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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重要珊瑚礁海域鱼类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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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广州510300)

摘要：根据1998年5月、1999年5月和2003年5月在西沙群岛北礁、永兴岛、琛航岛、华光礁、浪花礁、金银

岛、东岛和玉琢礁等8个岛礁的调查资料，研究了西沙群岛岛礁水域的鱼类区系。在8个岛礁共捕获鱼类48科

261种，其中礁栖性鱼类占78．93％，在8个岛礁广泛分布的鱼类只有33种，各礁区之间种类的相似度不超过

41％，因此，种类多样性高和相似度低是该区域鱼类区系的2个主要特征。与南沙岛礁(1998—1999)延绳钓、

刺网和手钓以及南沙群岛西南陆架区(1991)、南海北部海域等底拖网鱼类相比较，物种相似度分别为34．0％、

5．1％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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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In May 1998，May 1999 and May 2003，three survey c11lises were carried out in e远ht coral reef waters(Bei Reef，

Yon弘in Island，Chenhang Isl彻d，HuaguaIlg Reef，IaJlghua Reef，Jinyin Island，Dong Island and Yuzhu Reef)by handline，long·

line alld bottom画11net fishing．261 species“Fishes were caughl in these reef waters，78．93％of which were reef fish species，33 of

which were common species 0ccurring in at least 6 reef waters，and species similarity coemcients between various two reefs were less

th帅41％．Thus，high diversily and low species simil撕ty are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0f fish fauna of the eight reefs．comp盯ed with

Nansha Islands(1998～1999)， south-westers continental shelf waters of the Nallsha Islands(1991) and northem of South China

sea，species simil撕ty co蕊cients are 34．0％，5．1％明d 6．8％，respectively．

Key w叫dS：6sh fauna；species simil撕ty coemcient，coral reef；Xisha Islands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方170多海里，北纬

15046 7～17008 7，东经11l 011 7～112。50’，由宣德

群岛和永乐群岛组成，北起北礁，南至嵩焘滩，东

至西渡滩，西至中建岛，共有29个岛屿、沙洲和

4个高潮适淹的环礁。

西沙群岛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长期以来已成

为我国渔民生产活动的基地。西沙群岛及附近海

域，具有独特的热带珊瑚礁和深海大洋性的生态特

点，生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20世纪50年代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西沙群岛珊瑚礁鱼类区

系进行初步调查，但由于调查的渔具所限，渔获的

种类较少，难以真正反映西沙群岛鱼类的多样

性¨’2 J。1975～1976年，为了开发外海渔业资源，

南海水产研究所对西沙群岛海域的大洋性鱼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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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专业探捕调查，但未见有关鱼类组成的公开

报道‘3I。1998。1999年和2003年，南海水产研究

所对西沙群岛几个重要珊瑚礁进行了专业的调查，

本文根据这3次调查所采集到的标本进行分析，以

弄清西沙群岛鱼类的组成情况。

1材料与方法

1998—1999年调查的岛礁有北礁、永兴岛、

琛航岛、华光礁和浪花礁等5个岛礁，2003年调

查的岛礁有北礁、华光礁、金银岛、东岛、浪花

礁、玉琢礁和永兴岛等7个岛礁，各岛礁的调查地

理位置参见图1。1998一1999年和2003年的调查

船及所用调查渔具及采样方法详见参考文献[4]、

[5]和[6]。

图1西沙群岛各调查岛礁位置

Fig．1 Locations of tlle seven coral reefs of Xisha Islands

2结果

2．1鱼类种类组成

西沙8个岛礁手钓、流刺网、底层刺网和延绳

钓等4种作业方式3个调查航次总共捕获鱼类261

种(其中九棘鲈属、海猪鱼属、鹦嘴鱼属和刺尾

鱼属未定种各1种)，其中1998一1999年调查共渔

获157种o7l，2003年调查共渔获177种，2003年

调查出现的种类中共有83种在1998—1999年调查

中没有出现过的种类，见表l。捕获的261种鱼类

分隶于14目48科77属，其中软骨鱼类共计4目8

科8属18种，硬骨鱼类共计10目40科69属243

种。其中鲈形目28科55属186种，占71．26％，

居绝对优势；金眼鲷目18种，占6．90％；纯形目

有15种，占5．75％；鳗鲡目有12种，占4．60％；

其余10目仅有30种，占11．49％。

根据鱼类的栖息特点，其中206种属于珊瑚礁

鱼类，占总种数的78．93％，包括：狗母鱼科1

种、海鳝科11种、蛇鳗科1种、鲲科2种、灯眼

鱼科16种、鳍科20种、方头鱼科2种、笛鲷科19

种、裸颊鲷科8种、鲷科2种、松鲷科1种、锥齿

鲷科4种、绒科2种、羊鱼科9种、单鳍鱼科1

种、蝴蝶鱼科18种、隆头鱼科24种、鹦嘴鱼科

25种、雀鲷科5种、鳎科2种、拟鲈科1种、鲥

科1种、篮子鱼科4种、镰鱼科1种、刺尾鱼科15

种和鳞纯科11种，另外55种为非岩礁鱼类，占总

种数的21．07％，包括：六鳃鲨科3种、猫鲨科1

种、皱唇鲨科1种、真鲨科7种、双髻鲨科1种、

角鲨科1种、红科3种、燕红科1种、飞鱼科3

种、烟管鱼科1种、鲟科2种、大眼鲷科2种、够

科8种、银鲈科1种、眶棘鲈科3种、石鲈科2

种、蛇鲭科4种i鲭科1种、鲅科1种、鲇科5

种、革纯科2种和纯科2种(这些种类有的属于大

洋性种类，有的属于底层种类，在南海的中部、北

部或南沙群岛西南大陆架海域也有捕获)。

2．2不同岛礁的种类相似度

在调查的8个岛礁中，以华光礁渔获的种类最

多，达137种，东岛的渔获种类数最少，为53种，

其它6个岛礁的种类数排序分别为浪花礁113种，

北礁89种，玉琢礁86种，琛航岛78种，金银岛

74种，永兴岛62种。

为了比较不同岛礁的种类组成，表2计算了8

个珊瑚礁区的物种相似度，除了永兴岛和东岛的相

似度为40．2％外，其它各岛礁的物种相似度均不

超过40％。珊瑚礁鱼类多数是定居性鱼，虽然各

礁区相隔不远，但礁与礁之间以深水相隔，每个礁

区都是一个小的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这是各礁区

之间物种相似度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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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西沙群岛7个调查岛礁渔获新种类名录

Tab．1 Sped鹤list of 6sh憾new r∞ord in tlle seven coral mef wate璐0f the】!【isha Islan蠡

序号 种每 Rjt璧，罐g警警麓翟鬻竞娑勰苎。
no· specles 廿e1 Keel R；ef‘ Isl二nd Island Reef Reef Island IslaJld

1 大眼六鳃鲨^k口M^w口i￡ⅡZ凇 l

2 灰星鲨M郴把fw g蕊e淞 l

3 尖头斜齿鲨ScoZ抽dDn son乜_|}删以

4白边真鲨国d招胁船棚勘研咖脚 b l

5 黑印真鲨C胱珧。聃^ l

6 恒河真鲨c g口，秽啦吣 l

7 大青鲨P勘，础g缸凇口 l

8 黑斑条尾缸‰谢删批如，唧ik l l l

9 白弱潲}胸I鳝蛳硼‰戗ze獬0sting舢螂
10 骨鳗仉ti以￡^声5k以 b

1l 少鳞骨鳗0．托如眦s b

12 纵带锯鳞鳗jIly却廊疵"矗矧口 b

13 白纹棘鳞鳗鼬rgDce小ro，l击。如，舢 b bf

14 小牙锯鳞鱼胍pa埘池m
15 尾斑棘鳞鳗s．cou击舢c以o￡w
16 光长颏鳗几口m脱o o‘酽n抛w b

17 条长颏鲲F snm，Mm b b

18 赤鲲A也o，)，x￡诂re

19 大鲟sp^yme∞6n，7僦砒 b

20线点鳃棘鲈只铷面叼觚矗弛踟，舭 b b b

21 豹纹九棘鲈cephⅡ2叩^o魄2e叩。币淞 h b

22 侧条弱棘鱼胁以∞删^凇^毗唧玩哦w b

23 散骖c口r口，拢(＆r0咿扎‰)sⅡ琊M凡 b

24 珍够c．匆∞捌括 l

25 长体圆够Dec叩把九站，眦c瑚。珊口 b b b

26 黄尾紫鱼P凡t枷瑚id∞oⅡ^c珊口 b

27 黄线紫鱼P．m砒池瑚 b b

28 绿短臂鱼却砌n口i瑚ce，博
29 五带笛鲷h和nw印￡z矾岱 b

30 千年笛鲷Lse6∞ b

31 二带梅鲷如船幻d姗mmM
32 新月梅鲷c．fu∞恼 b

33 双带梅鲷c．也口gmm玎m b b b

34 短吻裸颊鲷厶t^矗凡m Dm口fw

35 日本犁齿鲷致"ni，丘P鲫ic猫 J

36 松鲷曲60觚s“^船撇m《s

37 条纹眶棘鲈跏却豳船n却把r邮 b

38 条纹胡椒鲷Pfecfrop口mw zi聊m瑚

39 斜纹胡椒鲷P．伊珏搬胁i

40 纵条副鲱鲤凡兀垆e耻船加terc耐瑚
4l 镊口鱼而rc咖咖r f0昭i麟t廊

42 四带马夫鱼mnioc^瑚si喈以n矗郴 b

43 马夫鱼H∞uminⅡ￡m b b b

b

b

b

b

bh

b

b

l

b

l

b

b

b

b b

b b

bl

b

b

l

b

b b

l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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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0．

种名

specles

1P椎 华光礁 金银岛 东岛 浪花礁 玉琢礁 永兴岛 琛航岛

B掌惹er H篙唱黜勰≮害a等鼍篙c：盎8
44 霞蝶鱼胁m妇¨庇危琥”瑚￡er b

45 双绦蝴蝶鱼C玩efo如n 6en聊扼 b

46 点带蝴蝶鱼c．g眦to蕊5im瑚 b

47 魏氏蝴蝶鱼e"昭06u砌w b b

48 项斑蝴蝶鱼c．odierg伽￡os b

4旷川纹蝴蝶鱼e￡吒硒c矧厶 b

50 单斑蝴蝶鱼C unimocⅡk邶 bf b

5 1 斑带蝴蝶鱼e pu船￡a￡Q硒c池瑚 b

52 大斑猪齿鱼吼oero而n眦fon∞￡枷M f

53 尖头普提鱼助d如n淞n舻ep危耐珊 b

54 胸斑海猪鱼舶如危0eres撇k，跏^打 b

55 云斑海猪鱼且厅i弘蚍瑚 b

56 海猪鱼月h如be船sp b

57 杂色鹦嘴鱼＆oM知t如瑚 b
“

58 长头马鹦嘴鱼月姊∞c口n‘s如，脚 b

59 钝头鹦嘴鱼SconDps m6M，如￡∞e瑚 b

60 截尾鹦嘴鱼S∞n格砌以mm b b b

61 三色鹦嘴鱼S．￡砌幽r b b b b、 b b

62 三斑宅泥鱼脑州地t而盯啪以m础 b b b b

63 金豆娘鱼A6以驰旷删旭哪 b b

64 弧带豆娘鱼A．d如航 b

65 点蓝子鱼S趣睁，l凇g眦抛t瑚 b b n b b b

66 黄高鳍刺尾鱼ze6ⅫD玎m胁cew b

67 刺尾鱼Ac凸n琥肌岱sp b

68 双板盾尾鱼白胁Ⅻ如啪_Il踟∞眦危凇 b

69 单板盾尾鱼缸in肌惦￡咖池s b b b b b b b

70 剑角鼻鱼^协D k肿i b

71 短吻鼻鱼Ⅳ．6聊iros打白 b b

72小齿双板盾尾鱼饧驻地，吐^珊舷试硼如岱 b

73 棘鳞蛇鲭R聊e姚s础撇i bl l

74 黑鳍蛇鲭弛妒蛔矗k，M蝴 b
’

75 短蛇鲭胁黜pro榭lJleD妇 l b

76 斑鳍雪由&甲∞舱咄纽 b b

77 须拟蚰ScD伊0e，叩话c打‰s口 b

78 翱翔蓑喜由|P抛r0蠡∞Z￡纽邶 b

79 褐副鳞纯风z渤6口凰泓／泌c璐 b b b b b

80 缰纹鳞纯删诂汹c印函打哦琊 h h h h h

81 绿拟鳞纯B耐诂幻池s”i矗d晒cem h
、

h

82 宽尾鳞纯A6越蠡觚s抛姚￡m 、
b

83 密沟纯z如s们c凇口m彻_e淞 l l

注：b一底层刺网；f_流刺网；h．手钓；l一延绳钓
Note．b．bottom gillnet；f-dri‰et；h-h粕dhne；l_long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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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西沙群岛调查的8个岛礁共有种及物种相似度

Tab．2 C伽mon sped嚣and幽nⅡadty c鹏mdents 0f sp∞i鹤of fish鹤∞uglIt in

the eight∞ral r∞fwate璐ofthe Xisha埘粕ds

注：物种相似度=共有种数／(a站种数+b站种数一共有种数)⋯⋯⋯⋯⋯：⋯⋯⋯⋯··(Jaccard，1902)

Note：6sh species similarity coemcient=c／(a+b) 、

“a”denotes the number of species at site a，“b”the number of species at site b，and“c”the number 0f common 8pecie8 of site a舳d site b

’、

在8个岛礁广泛分布(6个以上)的种类只有

33个种：异纹裸胸鳝、白边锯鳞鲲、白纹锯鳞鲲、

棘鳗、红双棘鳗、大眼舒、鳃棘鲈、尾纹九棘鲈、

黑边石斑鱼、金眼大眼鲷、星点够、长体圆够、叉

尾鲷、四带笛鲷、褐梅鲷、杂色裸颊鲷、金带齿颌

鲷、灰裸顶鲷、头带副鲱鲤、黑边单鳍鱼、伸口

鱼、横带唇鱼、凹尾绚鹦嘴鱼、棕吻鹦嘴鱼、五带

鹦嘴鱼、条腹鹦嘴鱼、绿唇鹦嘴鱼、绿牙鹦嘴鱼、

三色鹦嘴鱼、点蓝子鱼、灰额刺尾鱼、双斑刺尾

鱼、单板盾尾鱼等。

2．3与历史资料比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等单位，

于1956～1958年对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石岛和北

岛的鱼类进行调查。由于调查的范围较小，渔具也

相对落后，只渔获鱼类119种，隶属于41科，其

中有22科在本次调查中有出现。在相同的22科

中，与本次相同的种类有海鳝科5种、灯眼鱼科3

种、鳍科5种、大眼鲷科1种、笛鲷科4种、锥齿

鲷科1种、石鲈科1种、绒科2种、羊鱼科4种、

蝴蝶鱼科1种、雀鲷科2种、隆头鱼科4种、鹦嘴

鱼科1种、鲡科1种、拟鲈科1种、镰鱼科1种、

刺尾鱼科3种、鼬科1种和鳞纯科4种。

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与本次调查由于采用的

渔具有较大的差别，因此所捕获的种类也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50年代所用的渔具为流刺网、手钓和

鱼叉，对于礁栖性的小型鱼类的捕获效果较好，因

此在捕获的119种鱼类中只有个别种类如花点石斑

鱼、白斑笛鲷和红鳍笛鲷属于相对大型的种类。而

本次调查所采用的渔具有底层刺网、流刺网、手钓

和延绳钓。底层刺网对栖息于礁缘深水区的小型鱼

类的捕获效果比较理想，因此本次调查捕获的灯眼

鱼科、笛鲷科、蝴蝶鱼科、隆头鱼科、鹦嘴鱼科和

刺尾鱼科的种类要比50年代的多。延绳钓主要的

捕捞对象是礁缘外的大型鱼类，本次调查捕获的大

型软骨鱼类共有8科17种，大型石斑鱼类有点带

石斑鱼、高体石斑鱼、宽带石斑鱼、棕斑石斑鱼和

七带石斑鱼，大型够科鱼类有平线若碜和珍碜等，

大型鲷科鱼类有紫红笛鲷、单斑笛鲷、白斑笛鲷和

千年笛鲷等。

50年代调查所渔获的鹦嘴鱼科、隆头鱼科、

蝴蝶鱼科和灯眼鱼科等礁栖性的种类均较少，这可

能与不同岛礁的生态环境有关，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

2．4鱼类区系与其他海区比较

(1)西沙群岛岛礁与南沙群岛岛礁均为珊瑚

礁，鱼类区系的关系最为密切，相似度为

34．04％。燕鲤科、狗母鱼科、烟管鱼科、大眼鲷

科、镰鱼科和鲅科的相似度均为100％，海鳝科、

飞鱼科、鲟科、方头鱼科、裸颊鲷科、鲷科、锥齿

鲷科、鱿科、鳎科和篮子鱼科的种类相似度也在

50％以上(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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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西沙岛礁渔获种类与南海其它海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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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沙群岛岛礁与南沙大陆架相距较远，又

属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种类的相似度很低，为

5．09％。在48个科中只有皱唇鲨科、燕缸科和镰鱼科

的相似度为100％，种类相似度在50％以上的也只有

猫鲨科和烟管鱼科，其余各科的种类相似度均较低。

在本次调查所捕获的种类中，海鳝科共有11

种，而在南沙大陆架只出现匀斑裸胸鳝1个种类，

海鳝科的相似度只有9％，这主要是由于海鳝科鱼

类均为洞穴居性鱼类，珊瑚礁由于有特殊珊瑚结

构，为海鳝科鱼类的隐藏提供有利的条件。

对于鹦嘴鱼类、刺尾鱼类等典型的珊瑚礁鱼

类，本次调查分别捕获25种和15种，而南沙大陆

架海域均没有捕获。对于灯眼鱼科、鳍科中的鳃棘

鲈和九棘鲈属、笛鲷科中的笛鲷属和梅鲷属、裸颊

鲷科、蝴蝶鱼科和隆头鱼科等礁栖性种类，在所调

查的8个岛礁中出现的种类数明显比南沙大陆架海

域多，各科中种类相似度也均不超过13％。

(3)西沙群岛岛礁与南海北部大陆架相连接，

但由于岛礁与大陆架是两个不同的生境，种类的相

似度也很低，为6．78％，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

了种类的连续性。双髻鲨科、角鲨科和松鲷科的相

似度为100％，蛇鲭科的相似度为50％，其余各科

的相似度均低于35％。

西沙群岛岛礁与南海北部大陆架相比较，蝴蝶

鱼科、隆头鱼科、鹦嘴鱼科和刺尾鱼科等典型珊瑚

礁鱼类的种类要多，且各科中的种类相似度也均较

低，主要是与这些鱼类的食性有关系，这些鱼类的

饵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珊瑚。

在西沙群岛岛礁调查所捕获的48个科中，六

鳃鲨科、燕舡科、蛇鳗科、鳃科、单鳍鱼科、鳎科

和镰鱼科中的种类在南海北部大陆架并没有出现。

六鳃鲨科鱼类和鳃科鱼类均属于大洋性的洄游鱼

类，南海北部大陆架没有捕获可能与调查的时间和

渔具有关。而在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域没有捕获燕红

科、蛇鳗科、单鳍鱼科、鲔科和镰鱼科的种类，与

这些种类的习性有关，这些种类属于礁栖性鱼类，

一般只生活于珊瑚礁的礁盘或礁缘区。

3结语

由于特殊的珊瑚礁生态环境，在8个调查岛礁

渔获的261种鱼类中，以礁栖性的鱼类占绝对优

势，共有206种，占总种类数的78．93％。

在所调查的8个岛礁中，种类的多样性均较

高，其中华光礁有137种，浪花礁113种，北礁

89种，玉琢礁86种，琛航岛78种，金银岛74

种，永兴岛62种，东岛53种，但除了永兴岛和东

岛的相似度较高外，其它各个岛礁的相似度均较

低。也就是说，种类多样性高而相似度低是西沙群

岛鱼类区系的主要特征。

西沙群岛岛礁和南沙群岛岛礁，由于均属珊瑚

礁生境，渔获种类的相似度相对较高，为

34．04％。与南沙大陆架海域和南海北部大陆架海

域相比较，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别较大，种类的相似

度均很低，分别为5．09％和6．78％。

本文仅根据近年来的3次调查资料，对西沙群

岛8个岛礁鱼类的区系和组成作初步的分析，随着

南海渔业资源的日益衰退，有必要对整个西沙群岛

的鱼类组成和资源状况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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