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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群岛珊瑚礁自然特征
‘

赵焕庭 温孝胜 孙宗勋 郑德延 袁 家 义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 (中山大学地质系
,

广州 )

摘 要 南沙群 岛呈现典型的热带珊瑚礁群 岛的景观
.

自第三 纪 中期以来
,

这里处

于热带海洋气候条件下
,

热带海洋生物群 生
,

造礁生物建造 了珊瑚礁
.

全新世 中期

海面上涨至最高以来
,

礁坪亦到达 目前位置
,

同时风浪不断将生物砾砂屑抛掷在礁

顶上
,

堆积成灰沙岛
.

在常年基本处于恒温和恒雨量的条件下
,

岛屿沙土逐渐脱 盐
,

外来植物登 岛发芽
、

扎根
,

长成热带常绿乔灌林
.

在植物与 岛栖海鸟行为条件下发

育了热带磷质石灰土壤
.

建议南沙群 岛的自然区划以 6o 一 7o N 为界
,

南沙群 岛的北部

和中部属早热带
,

南沙群岛的南部属赤道热带
.

关键词 南沙群 岛 珊瑚礁 灰沙 岛 自然地理 自然区划

1 珊瑚礁地质

南沙群岛珊瑚礁大部分是在由中
、

古生代岩石构成的南沙台阶
、

大陆坡和小部分由中
、

新

生代岩石构成的大陆架上发育起来的
.

礁体形成的时间长短不一
,

已知最久远的是礼乐滩
,

它

是从约27 M a BP 的晚渐新世开始在海盆边堆积至今的
,

最年轻的是曾母暗沙
,

它是数干年前

从冰后期海进后于大陆架上堆积的[l]
.

南沙群岛的露头均为碳酸盐生物骨壳沉积
,

以往国外航

海界误认为赤瓜礁外环是棕色的火山带
,

猜测无包礁外环可能是火山地层
” ,

均 已被我们实地

考察所否定
.

礼乐滩 sa m p a g u ita l 井深 。一 2 1 6 4 m 和永暑礁南永 l井井深O一 1 5 2
.

O7 m 的全部

岩心均是生物礁岩
.

根据南永 1井资料
,

0 一 17
.

3m 为未发 生成岩变化
、

未胶结 的生物砾砂屑层
,

1 7
.

3 一

13 3
·

5 2 m 为已发生成岩变化的 已胶结的珊瑚 礁灰 岩
,

1 3 3
.

52 一 14 2
.

o m 为溶 洞
,

14 2
.

0 一

152
.

07 m 为白云岩化的礁灰岩图
.

根据化石鉴定
、

测年
、

岩性与成岩变化
、

沉积间断面的分析
,

以及区域地质资料对 比
,

确定地层
: o一 17

.

3 m 为全新统 (Q
;
) ; 17

.

3 一 89
.

sm 为上一中更新

统 (Q
3
一 Q

Z
) ; 8 9

.

8 一 15 2
.

07 m (未到底 ) 为下更新统 (Q
I

)[s 〕
,

建立了我国南沙群 岛第一

本文于 1 9 9 4一 0 7一 20 收到
,

修改稿于 1 9 9 5
一 0 4

一

15收到
.

二

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调查研 究报告 D
一

。0 0 51 号部分 内容
.

l) 陈史坚
.

南沙群岛有火山吗 ? 南海研究与开发
,

1 98 6 ,

(2 )
:

39 ~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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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第四纪地层年表
.

南沙群岛远离大陆
,

绝大部分物质是原地的生物 C a
C( )

3

成分
.

根据岩心的生物组分分析
,

自早更新世晚期以来的造礁生物主要是浅水造礁石珊瑚类六射珊瑚的造礁型珊瑚部分
,

即滨

珊瑚科 P or iti da
e 和蜂房珊瑚科 Fa

vii da
e
的若干属

,

以及其他大型珊瑚 (如叶状珊瑚属劲b ,

P勺lli a 、

合叶珊瑚属 勺mP 勺lll
a 、

牡丹珊瑚属 p av on a 、

星孔珊瑚属 A st re oP or a 和蔷薇珊瑚属

材加
之ti Po ra 等 ) 是造礁骨架生物

.

一些枝状
、

片状或其他脆性的珊瑚
,

小型动物壳体和钙质藻
,

为常见的堆积
、

充填生物
,

尤以鹿角珊瑚属 A c八功口ra 种类多
,

数量大
,

产生碎屑也最多
.

八

射珊瑚中的笙珊瑚 T u biP o ra m u s ic a L in n a e u 、 和苍珊瑚 H e zioP
o ra 。o e r u le a (p a lla

s
)

、

水媳纲

的多孔熄Mi “eP ~
、

绿藻门的仙掌藻科 H a h m ed
a ,

它们也是碳酸盐物质的主要提供者
·

另一

类造礁生物是红藻门的珊瑚藻科 C or al lina ce a e
各属

,

它们既是碳酸盐物质的重要提供者
,

又

是碳酸盐松散颗粒的粘结者
,

在礁建造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

附礁生物中最常见
、

种类最多
、

门

类最大的软体动物以单壳的腹足类最多
,

主要有马蹄螺属 T 却‘h “ : 、

嵘螺属 Tu rbo
、

凤螺属

St ro m bu
: 和宝贝属 伪g ra ea ; 双壳的瓣鳃类中

,

最常见而体形大的碎碟属 T ri d ac na
、

牡蜘属

Os tre a 、

海菊蛤属 SP on 办lus
、

帘蛤属 v en u : 和扇 贝属 尸ec ten 等
,

还有种类多
、

数量大
,

但个

体小的原生动物有孔虫 (绝大部分是底栖型
,

其中大的底栖有孔虫又占绝对优势 )
、

柳珊瑚 目

竹节柳珊瑚 p a ri sl’,

fu rt 介os a V er ril l
、

软珊瑚 目各属种
、

苔鲜虫和介形虫等
,

亦提供了碳酸盐

物质川
.

2 珊瑚礁地貌

礁类分为环礁
、

台礁
、

塔礁和礁丘 (表 l)
,

以环礁最多
.

礁顶上礁坪围绕浅水泪湖者称

环礁
.

若干小环礁 (礁镯 ) 共同围圈一个深水泪湖
,

组成一个有统一礁座的大环礁者称群礁
.

群礁面积最小也超过 look m
Z ,

最大的郑和群礁约 1 o o ok m
2

.

水下大环礁礼乐滩的面积达9 4 00

km
Z ,

礁坪水深 18 一 27 m
,

礁湖水深 70 一 g o m 闭
,

与中沙群岛的主体相似
.

台礁仅有礁坪而无

表 l 南沙群岛珊瑚礁类型

类 型 } 实 例
礁顶面积

S (k m Z )

礁坪面积

5
1
(k m Z )

泪湖面积

L (km Z )

润湖水深

(m )

口 门

(个 )

环礁发育指数

A d i一 5
1

/ L

开 放 型

半开放型

准封闭型

封 闭 型

台礁化型

礁

礁

丘

永暑礁

五方礁

美济礁

诸碧礁

华阳礁

半路礁

孔明礁

曾母暗沙 [8]

1 1 0
.

4 ] 0 5
.

62 2 5 ~ 30 多处敞开

6 7
.

2

4 5
.

3 1

60
.

30
.

3 0 ~ 4 3

2 0 ~ 2 7

1 6
.

1

7
.

0

5
.

0

2
.

1 2

4
.

7 8

7
.

2

1 4
.

6 9

9
.

1

5
.

0

5
.

0

2 0 ~ 2 2

礁塘 2

无

O } < 0
.

5

一塔台

注
: A成镇 0

.

1 2
,

开放型
; 。

.

12 ~ 0
.

4 ,

半开放型
; 。

.

4一。
.

9
,

准封闭型
; > 。

.

9 ,

封 闭型
.

孔明礁位于 中央水道东南坡上
,

未详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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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湖
.

挺拔的塔礁兀立于大陆坡或海谷坡上
,

未 出露水面
.

矮小的礁丘甸伏在大陆坡或大陆

架上
.

环礁分类有按构造
一

形态原则 [sj 和按环礁发育指数川两类
.

按发育指数而划分的 5种
,

反

映了礁顶润湖衰亡过程的几个阶段川
.

环礁的地貌
一

沉积相带 (图1) 自海 向溜湖可划分为 [e.
7

·

妇 :
(1) 向海坡相带

:

从礁坪外缘坡

折线向海的水下斜坡
,

水深。一 30 m 的陡坡由原生礁构成
,

珊瑚丛生
,

水深 30 一 50 m 的缓坡塌

积生物骨壳
,

水深 50 一 1 o o om 坡上多为生物屑细砂
,

1 o 00 m 以深为生物屑粉砂质粘土
; (2)

礁坪相带
:

宽窄不一
,

一般为数百米
,

地势平坦
,

有细小起伏
,

退潮露出
,

部分稍低于平均

低潮面30 ~ 50
c m

.

各种生物碎屑沉积物大小混杂
,

以砾砂为主
,

且粒径大体上由海向溜湖变

细
.

被皮壳状的珊瑚藻粘结者
,

外观呈棕黑色
.

外礁坪的礁缘突起带砾石垒叠
,

偶见巨砾高

出高潮面以上
,

接受大气淋溶
,

基本上无活珊瑚
.

内礁坪上稀疏生长珊瑚
; (3) 泪湖相带

:

润

湖大小
、

深浅不一
,

沉积各种生物碎屑
,

粒径 自湖边斜坡向湖心渐细
,

以砾
、

砂和粉砂为主
,

湖心含有较多的粘土粒级
.

湖中时有点礁
,

点礁周围沉积物粗化
; (4) 潮汐通道

:

连接溜湖

和海的水道
,

水深与润湖不等
,

流急
,

一般无碎屑沉积物
,

周界为礁岩和活珊瑚丛
.

由于礁

区水体清澈透明
,

风暴时含沙量也极微
,

通道两端无大陆沿岸斓湖潮汐通道内外所见的潮汐

三角洲
.

回 海坡
(礁全录坡 , 外礁坪 礁 凸起

高潮而 {
低潮面

一

一珊瑚稀疏带

内礁坪

珊瑚 丛 州
、

带

泪湖坡
,
泪湖 盆

做吭
‘

犯州孰
_

上
_ _

,

‘令了下
-一

一

、货 , 扮脚
:

悠
-

悉今十‘关气净丫尧荞j录长
礴溉协

万

~ 一 戈刀万
~ ‘挤片、

七乡

飞、 一 、\
~了少

图 1 南沙群岛环礁地貌
一

沉积相模式

整理几个珊瑚礁的外坡测深资料 (见图2) 后获悉
,

外坡水深s om 以浅为浅水平台
,

水深

约 65 0 一 90 o m 具坡折
,

水深 1 7 00 一 2 l o o m 为深水平台 (南沙台阶 ) ; 两个平台之间又以上述

坡折为界
,

分上
、

下坡
,

上坡较陡
,

介于 15
.

70 一 36
.

1
。

之间
,

下部较缓
,

介于 4
.

30 一 24
.

70 之间
·

外坡具多级阶地
,

浅水平台段普遍存在 2 0和 4 0 一 so m 两级 ; 上坡常见 9 0
、

1 1 5一 1 2 0
、

1 4 0
、

1 8 0
、

2 0 0 一 2 2 0
、

2 5 0一 2 7 0
、

3 7 0一 3 8 0
、

4 0 0 一 4 2 0
、

4 8 0一 5 1 0
、

5 6 0 一 5 8 0
、

6 2 0 一 6 5 0
、

7 8 0 一 7 9 o m 等

级 (见图 2 ) ; 下坡常见 9 0 0一 9 5 0
、

1 0 5 0 一 1 1 0 0
、

1 2 0 0
、

1 3 0 0
、

1 4 2 0一 1 4 5 0
、

1 5 5 0 一 1 6 0 0
、

1 68 0 一 1 7 0 0
、

1 8 0 0一 1 85 o m 等级 (见图2)
.

对这些阶地的物质组成
、

成因和年龄的了解 尚

少
.

其中一部分同海平面变化有关
,

另一部分可能同地质构造
、

岩性和构造运动有关
.

礁格架的支柱生物蜂房珊瑚和滨珊瑚之类的生长率一般为5一 l o m m / a
,

最大达到 20 m m /

a
.

马廷英 (1 93 7
,

1 9 5 9) 观察珊瑚外表环纹变化测得郑和群礁造礁石珊瑚生长率
,

3块滨珊瑚

分别为6
、

1 0
、

Z om m / a
,

2块扁脑珊瑚 尸la ry gy ra
: u s tic a 和 p

.

za o e lin a
分别为 8

、

8
·

sm m / a ,

而我队用 X 射线照相方法测得南沙群岛东北部 sm 以浅的橙黄滨珊瑚 P
.

lut ea 的生长率
,

蓬

勃暗沙的为8
.

sm m / a ,

仙宾礁的为 8
.

3m m / a F67
.

而以永暑礁为例
,

冰后期海面上涨平均速度

为10
.

Zm m /a [z]
,

同礁格架支柱珊瑚的一般生长率相当
,

能够发育成干出礁
.

干出礁上的巨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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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水 替礁

深

肺
l挤

水
、

「比例 「之
r少 只 l了矛k n l 卜

几一卜卜卜
姗渐叫而姗枷

�工[l)多进

珊瑚礁外坡

、

潮上带 海 汀

潮 lllJ 带

潮 卜带

介下下万示
一

‘

:

少洲

一
, 厂\‘

- -

一一一

~
仁召

r 一冬
. ,

一
, 旦

泪油I

, . . 一 ,
.

、

八
,

、

、~
’

、 、

卜与

,曰片图活

此
十

‘J卜卜才
口.
.

六U

,
灌

人、草破
、卜洲 {

‘

畏找一

件~ 一

”
一

又
一

‘
一
会二二井于

;
一

矛

仪 卜占6

.
‘

气户�
浑

r

丫丫

二

一 哪粉
以
竺

图3 灰沙岛发育模式

, ‘
C 年 龄均 在 s o 0 0 a B P 以

内闭
,

表明礁坪是全新世中

期海面上涨至最高以来形成

的
.

礁坪上灰沙岛的形成可

分几个阶段 (图3)
: (1 ) 砾

滩
:

风浪在外礁坪潮间带堆

积矮小的砾石堤 (如三角礁

西北边 ) 或砾石滩 (如皇路

礁东端灯桩座 ) 或 砾砂滩

(如南薰礁南边 )
,

低潮干出
,

涨 潮 淹没
.

砾砂 滩聚 散不

定2)
.

( 2) 裸沙洲
:
风浪在潮

上带以巨大的漂木或砾石为

依托堆积成小洲
,

以粗大的

珊瑚枝
、

块和贝壳为多 其

位置游移不定
.

1 9 9 4年 4月 1

日上午我们草测了信义礁东

端礁坪上的沙洲
,

呈椭圆形
,

南 北 向长 2 6
.

sm
,

东西 宽

15 m
,

顶 面高 出高潮水 痕

lm
,

或高出礁坪 2
.

sm
,

不长

植物
.

顶部洼坑东边出露一

条南北向卧伏的长达6 m
、

径
4 0一 7 0c m 的漂木

.

该沙洲的

基座是低 潮水位 适淹 的砾

滩
.

同行宋朝景说
,

比 1 9 8 7

年5月所见略大
,

比1 9 8 8年 7

月所见大多了
,

且总的向西

移动了
.

(3 ) 草被灌丛沙洲
:

风力加积使沙洲规模变大
,

砂级物质增加
,

可积存少量

地下水
,

始长草类和灌木
,

地

形相对稳定
,

如敦谦沙 洲
.

(4 ) 灰沙岛
:

当风力加积的

�丫一/

2) 据南海舰队海测大队廖定海工程师告诉笔者
,

1 9 92年 4 月他在半路礁礁坪西边中部见一沙堆
,

高约 Zm
,

长 10 一 20 m
,

为

珊瑚砾砂屑
,

同年6月不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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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层增厚时
,

形成较高爽的沙堤和堤 内较低的洼地
.

由于四面受风
,

呈周高中低的碟形
.

在

海滩形成海滩岩 [l0 〕
.

在沙堤和洼地的地下形成淡水透镜体
,

乔木生长
,

地形稳定
,

终于成岛
,

如太平岛
.

3 区域气候

属典型的热带和赤道带海洋季风气候
.

受低纬热带天气系统 (副热带高压
、

台风和热带

低压
、

热带辐合带 ) 控制
,

并略受中
、

高纬度天气系统的影响
,

全年基本处于恒温
、

恒湿
、

恒

压
、

恒云量和恒雨量之中[ll ]
,

季风盛吹 [l2 〕
.

每年受太阳直射两次
,

热量大
、

温度高
,

为中国

之冠
.

太阳辐射 4 ~ 6月份平均约为2 0 9 2) / (c m
“·

d )
,

为全年最高值
; 1月份平均约为 1 5 48

.

08

J八
e m

, ·

d )
,

为全年最低
.

辐射平衡值
,

4 一 6月平均为1 6 2 0
.

8 7 ) / (e m
Z

·

d )
,

1月平均为 1 1 7 1
.

5 2

J/ (em
Z ·

d )
,

全年平均 1 5 0 6
.

ZJ/ (e m
Z ·

d )
.

全年平均感热和潜热通量总共为 1 7 8 3
.

8 1 ) / (e m
Z

·

d )
.

全年各月属热源
,

海洋主要以潜热的方式将热量输送给大气
.

年平均表层海水温度和气

温均大于27 ℃ [ls 〕
.

平均气温以太平岛 (10
0

22
‘
N ) 为例

,

全年高温
,

4
、

5月最高
,

均为 29
.

0 ℃ ;

1月最低
,

为26
.

8 ℃
,

年均温为27
.

9 ℃
.

温差很小
,

平均 日
、

月和年变化值及冬
、

夏半年之间

均相差极小
,

日
、

夜间基本保持平衡
,

四季不分明
,

常夏
.

表层海水温度
,

全年皆高
.

西月

岛 (1 1
0

0 5 ‘N ) 2 7
.

8℃
,

南威岛 (5
0

4 0 ‘N ) 2 7
.

9 ℃
,

曾母暗沙附近 (3
0

4 2 ‘N ) 2 5
.

3 ℃
,

最热月

与最冷月的月平均温差也很小
,

三处分别为3
.

4
’

c
、

2
.

9
‘

c 和 2
.

2
‘

c
,

是
“

常夏之海
’

,.

降雨主要由台风和西南季风所致
,

也有对流雨
.

雨量丰盛
,

纬度愈低
,

平均年总降雨量

愈多
.

以太平岛至纳土纳群岛为界
,

西北部约 1 5 00 一 2 0 00 m m / a (太平岛年平均雨量 1 8 42

m m )
,

东南部大于或等于 3 0 00 m m / a
.

北部干湿季明显
.

按月雨量达 50 m m 为雨季计
,

太平岛

2 ~ 4月平均分别为33
.

2
、

31
.

8和 24
.

4 m m
,

其余各月均超过 50 m m
,

其中6一 n 月均超过 20 0 m m
.

季风活动
,

5月下旬至9月的夏半年盛吹西南风
,

n 月至翌年4月中旬的冬半年盛吹东北风
,

其余月份是过渡季
,

风向多变
.

东北季风是来自亚洲大陆高纬度冷高压产生的南下气流
.

冬

半年内本区东北风频率约为75 %
,

平均风速 6 m / 5
.

西南季风主要来 自南半球冷高压产生的越

赤道气流
,

小部分是区内自产的弱西南风
.

夏半年内西南风频率也为75 %左右
,

平均风速 6 m /

5 以上
.

热带低压和台风发源于南海中部和西北太平洋热带海域热带辐合带上
,

对本区的影响

均较少
.

据统计
,

1 9 4 9 一 1 98 1年南海活动的台风频数
,

70 %集中在20
“

N 东沙群岛附近
,

而 10 %

大致平行 1 0o N 左右 (南沙群岛北边) 分布
.

本区北部8o 一 1 0o N 秋冬有个别由东 向西过境的台

风中心
,

最南是 7 1 4 8号台风中心到达 5
.

I
O

N [l4 〕
.

4 海洋水文

南沙群岛岛屿很小
,

地表堆积物极疏松
,

降雨未能形成地表径流
.

由于降雨量大
,

周围

陆地尚有众多河流汇入
,

故海水盐度是南海诸岛中最小者
.

南沙群岛远离大陆海岸
,

海水 中

悬浮物少
,

透明度大
,

一般达20 一 3 om.

本海区表层 (so m 以浅 ) 水存在 3种不同特性的水体
:
(l) 南海赤道陆架水

:

源于爪哇海
,

进入本区南部和东南部
,

受陆地淡水的影响
,

以低盐为其主要特征
; (2 ) 混合水

:

分东
、

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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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东部高盐混合水分布在巴拉巴克海峡西侧
,

源于苏禄海
,

西部低盐混合水分布在循公河

口外 ; (3) 南沙中央水
:

性质上介于上二水体间
,

面积较大
,

其温度和盐度都 比较均匀川
.

海水的垂向分布
:
(l ) 表层水

: 。一 75 m
,

高温
、

低盐
; (2 ) 次表层水

:

75 一 3 00 m
,

高盐
,

水温降低
; (3 ) 中层水

: 3 00 一 1 o 00 m
,

比次表层水低盐
,

温度为 5
.

7 一 4
.

3 C ; (豹 深层水
:

1 00 0一 2 o o o m
,

以低温
、

高盐为特征
,

温度多在 4 C 以下
,

盐度为34
.

6 0r
‘〕

.

本区北面毗邻的

南海中央深海盆
,

水深大于 2 6 0 0m 的深海盆海水
,

温度低于 2
.

S C
,

盐度为34
.

6一 34
·

70
·

本海区潮汐性质以不正规 日潮和正规 日潮为主Fe]
,

so N 以南属于不规则半 日潮 [ls 〕
.

潮差

小
,

一般为 0
.

5 一 1
.

sm
.

最大可能潮差出现在群礁
,

大于2. sm
.

潮流流速一般小于 0
.

5 14 m /s
·

季风海流
,

由西南风驱动从爪哇海和 印度洋来到本区的海水 向东北流向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
,

在区内流速一般为 0
.

25 7 m /
5

.

东北风将东海和西太平洋的海水通过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流过

本区
,

并进入爪哇海和印度洋
,

在区内流速 一般为 0
.

4 12 m / 5
.

西太平洋的海水尚有一支经过

苏禄海穿过 巴拉 巴克海峡进入本区
,

至南沙群岛西侧
,

部分顺势汇入西南向海流
,

流去爪哇

海 ; 部分逆东北风而流
,

从万安滩
、

日积礁和永暑礁的西侧向东北流
,

与越南东南岸外的西

南向海流背道而驰
.

春秋季海流随季风交替而流势较乱
.

4 月在南沙群岛以西海域出现一反时

针方向的涡流
,

9月在纳土纳群岛以西海域 出现一个顺时针方 向的涡流
.

南部大陆架海流大体

上 自西向东
.

但从巴拉巴克海峡来水
,

有一支沿加里曼丹岛北岸参与 由东北向西南的沿岸流
.

区 内波浪以风浪为主
,

涌浪少于风浪
,

但涌浪的波高和周期略大于风浪
.

波向
,

夏半年

以西南浪为主
,

冬半年以东北浪为主
.

波高
,

东北季风期较大
,

西南季风期较小
.

1月平均波

高
,

风浪 1
.

sm
,

涌浪 2
.

4 m ; 7 月平均波高
,

风浪 1
.

lm
,

涌浪 1
.

6 m [le 」
.

年中最大和较大的风浪

波高
,

常出现于台风
、

热带低压以及西南季风潮活动期间
.

本文第一作者在永暑礁 目睹平时

海浪传到礁缘
,

变成拍岸浪
,

环礁缘形成一圈乳白色浪花带
.

1 9 9 0年6月12 一 1 7 日
,

吹刮强西

南风
,

最大风力达 n 级
,

瞬时最大风速3l m / S ,

东南礁前瞬时最大波高 6
.

7 m
.

在大风过程中
,

礁缘卷起高达 3 一 4m 的浪墙
,

上礁坪后仍有高达 lm 的余波
,

冲至人工岛护岸斜坡上才完全破

碎
.

5 珊瑚礁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种类繁多
,

1 9 8 4一 1 9 90 年间
,

我队在本海区采集的海洋生物标本经初步鉴定和

不完全统计
,

大约有 3 2 35 种以上
,

包括30 个新种
,

中国新记录 23 7种
,

多属于印度
一

西太平洋

热带区系的种类
,

绝大部分是印度
一

马来亚 区种类
3 ’

.

可分为大陆架浅海生物群
、

大洋生物群和

珊瑚礁生物群
.

珊瑚礁的海洋生物群构成独特的生态体系
,

与大洋和大陆架浅海的生物群及

生态体系截然不同
.

南沙群岛珊瑚礁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均很 多
,

迄今调查尚少
,

其生态习性
、

分布
、

种群结构
、

种间相互关系等的研究更少
,

实情远未清楚
.

珊瑚礁底栖生物以石珊瑚
、

角珊瑚
、

柳珊瑚
、

软珊瑚
、

软体动物
、

棘皮动物
、

多毛类
、

甲

壳类和藻类为主
.

已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浅水造礁石珊瑚共约有 5 00 余种
,

估计南沙群岛浅水

造礁石珊瑚种类数 目介于西沙群岛 (有 38 属 1 27 种 ) 和菲律宾 (有67 属 2 00 余种) 之间
.

我队

3) 陈真然
.

南沙群岛海域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研究
.

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编印
,

1 99 1
.



5期 赵焕庭等
:

南沙群岛珊瑚礁自然特征

已在曾母暗沙见 n 科27 属 44 种 [sj
,

在东北部蓬勃暗沙等 10 座环礁采到11 科33 属 94 种闭
.

珊瑚种

类
、

数量及分布与生态环境适应
,

礁前向海坡上部海水流畅
,

营养丰富
,

珊瑚种类多
,

覆盖

率往往超过50 %
,

有的几乎达 1 00 % (如海 口礁 )
.

鹿角珊瑚
、

蔷薇珊瑚
、

滨珊瑚
、

扁脑珊瑚
、

蜂房珊瑚及杯形珊瑚等在群落中同时占有相当的位置
.

泪湖浪静流弱
,

湖坡上珊瑚种类略少
,

覆盖率也超过 50 %
,

高达75 %
,

抗浪性差的枝状鹿角珊瑚在群落中占优势
.

礁坪随潮汐周期

出露
,

水浅
,

外力作用较强
,

珊瑚种类最少
,

覆盖率一般不超过 30 %
,

以团块型的扁脑珊瑚
、

蔷薇珊瑚和刺石芝等为主
.

柳珊瑚 目的竹节柳珊瑚在泪湖坡和湖中点礁壁上长成灌丛式
.

角

珊瑚有裂角珊瑚科 S o hi zo p a th id a e 和黑角珊瑚科 A nt ip a th ida
e

的一些属种
,

软珊瑚有软珊瑚

科 A ley o n iid a e 、

棘软珊瑚科 N e p ht h e id a e 和拟软珊瑚科 Pa r a le y o n iid a。 等
,

共有数+ 种
,

多分

布在内礁坪和溜湖坡
.

礁栖软体动物估计有数百种
,

除前述附礁软体生物各属外
,

腹足类的还有锉棒螺属 R 爪
。 -

oc la vi : 、

衣笠螺属 x en oP ho ra
、

笛螺属 孔bl a 、

嵌线螺属 〔汐m at lu m
、

骨螺属 Mur ex
、

织纹螺属

N a s sa r iu : 、

细带螺属 F a sc io la ri a 、

笔螺属 M itra
、

芋螺属 CO
n u 、 、

笋螺属 Te
r 占ra

,

角贝属 D e n t a li
-

u m 等
,

瓣鳃类尚有帽蜡属 c uc ul lae a 、

日月贝属 A m us s iu m
、

鸟蛤属 ca rd 爪m
、

镜蛤属 D os ini a 、

紫云蛤属 尸sa m m 诫
a
等

.

棘皮动物有各种海百合
、

海星
、

海胆
、

蛇尾和海参等
.

栖礁的蟹类

以扇蟹科 X a n thi da
e
的种类占优势

,

常见梭子蟹科短桨蟹属 T hal a m ita
、

扁蟹科 P a
lic id a e 和方

蟹科 G ra Ps id a e
等数十种

.

附礁藻类初步鉴定有红藻 18 种
、

褐藻 8种
、

绿藻 27 种
.

向海坡上以

红藻门的珊瑚藻 Cor a ll ina
cea e

占优势
,

礁坪上多见珊瑚藻和绿藻门的仙掌藻 H a h m ed
a ,

泪湖

中则以仙掌藻占优势
.

珊瑚礁鱼类种类很多
,

以脂科 s e r r a n id a e 、

隆头鱼科 L a b r id a e 、

雀绸科 p o m a e e n t r id a e 、

棘

皮细科 C a r a e a n th id a e 、

鳞纯科 B a li
s t id a e 、

鹦嘴鱼科 Se a r id a e 、

喂科 H o lo e e n r id a e 、

笛绸科 L u -

t ia n id a e 、

蝴蝶鱼科 C ha e t o d o n t id a e 、

刺尾鱼科 A e a n th u r id a e 、

裸颊绸科 L e t hr in id a e 、

锥齿绸

科 Pe n t a p o t id a e 、

潜鱼科 C
a r a p id a e 、

眶棘妒科 S e o lo
s id a e 、

缎虎鱼科 G o b iid
a e

等上百种
.

此

外
,

尚有各种海龟
、

袱猖
、

龙虾
、

鳗鲡和海蛇等
.

海水中的浮游植物有硅藻
、

甲藻
、

蓝藻
、

金

藻和绿藻数十属上百种
,

浮游动物有挠足类
、

毛鄂类
、

磷虾类
、

端足类
、

糠虾类
、

莹虾类
、

枝

角类
、

浮游介形类
、

浮游多毛类
、

长尾类
、

浮游软体动物翼足类和异足类
、

水母类等数百种
.

6 灰沙岛生物与土壤

灰沙岛上的植物是通过海流
、

气流
、

鸟类和人类为媒介传播到岛上后繁殖起来的
.

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
,

目前我们尚未能登岛调查
.

运用西沙群岛考察的经验
,

使用望远镜观察过

太平岛
、

鸿麻 岛
、

染青沙洲和安波沙洲等地的植被
.

根据资料
‘’

和文献 〔’3
,

’7口
,

南沙群岛主要的

植物类型是高约10 一 20 m 的热带常绿珊瑚岛乔木林
、

高约 2 一 3m 的热带常绿珊瑚 岛灌木林和

草被
.

太平岛有 以橙花破布木 co rd la 、
ub ct)

r d at a 、

白避霜花 p ison 故 g ra n di
、

和海岸桐 “ue tta r--

d a sP ec io sa 为主的热带乔木林
,

以草海桐 S ,a ev 耐a 、

er
;
ce a 为主的灌木丛

,

草类 以过江藤刀PP Ia

n
od ifl

o

ra
、

银叶紫丹 儿
u : n

确
r ti“ 。 g e

动
a

、

蓖麻 尺 ic i。“ 、 。o m , , , 。。 ; 、 为 普遍
,

栽培植物有椰

4) 卓俊雄
,

麦蕴瑜
.

祖 国的南疆
—

南沙群岛
.

1 9 95年手稿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编印
,

19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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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树
、

菠萝蜜
、

海棠果
、

番木瓜
、

香蕉
、

番薯以及各种蔬菜
.

植物生势很好
.

据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邢福武初步统计 (私人通讯 )
,

南沙群岛维管束植物有31 科45 属48 种
,

基本

上 皆为热带成分
,

并拥有代表东南亚珊瑚植被特征的各种热带海岸成分
,

是我国热带珊瑚岛

植物区系的重要代表
,

在区系区划上属于古热带植物区
、 “

马来西亚热带植物亚区
”

.

永暑礁

人工岛自1 9 8 8年建成以来
,

也陆续生长了植物
,

计有种子植物22 科 36 属39 种
,

其中一种称肾

腺大戟 E uP ho rb 故 re n

ifo o nl 、 BI
. ,

显然是 由海鸟为媒介传播来的
5 ’

.

由于气候暖热
,

海洋生物繁多
,

鸟类也多
.

岛屿既是海鸟栖居地
,

又是渡鸟歇脚之地
.

常

见海鸟群飞于海船上空和岛礁上空
,

群栖于岛屿
、

沙洲
、

礁坪上露出水面的礁石和漂木上
,

或

落在海船及其他漂浮物上歇息
.

岛屿上鸟粪成层
,

鸟蛋遍地
.

我们见过漂木鸟窝里的鸟卵
.

未

作过鸟类调查
,

常见鲤鸟和燕鸥等
.

据报道
,

西沙群岛先后发现约 70 种鸟
,

分为留鸟
、

冬候

鸟和夏候鸟3群 [ls 〕
,

可供参考
.

太平岛鸟粪层面积约占全岛的80 %
,

厚约 0
.

3m
,

除已被 日寇掠

去之外
,

估计尚存储量 7万余吨〔’“〕
.

灰沙岛的成土母质均为生物碎屑
,

所成的土壤种类单纯
,

为磷质石灰土
,

所有土壤剖面

均呈碱性反应
,

p H 7
.

5一 8强
.

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而使土壤剖面略有差异
.

以太平岛

的土壤为例 [l ’〕:
(1) 沙堤上白避霜花幼林和杂草生境下土壤剖面

: o 一 1 0c m
,

淡灰色砂屑
,

富

植物根
; 10 一 3 5c m

,

与上层基本相同
,

但植物很少
; 35 c m 以下

,

植物根极少
.

(2) 沙席繁茂

的 白避霜花林和过江藤下土壤剖面
: o一 7c m

,

棕灰色砂
,

富植物根 ; 7至巧一 2 0c m
,

埋藏棕色

块状之鸟粪层
,

含中细砂
,

上部较软
,

易碎
,

下部较坚实
,

如硬盘
,

有植物根
; 15 一20 至 3 5c m

,

受鸟粪层淋溶影响呈浅棕色
,

富植物根
; 35 一 8 0c m 以下

,

带极淡之粉红或微黄色的粗碎屑
.

(3) 沙席和洼地上 白避霜花丛林下鸟粪层
:

为坚硬大块鸟粪磷矿
,

块径约十余或数十厘米不

等
,

或连续成层状
,

其 P
Z
O

S

含量为19
.

58 %
,

有机物占2
.

30 %
.

(4) 沙席上过江藤和蓖麻群丛

下鸟粪层
: o一 1 0c m

,

黑棕色细砂
,

粒状构造
,

富植物根
; 10 至 20 一 3 0c m

,

块状
,

外表灰色
,

内部棕色
,

状似粗砂岩
,

但较疏松且轻
,

其下为黄棕色含磷酸之珊瑚灰岩
.

局部地方被开发

为菜地
,

则表土较厚
,

约20 一 3 0c m
,

土色略深
,

有机质高达13
.

10 %
,

氮含量 0
.

65 %
.

土壤上

种植的椰子
、

番木瓜等
,

生势
、

结实均很好
.

蔬菜也宜
,

但多虫害
‘,

.

永暑礁人工岛上有一块面积 4 60 m
艺

的菜园
,

土壤系 1 9 8 8 一 1 9 91 年从湛江陆续运来的砖红

壤棕黄色砂泥
,

厚 22 c m
,

直接铺在从人工港池吹填的生物砂砾屑上
,

经数年耕作培育 已熟化
,

种植 白菜
、

通心菜
、

生菜
、

觅菜
、

辣椒
、

豆角
、

黄瓜
、

苦瓜
、

茄子
、

番茄
、

节瓜
、

南瓜和葱

等
,

保证供应驻岛人员每天一两顿新鲜可 口的蔬菜
.

7 南沙群岛白然综合体的特征

综上所述
,

南沙群岛呈现典型的热带珊瑚礁群岛的景观
.

第三纪中期以来
.

这里处于热

带海洋季风气候条件下
,

热带海洋生物群生
,

浅水造礁石珊瑚和附礁生物 贝类及藻类依附在

地质构造多属断凸的基座上
,

不断繁生
,

生物遗骸聚积和碳酸钙富集
,

发生成岩变化
,

从而

产 生了排列有序的热带生物礁—珊瑚礁地质体
,

随海面 L涨而兀立于海底高原 (南沙台

5) 邢福武
,

吴德邻
,

李泽贤
.

赵焕庭
.

水暑礁 人工岛的种子植物
.



5期 赵焕庭等
:

南沙群岛珊瑚礁自然特征

阶)
、

上陆坡和大陆架上
.

全新世中期海面达到最高
,

部分礁顶亦因造礁珊瑚生长率与海面上

涨率相当而同步地到达 目前位置
.

大浪和风将生物砾砂屑抛掷在礁顶上
,

陆续堆积形成 了灰

沙岛地貌
.

在常年基本处于恒温和恒雨量的条件下
,

岛屿沙土逐渐脱盐
,

通过海流
、

气流
、

鸟

类和人类媒介
,

外来的植物登岛发芽
、

扎根
,

长成热带常绿珊瑚岛乔灌林
,

但不同干热带大

陆或大陆岛一般的热带雨林
.

植被下的生物砾砂屑为成土母质
,

在植物与林栖鸟群的行为下

发育了热带珊瑚岛磷质石灰土土壤
,

又不同于热带大陆或大陆岛一般的砖红壤
.

珊瑚礁岛各

种 自然因素互相影响
,

互相制约
,

构成独具特色的热带珊瑚礁岛屿生态系
.

有人说
,

在生物

量低的热带深海中
,

星罗棋布着高生物量的珊瑚礁岛群
,

可喻作沙漠中的绿洲 [] ‘」
.

在这个 自

然地理综合体中
,

相应赋存丰富的海陆国土资源
、

水陆生物资源
、

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
、

鸟

粪资源
、

光热资源
、

雨水资源
、

风能资源
、

波能资源
、

海水温差能资源以及旅游资源呻〕
,

南

沙群岛是美丽富饶的热带群岛
.

它同西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同属一类 自然综合体
.

S 南沙群岛在中国自然区划中的位置

一一一
.

律介人户洲,己价/
了J八以
、,

尸/夕‘
.

、书山砂
\

越厂

少
l
ireseses卜‘eerlsees

X2o

岛牢
、

西 江
一 夕 ,

止

图通 南沙群岛自然区划

热带

11 赤道热带
—

南沙群岛珊瑚礁

热带海洋生物地带

1
1 1

曾母 暗沙珊瑚礁 区

T: 早热带
—

南沙群岛热带常绿林

磷质石灰土地带

I:
:

南沙群岛珊瑚礁岛礁区

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将全国划为寒温带至赤道带等 6个温度带 (自然地 区 )
,

赤

道带的唯一代表就是南沙群岛区域
,

南沙群岛被划为赤道带湿润地区雨林地带 [z0 〕
.

中国科学

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仿从
,

将南沙群岛划为赤道热带珊瑚礁森林
一

黑色土地带
6 ’

.

中

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将南沙群岛划为赤道热带田」
.

中国科学院 《中国 自然地理 》编辑委 员会将

南沙群 岛列入华南热带湿润地区南海诸岛热带雨林区内
「州

.

国外学者认为
,

南海 5
”

N 以南属

赤道季风气候 区[z3 〕
.

陈史坚根据南海南部区域降水的南北差异
、

台风的有无
、

温度的南北反

6) 中国科学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
,

广州地理研究所
.

广东 省综合自然区 划
.

} 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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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现象以及围区大陆植被的地带性差异
,

将南海南部分为两部分
,

最南部为赤道带
,

偏北部

为热带
.

本文第一作者曾相仿以 6o 一 7o 为界
,

将南沙群岛的北部和中部划为热带南亚带
,

南沙

群岛的南部划为赤道带[z5 〕
.

后来
,

陈史坚又考虑到南海南部的最热月
,

偏北部 (太平岛) 比

最南部 (加里曼丹岛北岸古晋 ) 早1个月出现
,

又按现行通称赤道带为赤道热带
,

遂将南沙群

岛北部和中部的热带称为早热带
,

南部的赤道带称为赤道热带
7 ,

.

我们在南沙群岛自然区划系统中采用单列系统
,

自高级单位到低级单位是
:

自然带一自

然地带一自然环境区 (见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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