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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农业农村局

日 期
蔬菜品种
大白菜
大葱
甘蓝
豆荚

胡萝卜
青蒜苗
莴笋

鸡腿葱

9月23日
1.19
3.03
1.09
6.5

2.13
2.53
1.33

未上市

9月24日
1.08
3.03
1.05
5.85

2
2.48
1.23

未上市

9月25日
0.99
2.92
0.92
5.85
1.85
2.57
1.17

未上市

9月26日
0.99
2.92
0.92
5.85
1.85
2.57
1.17

未上市

9月27日
0.99
2.92
0.78
5.85
1.7

2.59
1.23

未上市

9月28日
1.04
2.92
0.78
5.85
1.7
2.1

1.33
未上市

9月29日
1.02
2.92
0.72
5.85
1.7
2.1

1.23
未上市

“花斑裸鲤、甘子河裸鲤、硬刺高原
鳅、斯氏高原鳅、川陕哲罗鲑……”这些
名字或许让你感到陌生，但它们却是青
海这片高原大地上珍贵的水生土著“居
民”。除了广为人知的青海湖裸鲤（俗
称湟鱼），这里还有51种水生土著生物
与我们休戚与共。它们的生存状况如
何？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我们
又能为它们做些什么呢？带着这些疑
问，9月23日，记者走访了青海渔业相关
部门。

我省土著鱼类已达到52种

青海湖裸鲤是我们最先熟知的青
海土著鱼类，2023年青海湖裸鲤蕴藏量
达到 12.03 万吨，比保护初期增长了 46
倍。这一成果让我们为我省多年来的

“封湖育鱼”措施拍手称赞。
除了青海湖裸鲤，我省还有哪些水

生土著“居民”？
近年来，随着长江、黄河流域等重

点水域陆续实施禁捕，青海土著鱼类种
群数量显著恢复。目前，全省分布的各
类水生生物中，鱼类分属3目5科18属
52种，主要以裂腹鱼亚科和条鳅亚科为
主，多数为我国特有的高原珍稀物种。
按省内鱼类区系分布，产于长江水系21
种、黄河水系23种、澜沧江水系8种、柴
达木水系 10 种、青海湖水系 6 种、可可
西里水系6种、黑河水系6种。此外，还
有兽类 4 种、两栖类 10 种、省内水生维
管束植物59种。

“这些物种维系着高原水体生态环
境，是青藏高原地理、自然演变和全球
生态变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高原鱼
类作为三江源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重
要指示生物，在物种保存、科学研究、生
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青海省渔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薛长安说。

这52种青海土著“居民”给我们带
来了哪些惊喜？这些土著鱼类中，有国
家一级1种：川陕哲罗鲑；国家二级保护
物种8种，包括重口裂腹鱼、极边扁咽齿
鱼、厚唇裸重唇鱼、骨唇黄河鱼、拟鲇高
原鳅、大鲵、水獭和西藏山溪鲵。省内
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有14种，列入《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的有4种，其中
长江水系1种为川陕哲罗鲑，黄河水系3
种分别是骨唇黄河鱼、拟鲇高原鳅、极
边扁咽齿鱼。川陕哲罗鲑被列为濒危
物种，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一
卷）的鱼类共17种。

土著鱼增殖放流成效显著

为提高我省土著“居民”的繁育能
力，增加种群数量，我省自2009年开始
加大土著鱼类增殖放流工作。在采访
中，青海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青海省
渔业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简生龙表
示：“多年来，我们通过高原土著鱼类的
亲鱼采捕、人工驯养繁育，先后在黄河、
长江流域举办各类增殖放流活动60余
次，共放流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鱼、极
边扁咽齿鱼等土著鱼类1800万尾，重口
裂腹鱼及齐口裂腹鱼100万尾，国家一
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川陕
哲罗鲑40尾。目前，全省土
著鱼类资源保存状况整体
良好，三江源区鱼类资源基
本处于原始状态，水生生物
保存相对完整。”

据了解，土著鱼类的增
殖放流，不仅有效补充和恢
复了天然水域土著鱼类种
质资源，还改善了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维护了水生生物
多样性。自2016年起，我省
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青海大学等单位合
作，连续开展黄河干流苏只
至积石峡段鱼类增殖放流
效果评估。同时，通过荧光
标记方法在拉西瓦水库、公
伯峡水库投放经过标记的
花斑裸鲤苗种 30 余万尾，
2018 年至 2023 年累计回捕

投放的苗种近1万尾，其中回捕标记苗
种1000余尾，回捕效果良好。通过连续
监测，增殖放流的花斑裸鲤已形成自然
繁殖群体，资源量得到有效恢复。

“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是推动渔业资
源恢复、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改善天
然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目前青
海省主要的土著鱼类保护基地包括青
海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西宁南川基地、
青海省川陕哲罗鲑救护中心、青海湖裸
鲤救护中心等，还有在黄河、长江流域
几处水电站鱼类增殖站，开展青海土著
鱼类保种育种和增殖放流等工作。”薛
长安表示。

玛柯河是我国川陕哲罗鲑、黄石爬
鮡、重口裂腹鱼、大渡裸裂尻鱼等土著
鱼类的重要分布水域，2006 年，我省在
班玛县玛柯河流域建成我国唯一的川
陕哲罗鲑救护中心，不断提升救护中心
科研保护能力。累计放流国家二级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重口裂腹鱼55万尾、齐
口裂腹鱼45万尾，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川陕哲罗鲑40尾。

此外，我省现已建立14处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中长江流域4处，
黄河流域7处，青海湖1处，黑河1处，柴
达木水系 1 处。保护面积 258.32 万公
顷，其中核心区面积 156.27 万公顷，基
本覆盖主要土著鱼类栖息区，保护珍稀
濒危土著鱼类30余种。

土著鱼类保护任重道远

提高繁育能力、加大增殖放流、六
次封湖育鱼、设立放生点、全面进行宣
传……保护青海土著鱼类已然成为了
青海人的使命。保护好土著鱼的生存
环境，维护青海地区各流域的生态平
衡，对整个生态环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通过这么多年
的保护，青海湖裸鲤（湟鱼）增长到了
12.03万吨，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封湖育
鱼，要增加裸鲤的种群数量呢？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
态安全的重要水体，保护裸鲤就是保护
青海湖的生态平衡。首先，裸鲤在青海

湖中有净化水质的作用，它们主要以湖
中的藻类及浮游生物为食，一旦裸鲤消
失，湖中的藻类及浮游生物便会泛滥，
从而引起湖水富营养化。其次，青海湖
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来青海
湖迁徙的鸟类有220多种，数量在20万
只左右，而鸟类的主要食物便是青海湖
中的裸鲤。裸鲤数量减少将会影响候
鸟的迁徙和本地鸟的繁衍，使它们面临
生存威胁。裸鲤对于平衡整个青海湖
区“水—鱼—鸟—草”生态链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因此，为进一步保护青海土著鱼生
存环境，提高民众生态环保意识，我省
每年举办长江、黄河土著鱼类增殖放流
活动。同时，为防止外来物种对土著物
种的侵害，发布《关于规范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和民间放生活动的通告》，永久
禁止三江源区域放生外来鱼类。目前，
全省重点区域已经建设了第一批23个
增殖放流放生点。

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
程师李柯懋表示，高原冷水鱼生长速度
缓慢，繁殖能力低，一旦受到破坏，种群
数量短期内难以恢复。鱼类同时也是
水禽等生物的重要食物来源，其数量减
少会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威胁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

“虽然在保护土著鱼方面我们取得
了一些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调
查和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专业技术力
量缺乏、省内外科研技术合作不够等，
这些问题依然影响着土著鱼类保护工
作的深度开展。但压力也是动力，在土
著鱼保护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加大技术
人才引进，健全完善更加科学的调查研
究体系，加强土著鱼保育和繁育，不断
健全全省各地区水生资源保护体系和
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李
柯懋说。

保护青海土著鱼类势在必行、迫在
眉睫！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些珍贵的
高原土著“居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
存环境。

（记者 芳旭 永黎 王唯）

10月7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15件，其中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12件、西宁市应急管理局接收举报1件、西
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2件，主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全、
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是的，我骄傲，毕竟全国也没几个雪豹饲养员，尤其
是女饲养员！”简单的一句话，将王璐活泼开朗的性格展现
出来。

担任雪豹饲养员已经7个年头，王璐表示越来越离不
开雪豹了！今年6月，王璐有了一个新身份——雪豹科普
员，为我市打造“雪豹之都”进行科普宣传！

今年我市打造“雪豹之都”城市名片，西宁野生动物园
内雪豹家族成为“顶流”一次次火爆出圈，雪豹的救护、饲
养、科普等各方面，均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今天，跟着记者
走进西宁野生动物园，在雪豹科普员王璐的引领下，重新
认识那些与动物园工作人员朝夕相处的雪豹家族。

从饲养员到科普讲解员，不变的是对雪豹的爱
今年6月，饲养员王璐有了一个新身份——雪豹科普

员，自2017年入职西宁野生动物园，七年的工作经历也让
她不断成长，不论是饲养员还是日常科普讲解工作，她都
尽心尽力、全力以赴。

回忆起刚入职的那段时间，王璐记忆犹新。“第一次接
触饲养员的工作，雪豹又是猛兽，它在呼喊我的时候，我还
是有点紧张害怕。”同时她又感到责任重大，“雪豹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又是青海省的旗舰物种，饲养它们，我压力
很大。”在王璐的精心照顾下，她和雪豹慢慢熟悉起来，朝
夕相处中和雪豹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与雪豹相处多年，王璐和这群“萌宝”之间，也有很多
温情时刻，2023年王璐休产假返回岗位时，她还有些担忧，

“跟它们分别了将近小半年，我就觉得这三只大宝贝可能
不认得我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当王璐刚到雪豹馆门口，
水墨就蹦蹦跳跳地向她跑过来，一直蹭玻璃，毫无陌生
感。“我那会特别欣慰，虽然分开这么久，但它们一直记得
我，我觉得特别感动。”

最大的愿望是雪豹健康成长
傲雪、油画和水墨在王璐的照顾下茁壮成长，“雪豹和

人不一样，每天就吃一顿饭，一般晚上喂它们吃羊腿和兔
子。”王璐向记者介绍自己每日的工作，之前担任雪豹饲养
员，主要负责雪豹的日常饲养，包括清理卫生、记录雪豹每
天的健康状况，提起如何照顾雪豹，王璐侃侃而谈：“照顾
雪豹其实也有小技巧嘞，雪豹虽然看起来有点高冷，但是
每只雪豹都有它自己的性格，你得去吃透它们，根据不同
性格，饲养的方式也不同。”

人工繁育雪豹油画，性格活泼好动，交流或呼唤它时，
都要把声音音调提高。水墨性格沉稳温顺，如果发出很多
声音，它会感到烦躁。

人工繁育雪豹身体素质相对于野外救护的雪豹较弱，
所以要更加细心，像食物的新鲜程度、水源的干净程度等
都需要额外把握。

“每天看着雪豹健康成长，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再辛
苦都值得。”王璐觉得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雪豹能健康成
长。

现在王璐主要负责雪豹的科普工作，虽然不能像以前一
样时刻照顾雪豹，但王璐却说：“我觉得科普工作非常有意
义，能提高雪豹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激发大众对雪豹的保护
理念。”为研学孩子讲解雪豹小知识、带科普进校园、运营“西
野雪豹”账号……王璐的工作还在继续，在提及园内的动物
展板内容生动有趣时，王璐解释道：“通过凌霜、凌夏的故事，
让游客了解到野生雪豹来自哪里，被救护之后不能被放归的
原因等，也能够使大家更理解雪豹的保护工作。”

打造“雪豹之都”，做好雪豹保护工作
“打造‘雪豹之都’，与做好雪豹保护工作休戚相关、不

可分割。”王璐感叹道：“我刚上班时了解雪豹的人很少，现
在通过‘雪豹之都’的打造，宣传力度加大，我觉得大街小
巷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雪豹。”

王璐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
动物园，会给孩子讲解雪豹小知识，有些甚至是饲养员都
不知道的，孩子也能将市区里雪豹标志性建筑一一列举，
大家趁着热度开始认识雪豹，雪豹的知名度越来越广，王
璐也希望通过“雪豹之都”的打造，给雪豹争取更多的资
源，改善园内笼舍、场馆问题，让雪豹在园内生活得更加舒
适。现在王璐也在管理“西野雪豹”新媒体账号，希望能通
过分享雪豹的日常以及科普小知识等，让雪豹被更多人所
喜爱，同时也能为打造“雪豹之都”贡献自己的力量。

呼吁更多人加入雪豹保护队伍
“唯有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行动，唯有行动才

有希望。”王璐表示自己一直秉承科普工作者的信念，王璐
说：“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如果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乃至外省的朋友都去宣传，去讲雪豹的故事，我相信雪豹
不仅仅能在西宁火爆，也可以在全国甚至全球火爆，我也
相信通过这份关注，能够为咱们的雪豹赢取更多的保护资
源。”王璐希望人们在州县遇到受伤的雪豹，第一时间向有
关部门进行反映和联系，对雪豹进行救助，让雪豹的保护
工作走得更远。 （实习记者 文月婷）

青海土著鱼，珍贵的高原水生“居民”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90后女饲养员与雪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