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8卷 第 3期

1 997年 5月

海 洋 与 湖 沼 V o l
.

邓

C OEA O NL O GIA E T I L MNOL O GIA SI I NC A My a

,

N o
.

3

l卯7

* * * * * * * * * * * * *

* J J才` J 之 ~ 占 , ` , *

* 匕七二闭入 艺” 甘1 》 半 _
.

抓*’*’*=i 蕊、 南海海洋生物学新进展
’

沙 田 孙佩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日〕7 1)

南海位于太平洋西端
,

介于 中南半岛
、

加里曼丹岛
、

菲律宾群岛与中国大陆之间
,

在这一海域有广阔的大陆架和大陆坡
,

栖息着以亚热带种和热带种为主的暖水性生物
,

多样性很高
,

有些类群的丰度也甚大
,

成为印度 一 西太平洋暖水区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为此
,

生物与渔业资源的开发潜力很大
。

南海是调查研究较少的海域
。

进人 80 年代
,

围绕对南海海洋资源的了解与开发
,

海洋学研究有较快进展
,

其中海洋生物学进展尤为迅速
。

90 年代以来
,

南海海洋生物

学成果累累
,

为认识
、

开发和保护南海海洋生物和海洋渔业资源奠定了基础
。

为促进南

海海洋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全面交流
,

加强科技合作
,

经香港大学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

M o
ort

n 教授倡议和召集
, .

香港海洋生物协会 ( M BA
,

H K )
、

香港大学生态学和生物多样

性系
、

太平洋科学协会 ( P SA )和香港政府农渔局共同组织
,

曾于 1990 年在香港召开了

第一届南海海洋生物学国际会议
,

1993 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二届会议
,

19 % 年 10 月 28

日一 n 月 1 日在香港召开了第三届会议
。

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12 6 人参加第三届

学术交流会
,

提交研究论文 10 3 篇
。

这次交流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南海海洋生物学研

究的新进展
。

会议主要围绕生命科学中的重大课题— 生物多样性进行交流
,

其中包括物种多

样性
、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

各学科及其分支多有结合或交叉
,

发挥了学科的

综合优势
,

体现了现代海洋生物学研究的新趋势
。

曾呈奎院士关于
“

香港马尾藻属种类与其生物地理学
”

一文
,

分类修订了香港马尾藻
属 (勘

一
) 的种类

,

确定了 28 种马尾藻的分布范围
,

探讨了分布与海流的密切关

系
,

论证了它们的进化
,

提出其中 14 种起源于 日本列岛海域的新论点
,

突破了物种南

方起源中心说的局限
,

为北方经济藻类资源的培育与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

董正之研究

员关于
“

南海头足类物种多样性与分布
”

一文
,

较全面地阐明了南海北部和南沙群岛海域

75 种头足类的分布类型
、

温度性质与生态地理分布特征
,

首次论证了头足类特别是在

表层和近表层生活的头足类幼体分布与黑潮的关系
,

指出该海域高温高盐海流动力学对

头足类分布的作用超过了纬度的影响
,

以致南海北部和南沙群岛海域的头足类区系与甚

远的 日本列岛南部头足类区系的关系
,

更加密切于与邻近的菲律宾群岛头足类区系
。

越

南学者 hP u n g 博士关于
“

南海中部珊瑚礁鱼类种类组成
”

一文
,

全面系统地描记了科科 326

种珊瑚礁鱼类
,

其中有 70 种为新记录
。

英国学者 aT y lor 博士关于
“

从捕食性的腹足类范例看生物多样性的新方向
”

一文
,

围

本文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呈奎教授审阅修改
,

谨志谢意
。

收稿日期
: 1望场年 12月 15 日

,

接受日期 : l男 7年 l 月 1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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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种间的营养联系
,

论述了南海软体动物中捕食性专化的芋螺科 ( oC in d ae )和笔螺科

(诵 itr dae )等同捕食性泛化的骨螺科 ( M u ir d d ae )和蛾螺科 ( B
叨

in dae )等的演化进程
,

指

出主食多毛类的芋螺科
,

其齿舌结构特化多次
,

演变成现在的具有倒钩的鱼叉状
,

增强

了捕食功能
,

为营养方式对演化方向和演化水平的重要作用
,

提供了新证据
。

南海海洋生物学在向宏观
、

综合方向发展的同时
,

也在向微观
、

分析方向深人
,

新

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
,

不仅为了解物种的细微结构与功能拓展 了视野
,

而且为定向育

种
、

系统发育和资源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

如藻类遗传工程 (秦松等
,

中国 ) ; 珠母贝属

(灿cat at )种群基因库(沈琪等
,

中国 ) ; 巨蜘属 ( 。叹姗伽 )遗传性变异 ( 青宁
,

中国 ) ;

对虾属 ( 尸沙
王

~ )分子标志发育 ( H o u et 肠
v

eyr
,

香港
、

澳大利亚 ) ; 鳞笠藤壶 ( eT atr icl at

sq u “ 明侧砚 ) 遗传性分析 ( aK
n et 玫 iw s

,

香港 )等
,

不仅反映了微观生物学的新进展
,

而且

也显示出其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结合的新趋向
。

香港地区和菲律宾学者对海洋动物行为生态学研究进展较快
,

如白纹方蟹( G哪
及招

a lb o如ea 姗)的觅食行为 ; 一种石鳖的活动式型和觅食行为 ; 幼对虾类的活动式型 ; 海

洋鱼类的生殖行为等
,

为这一国际生态学前沿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

作为研究人类
、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 保护生物学
,

在这次

会议上也有较多论题 : 主要涉及红树林
、

珊瑚礁和海豚等
。

香港地区以及英国
、

中国
、

菲律宾和新加坡学者在关于红树林和珊瑚礁的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
,

强调对整

个群落
、

生态系统
、

景观和栖息地的保护
,

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数据
。

香港地区学者关于

中华白海豚 ( &刀乙如 ch 动曰” 台)体内重金属和有机氯化物含量— 海洋污染指标
、

分布
、

丰度和资源评估
,

以及建立海豚保护区的研究
,

为资源与环境综合考察的范例
。

菲律宾

学者 G O n x泛教授全面阐述了南海海岸带的管理与保护
,

指出南海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

中心
,

探讨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极其重要
,

建议在南海海岸带建立海洋自

然保护区
,

呼吁沿南海国家加强科技合作
,

以保证对南海生物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

这次会议全面检阅了近年南海海洋生物学的现状与进展
,

显示海洋生物学及其分支

的结合或交叉 日益密切
,

不仅为海洋生物学的更新和发展拓宽了道路
,

同时也表明了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联系日趋明显
,

使海洋产业的发展更加迅速
。

海洋生物学在解

决国民经济重大实际问题上有着巨大潜力
,

它将与其他海洋学科一起
,

为开发利用海洋

作出自己的贡献
,

并保护海洋为人类永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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