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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近几年来，黄河流域的渔业环境遭到破坏，渔业资源衰退
严重，渔业生态环境形势严峻，黄河流域渔业生态环境破坏的原
因，文章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一、生态环境恶化，使水域环境和鱼类种群及数量结构发生

根本性变化

近几年，有的年份，降雨量偏少，水流量减少，水位变迁，
黄河流域干涸严重，导致黄河断流，鱼虾类繁衍产卵的环境遭到
破坏，气候、水文条件等因素也影响了渔业资源的自然繁殖。

二、水质污染严重影响渔业资源

随着工业化发展的加快，部分企业私排乱放工业废水，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污水违规超标排放造成黄河流域水质污
染严重。水质污染，鱼类资源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遭到破
坏，直接危害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

三、水利工程影响了洄游性鱼类的洄游通道

水利工程对于防止水患、合理运用水资源无疑有积极影响，
但洄游性鱼类和生态系统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洄游性鱼类等水生
生物由于繁殖后代、食物季节性变化等原因需要从下游再洄游到
上游产卵、索饵、越冬，然而河流中设置的拦河闸坝等设施往往
都会造成很大水位落差，直接影响到一些洄游性鱼类的生长与繁
殖；大坝的隔离使洄游性鱼类无法逆流而上，失去了原有丰富的
栖息地，  洄游性鱼类的洄游通道被阻隔，鱼类等水生生物被限制
在一定区域内活动，使其某个生命周期所需的条件无法达到，使
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生长、存活、繁殖各方面受损，鱼类等水生生
物也被阻隔了基因的交流，物种间的遗传多样性下降，鱼类等水
生生物的数量也减少，导致资源量下降。

鱼道无法彻底解决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产卵的问题，鱼类等
水生生物很少会经过鱼道。

四、外来入侵物种的放生，严重破坏本土水生生物物种多样

性

黄河渔业资源现状不容乐观，特有土著鱼类分布区域缩小，
种群数量锐减，补充群体数量减少，外来种群数量增长。

中国有很多独特的水生生物和水生态系统，由于水产养殖的
发展，通过水产养殖引种和其他途径引进大量水生外来物种；放
生也可能引入外来有害物种、造成外来生物入侵。外来入侵物种
的放生，不仅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更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
损失。

牛蛙是两栖类生物的天敌，引入我国后已经使本地的两栖类
和各种昆虫面临较少和灭绝的危险，甚至已经影响到生物的多样
性。

巴西红耳龟也叫巴西龟、七彩龟，现被不少家庭当作宠物来
养殖，也有餐厅拿来做料理。巴西龟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
世界最危险的 100 个入侵物种之一，许多宠物市场上的巴西龟也
是疾病传播的媒介。巴西龟、清道夫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生长速
度快，繁殖能力强，无天敌、易存活。不少市民喜欢将巴西龟、
放生到黄河里，外来入侵物种破坏本土水生生物多样性，若大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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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浅析黄河流域渔业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原因及面临的问题，阐述解决该问题的个人浅见，努力做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控与环境修

复，旨在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既守住母亲河的健康，也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实现黄河生态环境及渔业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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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和扩散，极可能导致物种灭绝等灾难，关系到国家的整个生
态系统安全。

五、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捕捞行为，严重破坏水域渔业

资源生态环境

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行为，是保护黄河天然水域渔
业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修复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的迫
切需要，也是促进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由于非法电捕鱼行为的隐蔽性、流动性、昼伏夜出等特点，
执法人员有限，执法难度较大。如何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电捕鱼
等违法行为，仅仅渔政执法人员很难从根本是彻底治理。

加大对水质污染的治理。外来入侵物种关系到国家的整个生
态系统安全，严加防范外来入侵物种放生。加大禁渔制度落实力
度，确保实效。加强对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捕捞行为的执法
力度，切实保护黄河鱼类水产种质资源。打击非法电捕鱼及非法
投放药物捕鱼行为任重道远，制定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
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提高黄河水域
渔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全面遏制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是当务之
急。增加政策投入，开展黄河水域环境检测，确保水质安全。开
展黄河水系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制定相应黄河渔业资源保护发展
规划。加大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补充特有土著鱼
类，提高生物多样性。实时监测渔业水域内渔业资源及渔业生产
状况。建立黄河珍稀、特有鱼类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点保护
野生水生动物。

希望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
过共同努力，制定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
做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控与环境修复，走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路子，既守住母亲河的健康，也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探索
新路，实现黄河生态环境及渔业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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