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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极其
珍贵； 它把洞庭湖作为最重要的栖
息地，目前数量已逐年下降；它的伤
亡报道常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
它就是被称为“微笑精灵”的江豚。

2007年白鳍豚被宣告功能性灭
绝后， 江豚成为长江中唯一的哺乳
动物。它会步白鳍豚的后尘，成为下
一个灭绝的淡水物种吗？

洞庭湖频发江豚意外事件
2012年，近20条江豚死亡

本月，记者再访洞庭。尽管过去
已快一年了，但对那条“大鱼”的模
样，船公张迪高依然历历在目。

2012年4月17日傍晚， 正在洞
庭湖城陵矶附近驾船的他， 突然看
到江面上漂浮着一条“大鱼”。

凑近一瞧， 发现不对劲， 这条
“大鱼”已肚皮朝上，好像已经死了。
张迪高想不到， 这就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江豚。

“它的肚子里还有一头小崽
崽。”解剖江豚时，张迪高难过得几
度哽咽。 他说，“小崽子还没来得及
挣脱母亲的身体，看看水上的世界，
就随同母亲一起去世了”。

事实上， 江豚死亡在洞庭湖区
域已屡见不鲜。 张迪高跑船多年的
印象是， 由于以往江豚死亡时间零
散，“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也是
从这以后，张迪高申请成为了一名江
豚保护志愿者，他将每次发现受伤或
者死亡的江豚，详细记录在自己的日
记本上，并且第一时间把情况告知中
科院水生所专家，有时候还需要忍着
恶臭割下江豚的内脏供专家研究死
因，再把江豚埋了。

在张迪高的日记本上， 仅在
2012年， 洞庭湖有记录的江豚死亡
和受伤事件就超过了13起， 死亡个
体近20只。

民间江豚保护处境尴尬
大多人保护意识较低

除了频频发生的江豚伤亡事件
让张迪高心情沉重， 更让他难受的

是江豚保护的尴尬处境和很多人的
淡漠态度。

他说， 江豚保护志愿者没有执
法权，没有经费支持，没有一整套机
制维持协会的长期运行。即便如此，
要拯救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大家还
时常遭遇周围人的冷漠。

“去年，有一位姓熊的渔民，在
长江捕到一头江豚， 志愿者苦苦相
劝也不肯放，后来养在自家鱼塘里，
不料江豚把鱼塘里的鱼都吃光了，
该渔民只好把江豚又放回了长江。”

张迪高介绍， 为了增强保护江
豚的意识，2013年1月， 岳阳市多个
部门发起成立“岳阳市江豚保护协
会”，志愿者深入湖区、学校、村庄等
巡回宣讲， 结果许多群众不愿意参
加江豚救护方面的培训， 更别提当
志愿者了。

“有一个渔民不解地问， 保护江
豚有什么用呀？我们学这个又不能当
饭吃。”江豚保护志愿者刘姣容说。

比起渔民， 江边市民对于江豚
的认知更少得令人意外， 他们的记
忆还停留在白鳍豚上，“一说江豚，
就会绕到白鳍豚上。” 张迪高说。他
们想拉赞助，扩大宣传，可惜“商家
对于保护江豚大都直言不感兴趣”。

江豚伤亡原因扑朔迷离
单纯说水质很难“服众”

随着沿湖生态治理工程的推
进，洞庭湖水环境近年明显好转，冬
夏候鸟的数量增多， 消失已久的中
华鲟、银鱼等濒危物种又重现水底。
然而， 江豚伤亡的数量却一直在上
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目前，江豚中毒、搁浅、饥饿甚
至被人为电死的说法都有。 但对洞
庭湖江豚数量减少的最终原因，目
前还只是推论。 中科院水生所白鳍
豚馆馆长赵庆中从事江豚保护与研
究几十年，他认为，简单地说水的问
题已经很难“服众”。

2012年9月，中科院鲸豚类研究
所的专家在对洞庭湖水域死亡的13
条江豚解剖发现，绝大部分体内重金
属、有机物等指标是正常的，除了少

量遭受外力的外，很大一部分是搁浅
致死。由此，专家认为，目前对江豚最
大的威胁应该是迅猛发展的航运，轮
船带来的噪音污染使江豚的声纳系
统遭到干扰，导致江豚错误地游上沙
滩，有些则碰到轮船螺旋桨。

但是， 岳阳市畜牧水产局高级
工程师李亚白认为， 近两年在洞庭
湖里出现江豚连续死亡的现象，与
外来生物入侵有关， 而这种外来生
物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龙虾。

科考发现洞庭江豚在锐减
未来15到20年可能会灭绝

江豚已然不可避免地在重复着
白鳍豚的悲剧， 它的种群数量正在
逐年锐减。

中科院水生所与世界自然基金
会联合组织的长江淡水豚类科考，
不久前完成了从宜昌到上海往返
3400公里的航程。据了解，此次科考

共目视发现江豚380头次，声学考察
发现172头次，共计552头次。和6年
前的考察数据对比， 研究者初步估
算江豚数量至少下降一半， 预计已
不足千头，在洞庭湖，科考中发现江
豚较6年前减少了四成。

江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白鳍
豚？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王克雄说， 如果种群数量锐
减得不到改善， 未来15到20年江豚
可能灭绝。

国际淡水豚类专家、 中科院水
生所研究员王丁介绍说， 食物链中
间环节的生物灭绝可能造成食物链
崩塌， 作为长江生态系统里的顶级
物种，如果江豚消失，则标志着整个
长江自然生态的健康状况发生严重
改变， 水生物种消亡的序幕也就此
拉开。王丁说：“从生物学意义看，白
鳍豚、白鲟、鲥鱼等相近物种，几乎
同步走向灭绝， 这意味着长江生态
在一段时期里发生了严重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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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勇士正在招募
本周六将泛舟洞庭湖

■记者 蒋小康

“寻访江豚， 穿越洞庭湖”———
2013环洞庭湖大型环保自驾游招募
已启动，报名仍在进行中。

按活动计划，自驾车队将于3月
30日上午从长沙出发， 经望城乔口
镇，再到益阳市和沅江市，然后前往
岳阳采桑湖镇。在采桑湖镇，车队人
员将分成两支队伍， 一支沿陆路赶
往岳阳楼， 而另一支招募而来的勇
士将从采桑湖下水划独木舟直线穿
越洞庭湖抵达岳阳楼。 两支队伍最
后在岳阳楼汇合。
【自驾路线】

长沙———望城乔口镇———益阳
市———沅 江 市———岳 阳 采 桑 湖
镇———君山岛———岳阳楼———长沙
【行舟方案】

A.采桑湖镇———君山岛———岳
阳楼 直线距离40公里， 划艇速度
所需用时约7-9小时。 清晨6:00下
水，中午停靠君山岛休息两小时。

B. 因湖区湿地迷路、 暴雨、风
浪、大雾等因素，独木舟队伍不能准
时到达, 就地露营或至君山岛结束
探险穿越活动。下午5点未能穿越岳
阳楼与君山岛之间主航道区， 同样
按B方案结束探险。

如果您想成为泛舟洞庭的勇
士，或者参与我们的自驾活动，您可
通过以下方式报名：

1、登录腾讯或新浪微博＠华声
帮

2、拨打热线：0731—84326425
3、加入华声帮QQ群：21538339
4、扫描“华声帮”微信二维码

因为胖胖的体态， 江豚被唤作
“江猪”，它也被尊为河神。

在古代， 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
为了避免大风暴，往往要靠一种动物
来预报天气，并且视这种动物为“河
神”， 而这个受到人们膜拜的动物就
是江豚。 由于江豚是用肺呼吸的，如
果将出现大风天气，江豚的呼吸频率
就会加快，露出水面很高，头部大多
朝起风的方向“迎风”出水，江上的渔
民们把它的这种行为称为“拜风”。因
此每逢江豚“拜风”，渔民就会有所警
惕，减少出渔。

而江豚吃鱼，江豚聚集之地鱼一
定也多，渔民会跟着它们打鱼。

能帮渔民预报天气
江豚被尊为“河神”

3月14日下午，华声在线新打造
的一档互动交流节目———“华声沙
龙”启幕。

首期主讲嘉宾世界自然基金会
长沙项目办主任蒋勇与近百名华声
网友分享了他20年来在洞庭湖的所
见所闻。他用80多张活生生的照片，
图文并茂地展现洞庭湖从大变小、
生物多样性骤减的严峻局面， 希望
唤起更多人参与到保护洞庭、 保护
江豚的行动中来。

“鱼为水域之魂，存亡全在人心；

鸟是空中之灵，去留亦非人情。”沙龙
现场，蒋勇用一首《平衡》表达洞庭湖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蒋勇说，洞庭湖正是因为有了生
物的多样性，才会有文化的多样性。

过去十年， 洞庭湖的生物多样
种类却在日益减少。 据去年10月份
的一次科考数据显示， 洞庭湖中目
前仅剩的江豚已不足100头。如果依
旧维持现状， 江豚或将步白鳍豚的
后尘，遭遇功能性灭绝的悲剧。

■记者 蒋小康

“最后仅剩不足百头！
鱼为水之魂，存亡在人心”

“微笑精灵”即将江湖绝迹？
邀你划独木舟穿越洞庭找江豚
调查：政府很努力，民众仍漠视 互动：你想吗？ 你敢吗？ 等你！ 同邀自驾高手入团

一条江豚浮出水面，它的对面是采砂场和城市林立的烟囱。 （本版图片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项目办主任蒋勇提供）

它
的
微
笑

江豚的嘴部线条犹如人的微笑。

她
的
哭
泣

当又一条江豚逝去，志愿者忍不住失声痛哭。

它
的
家
园

在围网内游弋的江豚。 湖南已决定将江豚迁至
东洞庭湖采桑湖进行集中保护。

它
的
伤
痛

一头死亡江豚身上发现很多锐器所致的伤痕。

生态变化如温水煮蛙，细微，不易让人察觉。
———它不像地震、 海啸会对人类造成一次性

的致命冲击。但一旦恶化，其衍生的“蝴蝶效应”影
响难以逆转。

洞庭五千岁。从“云梦泽”的大湖传说，到如今
的保护之地，至未来的“美丽蓝图”。

本月，记者再访洞庭，在城市与水域间，在官方
与民众间，找寻伤疤，寻找重回大美的答案与良方。

湖南在行动，政府在行动，中国正在关注。
到了急需我们加入的时刻，刻不容缓。
除了政府与公益团队的努力， 它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从现在出发，方可抵达未来之地；从自我
出发，方可回到蓝图之地。

今起，三湘华声的“寻访江豚，穿越洞庭湖”大
型环保互动邀你启程。 ■记者 刘璋景

寻找“微笑精灵”
每个湖泊都是一个生命

体，会呼吸，知疼痛，有灵魂。
它是湖南的母亲湖，也

是长江之肺。
它是湖南未来的经济高

地，也是“美丽中国”的前锋。
2012年4月， 徐守盛曾深

入洞庭， 在船上开过一次特
殊的座谈会。会上，他说：要
力争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打
造成全省新的经济增长极。

今年3月， 全国两会现
场， 洞庭再度成为湖南团关
注的重点， 代表委员联名呈
递： 亟待洞庭生态经济区上
升为国家战略。

它也是最让我们牵挂的
湖泊。

当三峡筑坝蓄水， 当湖
面不断萎缩， 当候鸟连遭意
外，当江豚接连逝去。

早在2006年，中科院调查
称： 长江干流江豚数目约为
1200余头， 已少于大熊猫；若
不保护，十余年后，野生江豚
将面临灭绝。

江湖告急。
对于洞庭， 江豚为何总

是焦点？
它是长江与洞庭的活化

石，它的命运代表洞庭。
近二十年， 我们只记得

它亲切的笑， 无法听见的是
它的呻吟， 无法触摸的是它
溶在水中的咸眼泪。

作为洞庭水下食物链的
顶端，如果有一天，它不再出
现，那意味着捕捞失度、生态
失衡……

若有一天， 它能抹干眼
泪，它的族群鼎盛重现，一个
大美洞庭必将浮现。

作为母亲湖的子民，我
们该如何与同在它怀抱里的
动物精灵和谐共生？

于是， 它成为出发与寻
访的原点。

划独木舟，穿越洞庭，一
起感受洞庭体温， 一起寻找
江豚，你想吗，你敢么？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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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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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救助受伤的江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