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浦乳动物是海洋中的一特殊类群 它们既

有哺乳类的许多共同特点 如胎生 !哺乳 !体温恒定 !

用肺呼吸等 又经漫长的自然选择和演化过程 形成

了其独特的形态结构 ! 生理机能和生态习性以适应

海洋生活 如体呈纺锤形以适应游泳 !体被一层厚厚

的脂肪或毛以利保持体温 ! 前肢鳍状 水獭除外

等 ∀海洋哺乳动物曾是人类所需求的皮毛 !肉 !油 !工

业原料和医药等的重要来源 然而 由于过去受过度

捕捞等因素的影响 海洋哺乳动物资源严重破坏 某

些种类已经降到恢复水平以下 ∀值得庆幸的是 后经

世界范围内的禁止捕杀鲸类 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

措施 个别种类经长期的保护其种群数量已达到甚

至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这为动物的永续利用和

其他濒危种类的保护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目前

海洋哺乳类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

点 ∀本文作者就中国海洋哺乳类的种类 !分布及人类

活动对其资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以期引起人们的

重视和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类和分布

据王丕烈 年 ! 年 周开亚 年报

道 与其他海洋动物相比 中国对海洋哺乳类的研究

报告较少 仅有一些零星报道或记载 ∀本文根据我国

学者历年来发表的研究资料 将中国海洋哺乳动物

的种类和分布列于表 ∀

海洋哺乳类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1 过度捕捞

在所有海洋生物资源中 海洋哺乳类资源最容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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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得到各国的认可 ∀其较

为普遍认同的定义为 /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

的需要的同时 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

能力0 ≈ ∀我们的养殖业在不断地经受着病害的困

扰 并且对环境 尤其是水环境 造成了相当严重的

污染 ∀ 等≈ 认为虾类和鲑鱼养殖是消耗

而不是扩大渔业资源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在生

产中自觉地运用养殖容量的理论指导生产 以达到

保护水环境 !保护渔业资源和高产高效的目的 使我

国水产养殖业能早日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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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过度捕捞的影响 ∀这主

要是由于其生物学特点所决

定的 ∀其一 海洋哺乳类 特

别是须鲸类个体庞大 游泳

速度缓慢 极容易捕捞 ∀其

二 性成熟年龄相对较晚 孕

期和哺乳期较长 繁殖率

低 ∀由于早期人们不加限制

和盲目的捕猎活动 海洋哺

乳类资源严重枯竭 个别种

类 如斯特尔海牛 Ηψδρο2

δαµ αλισ γιγασ 于 年

月才首次发现 至

年被杀绝 前后不到 某

些种类已濒于灭绝 ∀以后随

着自然保护运动的日益高涨

才使海洋哺乳类的利用得到

有效控制 ∀尽管目前规定在

世界范围内全面禁止商业性

捕鲸 但日本 !挪威 !前苏联

等国仍然继续进行捕鲸 ∀如

日本仅在

年就分别捕杀小须鲸

和 只 现仍未停

止 ∀在 年国际捕鲸委员

会决定 为了保护鲸类资源

必须停止一切商业捕鲸活

动 ∀挪威在停捕数年后 又从

年起恢复了捕鲸 ∀而且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每天

还有 只鲸鱼被偷猎者捕

杀 ∀

此外 海洋哺乳类特别

是小型动物 如豚类 !鳍脚类

等常常陷入渔网和其他渔具

中 最后导致死亡 如分布在

加拿大东部沿海的座头鲸

常溺死在捕获毛鳞鱼的渔网

中 ∀太平洋捕捞黄鳍金枪鱼

的渔民每年要杀死

只海豚 ∀自开始使用庞大的

渔网捕捞金枪鱼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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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太平洋的长吻原海豚的种群已下降 ∀我国

东南临海 海域辽阔 跨越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 个

气候带 其中渤海为中国的内海 海域位于北纬 β ∗

β之间 总面积 ≅ 多 这为海洋哺乳动物

的生存 !洄游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因此

我国海洋哺乳动物的物种多样性较丰富 据史料记

载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可采集和利用鲸体

了 ∀到了近代 旅大水产公司和上海永新造船厂先后

在 世纪 年代和 年代初期制造了捕鲸船 对

我国的东海和黄海的鲸类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 ∀以

后随着资源量的减少和响应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号

召 我国早在 世纪 年代末就停止了捕鲸作

业 ∀目前 我国海域哺乳动物均属珍稀动物 国家采

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严禁捕杀 但在洄游 !觅食途中

它们与船只相撞 ! 捕鱼过程中的附带性杀伤是造成

其受伤 !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尚无这方面

的统计资料 应立即对这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

此外 大规模的渔业活动不仅造成鱼类资源的

枯竭 而且使个体小型化 结果导致鱼产量低 !质量

差 !效益低等一系列后果 ∀这既威胁着鱼类资源的恢

复 又威胁着以此为食的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 ∀如大

西洋西北部迅速发展起来的毛鳞鱼渔业 在加剧鱼

类资源枯竭危机的同时 也严重威胁着座头鲸的生

存和发展 ∀

1 污染

随着沿海地区的不断开发和海洋运输及采矿采

油业的发展 工业和城镇排放的废污水 !农田的化学

农药 !海洋的溢油和废弃物等经各种途径进入海洋

使水体的物理 ! 化学性质及其生物群落的结构成分

发生改变 不仅降低或丧失了水体的自净能力 也直

接危害了海洋的生物资源 从而影响海洋为人类提

供食物的能力 并危及人类自身的健康 ∀由于海洋哺

乳动物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通过富积化作用 有害物

质会在其体内农步积累 ∀因此 海洋污染对海洋哺乳

类的影响很大 可直接导致其疾病的发生或死亡 如

在地中海 有 多只条纹海豚死于高浓度污染物

有关的病毒病 在墨西哥湾 只宽吻海豚在污染 !

病毒和有毒海藻的作用下死亡 在美国东海岸 有毒

海藻至少造成 只座头鲸死亡 ∀蒙特利尔大学对

只死亡的白鲸 ∆ελπηιναπτερυσλευχασ尸体作了剖检

研究 结果发现 鲸体内含 ⁄⁄× 及某些农药等

的白鲸患有肿瘤 例属恶性肿瘤 例穿孔溃疡

甲状腺损害 !肾上腺损害也很常见 ∀此外 有的牙齿

脱落 有的患病菌感染和原生动物感染 一只白鲸竟

然雌雄同体 ∀在日本 科学家在鲸和海豚的尸体中发

现了高浓度的有毒物质三丁锡 这是一种涂在船上

的特殊防腐涂料 溶在海洋后 鲸类通过摄食进入体

内 ∀三丁锡腐蚀了鲸类的神经细胞 破坏了动物的方

向感 这是导致鲸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报道一

北极露脊鲸 Βαλαενα µ ψστιχετυσ的左右两眼均患疾

病 两眼的角膜混浊 有不透明的白色瘢痕 ∀左眼角膜

的内侧有一泡状凸起 ∀右眼角膜的内侧 !背侧 !腹侧各

有一泡状凸起 泡状凸起呈圆球形 均充血≈ ∀据杨利

寿等 年报道 分布于我国长江中 !下游的白暨

豚和江豚其体内铅 ! ⁄⁄× 等含量也很高 这对它们

的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可产生不利的影响 应当引

起高度的警惕 ∀

人类活动造成的臭氧洞也可能使海洋哺乳类受

到有害的紫外线的辐射 导致疾病的发生 从而影响

未来海洋浦乳类的种群数量 ∀

1 栖息地的破坏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沿海的开发利用 不可避

免地造成对海洋哺乳类栖息地的破坏 ∀栖息地的破

坏会直接导致种群数量降低或消失 ∀如 年在阿

拉斯加威廉王子发生的油轮事件不仅造成环境污

染 而且对虎鲸的栖息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虎鲸在

此地消失或已死亡 ∀

保护对策

由于存在许多危及海洋哺乳类生存的因素 为

了有效地保护 !管理和利用它们 我们必须采取有效

的措施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1 估测海洋哺乳类种群数量的现状 进行保护生

物学的研究

在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6中 儒艮 !中华

白海豚 !白暨豚 淡水种类 为一级保护动物 其他鲸

类和所有的鳍脚类均被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为了使

现存的海洋哺乳类能够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当务之

急是应当及早解决它们的保护生物学问题 ∀因此首

先弄清它们的分布 !种群数量 !生活习性 分析它们

和生物环境因素和非生物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 找

出对它们种群消长的原因 然后才能提出有效的保

护措施 ∀从目前我国海兽学研究情况来看 主要的工

作以分类区系和形态解剖为主 保护生物学几近空

白 种群数量 !种群结构 !环境污染 !渔具的偶然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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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变化对海群结构 !环境污染 !渔具的偶然捕杀

及环境变化对海洋哺乳类的影响都亟待研究 ∀保护

的目的是为了种群更加健康持续地发展 但倘若不

进行生物学 !生态学 !行为学的研究以搞清其拯救和

保护有关的各种关键性问题 即使能够加以保护 由

于海洋哺乳类自身的特殊性 许多种类同样避免不

了灭绝的危险 ∀由于海兽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资金 !人

员严重缺乏 许多空白领域不但未能填补 反而出现

人员老化 !青黄不接的倒退趋势 ∀不仅大型研究开展

不了 区域性的资源研究与监测也难以进行 ∀面对如

此状况 应马上采取保护和科研并举的方针 国家对

这一研究给予重点扶持 稳定现有队伍 培养新生力

量 保证一定的研究基金以维持学科的存在和发展

使之不能中断 并在水产 !科研 !环保等有关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 使海洋哺乳类在我国能顺利地繁衍增殖 ∀

现代渔业管理正在向更加细致 !具体 !定性 !定

量 !多样性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切就要求生

物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 ∀目前我国海洋哺乳类资

源处于过度开发阶段 生物学的必然趋势更加重视种

群的分布和数量变动的规律及其与环境关系之间的

关系 !捕捞对资源的影响和亲体与补充量相关关系的

研究 并据此对种群动态进行监测性调查 !资源评估

和预测种群发展的规律 以便为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通过调查 弄清家底 并研究出分布规律 !生态

环境 !种群特征以及引起濒危的原因等 ∀在此基础上

划出濒危的类别和濒危状况 制定出相应的保护和管

理措施 供决策部门使用 ∀保护濒危物种是为了未来

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当濒危物种脱离濒危状态 恢

复发展后 能为人们提供新的可更新资源 ∀如果保护

成功 将为人类提供全新的肉用 !药用 !皮毛动物 这

种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方式 将是我国这样一个人口

众多 !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的必由之路 ∀从事合理的

调查 !管理和保护有利于获得持续长久的利益 ∀加强

海洋哺乳类的保护 不仅可为全球性研究提供依据

又可带动其他同类研究的开展 进而提高我国在国际

合作中的地位和对水生生物保护的国际声誉 ∀

1 建立自然保护区和进行增养殖研究

保护珍稀动物的途径主要有 种 即就地保护 !

迁地保护和离体保护 ∀就地保护是在原栖息地保护

基因物种的一种保护方法 ∀迁地保护是指动物原来

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已难于生存和发展

须把它们重新转移到合适的新环境中生活 ∀离体保

护是指建立精子 !卵子 !胚胎等基因库 ∀由于海洋哺

乳类 特别是须鲸类个体庞大 材料难得 人工饲养

困难 因此进行就地保护目前仍是保护海洋哺乳动

物是最主要也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当然 对小型哺乳

动物如海豚 !海豹等也可进行迁地保护和离体保护

进行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繁殖研究 同时建立海洋哺

乳动物精子库或配子库和胚胎库 以期不久的将来

能再建已处于濒危的种类 ∀从种研或开发的角度来

看 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应作为重点项目来抓

从而探索出一套建立海洋哺乳动物基因库的方法 ∀

建立自然保护区 是对生物资源 特别是珍稀 !

濒危生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一个最根本的也是行之

有效的措施 ∀它的目的就是要设法保护自然物种 为

人类开展驯化和培育创造更理想物种提供科研基

地 ∀我国已建立了儒艮和斑海豹等种类的自然保护

区 然而保护区的建立并不等于有效的保护 ∀当务之

急应在人工控制或半控制下对鲸类进行放牧 ! 增

殖 ∀例如 白暨豚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

目前其种群数量已不足 头 若不采取保护措施

很快就会灭绝 ∀为此 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其进

行保护 其中就包括建立饲养繁殖研究中心和迁地

保护等 但要拯救恢复白暨豚资源尚面临着许多困

难 ∀与此同时 为了更有效地健全保护管理机制 补

充和完善现有的保护法规 加强保护管理力度 深入

开展海洋哺乳类的基础科学研究已迫在眉睫 ∀

1 立足国内 同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我国仅有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能较长期地栖息于

我国水域中 如在鳍脚类中 仅斑海豹在我国近海

辽东湾进行繁殖 其他 种 髯海豹 ! 北海狗 ! 北

海狮 均系偶然来中国近海 我国近海的许多鲸类

均由西北太平洋游入而来 在其每年的洄游迁移过

程中 会进入几国的海域 ∀因此 任何的有效保护

或管理必须是全球性的 研究工作须由各国进行广

泛地协商 ! 讨论 促进信息 ! 技术和经验交流 缔

结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 从而达到共同研究和保护

的目的 ∀当然 由于受经济利益 ! 社会 ! 科学技

术 ! 文化等诸多条件的限制 要促成全球合作是不

容易的 ∀为了提高我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和对水

生生物保护的国际声誉 有效地利用我国有限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 我们可以立足国内 按轻重缓

急 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种类和斑海豹 ! 儒艮 ! 中

华白海豚等进行试点 切实有效地开展保护研究工



虾体内氨基酸含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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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虾幼体的长大 其

体内蛋白质中各种氨基酸及游离氨基酸的比例也相

应变化 ∀另一方面 许多环境因子也对虾体内氨基酸

的种类和组成有重要影响 ∀因此 分析探讨虾类不同

发育阶段体内氨基酸的组成及环境中某些因素对虾

体内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可以更好地了解虾类生长

的促进和限制因子 从而在提高其生长发育速度 !免

疫力和营养价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虾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组织内氨基酸含量

虾类在不同发育阶段其体内氨基酸的组成不

同 ∀ 年 等研究表明日本对虾

Πεναευσ ϕαπονιχυσ 从卵到仔虾发育过程中 游离

氨基酸含量从 增加到 干重 其中在蚤

状幼体和糠虾幼体期增长最为显著 ∀在糠虾幼体后

非必需氨基酸主要是甘氨酸持续增加 而从糠虾幼

体期到仔虾 第 天 的变态期内 必需游离氨基酸

含量减少约 在虾幼体的发育期中游离氨基酸

含量的变化显示出与消化酶相同的变化趋势 ∀而对

中国对虾 Π.χηινενσισ 不同发育阶段氨基酸组成的

研究表明 必需氨基酸含量随幼体发育变态逐渐上

升 其必需氨基酸 !非必需氨基酸 !游离必需氨基酸

及游离非必需氨基酸平均含量分别为 无节幼体

1 1 1 1 蚤状幼体

1 1 1 1 糠虾幼体

1 1 1 1 仔虾 1

1 1 1 ≈ ∀≥ 等 年研究了

斑节对虾 Π. µ ονοδον 蜕皮和全虾体重与其化学组

成的关系 发现谷氨酸 !精氨酸是全虾和蜕皮中的主

要氨基酸 其次是亮氨酸和甘氨酸 ∀梁亚全等 年

对斑节对虾的氨基酸分析结果显示 虾体肌肉中有各

种游离氨基酸存在 但数量很少 而且比例与肌肉中

结合氨基酸不一致 不同大小的斑节对虾肌肉中氨

基酸组成基本相同 但小虾半胱氨酸 !蛋氨酸含量比

中虾成虾的低 成虾缬氨酸 !异亮氨酸含量比小虾中

虾的低 而酷氨酸 !苯丙氨酸 !天冬氨酸含量较高 随

虾体长大 甘氨酸 ! 丙氨酸含量下降 而脯氨酸增

加 雄虾和雌虾的氨基酸组成基本一致 只是雄虾

的甘氨酸含量偏低而精氨酸含量偏高 ∀ ⁄ 2° 2

等 年研究了摘除眼柄的斑节对虾在生

殖期的 个阶段 从卵巢未成熟到完全成熟 中肌

肉 !卵巢和肝胰腺组织中的氨基酸组成 ∀结果表明

在氨基酸总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只是这 种组织中

谷氨酸含量明显不同 肌肉中的苯丙氨酸 卵巢中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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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以便总结经验 大力推广 ∀

1 宣传教育

通过各种渠道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如加强

新闻媒介 广播 !电视 的宣传教育作用 出版专门的

图书 !报刊杂志和宣传材料 在大 !中小学开设有关

的课程等等 从而提高公民 特别是广大渔民的自觉

保护海洋哺乳动物的意识 ∀同时成立救护海洋哺乳

动物的组织机构 对渔网偶然误捕受伤或搁浅的种

类立即进行抢救 !护养 争取尽快放回自然环境中 ∀

对已搁浅死亡的种类应进行必要的测量和观察研究

工作 找出死亡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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