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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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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潮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 6"787"）

摘 ! 要 ! 本文简要介绍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及未来。对中国海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

系统多样性、关键种及它们的生活区作了评述。展望将来，主要目标为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和研

究，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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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海域辽阔的国家，在其大陆东面和南面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海相连，并与

西太平洋相沟通，形成北东Q南西向的弧形，四海都属于北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四海的特点

是："L 从北到南，自北纬 &"U到北纬 8U，跨越 8V 个纬度带；%L 跨越温、亚热带直到热带的赤道

区；8L 从鸭绿江口直到北仑河口，大陆界线长 "W V 万 NJ，拥有多类型的海岸；&L 海域内岛屿

6777 多个，包括著名的舟山群岛、万山群岛，岛屿岸线长达 "W & 万 NJ；6L 拥有 &$%W $ 万 NJ% 海

域，其中 877 万 NJ% 属中国管辖；(L 有 "677 条河川注入四海，其中著名的黄河、长江和珠江，

分别流入渤海、东海和南海，年总径流量达 "W V 万亿 J8 ；$L 海底地形地貌复杂，包括有陆架、陆

坡、以及数千米深海盆或 海 槽、海 山 等；V 潮 汐 类 型 复 杂，有 全 日 潮、半 日 潮 和 不 规 则 潮 汐；#L
四海的沉积物、水文气象和生物等因素均受大陆的明显影响，季节性变化相当显著。

"! !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FQ FO 物种多样性

从门的等级看，目前中国海已记录有原核生物界 & 个门，原生生物界 $ 个门，真菌界 8 个

门，植物界 ( 个门，动物界 %& 个门。但至今尚缺乏有板动物门（XB=IFRF=）、颚口动物门（TD=Q
E9F;EFJHB:G=），有甲动物门（PF?:I:A>?=）、须腕动物门（ XFDFMF<9F?=）和腹毛动物门（T=;E?FE?:I9=）

在中国海的记载。

中国海现已记录 %7 %$V 个物种，其中黄、渤海 ""&7 种，东海 &"($ 种，南海 6("8 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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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物种数由北向南递增，这与其所处气候带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流系有关，例如东海外缘

受黑潮流系的影响，物种多样性指数高于东海沿岸。

中国海流系复杂，有黄、东海沿岸流，黄海冷水、黑潮，南海暖流等。具有地区性和季节性

的变化，因此存在着许多中国地区性的特有种，例如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生活在大江河的中华鲟

（!"#$%&’%( ’#&%&’#’）、西南沙 群 岛 的 库 氏 砗 磲（ )(#*+"&+ ","-#+&+）等。浮 游 动 物 有 中 华 假 火令 虾

（.’%/*%/$0+/’#+ ’#&#"+）、中华胸刺水蚤（1%&2(,$+3%’ ’#&%&’#’）、华南河口区的中华异水蚤（!"+(4
2#%55+ ’#6%6’#’）和右突歪水蚤（),(2+&/’ *%72(#5,8+2/’）等。

中国海物种分布的范围受到物种本身的特性和水温、盐度和流场的影响。如河口区半咸

水的种类，仅向海扩展到能生存的范围。南海热带种向北分布有的仅限于东山至鹅鼻銮一线，

或有的种类延伸到平潭岛一线。相反地，随东北季风江浙闽沿岸流南下的种类，仅分布到华南

沿岸，随西南季风兴起，这些种类逐渐在华南沿岸消失。由此可见，随着海区不同和季异变化，

而物种多样性也存在变化。

中国海海洋生物物种的不断发现，是同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视开展海洋调查分不开的。较

大规模的有渤海、北黄海西部海洋综合调查（!"#$ % !"#&），全国海洋综合调查（!"#& % !"’(），

南海中部、东北部综合调查（!"$) % !"&#），全国海洋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 !"&#），全

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调查（!"&& 至“ 九五”仍

在继续）。台湾省方面也陆续在南沙太平岛附近和台湾省周围开展较小规模的海洋调查，通

过以上工作，大大丰富了中国海海洋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特别是发现了许多的新种和新记录，

尤其南沙群岛海区属于印度+马来区系，近年来的调查，新种和新记录陆续被发现。

中国海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受威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海区污染不同程度地加剧，

使一些地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物种生存环境丧失，引起物种的濒危，如国家二级保护的文昌

鱼（9(+&"0#,’2,6+ 8%5"0%(#）群栖境 受 到 破 坏。有 些 物 种 原 系 中 国 主 要 渔 业 对 象，但 由 于 从 ’(
年代起过度捕捞，以致使其补充群体未能恢复，突出的例子是东海大黄鱼和小黄鱼的资源损

失。有些是由于保护管理不够严，致使物种数量严重减少，加之对这些物种生物学缺少基本了

解，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唇鱼（9+0+8+ :5+;,5+8#+2+）就是一例。有的受沿岸经济开发 的 影

响，破坏了生境或繁 殖 场 所，如 红 树 林 区 的 砍 伐，使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海 狗（ 1+55,(0#&/’ /(’#4
&/’）、绿海龟（10%5,&#+ 6<*+’）的繁殖场地受干扰。综上述实例，说明在中国海区必须加强对

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今后才能有持续利用的可能。

!" # , 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基因这种遗传信息它能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所有遗传

多样性都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并且都与核酸的理化性质紧密相关，因此必须加强 -./ 水平上

多样性的研究，这是个关键。在海洋生物遗传多样性方面工作较早的是人工栽培海带、紫菜和

裙带菜，它们像陆地上农作物一样，根据人们的需要，改变它们的遗传特性，创造新型的栽培作

物，选育的高含碘海带，是肉质厚、宽而长的高产品种。但在海洋动物方面起步较晚，如对野生

分隔的群体，尚未探讨种内基因的变化情况。而对于人工网箱或围养的鱼类、甲壳类，目前虽

已达到数十种，但其中大部分的种苗，均采自野生，尚未能进行人工培苗，在这种情况下，开展

分子水平的研究尚有一定的难度。

!" $ , 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多种划分方法，现根据中国海的情况，划分出下面几个生态系统的：

!" $" ! , 沿海生态系 , 它的特点是：（!）从海岸向海到水深 #( 0 范围，即包括海岸带或沿海湿

*)!, 1 期 , , , , , , , , , , , , , , , 陈清潮：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展望



地的范围；（!）沿海区是海陆相互作用剧烈地带，也是人类活动最活跃地带；（"）沿海包括有沼

泽#湿地、基岩、沙滩、泥滩等复杂类型；（$）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是重要经济动物天然繁育区，也

是人工增养殖最富有成效的区域；（%）沿海区由于受各种因素干扰（ 自然和人为）是海洋脆弱

地带之一；（&）沿海区物种多样性复杂。其多样性指数的高低，随沿海不同气候带的不同流系

而变化。

!" #" $% 河口生态系统 ’ 它的特点是：（(）河口区是限于海洋潮汐涨落区内的水域；（!）随着沿

海工农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河口区成为人类活动十分频繁的区域；（"）河口是陆源污染物质

主要集散地带；（)）河口环境变化剧烈，特别是盐度和化学要素对环境影响较大；（$）河口拥有

丰富的生物资源，有来自上游淡水河川的生物群落，有河口特有生物群落和进入河口区的海洋

生物资源，也是上溯和下降鱼类及其他经济动物的主要通道或短暂停留地；（%）河口是重要经

济生物的重要繁育和保护区；（&）河口生物多样性指数随潮汐涨落存在瞬时变化，适应性强的

物种也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 #% 上升流生态系统 ’ 中国海有许多上升流区，如江浙沿岸上升流、闽南台湾浅滩上升流

和海南岛东南上升流等，它们的特点是：（(）上升流的成因有多种多样，如地形、风飘流或水团

边界等，上升流区的表层流场呈水平辐散，而深层流场呈垂直上升；（!）由于底层富营养盐海

水的上升，导致表层浮游植物获得充足营养其初级生产量高；（"）上升流区常招引食植性鱼类

大量集群，随之食肉性动物也增加，常形成主要渔场区；（)）上升流区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高

于邻近非上升流区。

!" #" &% 珊瑚礁生态系统 ’ 南海诸岛（ 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绝大部分是由造礁珊瑚所

构成的珊瑚礁，向北仅有个别例子如台湾南部、澎湖列岛也出现珊瑚礁。南海珊瑚礁的特点

是：（(）造礁石珊瑚及其他造礁生物要求水清、高温、高盐的环境才能形成珊瑚礁；（!）珊瑚礁

生物群落属于顶极群落，是 海 洋 脆 弱 地 带 之 一；（"）珊 瑚 礁 初 级 生 产 和 食 物 循 环 具 有 特 殊 方

式，有别于沿海或河口生态系统；（)）珊瑚礁的生物极为丰盛，是生物多样性的极高区域，堪称

为大海之“ 绿洲”。

!" #" ’% 红树林生态系统 ’ 红树林是亚热带和热带海洋潮间带或潮上带的一类特殊常绿林，主

要分布福建南部、广东、广西、海南和台湾，个别种如秋茄（!"#$%&’" ("#$%& ）可分布到浙江。华

南沿岸红树林的特点是：（(）生长在风浪较平静、淤泥深厚的河口、港湾，生境潮湿，有的根茎

浸在水中，常称为热带沼泽林；（!）中国真正红树植物 !% 种，占世界 %* 种的 )"+ ，半红树植物

(( 种，伴生种 (, 种；（"）红树林物种丰富，是高生物量区，重要经济动物的繁殖和庇护区；（)）

红树林内物质循环迅速，食物链较简单；（$）红树林对于减少海浪冲击，稳定保护海岸环境具

有重要作用。

!" #" (% 深海生态系统 ’ 东海大陆架向外延伸，有 !*** 多米的冲绳海槽。南海位于中沙和南

沙陆坡之下有广阔深海盆或称深海平原。现以南海深海盆为例，它的生态系统特点是：（(）海

盆深度在 "%** 米以上，最深处达 ))** 米；（!）深海盆沉积物主要是球房虫与火山灰所形成粘

土质软泥，夹有锰结核沉积，有多数海底火山隆起，高度不等，没有露出海面，在海底火山裂隙

喷发处有玄武岩流等物质；（"）深海盆环境独特，缺乏自然光，压力大、低温；（)）生活于深海盆

的海洋生物主要是微生物和动物，这些动物身上具发光器、眼大或消失，肌肉不发达，口大，能

吞噬较其本身大的食物，附肢发达；（$）深海盆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低，食物链短，以下沉的有机

体或食肉性动物为主。

!"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关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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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物种保护 ! 国家颁布一级保护海洋动物有儒艮（!"#$%# &"#$%）等海兽数量明显减少，

尤少其是中华海豚。生活在长江和珠江的中华鲟也较罕见。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库氏砗磲也

亟待保护。属一级保护的鹦鹉螺（’(")*+", -$.-*+*",）和红珊瑚（/$0(++*". "##$ ），待它们在南

海的生物学、资源量等资料进一步了解后，才能有较可行的保护措施。国家颁布二级海洋动物

中海兽类有 %& 种，其中如宽吻海豚（1"0,*$-, )0"%2()",）、江豚（’3$-4$2(3%( -4$2&3%$*&3,）、海狗

等曾遭受大量捕杀。在 ’ 种海洋爬行类中，绿海龟玳瑁（503).$243+6, *.70*2()(）数量已 大 减。

克氏海马（8*--$2(.-", 93++$##*）有 一 定 的 数 量 分 布。沿 海 及 河 口 区 的 黄 唇 鱼 是 珍 贵 稀 有 资

源，对其生物学尚不清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 #" %$ 关键区域 ! 目前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有关的自然保护区 () 个，面积为 &%* 万 +,% ，其中

国家自然保护区 -’ 个，面积 &-. & 万 +,% 。其中仅 / 个涉及海洋生物，面积近 * 万 +,% ，中国海

域有 (000 多万 1,% ，看来应加以扩大，如珊瑚礁保护区应扩大到南海诸岛。对现颁布的一级、

二级国家的关键种应与其生存关键区域结合起来考虑。

%! !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今后策略

%" !$ 《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第 -’ 章为生物多样性。这是国家颁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

性文件，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有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目标和行动，并由各

部委实施专业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该在国家总目标之下，积极、全面、有序地研究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

%" %$ 目前全球海洋生物约 -’ 万种（ 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中国海洋生物种类 -22( 年发表

%0 %/) 种，这个数字是过去经历多次大规模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汇集提供的，它是中国现有海

洋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过去的工作多集中在鱼类、软体、甲壳类等一些较大类群，

而对其它类群涉及不多，特别是低等藻类，寄生虫和线虫等。还有许多生物尚未被识别和发

现，今后国家仍应从各方面支持生物资源调查中物种的发现等工作，才能丰富物种的编目，才

能将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建立在扎实科学数据的基础上，然后在有条件的海区，如河口生态系

统或以重要渔业为对象的鱼种开展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变化研究，了解它们受自然或

人类活动干扰后的恢复过程，这不仅可为制定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并会对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利用起着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今后的重要策略之一。

%" &$ 从保护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策略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与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持续利用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活力，对现有利用的资源，应加强管理、监测，使其补充类群有足

够的空间和充分时间养息，资源持续利用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应

用，特别寻找过去尚未被重视的类群的开发，不仅是它们的食品价值，还有其药物价值，以及它

们的潜在价值，例如海洋真菌与细菌在工业上以及生物控制等重要领域的应用都需要我们去

研究和探索。再者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对遗传资源的利用有其广阔的领域，例如开展国家一、二

级保护海洋动物遗传的研究；对海洋经济类群的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对重要生态系统优势种或

关键种生态遗传的研究等等，都会促使遗传多样性研究的深入，同时对遗传多样性在应用方面

会取得重要的贡献。特别是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将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推上新

的台阶，预期在未来“ 九五”期间，在海洋生物中，研制虾病的单抗和基因工程育苗；建立海藻

完整的良种繁育体系；建成对虾无特异病原苗种，以及海洋动、植物转基因研究会取得较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 #$ 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中较为复杂的层次，因此开展对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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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在中国海域对浙江沿海上升流系和台湾浅滩上升流系以及中美合作

在长江口做过的多次调查，提高了对两个上升流系和长江河口的生态系研究的认识。但对中

国其他河口生态系、红树林生态系、珊瑚礁生态系和沿海（ 包括海岛）的生态系调查还是很不

足，今后应对重要生态系统、物质和能流加深研究，了解它们在局部区域起的作用，促进今后加

强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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