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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近年来，水草籽的捕获活动显著增加，主要以满足外地养鱼养虾企业需求为主

导。为深入了解这一情况，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

绿会）展开了对河北白洋淀水域水草籽捕获的调查。研究指出了机动捕捞船与手动捕

捞船之间的区别，并特别强调了机械捕捞可能对底栖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

水体搅浑和底栖结构破坏等方面。在确保绿水青山保护的前提下，可以进行人工捕捞

船的操作，同时也要科学控制捕捞时间和数量。对于机械捕捞船是要禁用的。此外，

本文还提倡科学捕捞水草籽和芦苇等植被，发挥其生态价值，同时结合科学研究、法

规制度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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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的一个周五晚上，当

地群众给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

会）研究室同事发来了反映白洋淀上

有几十只船捞草籽的情况，表达了对

于可能存在的生态影响的担心。收到

情况之后，我们很重视。那个周日早

上，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河北安新县

白洋淀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并访谈

了当地淀上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

在我们去白洋淀淀上的调查中，

看到了草籽儿。既看到了人力的捞草

籽船，也看到了自动化的机器的捞草

籽儿船。捞水草籽儿，据当地的农民

说，是这两年才有，因为水清了。另

外当地农民说，这两年也才开始捞，

捞没关系，捞并不影响它来年的生长，

但是事实上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去年

（2021 年）只有两三艘这种机械的船

只捞，还有一些人工的船只捞；人工

的船，每一天大概能捞 500 公斤左右，

机械的船只捞草籽儿，捕捞量几十倍

是没问题的。关于市场价格：我们在

调研中了解到，去年（2021 年）草籽

一 斤 卖 到 一 块 钱 左 右 。 关 于 今 年

（2022 年）卖到价格多少，受访的捕

捞者当时告知我们：今年还没有人来

收购。

这个草籽是干什么用的呢？主

要是外地的一些养鱼养虾的企业，收

购了这个草籽之后，在来年放在他们

的池塘里，草籽就会长成小水草，小



7

水草是鱼虾等他们养殖的水产品的

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所以，这两年开始火起来了，由

于去年的收成不错，说一条机动的船

大概能挣个 10 万-30 万。换而言之，

买一条船，不到大概一年完全回本了。

所以，今年淀上一下子增加了三、

四十条机动捕捞船。

机动捕捞船与手动船（人工船）

的区别在哪？

机动船是把底泥——它下面

有一个钉耙，跟猪八戒的耙子似

的，一条船拖两个钉耙，钉耙把

底泥和底栖生物全部都吸上了。

吸上来之后进入过滤系统，把草

籽留下，其他的东西再还到湖里

去，这样一个动作。

它会整个的把淀里的水搅得非

常浑，把底栖生态的基本结构就打乱

了。另外，机械化作业就好像“电蚯

蚓机”的效率一样，它的功能效率速

度太厉害，它是根本性的收割，所有

的底栖系统基本上都耙上来了，所以

一个是对于底栖结构的强大的扰动

（对于水体的质量的浑浊的情况的

扰动，因为它底下淤泥的颗粒度很低

很小，所以它悬浮状态吊起来之后会

停留时间比较长），它会对于水的浊

度影响会比较大。

根据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白

洋淀上捞籽儿所涉及的水草物种并

不是濒危保护名录里面的植物。最主

要的，我们倡导的“邻里生物多样性

保护”（BCON），讲究在生产、生活

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我们倡

导要求的保护，在确保不破坏生态环

境、可持续的前提下，也不是完全不

允许生产。

所以，对于白洋淀捞草籽儿，我

们的基本主张是：

（一）人工船捕捞是可以的。在

控制时间、控制捕捞量的前提下，是

可以作业的；

（二）机械捕捞船应该禁止。

我们建议，控制在每年某几个月

可以进行捞草籽儿作业。至于具体时

间段的建议，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

科学研究。另外每年白洋淀可以捞出

多少船来？承载产出量是多少吨草

籽？这个要研究。我们如果把这两件

事把握好，这个草籽儿是可以捞的。

但是，机械捕捞船应该禁止。因

为白洋淀现在主要的还是“绿水青山”

的保护，是第一位；野生资源的采摘

和利用是第二位的。无论是金山银山

变绿水青山，还是绿水青山变金山银

山，一定要以不“破坏青山”为前提。

一言以蔽之，通过我们的调研、

研讨、与有关专家的交流，我们现在

的建议是这样的。至于具体几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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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要和水生专家、并根据白洋淀的

气候和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找到一个

好的节点，作为建议，为决策提供支

持。

至于捕捞的量，我们还要请我们

的绿会生物多样性专家进一步的研

究——白洋淀现在的状况，每年可以

捞多少、可以承载多少艘船才能够保

证它的系统不受到破坏等等。

研究了这个之后，我们和绿会的

有关专家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我

们了解到，其实北京的河流里草籽儿

也存在，北京的有些河流每年还大量

的打捞水草（不是捞草籽，而是打捞

水草），然后捞上来就扔在两岸上，

这种作业现也在进行。对此，我们对

这件事也有几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

打捞的水草要有用，水草打捞要能卖，

而现在简单的抛在那里、弃置了，我

们觉得是有点浪费这个资源。另外我

们也可以建议，不是打捞水草，而是

时间上提早一些、去打捞草籽（因为

控制好草籽，就能控制好后来的水草

的量）。草籽，现在是可以准确知道

的是可以卖的，是可以能够为我们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是

可以变成直接的生态价值。

所以，建议北京打捞水草的，可

以改为“预控”地打捞草籽儿——在

适当的时间打捞适当的量的草仔，以

此来控制水草的不过量。

水草是生态的一部分，什么情况

下是过量？该不该清理掉？清理出

来清理多少？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

题。作为湿地和河流，它里边的植物

（比如芦苇也是这样），我们在自然

界中，可以少一点打扰。但是，在长

期人工环境下，人工湿地（不是人造

的湿地）和周边有人的生活和生产，

长期的生活生产形成了一个稳定的

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应该继续的

保持。芦苇可以割，水草可以捞，一

个良性的结果是它们变成了金山银

山。

第二个良性的结果是，适当的收

割可能对“绿水青山”的生态健康更

为有益。就像草原一样：草原如果长

期禁止放牧，草场也会退化；所以适

当的放牧，是有益于草场的健康的。

芦苇和水草也是这样，适当的割芦苇

和收水草，会对水体甚至整个生态系

统不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可以是正面

的影响。收获了一批，其实它就会减

少在自然水体之中的蜕变。

我们知道像水草、芦苇之类的，

它在腐烂和腐败的过程之中，它当然

有一部分变成了泥炭沉积下了，但是

还有一部分，它就会产生比如说沼气。

我们知道甲烷也是温室气体，如果把

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变成了水草，

水草在催化过程之中又有一部分变

成了甲烷，而甲烷排入到大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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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温室气体效应比二氧化碳还大

（有的人甚至说的很夸张，说放大

100 倍，具体多少倍还有待去确定，

但是甲烷确实是温室气体，它确实温

室效应的影响比较大，这是事实）。

人们如果收获了、使用了、创造了价

值，同时又减少了湿地的二氧化碳排

放，这当然是一个一举多得的、积极

的工作方式。

所以我们在调研的时候，有关部

门的领导就问怎么办？我们的答案

是首先要保护绿水青山。那么，如何

保护？要做科学的研究，把生物多样

性调查、生物多样性评估、生物多样

性适应、生物多样性抵偿、生物多样

性恢复都做好，我们首先得要把绿水

青山保护好。

在保护的前提下，绿水青山的转

化怎么在利用的过程之中，更好地服

务于当地的群众社区和整个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这都依赖于进一步的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我

们核算完了，生物多样性已经调查完

了，我们再研究生物的生态系统的产

出。像白洋淀，它是产出净水的，但

是它不止产出净水，它还净化空气，

它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生态系统生产、

生态产品的产出，这些都是值得了解

清楚、认真的去发展的。不是简单的

停止，也不是简单的放手，是应该研

究清的。就像捞草籽儿：通过调研，

我们知道是可以捞；但是要有量，要

有正确的方法。相对的其他的方方面

面，包括旅游，生态旅游，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要有量，要有方法，哪些

是对绿水青山有负面影响，哪些是有

正面影响的。

根据这些，就可以继续的定量、

定制定出地方的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来，科学地保护绿水青山，科学地

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