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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保 护

在我国欢迎香港回归的盛大事件中,有一

件与本文的 主人公 中华白海豚直接有

关,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选择了中华白海豚

作为香港回归的吉祥物,从而使得本文有了很

好的新闻由头。不过, 本文并不想就中华白海

豚在交接仪式大出风头上花笔墨,而是就如何

保护厦门海域里的中华白海豚谈点看法。

1. 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意义深远

在生物界以 中华 两字命名的物种并不

多, 可见其既珍稀, 又为中国所独有。中华白

海豚, 作为一种暖水性小型鲸类, 属于国家一

级野生保护动物, 也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 ( CI T ES) 所列入的物种之一。白海

豚体态优美, 性情温和,喜集群, 除可供人类玩

赏外, 还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尤其是通

过对其回声定位机制研究, 可为人类开展仿生

学研究, 改进水下通讯导航设备等提供许多有

益的启迪, 以及作为研究物种进化、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均有很高的价值。它更是全球生物

圈的生态链条中极为脆弱的一环,是我国生物

基因库中的一块瑰宝 。国际自然保护同

盟物种委员会极为重视对它的保护工作, 1988

年国务院颁布中华白海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我们厦门人对中华白海豚更是情有独钟,

称它为厦门的 镇港鱼 ,渔民则把它与海上女

神相提并论。

可在这里不得不告诉世人, 就在中华白海

豚作为 九七 回归吉祥物倍受人们喜爱之时,

在中华白海豚的主要栖息地 厦门, 正受到

人为的虐待, 生存环境日趋恶化。随着厦门经

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厦门海域的 热闹 程度

急剧增加,特别是海岸工程, 海上工程、环境污

染、海洋噪音、航运和渔业误捕等人为因素对

中华白海豚生息繁衍环境的干扰日益加剧, 致

使 60年代厦门海域随时可见的中华白海豚,

现已数量大为减少,成为珍稀濒危的物种。

最近,在厦门海域有两只中华白海豚因人

为因素相继死去 (一只 4月 24日在前埔被发

现, 是被人用刀类残杀致死; 5月 18日在厦大

白石海滩发现另一只中华白海豚, 因被鱼网缠

住窒息而死)。这两只中华白海豚的死亡,在新

闻媒介、有关专家、热心市民的奔走相告和呼

唤下,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的市民呼吁,实在

不忍再看到又一只中华白海豚在厦门海域暴

尸沙滩了,认为这与人们已经公认的厦门是环

境优美城市和高度重视自然环境保护的形象

不符。也与厦门人尊中华白海豚为 妈祖神鱼

膜拜的心理相背 。

综观近几年来厦门海域多起白海豚非正

常死亡的原因, 除个别是人为残杀外, 主要是

由于厦门海域没有划定中华白海豚保护区域,

而在一些白海豚活动频繁、经常出没的海区又

是密集的捕鱼区,导致白海豚缺乏安全的生存

空间, 甚至为追食鱼虾, 误入渔民布下的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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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网, 被流刺网等网具缠住, 一时又难以自拔

而窒息至死的。

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 连死两只中华白海

豚,而且都是人为的,这再次敲响了警钟:建立

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保护区已刻不容缓。

2. 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的工作基础

( 1) 1994年 5月,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 在

广东召集国际鲸类专家组会议, 台湾、香港和

内地的专家共同发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的呼

声。1995年 5月, 在厦门召开了 闽、港、台鲸

豚保育研讨会 。1996年 7月, 香港政府渔农

处主持召集国际有关海豚保育专家、学者, 探

讨保护香港的中华白海豚。这充分说明,国际

社会及我国社会各界均对中华白海豚的保护

工作非常重视。

( 2)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生物多样

性小组潜心研究中华白海豚已有 5年之久,积

累和掌握了大量有关中华白海豚的科研资

料。特别是近两年来, 该所在厦门海域扩大到

10个观察点, 同步观察研究白海豚的活动规

律,生物学分布和环境关系、数量变化等,获得

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对制定有效保护措施提

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厦门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性港口风景

城市建设、厦门海域的环境保护、在建立中华

白海豚保护区方面,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

所有责任、义务和能力承担科技依托的重任。

( 3) 为建立白海豚保护区, 这两年来市水

产局和市渔政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 和福建省有关建立地方级保护区的

规定做了大量的前期性工作, 先后召开了: 建

立厦门中华白海豚保护区论证会, 96厦门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研讨会等,对建立中华白海

豚保护区的意义、可行性、保护措施和范围进

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 厦门中华

白海豚保护区建区论证报告 ,等等。

( 4)厦门市委石兆彬书记高度重视中华白海

豚的保护工作,曾多次做出了明确批示。市委陈聪

辉秘书长根据石书记对此事的批示精神, 也于去

年召开了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及有关部门

和科研院所参加的协调会, 并达成了在厦门海域

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的共识。

( 5)社会各界和市民对厦门海域的中华白

海豚情况极为关注,要求保护的呼声和意识日

益高涨, 这为建立保护区, 实施群众性保护提

供了基础, 一旦通过建保护区形式, 就能把积

极性升华到高一级的层次,对厦门的两个文明

建设必有好处。

3. 对建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方案的几点具

体建议

对于保护中华白海豚社会各界已基本达

成共识并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我们原

则上同意厦门市渔政处所提方案,但有些方面

需进一步完善, 特别是在保护措施上要更确

切, 更具可操作性。我们的建议是:

( 1) 进一步加强对中华白海豚科研工作,

以期揭开仍未知秘密,如有白海豚存在就没有

鲨鱼,对海洋生态平衡的意义等。并尽可能研

究建立厦门海域中华白海豚基因库 ,以期

厦门在中华白海豚科研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厦门海洋研究开发院应成为中华白海豚保护

区的技术依托单位。

( 2)把白海豚保护区建设与开发新的旅游

项目结合起来,以求达到多功能。尤其是中华

白海豚性情温和, 喜爱集群, 当它们在海面嬉

水时蔚为壮观, 是不可多得的景观, 应予开发

利用。

( 3) 要有相应的地方法规配套, 为此要尽

快制定、出台保护中华白海豚的地方性法规,

以利于保护区真正发挥有效保护功能。

( 4) 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组织和

机构,以便进入实质性运作。

( 5) 加大保护中华白海豚的宣传力度, 提

高民众自觉保护白海豚意识。方式可采用:

当地新闻媒介设立专栏; 普及白海豚科普教

育; 广泛张贴宣传、普及画等。

( 6)经费渠道: 渔政征收资源费中提成;

建立保护发展基金 (主要由社会团体、个人

捐赠) ; 省、市财政适度拨款; 旅游收入。

( 7)建议把中华白海豚作为厦门市市兽。总

之, 我们深信, 在厦门海域建立中华白海豚保护

区,是厦门人盼望和期待已久的事,在市委、市政

府的重视下, 定会很快变为现实, 把厦门市建设

成为一个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