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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凌晨5点30分，持续了20
多个小时的抹香鲸救援取得阶段性成功。

“我们为了保证它能够完全返回大
海，在割断绳索后，还进行了护航。”倪建
泉说，令人欣慰的是，抹香鲸一路向东，迎
着日出的方向游动。

护航了20多分钟后，救援人员看到，
它深深吸了一口气，像一名游泳健将，一
头扎进水里，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大自然带来
的震憾。整个救援过程，每个人都表现出
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让我感
到，我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倪建泉无限
感怀，“鲸”心动魄的救援背后，是宁波民
众和各级部门不遗余力的努力。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面对如
此濒危野生水生动物遇险，宁波市民展现
出了强烈的保护意识，引发全国关注。如
果没有一种出于本能的保护和珍惜自然
生态的力量支撑，很难想象这次救援会获
得如此成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特约动
植物专家、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湿地
与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保护工程师周佳
俊说，像这样成功的救鲸案例，在国内乃
至世界都属实罕见，堪称奇迹。

周佳俊和国内许多海洋生物专家一
起深入关注了这次抹香鲸搁浅救援的全
过程。他说，虽然因为客观原因没有给这
头鲸安装定位器，但抹香鲸游向深海的那
一刻，已经证明救援行动至少取得了阶段
性成功。

这几天，周佳俊和国内许多专家一起
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救援记录和相关资
料。“可以这么说，宁波象山石浦的这次抹
香鲸救援，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成年雄
性抹香鲸救援成功记录，将为鲸类救援和
科研提供重要经验，已经在人类大型鲸类
救援历史上记下了浓重一笔。”周佳俊
说。 记者 陈善君

鲸，世界上最大的深
海哺乳动物，对人类来
说，是那么的神秘和遥
远。可当它在北纬 30
度，与宁波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邂逅时，这里的人们
把它当作了老朋友，给予
它生的希望。

4月19日早晨6点，
当人们发现一头长约19
米的巨型抹香鲸在宁波
象山石浦海域搁浅后，它
的安危牵动了整座城，一
场前所未有的救援行动
开始了……

“能够把抹香鲸救回大海，我们都
很开心！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吃海洋
饭，保护海洋、回报海洋，是我们的最
大的心愿……”4月22日，象山石浦渔
民杨根和开心地对记者说。他是最早
发现鲸鱼搁浅的渔民。

杨根和捕鱼30多年，以前是做大
船渔业捕捞，近年来响应国家海洋生态
保护的号召，转型在近海从事种虾垂
钓，为养殖户供虾苗。4月19日早晨6
点左右，他和另一位渔民李成丹一起，
出海钓虾。渔船刚开出没多久，他们就
远远地看到水面漂浮着一样东西。

“黑乎乎的一片露在水面上，很像
船底翻过来的样子，还以为是谁家的
渔船翻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赶紧去
救人！”杨根和与李成丹赶紧驾船靠
近，这才发现是头鲸鱼。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捕了30
多年鱼，还没亲眼见过鲸鱼搁浅，当时
只想赶紧救它。”杨根和说，此时还未
退潮，水深约有3米，大家试图用绳索
绑住它，通过自驾渔船把它往海里
拖。但它实在太大了，大家想了很多
办法，还是拖不动。于是，他们立即向
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报警。

8点40分，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
法队接到报警电话。执法人员一边向
上级汇报，一边赶赴事发海域。

9点10分，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与
渔民一起，进行拖带救援。基于同样
的原因，它实在太大太重，大家多次尝
试，仍没有拖动。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尽快把
它拖带出海，但这头鲸实在太大，加上
石浦海域的滩涂特别松软，吸力特别
大，一时半会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
法。”象山县水利与渔业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倪建泉说，救援的时间窗口很
短，尽管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以最快
的速度组建了救援力量、物资保障和
专家组，但上午10点就开始退潮了，
留给大家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小时。

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一边向上级部门汇报，一边组
织专业救援力量，成立救援临时指挥
部，一场紧急救援行动就此展开。

象山县政府得知消息后，第一时
间组建了由副县长吴志辉担任指挥长
的临时救鲸指挥部，并召集消防救援、
石浦镇政府、公安派出所、民间救援队
等专业部门负责人。同时，宁波市、象
山县两级主要领导也就此事建了微信
群，密切关注、指导救援行动。

“宁波的鲸类研究专家很少，我们
从来没有碰到过巨鲸搁浅的救援，相
关的救援经验几乎为零。为此，组建
专家组以获得专业指导十分重要。”宁
波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队第
一时间向全国发出求援。

很快，一个全国鲸类研究专家的微
信群建了起来，来自中国科学院深海研
究所、南京师范大学鲸类生物学与保护
学科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浙江省
水产研究院、宁波市鱼人水生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等机构的诸多专家聚集云端。

前方不断地将现场图片和视频传
到群里，专家们通过远程查看，为如何
开展救援工作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首先要保障鲸的安全，这么
一个庞然大物，硬拖势必会造成不可
挽回的伤害。”倪建泉说。

其实，专家们起初并不支持拖带
入海。专家认为，拖带的救援方式对
巨鲸产生二次伤害的风险比较大，基
于世界上类似救援的比对，最好的方
式是通过自然潮水作用，让其回家。

“因为受客观条件所限，确实没有
其他更好的办法，后来我们也同意了
拖带救援。”浙江省水产研究院教授朱
文斌说。

上午10点，开始退潮，救援工作
已无法进行。

石浦海域的潮水退得很快，中午
12点 30分，巨鲸的身体全部露了出
来，躺在软软的沙滩上。

参与救援的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
法队副中队长徐锦涛说，它侧躺在滩
涂上，近3米高，有两辆大巴那么长，
头部外露的气孔不时喷出高速气流，
还伴有轰鸣声。

退潮后，救援人员启动了第二套
救援方案——维护鲸的生命体征，等
待下一次涨潮。

此时，设在石浦镇的象山县海洋
联合执法中心救鲸临时指挥部里，气
氛紧张。吴志辉作为指挥长，与渔政、
消防、海洋渔业专家、公安、救援团队
等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商议救援方案，
但大家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屏幕的现场
实时画面中。

“据我所知，这么大的抹香鲸，还
从来没有获救成功的案例。”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翟宏昌
看到这头鲸时，心里凉了半截。

专家们通过外观判断，确定这是
一头成年雄性抹香鲸。作为深海动
物，它无法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一方
面，皮肤会干燥开裂；另一方面，它巨
大的重量无法被海水均匀分散，会压
迫到它的内脏，进而导致死亡。

而此时搁浅在象山石浦沙滩上的
抹香鲸，除了气孔和尾鳍不时还有点动
静外，整体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

在微信群里，专家们一致认为，抹
香鲸生存下来的希望十分渺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鲸类研究专
家陈炳耀说：“在近年来的全世界鲸类
搁浅案例中，最终成功存活并回归海
洋的非常少，绝大部分搁浅的鲸鱼最
终都没能存活。”

专家提醒，有关部门要做好两手
准备，在救援的同时做好抹香鲸死亡
后的后续准备工作。

鲸生活在深海，水压很大，因此，
它体内也同样有很大的压力，以此来
对抗水压。鲸死后，临死前吃的食物
来不及消化，会在胃中腐化，产生许多
易爆气体。同时，它的身体组织及器
官在腐烂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气
体。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压力的作用
下，就会爆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鲸
爆”。

根据现场测量，这头抹香鲸身体
长度约19米，体重约70吨。“这么大的
体量，一旦发生‘鲸爆’，后果不堪设
想。”倪建泉说。

4月1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深海
研究所一名专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带
上专业的解剖工具，立即从海南三亚
乘飞机赶来，当晚9点到达石浦。

“救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都
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救鲸临时指挥部
综合各方专家的建议，给予前方救援一
个明确的指令。

“在救援现场，有一幕场景深深地
触动了我。”倪建泉说，“我看到许多渔
民纷纷赶到滩涂，没有水桶，他们就徒
手捧水往鲸身上泼。我们都依海而生，
靠海而活，这一幕让我看到了渔民是多
么希望抹香鲸能活下来。这是渔民们
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

坚持全力救援也是大家一致的想
法。宁波晚报旗下的甬上客户端对救
援行动进行了现场直播，吸引数百万网
友观看，“一定要救救抹香鲸”成为网友
最大的呼声。

事实上，救援始终没有停止过。前
期，渔政、石浦镇政府等部门，以及周边
渔民、志愿者等第一时间投入救援。随
后，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石浦消防救援
站的12名救援队员，宁波鱼人水生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的10名专家，还有石
浦港救援队、海心救援队、蓝天救援队
等民间力量，纷纷赶赴现场。

在现场组织救援的倪建泉说，等待
涨潮的这段时间里，首先要采取的保护
工作就是要尽可能维持抹香鲸的生命体
征，主要是保持其身体湿度和防晒。

当时，鲸的尾鳍已经出现大片皮肤
干裂脱落的情况。好在救援力量及时
跟上，物资组的工作人员采购了大量水
桶，送到了滩涂。消防救援队员拿着水
桶围着鲸，不停地泼泥浆水。

大捆的竹竿和遮阳网、大量棉被也
送到了现场。在鲸的周边拉起围挡，并
准备搭建遮阳网。

“在救援的过程中，专家们给出了
许多宝贵的建议。”倪建泉说，“专家告诉
我们，不断地给鲸泼浇泥浆水也能起到
防晒的作用，再加上下午一直是阴天，温
度也不高，我们后来就没有搭建遮阳网，
而是集中人力给鲸泼泥浆水。”

石浦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王海鹏
说：“数小时持续不断地救援，大家的体力
消耗越来越大，队员们分组轮番上阵。”

“我们对它的头部、气孔处、尾鳍部
的一些外伤进行了消毒清创，还采集了
血样、提取了分泌物，以便进一步通过
检验了解其健康状况。”宁波鱼人水生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援人员王亮亮说，
好在抹香鲸的外伤不严重。

4月19日傍晚6点，涨潮开始了。
在最后一组救援人员撤离前，大家给抹

香鲸系上绳索。因为其他部位没有着力点，
大家只能把绳索系在鲸的尾部。

“我们在系绳索的地方垫了许多棉被，
绳索打了一个腰结和两个半结。打腰结的
目的是，绳索不会随着拖带而越收越紧，而
两个半结能起到防脱作用。”王海鹏说。

救援人员还在绳索上绑了浮标，并装了
指示灯，以方便拖带船靠近后找到绳索。

救鲸临时指挥部决定，涨潮后，出动4
艘护渔船实施拖带，与2艘执法快艇、1艘渔
政船组成救援主力船队，另安排其他船只配
合行动。

为什么用护渔船进行拖带？倪建泉说，
搁浅海域水深仅3米，大马力船难以靠近。
护渔船吃水浅，动力相对较大，而且护渔船
速度慢，可以慢慢把鲸拖到海里。

“综合考虑，护渔船是最佳选择。”倪建
泉说，但一艘护渔船拖不动，因此准备了4
艘，3艘拖带，1艘随航备用。

天渐暗、水渐涨。救援人员全部撤离滩
涂。此时此刻，石浦海边的救鲸临时指挥部
里气氛有点沉闷。滩涂里，只剩下抹香鲸躺
在那里，人员已经无法靠近，这时大家都看
不到鲸的身影，这段未知时段，大家的心反
而有点空荡荡、不着力的感觉。

“从撤离滩涂到潮水涨至高位的这段时
间，是最难熬的，那时候只有抹香鲸单独在滩
涂，什么情况都不清楚。而且拖带救援其实
只剩这一次机会，错过了，等到第二天，那就
真的没希望了。”倪建泉说。

事实上，晚上涨潮的这几个
小时，留给救援的时间也并不充
裕。因为拖带要等到水位最高
的时候进行，那已是夜里10点
了。而涨潮之后又开始退潮，拖
带的速度还不能快，石浦浅滩的
距离又很长，拖带时不确定的因
素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分秒必争！
我们船队提前出发，潮水进一
步，我们就进一步，卡着水位前
行。”倪建泉说，好在前期准备工
作充分，找到绑在鲸身上的绳
索、把绳索系在船上的过程都很
顺利。

晚上8点30分，船队从码头
出发，向鲸的搁浅水域前进。

9点多，护渔船靠近抹香鲸，
系上绳索。

9点40分，潮水已经接近最
高点，护渔船开始试拖。

“起步必须特别小心、特别
慢，70吨的巨鲸搁浅在那里，突
然用很大的力气去拉，会把它的
尾部拉坏。”倪建泉说，起步时护
渔船用的是最低速度——1 节
（1.852 公里/小时），这时候抹香
鲸也很配合，没有挣扎。鲸的姿
态也很好，气孔朝上，可以正常
呼吸。

慢慢地，抹香鲸拖动了！救
援人员在船上紧紧盯着，摒住呼
吸，一点一点拖带。从3米深的
水域拖到5米深的水域，整整用
了1小时。

专家提醒，船上灯光可能会
对抹香鲸产生不好的影响，应尽
量关掉光源。于是，护航船都尽

量调整到鲸的后方，以减少对抹
香鲸的刺激。

拖至5米深的水域，救援人
员看到了惊喜的一幕——抹香
鲸体力开始慢慢恢复，逐渐有了
活力，这大大增强了救援人员的
信心。

然而，困难不止这些。在拖
带出海的区域，救援人员通过北
斗雷达系统看到，海底有许多捕
鱼用的流刺网。好在流刺网装
有定位标，可以通过雷达定位。
救援人员根据系统提示，拖着巨
鲸走出一条S形路线，在网与网
之间穿行。

4月20日凌晨2点，经过4
个多小时的拖带，大约行进了10
海里，抵达水深10米的深水区
域。

“快看，鲸喷水了！”此时，抹
香鲸的状态越来越好，救援人员
看到，它在海里开始喷水，还不时
摆尾，大家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这个时候手机信号锐减，指
挥部也不断地打来电话询问情
况。”倪建泉说，当听到我们拖救
进展顺利时，指挥部的人员都十
分开心，并要求前方继续开展救
援工作，同时做好自身安全保障
工作。

海水渐深，拖带的速度有所
加快，但始终控制在2节-3节的
速度。而且每拖一段距离，还会
停下来，让鲸也放松一下。

整个拖带过程中，在水深3
米、5米、9米、15米的地方，共停
了4次。每一次停下休整，都能
看到抹香鲸的状态越来越好。

成年雄性抹香鲸成年雄性抹香鲸
在宁波搁浅后被救回大海在宁波搁浅后被救回大海
这是全球首次这是全球首次

4月20日凌晨5点，东方渐白。救援
人员看到，这里海水已经很清澈了。此
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搁浅沙滩20海
里外的深海区，水深超过20米。

5点18分，救援人员割绳放归。
此时的抹香鲸已经很有活力，但割绳

的难度也大了。将鲸身上的绳索全部解
除，需要与鲸零距离。

“如果抹香鲸甩起尾巴或者翻腾起
来，这力道足以掀翻船只。”倪建泉说，但
没有办法，这个风险必须得冒。救援船队
调整位置，让抹香鲸面朝东方深海。

一开始，救援人员试图在护渔船上通
过绳索拉近鲸的尾部来割断绳索。但拉
近后绳子紧绷，抹香鲸的反应比较激烈，
因此，稍作尝试后，这个方案就被放弃了。

随后采用小艇靠近割绳的方案。很
快，一组由7人组成的攻坚队带上工具，坐
上橡皮救援艇，慢慢靠近鲸的尾部。

为了让抹香鲸能够安静一会儿，拖带
船放松了绳索。可抹香鲸实在太大了，小
巧的救援艇靠近鲸尾部的时候，抹香鲸一
点小小的摆动都让救援艇摇晃不停。连
续靠了4次，救援艇终于靠近了鲸的尾部。

“天气真的很帮忙，当时海风不过四
五级，波浪也比较平稳，天也渐渐亮了，这
给救援带来了极好的条件。”倪建泉说。

救援人员通力合作，有的驾船，有的
拉起绳索，有的割绳……两分钟时间，石
浦消防救援站队员手持专业的切割机，割
断了绑在鲸鱼尾部的绳索。

“我们真捏了一把汗，当时救援艇已
有二三十度的侧倾了，一旦它的尾鳍稍微
扑腾一下，我们肯定就会翻到海里。”王海
鹏说，“可能抹香鲸也感觉到我们是在救
它，那一刻，它很乖！”

“割断绳索的那一刻，它很乖”

一路向东，迎着日出的方向游动

鲸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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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临时指挥部，全国专家联动出海渔民发现，有巨鲸搁浅

首轮拖带救援失败

纵观诸多救援案例，它的生存希望渺茫

“救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从撤离滩涂到海水涨至高位，
这段时间最难熬”

入海途中休整4次，它的状态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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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早晨，抹香鲸迎着日出“回家”。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供图

4月19日，一头抹香鲸搁浅在宁波象山石浦海域。记者 张培坚 摄

4月19日，救援人员往鲸身上泼泥浆水，维
持其生命体征。 记者 张培坚 摄

4月19日，给鲸绑上绳索，准备拖带入海。
记者 张培坚 摄

4月20日凌晨，抹香鲸被拖带到深海，它喷
出水柱。 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4月20日早晨，救援人员乘上小艇，准备割
断鲸身上的绳索。 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