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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圆口铜鱼的生物学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圆口铜鱼又称水密子,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和金沙江下游以及雅砻江

等支流中,每年春季为捕捞旺季,是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和主要经济鱼类。

圆口铜鱼是一种河流洄游型鱼类,其整个生活史均在河道中完成。然而,

随着金沙江、雅砻江和长江流域梯级水电的开发，水利枢纽工程阻隔了圆

口铜鱼的生殖洄游通道和长江中下游圆口铜鱼对金沙江繁殖群体的补充

通道，圆口铜鱼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化和片段化日趋严重，同时水库建成后

形成的湖泊环境,将完全改变原有河道的水文条件,即使在库尾残留的圆

口铜鱼亲本能够完成自然产卵,但水库环境也不能提供其受精卵漂流发育

所需的环境条件,这对其资源量造成不利影响,对种群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其保护问题迫在眉睫。目前已成为长江上游流域保护的指标性物种。

一、资源现状

1.野生资源急剧下降 圆口铜鱼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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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下游。在金沙江部分江段渔获物组成中圆口铜鱼比例曾高达40%左

右。然而,随着金沙江、雅砻江和长江流域梯级水电的开发，其比例不断

降低。 2011年向家坝截流后，其资源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13年溪洛

电站和官地电站建成后，其资源量更是急剧下降，近几年来，圆口铜鱼已

经成为偶获性物种。

2.产卵场基本消失 圆口铜鱼野生资源的下降与其产卵场的消失密

不可分，目前捕获的圆口铜鱼均为库区和河道中的残留群体。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水产研究所长期监测结果表明，圆口铜鱼产卵场主要分布于金沙江

下游和雅砻江下游。向家坝截流后，金沙江下游圆口铜鱼产卵场完全消失，

仅在金沙江攀枝花江段和雅砻江下游还残存部分产卵场。2013年溪洛渡

电站和官地电站建成后，以及随着白鹤滩和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这些残

存的产卵场已消失殆尽。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未监测到圆口铜

鱼产卵。可以基本断定，圆口铜鱼野生产卵场已经完全破坏。

二、研究成果

基于圆口铜鱼物种保护的紧迫性和严峻性，除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

研究所外，包括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水利部水生态工程研究所等各大研究机构纷纷聚焦于圆口铜鱼的抢

救性保护工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圆口铜鱼的驯养技术和人工繁殖技

术攻关上。10余年来，经过池塘驯养、流水驯养、网箱驯养、室内工厂

化循环水驯养、船体网箱驯养等多种模式探索，各大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达成了高度共识：对圆口铜鱼这类喜急流水性鱼类，必须经过江河环境的

原位驯化、培育成熟实现人工繁殖后，再经过多代驯化，才有可能实现内

塘的全人工繁殖，达到物种保护目的，而船体网箱驯养模式则是最佳、也

是唯一的模式。为此，近几年各研究机构对圆口铜鱼的研究均围绕船体网

箱驯养模式展开。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自开展圆口铜鱼船体网箱驯养模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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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来，主要取得了以下四方面进展：

1.发明了一种鱼类仿生态船体网箱养殖模式 针对圆口铜鱼的生物

学特性和驯养成熟率低问题，对船体网箱进行改造，发明了一种鱼类仿生

态船体网箱养殖模式，可以实现对水流速的控制，满足圆口铜鱼不同时期

对水流速的不同要求，进而刺激圆口铜鱼的生长和发育，提高圆口铜鱼的

亲鱼成熟率。

2.圆口铜鱼船体网箱驯养模式小瓜虫病防治方法有所突破 小瓜虫

病是圆口铜鱼人工驯养过程中的最大危害，且没有较好的防治方法，在圆

口铜鱼船体网箱驯养过程中曾多次爆发，造成大规模的损失。我所研究人

员经过多年努力，开发了一种防治圆口铜鱼小瓜虫病的中药及制备方法，

近几年圆口铜鱼驯养过程中均未大规模爆发小瓜虫病。

3.网箱驯养模式初见成效 对圆口铜鱼的运输、饵料、投饵技术、疾

病防控、环境控制等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的圆口铜鱼船体网箱驯养模式，

成活率从不到10%提高到50%左右，大大高于其他研究机构。

4.人工繁殖初步成功 对圆口铜鱼的促熟、催产、孵化技术进行了系

统研究，初步实现圆口铜鱼的人工繁殖，目前保有圆口铜鱼幼鱼约1000

尾。

三、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1.资源急剧下降，保护难度加大 由于产卵场的破坏，圆口铜鱼缺乏

补充群体，圆口铜鱼资源越捕越少，目前已成为偶获种，而圆口铜鱼由于

其自身生物学特性，驯养难度大，目前的研究仍停留于驯养和人工繁殖技

术方面，保护压力十分巨大。

2.船体网箱驯养模式面临危机 目前，船体网箱驯养模式是圆口铜

鱼驯养研究的主要模式，目前的研究也均是围绕此模式展开。但在此次的

环保督查行动中，地方政府计划在10月底前全面取消船体网箱模式，我

所希望保留科研用船，与地方政府、省环保厅、农业厅等单位多次沟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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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圆口铜鱼研究面临中断和灭绝的威胁。

3.基础研究有待深入 由于圆口铜鱼资源有限，许多基础研究无法

开展。如圆口铜鱼的性腺发育及调控技术、圆口铜鱼主要疾病小瓜虫病的

入侵机理及防治方法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苗种培育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虽然突破了圆口铜鱼的人

工繁殖技术，但其苗种成活率极低。只有顺利将人工繁殖鱼苗培育成亲鱼、

实现全人工繁殖后，才能实现圆口铜鱼的物种保护。

5.建立圆口铜鱼长江工作站 鉴于圆口铜鱼保护的压力和目前的形

势，我所拟向相关部门申请建立圆口铜鱼长江工作站，从事圆口铜鱼的保

护研究工作，目前正与有关部门积极协调。

6.保护好目前驯养的圆口铜鱼和人工繁殖幼苗

综上所述, 圆口铜鱼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对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党

和国家都非常重视，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其中，长江鱼类的保护是其重要

内容，而圆口铜鱼则是目前长江鱼类保护的首要任务。需要引起有关领导

和部门的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已刻不容缓，加大支持力度，共同为长江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周 波）

分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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