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湟鱼资源蕴藏量实现倍增，由2012年的3.5万吨增加到2022
年年底的11.41万吨，年放流规模由700万尾提升到2000万尾。

为迎接湟鱼宝宝到来，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提前一周引来河水、过滤
沉淀，保持水质清新；培养一些饵料加入池塘，把池塘的水养“肥”，好
让长途旅行的湟鱼宝宝饱餐一顿，恢复体力，尽快适应新环境。

“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视频认识湟鱼、保护湟鱼，为保护青海湖生态
环境添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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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湖畔，成群
湟鱼溯河而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
的景观；棕头鸥、鸬鹚等水鸟盘旋穿梭于水
面，不时俯冲捕食；沙柳河、泉吉河、黑马
河等河流岸边，四方游客和当地群众争相一
睹湟鱼洄游盛况……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在青海湖畔徐徐展开。

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仅分布于
青海湖及其入湖支流，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
物种。由于过度捕捞、拦河筑坝、气候变化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湟鱼资源量一度
锐减，濒临灭绝。

青海湖是“水—鱼—鸟”共生的湿地生
态系统，湟鱼作为这个生态系统的关键物
种，数量减少必然导致鸟类种类和数量缩
减，影响青海湖整体生态系统。

党中央高度重视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党和国家支持下，
青海省先后六次封湖育鱼，并修建洄游通
道、探索开展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如今，
湟鱼资源蕴藏量实现倍增，由2012年的3.5
万吨增加到2022年年底的11.41万吨，年放
流规模由700万尾提升到2000万尾。

从濒临灭绝到鱼翔浅底，“一条鱼”的
从衰到兴，展现出各方保护湟鱼、修复青海
湖生态的决心与努力，也见证了十年来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成为我国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生动注脚。

2023年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近期，《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来到青海湖
畔，实地走访了解湟鱼的保护、繁育、放流
全过程。

湟鱼数量十年倍增湟鱼数量十年倍增

为保护湟鱼资源，维护青海湖乃至青藏
地区的生态平衡，青海省先后六次封湖育
鱼，实施了全面封湖育鱼零捕捞的保护措
施，并在环湖的泉吉河、沙柳河、哈尔盖河
上建成多条过鱼通道设施，在沙柳河畔建设
国家湿地公园，对青海湖流域实施了生态环
境保护与系统治理，多措并举维护青海湖生
态安全。

历史资料显示，在水域面积超过 4600
平方公里的青海湖中，湟鱼原始资源蕴藏量
曾达约 32 万吨。“大规模捕捞持续到 2001
年，那时基本上捕不到鱼了。”青海湖裸鲤
救护中心（以下简称“救护中心”）主任杨
建新说。

封湖育鱼，是促进湟鱼资源量逐步增多
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青海湖仍处于第六
次封湖育鱼期间。

在青海省刚察县境内，有多条湟鱼洄游
的淡水河穿过。过去，因农田灌溉，沙柳河
上修建了 2 米多高的拦水坝，湟鱼洄游受
阻。当地请来专业团队设计，将沙柳河大坝
修建成开放式阶梯型过鱼通道，在保障湟鱼
顺利通过的同时，形成的缓冲空间还可帮助
湟鱼边洄游、边休息。

“目前，各产卵河道已建成 7 条过鱼通
道。”救护中心推广研究员祁洪芳说，十年
来，救护中心建成了17000平方米湟鱼恒温
水循环车间，并建设了布哈河黑马河增殖实
验站，帮助湟鱼资源量稳步提升。

随着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宣传、执法、保
护力度，过去偷捕湟鱼的现象在环湖区域基
本消失。

“我们引导群众和游客文明观鱼，劝阻
大家不要随意投喂，以免影响湟鱼洄游。”
每年湟鱼洄游季，刚察县综合执法局沙柳河
执法中队都会在河道边昼夜值班巡查。执法
中队负责人徐永良告诉记者，在多方合力保
护下，如今在河里看到两三斤的湟鱼已经不
足为奇。

““人工大产房人工大产房””孵化湟鱼宝宝孵化湟鱼宝宝

青海湖地处海拔 3100 米以上的高原，
湖水水温低，鱼类饵料生物种类少，湟鱼生
长速度缓慢，繁殖力也较低。针对湟鱼自然
繁育成活率低等问题，救护中心逐步构建起
健康、可持续、高效生产的工厂化湟鱼养殖
新模式。

在湟鱼的“人工大产房”——救护中心
沙柳河泉吉河增殖实验站，分布着一个个大
水缸，一尾尾小钉子状的鱼苗穿行在清澈的
水流间。

“实验站繁育用水，均采自湟鱼原生河
流。经过多道净化处理程序后，通过控制流
速模拟自然河流生态环境。”实验站站长周
卫国说，这里建有工厂化鱼苗孵化车间、蓄
水池、亲鱼暂养池和微循环流水鱼苗培育
池，以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承担湟鱼资源
救护和鱼苗孵化任务。

走进孵化车间，周卫国抽出一盘孵化盒，
轻轻抖动几下，粘连在一起的受精卵便分开
了。

“受精卵首先会在孵化盒内孵化。4天到
5天后，它的心脏开始跳动，便可转入旁边的圆
形缸中破膜。”周卫国说，破膜成功后，湟鱼宝
宝先吸收卵黄增加营养，5天左右将被移到条
形培育缸中继续发育、学习游泳，“先垂游，20
天左右开始平游”，以便更好适应生长环境。

“大产房”培育出的鱼苗“满月”后，将被
运送到位于西宁的救护中心继续培育，度过

“幼儿园”时光。
祁洪芳说，为迎接湟鱼宝宝到来，救护中

心工作人员提前一周引来河水、过滤沉淀，保
持水质清新；培养一些饵料加入池塘，把池塘
的水养“肥”，好让长途旅行的湟鱼宝宝饱餐
一顿，恢复体力，尽快适应新环境。下塘两天
后，还要再洒入黄豆豆浆，为湟鱼宝宝保证营
养供给。

冬天来临前，湟鱼宝宝会转入室内的循
环水培育车间，在温暖的水缸里度过高原寒

冷的冬季。到次年夏季，当青海湖中的湟鱼循
着时节启程洄游时，湟鱼宝宝将被送回孕育
其生命的河流，顺着河水“游”回青海湖的

“家”。
湟鱼的生命繁衍之旅，往往面临诸多风

险。而相比于自然繁衍成活率不足千分之二
的同龄湟鱼，人工繁育的鱼苗体格更壮、成活
率更高。

“这些等待‘回家’的湟鱼，是由去年同期
在沙柳河采集的受精卵培育而成，平均体重
10克，体长10厘米。”救护中心循环水培育车
间负责人李瑾指着一群湟鱼说，经过一年的
人工繁育，它们体格强壮，已经具备了摄食、
游动、躲避天敌等能力，放流后的成活率大大
提高。

增殖放流提高湟鱼成活率增殖放流提高湟鱼成活率

这个夏天，送湟鱼宝宝回家，是李瑾的头
等大事。

凌晨1时，李瑾拉网吊箱，除去鱼苗身上
的黏液，增加抗应激反应，提高成活率。早上6
时，他将鱼苗装车，从救护中心出发前往近
200公里外的沙柳河，开展增殖放流。

祁洪芳介绍，增殖放流可提高湟鱼成活
率，加快其资源量恢复，是快速补充湟鱼群体
数量、稳定种群结构、增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途径。

途中每隔一小时，李瑾就爬上 4 米多高

的车顶，打开水箱盖细细察看鱼苗的状况。
“鱼苗在救护中心的循环水车间里培育，环境
基本保持恒温恒湿。在运送过程中，温差也不
宜太大，还要持续供氧。同时，还需根据海拔
变化调整供氧量，保证鱼苗‘有氧旅行’。”李
瑾说。

抵达青海湖支流沙柳河畔的一个增殖
放流点位，李瑾爬上车顶开始卸鱼苗。随着
水流急冲而下，一尾尾湟鱼鱼苗从水箱里涌
出——它们翻滚着身体，从滑梯般的通道飞
快滑下，在河水里游来游去。

截至7月31日，救护中心2023年已放流
湟鱼鱼苗超过1500万尾。

放流后，救护中心等部门运用先进技术
和科学手段进行后期管理，监测和评估增殖
放流成效，为今后开展好放流工作和青海湖
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祁洪芳介绍，2021 年，救护中心首次开
展了泉吉河湟鱼上溯亲鱼数量监测工作，并
计划与合作方共同将湟鱼洄游智能监测设
备和技术扩展应用于其他河道，实现青海湖
鱼类监测全覆盖。同时，救护中心每年与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属科研单位合作，进行湟
鱼资源蕴藏量动态监测及湟鱼产卵场调查。

2021 年起，救护中心每年利用 PIT 技术
标记放流30000尾湟鱼1+龄大规格鱼种，让
人工培育的湟鱼拥有专属的ID身份标签，更
有助于后期进行高效跟踪监测，为青海湖生
态恢复、探索和更加科学的保护提供重要的
数据依据。

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沙柳河，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从刚
察县城南侧穿城而过。每当沙柳花开，河水中
便迎来成群湟鱼。它们逆流而上，奋力洄游。
如今，增殖放流这一科研项目，已经成为青海
湖地区的盛大节日。每年盛夏，上万名各族各
界群众汇聚沙柳河畔，观赏“湟鱼洄游、鱼鸟
共生”盛况。

清早，刚察县泉吉乡宁夏村藏族牧民卓
玛就身着盛装，与家人一起乘车赶到县城观
看增殖放流壮景。“现在湟鱼越来越多，刚察
生态也越来越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特
别值得欣慰的事。”卓玛对记者说。

“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视频认识湟鱼、保
护湟鱼，为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添一份力。”
在青海湖畔长大的短视频平台博主旦正才
旦，每年夏天都会参加增殖放流活动。在他拍
摄的视频中，银白色的湟鱼冲出放流通道，高
高跃起，而后没入水面，朝着青海湖方向游
去。

刚察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秦孝莲
说，湟鱼洄游季正是当地旅游旺季，吸引着
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每年盛夏开幕
的观鱼节，已成为刚察旅游的亮丽品牌。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公
众对于湟鱼及青海湖生态保护的参与度持
续提升，青海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愿景正在成为现实。”刚察县委书记朱成青
说。 据《瞭望》新闻周刊

见证青海湖生态环境历史性变化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8月17日，随
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筑完成，加西公
路3标路面项目青林服务区综合楼主体结
构顺利封顶，房建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悉，G341 胶南至海晏公路加定（青
甘界）至海晏（西海）段公路工程JX-3标段
青林服务区房建工程于2023年5月开工建
设，场区总占地面积105.5亩，总建筑面积

5602.62 平方米，属多层公共建筑，框架结
构，建筑高度13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房建工程结构、建筑、给排水、强弱电、暖
通、绿化及室外配套等分部分项。该项目
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加西公路建设的重要
节点顺利推进，为加西公路如期通车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加西公路起于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加定镇，终点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
海镇，全长约216公里，是西宁通往兰州的

“第二通道”，也是G341线青海段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西公路建成后，青海与甘肃多
个旅游景区的旅游大通道将全部连通，对
于我省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及沿线资源开发、改善投
资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得舟） 8 月 18 日，在
喜庆的爆竹声中，西宁市北大街小学改扩
建项目综合教学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
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悉，该项目于 2023 年 3 月开工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栋建筑面积
5738 平方米的综合教学楼。作为 2023 年
重点项目，该项目自建设以来，城中区

委区政府及上级相关部门对项目各项工
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帮助。该项目主体
结构封顶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砌体、二
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据了解，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始建于 1913 年，是一
所百年老校。学校占地 12.9 亩，现有教
学班 25 个。为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
升学校办学品位，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

均衡教育的需求，根据 《城中区“十四
五”义务教育学校优化布局专项规划》
的总体部署，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城中
区计划实施北大街小学改扩建项目，项
目建成后将新增学位数 500 个，新增教
学及辅助用房 1119 平方米，新增体育场
馆面积 3017 平方米，项目计划于2024年
投入使用。

加西公路青林服务区综合楼主体顺利封顶

北大街小学改扩建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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