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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姗瑚礁垂道分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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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善文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珊瑚礁一值是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

以往有不少学者对大洋典型

的珊瑚礁曾进行过详细的研究
,

然而对分布在世界姗瑚礁地理分布边缘地区的非典型的

姗瑚礁
,

道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

其中海南岛就是一个例子
。

对于这个海岛的姗瑚礁
,

马廷英
〔, , , ,

颜京松 [夕] ,

纳乌莫夫(八
.

B
.

H ayM o B
)
￡‘, 〕,
纳乌莫夫

、

颜京松等
〔, , , , , , ,

3 e
二

o B。。〔‘,
,

,‘, ,

蔡爱智
、

李星元
「5 , ,

黄金森
、

汪国栋川
,

齐踵套
、

邹仁林和邹仁林
、

宋善文
、

马江虎 [41 等都曾做

过一些工作
,

但涉及它的垂值分带问题的却很少
。

我们于 1 9 6 2 年 3一 5 月对海南岛的邢

瑚礁进行了调查
,

以后于 19 6 4 年 4一 6 月和 1 9 6 5 年 5 月又进行了更细致
、

更广泛的调查
。

本文根据调查的资料
,

选三亚的鹿迥头和西增洲岛两个比较典型的区域的姗瑚礁分布和

垂直分带情况作如下的初步报导
。

一
、

鹿迥头训瑚礁的分带

鹿迥头的珊瑚礁由礁平台(R
e e f fla t

)和向海斜坡(S
e a 一

w a rd s]o Pe
_

)组成(表 l)
。

礁平台

平坦而宽
,

退潮时不同程度地暴露在空气中
。

向海斜坡坡度小
,

一般不露出水面
,

仅有少

数珊瑚在大潮低潮时稍露出水面一点
。

1
.

菊花珊瑚带(‘b ”伍
s tr e o z o n e

)

从礁平台开始宽约 120 米
,

由姗瑚碎屑和珊瑚石组成
,

滩面平坦
,

无活邢瑚
。

在滩面

上和水洼中有黄棕色的短分枝的江篱 。
·

ac ila ;.ia sP
.

,

棕色的团扇藻 Pa d i。口 sP
.

,

灰黄色

的海网藻 H , d r o c l“ , h ru , c la , h r a‘u s

(B
o ry ) H o w e ,

囊藻 c o l户
。、 , ia , i。“ o 了a

(R
o th ) D e r be s

et S o lie r ,

星塘嫂 才 , , e r r o
户, e r ; x s e o i户。 , c ‘a , 。 , R 位Pe ll,

黑色的海绵以及散布在滩面上的

c lyp
e o m o r u s 0 0 , ilife

ru m (K ien e r
)
。

在距礁平台 1 2 0 米以下的滩面上高出滩面的黑圆石

(Bo ul de r) 星罗棋布 (图版 I
, 6 )

,

在这里首先能发现的是棕黄色的
、

既耐干燥又能较长时

间暴露在空气中的粗糙菊花 珊瑚 ‘ o o ia , , , 二a a 了户e,
·

a V e rr ill,

山成菊花姗瑚 G o ”ia s t,
‘

e“

夕a m a n a r ii (Y
a b e & s u g iya m a

) 和标准蜂巢珊瑚 F a o i“ ,
户

e c io s口(D a n a
)

,

在其周围有许多团

扇藻和马尾藻 Sa
r
ga

了招m sP
.

(图版 I , 3 )
。

同时
,

在黑圆石之间的水洼里还能见到黑海参

万o zo t人u r i‘ sp
.

,

少量的喇叭藻 T u ,
·

占i, 。r i召 。 rn a ‘召 J
.

A g
.

以及体小而色透明
、

在背鳍两侧

有二条纵形蓝带的双斑豆娘鱼 助
u澎e

fj
u

f 占io c o zza , u ,
(Q

u o y & G a im a r d ) 和大指虾姑

G o ” o d a c
妙lu , c hi,

·

a g ra F a b r ie iu s ,

在黑圆石的裂缝
、

洞穴或石面上有成堆的 c lyPe o m o r。 ,

二口 , il z’je ru 。(K ien er )
。

在珊瑚沙和泥较多的滩 面 上有绿色宽 叶 的 波喜荡草 Po
, fdo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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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亚鹿迥头造礁姗瑚的分带和分布

T a bl e 1
.

T h e

zo n a tion an d d is tr盖b u tio n o f th e
re

e f
一
b o ild in g co

r a 】 o f th e L u H u i
一to u ,

S a n 一y a
.

礁礁环境境 距离气米))) 带带 种 s p e e ie sss

RRR e e f
e n v i

---
D is t a n e e sss Z o n e sssss

fff o n 】n e n tsss (M )))))))))))))))))))))))))))))))))))
名名名名称称 特征征征

NNNNNNN a m eee C h a r a e t e rrrrr

礁礁平台
nnnnnnnn

菊花珊瑚带带 珊瑚碎屑屑 无活珊瑚 N o liv in g e o r a lll

RRR
e e f p l

a ttttt G O 刀z 叮了才z廿口口 C o r a lllll

ZZZZZZZ o n eee d e b r isssss

么么么 ‘‘ 、J

——— 黑圆石石 粗糙菊花珊瑚 G o o i。, t,
·

e 召 a 了户e r a v e r r ill, 山成菊 花 珊 瑚瑚
,,, 1哎 _____ B o u ld e r o rrr G o 。该a , t r e 。 夕口从a , a月i (Y

a b e & s u g iya m a)
,

标准蜂巢珊瑚瑚
NNNNNNNNN e g r ooo 石口。ia : 户e c io s路

(D
a n a

)))
HHHHHHHHH e a d sssss

JJJJJ山 1 尸

—— 蔷薇珊瑚带带 壕壕 多枝蔷薇珊瑚 M o 。才i户0 0 r a 二o : a B e r n a r d
,

粗糙菊花珊瑚瑚

22222 2 (111 M o n tiPo ,份份 M o a ttt G o 二i。, tr e a a
甲

。护a v e : r ill
,

山成菊花珊瑚 G o o ia 了浓,
e “ 夕二阴 a ---

ZZZZZZZ o n eeeee , a r ii (Y
a b e a s u g iy a ; n a

)
,

标准蜂巢珊瑚 F a 衍a , 户己c io , aaa

(((((((((((D
a n a

)
,

佳丽鹿角珊瑚 A c ,二户。。 户“ Ic 左r a
(B

r o o k)
,

石芝芝
FFFFFFFFFFF“ 。9 1。 f“ 。舒, e ,

(L in n a e u s
)

,

石芝 F “ 。g ia s p
. ,

澄黄滨珊瑚瑚

PPPPPPPPPPPo ri t亡‘ l“ 名e a M iln e 一E d w a r d s & H a im eee

_____
3 8 0

_____
珊瑚砾堤堤 无活珊瑚 N o Iiv in g e o r a lll

ddddd 叹nnnnn S hin g leeeee

rrrrrrrrr a m Pa r ttttt

向向海斜坡坡坡 鹿角珊瑚带带 上带带 缴房鹿角珊瑚 刁 c r o 户。 , : c o r夕, b o , a
(L

a m a r e k )
,

根枝鹿角珊珊
SSS e a w 么r

ddddd A c J刀Po r aaa U PPe rrr 瑚 刀c r o 户。。 , “r
·

c , ‘20 : a
(D

o n a

)
,

葡旬鹿角珊瑚 才c r o 户o r aaa

555 lo P eeeee Z o n eee Z o n eee 户r o , , r a t a
(D

a o a

)
,

尾邻沙珊瑚 p , a , m o c o , a c o 。 , , g 。 ‘ (E
s ---

ppppppppppp e r
)

,

短角杯形珊瑚 尸o c izlo 户o r J 石尸。。ie o , i, L a ,n a r e k
,

鹿角杯杯

形形形形形形珊瑚 Po e izlo 户。 ,二 J a 、sc o , , 15

(L in n a e u s

)
,

达氏杯形珊瑚瑚

尸尸尸尸尸尸o c ill
o
户o r a d a n a o v e r r ill

,

亲密鹿角珊瑚 A c : o 户。尹a a fji爪 ,,

(((((((((((B
r o o k )

,

钩状勃氏鹿角珊瑚 A
c 厂。户o r a b ,

·

‘e g g ‘ , “n ”i “ n c j
---

nnnnnnnnnnn a , ‘ (B
r o o k)

,

鼻形鹿角珊瑚 A c r o 户o r a 。‘, 。 , a
(D

a n a

) 等等等

eeeeeeeeeee t C
。。

下下下下下带带 美丽鹿角珊瑚 A c r o 户o r 4 fo r 二o : a

(D
a n a

)
,

太平洋鹿角珊瑚瑚

LLLLLLLLL o w e rrr A c , o 夕o r ; 夕a c 艺jic a
(B

r o o k)
,

短 角 杯 形 珊 瑚 p o c illo 夕。 , aaa

ZZZZZZZZZ o n eee b r 。 , ic o r o i, L a 「〕l a r e k
,

亲密 鹿角 珊 瑚 A c , o 户o r a a ffin i,,

(((((((((((B
: o o

k)
,

钩状勃氏鹿角珊瑚 A c ,。 p o ,二 占r

“g g o m a , n i , , , e i。口t召召

(((((((((((B r o o k )
,

粗野鹿角珊瑚 A c ,。户。 ,
‘

a 人“。11行 (D
a n a

)
,

叶状蔷薇薇

珊珊珊珊珊珊瑚 M o o ti 户。 ,二 fo l; o , a
(p a lla s

)
,

鬃刺蔷薇珊瑚 M o 。 , i户o r aaa

人人人人人人i, id a
(D

a n a

)
,

沙氏蔷薇珊瑚 M o 。‘夕o r a , o la o j eri B e r n a r d
,,

多多多多多多星孔珊瑚 A , t r e o Po r 二 , 。夕, 10 夕人t人a l, 。
(L

a m a : e k)
,

十字牡牡

丹丹丹丹丹丹珊瑚 尸a , o n 叮 d
e e o s s a , a D a n a ,

叶形牡丹珊瑚 P a o o n tl fr o 。 ---

击击击击击击了
e r a L a m a r e k

,

阔叶牡丹珊瑚 p 。 , o n a la才。 D a n a
等等

e t e
...

* 从礁干台开始测量
。

T h e d isti
l飞e e s a r e m e a s u r e d in m e t e r fr o m th e b e g in n in g o 〔th e r e e f p la t

.

sP
.

1 )o

2
.

蔷薇珊瑚带(从b二 t加o r a z o n e
)

黑圆石逐渐消失
,

变成低洼的壕
,

在退潮后仍积有 0
.

2一 0
.

8 米深的水
,

底部铺着一层

破碎的死姗瑚枝
,

黄色或灰黄色的
、

扁平而有尖分枝的多枝蔷薇姗瑚 M
口
川iPo ra ra m 。

招

l) 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吴德邻同志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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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m ar d 栉次鳞比地排列在一起
,

构成了这一带的优势种 (图 2 )
。

除上带的粗糙菊花珊

瑚
、

山成菊花珊瑚
、

标准蜂巢珊瑚在这一带继续分布外
,

还有小圆块状的淡黄色的澄黄滨

姗瑚 p o r i, e, lu , e a M iln e 一E d w a r d s & H a im e ,

棕黄色的石芝 F u , g ia fu , 9 1, e ,
(L in n a e u s

)和

姗瑚骼四周有一圈玫瑰红色的石芝 凡鳍ia sP
.

,

黄色
、

脆而枝短的佳丽鹿角姗瑚 A cr oP or :

妙Ic/J ra (Br oo k )亦有少量的分布
。

分布在上一带的藻类除江篱以外
,

仍继续有分布
。

另有

一种角网藻 C e r a zo d若c t夕o n sP
o , 9 10 了u o z a n

.

生在绿色的分枝海绵中
,

旅藻 c a u le ;
Pa , 。r r u za‘a

J
.

A g
.

和总状旅藻 c
.

;
ac

e m 口
招 (Fo rs sk

.

) W eb
.

v
.

Bo
s

.

都是常见的藻类
。

在较大的珊

瑚碎石下能发现少量的货贝 M
o o e , a r ia (M

o n e , a八a
) 。 o n e , a

(L咖
a e u s

)
,

环纹货贝 材
.

(o ,二 a m e ta r ia )
a , 。 u zu ,

(L in n a e u s

) 和拟枣贝 万 ,
·

r o n e 。
(五

,
·

,
·

o o e a
)

e r ro , e a L
itm

a e u s ,

在水较

深的洼地或多枝蔷薇姗瑚的分枝丛中经常有一种全身为蔚 蓝 色 的 素 豆娘鱼 A bud 时d “f

s o r d id u s

(F
o r sk盈l)若隐若现

,

尤其合人注 目
。

从礁平台以下 33 0一 3 80 米是由被风浪打断的姗瑚分枝堆积成的 姗瑚砾 堤 (Sh in gl 。

ra m p ar t
)

,

退大潮时都露在空气中
,

这里无活姗瑚
。

而只能在大块姗瑚碎屑或礁石下见到

货贝
,

环纹货贝
,

拟枣贝
,

斑刺海牛 K e o t , o j o , i: 。 a c u zo 了a e u v ie r ,

丘凸叶海牛 尸h , zlid ia

(尸h , llid ie lla ) 户
u , , u lo , a e u v ie r

和石磺 o n c ijiu o sp
.

,

以及石纹沙蚕 万
e , e i: (c e r a , o o e r a e ,

)

,
; , 。 o r a z a

H
o rs t ,

大矶沙蚕 E u n ic e a Ph ,
·

o d ; to i, p a lla s ,

E
.

t e , za c u la za Q u a tre fa g es 和 E u r夕th o 。

c o m pl
a , a , a

(p
a lla :

)等
。

最常见的蟹类有 c a r
pilo d e 了 s p p

. ,

A , e r g a ‘i, s p p
.

3
.

鹿角珊瑚带(A
e r

叩
o r “ z o n e

)

礁平台以下是坡度小的向海斜坡
,

在大潮低潮面以下 1一2 米和 2 米以下由于姗瑚的

生长方式和种类的差别又可以分为上带和下带
:

(1) 鹿角珊瑚上带(A
e r

叩
o ra u p p e r z o n e

)

大潮低潮面以下 1一2 米处是海南岛造礁姗瑚生长最好的地方
,

撒房鹿角姗瑚 Ac ro
-

户。
,
·

a c o r少m b o s a

(L
a m a r e k )

,

根枝鹿角姗瑚 A
.

s u r c u lo , a

(D
a , a

) 和葡旬鹿角珊瑚 A
.

P
r o , -

。“召
(Da na )构成这下带的优势种

,

它们呈撒房花序式的群体直径达 2 米左右
,

枝橙四张
,

亭亭如盖
,

甚至在大潮低潮时还露出水面 (图版 I
,

5 )
。

此外
,

还有多种多样生长类型和五

彩缤纷的其他种类的珊瑚
,

如玫瑰红色或淡黄色的短角杯形珊瑚 Po cll lap or
o

br 械cO 阴i,

L a m a r e k ,

达氏杯形姗瑚 尸
.

d a n a e v er r ill 和鹿角杯形姗瑚 尸
.

d a m ic o r n i,
(L in n a e u s

)都是

常见的种类
。

甲胃鹿角珊瑚 A c1’oP or
: 。 m al ‘

(Br oo k)
,

钩状勃氏鹿角姗 瑚 A
.

br ‘g g e -

。 a n o i u n c in a , a
(B

ro o k )
,

紧缩鹿角姗瑚 A
: c o n j

e , 、a

(Q
u e leh )

,

鼻形鹿角姗瑚 A
·

。a , 。ra

(D
a n a

)
,

佳丽鹿角姗瑚 A
.

户
u lc人r a

(B
r 。。k )

,

值枝佳丽鹿角姗瑚 A
.

户
u lch , a , , ri c , a

(B卯
o k )

亦得到充分的发育
。

分枝型 的蔷薇珊瑚有灌木蔷薇姗瑚 M 。, iPo )’a f;. ut ico 绍 Bcrn ar d
,

盖

氏蔷薇珊瑚 M
.

ga 汤。
·

成 Be m ar d; 皮壳状的蔷薇姗瑚有横条蔷薇姗瑚 M
.

tr ab “时al 。

B em a r d ,

鬃刺蔷薇邢瑚 M
.

hi护id a
(D

an a
)

,

其他的象毗邻沙姗瑚 尸,

二, o c o r a c o , tig u a

(E s p e r
)

,

叶状牡丹珊瑚 凡
t, o n “ f

,
,

。n 了ij
e ,

·

口 L a ,n a re k ,

米尼牡丹姗瑚 尸。o , ‘
(p

o ly a , , r 心a
)

。i, i左o ie n , i,
(G

a rd谊
er

)
,

澄黄滨姗瑚 尸o r i‘e , zu , e 口

Miln e 一E d w a rd s & H a
如

e ,

马氏滨珊瑚

p
·

m a“人a ii
we

lh ,

普哥滨现瑚 尸
.

户u友o e n s fs v a u g h a n ,

标准蜂巢珊瑚 Fa “a 护e c io : a

(D
a n a

)
,

帛琉蜂巢姗瑚 尸
.

户a la 二 e n s i: Y a b 。 & s u g iya m a ,

梳状菊花珊瑚 G o o ia , :r e a 户
e c ti

-

。“‘a (E h r en be r g )
,

山成菊花珊瑚 ‘
.

, a m a , a r ii (Y
a be & S u gi yam

a

)
,

克氏扁脑姗瑚 p l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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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r 4 cr o , s la o d i (M
a tt h a i)

,

才I
、

素扁脑姗瑚 p
.

r 。 , , ic a
(D

a n a
)

,

邻基刺柄珊瑚 H州
, o 户人o r 口

c o , tig o a ‘10 (F
o rs k菠l)

,

锯齿刺星现瑚 C 夕Ph a s , r e a s e r a‘lia (F
o rs k盈l)

,

丛生盔形姗瑚 G a la 二‘。

f
a sc ic o la ri,

(L in n a e u s

)
,

菌状合叶邢瑚 s夕, P人夕llfa a g a ric i“ M iln e 一E d w a rd s & H a im e
等都

能找到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

在鹿角珊瑚 A cr ap or ;
和怀形姗瑚 Po cil lap or ‘ 的枝径中专门栖

息了硼瑚虾 C o r a llio c a r is g r a m i, e a D a n a , A IP人e u , 。e o zr o , u , H
.

M iln e 一E d w a r d
s

和姗瑚蟹

T r a 夕e o ia c , 。 o d o c 。
(H

e r b st
)

,

T
.

a r e o la ‘a D a n a ,

T e , r a lia g la b 巴r r io a
(H

e r bs t)
,

c hlo r o d io ll口

, t’g ra
(F

o rs k二l)
,

同时还栖息着红点叶暇虎鱼 ‘o b io d e o e r夕‘h r o s户110 5 B l
e

eke
r
和五线叶暇

虎鱼 G
·

穿u i
, 牙“ e 了, r ig a‘a 了

(C
u v ie r & v alen e ie n n e ,

)
。

在块状珊瑚的基部能见到以贝壳附着

的草馨海菊蛤 S 户。 , d夕l。, 少r叮
u m R e e v e

和紫斑海菊蛤 5
.

, ic o b‘ric u , e h e
m n itz ,

敦氏猿

头蛤 C加m o
du nd 翻 Li sc h抚 和叶片猿头蛤 C

.

lob at ‘ B r o d er iP; 布多缝隙和洞穴的牡丹

珊瑚 Pa 如、 和不规则块状的扁脑邢瑚 Pl 、ygy ra 中
,

有以足丝附着的多棘裂江挑 Pi ,
。

m o r ic a , a
(L in n a e u s

)
,

珍珠贝 p , e r ia (p i, c , a d a

) m a r g a r i‘if
e r “

(L恤
ae u s

)
,

鸦翅珍珠贝 尸
.

(E le c ‘r o o a

)
a
la c o r o i (D illw ya

)
,

隔贻贝 s o P‘ife r b ilo c u la r i, (L inn
a e u s

) 和隆起隔贻贝 5
.

e二 c isu : ”

(w
e sg m a n n

)
。

栖息在珊瑚缝隙中的
,

还有多种栉孔扇贝 c 人z
a m , , 。 a j r 己户。r 4 r “,

(s
o w e r by)

,

c
.

la r , a : a (R
e e v e

)
,

e
.

ir r e g o la r i,
(S

o w e r by)
,

c hla m 夕, s pP
.

,

州
‘

A r c a
(A

, 浮d a r a
)

sp
.

,

蛇尾类的 M
a c 犷。夕人fo动

r i、 lo n g 护
e d a

(L
a m a r c k )

,

p la c o Phio , h ri二 户la o a
(L ym a n

)
,

p la c o -

P入io t人r ix sp
· ,

O 产hio c o o a o r i, a c e 。: M u lle r er T r o se h e l
,

O Ph io th r议 sp
.

。

穴居在姗瑚中的还

有光石蛙 Li t加pha ga 北rc ,
(Ph ili 即i) 等动物

。

在这一带除马尾藻和喇叭藻外
,

其他大型藻

类几乎没有见到
。

底部是碎珊瑚分枝
,

经常能见到海龙 Co ry t舫ic 入t仰 , 印P
.

,

在这里慢悠

悠地游着
,

当一惊动它时
,

便立郎遁入姗瑚枝隙而隐蔽起来
。

(2 ) 鹿角珊瑚下带(A e r

op
o r o Iowe

r z o ne )

在大潮低潮面 2 米以下的珊瑚丛生于海底
,

或形成亘大的群体矗立在海底
。

丛生的

美丽鹿角邢瑚 A c r o Po r a jo r m o , a

(B
r o o k ) 和亲密鹿角珊瑚 A

.

a

ffi, i,

(B
r o o k ) 形成了这

一带的优势种
。

除在上带分布的短角杯形姗瑚
,

钩状勃氏鹿角姗瑚
,

鼻形鹿角姗瑚
,

横条

蔷薇姗瑚
,

鬃刺蔷薇姗瑚
,

叶状牡丹姗瑚
,

澄黄滨姗瑚
,

普哥滨珊瑚
,

梳状菊花姗瑚
,

克氏扁

脑姗瑚
,

朴素扁脑姗瑚
,

邻基刺柄姗瑚
,

锯齿刺星珊瑚
,

丛生盔形姗瑚
,

菌状合叶现瑚继续

分布外
,

又出现了叶状蔷薇姗瑚 M o , ,i户o r a

f
o lio , ‘

(p
a lla s

)
,

索氏蔷薇姗瑚 M
.

so la o d o r i

B ern a rd ,

多星孔珊瑚 A , ‘r 亡o
Po r a 。夕r io户无,八a lm a

(L
a m a re k )

,

十字仕丹姗瑚 p a o o , 召 d 己c 。-

s s a‘a D a n a ,

阔叶牡丹珊瑚 尸
.

la , a
D a n a ,

秘密角蜂巢珊瑚 F穿, 12己, a占d ita (E llis & so la n -

d e r
)

,

网状菊花邢瑚 G o n ia : :r ‘a r o t‘fo
ro is (L

a m a r e
k )

,

小角刺柄珊瑚 H 夕d n o户h o r a o ic r o -

c 0 0 0 了
(L

a m a r e k)
,

拉氏盔形珊瑚 G a la x e a la o a r c

反1 Milne
一

E d w a rd 。 & H a im
e

粗糙盔形珊瑚
G

.

a , Pe r a Q u e le h ,

肋叶状珊瑚 L o b o 夕人夕111召 c o 了, a , ‘
(D

a n a
)

,

撒房叶状珊瑚 L
.

c o r夕m b o , a

(F
o r s k盈l)

,

狭裸肋姗瑚 M
e ru li, a la x a

D a n a ,

阔裸肋珊瑚 M
.

a o Pli
a ta (E llis & S o la n d e r

)
,

高

芭梳状现瑚 p e c“n ia la c ‘u c a
(p

alla s
)和盾形陀螺珊瑚 T o r bi, a ,

·

ia P‘l, a , a
(E

s p e r
)
。

有趣的是

分布在蔷薇珊瑚带 (对
o n ‘i夕

。,
·

a z o n e

) 的石芝 F 。。g ia fu , 9 1, e s
(L in n a e u s

)
, F“n g i‘ sp

.

和刺石

芝 F u , g ia o c人i, a ta (p
alla s

)亦分布在这里
。

还需指出的是澄黄滨姗瑚 p o r i‘e s lu t。。 M ilne
-

E d w ar ds & H ai m 。
形成高达 4 米多

,

直径 3 米左右的大群体
,

但不露出水面
。

从潜水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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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得知
,

在大潮低潮面以下 6
.

5 米就没有姗瑚了
,

那儿是细沙质的底
。

跟姗瑚生长在一起的还有具有石灰质骨骼的多孔媳
,

象扁叶多孔媳 Mill 印or
口

Pl
a
印

-

Ph夕llia H em p rie h & E h r e n b er g ,

直枝多孔媳 M
.

, u rr a夕1 Q u el ch
,

阔叶多孔媳 M
.

la , ifo lia

Bo sc hm a
和错综多孔媳 M

.

动tri ca o M ilne
一

E d w ar ds
,

栖息在上带的动物
,

在下带同样能找

到
,

但下带的大块状群体姗瑚上经常有鳞碎碟 Tr id ac , “ ,
qu

a m 口招 La m ar ck
,

长碎碟 T.

el 口
鳍at 召

La m ar ck 深埋在珊瑚骼中
。

鳃为红色
、

黄色
、

紫色
、

蓝色或咖啡色的大管陀螺

& 妙on iu m 。 。石。 “m so w er by 随邢瑚生长而逐渐增长
。

在姗瑚丛中黑色 的 刺 冠海胆

众ad 。。 口 , 。

tos
o m (Le sk c

) 往往是妨碍潜水人员工作的讨厌生物
。

还有许多嗜礁生物经常

躲在邢瑚中
,

不易发现
,

我们单从十字牡丹珊瑚和叶状牡丹珊瑚中就发现有隔贻贝
,

隆起

隔贻贝
,

齿片帼蛤 p e d a lio n , e r r a , u la (R
e ev e

)
,

豆荚蛔蛤 p
.

le叮u m e 。
(G m e lin )

,

多棘裂江

挑
,

鸦翅珍珠贝和栉孔扇贝 c 人za m , , sp p
.

以及波纹裸胸鳝 G , m n o , h o r a x u n d “la ‘u ‘ (L
a Ce -

Pe de
)

,

豆点裸胸鳝 G
.

fa o a g in e a
(B lo e h e t S e h n e id

e r
)和海鳝 E c人id , a sp

.

等多种生物
。

爬

行在珊瑚骼上的有织锦芋螺 c 。 , u 了 te x , ile L in n ae u s ,

夜光嵘螺 T u r b o m a r脚o r a lu s Lin n a e u s ,

黄 口嵘螺 T
.

(M
a rm a r o s to m a

)
c h,

·

夕s o s to m u , L in n a eu s

和大马蹄螺 T r o c人u :
(T

e c ‘u :
)

n ilo
-

, ; c u s o a x im u s K o e h 。

甚至连一向在姗瑚礁洞穴中的虎斑宝贝 c 夕户r a o a
(e 夕户

r a o a

) “g ,
·

￡;

L inn
a e u s

和缓贝 M a u r ; , i“ (左
r a bic “

)
召 r a b ic “ (L in n a e u s

) 亦爬到姗瑚骼上来了
。

色彩绚烂

夺 目的姗瑚礁鱼有黑雀绸 Po 。、
e

, 。 , 厉岁i‘胡
,

(L
a cc p c d e

)
,

蛤氏锦鱼 T 人al 。”m 夕 五二d
-

留ic hi (B
e n n ett

)
,

带兰子鱼 S ig a , u , 。irg a , u ,
(C

u v ie r & V a le n e ie n n e s

)
,

杂色尖嘴鱼 G o , Ph o -

s u , r, a riu , L a e e p e
d

e ,

印度付鳞鲤 尸a ru 户e , e u , in d ic 。 ,
(Sh

a w )
,

惠琪豆娘鱼 A b u j e

fd
u

f

t, a ig ie n , 15 (Q
u o y & G a im a r d )

,

八带蝴蝶鱼 c 人a e , o d o , o c ‘o fa , c ia : u s B lo eh ,

蝴蝶鱼 c
.

了, ,
·

i
-

g a , g u lu s G m e lin
,

丝蝴蝶鱼 C
.

a u r ig a F o rs k二l,

美蝴蝶鱼 C
.

b e lla
一

。 a r i了 Se a le
,

S c o lo P
: i了

b ilio
e a , u , G

u n th e r ,

以及钻嘴鱼 c he lm o n sPP
.

,

付蝴蝶鱼 p a r a c人e a zo d o n s p p
.

等等
,

遗喊

的是鱼类不易捕捉
,

这里所提到的是实际所见种属的一部分
,

很多种类因得不到标本不能

一一记述
。

二
、

西泪洲岛东北岸现瑚的分带

位于三亚港外的西熠洲岛呈三角形
, “

顶角
”

北向
,

为沙滩
。

其南岸
“

底边
”
正对外海

,

浪大坡陡
,

淘涌的大浪整天冲击着海岸
,

声大如雷鸣
,

姗瑚都生长在花岗岩石上
。

西北岸

被突 出的牛鼻岭挡住凤浪
,

在花岗岩石上的姗瑚发育不算太好
,

而东北岸珊瑚发育特别

好
,

该处同样是由礁平台和向海斜坡组成(表 3 )
,

不过其礁平台狭
,

向海斜坡陡
,

底部是花

岗岩上面沉积着姗瑚碎屑
。

1
.

菊花珊瑚带(Go
n ia s tr e “ z o n e

)

礁平台一开始就有很多高出滩面的黑圆石
,

一直到 60 米处才有粗糙菊花姗瑚 Go 瓜a -

s tr e a 凉护er a v e rr ill 出现
,

到 5 0 米黑圆石才逐渐消失
。

山成菊花姗瑚 G
.

夕a o a n a r ii (Y
a b e

& S u g iya m a
)

,

澄黄滨姗瑚 尸o r i, e 了 zu : e 口 M iln e 一E d w a r d s & H a im e 和佳丽鹿角珊瑚 过c r o p o r“

妇 Ich ra (Br oo k ) 亦有零星的分布
。

在黑圆石之间低洼的姗瑚碎屑或礁石洞穴中有很多的

蟆蟋栉蛇尾 O 户人ic o m a , c o lo 户e n d r i, a
(L

a m a r e k)
。

复足类的 C ly户
。0 0 0 , 。 5 m o n ilif

e ru 。

(K ie n e r
)

,

T e c , a r iu s t, izi,
(M

e n k e
) 和方斑芋螺 e o , u , 。占r a o u , L血

a e u s
以及海藻中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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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
、

团扇藻
、

海网藻
、

喇叭藻等在滩面上都能见到
。

有趣的是整个躯体深埋在黑圆石边缘

或表面洞穴中的梅氏长悔胆 肠hi nD 。。r “ 。 at 人‘日 (Bl ai nv ill e
) 常常要敲碎了礁石才 能 取

出
。

此外
,

我们还发现躲藏在黑圆石缝隙或洞穴中的货贝
,

环纹货贝
,

拟枣贝在开始涨潮

时向外爬行
。

表 2 三亚西箱洲岛东北岸造礁姗瑚的分带和分布

T a ble 2
.

T h e 么 o n a tio n a n d d is tr ibu tion
o f th e

re
e f- b u ild in g co

r al of t坛 n or th
·e a s t

c o
”t o f X i

一

m ao
一z hou 15 1叨d

,

S助 , a
.

礁礁环境境 距离(米 ))) 带带 种 s n e e ie sss

RRR e e f e n ---
D is t a n c e sss Z o n e sssss

VVV Ir o fl l】1 已1 1 tsss
(M )))))))

礁礁平台台
_

6 0

———
无活珊瑚 N o liv in g e。 r a zzz

RRR e e f p la ttt

_
8 0

_____________________

———
9 3

—— 菊花珊瑚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

———
1 1 0

—— (黑圆石))) 粗糙菊花珊瑚 G o , ; 。了t , e o a , 户e r J v e r r ill
,

山成菊花珊瑚 ‘ o , ia , t厂。 aaa

‘‘‘‘ o 刀ia s 介亡aaa 夕a 阴a n a r ii (Y
ab e & s u g iy a m a

)
,

佳丽鹿角珊瑚 A e ,。户o r 召 户: 、Ie石r aaa

ZZZZZZZ o n eee

(B r o o k )))
(((((((B

o u ld e : o rrrrr

NNNNNNN e g r ooooo

HHHHHHH e ad s

)))))

多多多多多枝蔷薇珊瑚 M o 。才i户。 , a , a 、o 、a B e r n a r d
,

粗糙菊花珊瑚 G o , i绍、t厂。 aaa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

。r a v e r r ill
,

山成菊花珊瑚 G 口。ia , , r e J 夕召。a o a 尸i ;

(Y
a b e & S u g iy

---蔷蔷蔷蔷微珊瑚带带
a m a

)
,

标准蜂巢珊瑚 F a , : 口 , 夕。 c : o 了a

(D
a n a

)
,

佳丽鹿角珊瑚 才
e ,。 ---

MMMMMMM o n 名iPo r 召召 户。 , 。 户, 云Ic 人r a

(B
r o o k )

,

叶状蔷薇珊瑚 M o n 才i户。 , a jo l, o , 比
(p

a lla s
)))

ZZZZZZZ o n eeeee

佳佳佳佳佳丽鹿角珊湖 A c , o 户
o r a 户, , le 人r 。

(B
r o o k )

,

锐角鹿角珊瑚 A c , o 户o r aaa

JJJJJJJJJJJJJJJJJJJJJJJ o c i户ie。 ,

(B
; o o k )

,

太平洋鹿角珊瑚 A ‘尸。户o r 。 户a c ifi: 4

(B
r o o k)

,

撒撒

掩掩掩掩月珊瑚带带 房鹿角珊瑚 A
c ,

·

o 夕。 ,二 c o 厂yo b o , a

(L
a m a r e k )

,

平卜素扁脑珊瑚 p lo t---

AAAAAAA c r o Po r aaa y g y。“ : ; ‘; t ic a
(D

a n a

)
,

叶状蔷薇珊瑚 M o n t该户。犷a fo l
, o 了 a

(p a lla s

)
,

昆昆

ZZZZZZZ o n eee
邻沙珊朝 p , a 。、 o c o ,

·

。 e o , 才, g u a

(E
s p e r

)
,

短角杯形珊瑚 p o c :
110 户o r aaa

占占占占占
, , “c o , , i, L a , n a re k

,

鹿角杯形珊瑚 p o c izlo 夕0 0 d a o ic o ,
·

n i,
(L i。

---

nnnnnnnnn o e u :
)

,

甲胃鹿角珊瑚 A c r o p o r a 。, 。。 , a
(B

r o o k )等等
。 te

...

鹿鹿鹿角珊瑚带带 粗野鹿角珊瑚 A e r o 户。 , a 人“、 1115 (D
a n a

)
,

短角杯形珊瑚 p o c illo 户o r aaa

AAAAA c r o P o r aaa 石r e , , e o ,
·

。j, I
」 a m a re k

,

鹿角杯形珊瑚 p o c : 110 夕。 ,二 d 4 用ic o 厂。i ,
(L i几

---

ZZZZZ o n eee 。 a e u s
)

,

舌状杯形珊瑚 p o c illo 户o r o 119 “la才二 D a o a ,

庆状杯形珊瑚瑚
ppppppp o c illo 夕O r“ “‘ r r“ e o ,‘ (E llis & s o la n d e r

)
,

钩状勃氏 鹿 角 珊 瑚瑚

AAAAAAA c r o 户o ra b , ‘。

那
己 , n 夕 , , i t , 。 c

io a 名a (B
r o o k )等等

e te
...

2
.

蔷薇姗瑚带(儿阮nt 如or “ z

~ )

从 80 一93 米的短距离内多枝蔷薇珊瑚 “口,
tzP or

:
。。 。了。

Be
rna rd 突然增多

,

形成优

势种
,

除粗糙菊花珊瑚
,

山成菊花姗瑚
,

佳丽鹿角姗瑚仍继续有分布外
,

标准蜂巢现瑚

Fa 沂。 sP ec ios 。
(D an a) 亦有出现

。

在鹿迥头只分布在鹿角姗瑚下带的叶状蔷薇 珊瑚

M口 ,
tiP or 口

tol los
‘

(Pa lla s
) 在这里偶然也有发现 ; 马尾藻和喇叭藻仍是这个带中常见的大

型海藻
。

3
.

鹿角珊瑚上带(A cr op
o r a u p p e r z o n e

)

大约离岸 1 10 米处结束了礁平台
,

海岸突然变陡
。

拍岸大浪在此破碎
,

白色泡沫到处

四溅
,

成为姗瑚生长最好的地方
,

这一带恰好在大潮低潮面或水下 1 米左右处
。

紧密排列

的佳丽鹿角姗瑚 A cr ap or 召 解Ic hr ‘
(Br oo k )成为这里的优势种(图版 I , 1 )

。

锐角鹿角现瑚

A c r oPo r a d
e c iP滚e , s

(B
r o
Qk )

,

太平洋鹿角珊瑚 A
.

Pa cific a
(B

r o o k )
,

朴素扁脑姗瑚 p l: ‘夕g 夕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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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i c 。

(D an a) 在这里发育得也很好
,

往往露出大潮低潮面 (图版 I , 3 )
。

生长在鹿迥头鹿

角珊瑚下带的叶状蔷薇邢瑚(图版 I , 夕)
,

沙氏蔷薇珊瑚
,

多星孔珊瑚
,

十字牡丹姗瑚
,

阔叶

牡丹姗瑚
,

秘密角蜂巢姗瑚
,

小角刺柄珊瑚
,

拉氏盔形姗瑚
,

粗糙盔形姗瑚
,

撒房叶状姗瑚
,

菌状合叶邢瑚等在这个带中都能找到
。

其他象毗邻沙姗瑚 Ps 娜 m oc ol ,a co ,
: g “召 (E

s

Pe r)
,

短角杯形珊瑚 p o c ilzo户
。,

·

a 西, 二。 ; c o r n is (L
a m a r ek )

。

达氏杯形姗瑚 尸
.

d a , a e v er r ill。 甲胃鹿

角珊瑚 A c ,
,

o 户o r a a r o a , a
(B

r o o k )
,

钩状勃氏鹿角姗瑚 A
.

br凉9 9 。, a , , i u , c in a , a
(B

r o o k )
,

撒房叶状珊瑚 A
,

c o ,
·

夕m b o 了a

(L a m a re k )
,

粗野鹿角邢瑚 A
.

h u o ili: (D
a n a

)
,

根枝鹿角珊

瑚 汉
.

s u r c u lo 了a
(D

a n a
)

,

灌木蔷薇邢瑚 M
o n , ;

户o r a

f,
·

。 , ic o , a B ern ard
,

鬃刺蔷薇姗瑚 M
.

人; 了
户
‘d a

(D
a n a

)
,

横条蔷薇姗瑚 M
.

, ,二b e c u la , a B e r n a r d ,

多枝蔷薇珊瑚 M
.

r a o o s a Bern a rd ,

中华蔷薇珊瑚 M
.

, i, 。, 了i了 B e rn a rd ,

叶状牡丹姗瑚 尸a 0 0 0 a fr o , d ifo r a L a m a r ek
,

易变牡丹

珊瑚 p
.

o a厅a , , v er rill,

澄黄滨姗瑚 尸。 ,
·

i, 。5 zu , e a
M iln e 一E d w a r d s & H a

如
e ,

马氏滨邢瑚

p
.

形 召z‘h召11 W
e ll。 ,

标准蜂巢姗瑚 F a o i召 护
e r io , 浮

(D
a n a

)
,

梳状菊花姗瑚 G o n ia , ‘犷e a 户e c li
-

, a : a
(Eh

re n be r g )
,

山成菊花邢瑚 ‘
.

, a m 浮, ; 厂; i (Y
a be & S u g iya m a

)
,

弗利吉亚扁脑姗瑚

p la
妙g 夕r a P人r夕g ia (E llis & S o la n d e r

)
,

琉球扁脑邢瑚 p
.

r夕碱yu 。,
后 Y abe & S u g iya m a ,

锯

齿刺星珊瑚 c , 户人
a , :r e a : e r a iz; a

(F
o r sk 盈l)

。

丛生盔形珊瑚 G a la x e a fa : c ic u la r行 (L in n a e u s
)

,

菌状合叶珊瑚 s , 二户h , llia a g a厅c ia Miln e一E d w a r d s & H a im e ,

且大合叶姗瑚 5
.

g ig a , te a

(Y a be & S u g iya m a
)

,

华贵合叶珊瑚 5
.

0 0 乡121, (D
a n a

)
,

辐射合叶珊瑚 5
.

r a d ia , 5 M i伍e -

E d w a r d s & H a im e
等也都生长在这一带

,

甚至扁叶多孔媳 Millop o r a pla : yphyllia H e m p r ieh

& E h re n b e r g ,

直枝多孔媳 M
.

。 :‘,
·

, 二夕1 Q u e le h ,

阔叶多孔媳 M
.

la , ifo lia B o se hm a
和错综

多孔媳 M
.

fn , r ic a , “ Miln e 一E d w a r d s & H
a im e

亦在这一带大量生长
。

一种淡黄的和另一种

灰白色的海鸡冠 (Al cy ona ria )仅在西谓洲岛发现
。

在鹿迥头姗瑚上带所有的嗜礁生物在

这里也都能找到
。

4
.

鹿角珊瑚T 带(A e

ron
o ra lo we

r z o n e
)

由于波浪在礁干台边缘破碎
,

产生了很弦的冲击力
,

给我们水下采集和观察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
,

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对这个带的详细调查
。

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力量进行了观

察
,

发现在较深水处仍以鹿角姗瑚 Ac ro p or
“

为主
,

其中最常见的是鼻形鹿角珊瑚 Ac ro P口)’a

二了二 , 口

(D an a)
,

其他的还有短角杯形姗瑚
,

鹿角怀形姗瑚
,

达氏杯形邢瑚
,

滑鼻形鹿角姗瑚
,

钩状勃氏鹿角珊瑚
,

叶状蔷薇珊瑚
,

鬃刺蔷薇姗瑚
,

索氏蔷薇邢瑚
,

多星孔姗瑚
,

十字牡丹

邢瑚
,

叶状牡丹珊瑚
,

阔叶牡丹邢瑚
,

易变牡丹姗瑚
,

澄黄滨姗瑚
,

秘密角蜂巢邢瑚
,

梳状菊

花珊瑚
,

朴素扁脑珊瑚
,

弗利吉亚扁脑现瑚
,

琉球扁脑珊瑚
,

锯齿刺星姗瑚
,

粗糙盔形姗瑚
,

拉氏盔形邢瑚
,

丛生盔形邢瑚
,

撒房叶状邢瑚和亘大合叶姗瑚
,

而狭裸肋姗瑚 M斤uli
, 口

za x “ D
a n a ,

阔裸肋邢瑚 对
.

探m 户21
: , 二

(E lzis & s o la n d e r
)

,

高昔梳状姗瑚 p ec , i, ia le c ru c a

(P
a lla s

)
,

盾形陀螺姗瑚 了u r乡io a ,
·

i。 户
e zta z叮

(E
s p er

)
,

舌状杯形珊瑚 p o c illo户o r 夕 119 二l召za

D an
。

和扰状杯形珊瑚 尸
.

。。tt c。
反

(El li。 & so la nd er )只在这一带较深的水域中有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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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珊瑚礁垂值芬带的初步研究 图版(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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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西用洲岛鹿角珊瑚带的优势种
,

佳丽鹿角珊瑚
。

2. 水下照相 : 蔷薇珊瑚带的优势种
,

多枝蔷薇珊瑚
。

3
.

菊

花珊瑚带的山成菊花珊瑚
,

团扇藻和马尾藻
。
斗

.

酉猖洲岛大潮低潮时露出水面的太干洋鹿角珊瑚
,

和朴素扁

脑珊瑚
。

5
.

鹿迥头大潮低潮时露出水而的珊瑚
。

6. 黑 圆石
。

7
·

退潮后酉琅洲岛鹿角珊瑚带的珊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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