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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类搁浅的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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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曾记载过鲸类的

搁浅 但时至今日 这一神秘的自然现象一直难以揭

开 ∀一些搁浅事例比较容易解释 鲸类是在海中死后

被海流和潮水冲到了岸边 ∀但对于活体或集体搁浅就

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 对此 大家各抒己见 产生了多

种理论或假说 如 年 ! 和 ∏ ∏

年 !祝茜等 年的报道 ≈ ∀

鲸终生生活在水中 经漫长的自然选择 对水生

环境已形成了高度适应 ∀长期以来 其高超的回声定

位本领 !快速的游泳方式 !复杂的发声机制 !发达的认

知能力 ! 独具特色的潜水和听觉生理一直是生物学 !

生理学 !医学 !仿生学 !行为学等的重点研究课题 ∀鉴

于不少种类每年要进行长距离的洄游 受人力 !物力 !

财力 !技术及调查人员经验的限制 海上观察和研究

困难重重 ∀但 从搁浅的鲸类则可获取其许多生物学

及管理方面的信息 如有些鲸类 塔鲸 Μασµαχετυσ

σηεπηερδι和美洲喙鲸 Μεσοπλοδον ευροπαευσ 甚至是从

搁浅事件中才被发现 ∀因此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

日本 !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对鲸类的搁浅和意外死亡

的调查和研究格外重视 并于 年代初先后建立了

鲸类搁浅和意外死亡的数据库 ∀因为 搁浅标本的采

集与研究实为开展鲸类资源与分布调查最切实可行

的方法之一 ∀况且 标本的采集与建档是所有生物学

研究的基石 借此可基本掌握鲸的种类 !分布 !种群数

量 !生长发育 !性成熟年龄 !孕期 !生殖周期 !寿命等

同时 可得知由于细菌 !病毒 !寄生虫和有毒物质引起

的个体死亡和总体死亡率 这可为鲸类资源的利用和

保护以及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最基本的参考资料 ∀

我国海域辽阔 可管辖的面积近 ≅ 海

岸线长达 鲸类资源丰富 其搁浅和意外死

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大有上升之趋势 ∀但 我国

对鲸类搁浅的研究几近空白 为了尽快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 本文对搁浅鲸类的处理作一扼要阐述 ∀

搁浅类型

搁浅鲸的种类涉及到齿鲸类和须鲸类 深水种类

和浅水种类 年龄老的和小的 独居种类和社群种类

受伤的或/健康0的 ∀其中 某些种类 如伪虎鲸 Πσευ2

δορχα ορασσιδενσ!领航鲸 Γλοβιχεπηαλα µελασ 搁浅的频率

较高 海豚集体搁浅则相对较少 ∀其种群组成较复杂

包含了幼体 !亚成体和成体各个年龄段 ∀可以说 鲸类

的搁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鲸类按其搁浅的情况

可分成健康 !伤病和死亡 种类型 ∀所谓的健康者是

指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活体搁浅 后经自然因素

如涨潮 或人工帮助仍可成功返回海洋的鲸 ∀

最近几年 我国海域先后发生了几起鲸类搁浅事

件 种类包括灰鲸 ≈ Εσχηριχητυσ ροβυστυσ 拟大须鲸 ≈

Βαλαενοπτερα εδενι 江豚 ≈ Νεοπηοχαενα πηοχαενοιδεσ 中

华白海豚 ≈ ∗ Σουσα χηινενσισ 抹香鲸 ≈ Πηψσετερ

χατοδον等 在对鲸搁浅的处理上 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表现在对鲸的种的鉴别上存在错误 ≈ 引起了不

应有的混乱 ∀据符伟和麦宜明 年报道 ≈ 有的被

肢解扔掉 据谭丽琳 年报道 ≈ 有的在对处理权

问题上发生了民俗和科学的激烈冲突 ∀这与我们的宣

传力度和普法教育不够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实 5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6第九条明确

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受伤 !搁浅和因误入港湾 !

河汊而被困的水生野生动物时 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由

其采取紧急救护措施 也可以要求附近具备救护条件

的单位采取紧急救护措施 并报告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 ∀已经死亡的水生野生动物 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妥善处理 ∀捕捞作业时误捕水生野生动物的 应当立

即无条件放生 ∀05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6

第三条规定/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0这就意味

着渔业行政部门拥有对鲸类搁浅的处理权和相应职

责 ∀因此 若遇到鲸类搁浅 不论死活 都受法律保护

不属私人所有 应立刻与相关单位或专家联系 ∀但 我

国目前尚无此方面的专门机构 再加上信息流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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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给妥善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也严重地影

响了我国在野生生物保护方面的国际声誉 当务之急

是尽快建立鲸类搁浅网络和救护中心 ∀

鲸类搁浅处理对策

建立搁浅网络

鉴于我国海洋辽阔 海岸线漫长 因此 为了有

效及时地处理好鲸类搁浅事件 必须在沿海各地设立

搁浅网络 网络的组织结构包括以下几点 行政主

管部门 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 来负责组织协调鲸类搁浅处理工作 ∀ 富

有经验的兽医和相应的医疗保障设施 ∀ 必要的后

勤保障和仪器设备 起重机 可膨胀的救生筏 !担架 !

吊链 !防水帆布 !铁铲 !绳 !喷水器等 ∀ 相关的科学

家进行采集 !分析和整理信息和数据 ∀

考虑到经费来源和人才的不足 当务之急是动员

全社会的力量 特别是广大渔民 各水产和渔政管理

部门来监视鲸类搁浅事件的发生 并及时予以报告 ∀

同时 在全国各地有重点地选择几个有条件的研究单

位或大专院校来具体负责某一地区搁浅事件的处理

并设专门用于处理搁浅事件的公开电话 便于信息的

畅通 ∀

鲸类活体搁浅的处理

尽快通知渔政管理部门 由渔政管理部

门邀请有关专家来共同处理 ∀

将鲸类的身体扶正 背部朝上 腹部向

下 两胸鳍下方的地方各挖一坑 以避免受伤 同时

保持动物的呼吸孔通畅 以防窒息而死 ∀

经常往鲸类身上浇水 保持其皮肤湿

润 ∀在夏天 如有可能 搭一简易棚为其遮阳 避免阳

光曝晒 ∀在寒冬 在其身体末端覆盖湿油布 ∀

旁观者要与其隔一定的距离 不要站在

尾部和头部太近的地方 防止被鲸类打倒 ∀

由于鲸类对声音特别敏感 应尽量减少

噪音 ∀

鲸类死体搁浅的处理

死体鲸一般都具有各种疾病 有的可造成人兽

交叉感染 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 ∀因此 为了保护公众

的安全和利益 应由专业人员来负责尸体的处理工

作 一般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死鲸 ∀

记录和测量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科学信息 应对有关数据

和器官组织进行测量和取样 越详尽越好 但至少应

包括以下几点 观察者 !地点 !环境的描述 !种名 !地方

名 !性别 !体色 !伤痕 位置 !大小 !形状等 !寄生物 !体

长 !背鳍的有无 !形状 !牙齿或须 !照像 不同的角度 !

死因初步分析等 ∀

组织器官的取材

尽可能多地采集组织样品 胃内含物 ! 生殖器

官 !牙齿 !寄生虫 !患病组织 !骨骼 !肝脏 !肾脏 肌肉

等 便于进行生物学 !病理学 !毒理学 !生态学等方面

的研究 ∀

总体来讲 在鲸类搁浅的处理方式上要视具体情

况而定 ∀通常情况下 经常搁浅的一般为常见种或种

群数量较高的种类 而对于活体搁浅 释放其中的一

两头对种群并无多大的影响 ∀相反 倘若搁浅的是濒

危的种类 从长远来看 则会对种群产生有效的影

响 ∀基于这种情况 经检查后 若身体健康 应立即送

回海中 伤病者 要运至专门的医疗救护中心进行护

理 待康复后再放回大海 当然 有的搁浅种类患有严

重疾病 重新释回可能对种群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

对搁浅事件要视鲸的种类 !身体状况 !当时的天气条

件 !地点等进行综合分析 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将其放

回大海中 ∀死亡者则送交相应的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

进行解剖和取样后 制作标本存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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