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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现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瑞玉  
 

  近年来，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破坏了沿岸及近海的自然环境、海

洋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影响到国家有关产业的建设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与资源的保护和持续

开发利用，特别是一些传统海洋渔业，甚至面临危机，将进一步破坏经济建设、干扰社会和谐发

展。全球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及资源的胁迫日益加剧，所造成的严重威

胁与破坏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所强调的“保护环境多样性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的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及其与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万

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拥有的基因和他们与环境形成的物种、基因、生态系统三层次的复

杂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巨大的公益价值。 
  中国海是东半球西北太平洋低、中纬度的边缘海，海洋生物区系种类非常丰富，中国海迄今

已知的生物总数有 22696种，主要是由于中国海是北太平洋的边缘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
所限，加之海洋生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研究不足所造成，因此，待发现的未知种数将会不少。 
  中国海最占优势的生物类群，从种数来比较是以大型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鱼类，分别有

4320种、3914种和 3213种，刺胞动物和多毛类环节动物以及单细胞的有孔虫、硅藻类各有 1000
多种，棘皮动物、苔藓动物各不到 1000 种。但作为人类的主要海产食品和海洋资源量上来说，
确是以鱼类最占优势，2007年中国海鱼类捕捞量 822万吨，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 1243万吨
的 66.1%。其中冷水鱼类曾有相当高的资源量和产量，黄海太平洋鲱 1972年产量高达 17万吨，
太平洋鳕 1960年产量 5万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 1950 年建立以来，全面开展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全面研究，内容
包括海洋生物分类、系统演化、生态和资源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从已知调查看，不同海域和生境物种丰富度相差很大，特别是由于调查采样程度不同，南北

各大海区的数据一般不足且较低。总体来说，南方种数多，北方种数少；而西沙和南沙群岛由于

面积小、采集充分，其物种丰富度显著很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通过多次海洋学综合考察，

已有较丰富的采集标本和数据集成，并出版了多部专著及刊物，如《中国海藻志》、《中国动物志》、

《海洋科学集刊》等等。 
  根据最新的海洋生物普查发现，海洋濒危物种明显增多。在胶州湾沧口潮间带，各潮区生物

群落生物种数锐减，数百种海洋生物已消失。根据全国大陆架环境和生物资源调查结果表明，许

多海洋种资源已严重衰退，有的重要经济种资源枯竭严重，突出表现在大黄鱼、中国对虾、中国

龙虾等物种上。大黄鱼，上世纪高峰时年产量曾达到 18 万吨，但由于连年减少，最新的调查显
示，目前整个东海一年只能捕到 160多条大黄鱼。中国对虾作为渤海湾的重要海产品，1979年时
的年产量为 4万多吨，眼下产量已只有几百吨。 
  世界临海国家十分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采取了积极调查研究、加强管理保护，设置重点

保护区等措施。中国政府也在采取多种积极措施来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大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与

濒危物种研究和保护，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努力获取最新的资料数据，编写新的物种现

状、多样性变化及濒危程度等资料，是保护工作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