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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之后，刀鱼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杨洁

清晨 5 点半，老半斋的大厨罗师傅已经在店
里忙活起来。蹄髈、老鸡等煮成高汤，加入事先炒
制好的刀鱼鱼松，熬上五六小时……这一碗刀鱼
汁面，他做了 40 年。每年初春，赶来尝鲜的饕客总
会排起长队。
“扬子江头雪作涛，纤鳞泼泼形如刀。”生长在

长江边的人，总有一种特殊的刀鱼情结。不过，长

期的过度捕捞已致江刀数量锐减。
2019 年，国家停止发放刀鲚（长江刀鱼）专项

捕捞许可证。今年 1月 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更是划下一道红线。

禁渔之后，你我吃到的刀鱼从何而来？距离人
工养殖刀鱼的批量上市还有多久？要弄清这些问
题，还得先从刀鱼的分类说起。

    “春潮迷雾出刀鱼。”刀鱼自古就

被视为“春馔妙物”。它通体银白，因
“鱼身狭长薄而首大，长者盈尺，其形

如刀”，故而得名。
这是一种洄游鱼类，每年立春正

值繁殖季节，它们带着积攒了一冬的
能量，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到干

流支流及附近的湖泊中产卵。待到孵
出小鱼后，这些小鱼又顺着长江出

海，到海里成长，周而复始。

因此，刀鱼又有“江刀”“湖刀”“海
刀”之分。“湖刀”与“海刀”仅在湖内或

近海定居生长；一般认为，逆游而上的

“江刀”个大体肥，肉质细嫩，味道最美。
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副所长施永海告

诉记者，刀鱼是一种传统经济鱼类，因长
期的过度捕捞数量锐减。七八年前，他曾

经跟着渔船出江：“三条渔船出去，一共
只捕来五六条江刀。”近年来，长江刀鱼

早已“一刀难求”，甚至被炒出天价。

2019年，国家停止发放刀鲚（长
江刀鱼）专项捕捞许可证。上海的行

动更早一些。市农业农村委渔业管理
处副处长陈杰告诉记者：“2018 年 8

月上海所有的长江渔船退出生产性捕

捞，收回捕捞许可证。”今年 1月 1日
起，长江口禁捕范围扩延，设立长江口

禁捕管理区，范围为东经 122°15′、北
纬 31?41′36″、北纬 30?54′形成的框型

区线，向西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内，除了一

些特许的资源监测、科研使用以外，一

律不许生产性捕捞。”陈杰告诉记者，
如今在市场上销售的几乎都是海刀，

一般在浙江杭州湾、舟山捕捞上岸，再
分销到其他地方。“要捕捞海刀，只能

在框线以外的区域，并且需要是三证

齐全的海洋捕捞船才能作业。”
从 2019年起，老半斋就改用海

刀，原本海报上的“长江刀鱼”宣传字
样也消失了。老半斋经理忻伟民告诉

记者：“海刀没有经过长江的育肥，有

老客人会觉得口感略有区别。”为此，
老半斋在采用传统烹制方法的同时，

又调整了秘方，适当多放一些鱼松，尽
可能还原江刀的鲜美。“刀鱼汁面与刀

鱼馄饨加起来，我们一天要卖出 1500

多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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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刀成为替代品的同时，刀鱼的

人工养殖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全国唯一的国家长江刀鲚养殖标

准化示范区坐落于江苏扬中，由镇江
江之源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建。早上

7点，正是刀鱼的早餐时间。水塘边，
水产高级工程师顾树信抓起一撮饲

料，扔进水桶里。伴随着机械轻响，水

面泛起波澜，饲料也跟着打起转儿来。
“刀鱼习惯吃活饵，我们要模拟出

这种形态。”戴着偏光镜，顾树信仔细

观察水下灵活进食的鱼儿。今年 65岁

的他退休前在靖江水产站担任站长，
和鱼类打了一辈子交道。“工作时我既

参加渔政，又搞水产。那时江刀的数量

已经在减少，很担心刀鱼也会步上鲥
鱼的后尘。”2003年一次长江渔政执

法检查时，顾树信意外发现一条刀鱼
在水桶里生存了十多个小时，这让他

萌生了研究刀鱼人工养殖的念头。几
年前，他被江之源聘用，为了这条鱼

“退而不休”，频繁往返靖江与扬中。

可是，刀鱼养殖并不是一件容易

事。顾树信告诉记者，这种鱼脾气暴躁，
是出了名的“出水即死”。长得越大，存

活率越低，“即使在野生环境下，要长到
2两左右的成鱼，恐怕千分之一都没

有。”刀鱼易受惊吓，对生长环境要求很
高，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失惨重，“之前我

们有一个池塘，几千条刀鱼，没有一条

活下来。”刀鱼天敌也多，如今基地正在
扩建的露天池塘，都用围网仔细罩起

来，提防着白鹭、鸭子把鱼叼走。

养殖刀鱼保留了野生江刀的特

征———小眼睛、长颔、黑尾巴、白里发
金。江之源公司顾问李小网告诉记者，

基地每年选 2次种鱼，专挑身材健壮
的“优生优育”。去年到今年，2龄以上

的刀鱼有 20万尾，计划繁苗 50万尾。
不少饕客也慕名而来。“有上海客

人每年来这里吃刀鱼，一要就是二三

十条。”李小网说，就在前不久，江之源
还同上海一家企业签署协议，要让更

多人品尝到高品质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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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中，得名于“扬子江中”，是一座

四面环水的江岛。上世纪九十年代，扬
中就开始探索江水仿自然人工养殖，

如今已逐步成为江苏特色水产发展的
产业高地与研创中心。

江之源的刀鱼养殖基地也有独
特的“地理优势”———相隔数百米，紧

邻着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扬中基
地、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扬中基

地，在这里实现现代渔业的产学研一
体化。

顾树信与技术人员时常骑着电瓶

车来往，共同研究刀鱼养殖技术。江苏
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扬中基地内，有

200-300尾刀鱼已经接近上市规格，
副主任冯冰冰告诉记者，这些鱼他们

已经养了 3年，目前存活率可达 80-

90%。“这些刀鱼在室内已能够较好控

制，下一步，我们考虑户外养殖。”冯冰
冰说，目前人工养殖门槛还是很高，基

地正在反复试验，希望未来将成功的
养殖技术推广出去。“刀鱼市场需求量

大，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我们希望
早日实现人工养殖替代，使它们进入

百姓餐桌。”

江之源的养殖基地是纯淡水养
殖，而在上海奉贤，距离海边不足 1公

里处，上海水产研究所苗种技术中心
的研究人员则试图用海水与淡水，模

拟出刀鱼的洄游生态。
施永海细数刀鱼发展历程：2007

年刀鱼野生苗种从长江捕捞引进养
殖；2011年这批刀鱼养成后进行人工

繁育，获得成功；2013年首次实现刀

鱼全人工规模化集约化繁育；2018年

中心成功培育出 26.2 万尾苗种……
到如今，基地内的刀鱼已经养到第五

代，适应程度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经过从海水到淡水的盐度刺激驯化

以后，刀鱼的品相会好一些。”但施永
海也坦言，“人工养殖目前还有一段时

间要走。”

每年，中心会有 7-8万尾刀鱼苗
种用于增殖放流，其余的用作科研留

种。余下的少量刀鱼，则会提供给定点
饭店。“去年 2两半左右中刀约为 600

元-800元/?，今年价格还没有出来，

估计也差不多。”价格不算低，相较于
前期研究与养殖的巨大投入，可以看

作是“亏本买卖”。
谈及野生江刀是否能够实现种群

恢复，施永海的回答是肯定的。对此，

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
教授同样充满信心。

“刀鲚性成熟早、繁殖力强、产卵
场地要求不高、生命周期不长，经过几

代循环，要恢复数量不难。”唐文乔关
注长江保护已有 20年，他告诉记者，

以前从长江口往上洄游的刀鱼一般在

江苏、安徽都快被捞光了，去年据说到
鄱阳湖的刀鲚数量还不少，“禁渔是最

直接、最有效的手段，目前，初步效果
已经显现了。”

就在不久前，浙江兰溪也发现了
野生刀鱼的踪影。其实，不止是刀鱼，
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我们也

将看到更多水生生物重现江湖、

安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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