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年7月27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王文佳 本版视觉/邵晓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特稿

一 待产
怀胎12个月后，14岁的江豚福久即将

临盆。科研人员们严阵以待，制订了缜密的
处置预案，挖空心思罗列了各种生产前后可
能出现的异常状况，逐一拟定应对方案。中
科院水生所成立40年来，一直坚持对白鱀
豚和长江江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是目前我
国从事鲸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时间最长、学科
门类最全、国际合作最为活跃的研究团队。
在产前3个月，科研人员将大腹便便的

福久移至繁殖池，独自安静待产。她的预产
期是6月中下旬，而每年5至8月是白鱀豚
馆长江江豚繁殖的高峰期，在繁殖期里，雄
性江豚对雌性江豚具有一定的干扰。
自然界中，动物分娩充满风险。这不是

福久第一次产子，几年前她曾生产过，因难
以形成“母亲”身份的自我认同，经常躲着幼
豚，没能母乳喂养，第一胎未能存活。所以，
虽然已多次在人工环境里成功繁育小江豚，
但研究团队还是非常小心。福久生产前1

个月，经验丰富的江豚训练员王超群把家搬
到了白鱀豚馆的宿舍，从白天5点监控到晚
上11点，每2个小时就会去察看一下福久的
状况。夜里手机始终待命，随叫随到。
怀孕期的福久食量稳定增长，每天差不

多要吃3-4公斤食物，比平时多出不少。它
的食物是活鱼或冻鱼，鱼肚子里还会被塞上
叶酸片和维生素片。
繁殖池中，福久迅速地围着池壁绕圈，

尽情享受着“月子会所”的舒适空间。优质
的水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水质要求清润，
水温在28℃以下。场馆内也要安静，防止噪
音打扰。
孩子爸爸是谁至今成谜。研究人员判

断，可能是2018年出生的e波，更可能是淘
淘。淘淘2005年7月5日在白鱀豚馆出生，
是世界上第一头在人工环境中出生的江豚。

二 分娩
每一名研究人员都清楚江豚分娩前会

出现的异常，比如跳跃、快游、旋转游，食欲
降低等。6月27日下午4时，监控人员发现
福久不太爱吃东西了，平时每餐10分钟内
都能很顺利吃完，当天同样的时长它只吃了
两三条鱼。呼吸也从平时的一次长呼吸伴
随两次短呼吸，变成了以短呼吸为主。
福久进入了分娩状态。监控频率立即

从随机取样观察升级为24小时不间断观
察，分娩现场布置2人，监控监测配备2人。
王超群仔细观察监控视频，发现福久的生殖
裂区域有有色液体溢出——福久快生了。

和人类分娩头部先出不同，水生哺乳动
物是尾鳍先娩出。中科院水生所科研助理、
武汉白鱀豚基金会的保护专员邓晓君在直
播中向公众解释，因为水生哺乳动物的呼吸
孔在头上，尾部先出可以防止它呛水，整个
分娩过程需要1.5-2个小时。而且，小江豚
出生后立刻就要游泳，所以尾巴娩出后就在
水里摆动，锻炼尾巴的能力，促进血液循环
和肺功能发育。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邓晓君就亲身

经历过一头小江豚头部先娩出的案例，那是
她第一次观察江豚生产，“圆圆的头先出来
后，5分钟就全部娩出，随后冲向水面呼吸”。

生物不同的个体特征造就了生物界的
多样性，也使得它们格外神秘、充满魅力，令
研究人员沉迷其中，沉醉不已。
“久久”的娩出过程也有不同之处。常

规分娩时，小江豚的尾鳍是像小拳头一样卷
着出来，“久久”的尾鳍则在露出母体时就完
全展开了，然后和妈妈共同努力。身体慢慢
地从母体中移出，到渐粗的胸膈位置时，分
娩过程略有卡顿，小“久久”在水中用力地勾
着尾巴，想要将自己拉出母亲的身体。这个
过程足足用了50多分钟。
晚上9点35分，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

时刻。一股血水从福久的体内喷出，随着脐
带断开，小“久久”像一枚炮弹般弹射出水，
呼吸到第一口空气后，又迅速返回水中，来
到妈妈的身边，伴随着妈妈游泳嬉戏。
这段珍贵的视频在7月5日-7日的“见

证长江江豚分娩”直播活动中，首次面向全
球公布，约有1.8亿人次共同陪伴福久经历

了待产、分娩和哺乳。很多网友在评论中
说，小江豚出水的那一刻，激动的泪水浸湿
了双眼。
小江豚编号为“F9C22”，“久久”是观看

直播的网友现场为它取的昵称。“久久”的性
别是它出生后3天，王超群才在监控视频中
确认的，那一次它的腹部恰好在摄像头前掠
过。白鱀豚馆在小“久久”出生前，饲养有6

头江豚，其中3头是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
但都是“男宝”，现在终于盼来了个“女宝”，
馆里的气氛立刻喜气洋洋。当然，除了人性
化的感受，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武汉白
鱀豚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郝玉江说，从
科学角度讲，人工饲养繁殖工作的延续还是
需要有新的雌性出生。

三 母女
这一次，福久表现出强烈的母性，主动

寻找着它的孩子，试图给它喂上第一口母
乳。然而，初生的“久久”对身边的世界充
满好奇，它迅速地满池游走，并不理会母亲
的亲近。撒欢3个多小时后，小江豚终于
感到体力不支，这才去寻找妈妈，母女俩“双
向奔赴”。
郝玉江说，小江豚生来并不知道妈妈的

奶在哪里，它会在母亲的背部和鳍肢上到处
寻找，一旦碰到乳腺，妈妈就会主动分泌乳
汁。通常小江豚出生后12小时内会吃上母
乳，“久久”是在第二天凌晨4点36分吃上第
一口奶的。
母女俩很快就亲密无间。每一头江豚

都有自己的个性，e波的妈妈福七是个“虎
妈”，带娃的时候管得特别严，一烦起来就用
尾巴打娃两下。福久还没当妈的时候“敢爱
敢恨”，喜欢哪头江豚就上去贴贴，不喜欢就
拿尾巴开扫。现在有了宝宝，她表现得很有
耐心。“久久”也特别乖巧，训练员喂妈妈的时
候，它就在旁边游来游去，乖乖地等着。有
时候等着急了，也会发点小脾气吐水，好像
在抱怨：“哼，这么长时间不管我。”
一切看似云淡风轻，其实危机四伏，新

生的江豚生命力并非看起来那样顽强，身边
环境中的一点点异样，都有可能导致意外的
后果。
从出生至今，“久久”仍然在24小时行为

监护之下。因为生产需要，王超群近两个月
没有管过家。他在白鱀豚馆工作12年了，对
江豚知根知底，江豚的一点细小变化，他都
知道怎么处理。比如池底巡护，哪里脱落了
一小块漆皮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1个月中，意外不是没有发生过。7月9

日凌晨1点12分，王超群的手机突然在黑暗
中响起，夜间值班人员报告，福久突然跳得
很厉害。王超群马上赶到馆内，此时江豚已
经平复，母幼豚相处和谐，他提起的一颗心
才放了下来。综合评估后，他判断这是一次
偶发行为。

四 解谜
尽管在馆里工作了20年，郝玉江只要

在武汉，每天都会去看江豚。了解越多，他
越觉得物种神奇。就像江豚生产的过程，他
再清楚不过了，但深层次的生理学机制，还
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为什么它要怀孕12

个月；吃奶看似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为什么
小江豚要学习才能获得；小江豚第一个月长
得飞快，体重会翻倍，它的发育过程也让人
惊叹生命的神奇……
对江豚之间的交流，目前也知之甚少。

江豚妈妈和孩子是怎么交流的，是不是靠声
音，是不是有语言符号的讯息，人们尚不知
道。郝玉江说，我们曾经记录过淘淘出生后
发出的声音信号，前22天只收集到一些低
频信号，此后才出现高频声呐信号（120-
140千赫兹）。专家初步判断江豚发出的低
频信号与它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和情感表达
有关。江豚发出的高频声呐信号相对研究
较多，这是江豚探测外界环境的工具，几乎
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它依据物体反射回声判
断“这是不是我喜欢吃的鱼”“这是一条多大
的鱼”或者“前面是条船，我怎么躲开”等等。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要饲养江豚？郝玉

江解释说，这是江豚保护技术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人工饲养繁育研究可以为长江
江豚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以及搁浅救助等提
供科学和技术支撑，是长江江豚物种保护的
技术保障。而野外环境下，很难对江豚的行
为、生理等开展深入的研究。
早期曾有研究者推测江豚的怀孕期是

9-10个月，对母豚的需求、幼豚的生活习惯、
幼豚与妈妈之间的关系，也都无从知晓。通
过人工繁育，人们对江豚的繁殖过程和生理
规律更加清楚，有助于制订野外保护措施。
如在江豚繁殖期内，加强对江豚主要栖息地
的保护，减少人为干扰，针对一些区域和时
段的人类活动提出管理建议等。这对保护
江豚种群至关重要，因为江豚的哺乳期特别
是前3个月，小江豚完全依靠妈妈的乳汁存
活，母子关系非常重要。假如在江豚生产
时，碰巧有条大船驶过，将妈妈与幼豚分开
了，小江豚就很可能会死亡。
在人工环境下对声音信号记录的研究，

可以了解江豚发声的规律、频次范围，江豚
对什么频率的声音更敏感，多大强度的声音
会对它造成干扰等等，也可以为减少船舶噪
声对江豚的干扰提出建议。

五 守护
相比其他生命阶段，生命的诞生与离去

更能唤起人类的共鸣。7月5日-7日，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通过新华
社首次对外公布长江江豚分娩的全过程监
控视频。郝玉江说，直播正是为了让更多人
了解江豚、喜欢江豚，由此加入到保护长江、

保护长江水生生物的行动中来。
近二三十年来，经过科研人员和社会各

界的努力，大大推动社会层面的认知转变。
邓晓君说，老师们年轻的时候去野外做保
护，当地人纳闷“江豚又不能吃，为什么要保
护？”后来，疑问变成了想保护，却不知该怎
样保护；现在，已经是一种全新的场景，全民
集思广议地考虑如何去保护。
目前，江豚保护主要有就地保护，迁地

保护和人工饲养繁育研究三种渠道。其中，
长江干流及东洞庭湖、鄱阳湖共建立了8处
就地自然保护区，同时还在湖北石首天鹅
洲、监利何王庙，以及安徽安庆西江建立了
3处自然迁地保护区，另外，在铜陵夹江还
建立了1处半自然迁地保护区，迁地保护种
群数量已经超过150头，这些举措为江豚物
种保护构筑了坚实保障。

2012年的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
显示，长江干流中的江豚总数仅1045头。
与2006年统计的1800头相比，干流江豚种
群数量下降超过了13%，这一数字令科研人
员感到震惊和紧迫。以此推测，这一物种可
能撑不了10年。
据此，2013年，江豚的濒危等级被调为

极度濒危级。2014年，农业部专门发布通
知，要求对江豚按一级保护动物对待。

2016年初，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理念提出，长江沿岸各省市在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中陆续移除、改造、升级沿线
码头，恢复长江自然岸线。

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统计
得出江豚种群数量为1012头，这给了研究
者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说明江豚自然种群
快速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这让我们十
分兴奋。这么多年推动保护，看到这一物种
从衰退到恢复，有了希望。”

2020年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长江十
年禁渔计划》，2021年成为长江“十年禁渔”
的开局之年。
保护的效果开始显现。常年在长江边

研究水生生物的郝玉江说，很多年没见过的
鱼类种类都出现了，江豚也在各地逐渐亮
相，2022年3月23日，长江武汉上游段首次
在涨水季节发现成群江豚。

2007年8月8日，白鱀豚被正式宣布功
能性灭绝。2002年7月14日，最后一只白
鱀豚“淇淇”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白鱀豚馆离世。但至今，“白鱀豚馆”的名字
仍然保留着，1996年成立的武汉白鱀豚保
护基金会也仍沿用原名，并且是国内唯一一
个以水生动物命名的基金会。郝玉江说，这
是为了纪念与警醒，让人们永远记住在长江
里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个美丽的物种，优雅的
豚类。虽然保护白鱀豚已经是个难圆的梦，
但我们的使命不变，希望能够保护好长江里
的其他水生生物，让更多的人关爱母亲河，
关爱生活在母亲河里的每一个生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位于武汉洪山区南望山西路，这是闹市区
中间一块相对安静的区域。长江江豚“福久”和它刚出生的宝宝小“久久”正在馆内的
繁育池中嬉戏（见下图）。7月初，小“久久”在人工环境下娩出母体的视频首次面向全
球公布，1.8亿人次的网络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珍贵时刻。
在“久久”出生后不到1个月的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长江特

有物种白鲟已经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这一噩耗无疑给“久久”的诞生增添了一抹悲
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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