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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厦门文昌鱼资源及其保护

方少华 吕小梅 张跃平

福建海洋研究所 厦门

提要 根据 年 月 ∗ 年 月在厦门文昌鱼 Βρανχηιοστοµα βελχηερι 自然保护区进行

个季度月的文昌鱼资源调查资料 估算保护区内文昌鱼现有资源量约有 分析了影响

文昌鱼生存的不利因素 并对保护区管理与保护提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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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所处的进化位置特殊 是研究动物进

化的稀有材料 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同时具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所以从其被发现以来 一直受

到重视 ∀

ΕΛΕΧΤΡ ΟΝ ΜΙΧΡ ΟΣΧΟΠΙΧ ΟΒΣΕΡ ς ΑΤΙΟΝΣ ΟΝ ΤΗΕ

ΧΕΛΛΣ ΦΡ ΟΜ ΧΥΛΤΥΡΕ∆ ΜΑΝΤΛΕ ΟΦ ΤΗΕ ΠΕΑΡΛ ΟΨΣ2
ΤΕΡ , Πινχταδα µ αρτενσιι ∆

• 2 ≠ ≥ ± ≠∞

Γυανγξι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Οχεανογραπηψ, Βειηαι

Φισηερψ ∆επαρτµεντ , Αγριχυλτυρε Χολλεγε , Ηαιν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ικου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Πινχταδα µαρτενσιι ⁄ × ∏ ∏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Πινχταδα µαρτενσι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编辑 刘珊珊

∞÷° ∞≥≥

快报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厦门文昌鱼 ≈ Βρανχηιοστοµα βελχηερι 在我

国沿海一些海域有分布 但只有厦门刘五店海区的文

昌鱼曾形成著名的渔场 为世界其它海区所罕见 ∀由

于厦门刘五店海区 鳄鱼屿海区 文昌鱼生态环境遭

受破坏 使这一著名的文昌鱼渔场失去生产能力 ∀为

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一珍稀海洋生物资源 厦门文昌

鱼被国家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 年厦门市政府海

洋管理办公室资助 进行 5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资

源调查及开发利用研究6 对厦门文昌鱼保护区的生

态环境现状 !文昌鱼资源现状 !保护区面临的不利因

素进行调查研究 为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依据 ∀本文为

该项目的部分内容 ∀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范围

自 年 月 ∗ 年 月在厦门文昌鱼自然

保护区及邻近海区进行 次 月 的调查采

样 ∀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由四块海区组成 图

共有 其中 前埔 ∗ 黄厝海区划为核心区 保护

面积 南线 ∗ 十八线海区划为经管区 保护面

积为 刘五店附近的鳄鱼屿海区划为实验区

保护面积为 小嶝岛 ∗ 角屿岛海区 保护面积为

本调查在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划定的海域

及邻近的海区设置采样站 图 采样站覆盖面积约

∀

图 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资源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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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采样方法

厦门文昌鱼的调查采样 使用开口面积为

的 型采泥器 每站取样 次 取上底质

样品 用淘洗法分离出文昌鱼标本 ∀标本的处理方法

按5海洋调查规范6 ∀

结果

2 .1 厦门文昌鱼的数量分布

前埔 ∗黄厝海区 年平均密度 尾

平均生物量 该区有 站次出现文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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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最大密度为 尾 最大生物量

表 ∀

南线 ∗ 十八线海区 年平均密度

尾 平均生物量 该区有 站次出

现文昌鱼 出现的最大密度为 尾 最大生物量

表 ∀

鳄鱼屿海区 该区是文昌鱼历史上重

要的生产区 设立保护区时把鳄鱼屿海区划为试验

区 本调查仅 月份在鳄鱼屿西侧海区的两块吊养牡

蛎区之间 ∞ ∞ χ两站 采到文昌鱼 所采获的密

度最高仅 尾 由于 ∞ ∞ χ采样站在两块吊养

牡蛎区之间 调查采样有一定困难 分布范围尚未确

定 ∀

小嶝岛 ∗ 角屿岛海区 在该区两个航

次的调查中 没有采获文昌鱼 ∀

2 .2 资源现状

参照鱼类资源估算的方法 ≈ 采用面积法估算文

昌鱼的现存资源量 其公式 Φ= Σ # δ Ε

其中 Φ为文昌鱼现存资源量 ; Σ为文昌鱼现分布面

积 ; δ 为渔获率 文昌鱼平均生物量 Ε为捕捞逃逸

率 有出现文昌鱼的站每站采集 次 故取 Ε ∀

前埔 ∗黄厝海区 年平均密度 尾

平均生物量 该区文昌鱼分布的沙滩面积

约 采用面积法计算 现存资源量约为 ∀

南线 ∗ 十八线海区 该区港头 !南线 !蜞

口 !十八线四处沙滩过去有文昌鱼分布 本次调查在

港头 !十八线两处没有采到文昌鱼 渔民也没有前往

捕捞生产 仅在港南线 !蜞口两处有文昌鱼分布 年平

均密度 尾 平均生物量 根据本调

查文昌鱼分布站位计算 南线文昌鱼分布区的沙滩面

积约 蜞口文昌鱼分布区的沙滩面积约 采

用面积法计算 两处文昌鱼现存资源量约为 ∀

小结与讨论

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内文昌鱼资源量约有

分布区有缩小和资源量减少的迹象 ∀

前埔 ∗ 黄厝保护区 椰风寨以南海区沙滩粒度组

成较细 底质较硬 仅在近岸的潮沟边有少量分布 ∀从

椰风寨以北到黑岩头以南沙滩 颗粒较粗 掺杂有碎

贝壳 文昌鱼的分布密度相对较高 是目前文昌鱼生

产区之一 现存资源量约有 ∀与有关报道 ≈ ∗ 相

比 表 数量减少 ∀

目前一些海洋工程虽然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但

沿岸海洋工程对自然保护区内文昌鱼栖息环境的影

响 造成有些环境的变化在短期内是难以发现的 ∀如

前埔 ∗ 黄厝保护区文昌鱼分布区缩小和数量的减少

保护区内沉积物颗粒有变细的迹象均与海岸工程有关∀

南线 ∗ 十八线海区 本次调查在南线 !蜞口两处

采获文昌鱼 这两处沙滩也是目前主要的文昌鱼捕捞

生产区 本调查估算南线 !蜞口两处文昌鱼现存资源

量约为 ∀比有关调查 ≈ 估算的资源量 减少 ∀

鳄鱼屿海区是历史上盛产文昌鱼的海区 福建海

洋研究所于 ∗ 年间曾在鳄鱼屿的东面和西

南采集到文昌鱼 但数量已很少 ∀ 年 月福建省

水产研究所进行了 个站次的采样 没有采集到文

昌鱼 年的海岛调查 在鳄鱼屿附近的站位也没

有采到 ∀ 月份作者在鳄鱼屿西侧海区的两块吊养牡蛎

区之间 ∞ ∞ χ两站 采到文昌鱼 但数量极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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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在 年 月在鳄鱼屿北面一处

面积约 的沙地采到文昌鱼 最高密度达

尾 有 处以上的沙地呈镶嵌分布 ∀现场调查

鳄鱼屿北面潮间带几乎全部开发为围网养殖和牡蛎

养殖区 包括条石牡蛎和吊养牡蛎 北面滩涂向北延

伸较长 ∀岛的南面高潮区有小块的沙滩 高潮区以下

也是围网养殖和牡蛎养殖区 整个岛的周围已没有自

然状态的沙滩 ∀

采沙船采沙作业破坏文昌鱼生存的沙质环境 使

文昌鱼生存的沙滩面积不断缩小 ∀如鳄鱼屿保护区

在 月份出现文昌鱼的站位附近 秋 !冬季现场调查

时 发现有采沙船在大规模地采沙 ∀

水产养殖侵占文昌鱼的生存空间 过密的养殖浮

筏使水流减缓 影响水体交换 沉积速度加快 改变底

质环境 如鳄鱼屿保护区 !十八线保护区 ∀

保护策略与建议

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是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组成部分 通过国家级保护区的建

设 提高公众的资源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

厦门市的城市品位 ∀保护区的建设 !发展和管理应纳

入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统筹兼顾并处理好文昌鱼

保护区与经济建设的矛盾 发动全社会关心保护区的

建设 ∀

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内文昌鱼分布范围和数

量减少 应加强文昌鱼保护区生态环境包括沙滩的保

护 ∀在一些海洋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对文昌鱼保护区的

影响应予以充分重视 对保护区内及其周边海区进行

长期生态环境监测 以及对保护区内文昌鱼资源的短

期 !长期变动情况进行监测 ∀

加强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的区域管理 !环境管理和

资源管理 禁止在保护区的范围内从事与文昌鱼保护

无关的活动 禁止采沙和从事水产养殖 实行文昌鱼

捕捞许可证制度 建议执行禁渔期制度 ∀

加强厦门文昌鱼人工繁育 !人工养殖技术和自然

保护的技术和理论研究 为文昌鱼资源的恢复和开发

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开展文昌鱼人工繁殖和放

流的研究 是保护文昌鱼的积极方法 ∀

厦门是我国文昌鱼研究的发源地 发挥厦门区位

优势 开展国际 !台 !港合作 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水平

厦门文昌鱼保护区与金门水域相邻 应共同开展有关

科研和保护工作 共同管理和保护这一珍稀海洋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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