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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部沿海的江豚
关

黄宗国 刘文华 郑成兴 李传燕 王建军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3 61 005)

T ho m a s A
.

Jeffe r s o n

(香港海洋公园鲸豚保护基金会
,

香港 )

摘 要 在闽南厦门至漳浦沿海获 2 2 只江 豚
,

根据背部棘状小结节的数量与分布
,

可明显分为两个亚种
,

即指名 亚种 (N
.

P
.

Ph oca en oi des
,

81 % )和北方亚种 (N
.

P
.

su n a m er i
,

1 9 % )
,

表明本海域是几个亚 种 的混栖地带
.

分析 了这些江 豚的外部形态

和种群结构
,

测定了脂肪层及各内脏的重量
.

关键词 江豚 海洋哺乳动物 闽南沿海

中图分类号
: Q 16

1 引言

江豚 N 由p hoca en a

Ph oca en oi d es (c uv ie r

)[
‘一 6〕分布于 中国大陆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 台湾

省
.

分 3 个亚种
:

(1) 指名亚种 N
.

p
.

Ph
o ca en 。￡de

: ,

背面棘状小结节纵向最多 12 一 16 行
,

分布

于南海和台湾省
.

(2) 扬子亚种 N
.

p
.

as 记eo ri en tal 钻
,

背面小结节 1 一 3 行
,

分布于长江 中下

游和钱塘江 口
.

(3 )北方亚种 N
.

p
.

: u
na m er i

,

背 面 小结节 4 一 10 行
,

分布于黄海和渤

海t7 一 9〕
.

笔者研究表明
,

指名亚种和北方亚种都不进入珠江和九龙江 口 内
.

北方沿海 [71 和长江中下游〔
‘“J的江豚 已经有过许多研究

,

长江 口以南的报道比较少
,

福建

南部沿海未见有关报道
.

福建南部沿海是江豚几个亚种分布的混合区
,

对本海域江豚的研究

就更有特殊意义
.

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

本研究旨在为保护生物学提供科学基础
.

1 9 9 4 一 1 9 9 9 年 5 年期间
,

由福建南部漳浦佛昙
、

旧镇至厦门(2 4
0

一 2 4
0

3 0
’

N
,

1 1 7
0

3 0
’

一 1 1 8
0

30
’

E) 沿海得 22 只江豚标本
,

多数是缠绕在流刺网死亡
,

仅 2 只发现于厦门海滩的尸体
.

研究

内容包括
: 测定外部形态的各个参数(体长

、

体围等 30 项 )
,

解剖并测定脂肪层及各内脏器官的

大小和重量
,

进行胃含物的种类鉴定
.

仔细测定背部的棘状小结节和背脊
,

研究外寄生物
、

年

本文于 19 99
一

07
一

19 收到
,

修改稿于 19 99
一

n
一

08 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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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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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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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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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国
,

男
,

64 岁
,

研究员
,

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



5 期 黄宗国等
:

福建南部沿海的江豚

龄和种群结构
.

2 外部形态和种群结构

体长
、

体重和年龄
:

如表 1 所示
,

21 只江豚 的体长范围为 82 一 153
。m

,

体重为 6
.

8 一

4 8
.

0 k g
,

其中 N 3 牙齿未露出牙跟
,

是哺乳期的幼仔
,

体长仅有 82
。m

,

体重为 6
.

8 k g
.

由 N 14

的子宫中获 1 只 70
。m

,

4
.

2 kg 的未出生胎儿
,

口裂两侧各有 3 支白色的触毛
.

初步认为
,

N l

和 N g 的体长为 92 一%
。m

,

体重为 17 一 20 k g
,

是 2 只幼体
,

N 16 和 N 7 也接近幼体
.

对 N n 一

N 20 10 只标本的牙齿进行切片
,

鉴定年龄为 1 一 6 岁
,

其中 N 14 怀孕母体为 6 岁[6]
,

同时还

鉴定 2 2 只香港等地标本
,

最大年龄 18 岁
,

1 只不足半岁的哺乳幼仔体长为 86
。m

,

2 只 0
.

5 岁

的幼仔体长为 9 9 一 1 0 5 em
·

表 1 福建南部 22 只江豚的墓本生物学参数

标本号 N I NZ N 3 N 4
.

NS N 6 N 7 N S N g N 10 N ll

日期 1 9 94 一 12 1 9 9 5 一 0 9 19 9 5 一 0 1 1 9 9 5 一 0 1 19 9 5 一 0 1 19 9 5 一 0 1 19 9 5 一 0 1 19 9 5 一 0 1 19 9 5 一 0 2 1 99 5 一 0 2 19 9 5 一 0 2

体长 / em 9 6 ? 11 0 8 2 12 8 15 1 10 9 15 2 9 2 1 17 13 8

体重 /吨 20
.

0 ? 2 1
.

0 6
.

5 3 4
.

0 4 5
.

0 2 6
.

0 4 5
.

0 17
.

0 2 8
.

0 3 8
.

0

性别 早 舍 早 早 含 舍 早 舍 早 舍 早

年龄 /岁 幼仔 4

齿数 6 7 7 3 7 4 0 7 0 6 9 7 3 7 6 6 3 7 5 7 0

背棘行扩 3 ? 12 1 2 12 一5 12 13 4 5 1 1

标本号 N 12 N 1 3 N 1 4
‘ ’

N 1 5 N 16 N 17 N 1 8 N 1 9 N 2 0 N2 1 N2 2

日期 19 9 5 一 02 19 9 5 一 0 2 19 9 5 一 0 2 1 9 9 5 一 0 2 19 9 5 一 0 2 19 9 5 一 0 2 19 9 5 一 0 2 1 9 9 5 一 0 2 1 9 9 5 一 0 2 1 9 9 6 一 12 19 9 9 一 0 2

体长/ cm 1 2 7 15 3 15 0 1 4 4 10 7 13 3 1 4 5 1 2 7 1 3 6 13 3 12 4

体重 /掩 3 1
.

2 5 3
.

0 45
.

0 3 9
.

3 15
.

0 3 7
.

2 3 8
.

6 2 5
.

2 32
.

2 ? ?

性别 早 舍 早 早 早 含 含 含 舍 ? 早

年阶 /岁 3 6 6 4 1 3 3 3 4

齿数 7 0 6 4 6 5 7 1 6 7 7 7 7 2 6 5 6 5 6 9 7 1

背棘行数 1 2 10 12 1 3 1 1 13 1 1 1 1 1 1 3 1 2

,
齿未礴出牙眼的哺乳幼仔

.

, ,

怀孕母体
,

胎儿发育完全
,

体长为 70
。m

,

重为 4
.

2 蜷
.

性别
:

21 只个体性比几乎相等
,

雄性为 10 只
、

雌性为 n 只
.

齿数和齿式
:
江豚的齿为同型

、

扁平铲状
.

21 只个体中每只的牙齿总数为 65 一 76 个(表

1)
.

齿式如表 2
,

上
、

下领及左右两侧的齿数差别不大
,

齿数平均上领 34
.

5
,

下领 35
.

0
.

仅发现

少数个体牙齿有脱落
.

幼体和成体牙齿数目没有差别
.

背棘突纵向行数
:

21 只中背鳍 3 一 5 行者为 4 只
,

占总数的 19 %
,

其他为 10 一 13 行

(8 1 % )
.

体围
、

鳍的大小及各器官部位的距离等测量数据
,

已有较详细记载
,

暂不赘述
.

表 2 22 只江豚的齿式和肠长

标本号

齿式

肠长 /c m

体长/
em

肠长 :
体长

Nl NZ N 3 N 4 N S N 6 N 7 N S N g N 10 N ll

17 17 1 7 1 6 17 19
关

16 1 7 2 1 19 19 19

7 5 4 1 1 00 1 0 42 4 5 6

9 6 1 10 8 2

7
.

8 5 9
.

4 7 5
.

5 6

17 17 16 1 7 18 19 19 18 16 16 1 8 19 18 17

18 18 18 1 8 18 18 2 0 1 9 1 6 1 5 1 9 19 17 18

1 0 4 0 1 0 7 8 8 9 8 1 0 7 2 7 56 1 0 7 7 1 2 3 5

12 8 1 5 1 10 9 15 2 9 2 1 17 1 3 8

8
.

13 7
.

13 8
.

2 3 7
.

0 5 8
.

2 2 9
.

2 1 8
.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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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标本号 N 1 2 N 1 3 N 14 N 15 N 16 N 1 7 N 1 8 N 1 9 N 2 0 N 2 1 N 2 2

齿式

肠长 / c m

体长 /c m

肠长
:

体长

1 9 1 7

1 6 1 8

1 2 2 0

1 2 7

9
.

6 1

1 6 16 16 16 18 17 15 17 2 0 1 9 1 8 1 7 1 7 1 6 1 7 1 5 1 7 1 7 18 1 8

1 5 17 17 16 18 18 17 18 19 1 9 1 9 1 8 1 6 1 6 1 6 1 7 1 8 1 7 18 1 7

1 3 5 0 1 0 2 0 1 18 0 9 9 0 1 0 2 0 1 1 0 0 1 1 8 0

1 5 3 14 4 10 7 13 3 14 5 1 2 7 1 3 6 1 3 3 12 4

8
.

8 2 8
.

19 9
.

2 5 7
.

6 7 8
.

2 8 8
.

66 8
.

6 8

,

哺乳期幼仔
,

齿未露出牙眼
.

N l
,

N 13 左下各掉 1 个牙齿
.

3 脂肪层
、

内脏及脑

脂肪层
:

对 N l 和 N 3 一N 10 9 只个体
,

分别测定前
、

中
、

后和背
、

侧
、

腹等位置脂肪层的厚

度和重量
.

8 只成体 9 个位置脂肪层的平均厚度为 13
.

5 一 28
.

0 m m
,

脂肪重 6
.

22 一 13
.

52 kg,

脂肪重占体重的 16 % 一 44 %
.

N 4 哺乳期幼仔脂肪层与成体有所差别(表 3 )
.

表 3 , 只江豚脂肪层的厚度和重t

标本号 N 1 N 3 N 4 N 5 N 6 N 7 N 8 N 9

平均厚度 / ~
月旨肪重量 / k g

占总体重百分数 (% )

1 3 5

6
.

2 2

8
.

9 1 8
.

8

2
.

22 9
.

5 6

2 1
.

0

1 3
.

5 2

1 8 0

7
.

4 6

18
.

0

1 1
.

4 5

N 1 0

2 7
.

0

10
,

3 4

30 3 3 l 6 2 8 2 9 2 5

2 8
.

0

7
.

4 5

4 4 3 7

内脏
:

对消化
、

循环
、

排泄
、

呼吸和生殖系统主要器官的大小和重量进行测量
,

结果如表

4
.

肠的大小均匀
,

无小肠和大肠之分
.

17 只成体肠长度为 754 一 1 350
c m

.

肠的长度是体长

的 7
.

0 5 一 9
.

6 1 倍
,

平均为 8
.

45 倍
.

随体长的增 长
,

肠也相应增大
.

N 4 哺乳期幼体肠长仅为

82
。m

,

仅为体长的 5
.

56 倍 (见表 2)
.

18 只成体肠的重量为 500 一 2 0 50 9
,

平均重量是平均体

重的 4
.

3 %
.

N 4 幼体的肠重仅为体重的 2
.

0 % (表 4)
.

成体的空胃重量为 19 0 一 800 9
,

平均占

体重的 1
.

6 %
.

肝为 2 3 6 一 1 2 0 0 9
.

肾为 7 0 一 4 0 0 9
.

胰为 3 1 0 一 1 5 0 0 9
.

7 只雄性 z 个辜丸重

量为 1 5
.

6 一 6 95
.

0 9
,

两侧的皋丸不等大
,

单个肇丸最大重量为 3 75 9
.

4 只个体脑的重量为 2 40 一 2 96 9
.

表 4 20 只江豚内脏的重t /g

标本号 N l NZ N 3 N 4 N S N 6 N 7 N S N g N 1 0

肠 5 0 0 1 5 0 0 13 5 1 6 0 3 1 7 4 7 1 2 40 1 7 3 7 5 9 0 1 2 8 0

胃 1 9 0 5 3 5 3 8 9 1 2 9 4 6 9 6 86 3 9 2 5 9 2 2 0 5 3 82

心 8 9 1 0 5 4 8 1 4 1 2 1 5 1 12 17 4 6 7 1 1 9

肺 4 1 7 4 6 5 6 7 0
一、

17 0 6 4 8 9 7 2 4 7 2 79 0 3 0 5 5 1 1

肾 70 5 2 1 7 0 3 1 5 14 7 2 1 9 7 0 1 4 8

肝 2 4 2 6 6 7 1 1 2 5 9 5 1 0 8 8 5 5 3 5 9 0 2 3 6 6 3 5

胰 10 5 0
.

6 7
.

0 7
.

8 7
.

2 3
.

8 3
.

7 4
.

1

标本号 N ll N 12 N 1 3 N 1 4 N 1 5 N 1 6 N 1 7 N 1 8 N 1 9 N 2 0

肠 1 5 0 0 1 6 0 0 2 0 5 0 1 6 0 0 1 8 0 0 5 5 0 1 9 5 0 1 9 0 0 1 30 0 1 5 0 0

胃 7 5 0 5 5 0 5 1 0 5 5 0 8 0 0 5 7 5 5 0 0 6 0 5 4 8 0 5 0 0

心 2 5 0 2 7 5 4 0 0 3 0 0 1 7 5 1 0 0 2 1 0 2 5 0 2 5 0 2 2 0

肺 1 0 7 5 1 0 0 0 1 5 0 0 1 0 0 0 7 9 0 3 10 8 7 0 7 5 0 8 2 0 1 1 5 0

肾 4 0 0 3 8 0 3 7 5 2 2 5 2 5 0 1 0 0 3 3 5 2 7 5 2 8 0 2 9 0

肝 1 0 5 0 9 5 0 1 2 0 0 7 0 0 7 5 0 7 2 5 1 0 5 0 7 0 0 9 2 5 9 0 0

胰 6 5 4 5 3 6 5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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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部沿海的江豚

4 背部棘状小结节和背脊

江豚没有背鳍
,

在背部有平坦区
,

自鳍肢前端与脐之间的垂线上方至肛门垂线上方的平坦

区
,

分布有棘状小结节
.

如表 1 和表 5 所示
,

检查 21 只背部棘状小结节分布区的长度
.

除 N 4

是幼体外
,

仅 3 只长度小于 6 0 。m (3 7
.

5 一 5 7
.

1 。m )
,

占体长的 5 0 % 以下 (4 0
.

9 % 一 4 4
.

6 % )
,

其

分布区的最大宽度都不超过 1 Cm (0
.

4 一 0
.

6 。m )
.

棘状小结节在分布区内呈错位均匀排列
.

有 4 只(含 N ZI )仅为 3 一 5 行
.

另 16 只的棘状小结节分布区的长度均大于 60
。m (64

.

5 一 94
c m )

,

占体长的 50 % 以上 (55
.

1 % 一 86 % )
,

分布区最大宽度都在 6 。m 以上 (6
.

0 一 9
.

5 。m )
,

17

只棘状小结节都在 10 行以上 (10 一 巧 行 )(表 5 )
.

在背部
,

自脐的垂线上方稍后至尾鳍基部
,

有一长而隆起的背脊
,

长为 42 一 82
。m

,

高为

1
.

3 一 3
.

0 。m
.

标本数不多
,

尚不足说明亚种间差异的规律性(表 5 )
.

表 5 19 只江豚背部的棘状小结节及背脊

标本号 N l NZ N 3 N S N 6 N 7 NS N g N 10 N ll

背部 行数 3 12 12 12 15 12 1 3 4 5 1 1

棘状 分布区最大宽度 / em 0
.

6 6
.

9 3
.

0 7
.

6 8
.

5 6
.

5 8
.

7 0
.

4 0
.

6 8
.

0

小结 分布区长度 / e m 4 3 6 7 3 5 7 0 8 6 6 5 8 6 3 8 5 7 7 7

节 分布区与占体长之比(% ) 4 4
.

6 60
.

9 4 2
.

6 5 4
.

0 5 6
.

7 5 9
.

2 5 6
.

6 4 0
.

9 4 8
.

8 5 5
.

8

背脊 长度/ em 5 4 4 5 4 4 5 9 7 6 4 2 8 2 5 7 6 3 6 3

商度 / ctn 2
.

0 2
.

0 1
.

6 2
.

5 1
.

6 1
.

5 2
.

0 2
.

3 2
.

2 2
.

0

标本号 N 1 2 N 13 N 14 N 1 5 N 16 N 17 N 1 8 N 1 9 N2 0

背部 行数 1 2 10 12 13 1 1 1 3 1 1 1 1 1 1

棘状 分布区最大宽度/ c m 6
.

0 9
.

5 9
.

0 8
.

5 6
.

0 8
.

5 7
.

5 7
.

5 7
.

0

小结 分布区长度/ em 7 1 8 9 9 4 8 0 6 8 7 7 8 3 7 0 76

节 分布区与占体长之比(% ) 5 6
.

1 58
.

2 6 2
.

7 5 5
.

5 6 3
.

6 5 7
.

9 5 7
.

2 5 5
.

1 55
.

9

背脊 长度/ cm 5 9 6 3 ? 8 1 5 0 6 3 7 0 5 9 6 2

高度 / cm 1
.

3 3
.

0 2
.

0 2
.

5 1
.

5 2
.

5 1
.

8 2
.

5 2
.

0

5 食物分析

江豚捕捉水生动物后未经咬碎即吞进胃中
,

因而在胃含物中可见到完整的鱼
、

虾和头足类

软体动物
.

9 只被流刺网误捕的新鲜标本胃含物为 50 一 5 35 9
,

其中 5 只 胃含物超过 400 9
,

胃含物是

体重的 1
.

2 %
.

胃中有蛇鳍
、

白姑鱼
、

斑鳍
、

绚鱼
、

大头狗母鱼
、

小沙丁鱼
、

蓝 圆够
、

中华海鳃等

1 7 种鱼
,

长毛对虾
、

独角新对虾等两种虾
,

枪乌贼
、

乌贼和短峭等 4 种头足类软体动物 (表 6)
.

表 ‘ , 只江豚胃含物的皿t 及食物种类

标本号 N ll N 1 2 N 1 3 N 1 4 N 1 5 N 1 7 N 18 N 19 N 2 0

角

蛇细 丈Sa
二八d挂 。p

.

) + + + + + + + + + + + +

白姑鱼 (A 花沙阳”二u : 即
.

) + + + + + +

龙头鱼(场 , “
。n

neh ~
: )

斑旅(Cl
“
加

n
司

。n Pu n e ta t u , ) + + +

结鱼(11 ￡sha 山
”召权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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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标本号

大头狗母鱼 (T ra ch in “ eP入‘lus 勿脚Ps )

银汉鱼 (A I勿刀e tta bleek e此 )

鲜鱼 (S户丙, 叨 e n a s p
.

)

小沙丁鱼 (凡耐 in e l纽 sp
.

)

小公鱼 (St o leP儿O

ru
s s p

.

)

棱缝 (Th ri s‘ sP
.

)

短尾大眼绸 (尸八口ca n t人u :

ma
era ca n t入u : )

蓝 圆够(块中te r u :

ma
r u a d s i)

绷鱼 (Th
era 加n sp

.

)

中华海蛤 (A 万 u s 5 1 , e n sis )

绷姑鱼 (如入n iu : 加介 n罗八￡)

棘头梅童鱼 (叙21认t入ys lu e记u 、)

甲壳类

长毛对虾 (凡na
e u : 加n ic il么t二: )

头足类软体动物

乌贼 (反户细 sP
.

)

枪乌贼 (肠1290
sp

.

)

短峭 (氏top
u : 优以勿t u s )

拟目乌贼 (&杯口

沙泛由
: )

胃含物三 t / g

+ + +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 + 十

+ + + +

十 +

+ + + 十

4 5 0 4 1 0 4 20 5 0

舜

图 1 耳条茗荷的形态及在

江豚尾缘的附着位置

6 体外寄生物

在 N l
,

N 7 和 N 10 的尾鳍后缘
,

各发现附着 1
,

7 和

5 个有柄蔓足类 耳条茗荷(肠
n ch 诫er m a a u ri d “m )

,

头

部及柄部长为 60 一 85 m m (图 1 )
.

还有几条的尾鳍后

缘有这种茗荷脱落的附着基部的痕迹
.

7 讨论

这次得到的 22 只标本
,

由背部棘状小结节的行数
、

分布区的最大长度和宽度
,

可 以明显分为多棘状小结节

和少棘状小结节两大类群或亚种
二

即有 17 只背部小结

节为 10 一巧 行
,

这与王王烈 [8] 提及的南海江豚是相一致

的
,

表明福建南部的江豚以南海亚种占优势 (81 % )
.

有 4 只小结节为 3 一 5 行
,

即北方亚种 [6j
.

实例证明研究海域是两个亚种江豚的混栖水

域
.

这 4 只背棘 3 一 5 行的个体
,

有待于得到更多的标本加以统计和分析
.

因九龙江和珠江口

内均未发现
,

因而也不可能在长江栖息
.

江豚的食物以鱼为主
,

也包括虾和头足类等中小型个体的生物
,

没有发现吃 30
。m 以上的

大鱼和 10
c m 以下的幼鱼

.

由定置网的渔获物分析表明
,

江豚的食物组成和定置网的渔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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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部沿海的江豚 1 0 5

组成相似
.

本文首次报道江豚外寄生物种有柄蔓足类耳条茗荷〔“ ]
,

表明江豚的个体虽小
,

似很活跃
,

但附着生活的蔓足类尚能附着
.

在无柄蔓足类中如鲸龟藤壶等多种以及鲸虱也是鲸豚的体外

寄生物种 [川
.

厦门中华白海豚保护 区管理处蔡加 量
、

陈炳煌和黄晓松
,

台湾大学周 莲香
、

姚秋茹
、

蔡伟

立
、

王愈超等参加过本研 究的部分工作
.

部分研 究经费由台湾大学周莲香研 究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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