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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鲵保护与繁育国际研讨会在西安胜利召开

中国大鲵保护与繁育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Workshop for the Chinese Giant Salamander) 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 ～ 6 月 3 日在中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胜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陕西师 范 大 学 与 英 国 伦 敦 动 物 学 会 联

合主办，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学分会、陕西省动物学会、陕西省水产学会、

陕西省水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及汉中市大鲵保护与发展协会协办。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国际

动物保护组织以及我国( 包括香港、台湾) 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学者、政府及保护区管理者、养殖企业代表等 70 余

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萧正洪教 授、农 业 部 水 生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办 公 室 樊 祥 国 处 长、中 国 动

物学会两栖爬行动物学分会主任委员计翔教授、陕西省 渔 业 局 局 长 刘 兴 连 研 究 员、香 港 嘉 道 理 农 场 暨 植 物 园 中 国

项目部主管陈辈乐博士、英国伦敦动物学会专家 Helen Meredlith 博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为了有效保护中国大鲵，我国各地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展 中 国 大 鲵 的 人 工 繁 育 研 究 工 作 并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形成了中国大鲵的全人工、原生态、仿生态等 3 种人工繁育技术。通过这些繁育技术使得我国人工繁育的中国

大鲵种群数量不断增加，这也为我国政府开展中国大鲵的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奠定了充足的苗种支持。为了使中国

大鲵野生种群数量得到尽快恢复，在农业部统一组织下，我 国 各 级 渔 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积 极 开 展 中 国 大 鲵 的 增 殖 放

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2 年以来共放流中国大鲵 3 万多尾。这项活动的实施，不仅使中国大鲵的野生种群数

量得到了有效恢复，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而且对提高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引起了国内外动

物保护组织的极大关注，为我国各级政府在濒危野生动 物 保 护 方 面 树 立 了 良 好 的 国 际 形 象，产 生 了 明 显 的 社 会 效

益。

在为期 4 天的研讨会上，代表们就国际濒危野生 动 物 保 护 的 成 功 案 例 与 有 关 学 术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

多方位探讨了中国大鲵保护与繁育的优先事项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方案和建议。本次会议共有 31 位国内外

专家作大会报告，大会还就中国大鲵的监测数据和 致 危 因 素、加 强 保 护 区 网 络 建 设、养 殖 中 国 大 鲵 的 重 要 性、保 护

中国大鲵基因的完整性、疾病对两栖动物的威胁、提升 公 众 对 中 国 大 鲵 的 保 护 意 识 等 5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充 分 讨 论 并

达成共识。

2010 年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在今年探讨中国大鲵的保护与繁育问题，正好反 映 了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年 活 动 的

主题。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我国科研人员、动 物 保 护 与 管 理 者 了 解 和 借 鉴 国 际 上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方面的先进理念、技术、科研最新动态将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向全球推介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大鲵人工繁育方

面的成功经验。这次研讨会是我国首次以中国大鲵保护与繁育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对该物种的有效保护产生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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