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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生活在长江武汉
水域的江豚进入活跃期，胖乎
乎的江豚感知到季节的召唤，
不时地从水面探出头来。生
态志愿者徐建利和同伴们守
在新洲双柳水域，一待就是一
个下午，“天冷了，它们要储存
足够的脂肪出来捕食”。

3年前，几只江豚路过此
地，被周边环境吸引，安了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小的
江豚从最初的寥寥数只，发展
为拥有20多头成员的“大家
庭”。附近居民惊喜不已，亲
切地称这里为“江豚湾”。

“微笑天使”长江江豚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长江
流域独有的旗舰物种和长江
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武汉
曾经连续7年，没有目击江豚
的记录。

2021年11月29日，生态
志愿者徐建利和同伴们在长
江新洲双柳水域，用手机拍摄
到一个模糊黑点。这个模糊
黑点在经多位专家反复确认

后，身份渐渐明晰——那是一
头探出脑袋的江豚。从那以
后，江豚似乎成了武汉的常
客，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生态
志愿者徐建利和同伴们的视
野中。

3年观察，得出令人振奋
的消息，武汉已形成金口、天
兴洲、双柳水域三个江豚种
群。其中，双柳长江大桥至挖
沟段，江豚行踪最为明显。市
民们开心不已，没见过江豚的
孩子们一到周末就迫不及待
地跑来，盼着江豚出水现身。

市民周媛认真记录下这
个“双柳种群”的逐步壮大：

“2021年目测1头、2头，2022
年3头、5头，2023年10头、15
头，今年20头、25头……”

今年3月14日，市民王雪
枝等人看到十多头江豚同时
出水嬉戏。其中，江豚家族的

“新丁们”很是活跃。它们欢
快地跳跃出水，持续约10分
钟。

“这些江豚大体分为3个

小群，看它们的动作，大概是
在围捕小鱼。”徐建利仔细描
述，每个群体各有2—3头江
豚，在下游方向左右包夹，分
工协作，围捕小鱼，3头小江豚
在上游一边玩耍，一边帮“大
人”（成年江豚）撵鱼，“看着它
们又顽皮又认真的样子，很是
可爱”。

渔政人员李贤烈偶尔监
测到江豚的身影，“看样子它
们在这里住得不错”。

但其实，江豚属于有些挑
剔的家伙。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梅志刚
很熟悉江豚的习性。他说，它
们是“肉食”动物，主要以小型
鱼类为食。因此，江豚在选择
栖息地时，会优先考虑食物资
源丰富的水域。一般来说，它
们会避开繁忙的航道、码头和
泊位等区域，选择相对安静、
安全的水域。

“现在，江豚活动最为密
集的双柳段，从上游的沐鹅洲
边滩到下游的罗霍洲洲头，具

有一定的浅水环境。”长江委
水文局长江中游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副总工程师邹振华认
为，是这里良好的地质条件和
水文环境吸引了江豚。

从地质和水文条件来看，
双柳段枯水期有大型沙洲出
露，伴有大量软质浅滩，洲滩
岸线原生自然，水下有可供江
豚停栖的深槽，可为江豚提供
良好的栖息和觅食条件。另
一方面，武汉坚定不移推进长
江大保护，长江武汉段水质稳
定保持在Ⅱ类。

黄金水道，货运繁忙，船
来船往的水下，“江豚湾”成了
江豚温馨的小家。不远处，正
在建设的双柳长江大桥以“一
跨过江”的姿态表达了对这方
水土的敬意。

今年以来，生态志愿者在
双柳江段共观察73次，目击监
测到江豚183头次。“江豚湾”
的故事，未完待续。

记者金文兵 高宝燕
通讯员邓晓君 陈宇 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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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在双柳江段嬉
戏。 通讯员赵霜洗 摄

△两头江豚相互追赶捕食。
记者金振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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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志愿者在新洲双柳江段观察江豚活动生态志愿者在新洲双柳江段观察江豚活动。。 通讯员徐建利供图通讯员徐建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