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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坝水电站的鱼类增殖放流站建设和适应性管理

于　江，陈永柏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为减小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对鱼类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向家坝水电站施工区建设了

增殖放流站。介绍了向家坝增殖放流站的目标、任务、场地选择和建设情况，从运行模式、运行管理措施、鱼苗繁

育和放流情况等方面介绍了增殖放流站运行情况，并提出了向家坝增殖放流站未来的适应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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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河段，径流主要由降雨和上
游融雪（冰）补给，水量丰沛稳定，河道穿行于深山

峡谷之中，落差大而集中，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干支

流水能资源理论总蕴藏量１．１３×１０５ＭＷ，可开发容
量约７５０００ＭＷ，约占全国的１／５，是我国水能资源
的“富矿”区，位居我国１２大水电基地之首。金沙
江干流下游河段水能资源富集程度高，是国家规划

的“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基地。根据国务院１９９０
年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金沙

江下游分４个梯级开发，自下而上依次为向家坝、溪
洛渡、白鹤滩和乌东德。金沙江一期工程包括向家

坝和溪洛渡水电站，目前，这２个电站已进入主体大
坝浇筑阶段，白鹤滩水电站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乌

东德水电站的预可行性研究工作基本结束。

鱼类增殖放流是水电工程建设中鱼类保护措施

的重要内容，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关于金沙江

溪洛渡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国水电

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２００５）及《关于金沙
江向家坝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国水

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２００５）等文件中
都提出：“采取保护区替代和人工增殖放流等补偿

措施统筹安排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鱼类保护工

作。并根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自然保护区’规划配合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落实配

套的保护措施。在宜宾向家坝坝址基地和赤水河流

域建立２个鱼类增殖放流站，重点增殖放流白鲟、达
氏鲟、胭脂鱼、厚颌鲂、黑尾近红

!

、长薄鳅、圆口铜

鱼和中华倒刺
"

等国家保护珍稀特有鱼类和重要经

济鱼类。”其中，在宜宾向家坝坝址基地的“金沙江

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

（简称“向家坝增殖放流站”）由笔者所在的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行。

１　增殖放流站规划

１．１　工作目标
向家坝增殖放流站主要进行珍稀鱼类和分布在

金沙江下游及岷江干流的特有鱼类人工放流，具有

较大规模的珍稀特有鱼类多品种亲鱼（后备亲鱼）

蓄养、人工繁殖和苗种生产能力，具备技术开发与科

普宣传基础设施，为生产人工增殖放流珍稀特有鱼

类合格苗种，研究珍稀特有鱼类保护与养殖技术，展

示水电开发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宣传和普及珍

稀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供基地和平台。

１．２　增殖放流任务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２００４）对
金沙江水电开发一期工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增

殖放流任务有明确要求，该放流任务由新建设的向

家坝增殖放流站和赤水增殖放流站，以及分布在长

江中上游地区，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实力和珍稀特有

鱼类苗种生产能力的现有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共同

承担。据此，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放流任务进行了分解，详见表１。按照此
分解方案，向家坝增殖放流站的放流对象共９种，包
括珍稀鱼类３种和特有鱼类６种。其需要完成的具
体放流任务为：每年放流３种珍稀鱼类大规格苗种
合计共１．７万尾，其中白鲟２０００尾、达氏鲟５０００尾
和胭脂鱼１００００尾；放流６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５
～１０ｃｍ苗种共６６万尾，其中厚颌鲂、长薄鳅和岩
原鲤各２万尾，四川白甲鱼和长鳍吻?各５万尾，以
及圆口铜鱼５０万尾。其中，白鲟和圆口铜鱼的放流



待其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技术完成后实施，有些物

种视亲鱼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繁殖技术的成熟情况等

逐步达到规划的放流目标。

表１　各增殖放流机构放流鱼类种类和数量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ｂｙ

ｅａｃｈ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万尾

放流

种类

计划

数量

向家坝增

殖放流站

赤水增殖

放流站

其他

机构

达氏鲟 ２ ０．５ ０．５ １
白鲟 ０．５ ０．２ ０．３
胭脂鱼 １０ １ ９
厚颌鲂 １０ ２ ５ ３

黑尾近红
!

１０ ５ ５
圆口铜鱼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４０
长薄鳅 １０ ２ ２ ６
岩原鲤 １０ ２ ３ ５

中华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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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５ ５
四川裂腹鱼 １０ １０
细鳞裂腹鱼 １０ ５ ５
鲈鲤 １０ １０

四川白甲鱼 １０ ５ ５
长鳍吻? １０ ５ ５
合计 ２１２．５ ６７．７ ４５．５ ９９．３

１．３　场地选择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报告》、《关于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及《关于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均已明确向家坝增殖放流

站建设在向家坝坝址。

增殖放流站在遵循“总体规划、功能分区、远近

结合、因地制宜、满足需求”的原则下，根据场地实

际情况，进行分区规划，逐步实施。向家坝左岸的

３６０ｍ高程平台交通便利、水电方便，且低于水库正
常蓄水位２０ｍ，大坝蓄水后可采取流水养殖，因此
选取此地作为增殖放流站场地。后期结合金沙江下

游干流水电开发工程和鱼类增殖工作需要，在向家

坝工区内另选择适宜场地对增殖放流站进行扩建。

１．４　建设规模
根据增殖放流站场地情况，结合增殖放流站放

流任务的需求和放流对象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的现

状，在向家坝左岸高程３６０ｍ平台先期建设近期工
程，使增殖放流站具备蓄养和培育增殖放流任务所

需亲鱼（包括后备亲鱼）和苗种、实施相关科学试

验、进行环保宣传和科普教育的功能，以尽快落实溪

洛渡、向家坝水电工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人

工增殖放流工作。后期，根据增殖放流工作的需要，

将对增殖放流站进行扩建。

２　增殖放流站建设

增殖放流站位于向家坝工程施工区内３６０ｍ平
台，总占地面积约 ２．７ｈｍ２，主要布置有室外蓄水
池、繁育车间、珍稀特有鱼类馆、苗种池、养殖池和饵

料培育池，以及给排水、水处理、增氧机等配套设施，

平面布置如图１所示。其中，繁育车间室内建筑面
积６９１．２ｍ２，内有催产池、孵化池和仔鱼培育池等，
室外苗种池３１１２．４ｍ２，室外养殖池２８５２．８ｍ２，珍
稀特有鱼类驯养池４０１ｍ２。

向家坝增殖放流站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正式
开工建设，整个工程分为场地平整、房屋建安工程、

水池工程和设备采购等４部分。２００８年７月底，增
殖放流站完工，总投资约４０００万元。

３　增殖放流站运行

３．１　运行管理模式
２００８年７月底，增殖放流站建成并投入运行，

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向家坝工程建设部委托集

团公司下属的长江三峡水电公司负责日常运行管

理，委托长江水产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２００９年６
月底，增殖放流站日常运行管理工作移交给集团公

司下属的中华鲟研究所负责。从运行情况看，具备

鱼类繁育和养殖经验的单位更能发挥其专业特长，

在开展增殖放流站运行管理工作中有一定优势，同

时，依靠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支持，能起到一定的技术

互补性。

３．２　运行管理措施
增殖放流站自运行之初，就颁布了各项规章制

度，使增殖放流站运行管理工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同时，办理了各种鱼苗的驯养繁育许可证，保障

鱼苗繁育工作的合法开展。建立了养殖工作周例会

及周报制度，每周定期召开会议，总结本周工作开展

情况，并对下周工作做出安排，通过周报的形式，对

一周的养殖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并作为重要的养殖

资料存档。建立了养殖工作责任制，将每种鱼的养

殖工作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除此之外，一系列日

常工作的开展保障了增殖放流站有序、高效运转。

３．３　鱼苗繁育情况
通过向科研院所和渔民购买的方式，收集珍稀

特有鱼类亲鱼。目前，站内已收集了胭脂鱼、厚颌

鲂、岩原鲤、白甲鱼和中华倒刺
"

等珍稀、特有鱼类

的亲鱼。通过对珍稀、特有鱼类习性的摸索与研究，

增殖放流站已成功掌握了胭脂鱼、厚颌鲂、岩原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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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倒刺
"

等４种鱼类的繁殖与培育技术，并掌握 了达氏鲟受精卵的培育技术。

图１　向家坝增殖放流站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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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鱼苗放流情况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增殖放流站在向家坝工程施

工区对站内养殖的２００００尾珍稀和特有鱼苗进行
了放流，分别为达氏鲟３００尾、胭脂鱼１７００尾、岩
原鲤７８００尾、厚颌鲂１００００尾和长薄鳅２００尾。
２００９年９月底，增殖放流站在向家坝工程施工

区对完全依靠站内繁殖、培育的３１１００尾珍稀、特
有鱼苗进行了放流，分别为达氏鲟３００尾、胭脂鱼
７４００尾、厚颌鲂１５０５０尾、岩原鲤８３００尾和长薄
鳅５０尾。此次放流还对其中的３０尾达氏鲟做了
ＰＩＴ芯片标记，以满足后期放流效果评价监测的需
要。

２０１０年４月，增殖放流站在向家坝工程施工区
对站内繁殖、培育的３１３８０尾珍稀、特有鱼苗进行
了放流，分别为达氏鲟５０尾、胭脂鱼１２０５０尾、厚
颌鲂１１８５０尾、岩原鲤６９３０尾和长薄鳅 ５００尾。
并计划于２０１０年秋季放流１０万尾珍稀、特有鱼苗。

４　适应性管理计划

４．１　科研与合作
由增殖放流站承担的９种珍稀特有鱼类的繁殖

放流任务中，白鲟未发现亲鱼、圆口铜鱼繁育技术未

突破，其它７种珍稀、特有鱼类中有部分鱼类的繁育

技术并不成熟，国内仅少数科研院所掌握其繁育技

术，因此，增殖放流站将加大与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

与交流，尽快掌握各种珍稀、特有鱼类的繁育技术。

由于野生鱼类资源急剧减少，因此，难以获得野

生亲鱼资源，尤其是成熟或接近成熟的个体，增殖放

流站将探索与相邻科研院所或有关养殖场的亲鱼资

源共享机制，保障增殖放流任务和繁育子一代的珍

稀、特有鱼苗的生物多样性。

４．２　监测与反馈
增殖放流站将加大放流鱼苗的标记比例，在放

流后通过跟踪监测，掌握放流后鱼苗的生长状况，以

指导放流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水域中各种鱼苗

种类和数量的监测，适时了解鱼类组成的变化，以指

导放流品种和数量的调整，以保障增殖放流站发挥

其保护珍稀、特有鱼类的功效。

４．３　科普教育与宣传
结合增殖放流站的科普教育功能，依靠站内设

施及优质资源，增殖放流站将面向青年社团组织、大

中小学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开展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提升水生生物保护意识。向家坝增殖放流站已于

２００９年底成功申报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４．４　后续建设规划

鉴于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和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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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水电站均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负责建设和

运行管理，其对鱼类资源的影响和保护措施正在进

行综合研究和统筹规划。增殖放流是对受不利影响

的鱼类进行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常剑波等，

２００６），受梯级开发影响的鱼类也需要将增殖放流
作为其重要的保护措施。

《金沙江干流下游河段梯级开发鱼类增殖放流

设施建设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该规划将以“统

筹规划、分步实施；物种保护为主、资源增殖为辅；因

地制宜、适时调整；局部与整体相协调”为原则，在

已经批准的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增殖放流任务的

基础上，针对白鹤滩、乌东德新增或累积影响，统筹

提出了鱼类增殖放流的对象、规模、放流地点和放流

站设施规划，以向家坝增殖放流站为基础，通过改扩

建，实施金沙江干流下游河段梯级开发鱼类增殖放

流任务，以充分利用已有设施和条件，提高保护效果

和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能源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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