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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举行西沙

群岛海洋生物调查专题学术报告会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于 1 9 7 8 年 6 月 1一 2 日
,

在青岛举行 了西沙群岛海洋生物调

查研究专题学术报告会
。

参加报告会的
,

除该所海洋动
、

植物科研工作者外
,

还有山东海

洋学院生物系的教授
、

讲师及同学等共百余人
。

有 20 位海洋生物研究工作者在会上提

出了 1 7 篇论文报告
。

这次学术报告会上报告的 1 7 篇论文
,

是该所与有关的科研
、

教学单位的海洋生物科

学研究工作者和有关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一道
,

于 1 9 56 年及至最近几年多次赴西沙群岛进

行大规模的生物资源调查研究的部分成果
。

这些论文报告多是已经在该所近几年编辑的

《海洋科学集刊》上发表的 20 多篇海洋生物专题研究报告的继续
。

这些论文分别对我国

西沙群岛的海洋鱼类
,

蟹类
,

棘皮动物(海参纲
、

蛇尾纲
、

海胆纲 )
,

软体动物(前鳃类
、

后鳃

类
、

瓣鳃类)
,

节肢动物(口足类)
,

环节动物(多毛类)
,

有孔虫
、

放射虫以及藻类(红藻
、

绿

藻
、

蓝藻
、

褐藻等)进行 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

这些调查研究报告表明
,

我国西沙群岛的海洋

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

种类繁多
,

各篇论文都分别提出了科学上的一些新种
、

新属和在我国

首次发现的新记录
。

在这次学术报告会上
,

有的论文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
,

结合多次赴西沙调查

采集的大量资料
,

极大地充实了我国的海洋动植物区系
,

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看法
。

根据

以往的文献记载
,

我国西沙群岛盛产鱼类 31 2 种
,

而王存信在《西沙群岛的鱼类》报告中
,

记述了 52 2 种
,

其中有一新属新种
,

有 21 。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

他并认为
:
过去世界著

名的动物地理学家艾克曼 (E km an ) 提出的西沙鱼类区系所属的印度一西太平洋暖水动物

区系的印尼
一马来西亚区

,

其北界为我国浙江省沿海的看法是不确切的
,

应将北界南移至

我国广东省海南岛南端与台湾省东南端一线
,

这样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

廖玉麟的《西沙群

岛的棘皮动物》
,

共记述了 1 26 种
,

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海参纲动物 41 种
,

分隶于 3 个目
,

5 科
,

16 属
,

内有 1 新种
,

有 14 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

据文献报道
,

目前世界上可供食用

的海参约 40 种
,

而我国西沙群岛所产的食用海参即达 20 种之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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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 出
: 西沙群岛可作为我国南方养殖海参的重要

基地
,

并认为这种动物个体大
、

数量多
,

对环境条件要求严格
,

在海洋动物地理学研究及 区

系划分上
,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同时还对过去有的学者对西沙群岛的动物地理 区划提出了

不同的看法
。

我国西沙群岛的蟹类不仅种类繁多
,

形状奇特别致
,

而且色泽艳丽
,

资源丰富
,

既可

供食用
,

又是海洋鱼类及其他海产动物的天然饵料
,

少数种类如铜铸熟若蟹
、

颗粒扁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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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
,

人误食会引起呕吐
,

严重者导致全身麻痹 ; 还有少数种类的肉和壳均可供作药用
。

陈惠莲的《西沙蟹类的研究》
,

描述了 1 02 种
,

其中有 3 新种
,

41 种在我国为新记录
。

董正

之的《西沙海域马蹄螺超科》一文
,

对我国西沙海产马蹄螺进行 了系统的分类研究
,

共描述

了 3 0 种
,

分隶于 4 科
,

14 属
,

除增补种类外
,

并对前人的记述进行 了修订
。

庄启谦的《西沙

礁平台无脊椎动物生态的调查》
,

论述了西沙群岛珊瑚礁形成的历史
,

提 出了礁平台无 脊

椎动物的分布和礁平台的结构与受季风的影响有关
,

因而东北面礁平台珊瑚发达
,

动物分

散表面的不多 ;西南面礁平台珊瑚不发达
,

动物相对集中
,

底内动物丰富
。

我国西沙群岛的海产藻类资源 也是极其丰富的
。

近几年来
,

该所《海洋科学集刊》已

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多篇
,

曾呈奎等《西沙群岛马尾藻科研 究》一文
,

报道了西沙

群岛海产马尾藻 5 种
,

其中有 2 新种
,

这类海藻自古以来就有相当重要的药用价值
,

但 由

于种类多
、

个体变异大
,

种间界限比较混乱
,

在工农业生产利用上带来许多疑难
,

本文对这

属海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
。

张德瑞等的《西沙群岛珊瑚藻科的研究》一文
,

描述了我

国西沙海产珊瑚藻6种
,

其中多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

作者等认为
,

有些珊瑚藻
,

特别是孔

石藻在造礁过程中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例如在一些珊瑚礁迎浪一面的礁缘上
,

孔石

藻繁衍特盛
,

所 占面积竟达礁缘总面积的 50 一70 %
,

形成了所谓
“
孔石藻脊

”。

这同国外

一些藻类学者所描述在马绍尔群岛以及在所罗门群岛的情况
,

基本上是一致的
。

在这次学术报告会上
,

张峻甫
、

夏邦美提出的《西沙群岛的红藻》
,

报告了产于西沙的

红藻 65 种
,

其中有 , 个新种
,

有好些属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

有的还是世界上罕见的稀有种

类
,

如棍棒内管藻 [石, d o s印h o n 云a c la t, ig o r a
(w

o ln y) F a ike n b ] 过去仅见于印度洋西部
,

这

次发现产于我国西沙群岛海域
,

这在地理分布上是很有意义的
。

根据以往的文献记载
,

仙

菜在我国西沙海域只产一种
,

而 山东海洋学院郑柏林教授在《仙莱科的分类研究》报告中
,

记述了 3 属 7 种
。

在海产蓝藻的研究中
,

华茂森报告了 60
,

种其中有 2 新种
,

40 种在我

国为首次记录
。

此外
,

在海产绿藻以及浮游藻类等方面都提 出了一些专题报告
,

记述 了一

些新的属种
。

“四人帮
”
横行时

,

该所的学术活动被迫停止
,

学术委员会被解散
。

在华主席英明领导

下
,

粉碎
“四人帮

” ,

科学得解放
,

在全 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的大好形势鼓舞下
,

海洋科学研

究领域里万马齐暗的局面已全然改观
,

一个千帆尽发
,

万象更新的早春景象已经展现
,

这

次学术报告会就是在这种春意盎然的气氛中召开的
。

报告会积极地贯彻了党的
“百花齐

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

,

与会同志普遍反映
,

这样的报告会开得好
,

繁荣了学术
,

开扩了眼 界
,

丰富了知识
,

提高了水平
,

很有收获
,

希望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能够经常地发扬下去
。

(邓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