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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宜宾市江安县，2000多尾长江鲟
被放归长江，这些出生在4月的鱼苗，已长到成人
手掌大小。放归时，周亮换上比较正式的外套，
他对着活蹦乱跳的长江鲟们念叨着：“去长江里
头过幸福生活吧。”

作为宜宾所所长，这个夏天，周亮觉得忙得
很有“盼头”。

6月6日，全国“放鱼日”四川省增殖放流活动
在宜宾举行。作为长期合作方，今年宜宾所提供
了600多尾长江鲟，包括培育多年重达10多斤、
长达1米多的“大鱼”和6厘米左右长的鱼苗。6
月下旬，他又带着鱼苗到重庆参与放流。

从重庆回来后，周亮马不停蹄赶往宜宾江安
县，和当地签署增殖放流合作协议，然后匆匆赶回
位于宜宾长宁的养殖基地，守着这批长江鲟幼苗
——今年天气格外热，他总是怕鱼苗缺氧和生病。

今年50岁的周亮，一直围着鱼打转。他大学
刚毕业就被父亲周世武“拽”到鱼塘边。那是30年
前，父子俩的心愿还是能在宜宾所实现中华鲟和长
江鲟的人工繁殖。父亲离世后，周亮接过宜宾所的
重担，作为农业农村部授牌的长江鲟人工繁育机构，
他如今最大的心愿是能重建长江鲟的野外种群。

因此，7 月 21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
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时，尽管周亮早有心理
准备，但仍有点懵。那天，他凭着直觉放下手上
的事，开车去了趟宜宾市南溪区。

2003年，人类最后一次在那里目击并接触白
鲟。身处救助队伍，这不是周亮第一次见到这种

“传说”中的动物。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父子曾
救护过另一尾白鲟。

“特别漂亮。”周亮记得，和更早那尾因伤势
过重，医治无效死亡的白鲟不同，这尾白鲟伤得
不是特别重，肚子里有厚厚的鱼卵。

“但可能它就是长江里的最后一尾白鲟了。”
周亮觉得，在宜宾，这个悲伤的消息所产生的震
动和影响面更广、更深。对于这座“万里长江第
一城”而言，江水和城市早已融为一体，每个人都
能说出点和鱼相关的故事。

华西都市报退休记者田富友，翻出19年前由
他采写的关于白鲟救助的剪报。某种意义上，他
并不认可这个论断，他坚信长达数千公里的长

宜宾珍稀水生动
物研究所首次成
功实现长江鲟的
人工繁殖。

在南溪的江边，周亮给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
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杜浩打了个电话，两人在2006
年因为对长江鲟鱼类保护的共同志趣而相识，随
即开启了长江鲟人工繁育的科研合作，中国水产
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主要完成物种保护技术
研究，宜宾所配合其相关实验并主要负责繁育工
程技术。

他们对于恢复长江鲟的野外种群一直持乐
观态度。

“以前的成活率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电话
那头，杜浩有点激动，这位虽然年仅40岁，但已围
着长江转了20年的青年专家，见证了长江大保护
下每一点转变。“老爷子在时，能活一尾就高兴得
不得了，现在呢？你们今年孵出来的8万多尾鱼
苗，死亡不到100尾吧。”

电话这头，突然听见父亲的名字，周亮愣了
下。在关于长江大保护的千万线条中，他觉得自
己拽着的那一根线，名为传承。

“宜宾有一对周姓父子对长江鲟的保护作出
了突出贡献。”2021年，在四川省十大绿色先锋的
评选中，专家们曾如此评价。

从几个主要时间点看，宜宾所在1998年首次
成功实现长江鲟的人工繁殖，到2000年时，野生
长江鲟已很稀少。2007年，宜宾所首次实现了长
江鲟全人工繁殖。2010年，长江鲟被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升级为“极危级”。2015年，当时已知人工
保种的长江鲟野生亲本仅21尾，其中有18尾来

自宜宾所。2018年，宜宾所和中国水产科学院长
江水产研究所联合攻关，首次突破了长江鲟子三
代幼苗的繁育。

“现在长江里能找到的长江鲟，大部分都来
自宜宾所的种苗。”作为宜宾所的长期合作方，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周波的观点
是当下学界的共识，恢复以长江鲟和中华鲟为代
表的旗舰种的野外种群，是长江生态修复的一个
重要指标，也是他们这一代研究人员的心愿。

从杜浩搜集的数据看，2007至2017年10年
里，长江鲟的放流规模不足5万尾，随着长江大保
护的进行，从2018年至今，以农业农村部为指导
的长江上游沿江各市开展了前所未有的长江鲟
大规模增殖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4年，放
流的长江鲟亲鲟中，性腺发育成熟的约600尾，幼
鱼近34万尾。”

周亮很庆幸，在长江鲟走到极危前，父亲周
世武凭直觉留下了鱼种。那是一位做事有点

“轴”的老人家，最早因为爱好开始做观赏鱼生
意，其间，觉得应该为后代留下长江鲟和中华鲟，
再一头扎进想要实现两种鲟鱼的人工繁殖。
2016年，老爷子去世了，周亮一直留着父亲写给
他的所有信件，在遒劲有力的字迹中，老爷子告
诉儿子：“与大自然、与科学为友，去做一个甜
蜜、美好的梦吧。”

“如果老爷子走前还有牵挂的话，肯定就是
鲟鱼的野外种群恢复了。”2015年前后，在宜宾曾

通过人工繁育、放归长江
已宣告野外灭绝的长江鲟正实现野外繁殖重建

但回到长江，只是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
的第一步。

如今，宜宾所共有2个养殖基地，都在长
宁，第3个养殖基地将在今年内使用。在学界
看来，养殖基地的“长江鲟”并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长江”鲟，还差一步，就是实现长江中的
野外繁殖重建。

这里面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条件：一定规
模的适龄雌雄鱼、合适的产卵地。

“这其实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杜浩
所在的团队曾在室内实验过，条件合适下，长
江鲟在人工模拟的产卵环境中可以自发交配
产卵繁殖。但长江流域是经济活动最密集的
区域，一些人类活动会影响到鱼类的发育、代
谢、产卵等。因此，为了实现长江鲟的野外种
群重建，长江的生态修复中还应包含对长江
鲟自然产卵场所环境的修复。

同时，长江里长江鲟的基数还是太少，适
龄成熟的雌雄鱼更是很难相遇。

2018年，宜宾所开始参与到农业农村部
的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中，连续两年增殖放
流18万尾长江鲟幼苗，“我们通过后续反馈情
况，大概估计出一个不算精确的成活率：
1%-1.6%左右。这种基数下，长大后还能遇
到的雌雄鱼就更少了，这就好比一对青年男
女，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四川，见都见不到，怎
么搞对象？”

对此，专家们估算，建议长江鲟幼苗每年
的放流量在30万-50万尾，连续实施5-10年
后，就具备了野外繁殖的数量基础。

与此同时，全国主要的长江鲟养殖基地
内，每年产卵量已经能保证在百万枚以上，巨
大的养殖压力、有限的专项经费支撑，如何探
索以利用促保护的策略，让长江鲟进入人工
繁殖重点名录成为业内一直在推动的事。

2021 年 4 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专家们就召开过专题
论证会，讨论将人工繁育中华鲟、长江鲟子二
代及以后世代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会上，杜浩拿出了在保障野外资源修复
力度前提下，开展繁育利用的途径以及“以利
用促保护”的方案建议。建议提到，通过规范
合理利用，可以缓解人工保种面临的经费、场
地等压力，以利用促进保护，解决人工保种、
增殖放流和科学研究的经费难题，进而促进
中华鲟、长江鲟保护事业发展。

于周亮而言，他一直在为长江鲟的人工
养殖做准备。在宜宾所的养殖基地内，有一
个特殊的池塘，里面是这30年来积累的、从每
批数十万尾繁育的鱼苗中选出的变异长江
鲟，它们有的色似白瓷、有的灿若金菊。

周亮向往的是父亲周世武给他讲述过的，
幼年在街头看见渔民用推车推着巨型“腊子
鱼”的盛况，“后来，老爷子知道了那叫鲟鱼，家
乡就在宜宾，于是，他想要留下这种鱼。”

对更多普通人而言，比怀揣希望更重要
的，是成为习惯的保护行为。

就在这个夏天，宜宾江安，就有市民偶遇
长江鲟，他们平平淡淡地给当地渔政部门打
电话，然后一起放归。

这样的放归，在当地已经不是稀奇事。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保护了。”周

亮觉得自己怀揣着的是有理有据的希望。他
相信在长江禁渔的十年内，传说中鲟鱼跃出
江面的景象会重现，那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长
江新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杜卓滨
李佳雨伍雪梅肖洋梁家旗摄影报道

这个夏天，宜宾市长宁县大山里，一条中
华鲟即将迎来“而立之年”。它在还是1厘米
大小的“水花”时，就与其他49尾“伙伴”一
起，被周亮的父亲周世武从湖北荆州带回宜
宾。那是个秋天，老爷子用棉大衣将小鱼袋
裹着，揣在怀里坐了10多天船才回到家。

如今，在由周世武创建的全国最早民营
长江珍稀鱼类研究机构——宜宾珍稀水生动
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宜宾所）的养殖基地，最
早的这批中华鲟只剩下3尾。

宜宾珍稀水生动
物研究所首次实
现了长江鲟全人
工繁殖。

当时已知人工保种的长
江鲟野生亲本仅21尾，
其中有18尾来自宜宾
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和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联合攻关首次突破了长
江鲟子三代幼苗的繁育。

江，有很多流域是目前探测技术无法
触及的，“至少长江鲟，还有希望。”

——不少人都持这样的态度。
在鲟鱼家族里，这种个头相对小

巧的鲟鱼是我国特有物种，仅在长江
中上游流域有发现。尽管已经20年没
有监测到自然繁殖，但国内专家们做
过仿生态模拟试验，条件合适下，长江
鲟可以自然繁殖。

发现了一尾30斤左右的长江鲟，周亮赶去现场，他总觉得那就是他们
放出去长大的。

整体数据上看，2018年以前，长江鲟在7年内的回捕、误捕总量为
591尾。到2021年，调查团队在金沙江柏溪、长江江安、合江以及泸州
江段开展了长江鲟的调查和监测，仅单日单网捕获的长江鲟就约15
尾，远高于全面禁捕之前的数字。

以宜宾为例，2007年以来累计放流各种鱼类1332万尾，有力促进了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推动了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8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中国这十年·四
川”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信息显示，在“千河
之省”的四川，全省水环境质量近年来已大幅
改善，创10年来最好水平，长江、黄河干流水质
稳定达到Ⅱ类，“清澈见底、鱼翔浅底”是常态。

基地里的“大鱼”们并不知道这些变化。
它们生长在宜宾所的池塘里，不知晓祖辈旁
亲溯游长江的壮阔，也还没体会过长江之大、
波涛之宽。

这些年来，学界一直在努力推进长江鲟
的人工繁育利用。似乎，一边是已经20年没
有发现野外产卵的长江鲟，一边是相应人工
繁育技术的成熟，二者之间那道门正等待着
湍急的江水将其冲破。

毫无疑问，大江大河有大鱼，来自远古时
代的鲟鱼，也正游进属于它们的新故事里。

2007年宜宾所首次实现
长江鲟全人工繁殖

恢复长江鲟等
旗舰种野外种群

2000多尾长江鲟
被放归长江

8月10日，宜宾市江安县，
2000多尾长江鲟被放归
长江。

盛夏时节，周亮检查长江鲟的生长情况。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
究所。

长江鲟幼苗。

工作人员正将长江鲟
放归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