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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海峡厦门 东山水域瓶鼻海豚7CDEFGHIFJKDLMDF:的种群密度约为 "N"=?#O"N"!@#头PQR!3该水域南部瓶鼻海

豚的发现率高于中部和北部B问卷调查和随船出海调查表明围网作业发现和误捕小型鲸类的频率要高于拖网3同时拖网

又高于刺网B调查期间从东山港记录到的误捕致死的 !"头小型鲸类中3#头7占 ?"S:为瓶鼻海豚3分别由拖网和围网捕

获B需要开展对当地渔民的宣传教育和加强台湾海峡瓶鼻海豚等小型鲸类的种群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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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鼻海豚7CDEFGHIF-;;2: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小型鲸类?$@3也是世界范围内研究得最多的海豚B虽然

瓶鼻海豚在中国水域的黄5渤海5东海和南海均有分布?$3!@3而且可区分出大小不同的两种生态型3即较大

的 (EDLMJ(DF7或 rw11w:型和较小的 JKDLMDF型??@B近来的研究表明3中国水域的这两种生态型已属于两个不

同物种分布于北方水域的 C2(EDLMJ{DF和分布于南方水域的 C2JKDLMDF2但有关中国海域瓶鼻海豚的生态

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极少3仅杨光等?>@根据 $88=年参加日本远洋水产研究所组织的A东海5黄海鲸类目视

调查B时收集的资料3运用截线抽样法3估算东海水域北纬 !>CA?"C3东经 $!>C以西瓶鼻海豚的种群密度和

数量的最小估计值分别为 "N$=头PQR!和 88="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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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在海洋公园鲸豚保护基金"#$%&’(&)*+,’-%).&/0,’1,2’3&/0,’!#(+14的资助下!作者一直

致力于中国水域小型鲸类的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56!789本文报道了 :;;<年 =>::月间在东山港对台

湾海峡南部水域瓶鼻海豚?@ABCDECF基于本研究发现和采集的G2)-0,H-腹部有白斑及I/JKL控制区序

列组成特点!初步判定海水域的瓶鼻海豚为?@ABCDECF@的保护生物学调查结果9一方面运用截线抽样法调

查该水域瓶鼻海豚的种群密度和分布!另一方面!随不同类型的渔船出海参加渔业活动!了解不同渔具的

作业方式及其对海豚的影响!并通过问卷调查了该水域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的误捕情况!其目的在于

为该水域瓶鼻海豚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9

M 研究内容和方法

MNM 种群密度和分布

MNMNM 野外调查 本次调查租用的考察船功率为 ;O千瓦!航速 :P>:=*IQR"最高时速约 :<N=*I49此

外!由于船只的抗风浪能力较低!不能在外海过夜!因此在设计调查截线时均考虑到一条截线可在一天之

内完成9截线调查的区域为北纬 SPTSONOOUK>SVTOONOOUK!东经 ::<TSONOOUW以西的水域"图 :49共设计了

P条截线XYZ:从东山港外"SPTV=NV=UK!::7TPPN:OUW4向东北方向开行至 (:"SVTOONOOUK!::<T:ONOOUW4!
单 程 距 离 6<N:*I!往 返 距 离 :P6NS*I[\ZS从 东 山 港 外"SPTV=NV=U!::7TPPN:OUW4向 正 东 方 向 开 行 至 (S

"SPTVONOOUK!::<T:ONOOUW4!单 程 距 离 6PNV*I!往 返 距 离 :S6N<*I[]ZP从 东 山 港 外"SPTV=NV=UK!::7T

PPN:OUW4向东南方向开行至 (P"SPTSONOOUK!::<TOONOOUW4!单程距离 6=N6*I!往返距离 :P:NS*I9每次截

线 调查包括从出发地至目的地!再从目的地沿原途返回9沿截线Z:共调查了 P次"分别用Z::!Z:S和Z:P
表 示4!沿 截 线 ZS共 调 查 了 P次"分 别 用 ZS:!ZSS和 ZSP表 示4!沿 截 线 ZP共 调 查 了 V次"分 别 用 ZP:!

ZPS!ZPP和 ZPV49因此!实际用于统计计算的调查截线数应为 :O条9由于每次考察时的天气情况不一致!
每次实际调查的截线长度均有所不同"表 :49

野外调查选在天气睛朗!风平浪静的日子进行9考察时!船只沿所设计的截线以 :P>:=*IQR的速度匀

速前进!同时 S名考察队员在甲板和驾驶舱内借助双目望远镜或肉眼进行观察9一旦发现海豚群!首先目

测并记录海豚群与考察船间的直线距离"̂4及与考察路线的夹角"_49考察船随即调整航向并以最大速度

向海豚群靠近9靠近海豚群后!考察船减低速度!调查队员确定海豚的种类‘个体数量‘外形特点和行为活

动并进行照相或摄像9用专门的表格记录上述内容及当时的位置"经纬度49当气候条件较差!不适于进行

观察时!则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是等气候条件好转后继续考察还是返回港口9

MNMNa 数据处理 群密度和个体密度的估算方法见参考文献5=!<‘;89通过 bc d̂-0’_计算每个海豚群

与调查截线间的垂直距离9由于本次调查发现的海豚群在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分布符合负指数函数!故选择

的密度计算公式为Xec"Df:4QSgb5<8!这与杨光等5=8的计算公式略有不同9
表 M 调查截线的长度

hijklM mlnopqrsptinulkpqvnlu
截线

G)&’-%$/w0’%-

时间 G0I%
年x月x日

设计的截线长度"*I4

J%-0y’%3w%’y/R,z/)&’-%$/w0’%-

实际完成的截线长度"*I4

12wz0ww%3w%’y/R,z/)&’-%$/w0’%-
Z:: :;;<xO6xS6 :P6NS :S6NV
Z:S :;;<NO6NS7 :P6NS :P6NS
Z:P :;;<xO6xS; :P6NS :P6NS
ZS: :;;<xO=x:6 :S6N< :S6N<
ZSS :;;<xO6x:; :S6N< :OONS
ZSP :;;<xO6xS= :S6N< :S6N<
ZP: :;;<xO6x:6 :P:NS :P:NS
ZPS :;;<xO6xS: :P:NS 77N<
ZPP :;;<xO6xSS :P:NS ;:NS
ZPV :;;<xO6xSP :P:NS :P:NS

总和 G,/&w :P:P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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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数量调查时所设计的截线"#!$#%和 #&的经 纬 度

见正文’

()*+! ,-./01234)/10510)*/1567-3816)14509-:1;"011

31<367-38147/*)3951./54.3)395176#!$#%$#&’

由 于 沿 =!$=%和 =&截 线 的 调 查 次 数 仅 &>?
次$发 现 的 瓶 鼻 海 豚 群 也 分 别 只 有 %@%和 A群$显

然$仅此数据不适于通过前述的复杂的参数估计来

分 析 瓶 鼻 海 豚 在 调 查 区 域 内 的 分 布 特 点$因 此$在

分 析 该 水 域 瓶 鼻 海 豚 的 分 布 规 律 时 仅 使 用 了 单 位

截 线长度发现的海豚群数"群 数B!CCDE’和 单 位 截

线长 度 发 现 的 个 体 数"个 体 数B!CCDE’这 两 个 指

标F

GHI 海洋捕捞渔业对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的

误捕影响

GHIHG 随船出海观察不同渔船渔具对小型鲸类的

影响 共随 ?艘 渔 船 出 海 !J5$观 察 了 !K个 网 次F
其中灯光围网船 !艘$出海 K5$观察 A个作业网次L
拖网船 !艘$出海 M5$观察 K个作业网次L刺网船 %
艘$出海 A5$观察 A个作业网次F记录渔船作业的地

点@时间和每次作业的捕获量和捕获种类F观察是否有小型鲸类的出现$如有$则记录其种类@数量及渔业

活动对其影响F

GHIHI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的误捕水平 通过与沿岸渔民的访问交谈$共填写了

KC份问卷调查表$其中拖网船渔民 ?A份$刺网船渔民 &%份$围网船渔民 &份F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船只的

类 型@规 格@功 率@吨 位 和 每 艘 船 的 渔 民 数L渔 具 的 类 型@规 格@网 目 大 小 和 放 置 深 度L每 年 的 作 业 时 间@范

围L主要捕获的鱼类和产量L以及对小型鲸类的捕获情况F用专门的问卷调查表记录上述内容F

GHIHN 从东山渔港记录被误捕的小型鲸类 包括种类和数量$误捕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误捕发生的渔

具类型$分析误捕发生的特点及对小型鲸类的影响F

I 结果

IHG 调查水域内瓶鼻海豚的种群密度

理论上 !C次截线调查可以得到 !C个群密度和个体密度值$但由于每次截线调查的距离较短$发现的

海 豚群数较少"除 %次无发现$!次发现 %群外$其余 O次均只发现 !群’$把 !C次截线调查的数据合并进

行分析F
表 I N种函数对野外发现的瓶鼻海豚群在不同距离范围内分布的拟合

PQRSTI PUTVWXYTZZ[VXU\TTV]ŶXW[YZX[XUT_WZX\WR]XW[Y[VR[XXSTY[ZT_[S‘UWYẐU[[SZWYXUT_WVVT\TYX‘T\‘TY_Ŵ]SQ\_WZa

XQŶTWYXT\bQSZ

距离范围"DE’

c)03./21)/31-:.40

初级群数的野外观测值

de01-:15f-)E.-;

028774/9Ee1-

初级群数的函数估计值

g<f12315f-)E.-;028774/9Ee1-
hg ih jgh

C>! M MHC& OHKO KHAA

!>% % %H!K !H!! CH?%

k% ! C+OJ CHC% CHC&

l%检验"5mn%’

l%,103
CH!J !!HJC !CHM&

hgo负指数分布函数h1*.3):11<f7/1/3).469/23)7/Liho半截尾正态分布函数i.46/7-E.469/23)7/Ljgpo一般指数模型

j1/1-.41<f7/1/3).4F

截线调查共发现 J个瓶鼻海豚群F最大群为 %C头$最小群为 %头$平均群大小"*’为 JH&&qMH!%头F
通过不同函数对野外发现的海豚群在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分布进行拟合时发现$负指数分布函数的期

?CC! 生 态 学 报 %C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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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值能与野外观测数据实现较佳的拟合!表 "#$鉴于此%本文以基于负指数分布函数的截线抽样法对调查

区域内瓶鼻海豚的群密度和个体密度进行估计$

根据野外调查数据计算海豚群与截线间垂直距离的平均值为 &’!(&)#*+’,-."/0
于是有 1!,#’!!+23#*+#*&’!423#*4#*,-."’3-"5
群密度 6’+1!,#*"7’!+23#*"7&’!423#*!"8339:8,-."#’:-;.:983,25!群*/0"#
种群!个体#密度 <’:-;.:983,258!4-55=;-3"#’,-,:5;=,-,"9;!头*/0"#

>?> 调查区域内瓶鼻海豚的分布

表 5给出了每条截线所得到的单位考察路线长度发现的瓶鼻海豚群数和 个 体 数$假 如 用 截 线 @33A

@3"A@35代表调查水域的北部%@"3A@""和@"5代表调查水域的中部%@53A@5"和@55和@5:代表调查水

域的南部%则 根 据 表 5的 数 据 可 以 粗 略 地 认 为%调 查 水 域 内 南 部 的 瓶 鼻 海 豚 发 现 频 率 明 显 高 于 中 部 和 北

部%而中部与北部间没有明显差别$
表 B 不同调查截线发现瓶鼻海豚的频率

CDEFG> HIJKLIMJNOGPQGMRIGSTNETLLFGMTSGUTFVKIMSIMUINNGOGMLFIMGLODMSGRLS

截线

@WXYZ

调查次数

[\]̂Y_
‘W0YZ

截线总长度!/0#
ab‘cd‘]cXZYe‘
dYXf‘g

海豚群数

[egbbd
X\0hY]

海豚个体数

iXjŴWj\cd
X\0hY]

群数*3,,/0
[egbbdX\0hY]
kY]3,,/0

个数体*3,,/0
iXjŴWj\cdX\0hY]
lY]3,,/0

@3 5 549?9 " 3" m?,"83,25 ,?,5,

@" 5 5m5?9 " 35 m?;m83,25 ,?,5.

@5 : :53?: m m4 ,?,3" ,?3.;

>?B 调查水域内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的误捕情况

虽然调查队员在东山港口广泛地与当地渔民接触并填写了 9,份问卷调查表%但由于瓶鼻海豚并不像

江豚 nopqrpsto+tqrpsto+puvow那样具有与其它鲸类迥异的鉴别特征%即使是很有经验的渔民也很难准确

地鉴定所捕获的海豚到底是瓶海豚还是其它具喙的小型鲸类$因此从问卷调查始终未获得有关瓶鼻海豚

误捕情况的直接资料$但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所有的围网船均曾在渔业活动中捕获过具喙的海豚类!其

中最近一次捕获海豚是 3.,4号船于 344.年秋季在台湾浅滩一带一网捕获 4头未鉴定的海豚类#%或至少

作业时曾在渔船附近发现过具喙的海豚类%而且发现海豚类的次数可占作业网次的 9,x以上$特别是问卷

调查中涉及到 5位围网船的船长和大部分渔民%具有多年的围网作业经验%能把曾捕获或发现过的具喙的

海豚类区分为体重 3m,y",,/f的较大类型和体重低于 3,,/f的较小类型$部分渔民还能指出%较大类型

海豚的喙不如较小类型的喙细长$结合随船出海的观察%他们所指的这种体重 3m,y",,/f的较大类型海

豚实际上主要是瓶鼻海豚$约 9:?:x的拖网船声称在作业时看见过具喙的小型鲸类$虽然有 :9?4x称曾

捕获过小型鲸类%但没有一次捕获是发生在最近 "年内$相应地%仅有不到 5,x的刺网船!"9?3x#作业时

曾发现过具喙的小型鲸类%曾捕获小型鲸类的比例更小%仅 4?5x$
再从随船出海的调查结果来看%"次随围网船出海中%每一网次均发现海豚类$在 m个网次发现的 m个

海豚群中%有 :群为瓶鼻海豚%另一群为点斑原海豚!z{o+o||tt{{o+}t{{t#$随拖网船出海的 "个航次 9个网

次的作业中%有 5个网次发现海豚的活动%全为瓶鼻海豚$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随刺网船出海 "个航次 m
个网次%但始终未能发现任何海豚的活动踪迹!表 :#$这一结果与问卷结果非常相似$

虽然在野外并没有直接观察到渔具在作业过程中对海豚造成伤害%但有两方面的证据提示渔业活动对

这一水域的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是有一定的捕捞影响的~!在 3449年 m月 "4日凌晨 "~,,y5~,,时%
跟随闽东渔3.,4号船在台湾浅滩"""5,?m4#$%339"""?3:#%处作业时%曾发现有一个点斑原海豚和瓶鼻海豚

组成的混合群$没有发现捕捞作业对其活动有明显的影响%在整个作业过程中他们与渔船渔具保持很近的距

离%直至作业结束方才离开$次日!m月 5,日#即有另一艘围网船!闽东渔 3mm5号#带回 "头因误捕致死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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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原海豚!闽东渔"#$%号的作业时间和"&&’号船基本一致(作业位置也仅相距数百米!因此(推测他们捕获

的这 )头点斑原海豚来自 )%日凌晨观察到的点斑原海豚*瓶鼻海豚混合群!而且(正因为该点斑原海豚群

与瓶鼻海豚组成混合群(因此(可以推测瓶鼻海豚被围网作业误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年 &月至 ")
月(从东山的捕捞渔业中记录到误捕致死的小型鲸类标本)$头(其中包括瓶鼻海豚-.头(’$/01点斑原海豚

-’头("&/01条纹原海豚-2345678965:9;:0-,头(<$/01里氐海豚-=7:>?8@A7B@68@0-"头(&/0和 江 豚-)
头("$/0!可见(瓶鼻海豚的误捕数量仅比条纹原海豚少!其中除 )头由拖网捕获外(其余 <头由围网捕获

-表 &0!这是调查期间得到的捕捞渔业误捕瓶鼻海豚以及其它小型鲸类的最直接证据!
表 C 随船出海时发现的小型鲸类

DEFGHC IJEGGKHLEKHEMNNOPQLHRRSTOMPUVWEPHNVMFVETRXONQOMPUHNNHGN

网具

YZ[\]

出海时间

_̂‘a[\b
cdeZ

网次

fd]gd_h
cdeZ]

记录的海豚种类

iZja\bZbbaklgd_]

群数

mjgaak
_ne‘Z\

个体数

o_bdpdbn[k
_ne‘Z\

备注

qacZ]

围网

rn\]Z
_Zc

s[t"%u)"(
"%%, )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u.
其中一群与点斑原海豚组成
混合群 o_jknbd_ha_Z]jgaak
edwZbxdcg]laccZbbaklgd_]

s[t).u’$(
"%%, ’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u,

点斑原海豚

mlaccZbbaklgd_ " "&u)$
与 瓶 鼻 海 豚 组 成 混 合 群

sdwZbxdcg‘acckZ_a]Zbaky
lgd_]拖网

z\[xk
_Zc

{n_Z$<u"$(
"%%, ,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u")

刺网

Ydkk_Zc
{n_Z"’u"#(
"%%, < $ $ $

|}出海时间还包括在渔场和渔港之间航行的时间 _̂‘a[\bcdeZ[k]ad_jknbZ]\an_bc\[pZkcdeZ‘ZcxZZ_~d]gd_hh\an_b

[_b~d]gd_hla\c
表 ! 从东山渔港记录的被误捕的海豚类

DEFGH! "VG#QOMN#HKOJHMNKE#LSTHRFWXONQHTOHNXTVJ"VMPNQEM$ONQOMP%VTL

时间

zdeZ

误捕地点|

&[cjgkaj[kdcdZ]|
离岸距离|

’d]c[_jZca‘[_(|
种类

mlZjdZ]

数量

o_bdpdbn[k_ne‘Z\

渔具

YZ[\]

"%%,y$&y)%
台湾浅滩

z[dx[_mg[ak
,$u"$$(e

点斑原海豚

mlaccZbbaklgd_
)

围网

rn\]Z_Zc

"%%,y$,y$)
台湾浅滩

z[dx[_mga[k
,$u"$$(e

点斑原海豚

mlaccZbbaklgd_
"

拖网

z\[xk_Zc

"%%,y$,y$.
台湾浅滩

z[dx[_mga[k
,$u"$$(e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拖网

z\[xk_Zc

"%%,y$,y))
台湾浅滩

z[dx[_mga[k
,$u"$$(e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拖网

z\[xk_Zc

"%%,y"$y"’
兄弟岛以外

n̂c]dbZ)da_hbdo]k[_b
*&$(e

瓶鼻海豚

vacckZ_a]Zbaklgd_
<

围网

rn\]Z_Zc

"%%,y"$y$<
兄弟岛附近水域

+b,[jZ_cca)da_hbdo]k[_b
*&$(e

江豚

fd_kZ]]la\lad]Z
)

刺网

Ydkk_Zc]

"%%,y"$y)#
红屿海域

-a_htn.[cZ\]
"$u)$(e

条纹原海豚

mc\dlZbbaklgd_
,

刺网

Ydkk_Zc]

"%%,y""y)&
兄弟岛附近水域

+b,[jZ_cca)da_hbdo]k[_b
*&$(e

里氏海豚

id]]a/]baklgd_
"

刺网

Ydkk_Zc]

| 根据渔民的描述确定的地点 j[cjgkaj[kdcdZ][_bbd]c[_jZca‘[_(xZ\ZZ]cde[cZb[jja\bd_hcabZ]j\dlcda_a~~d]gZ\e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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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调查水域内瓶鼻海豚的种群密度

本 次 调 查 所 得 到 的 瓶 鼻 海 豚 的 群 密 度$个 体 密 度%以 及 单 位 考 察 距 离 发 现 的 群 数 和 个 体 数 均 比 杨 光

等&’(报道的东海水域瓶鼻海豚的要低%但鉴于本次调查时间较短%截线数量较少%发现的豚群数和个体 数

还不够多%因此尚不能作出该水域瓶鼻海豚种群密度低于东海水域的结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野外调查

研究以增加调查时间和截线数量%并扩大调查区域覆盖台湾海峡更多的海域)

!"* 关于不同渔具对瓶鼻海豚及其它小型鲸类的误捕率

虽然问卷调查显示刺网对小型鲸类的影响较小%且随刺网船出海时也没有发现任何海豚类的活动%但

调查期间记录到的误捕致死的小型鲸类中%刺网误捕的个体数和比例却高于拖网和围网+表 ,-)作者认为%
这种差异可能主要与调查时间较短%调查范围较小有关)因此%为了获得该水域捕捞渔业对小型鲸类影响

的更详细和更准确的资料%进一步增加调查时间和扩大调查范围可能是必要的)同时%这种不同调查方法

之间的差异提示人们%在海豚类误捕情况的调查中不可盲目地偏废某种方法%而应该使用不同的方法%相

互比较%相互补充)同样%虽然从表 ,的数据看来%似乎不同的小型鲸类误捕的渔具类型不同%如江豚全由

拖网捕获%点斑原海豚主要由围网和拖网捕获%而条纹原海豚和灰海豚则全由刺网捕获%但这一结论还有

待进一步验证)比如就瓶鼻海豚而言%本次调查则显示围网的误捕率高于拖网%而以前收集的资料&.(则是

拖网的误捕率高于围网%同样%根据以前收集的资料%江豚是这一水域误捕最多的小型鲸类%但本次调查仅

记录到 /头江豚标本%占总数的 012%仅比里氏海豚多%这也可能与调查时间较短等有关)
另一方面%虽然从捕获海豚的绝对数量来看%拖网和刺网要远远高于围网%但是根据随船出海的观察%

围网作业时发现海豚的频率要明显高于拖网及其他渔具)问卷调查也提示%围网船发现海豚类的频率要高

于其它网具)因此%笔者认为单艘围网船对海豚类的误捕影响%或单位捕捞努力对海豚类的影响实际上要

高于拖网船和刺网船)之所以围网误捕海豚的总量低于拖网和刺网与后两者在当地渔业中占的比例远远

高于围网有关)目前%随着拖网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影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当地水产部门正着手将一

些拖网作业改为围网作业)但围网渔业的比重增加极有可能导致该水域小型鲸类误捕量的增加%有必要引

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 关于台湾浅滩一带的小型鲸类误捕

调查水域的南部%特别是东山兄弟岛至台湾浅滩一带是台湾海峡南部的重要渔场%闵南和广东的许多

渔民均在此作业)仅东山渔港就有 0111条以上不同类型的渔船在这此捕鱼)实际上%该区域不仅是问卷调

查发现海豚最多的水域%也是问卷调查显示的误捕发生最多的区域%而且本次调查期间记录到的绝大部分

小型鲸类标本均来自这里)因此%这里是今后需要就捕捞渔业对小型鲸类影响作重点监测的区域)

3 保护对策

3"# 加强对渔民和其他渔业相关人员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海豚类的保护意识

虽然该水域内没有专门的鲸类捕捞渔业%而且绝大部门渔民均表示一旦捕获海豚他们会将其放生%但

确有部分+00"42-渔民曾将捕获的海豚类杀死%特别是当它们认为海豚类在捕食网具内的鱼类以及逃生

时会将网具破坏%因而将仇恨发泄在被误捕的海豚身上)即使是将误捕的海豚放生的渔民中%仅有 5"52的

渔民知道海豚类是国家保护动物)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向渔民灌输对小型鲸类的保护意识%让他们清楚地

知道小型鲸类的保护符合国家法律%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建议上述宣传教育工作可以通过当地的水产

部门配合进行)特别是可以在每年向当地渔民发放渔业捕捞证的同时%向渔民分发一些有关小型鲸类保护

的图片$宣传资料$小册子等)这样%不仅可提高当地渔民保护小型鲸类的责任心和自觉性%也可提高渔民

在海上误别小型鲸类的能力%以便在作业时一旦发现小型鲸类可以及时采取措施避免误捕%或误捕海豚后

及时放回大海%从而有效地减少死亡%这是目前能采取的最有效和最实际的措施)

3"* 加强对台湾海峡瓶鼻海豚等小型鲸类的种群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

建议继续开展对该水域小型鲸类误捕水平和不同渔具及作业方式与小型鲸类误捕之间关系的调查研

究%以及瓶鼻海豚等小型鲸类的种群数量$分布和季节动态的研究)特别是东山附近的兄弟岛至台湾浅滩

水域)这里是截线调查发现海豚最多的水域%也是调查期间记录误捕海豚最多的水域)结合误捕资料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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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物学资料!将更准确和客观地评估误捕对这一水域小型鲸类种群变化和保护生物学状况的影响!并制

定更为有效的保护措施以提交给相关的水产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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