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科學放流 讓中國大馬哈魚回家
黑龍江多方合作 採多種方式恢復大馬哈魚種群資源

太平洋大馬哈魚主要有六種，其中大馬哈魚
（Chum Salmon）別名秋鮭，馬蘇大馬哈魚
（Cherry Salmon）別名孟蘇大馬哈魚，駝背
大馬哈魚（Pink Salmon）也叫細鱗大馬哈魚
或粉紅鮭等三種分布在中國北方江河中。

2019 年 ， 項 目 團隊向北太平洋洄游魚委員會
（NPAFC）申請了專屬於圖們江琿春放流站的耳石專用
號段，這是國內首次按國際標準開展耳石標記，中國大馬
哈魚也有了「國際護照」。

通過耳石能溯源魚身份信息
耳石存在於魚腦中，體積很小，通過解剖在顯微鏡下讀
取，就能溯源到這條魚的身份信息。高瑞睿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耳石標記類似樹木年輪一樣的紋路，但記錄的
是『日輪』。從小魚還是受精卵時，通過每天調控水的溫
度，耳石上就會產生紋路。」
國際上每年都會制定號段，給每個放流站一個特定

的數字號段，一般標記時間在兩周以內，每天通過對
溫度調控進行標記。高瑞睿說：「根據號段我們就能
制定出溫度調控表，1,500 萬粒卵的繁育規模只需一
人就能完成標記，操作簡單，對魚也無任何損傷。」
而且在小魚放流前會隨機取樣，解刨後在顯微鏡下觀察

是否標記成功，樣本會郵寄到國際總部留存。國際上也會
定期捕撈三文魚進行檢測，根據耳石這個「國際護照」就
能判斷出是哪個國家、哪個放流站、哪個年份的魚。
高瑞睿表示，耳石標記不僅在國際上通用，我們自己也
可以通過它來區分同一河流不同放流時間的魚群，當洄游
時，就可以對比不同批次的魚群什麼時間放流洄游率更
高、洄游的實際效果等相關數據。

掃碼看片

「近幾年，黑龍江在上游的呼瑪縣、遜
克縣、蘿北縣、同江市，烏蘇里江的饒河
縣，圖們江流域的圖們市等新增六處大馬
哈魚苗放流地。各個地方的水產局或水產
技術推廣站都已經開始重視大馬哈魚的放
流。」高瑞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撫遠
是黑龍江流域大馬哈魚洄游的第一站，上
游的呼瑪、遜克、蘿北等歷史上就是大馬
哈魚的產卵場，越在上游放流就意味着大
馬哈魚洄游的距離就越遠，分布面積就會
更加擴展。
從開始的質疑，到對項目團隊的認可，

高瑞睿有很深的體會。「我們在黑龍江呼
瑪考察時，當地漁民就提到三四十年見不
到大馬哈魚了，跟我們說：『放流的時候
一定告訴我們，我們通知所有的漁民把漁

網都升起來。』這就是喜人的變化。」
高瑞睿表示，現在我們每年都有增殖放
流研討會，各個放流站的站長彼此交流合
作，我們也希望未來從大馬哈魚推廣到其他
珍稀的魚種以及更多水生動植物保護上。

禁漁區擴大有助大馬哈魚保護
高瑞睿表示，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黑
龍江就有秋季禁漁期，主要就是在大馬哈魚
繁育的時間段予以保護。去年黑龍江省農業
農村廳頒布了從10月1日至31日綏芬河的
禁漁期，同時把黑龍江秋季禁漁期的幹流擴
展到了整個流域，幹流、支流、水庫、湖
泊、水泡等都涵蓋在其中，在禁漁期將禁漁
區的面積擴大了，這都有利於大馬哈魚的保
護政策。

隨着對大馬哈魚苗的持

續放流，綏芬河當地漁民開始重視

起洄游產卵的大馬哈魚。漁民們紛紛當起

了大馬哈魚「護衛隊」——為放流站採捕

種魚的漁民，隨身都揣着針線，只要見到刮破了肚子的

成熟大馬哈魚，為了不使其傷口破裂將魚籽遺落，就會

掏出針線飛快地在傷口上縫幾下。甚至無論是半夜還是

凌晨，漁民捧着魚直奔放流站，叫來放流站長及時繁

育。

放流站長凌晨繁育成常態
高瑞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種魚採捕期間，駐守

綏芬河東寧站的王站長經常在半夜十二點或者凌晨兩三

點鐘被採捕到種魚的漁民敲響房門。穿上衣服拎着繁育

所需的簡單工具，跑向幾百米外的河邊，站在冰冷刺骨

的河水裏第一時間進行繁育操作，這也幾乎是放流站長

的工作常態。

把魚籽從種魚肚子裏擠出來，再擠入雄魚的精液，進行

充分的攪拌讓魚卵受精，然後在河邊讓魚卵泡水膨脹，再

沖洗掉多餘的精液，並逐個將白色的死卵挑出來，最後將

魚卵帶回放流站投入到孵化設備裏。如果捕回的種魚尚未

到成熟度，還要在放流站裏暫養，待成熟後操作。

「以前的綏芬河很少看到陸封型的馬蘇大馬哈魚，但

現在牠們回來了！當初我們在當地魚攤看到一小盆小型

雜魚裏有幾條是馬蘇大馬哈魚，牠們是國家二級保護動

物，但當地漁民不了解，我們就引導他們去認識和保

護。」高瑞睿還記得一開始去圖們江調查時，江邊非法

電魚的情況特別多，現在村民要是看見在河邊釣魚的

人，就會說「釣一條就行了，走吧。」「我們這條河裏

有國家保護魚類，不能釣魚。」

「野外捕撈的大馬哈魚十分稀少，在市場上的售價更是不菲，漁民

卻可以毫不猶豫地將捕

撈上來的種魚上交站裏

支持孵化。」高瑞睿感

慨道，以前用剪掉靠近

尾端脂鰭的方式給魚做

標記，每當漁民捕撈到

這種做了標記的種魚，

比我們都興奮，他們是

真的把能配合放流站開

展增殖放流工作當成無

比榮耀的事情！

大馬哈魚具有淡水出生 、海洋生長
的特性，壽命三至五年，卻僅有一

個生命周期，繁育後就結束生命，自然
繁殖成活率遠低於人工增殖放流。
「大馬哈魚曾經是中國黑龍江、烏蘇里

江流域廣泛分布的一種重要經濟魚種，但
在近30年人類過度捕撈，江河生態不佳，
這種魚類的資源量已大幅減少。」張天航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14年永續自然基
金會理事長張醒生前往北美考察當地對三
文魚的保護和利用情況。從大的綱目上劃
分，大馬哈魚與三文魚同屬於鮭科，三文
魚的保護利用對於大馬哈魚來說，有很強
的借鑒意義。「不同於保護藏羚羊、熊
貓、東北虎、金絲猴，這些都是國家一類
保護動物，不許人類獵殺。而大馬哈魚則
屬於經濟魚類，很多沿江漁民要依靠捕撈
牠們生活和獲得經濟效益。因此保護大馬
哈魚，我們借鑒的是國際上認可的『可持
續漁業』路徑，保護好的同時，還要利用
好。」

每年10月捕種魚翌年4月放流魚苗
項目發起後，參與人員在對河流調查

中發現普通大馬哈魚在黑龍江撫遠水域
有一些，松花江流域基本絕跡；馬蘇大
馬哈魚在圖們江和綏芬河還有分布；駝
背大馬哈魚已多年不見蹤影。在自然資
源基數低的現狀下，項目團隊把重心放
在大馬哈魚提升繁育技術水平和升級設
備上，提高了孵化率和成活率。
科學的人工增殖放流是恢復大馬哈魚
種群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隨着放流站
繁育技術、管理水平的提升，大馬哈魚
苗的成活率逐年增加。

先進孵化設備將成活率提升至80%
各地大馬哈魚放流站在每年10月到11
月初洄游季採捕種魚，通過先進的孵化
系統進行人工繁育，到翌年4月下旬到5

月初冰雪消融後進行大馬哈魚苗放流，
牠們將游向海洋。
「現在吉林琿春市密江鄉下窪子村放
流站改擴建後裝備了先進的孵化系統，
能達到一個孵化周期同時孵化1,000至
1,500萬粒卵的規模，解放村新建的冷水
魚綜合項目可以達到1,600萬至2,000萬
粒卵的規模。」張天航說，在自然界
中，大馬哈魚的受精率和存活率比較
低，參與人員通過設備和技術能夠將成
活率提高到80%以上，「希望放流的大
馬哈魚苗越來越多，恢復中國大馬哈魚
種群資源。」

綏芬河洄游率可達0.5%至1%
目前，這個項目長期合作的大馬哈魚
放流站有三處，分別是黑龍江流域撫遠
站、綏芬河流域東寧站和吉林圖們江流
域琿春站。張天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三個流域的出海口都在俄羅斯境
內，使得很難統計洄游率。越長的河流
洄游率越低，大馬哈魚回家的路上會遇
到鰉、鷹、熊等多種大型動物的捕食以
及人類的捕撈等，洄游距離越長，死亡
率越高。綏芬河比較短，洄游率可達千
分之五（0.5%）到千分之十（1%）。按
一條雌魚能產3,000粒卵算，一條魚孵化
出來的魚苗能回來的就15至30條（不計
死亡率）。
「能達到1%的洄游率就很不錯了，在
世界普遍來看，3%的洄游率就是比較高
的。」作為項目執行機構之一，黑龍江
省環境保護教育學會秘書長高瑞睿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國外很多洄游河流只
有幾十公里，而我國的大馬哈魚洄游路
線最短也得一百公里以上，歷史上最長
能達到3,000多公里，能游回到出生地是
很不容易的。
「北太平洋的國家美國、加拿大、俄
羅斯、日本、韓國一年能放流50億尾，
中國兩百萬尾左右，大馬哈魚種群還需
要慢慢恢復。」高瑞睿說。

「呀，快看，大馬哈魚！」2022

年10月中旬，「讓中國大馬哈魚回

家 （TAKE ME HOME）」項目工

作人員在吉林省密江河水域淺灘上

發現了一條被野獸啃食得殘缺不全

的洄游產卵大馬哈魚殘軀。這條歷

盡千辛萬苦洄游到出生地產卵的大

馬哈魚媽媽有着大大的腦袋和瘦長

的身體，將全身營養供給魚籽的腹

部已被啃食一空。「撿到大馬哈魚

讓我們欣喜，隨着每年定期放流大

馬哈魚苗和河流生態的逐漸恢復，洄游的大馬哈魚從資源銳減到開始恢復起來，對整

個生態系統的初級生產力、河道清淤能力，以及當地生物群落的豐富程度影響都是很

大的。」該項目負責人、黑龍江省永續自然資源保護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張天航說。

2015年，由中國企業家發起的「讓中國大馬哈魚回家 （TAKE ME HOME）」生態

環境保護公益項目，八年來，在黑龍江當地多個生態保護執行機構支持下，通過與地

方漁業主管部門和放流站合作科學放流大馬哈魚苗、倡導推動大馬哈魚禁漁期、禁漁

區設置、產卵場在地保護等多種方式，保護與恢復中國黑龍江流域、

綏芬河流域、圖們江流域的大馬哈魚種群資源，已成為多方合作創建

恢復河流生態系統的典範，並在2021年成功入選聯合國「生物多樣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黑龍江撫遠站的孵化器設備。 香港文匯報哈爾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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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六處魚苗放流地 讓魚兒游得更遠

◆綏芬河東寧站王站長（右）檢查洄游大馬哈魚成熟度。 香港文匯報哈爾濱傳真

◆大馬哈魚從受精卵到小魚苗的各個生長
階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每天通過對
根據號段我們就能

萬粒卵的繁育規模只需一

解刨後在顯微鏡下觀察
國際上也會

就

我們自己也
當洄游

就可以對比不同批次的魚群什麼時間放流洄游率更

大馬哈魚 唇部豐滿，上下顎處各有一列利

牙，輕度叉形尾。由於繁殖習性不同，分秋夏

二型，進入我國的屬於秋型，故又稱秋鮭。每

年秋季由太平洋上溯至黑龍江、烏蘇里江以及

綏芬河、圖們江產卵，以長距離不間歇的遷游

和毅力堅強而著名。

馬蘇大馬哈魚 尾鰭呈彎月形，臀鰭凹形，尾

部略呈鮮紅色，主要分布在綏芬河與圖們江。

駝背大馬哈魚 個體最小的大馬哈魚，魚身

銀色且鱗細小，V 形尾，生殖期雄魚體高增

大，頭後背鰭前部似駝峰，隆起呈佝僂狀，故

又稱駝背鮭。主要分布在綏芬河與圖們江，但

近年來幾乎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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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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