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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鱼道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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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洋塘鱼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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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鱼道作为能够有效联通闸、坝上下游水流，为鱼类提供上溯、下行通道的有效途径，一直以来被作为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鱼类保护的重要措施采用，但由于认识、经费、运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其过鱼效果及发挥的作用难以

被肯定。本文在综述国内外鱼道运行管理体制现状基础上，以
!

水洋塘鱼道为例，分析总结了该鱼道兴衰历程，

提出我国鱼道运行管理应提升对过鱼设施建设必要性的认知度、捋顺管理机制体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与

建议，力求能够为鱼道这项鱼类保护措施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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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现行鱼道运行管理

我国鱼道建设大致经历了１９５８－１９８０年初步
发展、繁荣阶段，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的停滞期及２００６年
至今的再发展阶段①。迄今我国鱼道建设不下 ８０
座，如近年来建设的广西长洲水利枢纽鱼道、连江西

牛航运枢纽工程鱼道、青海湖沙柳河鱼道等，监测显

示过鱼效果较好。

鱼道建设技术较先进的欧美地区成功鱼道较

多，且有长系列的过鱼效果监测数据（白音包力皋

等，２０１１）②③。我国能正常运行的鱼道非常少，且监
测资料也非常有限。过鱼设施建设发达的国家均有

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其实施与维护。如美国《河川与

海岸治理法》明确规定，任何河川及海岸工程被发

现阻碍鱼类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可裁决指示其兴

建足够而适用的鱼道；日本《河川管理设施构造令》

明确规定，设置固床工程时，为不妨碍鱼类的上溯，

应设置鱼道；欧盟鱼道相关法律也对鱼道建设有明

确、详细的规定④。相比之下，我国鱼道运行管理相

对滞后，涉及鱼道建设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

和过鱼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⑤等，但

多数仅停留在对过鱼设施是否需要建设的层面上，

对过鱼设施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建设法律责任不明

确，我国鱼道运行管理体制亟待发展。

２　洋塘鱼道的建设与运行

２．１　洋塘鱼道概况
洋塘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位于湘江一级支流

!

水。干流全长３２７ｋｍ，多年平均径流量７７亿 ｍ３，２０
世纪该流域鱼类资源较为丰富。枢纽工程始建于

１９６５年，后被洪水冲毁，１９７６年重新建成。坝体为
径流式堤坝，引水灌溉农田面积２４１３．３３ｈｍ２，正常
蓄水位４４．７ｍ，水库总库容约３１５０万 ｍ３，电站总
装机容量约１万 ｋＷ。
１９７７年，衡东县农业局提出在枢纽坝体左岸修

建鱼道方案，保护的鱼类主要是洄游性和半洄游性

鱼类。该鱼道于１９７８年开工建设，１９８０年４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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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投入使用，是一座具有厂房集鱼系统的河流水

电站枢纽型鱼道（郭坚和芮建良，２０１０），由鱼道、厂
房集鱼系统、补水系统、会合池及观察室等部分组

成。

洋塘鱼道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共过鱼约２１６万尾，
平均每年过鱼约５４万尾。主要是半洄游性鱼类和
定居性鱼类，计有银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ａ、细鳞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黄尾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ｏｄｏｎｉ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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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莹，１９８４）。

洋塘鱼道是当时国内设计建设的技术最先进、

功能最齐全、具有完整试验监测资料的鱼道，甚至至

今仍未被超越。该鱼道的修建和运行，为我国低水

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保护鱼类资源提供了一个典

型范例。洋塘鱼道的成功运行可以证明，低水头水

利水电工程，合理设计和建设鱼道，不仅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保持坝址上下游河道的连通性，亦能够起到

良好的过鱼效果，在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方面可

以起到较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２．２　洋塘鱼道停运的原因
１９８４年以后洋塘鱼道基本停止运行。现场调

研发现，鱼道内泥沙淤积严重，钢构锈蚀，玻璃破损，

混凝土风化严重。通过与枢纽管理处、当地环保部

门、设计单位及专家座谈和研讨，分析和总结洋塘鱼

道停运和废弃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２．２．１　对建过鱼设施必要性认识不足　洋塘水利
水电枢纽工程１９６５年建设和１９７６年重建时均未考
虑建设过鱼设施。但枢纽运行后，调查发现工程对

鱼类阻隔影响明显，库区鱼类资源、产量显著下降，

因此，１９７７年提出补建鱼道，并通过多家单位的模
型试验、规划、设计，１９８０年建成投运，并由鱼类研
究的专业单位进行了过鱼效果的试验、监测、调查及

评价，积累了较为全面的一手资料，取得了良好效

果。但随即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声音：认为通过鱼道

的主要是小型鱼类，特别是银鲴，枢纽上下游均可繁

殖，过坝不是必须的，且库尾建有电站，洄游距离有

限；过鱼对象多为经济鱼类，过鱼目的主要是增加库

区的渔业产量，花费巨大资金修建鱼道就只能达到

增加鱼产量的目的，经济上不可行。这对管理运行

单位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打击了建设和运行单位

的积极性。

２．２．２　鱼道运行管理经费不能落实　水利项目多
为国家投资，鱼道的工程建设经费列入主体工程投

资，可以在相应工程建设投资中得以落实，但水利工

程的运行管理费用多为当地政府或运行管理单位承

担。鱼道维护与运行管理经费实际上由管理单位自

己想办法解决，而水利工程往往是基础设施、民生工

程、公益性工程为主，工程本身效益不明显，很难每

年承担大量的鱼道运行、维护、管理的有关费用。洋

塘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任务以灌溉供水为主，社会公

益成分较大，收入少且收费困难；枢纽电站为径流式

电站，水库库容小，发电水头低，仅靠灌溉多余水量

发电，洪水期为满足防洪要求须敞泄，无法发电，且

总装机容量仅１万 ｋＷ，发电收入有限又不稳定；水
利枢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建成，水利管理工作量
大，职工队伍较为庞大，退休职工多，负担重，单位经

济上比较困难，不可能拿出足够资金进行鱼道维护

与运行管理。此外，鱼道用水与发电、灌溉争水，减

少了发电与灌溉效益，在没有相应补偿的情况下，作

为自收自支的水利管理单位，关闭鱼道的运行也就

“顺理成章”。

２．２．３　鱼道管理权责不明确　过鱼设施虽然属于
补建的枢纽工程，由水利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和运行，

但过鱼这种环保措施是生态补偿措施，不属于水利

枢纽的开发任务，水利部门并不是相应的管理职能

部门，相应的渔业、环保等职能部门又无法参与枢纽

管理与监督，导致管理的错位与缺失。水利管理部

门既没有专门的鱼类保护管理机构，也没有专业技

术人员，难以对鱼道的维护与运行实施有效的管理。

水利设施属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鱼道维护与运行

管理经费无法列入主体工程建设投资，只能由管理

单位自己承担，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

管理单位缺乏积极性，因此，灌溉、发电、鱼道用水并

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调度管理机制，在发生冲突时，

势必首先牺牲鱼道运行。而鱼类洄游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需要根据鱼类生物学特性及上游来水情况合

理调度，鱼道管理的权责不明确，难以实现优化调

度，也就不能发挥鱼道最佳的生态效益。

３　对策

鉴于洋塘鱼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目前国内已

建过鱼设施运行管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建议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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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以下具体工作。

３．１　提升过鱼设施建设认知度
建议由权威部门组织各级环保、发改、水利、渔

业、设计单位、环评单位等相关机构，对我国已建的

过鱼设施及其运行管理现状进行全面普查和系统调

研。通过调研，总结和梳理我国水利水电行业水生

生态保护措施（尤其是过鱼设施）的现状以及运行

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系统研究并提出水

利水电工程设计和建设过鱼设施的必要性及其在水

生生态保护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通过各行政部门

协调配合，实现过鱼设施在工程立项、可研、设计、评

估、审批、建设等各个环节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

得到充分的认可、重视和支持。

３．２　捋顺管理机制体制
过鱼设施的运行和管理，应作为主体工程运行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管理权责，落实责任主

体，强化监督管理，确保在政策层面上能够有条件保

障过鱼设施的正常运行。

３．３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多渠道筹集和落实过鱼设施的正常运行、维护、

管理所需经费，确保在经济层面上能够有条件保障

过鱼设施的正常运行。

洋塘鱼道技术先进、功能齐全、过鱼效果理想，

并积累了较为系统的试验、监测及研究资料，在我国

过鱼设施应用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尽管目

前已经停止运行，但每年仍有大量人员前往参观学

习。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落实资金，进行适当

维修并按需求运行，将其建成过鱼设施试验、研究及

科普教育基地，继续开展过鱼效果的监测与评价及

过鱼设施相关应用基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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