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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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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 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

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对长江干流 ２ 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 １２ 次

考察，并收集了这 ２ 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１２ 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 ２１５ 头次，平均

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１７．９２±７．０９）头次。 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 ５９％，分析发现，仅约 １３．９％的江豚分布在固化

河岸水域，８６．１％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 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

相关（ ｒ＝ －０．６３９， Ｐ＜０．０１）。 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 ５０ ｍ 水域的江豚占 ３１．８％，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 ２ 头江豚活动在近岸

５０ ｍ 水域内。 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 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 １０ ｋｍ 江段 １２ 次考察均未

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 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

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

护和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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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生态系统食物链顶端，占用较大栖息地的物种，在生境破碎过程中是最先灭绝的动物［１］，其中栖息

地毁坏所带来的食物链结构的改变是灭绝的直接原因［２］。 淡水豚类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顶级生物，对河流生

境变化特别敏感，白鱀豚（ ｌｉｐｏｔｅｓ．ｖｅｘｉｌｌｉｆｅｒ）的功能性灭绝、恒河豚（Ｐｌａｔａｎｉｓｔａ 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ａｍｉｎｏｒ）的濒危、湄公河中

伊河豚（Ｏｒｃａｅｌｌａ ｂｒｅ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数量的急剧下降等，都是人类经济活动直接毁坏豚类栖息地造成的后果［３⁃６］。
长江江豚（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以下简称“江豚”）仅分布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

鄱阳湖和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中［７］。 １９９０ 年代早期，长江干流中江豚数量至少 ２７００ 头，从宜昌至上海 １８００
ｋｍ 江段呈斑块状连续分布，集群规模达 ２０ 头以上约 ３％［８］。 ２０１２ 年，长江干流中江豚种群数量仅 ５００ 头左

右，每年仍以 １３．７％速度在下降，已经极度濒危［９］。 随着江豚种群的持续下降，其在长江干流的分布也呈现破

碎化，如武汉以上江段存在 ３ 个长约 １８０ ｋｍ 的分布空白区［９⁃１０］。
江豚对栖息地有较强的选择性。 据报道，长江干流约有 ８０％的江豚栖居在近岸 ３００ ｍ 的浅水水域［８，１１］，

尤其喜爱岸型为自然泥沙质的近岸水域，且喜好在江河、江湖交汇处和沙洲附近等水域活动，原因是这些水域

河床坡度平缓，底质为淤泥，水流缓慢，水生生物资源丰富，人类活动少［８，１１⁃１５］。 然而，随着长江航道整治、港
口码头建设及防洪的需求，很多自然河岸被块石或混凝土固化，固化河岸近岸水域底质常为抛石固脚。 这些

自然河岸固化后，近岸水生植被与底栖生物的毁坏，导致渔业环境退化，由此给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仍不甚清楚。
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上起湖口，下至枞阳县栏江矶，全长约 １５０ ｋｍ。 该保护区江豚喜爱的自然栖息地

类型非常多，如心滩、沙洲、迳流和通江湖泊入口等。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长江豚类考察结果显示，安庆保护区

是长江干流江豚分布最密集的江段［９⁃１０，１６］。 然而，本世纪起，保护区内的许多涉水建设项目，都需要护坡护

岸，自然河岸在逐年消失。 本文选择保护区内的 ２ 个自然河段，官洲河段和安庆河段（吉阳叽⁃钱江嘴，图 １），
在不同的水位期，调查江豚数量、集群规模、分布特征，并结合固化河岸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自然河岸和固化

河岸与江豚分布模式之间的关系，探讨河岸固化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不仅为江豚重要栖息管护

与修复提供对策，也为长江涉水工程环保措施制定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水域和研究时间

本研究选择安庆江豚自然保护区内的 ２ 个自然河段（官洲河段和安庆河段），全长约 ５７ ｋｍ，包括保护区

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开展相关研究。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对研究区域内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共进

行了 １２ 次目视考察，考察的月份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６ 月、７ 月、８ 月、９ 月、１１ 月、１２ 月，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不同

水位期，由于水文环境的差异，江豚的分布可能会不同，依据每年 １１ 月至次年 ２ 月，长江水位较低，５—８ 月，
水位较高，其余月份水位居中，故将考察分为低水位、平水位和高水位 ３ 个时期。
１．２　 研究方法

在长江干流中，约有 ８０％的长江江豚栖息在近岸 ３００ ｍ 水域内［８，１１］。 因此，利用小型渔船作为目视观测

平台，沿长江和沙洲两岸，对近岸 ３００ ｍ 水域内的江豚分布进行考察，能很好地反应长江江豚的分布特征。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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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曾被多次运用到研究江豚分布的考察中［１７⁃１９］。 本研究采用以小型渔船作为目视观测平台来调查安庆

河段长江江豚的分布特征。 每次考察租用 ２ 条小型渔船，同时沿南北两侧江岸或者沙洲岸，保持距岸 １５０ ｍ
左右航行，研究人员主要以裸眼观察，并使用双筒望远镜（Ｆｕｊｉｎｏｎ，７×５０）进行辅助，对以船为中轴线的 ３００ ｍ
近岸水域范围内的长江江豚进行观察。 由于江豚的平均游动速度为 ４．５ ｋｍ ／ ｈ［２０］，考察时，船速控制在 ５—１２
ｋｍ ／ ｈ，可避免重复记录。 每艘船上考察队由 ４ 名成员组成，３ 名队员组成主要观察队（ＰＯ，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观察平台高于水面约 ２ ｍ。 ＰＯ 观察时，１ 名队员观察左边－９０°至 １０°，１ 名队员观察右边 ９０°至－１０°，这 ２ 名队

员都覆盖航线前方区域，以保证中线上能够有很好的覆盖度。 １ 名队员负责记录，另 １ 名队员先休息，每 ０．５ ｈ
观察队员换一次位置。 队员工作 １．５ ｈ，休息 ０．５ ｈ，以保证精力充足。 观察天气选择在无风或者微风的晴天、
阴天或者小雨天气，以保证观察距离和观察效率。 为了减少每次观察之间的误差，我们租用相同的渔船和渔

民，每次考察的观察员也相同。 并且在每次考察开始之前，对所有观察队员进行一天观察和数据记录培训。
１．３　 数据记录和分析

野外考察采用手持 ＧＰＳ 记录航迹和江豚出现的坐标点，按照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大型长江淡水豚类考察所使

用的记录方法，记录观测到的长江江豚的具体信息有：离岸距离、群体大小、江豚行为、栖息环境等。 野外母子

对的确定，是依据幼豚较小，常位于母豚腰上方（队列位） ［２１］，出水呼吸行为短促，不像成年江豚一样平缓的

出水，而是几乎垂直地冲出水面。 固化河岸的类型和起始点也在考察过程中记录下来。 ＧＰＳ 航迹上固化河岸

和自然河岸的长度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的距离测量工具测量，计算每 ３ ｋｍ 自然河岸和固化河岸的长度比例和对

应的每 ３ ｋｍ 江豚的数量，用来分析固化河岸与江豚的分布模式之间的关系。 本文数据处理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 ＵＳＡ）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江豚数量

共进行了 １２ 次考察，其中低水位 ５ 次，平水位 ３ 次，高水位 ４ 次，单次考察双船考察里程约 １２０ ｋｍ。 考察

累计观察到江豚 １０２ 群次，２１５ 头次，平均单次考察观察到江豚（１７．９２±７．０９）头次。 高水位累计观察到江豚

２８ 群次，６２ 头次，平均每次观察到江豚（１５．５±３．８７）头次；平水位累计观察到江豚 ２２ 群次，５６ 头次，平均每次

观察到江豚（１８．７±１１．２４）头次；低水位累计观察到江豚 ５２ 群次，９７ 头次，平均每次观察到江豚（１９．４±７．４０）头
次（表 １）。 ３ 个水位期平均观察到的江豚头数无显著差异（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Ｆ＝ ０．３１４，Ｐ＞０．０５）。

表 １　 不同水位期观测到的江豚群次、数量、最大群体和母子对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ｃａｌｆ ｐａｉ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考察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ｓ

考察日期
Ｄａｔａ

江豚群次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目击率 ／
（群次 ／ ｋ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江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最大群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ｚｅ

母子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ａｌｆ ｐａｉ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低水位期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 ８ ０．０６８ １５ ４ ０

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６⁃１２⁃６ ８ ０．０６７ ２０ ５ ０

２０１６⁃１２⁃２２ ２０ ０．１６５ ３２ ４ １

２０１７⁃１⁃５ ９ ０．０７７ １６ ３ ２

２０１７⁃１⁃１３ ７ ０．０６０ １４ ３ １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４±５．４１ ０．０８７４±０．０４３７９ １９．４±７．４０ ３．８±０．８４ ０．８±０．８４

平水位期 ２０１６⁃３⁃１ １３ ０．１１１ ３１ ６ ２

Ｍｉｄｄ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６⁃３⁃３ ７ ０．０５９ １６ ５ ２

２０１６⁃９⁃４ ２ ０．０１７ ９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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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考察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ｓ

考察日期
Ｄａｔａ

江豚群次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目击率 ／
（群次 ／ ｋ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ａｔｅ

江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最大群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ｚｅ

母子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ａｌｆ ｐａｉ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３３±５．５０８ ０．０６２３±０．０４７０９ １８．７±１１．２４ ５．７±０．５８ ２．３±０．５８

高水位期 ２０１６⁃６⁃４ ６ ０．０４９ １０ ２ ３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６⁃６⁃７ ４ ０．０３４ １６ ７ ５

２０１６⁃７⁃３ １０ ０．０８５ １９ ４ ２

２０１６⁃７⁃５ ８ ０．０６６ １７ ５ ３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０±２．５８ ０．０５８５±０．０２１９８ １５．５±３．８７ ４．５±２．０８ ３．３±１．２６

２．２　 集群规模

考察累计观察到的江豚群体大小 １—７ 头不等，以 １—２ 头最常见，占 ７４．５％；３—４ 头占 １８．６％；５—７ 头占

６．９％。 高水位期和低水位期，１—２ 头的小群体分别占有 ７８．６％和 ７８．８％。 平水位期 １—２ 头的小群体仅占

５９．１％，约 ４０．９％的群体均为 ３ 头或以上集群。 不同水位期江豚的群体组成和不同河岸江豚的群体组成见图

１，可以看出，自然河岸 ５—７ 头的江豚大群体占 ８％，分布在固化河岸的最大群体为 ４ 头。

图 １　 不同水位期以及不同岸型江豚的集群规模

Ｆｉｇ．１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ｚ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ｓｔｙｌｅｓ

共观察到母子对 ２４ 对，最多一次观察到 ５ 对。 本研究中，春夏季（３—９ 月）７ 次调察，记录母子对 ２０ 对，
均值 ２．８６±１．０６９。 秋冬季（１１ 月—次年 １ 月），５ 次调查，记录母子对 ４ 对，均值 ０．８０±０．８３７。 春夏季观察到的

母子对数量要显著高于秋冬季（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Ｆ＝ １２．７８，Ｐ＜０．０１）。
２．３　 江豚分布

图 ２ 为 １２ 次考察所记录的江豚次数累积分布叠加图，安庆城区长约 １０ ｋｍ 的江段，没有发现江豚。 皖河

口－官洲尾、官洲洲头、鹅毛洲洲头—南岸水域均是江豚的密集分布区。 鹅毛洲洲头－江南岸水域累积观察到

的江豚数量最多，共 ５７ 头次，占总观察头次的 ２６．５％，最大群体达 ７ 头。
江豚在自然河岸和固化河岸都呈现近岸分布，累计观察到栖息在距岸 ３００ ｍ 以内水域的江豚占 ８４．９％。

在自然河岸，８５．４％的江豚栖息在距岸 ３００ ｍ 以内水域，其中分布在 ５０ ｍ 水域范围内分布的江豚占 ３１．８％；在
固化河岸，８０．０％的江豚栖息在距岸 ３００ ｍ 以内水域，其中仅观察到 ２ 头江豚活动在近岸 ５０ ｍ 水域内（图 ３）。
２．４　 固化河岸与江豚的分布模式之间的关系

官洲河段和安庆河段固化河岸共 １１ 段，主要分为 ３ 类，巩固堤岸的石质护坡护岸（干砌块石、浆砌块石或

浆砌预制块），城区沿江建设带（防洪墙和码头）和密集码头岸型。 如图 １ 所示，２ 号为城区防洪墙段和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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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江段江豚的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ｆｉｎｌｅｓｓ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中彩色圆点代表江豚群体大小，①—黑色粗线条代表 １１ 段固化河岸

图 ３　 累计观察到的江豚距岸距离和在自然河岸和固化河岸分别观察到的江豚距岸距离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ｓｈｏｗ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ｓｈｏｗ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ｓ

区；１０ 号为鹅毛洲南汊密集码头区，此水域有大量船舶停靠；７ 号为大渡口镇建设带和少量码头区，其余段均

为石质护岸护坡段。 固化河岸总长 ７１．３ ｋｍ，约占两个河段岸线总长的 ５９％。 高水位、平水位和低水位，分布

在固化河岸的江豚分别占观察到的江豚总数的 ９．６％，１９．６％和 １３．４％，累计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的江豚占观

察记录江豚总数的 １３．９％。 官洲河段和安庆河段约 ４１％的河岸为自然河岸，高水位、平水位和低水位，分布在

自然河岸的江豚分别占观察到的江豚总数的 ９１．４％，８０．４％和 ８６．６％，累计选择利用自然河岸的江豚占观察到

的江豚总数的 ８６．１％（图 ３）。 进一步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发现，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３ ｋｍ）的分布数量与该段

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 ｒ ＝ －０．６３９，Ｐ＜０．０１，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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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江豚分布数量与固化河岸比例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３　 讨论

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是长江干流江豚分布密度

最高的区域［９⁃１０，１６］。 本研究在官洲和安庆两个自然河

段的不同水位期，平均观察到的江豚数量无显著差异，
这提示栖居在本河段的江豚数量比较稳定。 但研究发

现在不同季节观察到的母子对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春
夏季观察到的母子对较多。 在野外能确定为母子对的，
幼豚一般很小，多为几月龄，出水方式和母子豚体位较

为独特。 本研究在春夏季观察到母子对较多，说明春夏

季是江豚分娩高峰季节，这与以往关于江豚繁殖生物学

的多项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３，２２⁃２３］。 江豚的集群规模一

般较小，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研究表明江豚 １—５ 头群体最常见，约占 ８８％，其中又以 ２—３ 头群体占有比例最

高［８］。 而在本研究中，３ 头及以上群体占有比例要明显低于 １—２ 头群体，５ 头及以上的群体占有比例更少。
另外，平水位期观察到 ３ 头及以上江豚群体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高水位期和低水位期，而分布在自然河岸的集

群规模也要大于分布在固化河岸的。
受食物资源、水文、地形地貌和不同栖息斑块之间迁移可能性等因素影响，淡水豚类对栖息地的选择较为

复杂，对生境的变化也非常敏感［２４⁃２５］。 人类经济活动，其中包括水利工程等［３⁃６，２６］，直接毁坏豚类栖息地，是
导致豚类种群衰退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发现，固化河岸如城市建设带、石质护岸、密集码头区等对江豚分布产

生严重影响。 从图 ２ 可以看出，自然河岸的沙洲或干流水域，几乎都有江豚分布，而在固化河岸，如官洲北侧

的石质护岸带、安庆城区防洪墙、大渡口护坡带、鹅毛洲的石质护岸带和洲南汊密集的码头区，极少发现江豚

分布。 统计分析发现，长江江豚的分布数量与固化河岸长度所占比例呈显著负相关。 长江江豚喜欢栖居在河

床坡度平缓，水流较缓，底质为淤泥的近岸浅水区［８，１１⁃１５］，固化河岸不仅破坏了平缓的河床坡度，底部多还有

抛石护脚，改变了江豚和其食物鱼资源栖息所需要的水文和水生态环境，可能是江豚避开固化河岸的因素之

一。 Ｗａｎｇ［２７］等曾在靠近皖河口的安庆城区西侧码头区，频繁探测到江豚觅食信号，并且比较发现，该区域鱼

类资源较周边水域更加丰富。 本研究中历次考察也发现有江豚频繁在该水域活动，这可能是由于该水域是安

庆渔民集中停泊区，渔民饮食废弃物较多，而该水域又紧挨江豚重要栖息地皖河口—官洲尾江段，抛在水中吸

引鱼类和江豚聚集。 而在鹅毛洲南汊，密集的码头和航运船舶的密集分布区，则极少发现江豚分布。 江豚不

仅避开固化河岸，分布在固化河岸的江豚也远离近岸分布。 研究发现，虽然无论是在自然河岸还是在固化河

岸，分布在近岸 ３００ ｍ 水域范围内的江豚均占 ８０％以上，但是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的影响，如在

固化河岸，分布在近岸 ５０ ｍ 水域内的江豚仅观察到 ２ 头，而在自然河岸，分布在 ５０ ｍ 水域内的江豚占到

３１．８％。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呈快速下降趋势，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９，２６］。 固化河岸不仅导致

江豚的栖息地丧失，还导致江豚栖息地质量退化，江豚栖息地破碎化加重。 本研究发现安庆城区防洪墙和对

岸大渡口镇护坡带之间，约有 １０ ｋｍ 江段，均未发现江豚。 这说明该区域江豚的栖息地毁坏可能较严重，江豚

在该区域出现的概率极低。 如果这些区域得不到有效恢复，甚至是进一步恶化或者扩大，就有可能导致分布

在鹅毛洲与官洲的江豚相互隔离，慢慢形成破碎化分布格局。 Ｂｒａｕｌｉｋ［４］等通过模拟恒河豚栖息地破碎化与灭

绝概率，发现破碎的栖息地面积越小，分布在此处的豚类越容易灭绝。 本世纪起，在长江干流中类似安庆这样

的沿江城市都建有防洪墙，栖息地破碎化越来越严重，对此给江豚长期生存带来的影响应给予重视。
河流动物的栖息地通常由很多大小不同的斑块组成，动物能否在各栖息斑块之间自由迁移，是种群之间

交流的关键［４，２８］。 从图 ２ 可以看出，鹅毛洲洲头水域是江豚分布的重点水域，最大集群规模达到 ７ 头。 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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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城市防洪墙、大渡口护坡带和港区码头等固化河岸的影响，江豚向上迁移受到影响，仅通过鹅毛洲中汊与

洲尾江豚仍维系着交流。 鹅毛洲的北汊和南汊都有大片的码头区、护岸护滩岸线较长，江豚很少通过。 目前

中汊，人类活动少，自然岸线多，全年都有江豚栖息活动。 研究推测中汊可能是鹅毛洲洲头和洲尾江豚交流的

唯一廊道。 在长江干流，管护好江豚迁移廊道，是防止生活在不同斑块栖息中江豚逐渐消失的关键措施。
总之，本研究通过分析江豚的自然分布与河岸类型的关系，发现分布在泥沙质自然河岸的江豚数量要显

著高于分布在固化河岸的数量，且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

相关，这都表明固化河岸的近岸水域可能已非江豚适宜栖息地。 研究发现，河岸固化不仅导致江豚栖息地直

接丧失和栖息地质量衰退，也导致各栖息地斑块间连通程度下降。 在长江干流，固化河岸所占的比例非常高，
且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河岸被固化，本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
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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