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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首先讨论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念．接着指出环境的差异导致生物的多弹性；多弹性 

是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群关系的棱心．生物种群数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急剧增加会危及生 

态环境，而人工移养驯化促进生物多样性已有不步成功的事例。广西海洋生物5635种．占专 

家估计的世界物种 (约 3191604种)效 1．76‰ 、中国占世界物种效的 7．9 ．与广西海洋捕 

捞量为世界的 1．69‰．中国占世界的 6．3 相当接近，提示海洋生物种类与渔获量闻存在着 

某种内在的消长机制有特人们去研究揭示 ，而生物多样性是水域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群正常 

关系的主要指标 。最后提出扩增广西浅海某一种群数量的具体建议 ， 

关键词 垡 壁墼量 皇塑墨堂堡 
Abstract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ecoenvi ⋯  胜 ⋯删 ⋯ 
resuhing in biodiverslty WaS discussed．Diversity is the nucleus of the rehtionship 

between ecoenvironment and biological population．Sharp increment of biological 

populadon number in a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will harm the ecos nvironment．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cess instances that artiflca I introduction culture and d。． 

mesdcation promote biodlversify．There are 5635 species 0f marine organisms in 

Guangxi．accounting for 0．176 per cent of the word~(about 31 91604 species，es_ 

timated by experts ) ，and those of the whole China acoount for 7．9 per cent of 

the worM's specms．The harvests of marine fishing in Guangxi and  the whole Chi- 

na account for 0．169 per cent and 6．3 per cent of the world's totaI harvest，re- 

spectively，which are very near the species pe rcentyes． These indicate that some 

function of increase and decrease be tween marine organism species and harvest re- 

main researched in the future．Biodeversitv．is the key index of normal relation of 

ecoenvironment in sea area and biological population．Suggestions of increase of a 

certain population number in shallow sea of Guangxi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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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基本概念 

1．1 “生态环境”的概念似乎众所周知 ．但在 《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和 《简明生物学 

词典》里却查不到，如何定义，尚未见权威性论述。按我们的理解，拟概括为 “乃是生态系 

统与 自然环境的矛盾统一体”。 

1．2 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 同组成的动态平衡 ]。所以鞍通俗的理解，生态 

系统也可 咀说是指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或某生态系统的环境。 

1．3 环境一般包括生物环境 (又称有机环境，如不同种群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 (又称无机 

环境或物理环境，如气候因素、地质地貌、水文、化学物质等)。 

1．4 水域生态环境是相对于陆地生态环境 (如沙漠、雪山、平原、草地、热带雨林、极地 

等)而言 ，可划分为淡水生态系 (江河、河口、湖泊、地下或洞穴水体等)、海洋生态系 (湾、 

港、潮阉带、浅海、近海、大洋等)和半人工生态系 (养殖塘、库、湖、湾等)。湿地生态系 

则介干两者之间。 

1．5 生态系统 由于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 

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_)}处于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 

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主要研究内容为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生产量、信息传递、调节能力， 

生态演替等 。 

2 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群的关系 

2．1 环境与物种的关系，多样性是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群关系的核心。 

2．1．1 世界陆海环境的多样性从 1．4的各括号内已可见一斑，无需多赘。 

2．1．2 生物多样性 ，世界的物种究竟有多少?目前我们不能估计到一个确定的数量级，不同 

专家的估计的变化幅度为 500万至3000万种．甚至 200万种至 l亿种。即使是目前已定名或 

描述的物种毁目也不十分清楚，一种说法为170万种}一种说法为1 40万种[2 (即 100多万种 

动物，30多万种植物．10多万种微生物)．而较权威的数据可汇集如表 1。口 

2．2 我国海洋生物截至 1 99Z年底收集的论文 1819件 (其中外文 446件)中所载，共 20278 

种_．j。广西约 5 635种 (表 2)。 

2．3 种群的种类与数量规模既受环境的制约，叉能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 

2．3．1 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是上升流渔场 ，就有其独特的 自然地形条件 ，夏季为近岸上升流， 

主要为风生上升流，范围较大，且较稳定；南部上升流是由于底层海流沿着陡坡朝台湾浅滩 

爬升和风的作用，以及海流 (包括潮流)绕台湾浅滩的流动而诱发形成的H】。上升流一般从近 

岸海底涌向上层 ，带有丰富的营养盐类 ，供植物性浮游生物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之用，故 

该海区海水肥沃，初级生产力较高，平均 2mgC／m d (2月 10}5月 382|8月 456{11月 

278) 世界有名的秘鲁鳃 渔场就是先例。Rytber(1969年)曾报导，太洋生态效率为 l0 ， 

海岸带为 l5 ，上升流区为 20 “]。而营养盐 、光、温度是初级生产力的主要控制因子，福 

建沿海叶绿素 a最高，这 l0．21 mg／m ，不同的环境条件，生物数量组成也不同，同是潮闻带， 

四海区的差异如表 3；不同底质的差异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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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分类目录 全国种数 合 测 堑笨妻堕 ! ； 
原核生物界 MONERA 

细菌 Bdcter~ 

放线苗 Act；no~cterla 

蓝苗 (藻)Cyanohaeterla[Cyanophyta] 

原绿菌 (藻)Chloroxyhacteria 

原生生物 界 PR("IsTA 

硅藻门 BacJ~lariophyta 

盒藻门 Chwsoohyta 

隐藻门 Cryptophyta 

黄藻门 Xanthophyta 

甲藻门 P”rophyta 

纤毛虫 门 Ciliophora 

肉足鞭毛虫门Sareomasdgophora 

放射虫 Radlolarla 

有孔虫 Foraminifera 

真菌界 FUNG1 

酵母 Yeast 

12 

4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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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真菌 Other fun gi 

厦 门以北海域种 

厦门以南海域种 

菌藻类 Myeophycophyta 

植物界 PLANTAE 

海澡 ALGAE 

红藻门 Rhodophyta 

褐藻门 Phaophyta 

绿藻门 Chl~xophyta 

维管植物 TRACHEOPHYTA 

蕨类植物门 Pteridophyta 

棵子植物门 Gymn~ rmae 

被子植物门 Angio~permae 

双子叶植物纲 Dieoty|edonae 

单子叶植物纲 Monocotyledonae 

动物界 ANIMALIA 

海绵动物门 Porifera LSpongia] 

腔肠动物门 Coelenterata[Cnidarla] 

水螅水母亚纲 [水螅虫纲]h roidomedusae 

钵水母纲 ．Scyphomedu~ae 

珊瑚虫纲 Antho∞a 

群体海葵 目 Zoanthidea 

海葵 目ActiniarJa ’ 

角海葵 目Cerlantharia 

石珊瑚 目Seleraetinia 

造礁珊瑚 Zooxanthellate cor~ls 

非造礁珊瑚 Azooxanthe||ate c~als 

角珊瑚 目Antipatharia 

苍珊瑚 目Helioporacea 

根枝珊瑚 目 Stolonifern 

柳珊瑚 目Gorgonacea 

软珊瑚 目Alcyonacea 

海 鳃 目 Pennatulacea 

石花虫 目Te|estacea 

栉水母动物门 Ctenophora 

扁形动物门 Platyhelmlnthes 

涡虫纲 TurheIlaria 

吸虫纲 Trematoda 

绦虫纲 c dea 

纽形动物门 Neme~ea 

动吻动物门 Kinorhyncha 

线虫动物门 Nematoda 

寄生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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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寄生种 

棘头虫动物门 Aeanthocephala 

轮虫动物门 Rotifera 

曳鳃动物门 Priapullda 

环节动物门 Anne[ida 

多毛纲 Po[yehaeta 

寡毛纲 Oligochaeta 

基 虫动物 门 Sipuncula 

虫 虫动物门 Eehiura 

软体动物门Mdlu~a 

多板纲 Polyplacophora 

双壳纲 Bivalvla 

掘足纲 Scaphopoda 

腹足纲 Gastropoda 

前鳃亚纲 Prosobranchia 

后鳃亚纲 OoisthobTanchia 

肺螺亚纲 Pu1monatla 

头足纲 cephalopoda 

节肢动物门 Arthrolxxla 

肢口纲 Merostomata 

海蜘蛛纲 Pycnogonida 

蛛形纲 AraehnoMea 

昆虫纲 Insecta 

甲壳纲 Crustacea 

鳃 足亚纲 Branchiopoda 

无甲 目Anostraea 

枝角 目Cladoeera 

舟形亚纲 O~rac0da 

桡足亚纲 Copqx~da 

蔓足亚纲 Cirripedia 

软 甲亚纲 Malacostraca 

棒虾 目My,,fidacea 

涟虫 目Cumacea 

原足 目Tanaidacea 

等足 目Isopoda 

端足 目Amphipoda 

钩虾亚 目Gemmarldea 

撤 亚 目Hyperiidea 

麦杆虫亚 目 Caprellidea 

英高虫亚 目 IngolfiellMea 

磷虾 目Euphaufiacea 

十 足 目 I)*catx~da 

枝鳃亚 目Dendrohranchiata 

腹胚亚 目P]eccyamata 

112 

2 

4 

49 

252 

3O 

6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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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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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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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宗国：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 (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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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广西潮间带生物为 158科 487种 (南海为 208科 991种，全国为 310科 1590种)，底 

栖生物量为 172．45g／m (全国其它海区最高仅 78．35g／m )，高于其它海区 2(东海)～5(南 

部黄海)倍。秋冬两季的浮游生物量 (131．Img／m )仅次千珠江 1：3(213．2mg／m )而高千全 

国平均值 86．9mg／m 。这很可能就是 广西沿海成为鱼类繁殖场和幼鱼生长区的主要原因之 
一

， 如鲱、 喜、二长棘鲷、鲐、鲻的资源量与浮游植物、桡足类、长尾类幼虫和短尾类幼虫 

的数量消长有显著相关。 

2．3．3 某一种群数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急剧增加而危及环境的事例很多，如蝗灾、虫害、 

赤潮、湖靛等，还有南极某海岛上的鼠、猫为患海鸟、澳洲的 “兔灾 与牧地塌陷等等，都 

给自然环境造成危害，也造成该地 (海域)自然界的生态失衡 。 

2-3+4 移养驯化与生物多样性与 2．3．3相反，在农作物、禽畜和水生生物良种的移植、引进 

和驯化 (含繁衍后代与扩增种群数量)是生物多样性的人工措施之一，已有许多成功实例，无 

需枚举。 

3 海洋生物种类与渔获量的关系 

3．1 海洋捕捞量。将世界、中国、广西 40多年来的海洋捕捞量 (实际渔获量)列如表 5，中 

国在世界的比重和广西占中国和世界的份额已一目了然。 

3．2 广西海洋生物 5635种，占专家 

估 计 世 界 物 种 数 3191604种 的 

1．76‰和 中国占世界种数 的 7．9 ． 

与表 5的l、65‰和 6．31 接近，从宏 

观上可证明物种数与产量有着某种内 

在的消长机制．有待人们去研究揭示。 

3．3 海域食物阿中的生产者是浮游 

生物和 自养性细菌。基层消费者是草 

食性 (或杂食性)动物，如浮游动物 

和底栖生物}中间层消费者为低级和 

中级肉食性动物，如上中层鱼类}上 

层消费者为同级肉食性鱼类，如海鳗 

和鲨鱼 食物链的分解者则以细菌为 

主 。 

表 4 中国不同底质潮间带生物数量表 

注 ：表 4、5均 引自参考文献taJ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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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中国海捕量为世界的 5．31 i广西为中国的 2．5l ，为世界的 1．65‰；1993年 ．广西为世界的 

2-7‰。。部分据参考文献。⋯  i部分为广西水产学会冯秉东提供i 1993年世界捕捞量为推算值。 

就广西沿海而言，据调查 ，其生态系的内含包括：浮游植物受温度的制约比盐度明显， 

其优势种群硅藻类与海水 中营养盐的硅含量比磷含量和硝酸盐含量高有关 ；浮游植物数量多 

的海区，食植性仔稚鱼和桡足类的数量也多 ；浮游动物中，虽然水母类的种类 (38．6 )多 

于桡足类 (3O )，但春汛前的冬季，桡足类反而比水母类多50蹦以上}底栖生物中以软体动 

物为优势，其次为甲壳类，棘皮动物居第 3位}上中层鱼类以蓝圆自彦、金色小沙丁、竹荚鱼、 

鲐鱼和脂眼鲱为优势种群 ；高级肉食者为中国枪乌贼、鲈鱼、蛇鲻和康氏马鲅。 

正是如上的生物海洋学环境构造成广西沿海的海域生态系的特点，以防城沿海 1992年 4 
～ 8月和 l 993年 4～6月的调查为例0 ，ll5种鱼类分属于 l4目63科 9l属 ，均属印度一西 

太平洋动物区系，其中暖水性鱼类占 86 }暖温性鱼类占 l4 。上中层鱼类占 25 ；底层、 

近底层鱼类占 6l l礁石鱼类占 l4 。 

4 生物多样性是水域生态环境与生物种群正常关系主要指标 

4．1 维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根本举措，表 l所举的濒危种 (属)致是 自然界生物 

种减少的倒证。全世界每年灭绝的野生生物高达 4万余种，相当于每天有近 ll0种生物悄悄 

地绝迹了。史前 ，地球陆域曾被森林复盖 z13以上 ，面积约 76亿 hm ，目前已低于 30亿 hm2， 

热带森林每年以1700万hm 的速度减 )，折算每减少 6351亩森林，即少了 1个物种j 

4．2 全世界已知的鱼类近 2万种，其中大半为海洋鱼类 ，广西海鱼种类约 1070种，正好是 

淡水鱼类 214种的 5倍，可以说，我们的海洋捕捞量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海鱼多样性的基 

础上 的 。 

4．3 海域空间的持续资源量是制约渔获量的决定因素，人类以己之所好，竞相捕捞鱼类的某 

些种群。我国底层及近底层鱼类资源已利用过度 ，虾蟹类已利用充分 ，中上层鱼类 尚有一定 

潜力 ，头足类和其它鱼类也有潜力 】。回想大小黄鱼汛的瓦解的教训，对带鱼汛和对虾汛冷落 

进行反思 ，都不能归咎于自然环境的变异，(秘鲁龌 鱼汛的剧变虽与措岸暖流的变迁有关 ，但 

也不能完全排斥过度捕捞之误。)世界性的金枪鱼大战、鳕鱼战、鲽鱼战、鲑鱼战都在给各该 

种群施加压力 ，如果滥捕无度 ，也必然造成各该渔汛的衰落。我们谈论水域生态环境与生物 

种群的关系，目的是让我们用更文明的手段和更明智的战略去向自然界和海洋索取更多更好 

的蛋白质、财富和效益 。 

4 4 水域空间的生产力由于营养盐的循环利用和适生的生物与光合作用及效率有其相对的 

恒定值 ·虽然上层消费者高级肉食性鱼类捕获多了致形不成优势种群 ，可以转捕作为中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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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鱼类 ，但事实上我们已对海域的食物网进行 “围剿”，从基层的大中型底栖生物和蟹虾 

到金字塔尖的金枪鱼和鲨鱼都是人类的捕捞对象。我们总不想有朝一 日只有小鱼虾作为 “菜 

篮子”的主要填充物，更不会喜欢以浮游生物作为盘中菜吧! 

对某一特定的水域空间而言．当渔获量不是随捕捞强度的递增而按比倒提高，或捕捞能 

力增加而单位产量 (捕捞努力量)却下降．或渔获物年龄组成持续幼龄化，甚至是以未成熟 

的种群为主时，即提示人类行为巳破坏生态系的平衡 ，生物种群巳处于剧烈的调整和消长过 

程 ，此时 ，人类的自我节制将是一项明智之举，这也是国际和国与国之间渔业协定的主要内 

容。 

5 扩增浅海某一种群数量的具体建议。 

拟将建议题 目暂定为：西江流域贫困石山地区剩余农劳异地安置到开发浅海养殖墨西哥 

湾扇贝的可行性研究。 

5．1 问题的提出： 

5．1．1 广西沿海作为大西南通道 的出海口，除港口、码头、仓贮、交通．通讯等基本建设外， 

还有其他海洋资源的协作开发课题。 

5．1．2 华南沿海先后进行过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的综合调查、海洋功能区划、海岛资源综合调 

查 ，并就综合开发试点进行了规划，有些地方已经组织实旌。 

5．1．3 传统的滩涂养殖也正在配合推广新技术扩大和发展。 

5．1．4 山东、辽宁都是通过发展浅海养殖积累建设资金 ，江、浙、闽、粤也正在仿效试点。 

5．1．5 沿黄、勃、东海各省市巳将浅海和发展海洋产业视为建设海上省市的场所。 

5．1．6 将广西浅海资源的开发提到议事 日程巳刻不容缓 ，必须及早立题进行研究。 

5．1．7 将贫困地区的剩余农业劳力的异地安置与浅海的开发联系起来，对内陆省、市．县参 

与开发海洋产业进行研究，此思路是新颖的，探讨和论证是否可行，对西南和流域的经济振 

兴将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5．1．8 此建议思路完全符合 国家扶贫八七攻坚计划的精神。 

5．2 经调研，拟提出以下初步设想： 

5．2．1 广西在北部湾北部的浅海，少说也有 5个渔区，扣除滩涂和 5米等探线海域，最少还 

有 4个渔区，每个渔区为 900平方海里 ，约台 3086．9平方公里，4个渔区为 12347．6平方公 

里，先开发 l0 ，即 1234．76平方公里，折合 1 852 140亩。 

5．2．2 广西沿海县市分工开发滩涂和 5米等深线以内浅海。 

5．2．3 内陆省地县开发这 185．2万亩 ，广西 内陆地县和西南各省按 1／3和 2／3规划。 

5．2．4 广西 185．2万亩／3=61．73万亩 ，按 3亩安排 1个劳力，可安置 20．58万人． 

5．2．5 每劳管养3亩，每亩 400笼 (每笼 300只，分10层，每层30只)，以每年 10月至翌 

年 3月 ，半年可长到壳高≥6cm，体重≥35克，l2万只按 80 成活，9．6万只．3360kg／亩， 

则每人可收获 10吨，产值不少于 5．0万元 (时价倍于此 )，扣头年 2．5万元成本 (主要是种 

苗稚贝价款和运费，笼可用 5年，绳可用 l0年)，则每个劳力净值 2．5万元，总共可获产值 

102．4亿元 (巳超过 目前广西蔗糖业产值)。税利不低于 50亿元，若按 1／3用于扩大再生产} 

1／3用于改善生活}1／3用于贫困地区的基本建设或发展 镇企业，每年有 l6亿元以上的资 

金 ，是很可观的 ，以上产值税利都只按国内目前市场价之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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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产品销路，北部湾浅海水质基本没污染，只要上市成贝够规格，可全部供出口，则产 

值和税利都将太幅度提高。 

5’3 可行性论证与应注意事项 

5．3．1 上述方案仅是按 防城港市水产局小试成功的海湾扇 贝实况计算的，如果改养中科院海 

洋所和广西海委办已引进试养成功的墨西哥湾扇贝，效果会更好。 

5．3．2 生产周期短又无需人工投饵。 

5．3．3 广西浅海的饵料基础和温盐度等环境条件均适于养殖扇 贝。也是优于其它贝类养殖的 

有利条件 

5．3．4 市场广是发展扇贝养殖的良好契机。 

5．3．5 只要及时分养 (问疏)．一般不会有病害出现． 

5．3．5 未雨绸缪 ．对扇贝的增值深加工技术和病害防治技术也应有备无患。 

5．3．7 决定执行养殖方案必须 同时计划好育苗场的建设，船艇建造 、技术培训 、水质监渊、 

渣需供应和相对集中的产品运销等项工作的安排。且有可能带动绳网厂、笼具厂、冷冻厂、鲜 

销容器厂、干贝加工厂和贝肉价值物提取车间等一批企业，解决就业问题。 

5．4 经费筹划渠道 

5．4．1 主要使用石山贫困乡村异地开发的资金．可先试点 ，从小到太。 

5．4．2 先行的和超前的技术研究经费拟 申报区海洋委员会 、科委和水产局立项解决。 

5．4．3 对浅海养殖有信心和感兴趣的企业或个人的投入。 

5．4．4 国际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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