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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科学地判断涠洲岛珊瑚礁的现状，并找出造成目前现状的主要原因，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维持

涠洲岛珊瑚礁的健康提供有力依据。【方法】根据历年来有关涠洲岛珊瑚礁生长、演变、环境变化与社会发展

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调查研究资料，采用 ＨＲＨＰＩ的指标体系法，从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压力及社会经济等

几个特征属性对珊瑚礁健康进行评估。【结果】涠洲岛的自然环境仍适合石珊瑚的生存，石珊瑚的种类丰度仍

正常；珊瑚礁的覆盖率降低、分布范围缩小、生物多样性下降，尤其在浅海和局部人为影响大的区域，珊瑚死亡

率大于补充率。【结论】涠洲岛的珊瑚礁处于衰退中的亚健康状态。过度捕捞、污染、物理损伤（踩踏、抛锚、水

下工程等）和大尺度环境变化（如气候异常）等是造成涠洲岛珊瑚礁衰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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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涠洲岛是北部湾内最大海岛，是华
南沿海主要的珊瑚分布区，属北部湾内造礁珊瑚分

布的北缘，有 ５０ 余种造礁石珊瑚并成礁［１～７］。涠洲
岛珊瑚礁年龄为（６９００±１００）ａ［８］，是涠洲岛自然历
史演变的见证，是涠洲岛人文历史发展的重要条
件———涠洲岛的民房多以珊瑚礁为材料建造，与岛
民的生计息息相关———至今部分岛民仍以浅海捕鱼
为生。近年来，涠洲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
珊瑚礁的存在所形成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

件。因此，涠洲岛珊瑚礁的健康与否，不仅关系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也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



对涠洲岛珊瑚礁健康状况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估，将
有助于采取正确与合理的对策和措施，以维持涠洲
岛珊瑚礁的健康。【前人研究进展】珊瑚礁正在经历
全球性的加速退化已充分定论，全球性变化、近岸海
域富营养化和草食性动物的减少是普遍推测的原

因，常被认为是珊瑚礁退化的主要原因［９］。珊瑚礁
的健康，被视为珊瑚对流经和流过礁体的海水状况
的综合反应［１０，１ １］。“健康珊瑚礁服务健康人类倡
议”（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Ｒｅｅｆ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ＨＲＨＰＩ）组织指出，能维持结构和功能并满足
人类合理需要的珊瑚谓之健康［１２］。珊瑚礁是生物
多样性丰富、生产力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但极脆弱，
对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的忍受范围最窄［９］。【本研
究切入点】珊瑚礁的健康评估仍在探索中，尚未形成
一套成熟的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评价珊瑚礁健康状况

的指标或方法［１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历年
来有关涠洲岛珊瑚礁生长、演变、环境变化、社会发
展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调查研究资料，对涠洲岛珊
瑚礁健康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１　材料与方法

　　珊瑚礁健康评估，是通过监测发现珊瑚礁变化
后产生的需要。全球化的珊瑚礁衰退已是不争的事
实，但定义和测量珊瑚礁的状况极其困难，表现在珊
瑚礁的状况取决于无数生态因子之间复杂而高度变

化的相互关系。企图通过使用一个“指示物种”的数
量和测量一个生理过程来量化珊瑚礁状况是不可

能的［１４］。

　　本文根据历年来涠洲岛珊瑚礁生长、演变、环境
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调查研究资

料，采用 ＨＲＨＰＩ所提出的指标体系法分析和评估
涠洲岛珊瑚礁的健康，从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压力
及社会经济几个特征属性方面对珊瑚礁健康进行

评价［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涠洲岛珊瑚礁非生命因素

２．１．１　海表面温度

　　 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１ 年涠洲岛年平均海表面温度
（ＳＳＴ）变化于 ２３．８～２５．５℃，平均为 ２４．６℃。１９８０
年后期以来，涠洲岛年平均 ＳＳＴ 的波动上升趋势明
显，线性上升趋势为 ０．３３℃／（１０ａ），略大于全球上
升率，特别是月平均最低 ＳＳＴ 和年最低 ＳＳＴ 显著
上升［１ ６］。ＳＳＴ 的多年极端最高水温为 ３５０℃，多

年极端最低水温为 １２．３℃。但极端高、低水温持续
时间很短［６］。

２．１．２　水质和底质状况

　　１９９０ 年涠洲岛海水重金属（汞、铜、铅、锌、镉）
含量和海水理化因子的浓度均不超出国家一类海水

标准［１７］。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涠洲岛海水 ｐＨ 值、有机
碳、无机氮、无机磷、铜、镉、铬和砷的浓度均低于标
准值，油类仅在冬季局部超标，铅浓度超标率为

２０８％，锌浓度超标率 ５６．３％，汞浓度超标率达

１００％。采用依据有机碳、总氮、总磷、叶绿素等 ４ 个
指标的营养指数法评价水体营养化状况的结果显

示，涠洲岛珊瑚礁海区水体多呈微营养水平［１８］。使
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测得的溶解氧、化学耗氧量、油类、
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等参数评价生态环境现状的结

果表明，涠洲岛珊瑚礁海水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
准［１ ９］。１９９０ 年涠洲岛海域底质中的油类、硫化物、
有机质和重金属含量均低于海岸带底质评价标准，
属 Ｉ类无污染环境［１７］。２０１０ 年采用均值型综合污
染指数对广西海岛潮间带底质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

价的结果表明，涠洲岛表层沉积物的综合污染指数
小于 ０３，属清洁［２０］。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按 Ｒｅｅｆ Ｃｈｅｃｋ 的标准化
调查方法于每年秋季（９～１０ 月）在涠洲岛北面的牛
角坑近海和西南面的竹蔗寮近海开展的 Ｒｅｅｆ
Ｃｈｅｃｋ调查结果［２１］显示，硬珊瑚、岩石、砾石和砂是
出现频度较高的四类底质（表 １）。

２．１．３　悬浮物

　　涠洲岛西南礁坪和礁坡珊瑚礁内悬浮物全年各
月平均沉降速率分别是 ２１５７．９ｇ／（ｍ２ · ｄ）和

１１９５０１６ｇ／（ｍ２·ｄ）。悬浮物组成类型有极粗砂、
粗砂、中砂、细砂、极细砂、粗粉砂、中粉砂、细粉砂、
极细粉砂、粗粘土和细粘土。礁坪与礁坡的粘土平
均含量均小于 １０％，砂平均含量分别为 ８５．７％和

７６．５％，粉 砂 平 均 含 量 分 别 为 １７．５５％ 和

１０６％［２２］。本研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初在涠洲岛北面
牛角坑浅海 １４ 个调查站位测得的悬沙含量平均为

３０ｍｇ／Ｌ。

２．１．４　潮汐、潮流、日照与透明度

　　涠洲岛多年平均潮差为 ２．３５ｍ，最大潮差为

５２６ｍ；涨潮流速为 ３２．４ ～７４．３ｃｍ／ｓ，落潮流速为

４０．６～９０．５ｃｍ／ｓ；海水透明度通常为 ２．５～ ６０ｍ，
多年平均日照总时数达 ２２３４ｈ，日照百分率达

５１％［６］。

９３２周浩郎等：涠洲岛珊瑚礁健康评估 　 　　



表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涠洲岛珊瑚礁健康调查底质观测数据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ｅｆ Ｃｈｅｃｋ ｏｎ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ｉｎ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地点 Ｓｉｔｅ 类型 Ｔｙｐｅｓ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竹蔗寮 Ｚｈｕｚｈｅｌｉａｏ 硬珊瑚 Ｈａｒｄ ｃｏｒａｌｓ １３３ － － ３９ － － ２ ６１ ６８ ６０ ７６

软珊瑚 Ｓｏｆｔ ｃｏｒａｌｓ ０ － － ０ － － ０ ０ １０ ２ １２
近亡珊瑚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ｅｄ
ｃｏｒａｌｓ ０ － － １ － － ０ ０ ０ ０ ０

大型海藻 Ｓｅａｗｅｅｄｓ ０ － － ０ － － ０ ０ ０ ０ ０

海绵 Ｓｐｏｎｇｅｓ ０ － － ０ － － ４２ ０ ２ ０ ０

岩石 Ｒｏｃｋｓ ２３ － － ６５ － － ３３ ３２ ３７ ５５ ３８

砾石 Ｐｅｂｂｌｅｓ（５～１５ｃｍ） ０ － － １２ － － ２０ ４２ ４ ７ ０

砂 Ｓａｎｄｓ ４ － － ４３ － － ０ ２５ ３９ ３６ ３４

泥沙／黏土 Ｓｉｌｔｙ ｓａｎｄｓ ０ － － ０ － －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０ － － ０ － － ０ ０ ０ ０ ０

牛角坑 Ｎｉｕｊｉａｏｋｅｎｇ 硬珊瑚 Ｈａｒｄ ｃｏｒａｌｓ ４０ ２６ ０ ０ ５９ ６６ ３４ ５ ０ ３６ １０９

软珊瑚 Ｓｏｆｔ ｃｏｒａｌｓ ２ １ ０ ０ ０ ２ １５ ０ ０ ０ ０
近亡珊瑚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ｅｄ
ｃｏｒａｌｓ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大型海藻 Ｓｅａｗｅｅｄｓ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０ ０

海绵 Ｓｐｏｎｇｅｓ １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岩石 Ｒｏｃｋｓ ３３ １８ ０ １４６ ６５ ２９ ５８ ８１ ４６ ７１ １６

砾石 Ｐｅｂｂｌｅｓ （５～１５ｃｍ） ３６ ８８ ０ １４ ３５ ５７ １６ ６５ ７８ ５０ ３５

砂 Ｓａｎｄｓ ２４ ２５ ０ ０ ０ ４ ３５ ８ ２３ ３ ０

泥沙／黏土 Ｓｉｌｔｙ ｓａｎｄ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７ １ －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涠洲岛生物多样性

２．２．１　海洋生物

　　 １９９０ 年涠洲岛记录的浮游植物的种类有 ８７
种，其中硅藻 ３１ 属 ８１ 种，甲藻 ４ 属 ６ 种，浮游动物
的种类有 ９０ 种，以桡足类和水母类居多［２３］；底栖生
物有 ２７９ 种，种类丰度在广西沿海岛屿中最高；鱼类
有 ８０ 种［２４］。

　　有记录的分布于涠洲岛珊瑚礁海区的海藻有马
尾藻（Ｓａｒｇａｓｓｕｍ ｓｐｐ．）、团扇藻（Ｐａｄｉｎａ ｓｐｐ．）、囊
藻（Ｃｏｌｐｏｍｅｎｉａ ｓｉｎｕｏｓａ ）、网胰藻（Ｈｙｄｒｏｃｌａｔｈｕ
ｓｃｌａｔｈｒａｔｕｓ ）和叉节藻（Ａｍｐｈｉｒｏａ ｆｒａｇｉｌｉｓ ）等约

３０ 余种，其中马尾藻有 １０ 余种，在礁坪和珊瑚生长
带上部以马尾藻占优势。春季褐藻的覆盖率高达

８０％～９０％［２５］。本研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初在涠洲岛
北面牛角坑附近浅海 １４ 个测站进行的海藻调查发
现，分布的藻类以马尾藻和囊藻为主，藻类出现率

８５．７％，平均覆盖率 ２９３％。

　　Ｒｅｅｆ Ｃｈｅｃｋ结果显示，作为指示生物的鱼类出

现的频度很低，且主要是蝴蝶鱼。蝴蝶鱼出现的最
高数量是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１ 尾／断面，最低数量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尾／断面。指示生物中的无脊椎动物被观察
到的频度也很低，近乎于零，基本上只有长刺海胆出
现，最高数量是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３ 只／断面。

２．２．２　珊瑚的种类

　　历年来所记录并鉴定的涠洲岛造礁石珊瑚共有

１３ 科 ３４ 属 ８２ 种（表 ２）。 １９８８ 年报道了造礁石珊
瑚 ４８ 种（含 １９６４ 年的 ８ 科 ２２ 属 ３２ 种和 １９８４ 年的

８ 科 ２３ 属 ３５ 种）［２６］；１９８７ 年记录了涠洲岛造礁石
珊瑚 ２１ 属 ４５ 种［２７］；１９９８ 年报道了造礁石珊瑚 １９
属 ２６ 种，９ 种未定种［２８］；２００１ 年记录造礁石珊瑚 １４
属 １６ 种，４ 种未定种［２９］；２００５ 年记录造礁石珊瑚 ５
科 １０ 属 １４ 种［３０］；２００６ 年记录了涠洲岛造礁石珊瑚

１２ 科 １６ 属 ３３ 种［３１］；２００９ 年记录了涠洲岛西南分
布的珊瑚 ７ 科 １６ 属 ２４ 种［２２］；２０１０ 年记录了涠洲岛
造礁石珊瑚 １０ 科 ２２ 属 ５５ 种［７］。

０４２ 广西科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３０ 卷 第 ４ 期



表 ２　历年记录的涠洲岛珊瑚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科 Ｃｌａｓｓｅｓ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铁星珊瑚科
Ｓｉｄｅｒａｓｔｒｅｉ-
ｄａｅ

假铁星珊瑚属 　 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ｄｅｒａｓｔｒｅａ 　 　 ＋ 　 　 　 　 　 　
沙珊瑚属 Ｐｓａｍｍｏｃｏｒａ 　 　 ＋ 　 　 　 　 　 　

毗邻沙珊瑚 Ｐｓａｍｍｏｃｏｒａ ｃｏｎｔｉｇｕａ ＋ 　 　 　 　 ＋ 　 　

深室沙珊瑚 Ｐｓａｍｍｏｃｏｒａ
ｐｒｏｆｕｎｄａｃｅｌｌａ ＋ 　 　 　 　 　 　 　 　

沙珊瑚 Ｐｓａｍｍｏｃｏｒａ ｓｐ． 　 　 　 ＋ 　 　 　 　 　
鹿角珊瑚科
Ａｃｒｏｐｏｒｉｄａｅ

鹿角珊瑚属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 　 　 　 　 　
隆起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ｔｕｍｉｄａ 　 　 　 　 　 　 ＋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 　 　 　 ＋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 　 　 　 ＋
佳丽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 　 　 　 　 ＋ ＋ 　 　
匍匐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 ＋ 　 　 　 ＋
多孔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ｍｉｌｌｅｐｏｒａ ＋ ＋ 　 　 ＋ ＋ ＋ 　 ＋
宽片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ｌｕｔｋｅｎｉ 　 　 　 　 　 　 ＋ 　 　
粗野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ｈｕｎｉｌｉｓ ＋ ＋ 　 ＋ ＋ 　 　 ＋ 　
美丽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 　 ＋ 　 　 ＋ ＋ ＋
浪花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ｃｙｔｈｅｓｅａ 　 ＋ 　 ＋ 　 　 　 　 ＋
松枝鹿角珊瑚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 ｂｒｕｅｇｇｅｍａｎｎｉ 　 ＋ 　 　 　 　 　 　 ＋
霜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ｐｒｕｉｎｏｓａ 　 ＋ 　 　 　 　 　 　 ＋
伞房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 　 　
狭片鹿角珊瑚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 ｈａｉｍｅｉ 　 　 　 　 　 　 　 　 ＋
花鹿角珊瑚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 　 　 　 　 　 　 　 　 ＋
粗野鹿角珊瑚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 ｈｕｍｉｌｉｓ 　 　 　 　 　 　 　 ＋ ＋

蔷薇珊瑚属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 　 　 　 　 　 　
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ｓｐ． 　 　 　 　 　 　 ＋ 　 　
单星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ａｔａ ＋ ＋ 　 　 　 　 ＋ 　 　
变形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ｉｎｆｏｒｍｌｉｓ 　 　 　 ＋ 　 　 　 　 　
叶状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ｆｏｌｉｏｓａ 　 　 　 　 　 　 ＋ 　 　
繁锦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ｅｆ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 ＋ ＋
指状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ｄｉｇｉｔａｔａ 　 　 　 　 　 　 ＋ 　 　
鬃刺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 　 　 　 　 　 　 　 　
浅窝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ｆａｖｅｏｌａｔａ ＋ 　 　 　 　 　 　 　 　
膨胀蔷薇珊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ｔｕｒｇｅｓｃｅｎｓ 　 　 　 　 　 　 　 ＋ ＋

星孔珊瑚属 多星孔珊瑚 Ａｓｔｒｅｏｐｏｒａ
ｍｙｒｉ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ａ ＋ 　 　 　 　 　 　 　 　

假鹿角珊瑚属 Ａｎ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 　 　 　 　 　 　
尖锥假鹿角珊瑚 Ａｎ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ｔａｐｅｒａ ＋ 　 　 　 　 　 　 　 　

菌珊瑚科
Ａｇａｒｉｃｉｉｄａｅ

牡丹珊瑚属 Ｐａｖｏｎａ 　 　 ＋ 　 　 　 　 　 ＋
叶形牡丹珊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ｆｒｏｎｄｉｆｅｒａ ＋ 　 　 　 　 　 ＋ ＋ ＋
十字牡丹珊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ａ ＋ ＋ 　 ＋ ＋ ＋ ＋ ＋ ＋
易变牡丹珊瑚 Ｐａｖａｎａ ｖａｒｉａｎｓ ＋ 　 　 　 　 　 　 　 　
小牡丹珊瑚 Ｐａｖａｎａ ｍｉｎｕｔａ 　 　 　 　 　 　 　 　 ＋
牡丹珊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ｓｐ． 　 ＋ 　 　 　 　 　 　 ＋

厚丝珊瑚属 标准厚丝珊瑚 Ｐａｃｈｙｓｅｒｉ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滨珊瑚科
Ｐｏｒｉｔｉｄａｅ

滨珊瑚属 　 Ｐｏｒｉｔｅｓ 　 　 ＋ 　 　 　 　 　 　
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 　 　 　 ＋ 　 　 　 　 ＋
澄黄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ｌｕｔｅａ 　 ＋ 　 ＋ ＋ ＋ ＋ ＋ ＋
扁枝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ｒｅｗｓｉ ＋ 　 　 　 　 　 　 　 　
普哥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ｐｕｋｏｅｎｓｉｓ 　 ＋ 　 　 　 　 　 　 　

角孔珊瑚属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 　 　 　 　 　 　
斯氏角孔珊瑚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ｓｔｕｔｃｈｂｕｒｙｉ 　 　 　 　 ＋ 　 　 ＋ ＋

１４２周浩郎等：涠洲岛珊瑚礁健康评估 　 　　



续表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ａｂｌｅ ２

科 Ｃｌａｓｓｅｓ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二异角孔珊瑚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ｄｕｏ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 　 　 　 ＋ 　 ＋ ＋ ＋
柱角孔珊瑚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ｃｏｌｕｍｎａ 　 ＋ 　 ＋ 　 ＋ 　 　 ＋
大角孔珊瑚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ｄｊ ｉｂｏｕｔｉｅｎｓｉ 　 　 　 　 　 　 　 　 ＋
角孔珊瑚 Ｇｏｎｉｏｐｏｒａ ｓｐ． 　 　 　 　 　 ＋ ＋ 　 　

木珊瑚科
Ｄｅｎｄｒｏｐｈｙｌ-
ｌｉｉｄａｅ

陀螺珊瑚属 　 Ｔｕｒｂｉｂａｒｉａ 　 　 ＋ 　 　 　 　 　 　
小星陀螺珊瑚 Ｔｕｒｂｉｎａｒｉａ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ａ 　 　 　 　 　 　 ＋ 　 　
陀螺珊瑚 Ｔｕｒｂｉｎａｒｉａ ｓｐ． 　 　 　 　 　 　 ＋ 　 　
叶状陀螺珊瑚 Ｔｕｒｂｉｎａｒｉａ ｆｏｌｉｏｓａ 　 　 　 　 　 　 ＋ 　 　
优雅陀螺珊瑚 Ｔｕｒｂｉｎａｒｉ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 　 　 　 　 　 ＋ 　 　
盾形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ｐｅｌｔａｔａ ＋ ＋ 　 　 ＋ 　 　 　 ＋
波形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ｕｎｄａｔａ ＋ 　 　 　 　 　 　 　 　
不规则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ｉｔ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 　 ＋ 　 　 　 　 　 　 　
复叶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ｆｒｏｎｄｅｎｓ ＋ 　 　 　 　 　 　 　 ＋
小星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ｔａ ＋ 　 　 　 　 　 　 　 　
皱折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ａ ＋ ＋ 　 　 　 　 　 　 ＋
漏斗陀螺珊瑚 Ｔｕｂｉｎａｒｉａ ｃｒａｔｅｒ 　 　 　 　 　 　 　 　 ＋

枇杷珊瑚科
Ｏｃｕｌｉｄｄａｅ

盔形珊瑚属 Ｇａｌａｘｅａ 　 　 ＋ 　 　 　 　 　 　
丛生盔形珊瑚 Ｇａｌａｘｅａ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 ＋ 　 ＋ 　 ＋ ＋ 　 ＋
稀杯盔形珊瑚 Ｇａｌａｘｅａ ａｓｔｒｅａｔａ ＋ ＋ 　 　 ＋ 　 ＋ ＋ ＋

裸肋珊瑚科
Ｍｅｒｕｌｉｎｉｄａｅ

刺柄珊瑚属 刺柄珊瑚 Ｈｙｄｎ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 　 　 ＋ 　 　 　 　 　 　
腐蚀刺柄珊瑚 Ｈｙｄｎｏｐｈｏｒａ ｅｘｅｓａ 　 　 　 　 　 　 ＋ 　 ＋

裸肋珊瑚属 阔裸肋珊瑚 Ｍｅｒｕｌｉｎａ ａｍｐｌｉａｔａ 　 　 　 　 　 　 　 　 ＋
蜂巢珊瑚科
Ｆａｖｉｉｄａｅ

蜂巢珊瑚属 Ｆａｖｉａ 　 　 ＋ 　 　 　 　 　 　
黄癣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ｆａｖｕｓ 　 　 　 ＋ 　 　 　 　 ＋
帛琉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ｐａｌａｕｅｎｓｉｓ 　 　 　 　 　 　 　 ＋ ＋
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 　 ＋ 　 　 　 ＋ 　 　 　
标准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 　 ＋ ＋ 　 ＋ ＋ ＋
翘齿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ｍａｔｔｈａｉｉ ＋ 　 　 ＋ 　 　 ＋ 　 ＋
罗图马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ｒｏｔｕｍａｎａ 　 ＋ 　 　 　 　 　 　 　

角蜂巢珊瑚
属 Ｆａｖｉｔｅｓ 　 　 ＋ 　 　 　 　 　 　

多弯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 　 　 ＋ ＋
秘密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ａｂｄｉｔａ ＋ ＋ 　 ＋ 　 ＋ ＋ ＋ ＋
海孔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ｈａｌｉｃｏｒａ 　 ＋ 　 　 　 ＋ 　 ＋ ＋
五边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ｐｅｎａｇｏｎａ 　 　 　 　 　 　 　 ＋ ＋
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ｓｐ． 　 　 　 　 　 ＋ 　 　 ＋

扁脑珊瑚属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 　 　 　 　 　 　
中华扁脑珊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交替扁脑珊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ｄａｅｄａｌｅａ ＋ 　 　 　 　 　 ＋ ＋ ＋
精巧扁脑珊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ｄｉ ＋ ＋ 　 　 　 　 ＋ 　 　
扁脑珊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ｓｐ． 　 　 　 　 　 　 　 　 ＋
扁脑珊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ｓｐ． 　 　 　 　 　 ＋ 　 　 ＋

菊花珊瑚属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 　 　 　 　 　 　
菊花珊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 　 　 　 　 ＋ ＋ 　 　 　
粗糙菊花珊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ａｓｐｅｒａ 　 ＋ 　 ＋ 　 　 　 　 　
网状菊花珊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ｒｅｔｉｆｏｒｍｉｓ 　 ＋ 　 　 　 　 　 　 ＋
少片菊花珊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ｙａｍａｎａｒｉｉ ＋ 　 　 　 　 　 　 ＋ ＋
菊花珊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 　 ＋ 　 　 　 　 　 　 　

圆菊珊瑚属 曲圆菊珊瑚 Ｍｏｎｔａｓｔｒｅａ ｃｕｒｔａ 　 　 　 　 　 　 　 　 ＋
刺星珊瑚属 　 Ｃｙｐｈａｓｔｒｅａ 　 　 ＋ 　 　 　 　 　 　

刺星珊瑚 Ｃｙｐｈ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 　 　 　 ＋ 　 　 　 　 　
锯齿刺星珊瑚 Ｃｙｐｈａｓｔｒｅａ ｓｅｒａｉｌｉａ ＋ ＋ 　 　 ＋ 　 　 ＋ ＋

同星珊瑚属 　 Ｐｌｅｓｉａｓｔｒｅａ 　 　 ＋ 　 　 　 　 　 　
多孔同星珊瑚 Ｐｌｅｓｉａｓｔｒｅａ ｖｅｒｓｉｐｏｒ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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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ａｂｌｅ ２

科 Ｃｌａｓｓｅｓ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双星珊瑚属 同双星珊瑚 Ｄｉｐｌｏａｓｔｒｅａ ｈｅｌｉｏｐｏｒａ 　 　 　 　 　 　 　 　 ＋
小星珊瑚属 　 Ｌｅｐｔａｓｔｒｅａ 　 　 ＋ 　 　 　 　 　 　

紫小星珊瑚 Ｌｅｐｔａｓｔｒ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 ＋ 　 　 ＋ ＋
横小星珊瑚 Ｌｅｐｔａｓｔｒｅａ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 ＋ 　 　 　 　 　 　 　 　

刺孔珊瑚属 薄片刺孔珊瑚 Ｅｃｈｉｎｏｐｏｒａ ｌａｍｅｌｌｏｓａ 　 　 　 　 ＋ 　 　 　 　
宝石刺孔珊瑚 Ｅｃｈｉｎｏｐｏｒａ ｇｅｍｍａｃｅａ 　 　 　 　 　 　 　 　 ＋
刺孔珊瑚 Ｅｃｈｉｎｏｐｏｒａ ｓｐ． 　 ＋ 　 　 　 ＋ 　 　 　

梳状珊瑚科
Ｐｅｃｔｉｎｉｉｄａｅ

刺叶珊瑚属 刺叶珊瑚 Ｅｃｈｉｎｏｐｈｙｌｌｉａ ｓｐ． 　 ＋ ＋ ＋ 　 　 　 　 　
粗糙刺叶珊瑚 Ｅｃｈｉｎｏｐｈｙｌｌｉａ ａｓｐｅｒａ 　 　 　 　 ＋ 　 ＋ ＋ ＋

杯形珊瑚科
Ｐｏｃｉｌｌｏｐｏｒｉ-
ｄａｅ

杯形珊瑚属 杯形珊瑚 Ｐｏｃｉｌｌｏｐｏｒａ ｓｐ． 　 　 　 ＋ 　 　 　 　 　

石芝珊瑚科
Ｆｕｎｇｉｉｄａｅ

柱状珊瑚属 柱状珊瑚 Ｓｔｙｌ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 　 　 　 ＋ 　 　 　 　 　
足柄珊瑚属 　 Ｐｏｄａｂａｃｉａ ＋ 　 ＋ 　 　 　 　 　 　

壳形足柄珊瑚 Ｐｏｄａｂａｃｉａ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 　 ＋
帽状珊瑚属 小帽状珊瑚 Ｈａｌｏｍｉｔｒａ ｐｉｌｅｕｓ 　 ＋ 　 　 　 　 　 　 　

裸肋珊瑚科
Ｍｅｒｕｌｉｎｉｄａｅ

裸肋珊瑚属 　 Ｍｅｒｕｌｉｎａ 　 　 ＋ 　 　 　 　 　 　
刺柄珊瑚属 腐蚀刺柄珊瑚 Ｈｙｄｎｏｐｈｏｒａ ｅｘｅｓａ ＋ ＋ 　 　 　 　 　 ＋

褶叶珊瑚科
Ｍｕｓｓｉｄａｅ

合叶珊瑚属 菌状合叶珊瑚 Ｓｙｍｐｈｙｌｌｉａ ａｇａｒｉｃｉａ 　 　 　 　 　 　 ＋ 　 　
蓟珊瑚 Ｓｃｏｌｙｍｉａ ｓｐ． 　 　 　 ＋ 　 　 　 　 　

叶状珊瑚属 肋叶状珊瑚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ｉａ ｃｏｓｔａｔａ 　 　 　 ＋ 　 　 　 　 　
赫氏叶状珊瑚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ｉａ ｈｅｍｐｒｉｃｈｉｉ 　 ＋ 　 　 　 　 　 　 　
叶状珊瑚 Ｌｏｂｏｐｈｙｌｌｉａ ｓｐ． 　 　 　 　 　 　 　 　 ＋
棘星珊瑚 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 　 　 　 ＋ 　 　 　 　 　

棘星珊瑚属 棘星珊瑚 Ａｃａｎｔｈａｓｔｒｅａ ｅｃｈｉｎａｔａ 　 ＋ 　 　 　 　 　 　 　
种类数量 　 　 　 ３２ ３５ ２１ ２６ ２１ １４ ３３ ２４ ５５

２．２．３　珊瑚分布面积、覆盖度和优势种

　 　 ２００８ 年 涠 洲 岛 珊 瑚 分 布 的 岸 线 长 约

１９８３７ｋｍ，主要分布于西北、东北、东南和西南面。
西北面珊瑚分布宽度最宽为 ２５６ｋｍ，东北、东、东
南和 西 南 面 珊 瑚 的 分 布 宽 度 分 别 为 ０９８ ～
２０７ｋｍ、１１１～２３５ｋｍ、１１０～２０８ｋｍ 和 ０８６～
１１５ｋｍ。猪仔岭南面岸礁分布宽度为 ０２０ ～
０３４ｋｍ，涠洲岛西面（竹蔗寮-大岭脚）和南湾西侧
有活造礁石珊瑚零星分布。涠洲岛珊瑚分布面积约

２９０５ｋｍ２，猪仔岭珊瑚分布的岸线长约 ０１１８ｋｍ，
面积约 ００７２ｋｍ２［１８］。

　 　 不 同 年 份 涠 洲 岛 珊 瑚 礁 优 势 种 见 表

３［４，５，１８，２８，３０］。２００５ 年涠洲岛活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
率在北面的北港和西南面的滴水分别为 ３３．２％和

３５．３％，浅水区活造礁石珊瑚覆盖率明显比深水区
低。涠洲岛东北、东南面海域，包括公山、横岭、猪仔
岭的造礁石珊瑚基本没有［３０］。２００７ 年涠洲岛西南
礁坪和礁坡活造礁石珊瑚的平均覆盖度分别为

４０３％和 ６４２％［２２］。２００８ 年涠洲岛西北、东北、东
南、北、西南面活造礁石珊瑚的平均覆盖度分别为

２５３％，２４５８％，１７５８％，１２１％，８４５％［７］。

表 ３　不同年份涠洲岛沿岸珊瑚优势种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份
Ｙｅａｒ

东
Ｅａｓｔ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东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北
Ｎｏｒｔｈ

南
Ｓｏｕｔｈ

１９８５
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 扁 脑 珊 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ｓｐ．

牡丹珊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ｓｐ．

菊 花 珊 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蜂 巢 珊
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滨 珊 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蜂 巢 珊 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扁脑珊
瑚 Ｐｌａｔｙｇｙｒａ ｓｐ．

－

１９８９

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ａ ｓｐ．、菊花珊
瑚 Ｇｏｎｉａｓｔｒｅａ ｓｐ．、伞房鹿角
珊 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
牡丹珊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ｓｐ．

１９９８ － － － －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鹿角珊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ｓｐ． －

２００５ － － － －
多孔鹿角珊
瑚 Ａｃｒｏｐｏｒａ
ｍｉｌｌｅｐｏｒａ

十 字 牡 丹 珊 瑚
Ｐａｖｏｎａ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ａ

滨珊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

２００８
角蜂巢珊瑚 Ｆａｖｉｔｅｓ ｓｐ．、滨珊
瑚 Ｐｏｒｉｔｅｓ ｓｐ．、蔷 薇 珊 瑚
Ｍｏｎｔｉｐｏｒａ ｓｐ．

３４２周浩郎等：涠洲岛珊瑚礁健康评估 　 　　



２．３　涠洲岛珊瑚礁生态功能

２．３．１　造礁石珊瑚的死亡

　　２００５ 年黄晖等［３０］发现调查区死亡造礁石珊瑚

覆盖率很高，平均为 ３１．４％，北、西南和南面浅水区
分别达到 ９１．３％、５１％和 ３９．７％，但深水区（３～ ５
ｍ）死珊瑚覆盖率很低。２００７ 年涠洲岛西南礁坪珊
瑚的平均褪色率为 ２３．４％，平均死亡率为 １２０％，
礁坡珊瑚的平均褪色率为 １３．３％，平均死亡率为

６７％［２２］。２００８ 年涠洲岛珊瑚的平均死亡率为

２０１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北面珊瑚的平均死
亡率分别为 ３９．３８％，１８．５１％，１５．８％，１５．４５％，

１１７％［１８］。

２．３．２　珊瑚的白化和补充生长

　　２００５ 年黄晖等［１８］发现涠洲岛珊瑚大片白化和

死亡的现象；２００８ 年在 １０ 条广西 ９０８ 专项调查断
面中，珊瑚的平均白化率为 ０．１２％，平均白化病率
为 ０．２２％。活造礁石珊瑚补充量为每条调查断面 ２
个到 １４ 个。

２．４　压力（驱动力）与社会经济

　　明朝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年）始有移民自雷州到涠
洲岛开垦定居，至清朝咸丰末年（１８６０ 年），涠洲岛
定居人口有 ４００ 人。１９８０ 年以来，涠洲岛人口数量
变动不大，１９８２ 年 １４５７７ 人，２００７ 年 １５０７１ 人。涠
洲岛现有 ８ 个行政村，５１ 个自然村。渔业为主的自
然村 １ 个，人口 ３０８ 人；半渔半农的自然村 １９ 个，人
口 ４２７４ 人。

　　涠洲岛近海的捕捞能力见表 ４。浅海渔业的捕
捞方式主要有刺网捕鱼、施药麻痹和潜捕。典型的
渔获主要有对虾、梭子蟹、珊瑚礁鱼类（石斑、黑斑猪
齿鱼、海鳝等）、鱿鱼、海参、海胆、江珧等。涠洲岛现
有耕地 ７９６．４ｈｍ２，其中香蕉种植面积 ５３３．３ｈｍ２，主
要的农作物是香蕉和花生，年产香蕉 ３ 万多吨。

２００７ 年海水养殖面积达 ４５０ｈｍ２，养殖品种主要是
扇贝、石斑鱼、鲍鱼和珍珠，养殖海域主要在南湾。

７９．４％岛民认为其生计与珊瑚礁有关，３８．２％认为
密切相关的大多从事渔业［３２，３３］。

　　南油涠洲终端处理厂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８ 日建成
投产，年加工原油逾 ２×１０６ ｔ。涠洲岛液化天然气工
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６ 日竣工并投产，日生产能力为

１５×１０６ ｍ３天然气。涠洲岛现有使用中的码头 ３
个，即位于南湾的南码头、位于西北角的石油码头和
客运码头。涠洲岛工业废水年总量约为 ６８×１０６ ｔ，

生活废水年总量约为 ８０３×１０４ ｔ，港口和船舶污染
物质中的含油污水年总量约为 １．０５×１０４ ｔ［１８］。
表 ４　涠洲岛海洋捕捞能力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年份
Ｙｅａｒ

机动船
Ｍｏｔｏｒ ｂｏａｔｓ

木帆船
Ｓａｉｌｉｎｇ ｂｏａｔ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功率
Ｐｏｗｅｒ
（ｋＷ）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载重量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

水产品产量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ｓ（ｔ）

１９８０ ３１ １８８３ ４１８ ５４４ ２００１
１９８９ ４８０ ３７８９ ４１８ ４１８ ３７４６
２００７ ８１０ ６７１８ ０ ０ ３３２８

　　２００４ 年以来涠洲岛旅游快速发展（表 ５）。２０００
年涠洲岛只有 ６５ 辆客运三轮摩托，１６５ 个座位；

２００８ 年岛上有运营客车 ７８ 辆，１３４２ 个座位。２００８
年北海-涠洲客运航线的客轮有 ７ 艘 ２３０５ 客位。

２０１２ 年涠洲岛有饭店、旅馆 １００ 余家，接待能力约

３５００ 人［３２］。本研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和 ５ 月对前往涠
洲岛的 ６８ 位旅客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９７１４％的旅客的上岛目的是观光旅游，７１．６４％的
旅客没有潜水经历，５２％的旅客愿意为珊瑚礁保护
多付一点费用，不愿意的旅客中 ４８．７８％认为保护
珊瑚礁是当地的责任，游客认为珊瑚和海里的鱼在
浮潜和潜水体验中的重要性（１０ 为满分）分别为

８１９ 和 ８．５２，浮潜和潜水的满意程度（１０ 为满分）
分别只有 ４．６２ 和 ４．４７，４０％的旅客不会再次上岛
旅游，其中 １０％将珊瑚礁不健康或正在死亡列为不
会再次上岛的原因。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北海涠洲岛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成立；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涠洲岛旅游度假区被批准为
自治区旅游度假区；２０００ 年北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加强珊瑚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告》（北政布
【２０００】２ 号）；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北海涠洲岛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２００４ 年《涠洲岛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开始实施；２００４ 年涠洲岛
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火山国家地质公园。涠洲岛-
斜阳岛珊瑚礁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建设列入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涠洲岛珊
瑚礁保护区区划报告》已完成并提交审核。８５．３％
的岛民支持建立涠洲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认为有
助于维持传统生计和带来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但主
张单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支持者较少［３３］。

４４２ 广西科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３０ 卷 第 ４ 期



表 ５　涠洲岛游客数量和潜水人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ｖｉｓｉｔ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ｏ ｄｉｖｉｎｇ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游客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２８０００ － － １７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０ ２４１４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潜水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ｇｏ ｄｉｖｉｎｇ － ３５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４００ ６０００ － －

３　讨论

３．１　环境变化对珊瑚礁健康影响

　　ＳＳＴ的上升，有利于涠洲岛珊瑚的生长和多样
性的丰富，这是比较华南沿海珊瑚礁种类丰度和发
育状态得出的合理推测［３４］。极端水温持续时间很
短，对珊瑚影响甚微。涠洲岛海流、潮汐作用强，海
流和潮流均绕岛运动，不断更新水体、保持水质良
好，仅南湾港及其附近水质因海水交换不足而较差。
以硅藻占绝对优势的浮游植物群落分布现象，也表
明涠洲岛水质良好。涠洲岛远离大陆，径流影响微，
海水中悬浮物含量不高，对珊瑚不利的粘土比例仅
占 １０％。光照和透明度均适宜造礁石珊瑚的繁衍
与生长［６］。涠洲岛浅海底质环境质量较高，沿岸坡
度缓，浅海地貌适合珊瑚的生长。

３．２　珊瑚礁白化、死亡与恢复

　　涠洲岛造礁石珊瑚死亡已是常态，浅海和水质
差的区域的造礁石珊瑚死亡率更高，表明人类活动
如过度捕捞、污染、物理损伤（踩踏、抛锚、水下工程
等）造成了不利影响。鹿角珊瑚出现白化并死亡最
为明显，与 ２００２ 年徐闻的鹿角珊瑚白化类似［３５］。
这种大尺度范围出现的类似现象，解释为大尺度范
围的相似影响所导致较为合理，天气变化是可能的
原因。涠洲岛仍有活造礁石珊瑚的补充生长，但罕
见鹿角珊瑚的恢复，尽管鹿角珊瑚的生长速度最快，
极可能是人为的不利影响抑制了鹿角珊瑚的自然补

充生长，因为浅海和海水交流不畅的南湾的鹿角珊
瑚死亡更严重且一直未见恢复。

３．３　珊瑚礁属种及群落演化趋势

　　珊瑚分布岸线长度占涠洲岛岸线长度的 ７５％，
分布岸段充分。最新记录的造礁石珊瑚种类有 ５５
种，已记录的造礁石珊瑚种类合计 ８２ 种，所记录的
造礁石珊瑚种类的数量变化，应是调查强度和范围
不同所致，而不反映种类数量的真实变化。涠洲岛
的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与徐闻的造礁石珊瑚 １１ 科

７５ 种（５ 个未定种）相当。优势种也类似，表现为独
特的北缘珊瑚礁生态系统［３６］。研究表明，珊瑚礁群
落演替过程中初级群落以滨珊瑚为优势种，中级群

落以菌珊瑚科的十字牡丹珊瑚为优势种，顶级群落
以鹿角珊瑚为优势种。涠洲岛造礁石珊瑚群落优势
种从枝状珊瑚演变为块状珊瑚，表明涠洲岛珊瑚礁
群落正在退化。整体而言，涠洲岛活造礁石珊瑚的
覆盖度不高，水深的海区较高，表明人为活动对珊瑚
有负面影响，也表明涠洲岛的自然环境仍适合珊瑚
生存。

３．４　涠洲岛珊瑚礁资源压力与管理

　　Ｒｅｅｆ Ｃｈｅｃｋ 指标生物中非蝴蝶鱼类的珊瑚礁
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是涠洲岛的典型海产，因被捕捞
而数量稀少，故出现率极低，涠洲岛珊瑚礁的生物多
样性较三亚大东海的低［２１］。摄食藻类的植食性珊
瑚礁鱼类数量的降低，使得与珊瑚存在竞争关系的
褐藻和珊瑚藻所受抑制减弱，不利于珊瑚的生长，藻
类覆盖率高的现象可能与此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降
低同样表现在近海捕捞的产量上，尽管岛上人口数
量变动不大，但市场驱动使 ２００７ 年涠洲岛的近海捕
捞能力比 １９８９ 年高出近一倍，年产量却不升反降，
表明涠洲岛近海渔业资源捕捞已达到极限且渔业资

源出现衰退。

　　几个世纪以来，涠洲岛珊瑚礁一直为岛民所利
用。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产业格局随着海水养殖
业、石油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带动了
码头建设、航运、物流、运输、景点建设、餐饮住宿、旅
游等方面的发展，在推动涠洲岛社会经济进步的同
时也给涠洲岛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与威胁。

　　涠洲岛民意识到其生活与珊瑚礁密切相关，支
持保护珊瑚礁以维持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游客
对珊瑚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珊瑚礁景观的满意
度低。

　　政府所采取的建立涠洲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的
步骤，表达了保护珊瑚礁的政治意愿。但建区计划
不具优先性，导致建立涠洲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的
计划滞后。

４　结论

　　涠洲岛珊瑚礁近年来一直处在衰退当中，人为
影响是主因。总体而言，涠洲岛的自然环境条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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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支持造礁石珊瑚的生长和恢复。综合分析涠洲岛
珊瑚礁健康评估指标，我们认为涠洲岛珊瑚礁处在
亚健康状态，并向不健康演变，表现在生态结构失
衡、生态功能减弱和生态服务下降。延缓并扭转这
一演变趋势的唯一途径是进行及时的人为干预，消
除造成涠洲岛珊瑚礁衰退的不利因素。使涠洲岛珊
瑚礁免于丧失的人为干预的介入时机，正随着涠洲
岛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而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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