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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华白海豚的分布和数量
关

刘 文 华 黄 宗 国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361 0 05)

摘 要 199 4 一 199 9 年在厦门海域进行 84 航次中华 白海豚船 只跟踪和 照像
,

记录

3 92 只次
.

设 2 0 个监视站
,

进行 2 3 9 个 月的逐 日观察
,

记 录 1 2 6 2 4 只次
.

整个厦门海

域 7 0 0 k耐 均有中华白海豚分布
,

它可溯河 至近淡水的河道
,

但不游出外海
.

厦 门西

港和 同安湾口 内的近岸 最多
,

跃出海面 的次数有 明显的季节差异
,

4 一 5 月最多
.

厦

门海域中华白海豚数量估计不足 10 0 只
,

仅 4 0 只左右有确切记 录
.

种群 数量 目前仍

有减少趋势
,

因而应就地和迁地保护并举
,

加强对这种 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的保护
.

关键词 中华 白海豚 分布与数量 珍稀 物种 保护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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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白海豚 (So
u sa 。h ine ns ￡: )是生活于河 口 内湾的小型齿鲸类

.

珠江 口 和厦门海域是主

要的栖息地
,

以往数量很大
,

2 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数量骤减
,

已成为濒危物种
.

1 9 8 8 年国家公

布白鳍豚
、

中华白海豚和儒良等 3 种水生哺乳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

在笔者等的倡议下
,

香港和厦门于 1 9 9 6 和 19 9 7 年相继成立了中华白海豚 自然保护区
,

同时也开展了有效保护研

究
.

本文旨在查明厦 门海域中华白海豚的分布规律及现存数量
,

为保护对策提供依据 [‘〕
.

1 9 9 4 年至今
,

先后在厦门及邻近海域设 20 个监视站 (见表 1
,

见图 1)
,

以了解海豚 的分布

范围
,

其中海洋新村站已连续观察 6 a( 55 个月 )
.

自 1 9 9 4 年以来
,

用船进行 84 航次 的跟踪和

拍照
,

现场观察海豚的只数
,

通过照片辨认个体间的差别
,

并通过这些断面调查
,

估算中华白海

豚的数量
.

此外
,

还有 2 艘交通船(
“

海监 61
” , “

东屿 9
”

)也记录出海时见到的海豚
.

2 厦门的海洋环境

厦门海域是九龙江的出海 口
,

东部以大金门岛
、

小金门岛
、

大担
、

青屿和语屿等一系列岛屿

与台湾海峡相隔开
.

岛群以西至整个同安湾和九龙江 口水域
,

面积大约为 7 00 k衬 (厦门管辖

3 4 0 km Z ,

其他属龙海市
、

金门县管辖
,

见图 1 )
.

九龙江年平均径流量为 82 亿 m 3 ,

最大为 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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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厦门中华白海豚 20 个监视站观察月数及发现只次(1 , , 4 一 1 , 99 年 8 月)

站号 站 名
观 察 时 间

位 置

一
月 扮 时 简 阶

发现只次 丰度

宝珠屿

火烧屿

大屿

鸡屿

海门岛

海澄

青屿东

青屿西

涪屿

海洋新村

渔排

渔排

南岸

西岸

船往返航道

船及码头

码头

岸

西部码头及船

吊增平台

19 9 6 一 0 3 一 0 6
,

19 9 8 一 0 4一 19 9 9 一 12

19 9 6 一 0 3 一 0 6

19 9 6 一 0 1 一 12
,

19 9 7 一 0 5 一 0 6

19 9 6 一 0 4 一 0 6
,

19 9 8 一 0 3 一 0 6

19 9 8 一 0 2 一 19 9 9 一 0 1

19 9 8 一 0 2 一 0 6

19 9 8 一 0 2 一 0 6

19 9 8 一 0 2 一 0 6

19 9 7 一 0 4 一 0 7

19 9 4 一 0 3 一 19 9 5 一 0 7
,

19 9 6 一 0 1 一 12
,

1 9 9 7 一

0 5 一 0 9 一 1 2

19 9 6 一 0 3 一 10

1 9 9 8 一 0 2 一 0 6

19 9 6 一 0 4 一 12
,

19 9 7 一 0 6 一 0 7
,

1 99 8 一 0 1 一 0 2

19 9 8 一 0 4 一 0 5

1 9 9 7 一 0 7 一 0 8
,

19 9 8 一 0 1一 19 9 9 一 12

1 9 9 7 一 0 7 一 0 8
,

1 9 9 8 一 0 1一 19 9 9 一 12

19 9 7 一 0 7 一 0 8
,

19 9 8 一 0 1一 19 9 9 一 12

1 9 9 8 一 0 5 一 10

1 9 9 7 一 06 一 0 8

1 9 9 8 一 0 2 一 12

1 9 5

1 6 2

6 9 7

7 6

1 0 8

3

2 9

2 0

0

3 5 1 1

十 + +

十 + +

+ 十 +

n 白石头

12 上屿

13 何盾海面

14 何膺香山

巧 五通

16 刘五店

1 7 澳头

18 欧盾海面

19 大婿海面

2 0 莲河

累 计

岩岸

山丘

船往返

北岸

船
、

码头

船往返

船往返

小渔船

小渔船

码头
、

船

8 l

74

1 0 6 6

2

1 6 8 4

2 6 0 5

2 1 9 2

9 9

1 5

5

12 62 4

十 十 +

+ + +

十 + 十

+ + +

+ + 十

+ + 十

442375气
��勺4气�只七J飞�1占,l
‘.1,l护b202

‘.1, 111�‘l今乙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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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多
, + +

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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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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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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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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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担

呱
屿

乡
1 宝珠屿 6 海橙 11 白石头 16 刘五店

2 火烧屿 7 青屿东 12 上屿 17 澳头

3 大屿 8 青屿西 13 何膺海面 1 8 欧盾海面

4 鸡屿 9 捂屿 1 4 香山 1 9 大坦海面
5 海 门 1 0 海洋新村 巧 五通 2 0 莲河

图 1 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的分布及 20 个监视站 (三角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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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m 3 ,

淡水主要影响厦门西部和南部水域
.

在厦门北部和西北部还有东溪
、

西溪
、

隶头溪
、

官

得溪
、

后溪
、

深青溪和过云溪等狭短而水量丰富的小溪
.

九龙江及众多小溪的冲淡水
,

影响到

厦门海域的盐度
,

也使河 口 区的盐度 呈梯度分布
.

厦 门海水盐度 2 月为 22
.

9 一 3 1
.

1
,

9 月为

14
.

0 一 3 2
.

4
.

其中在九龙江 口 内低潮或暴雨时盐度接近 0
,

而青屿附近终年均在 28 以上至

3 4
.

河 口低盐是中华 白海 豚栖息的主要 有利 或必备因子
.

厦 门海 域水 温 2 月为 14
.

6 一

16
.

2 ℃
,

9 月为 27
.

2 一 2 8
.

9℃
,

适宜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的中华白海豚生活
.

潮汐为规则半 日

潮
,

平均高潮位达 5
.

68 m
,

最大潮差为 7
.

78 m
.

厦门海域在大潮低潮时有 1 /3 以上面积是露

出水面的海滩
,

其中厦门管辖的滩涂即达 136
.

8 k衬
.

19 5 5 年以来
,

厦门西海域围垦面积 57
.

9

k衬
,

同安湾围垦面积 31
.

3 km 2
.

厦门浅海吊养牡蜘等达 23
.

3 km “〔2 一 4〕
.

厦门海域大面积的

滩涂和水面吊养牡崛的浮子群(见图 1 左上小图 )限制了中华白海豚的活动范围
.

大量围垦缩

小了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面积
.

3 中华白海豚的分布

3. 1 平面分布

1 99 4 一 1 9 9 9 年先后设立了 20 个中华白海豚监视站 (见图 1
,

见表 1 )
,

其中 8 个设在岸边

(3 一 4
,

7 一 8
,

1 0 一 12
,

14 站 )
,

2 个在网箱养鱼的筏上 (1 一 2 站 )
,

10 个在渡轮或小渔船上 (5 一 6
,

9
,

13
,

15 一 2 0 站 )
.

在岸上或渔排上视觉距离约为 1 km
,

船上往返于特定水域
,

每天观察 6 一 12

h
.

有 12 个站观察时间不足 l a(1 一 10 个月 )
,

另 8 个站的观察时间都在 l a 以上
,

海洋新村站

已观察了 5 5 个月 (1 9 9 4 一 19 9 9 年 )
.

20 个站共观察了 2 39 个月
,

共发现 12 6 24 只次海豚
.

各站的观察方法和时间不完全一致
,

结

果仅可供相对比较
.

将各站海豚的丰度大致分为多
、

少
、

偶见和未发现 4 个等级(见表 1)
.

西海域的火烧屿
、

大屿
、

厦 门岛东和南岸的海洋新村
、

白石头
、

上屿
、

何盾海面以及同安湾 口

的 3 个站 (五通
、

刘五店和澳头 )是中华白海豚多的站
.

厦门海域出口外缘的悟屿未发现
,

青屿仅

偶见
,

东北部大峭
、

莲河两个站也仅偶见
,

这 4 个站可以看成是中华白海豚往外海分布的边界
.

九龙江 口内的海澄在内河狭窄的河道也是偶见
,

可看成是目前中华白海豚往河道分布的界限
.

历史上海豚还可溯河到石码
、

漳州一带
,

1 978 年在离九龙江口 65 km 的华安浦南也发现 1 对误入

河道而迷路的海豚 [ 5」
.

厦门西港顶端的宝珠屿一带水域
,

历史上曾是中华白海豚主要的栖息

地 [6]
,

因厦门海堤
、

杏林海堤以及马变湾海堤的修建使这里成为半封闭水域
,

同时大面积 吊养牡

骊占据海面
,

这次虽然连续观察了 Z a ,

也很少见到海豚
,

夏天和秋天几乎未曾发现
.

19 9 4 一 1 9 9 9 年用专船进行 84 航次中华白海豚调查
,

航程 2 8 36 km
,

遍及整个厦门及邻近

水域
,

同一地点都进行过多次反复调查
,

发现 392 只次
.

用
“

海监 6 1
”

号监察船 (遍及厦门及邻

近水域和语屿疏浚物抛放海域 )
,

61 航次
,

航程 2 5% k m
,

发现 61 只次
.

用
“

东屿 9
”

交通船每

天往返东屿一西堤一龙海打石坑和九龙江 口
,

1 9 9 8 年 1 一 7 月及 1 9 9 9 年 6 一 7 月发现 2 75 只

次
.

请小峭岛渔民等用小渔船于 19 9 7 年 6 一 7 月在大
、

小峭 岛和角屿 (见图 l) 海面观察 17 d

(约 15 8
.

5 h )
,

仅发现 巧 只次
.

莲河村民用交通船在莲河至大
、

小瞪岛及莲河至南安市菊江海

面
,

1 9 9 8 年观察 l a ,

仅在退潮的潮沟中发现过 5 只次海豚
.

根据监视站和船只反复调查和观

察
,

参考了厦门海域滩涂的分布
,

绘制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分布示意图 (见图 1 )
.

厦门西港和同安湾 口 内两侧沿岸是中华白海豚分布的密集区
.

中华白海豚主要在近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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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艘监视船在同安湾口 2 条航线对中华白海豚

的现场记录 (1 9 95 年 5 月)

大片滩涂 的 潮沟活动
,

远岸

很少
.

图 2 表明了 1 999 年 5

月通顺船队 2 艘渡轮在同安

湾 口往返 于五通 (下边 )至同

安刘五店及澳头 观察记录
,

1

个月发现 6 7 群 (次 )
、

3 4 2 只

次中
,

仅 2 群 9 只次不是在岸

边发现
.

其他月份也有类似

情况
.

3. 2 季节分布

中华白海豚 同一地理种

群通常长 期栖息于 特定 水

域
,

厦 门海域 的中华白海 豚

通常不游出外海
,

但因求偶
、

觅食和适应 海况 的变化
,

在

不同水域和 季节
,

其数量有

明显的变化
.

例如海洋新村

. .
·
·
·

-

⋯
:.

\
.
尸

\

站是中华白海豚往返隐蔽的西海域至东部开阔海域的必经之道
,

多年观察结果表明
,

其跃出海

面的数量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4 一 6 月尤其多
,

甚至比其他月份成倍增加
,

表 2 给出了 19 9 4 年 3

月至 1 9 9 9 年 8 月的观察结果
.

再如同安湾 口 内的五通
、

刘五店和澳头 3 个站
,

既是中华白海

豚往返同安湾内
、

外的通道
,

又是其觅食场所
,

与海洋新村站一样
,

跃出海面的中华白海豚的

表 2 厦门中华白海豚跃出海面的季节分布 (海洋新村监视站 ) 单位
:
只次

月份 10 1 1 1 2 累计 月平均

O八气乙
月
斗八,八j八j内、�月斗厂J月峥内、�八,11

6
‘U002

八J,了11八j,4�j4
�一工

07
J.i哎�内j432

O八内j77
J
I内、��、�,1气�

‘.1n�
‘.1

4,妇3
门」内J了0O自八j7,472n,9

八j内」9
0八

曰.�
4

气�一‘曰、U46,工1 l

4 3

3 4

7 l

4
内、�

212

6
‘U八J

‘.1

4000
凡j�一工4

,1
4 44
凡、�气曰6n,�j4

11曰

10473335674,
了

74
内j工�f八j性乙02 41

�

19 9 4 年

19 9 5 年

19 9 6 年

19 9 7 年

19 9 8 年

1 9 9 9 年

合 计

月平均
,

l6

l9 13 0

5 5

4 7

8 l

10 6 9 3

2 6
.

5 2 3
.

2 33

46
.

6

3 8 8 3 6 4 2 4 8 15 0 16 0 14 1 1 2 5 1 3 1

6 4
.

7 6 0
.

7 4 1
.

3 3 0 4 0 3 5
.

4 3 1 3 3 2
.

8

,

按实际观察月数平均
.

季节分布变化很大
,

但是跃出水面的数量高峰仅出现在 5 月
,

6 月的数量就骤减
.

3 个站 1 9 9 8

和 19 9 9 年 5 月发现只次均超过 1 00
,

平均为 1 16
.

7 只次
,

而 6 月发现的只次均不超过 70
,

平均

( 5 5
.

8 只次 )仅为 5 月的 1 /2
.

在同安湾
,

6 月开始至整个夏季和秋季的数量均 比冬
、

春季少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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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厦门中华白海豚跃出海面的季节分布 (同安湾口 3 个站) 单位
:
只次

月份 10 1 1 12 累计 月平均

45R
�气�6

几j57 4 4 4 1723
009
1�1

9
八js
内‘气一,‘On29气

��勺264戈
�
43
内j

4gC勺7只
�只了O孟U3

乙n凡、�气�

03332010250009
J.上,1,孟
J.1,1. .止,
苦

4010051107248740940138401081813015189411761918062038948010460113五通

刘五店

1 9 9 8 年

1 9 9 9 年

1 9 98 年

19 99 年

19 98 年

19 99 年

计

5 6 4 7 4 5

6 6 2 5 5
.

2

7 2 4 6 0
.

3

5 5 9 4 6
.

6

澳头

月平均
*

4 8 9

8 1
.

5 1 03
.

3

4 7 4

7 9
.

0 6 8
.

2 1 1 6
.

7

3 3 5 2 8 1 3 2 4 17 4 1 33 12 6 1 5 7

5 5 8 4 6
.

8 5 4 5 8 4 4
.

3 4 2 5 2
.

3

二

按实际观察月数平均

4 中华白海豚的数量

由于厦门海域自身的地理环境
、

海豚种群的限制 以及我们本身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缺陷
,

无法利用公式对厦门中华白海豚的种群量进行准确计算
.

中华白海豚在不同的生长期
,

其体表颜色都不同 (见图版 I )
,

幼体呈铅黑色
、

个体明显较

小 ;少
、

青年体表多黑斑 ;壮
、

老年体表粉红或白
.

每个个体背部黑斑大小
、

疏密以及斑块的形

状
、

排列均有区别
.

同时
,

有些个体有明显的其他辨认特征
,

其中包括背部与背鳍的伤痕
、

锈斑

以及背鳍的形状和凹痕
.

根据上述特点
,

通过现场及拍照
,

目前比较确切鉴别记录了 40 只
,

其他一些个体由于无明

显鉴别特征
,

或还未被拍照
.

根据 1 9 9 7 一 19 9 9 年船只调查跟踪
,

通过现场辨别的群体数及群

体大小
,

同时结合拍照
,

可以初步推断厦 门海域的中华白海豚大约有 6 0 只
.

5 讨论

5
.

1 分布

厦门市海域中华白海豚分布的现状与历史上的差别较大
,

因围垦等海洋和海岸开发
,

缩小

了中华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和改变了生境
.

如杏林湾 ( 20 k耐
,

19 5 6 年)
、

马变湾 ( 20
.

I km 2 ,

1 9 6 0

年 )赏彗港 (6
,

7 k m “,

19 70 年 )和同安湾顶的丙洲附近 [2]
,

这些湾澳历史上都是中华 白海豚的

主要栖息地
,

因为围垦
,

目前 已绝迹
.

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四大原因之一是生境丧失 I“
,

9
·

川
,

这

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是屡见不鲜的
,

本文关于海洋珍稀
、

濒危物种受威胁的原因 已

印证了上述观点
.

5
.

2 数里的估算

世界的鲸豚专家用走航断面调查
,

通过 D O S 计算机程序 D IS T A N CE 来计算鲸豚的数

量 [‘”」
.

我们也用多年来在厦门海域的船只跟踪调查资料进行估算
,

其结果在厦门海域大约有

60 只海豚
.

在厦门水域通过计算来估计中华 白海豚的数量
,

仅可做参考
,

不能做依据
.

这是因

为
,

厦门港中华 白海豚的数量少
、

分布不均匀
、

跃出水面的时间间隔差别很大 ( 同一群在 同一地

点
,

经常 4 一 5 m in 跃出海面一次
,

但有时长达 35 m in 在原地再跃出一次 )
,

此外
,

厦门水域小
、

且 比较狭窄
,

我们调查的频次还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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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迁地保护

厦门水域中华白海豚 目前的数量比 20 世纪 60 年代少了很多〔“〕
,

今后还有继续减少的趋

势
.

减少的原因是人为海洋开发和白海豚这种二次下水的哺乳动物 自身的生理弱点 (种群繁

殖慢等)
.

河 口港湾是人类开发
、

利用海洋最集中的水域
,

航运和渔业船只 (1 9 9 4 年厦门进出

港巨轮 13 0 21 艘
、

本港 846 艘及众多的小渔船 )的螺旋桨直接杀伤海豚
,

渔业生产
、

油污染及

其他污染
、

生境缩小或被破坏
、

鱼类减少等也均是危及海豚生存的因素
.

国内外对珍稀
、

濒危

物种的保护通常采用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并举〔川
,

即建立 自然保护区和迁移到水族馆
、

动物

园和植物园进行驯化
、

繁殖
.

我国对大熊猫
、

东北虎
、

朱鹅
、

扬子鳄等国家一级保护的陆生和淡

水生物的保护也均采取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同时并举
,

并获成功〔‘“〕
.

最近对国家一级保护

的溯河性海洋鱼类中华鲜 (A ci Pe
n se ; : ine ns i: )的人工孵化成功

,

并在福建驯养
,

1 9 9 8 年 12 月

在福建闽江白沙河段放流 400 尾
,

至 1999 年 5 月前
,

已先后在福建福鼎
、

福清
、

长乐
、

连江
、

惠

安等海域捕获 5 尾 [‘3 1
.

厦门已于 1 9 9 7 年建立中华白海豚 自然保护 区 (开放式 )
,

对宣传群众

自觉保护中华白海豚起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特区建设的一些举措与中华白海豚保护有矛盾
,

既

发展经济又保护物种有时是不可兼得的
.

在 目前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这么少的情况下
,

除加

强保护力度(2 0 0 0 年 已建国家级保护区 )外
,

还应借鉴其他物种迁地保护的成功例子
,

积极筹

划人工驯化
、

繁殖中华白海豚
.

本研究得到厦 门中华白海豚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提供部分船只
,

蔡加量
、

陈炳煌和黄晓松参

加部分海上调查
.

姚凡参加海上照像
.

香港 Je ffe
rso n T A

、

王敏干
、

黎康茹等多人
,

台湾大学周

莲香
、

蔡伟立等多位来厦 门指导或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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