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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黄河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随着以“过度捕捞”为代表的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长江水体生态系

统逐渐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因此遭受重创。对此，论文从水生生物资源衰退与水域生态系统受损的

原因出发，详细阐述了一系列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创新策略与建议，以供相关工作从业者参考与借鉴。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are the cradl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human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overfishing”,	the	water	eco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een	gradually	damaged	very	seriously,	and	the	

diversity of aquatic life has been hit hard. In this regard, starting from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aquatic living resources and the 

damage of aquatic ecosystem, this paper elaborat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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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充分促进长江流域物种多样化发展，推动其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的过程中，“十年禁渔”只是其中关键性举措之

一，想要恢复长江流域过往健康的水生生物群落与水生生态

系统，还应当在长江禁渔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管

制措施，减少人为活动对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

还需要加紧对一系列创新体制、新型修复技术的研究，通过

全面的水生生态监测与调查，制定出更为科学、有效的长江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策略，以此构筑更为健康的长江水生生

物群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 水生生物资源衰退与水域生态系统受损的
主要原因

长江河床连同周边自然植被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同时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种类，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

能力。但如果这个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生物环节遭到破坏，

则容易打破生态平衡，给水域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损失。例

如，无果长江水质、周边植被等发生剧烈变化，传统河道治

理模式下无法帮助水域生态恢复，往往对水下生物造成极大

损伤，生物被迫迁徙，也会出现大量生物死亡现象 [1]。但水

域生态系统证实这些多样化的生物构成的，失去了生物多样

性，则水域生态就存在很大的危险。

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

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以来，便明确指出了维持当前长

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过度捕捞”问题，需

要采取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同时，意见还指出：受水体污染、

航道整治、拦河筑坝以及一系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今长江

流域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对于

部分稀有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实际上，“过度捕捞”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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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比较显著的表现便是渔网材料的变更，即用尼龙线代替

过去传统的胶丝，使得捕鱼的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

随着捕鱼技术的发展，目前俗称“迷魂阵”的网簖开始在长

江流域内的各大湖泊广泛出现，所捕捞的对象包括了很多生

长一两个月，体长仅 5~8cm 的幼鱼，这给当前长江流域内

的渔业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2]。除此之外，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电捕鱼法的颁布，进一步加剧了“过度捕捞”问题，

使得包括白鲟、中华鲟和长江江豚等大型水生生物出现了濒

临灭绝的窘境。虽然“十年禁渔”得以实施，过去沿岸的居

民也逐渐转业，但是如今依然还存在从事非法电捕的人，这

给当前长江地区彻底禁渔任务的实现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除了“过度捕捞”对长江生态系统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以

外，水体污染问题、航道整治，以及拦河筑坝都对长江生物

多样性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外，长

江及其支流开始了一大批工厂的建设，很多工业污水直接流

入了江内，加之一系列航道整治以及拦河筑坝措施的影响，

使得长江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冲击，需要得到及时的修复

与保护。

3 长江禁渔和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创新策略与
相关建议
3.1 保护表层种植土，维护其原有的生态系统

水土保持是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途径，借助相应

的生态修复技术，可以对长江流域周边土壤资源进行有效保

护，为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创造良好的条件。传统的水土

保持技术方面，会影响周边水体环境，难免会造成不同程度

水土破坏。因此，必须加强对表层种植土的保护，保护生态

多样性。具体实施中，可以将填埋在河道两侧的废渣挖出，

同时对河道周边相应位置施肥，选择适宜的植被种植，以便

能够更好的吸收河床养分，逐渐恢复长江流域的水土环境。

尤其是对于需要进行护坡项目的区域，通过表层种植土保护

措施，能够降低护坡项目对植被的破坏，是保持生物多样性

的一项重要措施。

3.2 制定修复计划，科学运用修复技术
长江横跨区域较多，且每个地区在气候、土质、地理环

境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导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选择也必须有

所针对性 [3]。在实际生态修复技术选择中，必须以因地制宜

为基本原则，能够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切合实际

的生态修复方案。例如，在河道周边植被选择方面，需要根

据气候、土壤实际情况，制定乔木、灌木、草本植被组合方

案，保证这些植被成活率，也为维持长远水域生物多样性做

出贡献。

3.3 加强对水资源以及渔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于长江流域来说，上下游气候、土质等情况都有明显

差异，上游城市所获得的水资源相对较多，但渔业资源没有

下游城市丰富。如果不能合理配置相关资源，则会导致上下

游资源匮乏，包括上游城市渔业、下游城市水资源供应不足，

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伤害。因此，

相关部门应该综合分析长江生态能力，上下游城市需要做好

相关沟通，通过整体协调调配工作，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保持河道水流速度稳定性，让长江河道生态环境得以逐渐恢

复。保持上中下游资源均衡发展，保持水资源正常供应，实

现长江河流的功能。

3.4 注意保持河道的原始形态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为了实际需求会重新改

造河道，尽管通过河道改造能够提升河道航运价值，但也会

破坏原有的河道生态系统，严重情况会导致河道生态功能丧

失，周边生物种群逐渐消失。因此，在长江流域河道治理工

作开展中，应该根据原本河道流向、形态等特点，采用综合

治理技术，充分发挥原有生态作用，能够发挥河道生态对周

边气候的调节作用，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

共赢为基础 [4]。

3.5 加强对河流水质的修复
很多时候，城市发展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但忽视了生态

发展问题，很多设计者、建设者缺乏有效的生态环境意识，

对长江流域水质带来极大破坏，水流生态多样性也受到影

响。因此，在长江河道修复过程中，应该注重水质修复工作，

不仅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同时还能够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城

市形象等。当前，水质修复方式有很多种，如底泥疏浚、生

态浮床技术以及河道曝气等。其中，生态浮床技术是通过水

生植物，在原有水域系统中构建人工生态系统，不仅恢复水

域生态功能，改善原有污染情况，同时能够有效的提升水质。

底泥疏浚则是实现对河床底部污染物以及有害物质的彻底

清除，以此来恢复河道原本的生态效益。河道曝气指的是借

助于好氧生物活性，促进水体自我净化与修复能力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使用何种修复技术，都应该控制各类废

水排放，从减少污染源头入手，才能真正提升河道治理成效。

3.6 增强人们的“禁渔禁捕”意识
想要对长江自然生态系统实现有效保护与修复，还需要

增强沿江居民的“禁渔禁捕”意识，相关政府工作部门应当

加强对“禁渔禁捕”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并在当地农贸市

场内，开展一年一度的宣传活动，通过挂横幅、摆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现场解答群众关于长江流域十年“禁渔

禁捕”方面的问题，以此提高群众的“禁渔禁捕”意识。同时，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禁渔禁捕”方面的广告投入，虽然对

于目前大多数养殖户来说，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生物保护与污

染防治的重要性，但是部分地区的实际生活生产过程中依然

存在着恶意捕捉国家保护动物，禁渔期捕鱼的行为。对此，

政府方面就必须加大对这一方面的监管力度，对个人的行为

进行管理与规范。

除此之外，还需要普及全面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尽可能

地让社会各界都意识到长江“禁渔禁捕”的重要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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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将生态学作为指导，制定更为科学与长远的区域建设

规划方案，让更多当地居民主动加入长江生态保护中来。

3.7 建立区域内水土生态监测体系
想要充分发挥一系列生态修复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就

需要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对长江流域周边环境展

开定期的生态监测，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促进当地自然生

态多样化的不断提高，使其各项工作措施的开展变得更为科

学化。

具体来说，在工作开展时：首先，需要将重点放在区域

内主干河流的水土监测上，然后通过设立不同的监测站点，

完成整个监测体系的构建，这样才能对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作的开展进行实时的监测，为其各项保护修复措

施的开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参考。其次，监测内容还需要向多

元化方向进行发展，比如需要对植被进行调查与统计，需要

对区域性的温度、降水、生物的数量变化等因素进行明确，

从而使其监测内容变得更为科学，确保其有关工作的实际效

果。最后，在对检测内容进行技术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制

定出更为规范的管理机制，对具体的责任进行明确，通过实

施奖惩制度来促进各项修复工作的有效开展，如果在长江水

体生态监测过程中出现因为疏忽而造成的监测不到位的问

题，那么就需要实行严惩，从而促进其工作效率的提高。

3.8 加强科技支撑，发展水生态修复技术
对于大自然来说，自然修复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因此

在对长江水生态进行修复的过程中，需要采取必要的人工干

预措施，以此为广大水生动物创造较为良好的栖息洄游条

件，促进长江水生植物群落的重建。

3.8.1 形态修复技术
长江作为中国最大的内河之一，流域所经过的面积较大，

上下游气候、地质等各方面之间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且

由于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因素，导致长江全域具有蜿蜒的

形态，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河流的流经区域，也会增加

河道的美观程度，但会影响航运，降低河流整体利用率。城

市化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河道航运价值，会改变原

有的河道形态，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河道生态。因此，必须采

用形态修复技术，能够从自然环境、生态多样性等方面入手，

尽可能恢复河道原有的形态，保持河道生物多样性，满足生

态环境、自然生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性要求。

3.8.2 生态河堤修复技术
通过修建河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河道两旁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能够提升对河流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实际建

设过程中，为了确保河堤的坚固性，往往会采用混凝土结构，

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当地水生自然生态造成一定的破

坏。对于这种情境，就需要通过生态河堤修复技术来缓解河

堤对周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相关改造，提升河堤建

设的生态功能，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对混凝土材料的

使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维持原本

河道的生态系统，保持长江流域水生生态的多样性。

3.8.3 生态河床修复技术
过去传统的河流治理，往往会在河床部位使用硬质的材

料进行建造，以此来降低河流底部的摩擦力，从而促进其水

流速度的提高。虽然这样做能够达到河流利用的目的，但是

硬质材料会给原本的河道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尤其是

会改变水下生物与植物的生存环境，这样就会给河道水体生

物的多样性造成影响。对于上述这种情况，就需要借助于生

态河床修复技术来维持河道的生态多样性，尽可能地避免使

用硬质材料，更多地通过泥沙河堤来保持社会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为水下动植物提供赖以生存的适宜

环境。

3.8.4 生态护坡修复技术
护坡是河道建设过程一项重要的工作。在传统的护坡工

程项目中，往往采用直立式结构，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

这种方式能够提升河道稳定性，护坡项目使用寿命也会大大

延长。然而，这些材料、方式会破坏水体生态，可以采用生

态护坡修复技术，在河道周边进行植被种植，给予当地气候、

土壤等情况选择植物种类，尽快恢复河道周边生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进一步贯彻长江禁渔并对其生态系统进

行保护与修复，就需要加强对表层种植土的保护，制定科学

的修复计划，加强对水资源以及渔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注重

对河道原始形态的保持，加强对河流水质的修复，建立区域

内水土生态监测体系以及对一系列修复技术展开研究。只有

如此，才能实现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有效恢复，促进长江经

济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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