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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晚9时48分，武汉市农业农
村局会同长江新区、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武汉农业集团武湖水产公司等单位，在长
江新区阳逻水域成功捕获第二条鳄鱼。
持续奋战4天3晚，记者全程参与并见证了
这场极为特殊的“捕鳄记”。

在鳄鱼出没地域下网打围。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突击队员出手如电，一下子将鳄鱼拎出水面。 记者金文兵 摄

捕获的鳄鱼。 通讯员向军 摄

船只正在使用水下声呐进行“电子侦查”。记者金文兵 摄

“水陆空天”多维度搜寻“漏网之鳄”

6日下午4时许，武汉钓友在长江新区阳逻港上
游的芦苇丛中发现鳄鱼，拍下视频并发送到钓友群和
抖音。“武汉江边发现鳄鱼”一时成为网络热点。

当晚，武汉渔政监测到这一信息并辗转联系到抖
音发布人，并开展信息核实工作，初步确认鳄鱼出没
区域。

放任鳄鱼在江边活动，有可能对长江生态、居民
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7日上午，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武汉渔政会同长江
新区、长航公安等单位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踏勘和搜
寻工作。

历经长时间、大范围搜索，现场人员终于在一个
芦苇丛生的江滩坡岸处发现一条鳄鱼，但它十分机
警，见有异响就溜进江中、潜入水下。

守到中午1时许，这条鳄鱼再次爬到岸边。在武
汉渔政相关负责人的指挥下，钓友陶华军抓住机会，
用自制套杆套住鳄鱼，将其捕获。

经湖北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治救护中心（位于东湖
海洋乐园）专家杨浩现场鉴定，这是一条暹罗鳄，而不
是网传的扬子鳄。

在与“外来鳄鱼”的较量中，这场“遭遇战”打得还
算顺利。

当晚，武汉市农业农村局连夜组织研判，及时向
市委、市政府报送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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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继续抓好搜寻工作的同时，省农业农村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鳄鱼养殖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开
展鳄鱼来源的协查工作。同时对我市鳄鱼销售市场、
养殖场所等进行走访调研。经排查，在长江新区没有
鳄鱼养殖场所。

随后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总负责，多个部门、单
位联动的长江新区阳逻港水域鳄鱼应急处置专班，并
由武汉渔政调集5条船艇组成前方现场指挥中心，同
时将渔政天网、无人机等资源在指挥一线聚集。

此外，专门成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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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员组成的专家组。

通过无人机巡航、渔政天网监控、人员岸上蹲守、
水面船只搜寻等“水陆空天”多种方式，应急工作专班
持续搜寻其他“漏网之鳄”，并预设了套捕、网捕、采取
麻醉枪或网枪的方式进行抓捕等捕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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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过程中，迟迟未发现鳄鱼踪迹。

8日、9日，省农业农村厅连续派员现场指导，并积
极协调相关技术支援。

市委、市政府持续关注事情进展，要求相关单位全
力以赴为此次搜捕工作提供全方位支持，一切以抓住
鳄鱼、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和长江生态安全为目标。

广泛发动各方力量参与捕鳄行动

应急工作专班不断搜集研究其他地区的捕鳄经
验。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及时
对武汉进行指导，协调上海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提供
2022年9月中旬开展围捕一条暹罗鳄相关做法，为武
汉制定更为科学的搜捕方案提供参考。

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联系
到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珠江水资源监测评价中心，
并协调该中心专业人员携带水下便携式声呐赶赴阳
逻，协助开展搜捕工作。

与此同时，现场搜捕人员高度怀疑鳄鱼受惊后向下
游逃离，于是，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并通过武汉市钓鱼协
会召集十名长江退捕渔民及导钓员参与延伸搜索。

10日下午3时许，武汉渔政工作人员驾驶快艇巡查
江面时，在距离首次鳄鱼发现点下游约3公里处，发现第

二条鳄鱼的踪迹，但鳄鱼很快沉入水下，消失不见。
据此，现场指挥员一方面派出船只持续盯守，一

方面迅速组织围网和操作人员。终于在下午4时50
分，再次发现鳄鱼踪迹，并拍摄到露出水面的鳄鱼头部
画面。指挥中心经过研判，最终锁定鳄鱼所在位置。

指挥中心按照工作预案，迅速安排有经验的退捕
渔民，在鳄鱼出没地域下网打围。

为确保万无一失，确定使用双层围网、间隔1.2米
布设，网深5米、长50米，拉网逐步缩小范围。在下网
的同时，先后两次观察到鳄鱼已被限制在围网中。

傍晚7时，组织围捕作业人员在岸上进行模拟演
练，既保证一线抓捕人员安全，又确保一击命中，防止
鳄鱼逃逸。

晚上9时10分左右，一线抓捕人员全部到达现场
水域，通过强光手电照射，利用鳄鱼眼睛夜间在强光
下会发光的原理，精准锁定鳄鱼位置。

记者在另一艘船上亲眼见证：随着现场指挥员一
声令下，武汉养鳄专家胡庆其使用大号抄网兜住鳄鱼，
然后快速出手将鳄鱼拎出水面，迅速将它按压在船头，
用胶带缠住嘴部，用捆扎带将其四肢反绑，至此，第二条
鳄鱼被成功捕获。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超过2分钟。

为了这2分钟，数十人的专班团队坚守了4天3
晚。多日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经鉴定，这条鳄鱼约为一岁半，雄性，幼体。测得
其体长1.3米，体重13斤。

整个搜寻过程及时对外发布信息

“其实，我们武汉水域很少见到鳄鱼，对于如何抓
捕鳄鱼，我们缺乏足够的经验。”主持这场特殊捕鳄行
动的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些年来，
我们的捕鳄经验，只有2018年10月1日在汉江水域
使用渔网围捕过一条小鳄鱼，但汉江江面较窄，坡岸
硬化，便于发现，也便于捕捉，与此次抓捕相比，难度
要小得多。”

从战役角度来看，本次捕鳄过程经历了初次发现
时的遭遇战、持续4天的侦搜战、突击抓捕的攻坚战三
个阶段。

为了有效缓解市民的紧张情绪，整个处置过程邀
请长江日报全程实录，并全程透过媒体实时发布信
息。同时，及时接受包括钓友、网友的意见建议，调整
抓捕方案，以确保整个行动科学应对、高效实施。

“这其中，专家组起到了巨大作用。捕前，专家提
供各种专业意见，包括鳄鱼的生活习性、搜索办法，为
整个搜捕行动提供参考；捕中，养鳄专家亲自观察并
参与捕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长江十年禁渔上
岸的退捕渔民，在整个搜寻、布网、驾船等辅助工作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次捕获的2条鳄鱼嘴部均有表皮脱落、溃烂，很大
可能是有人私下违法放生。不科学的放生等于杀生。武
汉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外来物种及有攻击性动物切勿
随意放生，以免对生态环境及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经武汉渔政现场勘查研判，目前暂时只发现这2
条鳄鱼。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及长江生态安全，专
班将继续按现有工作部署，把鳄鱼防范作为全市渔政
部门近期常态化巡查工作的重点，一旦发现鳄鱼，确
保“除鳄务尽”。

参与指挥这次鳄鱼抓捕的长江新区相关负责人
说：“这次两条鳄鱼出现在武汉长江新区江段，社会关
注度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直部门的具
体指导下，长江新区通过参与捕鳄活动，既锻炼了队
伍，也为有效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积累了经验。”

“这是一个贯穿整个端午小长假、科学攻坚的突发
事件处置案例，为今后处置类似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应对办法。”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总结经验，为今后处置类似突发事件提供借鉴。这
次捕获的鳄鱼，将在湖北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治救护中
心进行安置，开发专门科普课程，用于开展生态安全科
普教育。同时，市农业农村局将协调相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科学放流宣传和规范化管理，同时对全市进行全面
排查，严禁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和非本地物种。

记者金文兵 通讯员向军 潘俊辉 张胜 陈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