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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对长江口生态和渔业的影响

刘瑞玉 罗秉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三峡大坝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
。

大坝建成后
,

必将改变整个流城的生态系统
。

由

于径流受到调节
,

河 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以及渔业资源
,

也将受到一定影

响
。

首先是河 口及邻近海域水文
、

水化学和沉积环境条件的变化
,

将引起生物群落组成及其

分布格局的改变 , 饵料生物下降
,

渔业资源将会减少
。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项利用自然
、

改造 自然的宏伟工程
。

它的建成
,

无疑对我国国心

经济的发展和
“ 四化

”
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

但这种巨大的工程对生态与环境也必将带来深刻的影

响
。

其影响有些可能是有利的 , 有些则可能是不利的
。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

使人类活

动对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力量急剧增加
。

了解人为作用下生态与环境的演变方向与速度
,

已是七十

年代发展起来和 日益引起举世所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

它正在成为现代科学最重要和最迫切需要

加以研究的领域之一
。

近年来
,

人们深感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

正在寻求解决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引

起的气候演变
、

沙漠扩大
、

资源破坏和某些森林
、

动植物种的灭绝及环境

都在重视着这门科学的发展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
,

在人们对生态与环黑
问题

,

各方面人士

认识较之过去深刻

得多的情况下
,
我们在考虑兴建三峡大坝这样巨大的工程时

,

应从人与生物圈这个整体出发
,

保

持生态平衡
,

使它向着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

欲达此目的
,

必须进行周密的和深入的调查和科

学研究
。

长江下游及河口三角洲
,

是我国交通
、

运输
、

港湾建设和工农渔业最发达的地区
,

也是我国重

要经济中心
。

长江 口既与长江流域相接
,

又与毗邻海洋紧密联系
,

它处于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区
,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
。

理化环境因子复杂多变
,

生活着各种不同生态类型的生物群落和鱼

类 (海洋性
、

淡水性
、

河 口性
、

溯河性和降河性等种类 )
。

长江 口是许多经济生物繁殖
、

育肥和栖

息的优良场所 , 其外侧是我国最大的渔场

—
舟山渔场

。

东海区海洋 渔 产 品产量高达 14 0万 吨

左右
,

其中主要来自舟山渔场
。

主要经济种有带鱼 ( 30 一 50 万吨 )
、

大黄鱼 (最高年产接近 20 万

吨 )
、

鳍鱼 (最高年产近 4 万吨 )
、

始够类 ( 10 万吨左右 )
、

乌贼 ( 3 一 7 万吨 ) 等
,

构成东海主要

渔业
。

长江下游及河口区的水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

仅鱼类多达百余种
,

此外还有不少 虾 蟹 渔 获

量
,

年平均为 4
,

6 00 吨
,

最高产量为 7 ,
500 吨

。

其 中风鱿
、

刀鱿和前领间银鱼 等 鱼 类
,

是河 口区

的主要经济种类 , 其它经济种类有鳗鱼
、

鳍鱼
、

妒鱼
、

绷鱼
、

鳗细
、

白鳃和东方 纯 等
。

其 中树

鱼
、

松江妒
、

风跻等为名贵产品 , 中华纪和 白鲜等鱼类又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种类
。

长江口
_

又是许多鱼类溯河与降河活动的必经水域
,

又卫
`
重要资源— 鳗鲡和绒鳌蟹幼苗的栖息水域

。

因



此
,

长江 口的生态环境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

三峡大坝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
。

大坝建成后必将改变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
。

由于径流

t 受到调节
,

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以及渔业资源也将受到影响
。

一
、

对长江口水文
、

水化学和沉积环境的影响

长江口和附近海域
,

笼长江冲淡水
、

黄海水和东海台湾暖流高盐水交汇之地
,

水文
、

水化学

和沉积环境变化复杂
。

长江每年有 9 ,

24 0亿立方米淡水和 4
.

86 亿吨泥沙注入长江 口海区
。

由于大

t 淡水和悬浮物质的流入
,

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
,

而且在长江口区形成了一个水文和水化学要

素的水平梯度和垂直梯度都很大的混合水区域
。

该水域也成为沉积作用非常活跃的地区
,

有利于

生物的繁衍和生长
,
为渔场构成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

长江历史最大径流量为 92
,

60 0秒立方米
,

最

小为 6
, 。20 秒立方米

。

夏季冲淡水的影响范围达 5 万余平方海里
,

大致相当于整个北黄海的面积
;

冬季长江冲淡水退缩到沿岸不很宽的带状区域
。

这样大的季节变化是长江径流季节变 化 的 直 接

结果
。

长江 口及附近海域的生物
,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长江 口的环境建立了生态平衡的适应关

系
。

大坝建成后
,

会使长江径流的季节变幅减小
,

从而使汛期长江冲淡水舌的范围有所变小
,

长江

口及附近水域盐度有所增高
,

锋面位置向岸靠近
,

水平梯度变小
,

垂直跃层变弱等变化
。

长江径流

的变化会引起长江口水化学要素的分布
,

特别是营养物质的输送的变化
。

含沙量减少使河口的沉

积环境将有所改变
。

海水的自净能力也将有所降低
。

二
、

环境条件的改变将引起生物群落组成及其分布格局的改变

三峡大坝建成后
,

水库季节调节
,

径流趋于匀化
,

长江口及附近水域在洪水期的盐度增高 ,

枯水期的盐度降低
,

改变了原来盐度分布及变化规律
。

一些适应性种类的群落分布和移动将会改

变
,

如河口半咸水群落
、

沿岸低盐水群落等向外伸展的范围将会变小
。

长江 口由崇明岛分隔为南

.

支和北支两个截然不

外
,

生物群落和饵料

的水体
,

北支的盐度明显高于南支 , 两个水体的生物也显 示 出 不 同
。

此

物的变化
,

可能改变食物链的结构和种间的竞争平衡关系
,

从而可能影咆

到种群的正常补充
,

而输送营养盐量的变化
,

将影响饵料生物和经济生物的发展
。

三
、

长江径流改变对渔业资源的可能影响

从河 口附近及沿岸浅海的主要渔业来看
,

基本均属于河 口半咸水或近岸性鱼类
,

因此
,

径流

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到近海的渔业盛衰
,

甚至导致许多经济鱼虾类以至溯河性
、

降河性徊游鱼虾产

卵场和育肥场发生剧烈的变化
。

根据产卵场和仔幼鱼的生态研究
,

许多鱼类产卵和孵化后的幼鱼

均栖息于河口及其附近水域
,

其盐度就是构成产卵场和育肥场的主要控制条件之一
。

产卵场离长

江 口
、

港湾和近岸越远其盐度越高 (见表 )
,

如风鱿最低 (1 2一 13 编 )
,

其次为细鱼 ( 29 一 34 编 )
,

此外
,

就同一种而言
,

其盐度也是靠外的产卵场高于近岸
,

长江 口南部高于北部
。

带鱼喜在盐度

和透明度较高的水域产卵 , 而大黄鱼
、

小黄鱼
、

鳗鱼和绮鱼等喜在盐度较低和浑浊度较高的水域

繁殖
。

舟山渔场靠近具有强大径流的长江 口附近
,

盐度偏低
。

兴建三峡大坝径流调节后
,

带鱼渔

场将随沿岸低盐水与外海高盐水峰面的变化而移动
,

即冬汛带鱼渔场有可能向近岸推移 ; 而春季

产卵场有可能向外移动
。

大黄鱼产卵场位于沿岸低盐水域
,

径流的强弱和汛前降水的多少
,
都可

改变产卵场的位里
。

渔业资源的盛衰与其生活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

如果长江 口海区饵料条件恶化或改变
,

将严重地

.



长江口附近渔场和浙江近海主要鱼类产叮的盆度分布

产卵场的盐度变化 (沁 )

鱼 种 透 明 度
长江口附近渔场 长江 口外渔场

大黄鱼

小黄鱼

带 鱼

幼 鱼

风 娇

黄 娜

小公鱼

幅 鱼

姻 艘

2 4一3 0 2 4一 3 4 水色混浊

2 4一2 5 3 0一 33

1 米以内较混浊
2 8一 32 29一3 4

2 0一2 9

1 2一 1 6( 6月 )

2 0一2 3 ( 6月 )

1 4一3 4 (较低 )

1 4一3 1 (长江 口 )

1 8一3 0 (舟山 )

3 8以下

极混浊

极混浊

混 浊

混 浊

混 浊

极混浊

影响许多经济生物幼体的存活
、

发育和育肥过程
。

海洋鱼虾在胚胎和幼体阶段由于活动能力较差

和对外界环境矛旧看应性弱
,

死亡率最高
。

因此发育初期的环境优劣和饵料保障程度与资源补充数 t

的大小密切相关
。

由于黄河治理和工农业的发展而截用黄河水
,

1 9 5 8年以后黄河径流 量 不 断 减

少
,

结果导致饵料生物显著下降
,

1 9 6 0年比 1 9 5 9年降低80 %
,

以致在渔业生产上发生较严重的减

产现象
。

苏联齐姆良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
,

亚速海的浮游植物的生产童下降了 30 一 50 %
,

浮游动

物
、

生物量减少 60 %
,

渔业资源受到影响 , 阿斯旺水库建成后
,

埃及近岸的沙丁鱼由 2万吨下降

到 6 00 吨
。

可见
,

径流量的减少对河 口水域的经济生物资源的影响是很大的
。

三峡大坝虽情 况 不

同
,

但对上述间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

长江是世界上第三大河
,

是我国最大的河流
。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则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
,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三峡水利工程性质的水库
,

尚难于较确切地进行类比
。

既无经 验 又 无 先

例
,

因此
,

更需要在建坝前进行深入而仔细的调查
。

我们不能只看到兴建三峡大坝有利的一面
,

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对生态与环境深远的影响
。

万一出现预料不到的破坏性
,

严重后果 将 无 法 挽

回
,

所以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

就三峡大坝对长江口生态环境的影响
,

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
,

尚不

足以阐明
。

当前
,
首要任务应围绕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

周密而深入的

调查
,

取得系统的综合性资料
,

并结合 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

以期作出负责的结论

和明确的答复
。

(选 自 《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论证会发言专集》 第 48 一 52 页
, 1 9 8 5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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