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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政府工作人員或科研工作者，「守
望者」對中華白海豚的保護工作絲毫不敢掉
以輕心。研究者指出，儘管當前的觀測數據
相對平穩，但觀測結果也會存在一定的滯後
性；同時，現有的數據量還不足以支撐更加
準確的量化判斷，目前的技術也不足以支撐
人們在中華白海豚身上植入芯片或者GPS定

位裝置進行定點追蹤。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

陳濤說，在大橋通車後，還需要對橋墩、人工
島和隧道可能對白海豚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
同時還要開展持續多年的監測和調查。等伶仃
洋的中華白海豚重新形成相對穩定的狀態，才
能進一步分析和作出更加科學的結論。

食物質量趨降
相比大橋工程，陳濤更擔心珠江口的漁業資

源，他表示，「中華白海豚喜歡吃的底層魚類
佔比在不斷減少，食物質量還在下降。」他說。
陳海亮說，粵港澳正在籌建中華白海豚粵

港澳保護聯盟，聯合開展對中華白海豚的日
常救護、信息共享和科學研究活動，大量第
三方機構和民間組織將參與其間。■新華社

大橋通車後挑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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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兌現
承諾兌現：：

如何讓大橋的建設不影響中華白海豚們
的居住，成為像陳希這樣的「海豚守

望者」們關注的焦點。「大橋通車、白海豚
不搬家」是他們的承諾。
為了兌現這一承諾，近年來，僅得到保護

區支持的粵港澳研究和監測白海豚的科技人
員就超過100人。在大橋主體工程建設的7
年裡，保護區管理局和建設方、施工單位還
聯合培養了數以千計的「觀豚員」和「海豚
守望者」。

「持證」後方可上崗
「我們在大橋開工前就提出了7方面海洋

監測和中華白海豚保護工作要求，其中一項
就是對施工人員進行中華白海豚保護培
訓。」廣東珠江口中華白海豚保護區管理局
局長陳海亮說，「培訓共進行了29次，只有
經過培訓且考試合格拿到『觀豚證』後，施
工隊伍才可以開工。」
34歲的駱國才就是一名持證上崗的「觀豚

員」。他的任務是和另一名「觀豚員」一
起，在施工前乘坐船隻，對周邊海域進行10
分鐘的觀測。
「如果看見白海豚，可以播放天敵虎鯨的

聲音，或者用竹竿敲打船沿，警告白海豚盡
快離開。」他說。

8年間每年出海70多天次
此外，從2011年起，保護區管理局與香港
大學、中山大學等單位合作，開展珠江口中
華白海豚資源監測工作。8年來，項目組每
年出海70多天次，每年航程超過7,000公
里。
如今，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大量觀測數據

和現場監管情況表明，儘管大橋在建設期間對
白海豚有一定影響，但在各方努力下，「大橋
通車、白海豚不搬家」的承諾守住了。
截至今年7月，來自粵港澳三地的監測人員

在珠江口水域累計識別出2,367頭中華白海豚。

■粵港澳三地正在籌建中華白海豚粵港澳保護聯盟，共同
推動中華白海豚保護事業發展。圖為工程師陳希在介紹數
據庫中記錄的白海豚背鰭特點。 新華社

「從我們監測的情況看，歸屬
於廣東管轄的、與香港毗鄰的伶
仃洋水域裡，近四五年來一直穩
定地活躍着950頭到1,000頭中華
白海豚。而在廣東水域內也識別
到一些原來活動在香港水域的白
海豚，和大橋建設前相比，牠們
的活動水域有所變化，但牠們的
確還在。」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
南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陳濤說。
陳濤從1997年開始進行中華白

海豚保護監測。2013年到2017年
間，他和同事每月出海一周左
右，租用漁船在5,000多平方公
里的海域內追尋中華白海豚。

海豚總體數量相對穩定
陳濤說，研究表明，中華白海

豚在珠江口的遷徙受到餌料生
物、河口沖淡水季節變化和人類
活動等綜合因素影響。儘管「識
別數目持續增多」還不能直接推
導出「白海豚數量增多」這一結
論，但珠江口中華白海豚種群的
總體數量相對穩定、部分中華白

海豚個體的活動水域發生變化，
已經成為內地多數研究人員的共
識。
他還認為，人們不宜用局部小

範圍海域的中華白海豚觀測數量
變化，對這個種群的生存狀態作
出簡單結論。持續調查表明，珠
江口中華白海豚種群的分佈範圍
並不局限於與香港、珠海毗鄰的
伶仃洋水域，而是沿着河口海
岸，連續向西分佈至陽江海陵島
沿岸海域。

7年間海豚未因施工傷亡
作為港珠澳大橋對白海豚影響

專題研究報告的參與者之一，該
所另一位研究員何國民也是一名
「海豚守望者」。
「7年間沒有發生一宗因為施

工直接導致中華白海豚傷亡的事
故。這讓我很欣慰。」他說，
「我個人認為，施工期間內伶仃
洋水域有所減少的中華白海豚，
未來幾年也可能隨着環境的穩定
而逐步回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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