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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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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珊瑚礁区生物多样性程度可以与陆地热带雨林相提并论 ，目前关于珊瑚礁物种多样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研究进展迅 

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基地。作为一种生态资源，珊瑚礁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近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逐渐变暖、人类活 

动影响不断加剧，导致其生物多样性缩减、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珊瑚礁生态系统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已成为珊瑚礁研究热点，珊 

瑚礁生态环境效应和保护管理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广阔的南海海域和海南岛、台湾岛、香港 

和广东广西沿岸，礁区生物种类繁多，多样性程度较高，以往研究主要涉及地质、地貌、生物、环境等方面，现今和今后一段时间 

里迫切需要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研究，以确保更有效地保护和管理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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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i2 coral reefs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ZHAO Mel—Xia ，YU Ke-Fu ，ZHANG Qiao-Min (1．South China ⅡIn stitute of Oceanology，Chines Academy of Sciences，GuⅡngzhOu 

510301，China；2．Graduate School of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ActaEcologica Sinica，2OO6，26(1)：186—194． 

Abstract：Coral reefs are habitats to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organisms and are thus well known as“the rainforests in the 

ocean”
．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woad’s most spectacular ecosystems．Many biologists and ecologists have employed a multitude 

of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coral reefs．These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reef systems host invaluable biodiversity． 

Albeit about a third of all marine organisms thrive in coral reef ecosystems。surprisingly，their total area makes up <1％ of 

marine surface area．Furthermore．only about 10％ of al1 species on reefs have been studied and described with the direct 

implication that about 90％ of the species on the woad’s coral reefs have remained undiscovered．There are two major coraI 

faunas：Indo-pacific and Atlantic．The Indo—pacific reef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higher biodiversity than the Atlantic 

probably due to different dynamic processes taking place in these two systems．Corals are sensitive to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 

sediment and nutrient inputs to marine systems，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and distinctive patterns．In addition to species 

diversity，genetic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has emerged as the new focus in this field．From a human perspective．coral reefs are 

not only a source of wonder，but also an invaluable source of marine food，medicine and industrial materia1．They also provide a 

protective role for mangrove and other near-shore ecosystems from tropical storms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ideal treasured study 

destination for scientists．Different species may compliment the functions of each other in coral reef ecosystem
． Recently due to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and especially climate change(global warming)，which have aggravated destruction on coral reef systems． 

biodiversity redu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degradation have received incredibl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nature 

conservationists．Therefore，the study of reef ecological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dwindling biodiversity is a current situation that 

requires extremely urgent attention to redress．In China，coral reef is very pretty and characterized by high biodiversity and 

基金项 目：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资助项目(2oo2ccAo27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墓点资助项目(40231009)；中国科学院创新资助 

项 目(KZCX3 SW．220) 

收稿日期：2005．05．04；修订日期：2005．11-29 

作者简介：赵美霞(1981～)，女，山东省菏泽市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珊瑚礁生物与生态研究．E．mail：zhaomeix@sc8i0．ac，cn 

Foundation item：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cience&Technology Special Scheme(No．2002CCA02700)，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0231009)and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ZCX3．SW．220) 

Received date：2005—05-04；Accepted date：2005-11-29 

Biography：ZAHO Mei—Xia，Ph．D，candidate，mainly engaged in coral reef biology and ecology
． E-mail：zhaomeix@scsio．ac．e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赵美霞 等：珊瑚礁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 187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hence，the need for deep research aimed at conserving this rich ecosystem
． The primary approach 

towards this important goal of conservation is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their ecological functions，classify and 

catalogue them and develop a long-term monitoring program for the coral reef dynamic processes．This approach，if effectively 

applied and implemented，will boost the recovery and conserv~ion of coral reef systems not on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also in 

other WOrld marine environments． 

Key words：coral reef；biodiversity；ecological function；ecosystem 

珊瑚礁为海洋中一类极为特殊的生态系统，保持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初级生产力，被誉为“海洋中的热 

带雨林”、“蓝色沙漠中的绿洲”，一般认为达到了海洋生态系统发展的上限。作为一种生态资源，珊瑚礁还具 

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不仅向人类社会提供海产品、药品、建筑和工业原材料，而且防岸护堤、保护环境，一直以 

来都是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珊瑚礁研究由来已久，达尔文于 1842年首次发表了关于世界珊瑚礁的类型和 

分布情况的论著，开创了珊瑚礁地质学的研究，分类学家对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的争论吸引了众多生物学家 

对珊瑚礁生物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加剧，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缩减、生态功能退化 

现象日益突出，加强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研究，特别是以物种多样性研究为基础开展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 

样性研究，加强珊瑚礁生态功能尤其是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加强珊瑚礁保护管理和生态修复研究，对维持珊瑚 

礁生态平衡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珊瑚礁生物的物种多样性 

世界珊瑚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全球约 110个国家拥有珊瑚礁资源，其总面积 (Smith ： 

617000kin：：Coppe ：1500000kin2；Spalding等 ：255000km2)约占全部海域面积(Reaka．KudlaH ：340 X 106 km ) 

的0．1％～0．5％，已记录的礁栖生物却占到海洋生物总数的30％ 。 

Tavl0r曾报道非洲塞舌尔珊瑚礁区3100kin~范围的海域有软体动物320种 ；Peyrot在 Moorea礁坪的一个 

死珊瑚带发现生物 4大门类 776种 ；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造礁珊瑚有 350种，海洋鱼类有 1500～2000种， 

软体动物超过 4000种n 。在更小区域范围内，Gibbs曾报道过在一块死礁岩内发现220种 8265个隐生生物个 

体⋯；Grassl。也曾在一活珊瑚群体上发现 103种多毛类生物 。因此，珊瑚礁以其高生物多样性被誉为“蓝色 

沙漠中的绿洲”、“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但珊瑚礁区实际存在的生物种类还远不止这些，很多小型、微型的生物种类未被记录描述，特别是海洋细 

菌和微型浮游动植物等以前受采样和分析方法限制的种类；珊瑚礁岩石缝隙和珊瑚枝丛间隐生生活着众多的 

钻孔或穴居生物，它们虽然不容易被观察到，但其地位与热带雨林中的昆虫相当 ，种类和数量也很惊人。此 

外。珊瑚礁生物还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如大西洋珊瑚礁区等脚类甲壳动物中90％为地方特有种类，印度洋、 

中 东部太平洋、西太平洋分别为50％、80％、40％n 。所以可以预测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小 

型、微型、隐生性和地方性珊瑚礁生物种类被发现。Reaka．Kudla 按照种．面积之间的关系公式和假设估计珊 

瑚礁区生物物种总数约为 95万种，而实际报道发现的珊瑚礁生物种类仅为 9．3万种，还不到其估计量的 

10％，大于90％的珊瑚礁生物还未被人们所知，因此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就已知的珊瑚礁物种而言，现代分类学借助新技术和方法研究发现，很多过去认为是同种的生物实际是 

由几种不同生物种类组成，例如 1992年，Knowhon等n 人对加勒比海区的造礁石珊瑚 Montastrea annularis抽 

样重新分类后确认为3种不同种类，这些认识进一步揭示和丰富了珊瑚礁区的高生物多样性。 

2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特征 

研究同一生态系统内不同生物的物种多样性时发现，各生物种类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Gaston 纠在 2000 

年曾提出可以用某些生物类别作为研究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代用指标。造礁珊瑚是珊瑚礁体的最主要贡献者， 

它的生长和分布对礁区其他生物的栖息和生长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定程度上，造礁珊瑚的多样性状况即 

可反映珊瑚礁区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特征，例如，Bellwood等n 在研究中就用到以造礁珊瑚的物种多样性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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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标。 

由于对自然环境条件有严格的要求，造礁珊瑚的分布范围只局限在热带和部分亚热带海区，主要有两大 

区系：大西洋．加勒比海区系和印度 太平洋区系。这两个地区的珊瑚礁面积分别占全球珊瑚礁总面积的 8％ 

和78％Ⅲ7]，是最主要的珊瑚礁区。就已报道的造礁珊瑚种类，印度．太平洋区系有 86个属 1000余种，而大西 

洋_力Ⅱ勒比海区系有 26个属 68种 。这两个海区的珊瑚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差别很大，通常认为是由于地理 

障碍所致，其问的巴拿马海峡在 600万年前形成使得这两个区系的珊瑚独立演化。 

从生物种类的密集程度来看，东南亚珊瑚礁区是生物多样性程度非常高的地区，被称为“珊瑚三角地 

带”Ⅲl ，传统生物地理学对这个地区的高生物多样性的解释主要有起源中心说，累积重叠说和生存避难中心 

说等，现在一般认为这里既是生物的避难所，又是新物种的滋生地。本区域以外的珊瑚礁地区随着纬度或距 

离的不同而呈现生物多样性的梯度变化。 

在特定的某一礁区范围内，珊瑚礁生物多样性表现出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层的特征，礁前坡、礁坪和泻湖的 

生物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显差异  ̈，不同水深处的特殊生态环境适宜于不同生物生存。 

3 珊瑚礁的生态功能 

珊瑚礁多样的生物和环境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Moberg ’ 等曾系统地论述了珊瑚 

礁生态系提供资源和物理结构功能、生物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功能、信息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等。研究表明： 

健康的珊瑚礁系统每年每平方公里渔业产量达 35t，全球约 10％的渔业产量源于珊瑚礁地区⋯，在印度．太平 

洋等发展中国家则可高达 25％ ，是人类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海藻、海绵、软体动物和某些珊瑚体内含有 

高效抗癌、抗菌的化学物质，有广阔的药物开发潜力；珊瑚骨骼在医学上可用于骨骼移植；很多海藻可用来提 

取琼脂和胶等工业原料；珊瑚礁系统内的碳酸钙常被用作建筑材料，珊瑚礁还是重要的生态旅游基地，据 

1994年统计大堡礁每年的旅游收入约为 6．82亿澳元，1990年加勒比海礁区的旅游收入达 89亿美元 。珊 

瑚礁对于环境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如礁栖生物可用作污染监测的指示种 ，造礁珊瑚特别是滨珊瑚可 

用来重建热带表层古海水温度 纠等。造礁生物参与形成的礁体，不仅为其它喜礁生物提供复杂的三维立体 

生境，而且具有重要的防浪护岸效应，为海草、红树林以及人类提供安全的生态环境。珊瑚礁不断堆积成陆 

地，为人们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珊瑚礁生物的迁移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和促进营养循环有重要意 

义 。 

由珊瑚礁生物参与的生物化学过程和营养物质循环对于维持和促进全球碳循环有重要作用㈨ 。同时， 

这种生物化学过程也维持了全球钙平衡，每年珊瑚礁沉淀输送到海洋中的钙约有 1，2×10'3molt 。 

Moberg等 等认为珊瑚礁生物通过参与各项生态过程而形成各种特定的功能群，共同完成重要的生态 

功能，故生物多样性对维持和促进生态功能的发挥有重要作用。依据其生态功能的不同，珊瑚礁主要生态类 

群有： 

(1)造礁生物 礁体最主要的贡献者是造礁石珊瑚，不同形状的珊瑚种类在构建珊瑚礁体方面的贡献和 

为喜礁生物提供生境的作用有明显不同，例如枝状珊瑚生长快，分叉多，利于游动型生物栖息捕食，而块状珊 

瑚为许多隐藏生物提供生存之所。依据其形态及功能不同，Bellwoodb 将造礁珊瑚分成分枝状、叶片状、块 

状、蜂巢状，结壳状等功能群。 

参与造礁的生物除造礁珊瑚外还有其他很多种类，如珊瑚藻、有孔虫、海绵、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等涉及 

动物、植物各大门类，依据其参与造礁的形式不同，可以概括为造架生物、堆积填充生物和粘结生物等 3 

类 。 

(2)光合自养藻类 和陆上生态系统一样，珊瑚礁生态系的生产者主要也是靠光合作用来固定能量、提供 

营养。参与光合作用的藻类主要是微藻和共生藻类。其中虫黄藻(zooxanthella)一般共生于珊瑚组织内部，通 

过光合作用向珊瑚提供氧、糖等营养物质，同时消耗宿主珊瑚排泄的代谢产物维持生长，两者形成紧密的共生 

关系。研究表明虫黄藻能够促进珊瑚骨骼钙化、加快造礁过程 。新近研究还发现因基因型不同，与珊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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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虫黄藻耐受高温的能力有明显不同，基因D型虫黄藻比c型虫黄藻更能耐受高温，在经历过严重白化事 

件后的珊瑚礁区，基因 D型虫黄藻所占比例增高，占明显优 ，这对研究珊瑚礁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重要 

意义。 

(3)控制系统结构的顶级捕食者 顶级捕食者，主要是一些肉食鱼类，通过捕食来控制系统结构的平衡， 

在珊瑚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例如肯尼亚珊瑚礁由于对顶级捕食者的过度捕捞，导致它们的猎物海 

胆数量猛增，大量海胆掠食珊瑚礁保护层的藻类，因而伤害珊瑚，海胆吃掉大量海藻后，使得赖海藻栖息的鱼 

及无脊椎也大量减少，不仅破坏了碳酸钙平衡b ，而且大大减少了其他鱼类产量，所以过多的海胆一般被视 

为珊瑚礁不健康的讯号，代表珊瑚礁已被过度捕捞。长棘海星和其他一些专门啃食珊瑚为生的软体动物爆发 

式增长也常常与捕食性鱼类的大规模减少有关 。 

(4)调整和控制珊瑚群落的草食性种类 在维持系统状态、控制和调整珊瑚生长方面，草食性动物通过控 

制快速生长的藻类起作用，如加勒比海区海胆通过啃食藻类防止其与珊瑚争夺栖息地来保证珊瑚生长 。 

依据作用方式的不同，Bellwood_3川将利于珊瑚固着和生长的草食性鱼类大致分 3类：生物侵蚀类、刮擦类和牧 

食类。 

草食性动物作为食物链和食物网中关键的一环，在保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面意义重大，而且它们还 

会影响到物种组成、生产力状况和生物固氮和生态演替及其他生态过程和功能 ]。譬如珊瑚礁区雀鲷 

(damselfish)通过强烈攻击侵入其领地的外来生物，包括驱赶采食珊瑚的鹦嘴鱼、长棘海星等保护珊瑚免受侵 

害 ，从而在维持初级生产力、促进造礁珊瑚的恢复和固氮效应方面起重要作用。 

专家利用主成分方法分析b引发现影响珊瑚礁区生态系统状况的主要生态类群是大型的草食性动物和杂 

食性动物。 

(5)其他浮游和底栖微生物 珊瑚礁生物群落中的浮游和底栖微生物也很重要。礁区微生物和蓝绿藻可 

以吸收空气的氮，起到生物固氮的作用 ]。珊瑚礁具有的环境优化功能也主要通过微生物起作用H ，如微生 

物的分解作用可以对石油产品等进行解毒消化。 

4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研究发展趋势 

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研究一般主要集中在物种多样性研究层面，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的现状(包括受威胁 

现状)、形成、演化及维持机制等方面，相关的研究涉及珊瑚礁各种生物种类，如甲壳动物、棘皮动物、珊瑚及礁 

栖鱼类 “∞ 等。目前生物多样性研究已经逐步向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扩展，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成为竞相研究的热点，而珊瑚礁生态环境效应和保护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4．1 珊瑚礁生态系统多样性 

不同珊瑚礁生态系统因其内部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生境的多样性是生物群 

落多样性形成的基本条件，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动态(包括演替和波动)等方面 

的多样化，生态过程主要是指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在时间上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之间及 

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根据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不同，珊瑚礁生态系统可划分为四大生物地理区域：印度洋一西太平洋地区 

(IWP)、东太平洋地区(EP)、西大西洋地区(WA)和东大西洋地区(EA)n 。这四大地区在物种组成和多样性 

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IWP和 WA只有一种相同的造礁珊瑚物种，1wP是生物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地区，其造 

礁珊瑚种类是 WA的 10倍n ，鱼类多样性是 WA的6倍。卸 ，而且砗磲与藻、海葵与海葵鱼等的共生关系也较 

其他地区更为多样。 

研究发现在珊瑚礁生态系统内部，生物群落具有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层的特征，生物多样性随环境梯度不 

同而变化显著。所以可以借助多样性指数描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特点 、利用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相 

关性对生态系内生态过程进行研究n ，而且长期、实时监测 ̈ 和模拟研究 可以不断地加深对生态系统现 

状和动态变化的了解，促进对导致生物群落变化的机制的认识，这些对于珊瑚礁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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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义 。 

4．2 珊瑚礁生物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又称基因多样性，主要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遗传多样性是物种水平多样性的最重要来源， 

决定(或影响)种内、种间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个物种对人为干扰进行成功反应的决定因素，同时 

决定着物种进化的潜能。 

珊瑚礁区是巨大的基因库，种类繁多的生物其基因型表现各异。研究各生物种类的遗传多样性，对于明 

确珊瑚礁生物的内在适应性、搞清生物进化动力和变异程度，以及物种以上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变化等具有 

重要意义。 

现在关于珊瑚礁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方面研究越来越多，但总体来看 ，主要集中在造礁珊瑚和礁栖鱼类等 

少数物种，如 M0rt0n 对香港附近的石珊瑚 Platyra sinensis和 Bay 对印度-太平洋海域的珊瑚礁鱼 Chlorurus 

s0rdidus的遗传多样性研究等，Uthickef2 和 Leaw 等人针对海参的种群遗传学进行了初步研究。 

4．3 珊瑚礁的生态环境效应与保护管理 

(1)珊瑚礁现状评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珊瑚礁持续衰退。1992年首次定量评估全球珊瑚礁，认 

为世界珊瑚礁已经彻底消失 10％，如果没有紧急管理行动，另外 30％将在 10～20a内消失；2000年重新评估 

时认为，全球珊瑚礁已经减少 27％(退化程度 >90％，其中 1998年前因人类活动减少 11％，因 l998年全球白 

化事件减少 16％)，处于紧急状态礁(退化程度 50％ 一90％，2～10a内可能消失)14％，受到威胁礁(退化程度 

20％～50％，10—30a内可能消失)18％，其余 41％为健康状态。2004年评估认为全球珊瑚礁减少 20％(因为 

1998年白化事件减少的 16％中已经恢复6．4％)，紧急状态礁和受到威胁礁分别上升到24％和 26％，健康状 

态礁下降到 30％。即使被认为保持原始状态最好的大堡礁也显示了系统的退化，过去40a中活珊瑚平均覆盖 

率由40％下降到20％，长棘海星爆发和白化事件不断上升 。加勒比海地区珊瑚礁发生灾难性退化，活珊瑚 

平均覆盖率由50％(1977年)下降到 10％(2001年) 。 

影响珊瑚礁退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两个方面。由于人类活动影响的范围和强度 

不断增大，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珊瑚礁生态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过度捕捞、生态环境污染和直接挖掘等方面。随着人口迅速增长， 

对珊瑚礁资源的需求量 日益增加，珊瑚礁的渔业捕捞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能提供的最大持续产量，导致珊 

瑚礁群落结构简单化_3 ，系统功能受损。20世纪 60年代大堡礁发生的长棘海星 (Acanthaster planci)猖獗事件 

和80年代西大西洋发生的珊瑚灾难性死亡事件 均与过度捕捞有关。珊瑚礁区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 自于 

未经处理的排污和油气污染等，特别是城市污水和农业用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人海导致浅海水域富营养 

化，造成大藻类繁茂生长，珊瑚礁区转变成由大藻占主导地位的“大藻状态”。最严重的一次油溢事件导致巴 

拿马珊瑚礁区珊瑚覆盖率下降了50％～75％ 。海岸建设、土地利用和珊瑚礁区的直接挖掘导致浅海水域沉 

积物的增加，进而降低海水的透光度，使珊瑚得不到充足的光照而生长受限。即使被认为是保持原始状态最 

好的大堡礁，陆源沉积自欧洲移民定居以来已经增加了四倍 。除此之外，采掘珊瑚烧制石灰、建筑房屋和 

制作纪念品和工艺品等行为虽严加禁止但一直没有杜绝，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直接潜水和船体抛 

锚对礁体和生态系的破坏也越来越突出。 

有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是珊瑚礁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温室气体含量增加，全球持续变暖导致的珊瑚 

礁白化是造成当前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的最主要原因。研究表明礁区温度只要持续几周高出珊瑚生长极限 

温度 1～2℃就可以导致珊瑚礁白化 7]，如 1997～1998年由于 ENSO的强烈影响，海水温度升高，全球珊瑚礁大 

面积白化，在印度洋中部，有 90％以上的珊瑚礁区出现白化现象，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此外，可以导致珊瑚 

礁白化的因素还有盐度降低、高紫外线辐射和低温 等，余克服等人H朝首次提出冷白化“cold．bleaching”新 

概念。海水化学成分由于空气中的CO 含量增加而发生变化导致珊瑚骨骼疏松，礁体增长缓慢；频繁发生的 

强烈台风事件，直接摧毁折断枝状珊瑚、掀翻大块礁岩并降低海水盐度、增大海水混浊度、减少溶解氧等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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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生态环境从而影响生物群落变化，使得珊瑚礁受损，短期内得不到很好恢复。此外，珊瑚病害也愈来愈 

严重，自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珊瑚疾病已经涉及到 106种珊瑚，范围遍及 54个国家 ，最严重的一次是 20 

世纪80年代发生在加勒比海区的珊瑚病害事件口 。 

(2)珊瑚礁的保护和管理 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是维持珊瑚礁区生物多样性并正常发挥生态功 

能的前提条件，因此保护珊瑚礁十分必要。具体包括： 

① 普及珊瑚礁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知识，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 保护珊瑚礁是一项以保护全民利益 

为目标的巨大工程，需要人们共同的关注和维护，因此普及珊瑚礁知识必不可少。许多国际组织(ICRI国际 

珊瑚礁倡议，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OC国际海洋学委员会，UNESCO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通过国际研讨会、发表和出版珊瑚礁研究资料的形式引起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为其 

提供评价和管理的依据。各国的研究部门和环保工作者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 

② 建立保护区，保护珊瑚礁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建立保护区，是保护珊瑚礁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的有利措施，1975年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珊瑚礁保护区。在保护区及附近礁区，通常渔产量 

保持稳定并有显著提高，而且还可以带动生态旅游的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经济。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 

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号召建立更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并且扩大完 

全保护区(no．take area)的面积，2004年初澳大利亚把大堡礁完全保护区面积从 1981年的5％扩大到 33％，美 

国计划到2010年珊瑚礁完全保护区面积达到 20％_3 。 

③ 开展珊瑚礁修复工作 在已遭到破坏和正在退化的珊瑚礁区进行的生态修复工作_舶 主要有：将倾覆 

的珊瑚礁岩翻转，将破碎的珊瑚体转迁到安全地带暂时保存；清除或者固定疏松碎屑物，防止其覆盖珊瑚或致 

使水质混浊；重建礁岩三维立体结构，为海洋生物营造生存空间；移植珊瑚和海绵动物等，使其在新的领地固 

着生长等。 

④ 建立长期监测网络，监测珊瑚礁的动态过程 对珊瑚礁进行长期监测可以积累有关珊瑚礁现状和动 

态的基础资料，供管理和决策参考。建立生态监测网络，重视关键功能群的生态功能和功能冗余情况以及功 

能群中各种生物对外界变化的不同响应等b ，对深化认识各地珊瑚礁区生态变化有重要意义，使得进一步开 

展珊瑚礁保护和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 

5 我国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研究概况和展望 

我国的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南海，环礁为主，在海南岛、广东省和台湾岛沿岸分布有岸礁。 

粗略估算，南海诸岛珊瑚礁总面积约3万 kfTl2 ]，迄今为止已记录的南海周边地区和南海诸岛造礁珊瑚 

50多属 300多种 。已报道的南海鱼类、虾蟹类、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物种数 分别 占中国海域物种的 

67％、80％、75％、76％ (中国海生物共44门，20278种)。 

近年来，我国对现代珊瑚礁的调查研究已经触及南海各个珊瑚礁地区，研究领域涉及地貌与表层沉积、地 

质及其发育演化、珊瑚记录环境变化、生物生态、工程 等。我国台湾学者在台湾珊瑚礁生物多样性方面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大陆关于南海珊瑚礁区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开展了不少工作，大大丰富了南 

海海洋生物物种多样性：造礁石珊瑚、鱼类、软体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5 副等，而且对与生物多样性联系 

紧密的环境条件及相关关系作了论述 。 

关于我国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不少学者提出了宝贵建议 。政府部门也制定了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编制多项行动计划，并将各项管理措施付诸实施，建立了海南三亚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 

(1990年，国 家级)、福建东山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1997年，省级)和广东徐闻珊瑚礁 自然保护区(2003年，省 

级)。涠洲岛于2001年底初步组建了监测与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的海洋生态站，监测生态系统状况，如物种组 

成及分布变化、生物量、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等。 

但是相比于国际珊瑚礁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粗浅，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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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对珊瑚礁区生物调查和编目，丰富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珊瑚礁区大量小型、微型、营钻孔穴 

居等生物物种都有待发现并描述记录，所以加强珊瑚礁区生物普查和编目十分必要，以求获得生物多样性方 

面更新更全物种资料。 

(2)利用现代分类学技术加强生物分类，健全生物多样性信息。传统的分类学主要靠形态特征和生理特 

性进行分类，有很多不同的生物种类被近似地归为一类，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可纠正这样的错误，一定程 

度上增加生物种类数目，进一步丰富生物多样性信息。 

(3)~Jn强珊瑚礁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切实做到保护珊瑚礁生物多样性。虽然建立了不少珊瑚礁保护区，但 

是珊瑚礁遭破坏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必须要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保护和管理力度，使保护区真正地起到保护 

作用。 

(4)加强珊瑚礁区长期监测，寻找珊瑚礁动态变化规律，避免以偏概全的片面结论。而且对珊瑚礁方面的 

某些争论，如引起珊瑚礁白化的具体机制、珊瑚礁白化究竟是一种被迫反应，还是主动适应等问题，需要更多 

的实验和实测数据来解决。 

(5)重视珊瑚礁的生态修复研究和实践。尽管关于珊瑚礁生态修复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和实践，但有些 

生态特征我们还不了解，总体来说仍然处在试验阶段，并且不同礁区控制珊瑚礁发育的主要因素如光照、盐 

度、沉积、营养水平、捕食、竞争等不同，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所以还需对这些影响因子的作用系数作进一步 

研究，针对具体礁区确定更加详细的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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