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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又对 中国海洋喃乳 动物区 系进行了 初 步分析
.

已知鲸 目中须鲸亚 目有 8 种
,

齿鲸亚 目包括淡水产的 白暨豚有 23 种
,

鳍脚 目有 5 种
,

海牛 目有 1 种
,

总计3 7种
.

中国海洋哺乳 动物在各个 目然海 区按种类论
,

渤海最贫乏
,

仅有 8 种
,

南海最多

有26 种
·

大 陆沿岸有 30 种
,

台湾省有26 ‘中
·

有些种类热带性较强
,

明显的代涛着南

部海区海洋喃乳 动物的区系特征
.

一 些来 自寒海区 的冷温种
,

代表着北部海区海

洋哺乳 动物的区 系特 征
.

渤 海是中国 内海
,

黄海是个半封 闭的浅海
,

东 海为一开 阔的陆缘海
,

南 海面 积最

为宽广
,

台湾 以 东海域 濒临太平 洋
.

整个 中国近海北起鸭绿江 口 南至南沙 群 岛
,

跨 纬

羲 度 38 度
,

位 处温带
、

亚热 带和热 带
,

这里有着众 多的海洋哺乳动 物
.

但过去 对 中国 海

洋哺乳动物种类的报 告甚少
,

仅有一些 简短报道或零星记载 〔1 一 4 〕
.

50 年代后我国动物学

者相继做 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仁5 一 7 口
,

并对 个别种类有过详细报道 巨8 一10j
.

本文根据 笔

者长年参加捕鲸和围 网作业在海上观察到鲸与海豚 14 种
,

检测各地 自然博物馆与水族馆海

洋哺乳动物标本 59 件计 27 种
,

以及近年对中国名贵珍稀水生动物调查中所采集的海洋哺乳

动物标本 58 件计 12 种
,

结合以往资料
,

就中国海洋哺 乳动物区系作一初步 探讨
·

但南海南

部的西沙群岛
、

中沙 群岛及南沙群岛等广大南海水域现还是 个空白
,

其区 系成分 尚待 今后

进一步调查
.

一
、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和分布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
,

已知鲸 目中须鲸亚 目有 8 种
,

齿鲸亚 目包括 淡水产的白暨

豚有 23 种
,

鳍脚 目有 5 种
,

海牛 目有 1 种
,

总计37 种 (表 1 )
.

须鲸类中的露脊鲸与灰鲸资源最早遭到捕鲸国的严重破坏
.

蓝鲸在黄海与台湾海区 曾

有捕获
,

但 自40 年代以后即已绝迹
.

长须鲸在东海
、

黄海原有一定资源量
,

并成为重要 猎

捕鲸种
,

主要为 日本所利用
,

我国捕获较少
.

鳃 鲸与醚鲸 在 中国沿岸 数 量 甚少
,

未能形

成可利用的资源
.

座头鲸在南海数量较多
,

曾是广东
、

台湾两省的重要捕获鲸种
,

该海区

的座头鲸同琉球群岛侧的座头鲸为同一种群
.

黄海的小编 鲸与 日本海 的小编鲸为伺一种群
,

是重要猎捕对象
,

南海区 甚少
.

本文 于
1 19 8 9年 2 月 弓 日收到

,

修改 稿 j
; 19 9 ()年 6 月 1(旧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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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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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 新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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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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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齿鲸类 以抹 香鲸为近代捕鲸业主要猎获物
,

也是最后受到国际保护的大型鲸种
,

游来

我国海 区数量 甚少
.

小型齿鲸类我国从未开发利用
,

只是游 动渔具或定置渔其偶而 兼捕到
,

也往 往成群搁浅
,

机轮围网于 70 年代初在舟山 渔场 曾一网围获过数 百头真海豚
.

19 82 年和 19 84年在广西北海市近岸发现白海豚 s 口“sa 属的另一个种
,

暂定 名为铅 海

豚 s o
us

a 川“ , b e “ ,

而后在 福建省平潭又发现过
,

在上海市川沙县也曾得过该种个体
,

本

种分布可达东海北 部
.

1 9 88年在广西北海市又得原海豚 S te n el la 属的另一个种
,

暂定 名为

长吻原海豚 s r e n e lla lo n g i r o s r r is
.

上述两种均为中国近海 鲸类新记录
,

川 le n (19 3 8 ) 仁11 ] 根据 s o w e r b y ( l, 26 )的报道
,

将圆头鲸 ‘zo bie e 户人a za s c a m m o n i

临时列入 中国鲸类 名录
,

笔者( 19 7 9
,

19 84 ) [l2 」曾引用
,

虽然日本考察船于 1 9 81 一 19 8 3年间

在黄海发现过 G lo bi c e p hal “ ,

因 未获得过该种标本
,

暂不确认
.

A n d er so
n (18 71 ) 在其

云南考察中所记述 的伊河豚 o rc a el la b r
eD iros tri

、 ,

在 中国近海也无标本
,

同样不予确认
.

杨 鸿嘉 ( 一9 6 4 ) 报道台湾省恒春海滨柳笼过鼠海豚 尸人o e a e n a p ho e 占e n a ,

后来
“依据 相

片和记录资料检讨结果
,

恒春产之头部标本可能为多齿瓜头鲸 尸e p 口 n o c e p hal a el e cl ra 之误
,

故本种在台湾 之分布须待再检讨
’,
(杨鸿嘉

,

19 7 6 ) [l3 口
,

但仍将鼠海豚列入台湾鲸类 名录
,

19 8 6年重版其著作时 亦未作变动
,

查询其所采头部标本 已遗失
,

无法再核实
,

故 鼠海豚在

台湾的分布仍有可疑
,

暂不确认 ; 另所报道台湾产繁齿海豚 D el p h in us c a p e
ns is 暂 归为

热带真海豚 。e z户力矛n u 、 lr o 夕ic a zi、 ; 所报道澎湖 产吉 氏海豚 T u r s io 刀, 9 1221
,

经作者检查

澎湖 产标本依 旧为宽吻海豚 T u r s io p 、 rr u n e a r u : .

PI ll e ri 和 G ih r (19 7 2) [14 」认为江豚属包括 3 个种
,

将 分 布在 中国沿岸和长江 中的

江豚定为 一个种 N e 口 p h o c a e n “ as 沁 e
or ien 州 Ii 、 .

实际黄
、

渤海产江 豚同南海 产的江 豚
,

以

及同长江
、

东海产的江豚三者在形态上都有较大差异
,

笔者认为中国近海 的江豚应包括 3

个亚种
,

即主要分布在南海的指 名亚种 N e o p 六o e a e n a p 人o e a e n o id e : p 人o e a e n o ij e , ,

主

要分布在东海
、

长江 的扬子亚种 N
.

尸
.

as ia e or ie nl al i、
,

和主要分布在黄
、

渤海的北方亚种

N
。

P
。 s u n a m e r 。

鳍 脚类仅 斑海 豹在 中国近海 辽东湾进行繁殖
,

并 曾长期被利用
,

但资源不雄厚
,

其他

4 种均系偶 然 游 来 中国 近 海
.

北 海 狗 于 19 89 年 8 月 8 日在江苏省如东县东凌海 滩又有

一次记录
.

海牛类中国仅产儒良 1 种
,

分布在广东西部
、

广西
、

海南沿岸
,

台湾南 部曾有记录
,

以北部湾 内合 浦近岸为主要栖游区
,

50 年代数量较多
,

近年已罕见
.

二
、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区系分析

对我 国海洋哺 乳动物 由于调查深度不够
,

资料不 完整
,

因此进行区 系分析有一定局限

性
.

但从长期在海上观察到的频次和数量多的种
,

以及南北 各海区现有标本记录
,

在进行

各海区比较时
,

也可 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区 系组成上的特点
.

海洋哺乳动物也有一定生活环境要求
,

它们的活动同水温
、

海流
、

饵料等条件有着密

切关系
.

一些大型鲸类都具有 远距离泅游 的习性
,

其共同的规律 尽 一般冬季游 向低 纬度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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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繁殖产 仔
.

夏季游 入高纬度 i到游动物丰富 的水域 索饵育肥
,

但 鳗鲸的泅游 是在温暖水

域 中进行
.

有些海豚类也具有 远距离跨越海区徊游的特性
,

有些则是移动不大
,

在春季由

深 水向沿岸洞游
,

冬季向深水域 泅游
.

鳍 脚类 只有北海 狗作较大的泅游
,

西北太平洋 的斑

海 豹有
一

小部分在冬季游入 渤淘北 部冰区 进行繁殖
.

儒良也只是在暖 水域 中移动
.

由于各

海区 自然地理条件和海洋 环境条件的不同
,

相应的反 映在动物区 系组成上有很大差异
.

北太平洋 的海洋哺 乳动物约有 57 种
,

分布于中国近海 的就有 37种
,

约占64
.

9 。。 ,

其中

灰鲸和北海 狗为北太 平洋特有种
,

白暨豚为中国特有 淡水种
.

中国近海的许多鲸种均由西北太平洋游 入
,

且属多国家的猎捕对象
,

但有 些 中国甚少

措捕或 未曾猎捕
,

只 是因外国捕鲸船的长期滥捕
,

致使一些鲸种濒于灭绝
.

如露 脊鲸
、

灰

鲸在 3 0年代后即游来 中国近海甚少
.

在 5(j 年代资源较丰富 的长须鲸和座头鲸
,

原分别是黄

海和南海 的优势种
,

由于资源遭受破坏
,

现 几乎绝迹
.

改变 了原在各海区 的优势
.

目前 中

国近海须鲸类区 系只 剩黄海的小鳅鲸还 占有 一定优势
,

齿鲸类 在中国近海的优势种为真海

豚
、

宽吻海豚
、

伪虎鲸等
,

南海 的南宽吻海豚
、

点斑原海豚相对比较还 占
一

定优 势
,

鳍脚

类 中的斑海豹也失 去 了原有的优势
,

所有海洋哺乳动物都已 是非生产对象
,

且 有 许 多 种

成为保护种类
.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从 分布水域 看
,

如表 2 所示有 4 种不同类型
.

须鲸类的露 脊鲸
、

蓝

鲸
、

长须鲸
、

鳃鲸
、

座头鲸
、

小鳅鲸等大部为外洋 性种类
.

沿岸型仅有灰鲸 1 种
,

齿鲸类

的抹 香鲸
、

小抹香鲸
、

剑吻鲸
、

伪虎鲸
、

虎鲸
、

真海豚 等 多 数 为 外 洋 型
;

沿 岸 分 布 的

有中华白海豚
、

铅海豚等
;

既能生活在海 洋
、

河 口
,

又能深入江河
、

湖泊 的权江 豚 1 种
;

生活在江河湖泊 的淡水豚只 白暨豚 l 种
.

鳍 脚类交配
、

产仔
、

哺乳
、

换毛
、

沐息需要到岸

滩或冰 匕 均属沿岸 型
,

而斑海 豹可在河 口 附近栖息或深入河流 觅食
.

儒 良为草食性 水生

动物
,

上要在水草丰 茂的沿岸 水域 栖 息
、 .

表 2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分布水域类型

~ .

艾 别

———
一 - 一 - 一

— 一
-

— 升
-

—一—

淡水 型

丫IIJ海 型

矿价专岸型

外洋 塑

总 ; {

项鲸类 与鲸 类 鳍脚类 海
‘

干类

25 7
,

—一
- -

—
一

—
一
十

—37 8 4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从地理分布看
,

如表 3 所示有 5 种不同性质的生态类型
.

(l 来 自西北太平洋
、

鄂霍次克海的冷水种有北海 狮
、

北海 狗
、

斑海 豹
、

环海 豹
、

髯海 豹等 5 种
.

‘ 2 ) 温 水种有露 脊鲸
、

小抹香鲸
、

日本咏鲸
、

瘤齿缘 鲸
、

灰海豚
、

真海豚
、

蓝白原

海豚
、

点斑原海豚
、

太 平洋短吻海豚
、

糙齿海豚
、

宽吻海豚
、

江豚等 12 种
.

‘ 3
)

暖 水种有 鱿鲸
、

瓜头鲸
、

沙 漏海 豚
、

南宽吻海 豚
.

热带真海豚
、

长吻 原海豚
、

中华白海 豚
、

铅海豚
、

儒良等 9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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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广温种有灰鲸
、

蓝鲸
、

长须鲸
、

稣鲸
、

小蜕 鲸
、

座头鲸
、

抹香鲸
、

剑吻鲸
、

虎

鲸
、

伪虎鲸等 10 种
.

( 5 ) 地区特有种白鳌豚
.

表 3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生态类型

类类 别别 合 计计 须鲸类类 齿鲸类类 鳍脚类类 海 牛类类

冷冷水型型 555 lll 1 lll
000 111

温温 水型型 1222 111 7777777

暖暖水型型 999 666
.

4444444

广广沮型型 l00000 lllllll

地地区特有种种 lllllllllll

总总 计计 3 777 888 2 333 〕〕

!
111

总括起来
,

中国近海 的须鲸类以广温 型多
,

齿鲸类温 水型多
,

鳍 脚类全为冷水型种
,

儒良为暖水型种
.

某些种类在各海区的分布反 映了各海区 不同地 理位置间不同区 系标志
,

但海洋哺 乳动物的活动范围很广
,

也往往受外界因 素的影响
,

致使某个种在某一海区的出

现可能是偶然现象
.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在各自然海区按种类论
,

渤海最贫乏
,

南海最多
,

自北部海区往南

逐渐增多
.

渤海在区系组成上可视为黄海 的一部分
,

黄海有 20 种
,

只有 8 种进入 渤海
,

这

可能是由于渤海是个较浅 的内海所致
.

东海有 21 种
,

南海有 26 种 (包括台湾省南部水域 )
。

南北 各海区 比较
:

黄海与东海 相同的种类有 15 种
,

东海与南海相同的种类有 19 种
,

黄海与

南海相同的种类有 15 种
.

大陆沿岸 与台湾省沿岸对 比
:

大陆沿岸有 31 种
,

台湾省沿岸有 26

种
,

相同的种 类 20 种
,

仅 见于大陆沿岸 的 n 种
,

仅见于台湾沿岸 的 6 种
.

中国近海 各海区

共有种为长须鲸
、

小鳃 鲸
、

虎鲸
、

伪虎鲸
、

真海豚
、

宽吻海豚
、

江豚等
,

大多数为广温性种类
.

表 4 中国近海各海区海洋哺乳动物生态类型

类 别 } 全海区 } 江 河 } 渤海伏 } 黄海区 } 东海区 } 南海区 { 台湾海区

冷水型

沮 水型

暖 水型

广温 型

地试特有种

总 计

如表 4 所示
,

随着地理位置的南 移
,

冷水成分逐渐减少
,

暖 水成分逐渐增多
.

黄渤海

基本属温带性质
,

除了来自日本海的一些冷 水种鳍脚类外
,

大部为来自日本海或南方海区

分布很广的温 水种和广温 种
.

特别是 一些冷水性强的种类部未分布到南海
,

如斑海 豹受沿

岸寒流的影响有时可 分布到东海南部
,

这些冷水种类 又代表着北 部海区海洋哺乳动物的区

系特征
.

东海区冷水成分 减少
,

而暖 水种成分稍多于冷水种成分
,

主要为北 下或南上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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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种和广温 种成分组成
.

东海既为冷水种的分布南界
,

也为暖水种的分布北界
,

而成为混

合分布的过渡区
.

南海区 包括台湾海区具有热带性和亚 热带性特征
,

以暖 水种和温 水种占

绝对优势
.

有些热带性较强的种类如 瓜头鲸
、

沙 漏海豚
、

热带真海豚
、

儒良等仅分布于南

海区
;

有些种类受黑 潮暖 流支流的影响或有越 界
,

如中华白海豚
、

铅海豚等可延 伸分布至

东海北 部
; 而中华白海豚也曾进入长江内

; 这些种类明显的代表着南部海区海洋哺乳动物

的区 系特征
·

台湾东部和南部因受黑 潮暖 流的影响
,

其区 系与南海基本相同属亚热带性区系
,

但台

湾有些种在隔海相望的福建近海并未发现
,

说明东海西南岸
、

台湾海峡与台湾岛周围虽 然

相距较近
,

但区 系有较大的差别
.

福建沿岸虽有冷水种游入
,

而一些典型的热带种如儒 反

并不出现在福建沿岸
,

儒良既不达广东的东南沿岸
,

也不越过台湾海 峡
,

却受黑潮暖流 的

影响经台湾东侧
,

偏 向东北越过 28 N 分布到琉球群岛的奄美大岛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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