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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金文兵）长江新区阳逻
港上游的芦苇荡发现鳄鱼并擒获一条的消息
一经传出，立刻引发社会关注。8日，武汉渔
政、长航公安、长江新区等部门相关人员赶赴
事发水域进行搜捕处置。由于发现鳄鱼地点
附近芦苇丛生、水面宽阔，水下有沟壑石块，捕
获难度较大。截至8日晚9时，抓捕行动未再
有所获。

当晚，武汉市农业农村局连夜研判，及时
向上级报送《关于长江武汉段外来物种应急
处置行动的报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积极稳妥高效抓捕到位，清查源头，了解
来源，并提请省农业农村厅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鳄鱼养殖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
地加强排查，严禁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和非本
地物种。长江新区连夜研究，组织人员调配
物资。

目前，已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总
负责的长江新区阳逻港水域鳄鱼应急处置专
班，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处、市农业综
合执法支队、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长江
新区、中国铁塔武汉公司、湖北省水生野生动
物救治救护中心作为主要成员。

6月8日，省农业农村厅派员现场指导，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熙博士、湖北省水
生野生动物救治救护中心杨浩、武汉鳄鱼养殖
专家胡庆其组成专家组，对搜捕工作进行全程
指导，并对现场人员进行应急培训，帮助大家
了解暹罗鳄生活习性和活动特征。

通过“水陆空天”多种方式，工作专班持续
搜寻“漏网之鳄”：武汉渔政调集渔政天网系统
和无人机，对事发区域进行监控；新洲区支援3
艘船只，组织参与水面搜寻；中国铁塔武汉公
司负责提供无人机搜捕技术支持；长江新区成
立多个工作团队，重点负责地面封控及蹲守，
拉设警戒线，封控相关区域，减少无关人员对
搜捕工作的干扰。

考虑到鳄鱼上岸后一般停栖在距离水边
2—3米处，专家建议人员分班蹲守，对事发区
域进行24小时监控。同时，提醒蹲守人员注意
自身安全。

据了解，预设捕鳄方法有 3 种，包括套
捕、网捕、采取麻醉枪或网枪的方式进行抓捕
等。

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场观测到的鳄鱼还有
一条。为了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安全以及长江
生态安全，搜寻人员将持续对事发区域及上下
游延伸2公里进行排查。

居民发现“漏网之鳄”，请致电：武汉渔政：027-82892218（8：30-17：30）；湖北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治救护中心救助热线：86772929（9：00-17：00）。

突发！武汉江边发现暹罗鳄
提醒：如发现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喂食或投掷物品

武汉江边发现鳄鱼后

政府部门“水陆空天”持续搜寻

被套获的鳄鱼。

蹲守人员彻夜搜寻。 记者金文兵 摄

“快来，我们这里看到了鳄鱼。”7日中午1时
许，武汉渔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小时后，记
者赶往鳄鱼发现地——中远海运武汉码头上游一
公里的长江新区窑头江边。

“快看，有一条鳄鱼在那边的水面上。”武汉钓
友陶华军手持自制套杆，悄悄摸向前方，将套杆上
的绳索轻巧地一套。“哗啦哗啦”，鳄鱼猛地扭动，反
而被绳索套紧。众人合力将它拖至岸边。

这条鳄鱼长约1.2米，重约15公斤，左后爪缺失。

快看，江里有鳄鱼

从窑头到海运码头这一段江边是钓友很喜欢
的垂钓地段。6日下午4时许，武汉钓友程新来到
这里，准备割一些芦苇草钓鱼，突然发现一截“黑
木头”朝他龇牙。

是鳄鱼！他迅速退后，安定心神再仔细查看，
又发现了另一条个头更大的鳄鱼，他当即拍下视
频并发到钓友群中。

难道是扬子鳄回归？钓友们一下子炸了锅。
7日上午，武汉渔政、长航公安、长江新区禁捕办

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搜寻。
上午10时，钓友陶华军也来到窑头江边帮忙

找寻。最终，大家在江边及芦苇丛中发现鳄鱼3
条，最大的一条长约1.8米。

下午1时许，新洲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徐建利、
徐友林、叶志新、周媛等人也纷纷赶来会合。历经
长时间耐心守候，陶华军将其中一条套获。

不是扬子鳄而是暹罗鳄

“是扬子鳄吗？”现场众人议论纷纷。扬子鳄，
民间俗称“土龙”或“猪婆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
小型鳄类，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起
源于2亿多年前的中生代，有“活化石”之称。

多年来，为扩大扬子鳄野外种群，摆脱极度濒
危状态，我国不断改进扬子鳄人工繁育设施、壮大
繁育规模、完善繁育技术标准化体系。

在众人期盼下，湖北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治救
护中心（东湖海洋乐园）专家杨浩进行了现场鉴
定。经鉴定，这不是扬子鳄，而是一条暹罗鳄。

暹罗鳄是一种热带、亚热带地区分布广泛的

淡水鳄类，体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可达300公
斤。“暹罗鳄属于外来物种，不该随意放生进入长
江。长江武汉水域也不是它的适宜生活区域。”杨
浩说，剩下两条也应尽快捕获。

可直至天色渐晚，剩余的两条鳄鱼仍在和现
场人员玩捉迷藏。

作为外来物种，这几头暹罗鳄是否会危害长
江的生态？现场专家表示，从日常巡查来看，这些
鳄鱼在武汉水域都只是极少数个体，即使在野外存
活一段时间，也难有繁殖机会，并不能形成一个稳
定的种群，暂时不会造成生态环境风险，但也不能
放任不管，因为它们具有潜在攻击性，恐伤到人。

当天，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指导长江新区农发
局组织人手，紧急在附近水域张贴十余张警示公
告，提醒市民江边发现鳄鱼，勿在江边逗留。

不小心遇上该怎么办

这些鳄鱼从何而来？杨浩分析：可能是被人
私下放生，或者从养殖场逃逸，也不排除是水上运
输过程中逃逸的。

目前，暹罗鳄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IUCN)极危种(CR)，中国《人工繁
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暹罗鳄是国家林业
局批准的可以商业性经营驯养繁殖的三种鳄鱼品
种之一，但必须经过相关部门严格审批，并办理养
殖手续和运输手续，否则就属于非法养殖和贩卖。

一般来说，人工养殖的暹罗鳄对人类没有太大
的敌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也要预防意外。

杨浩建议，野外遇到这些鳄鱼时，应保持警
惕，避免引起它们的敌意。因此提醒近期前往阳
逻海运码头至窑头江边的市民，一定要注意观察
周边环境。万一遇见鳄鱼，请保持足够的安全距
离，不要靠近或试图触摸它们，也不要给它们喂食
或向它们投掷物品。如果被咬住，就用手、脚、拳
头、肘部、膝盖等部位猛击它的眼睛、鼻孔、耳朵等
敏感部位，设法让它松开嘴巴。

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徐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