件等因素的基础上，

推荐在工程段上游的长江泰州大桥北龙窝渔港开展鱼类增殖

放流。该江段水域为非倾废区，非盐�场、电厂、养殖场等进、

排水区。环境良好，水流通畅，温度、盐度、硬度等�水质因子

适宜，底质适宜，且增殖放流对象的饵料生物丰富，敌害生物少，

水质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的规定。

�

��现场放流情况

在当地渔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下顺利的完成了工程的鱼类

增殖放流工作，对工程段的生态系统进行了有效的补偿，有

利于加速其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速度。

4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次工程增殖放流工作的开展，在其实施过程中过

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进一步的探讨解决，以便使长江的鱼

类增殖放流工作程序更加规范，保障措施更加完善。

4.1管理体制不健全技术力量薄弱

目前长江沿岸的增殖放流工作一般由各地的渔业部门或

农委代管，还未设置专门的鱼类增殖放流管理部门。这种现

象的存在易造成相应的代管部门管理困难，监督的缺失可能

导致舞弊现象。各地的代管部门人员有限，缺乏相对专业的

人员，难以对增殖放流工作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技术把控和

鱼苗种类、数量、质量的有效核实及监管，使整个增殖放流

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4.2资金投入不足放流数量有限

工程性的增殖放流资金来自于具体项目的专项环保资金，

该项资金一般在整个环保费用中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可用资

金非常有限，所能够放流的鱼苗种类和数量都相对较少，其

对施工水域的生态补偿作用往往作用有限，达不到生态保护

的目的。

4.3放流效果难以跟踪评估

目前，诸多的放流活动未能进行放流后效果的跟踪评估。

目前出现的以标记法为代表的评估方法还处于理论研究和完

善阶段，其评估周期、技术难度、资金要求都限制了其在实

际中的应用。工程性的增殖放流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效

果评估更无从谈起。

5 相关问题的解决建议

5.1设置专门的增殖放流监督管理部门

增殖放流工作应逐步脱离其他部门代管的状态，设立专

门的管理监督部门，配备相对专业的工作人员，使其对放流

的整个工作流程都能进行有效公平的监督，使其工作逐步向

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5.2完善放流技术规程增强研究工作

目前，中国增殖放流工作的技术规范亟待进行完善，其

步骤和内容应更加详细，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应至少包括

鱼苗的养殖及其设备的配备，放流规格、数量、种类的确定，

放流水域水环境适应性的检测和评估等技术环节。增殖放流

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其涉及到了环境保护、渔业资源、

生物工程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其相互汇合交融后会产生许多

新的未知领域，由此也会带来诸多环境、生物等方面的风险。

因此需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避免或减少其对环境造成的

不利影响。

5.3进一步加强放流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

增殖放流效果评价是实施增殖放流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放流效果的评价可以改进放流策略，避免无效果增殖

放流现象的发生，提高增殖放流工作的效率 [�]。目前实际使

用的评估方法较少，标志放流使用较为普遍，其分为体外标

志法、体内标志法以及挂牌标志法、生物遥测法，但从整体

上看未形成有效的评估体系，为减少放流项目的盲目性，需

加强评估方法的研究，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估体系。

5.4大资金投入争取多方融资加

�2,��KWWSV���GRL�RUJ����������JFMV�J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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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应列支专门的财政支出用于增殖放

流工作的开展，对于工程性放流所涉及到水生物重点保护区

的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政府及渔业管理部门应多方

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增殖放流去，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6 结语

中国从 ��世纪 ��年代开始增殖放流以来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对补偿中国鱼类资源实现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国对长江生态保护投入的加大，

增殖放流活动的频次和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因此积极做好增

殖放流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对加速长江水生生态的修复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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