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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域中国鲎资源的研究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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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鲎是珍贵的海洋活化石, 有着极高的医学价值和科研价值。厦门海域曾分布大量的中国鲎, 而近

年来,由于危及鲎生长繁殖的围海造地、滩涂养殖以及狂捕滥杀现象层出不穷, 再加上海水水质和沉积物环境

的恶化,使得厦门海域中国鲎资源急剧下降,甚至已经难觅其踪。文章从中国鲎的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以及

过度捕杀三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对中国鲎种群的威胁,并提出划定厦门中国鲎自然保护区, 加强宣传教育和

科学研究等保护厦门海域中国鲎资源的几点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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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Oceanography and Env ironmental Science, X iam en Un iversity, X iamen 361005, Ch ina)

Abstract: A s a k ind of rare ocean ic living fossil , Ch inese horseshoe grab is invaluab le inm ed icin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rea. Ch inese horseshoe grab used to d istributed largely in X iam en Bay, however, the popu lation of it reduces rap idly du ring

these years. Beach reclamation, uncon trolled exp loitation and env ironmental pollu t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three main reasons

wh ich lead to population reduce. Th is paper analyses the threaten of human activities to the Ch inese horseshoe grab in three as-

pects( hab itat destru ction, environm en tal pollution, battue),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 on protecting Ch inese horseshoe grab in

X iamen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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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鲎的生活习性及其分布

中国鲎,俗称三刺鲎, 隶属节肢动物门 ( A rthrop-

oda) ,肢口纲 (M erostomata) , 剑尾目 ( X iphosura), 鲎

科 ( Tachyple idae)。其祖先出现在地质历史时期古

生代的泥盆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它同时代的动物

或者进化、或者灭绝, 而唯独鲎从 4亿多年前问世至

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因此又有 活化石

之称。

鲎具有珍贵的医药价值, 中国古代医书 嘉佑

本草 和 本草纲目 中都有关于其药性的记载。鲎

的血液含有铜离子, 呈蓝色, 其提取物 鲎试

剂 作为国际上检测内毒素的标准试剂, 用于快速

诊断细菌性急难病症,在医疗、检疫等部门都有广泛

的应用。

中国鲎栖息于沙质海底,大部分时间营底栖潜

居生活, 小个体生活在岸边沙滩中, 随着年龄的增

长,逐渐移向海洋。鲎不作长距离洄游, 每年 11月

随着水温下降由浅海游向较深水域越冬,翌年 4月

- 5月又从深水区游向浅海。中国鲎在夏季繁殖,

产卵高峰期一般在 6月 - 8月, 通常选择阳光充足

的高潮区沙滩作为产卵场所。鲎的食物主要是生活

在底质表面的小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如线虫、多毛

类、昆虫等。

现在世界上的鲎只剩下 4种, 中国鲎主要分布

于浙江以南的浅海, 福建省鲎产量居全国第一, 平

潭、厦门等沿海为主产区,尤以厦门出产的中国鲎个

大质优而著名。

2 中国鲎种群衰退原因分析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 与金门岛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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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苍茫大海上几百公里长的优良沙砾潮间带和丰

富的沙滩资源, 曾经是中国鲎繁殖成长的温床。然

而,近几年来这种被称为 生物活化石 的海洋动

物,其数量在急剧下降,许多海滩甚至已多年难觅其

踪,大厦门湾的中国鲎资源已濒临枯竭!

近年来,随着人类的步伐向海洋迈进, 滩涂开

发、围海造地、采掘海砂等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中国鲎的生存环境, 使其丧失原有栖息、繁殖场

所。水产养殖, 加上厦门本市及九龙江涌入的陆源

污染,恶化厦门海域水质环境, 间接影响着海域底

质,对中国鲎栖息环境产生威胁。栖息地破坏、环境

污染、过度捕获是中国鲎在厦门湾渐渐隐退的主要

原因。

2. 1 栖息地破坏

为满足人口和经济增长对土地的需求, 厦门实

施多项围垦造地、水产养殖工程。从 20世纪 50年

代至 2000年,厦门海岸带围垦累计总面积达 90 13

km
2
,主要发生在西海域和同安湾沿海

[ 1 ]
。围垦造

地一方面使得海滩面积不断减少、退化,直接占用中

国鲎生息繁衍场所;另一方面由于岸线形状改变和

泥沙入海,造成海水动力下降,间接导致海岸带的泥

沙淤积,破坏中国鲎生存的沙质环境。此外, 海砂的

过度开采,造成物源补给不足,再加上港口航道开发

弃土的不合理堆放,使得原本的沙质海岸被淤泥覆

盖。1938年 - 1980年后整个厦门海岸带湿地底质

类型逐渐由砂砾、粗砂为主向砂 -粉砂 -粘土和粉

砂质粘土转变
[ 2]
。

2006年,厦门近海滩涂养殖面积达 51 28 km
2
,

主要分布在同安湾、西海域和大嶝海域,部分近海滩

涂的养殖密度超过 80%
[ 1]
。滩涂养殖不仅占用中

国鲎的生活场所,而且在繁殖季节,密密麻麻的滩涂

围网养殖给中国鲎潜游至岸上产卵造成很大的阻

碍。

2. 2 环境污染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厦门市城

市污水排放量与处理能力的不相协调,再加上九龙

江径流的输入, 增大了厦门海域的陆源污染负荷。

在养殖过程中释放的养殖废物含有大量有机污染物

沉入浅海底质,直接造成底质污染和部分水质污染。

目前厦门海域海水水质由 20世纪 80年代的以

国家 2类标准水质为主下降至以超 2类甚至超 3类

标准水质为主。1996年 - 2000年的连续监测结果

表明:厦门周边海域海水超三类海水占总监测频次

的 72 39%
[ 3]
。受水质变化的影响, 厦门海域底质

环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20世纪 80年代初,西海域

海岸带底质中有机物的含量约为 1 5%
[ 4]
, 20世纪

90年代初达到 2 3%, 2003年时含量达到 3 48%。

与此同时,重金属 H g、Pb、Zn,甚至 Cu都出现了明显

的累积污染。在养殖区密集的同安湾和大嶝区域,

临近水体 COD含量增高, 底部沉积物中出现含有大

量容易吸附重金属的 Fe- M n氧化物
[ 5 ]
。

即使成鲎对恶劣环境有趋避效应, 受精卵和幼

鲎也难逃此劫。中国鲎受精卵孵化发生在高潮区,

胚胎发育对盐度、pH、底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都有

严格的要求
[ 6 ]
,而高潮区又是海陆交界处受人类活

动干扰最为密集的区域, 脆弱的受精卵在发育成幼

鲎之前就被永远埋葬在海滩上, 这对中国鲎世代繁

衍造成毁灭性的威胁。

2. 3 过度捕获

中国鲎体大笨拙, 容易捕获,近年来由于鲎试剂

生产及人们食用的需求,每年捕杀量不计其数。虽

然在 20世纪 90年代, 中国鲎就已被列为福建省重

点保护动物, 但其重要价值一直未引起公众足够的

重视。每年 2月 - 3月份渔民就开始扫荡式捕捉中

国鲎,夏季离开深海到岸上产卵的中国鲎, 更是有去

无回。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狂杀滥捕不仅使得中国鲎

数量锐减,更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切断鲎自然繁殖最

重要的环节。中国鲎的生长周期相当长, 从卵细胞

受精至性成熟需要 13年 - 15年的时间
[ 7 ]
, 一旦捕

杀过度,种群就很难恢复。

3 中国鲎的保护与种群恢复

厦门曾是中国鲎的高产区, 20世纪 80年代前,

鲎资源为厦门市自行生产鲎试剂、减少外汇支出做

出重要贡献。然而,据调查,九十年代厦门鲎比五十

年代减少了 80% ~ 90%, 现在更是难觅踪迹
[ 8]
。采

取措施挽救厦门海域的中国鲎, 己经刻不容缓。

3. 1 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区管理

为保护海洋珍稀濒危物种, 厦门市先后划定了

文昌鱼、白鹭以及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制定相应

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并以此为依据对保护区进行科

学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虽然 1993年印发的

福建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水生部分 ) 已将

中国鲎列入重点保护对象, 但其重要价值一直未引

起公众足够的重视,中国鲎生境破坏现象屡见不鲜,

狂杀滥捕屡禁不止。只有建立中国鲎自然保护区制

定规章, 对中国鲎及其赖以生存的生境加以保护, 才

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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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综合考虑中国鲎在厦门分布的情况、

执法便利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 已经提出在同安湾

和翔安南部海域划定两个适宜作为中国鲎自然保护

区的海区
[ 7]
; 并结合目前中国鲎种群数量衰减状况,

建议制定禁捕期。当中国鲎资源得到恢复后, 方可

允许捕捞,但仍应严格规定捕捞规格、捕捞时间和捕

捞量。中国鲎保护区应成立高效的管理机构, 鼓励

公众检举违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个人或单位,给予

惩罚。

中国鲎产卵于高潮区海滩上, 幼体对底质有特

殊要求,因此要保护中国鲎产卵地和孵育地免受任

何人为干扰、破坏和污染。禁止在中国鲎产卵区设

置障碍, 阻挡亲鲎上岸产卵;严格控制污水排海、水

下爆破和填海工程; 严禁滩涂养殖; 规范处理泥沙,

严禁将其直接推入海里
[ 7]
。

3. 2 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意识

人类活动是生态系统与物种衰退的重要原因,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可以有效避免

或减轻生态环境破坏。作为珍贵而神秘的海洋活化

石,中国鲎不仅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研究价值,在民

间也流传着不少美丽的传说。据说,中国鲎对爱情

忠贞不渝,若渔人抓到驮在雌鲎背上的雄鲎, 雌鲎宁

可 殉情 , 决不弃 夫 而逃, 因此, 就有了 海底鸳

鸯 的美称。通过制作宣传片、科普海报等方式, 让

公众了解这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 几亿年来容颜不

改的神秘生物,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同时也感知近

年来人类活动如何破坏它们的家园, 迫使它们可爱

而古老的身影在一片喧嚣中渐渐隐退。相信这样的

宣传,可以使公众清楚地意识到保护中国鲎的重要

意义, 约束自身行为, 自觉保护中国鲎。

3. 3 加强科学研究与合作交流

中国鲎种群的有效恢复还应依靠科研力量, 通

过探索中国鲎在孵化、生长、繁殖期间对环境的需

求,开展中国鲎的人工养殖、人工育苗等研究工作,

进行中国鲎食性分析,为中国鲎资源恢复和保护提

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

海洋是一个开放式的生态系统, 大厦门湾包括

泉州、漳州及金门岛周边海域。一方面海洋环境污

染治理需要周边区域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

鲎活动范围较大,不同时期的生活场所不同, 要有效

解决其生境破坏问题, 需要厦门与周边地区突破行

政区域上的划分, 加强合作与交流。

金门古宁头西北海域潮间带鲎保育区 于

1999年 12月就已成立, 台湾地区还指定了禁捕期

以及相关条例,并进行一些深入研究, 如人工培育稚

鲎、成鲎放生复育、人工栖息地复育试验等
[ 8]
。厦门

与金门岛隔海相望,厦金海域是一个统一的生态系

统,金门先进的研究和管理经验对厦门中国鲎保护

有十分珍贵的借鉴价值。此外,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目前,全世界鲎的族群数

量锐减, 日本、美国也在积极开展鲎的种群研究和保

育工作。厦门可借鉴国际上海洋特殊物种的保育、

保护区管理等的丰富经验, 有效保护海洋资源。

3. 4 完善制度,促进鲎资源利用

严格做好鲎试剂生产企业对鲎原料的收购制

度, 并给鲎试剂生产企业发放 鲎原料收购许可

证 ,非生产鲎试剂的企业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收购活鲎作为它用。鲎每次抽血后, 经过一段时间

身体机能就能恢复, 每只鲎每年可以抽取四次共

400 m l血液,采用多次抽取的方式获得鲎血,可以使

鲎资源得到充分持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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