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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重视，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针对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尤其是

鲸类动物的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截至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针对鲸类动物开展了大量

研究，但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和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分布范围更广的海洋江豚得到的研究和保护远远不够，亟需

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鉴于此，本文对江豚的记载、分类和海洋江豚的研究进行了回顾，重点

总结了海洋江豚的生态学、生物学、遗传学、声学以及摄食和繁殖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对今后的研

究和保护重点提出了建议，包括注重基础研究、强化保护区建设、注重保护技术研发和加强宣传教

育，以期对未来的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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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隶属于鲸目(Cetacea)、齿鲸亚目(Odontoceti)、

鼠海豚科(Phocoenidae)、江豚属(Neophocaena)，包括印

度洋–太平洋江豚(N. phocaenoides，下文简称印太江

豚)和窄脊江豚(N. asiaeorientalis) 2 个种，其中，窄

脊江豚又分为 2 个亚种，分别为长江江豚 (N. a. 

asiaeorientalis)和东亚江豚 (N. a. sunmeri)(Jefferson 

et al, 2011)。江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

水域，在中国见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长江等

水域，在长江甚至能上溯到宜昌一带。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常见

的鲸、海豚等动物数量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江豚全

部物种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野

生动物红皮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在 2021 年 2 月 5 日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中，长江江豚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东亚亚种和印太江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

是全世界唯一已知的江豚淡水种群，同时也是国内研

究最多的亚种种群。张先锋等(1993)、于道平等(2001)

和肖文等(2000)等通过历史数据、生态考察及数学模

型等方法估算长江江豚种群的数量。张先锋等(1993)

运用漩涡模型(Vortex 7.3)分析了长江江豚的种群生

存力。杨光等(1998)编制了江豚长江种群的静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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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计算其种群的内禀增长能力，认为在未来时间内，

江豚长江种群会出现负增长。学者们在长江江豚行为

学、繁殖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声学以及生境选择、

保护生物学等方面都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华元渝等 , 

1994; 束家宽等 , 2008; 郝玉江等 , 2006; 杨光等 , 

1997; 王丁, 1996; 于道平, 2003; 于道平等, 2005)。

此外，国家对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组成进行了多次专

项调查和评估，如 2012 年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的长

江江豚种群数量为 1040 头(Mei et al, 2014)；2017 年

考察报告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 1020 头(Huang et al, 

2020)。 

与长江江豚相比，海洋江豚的研究较少。王丕烈

(1979、1984a)、王丕烈等(1989)和董金海等(1993)研

究了江豚在黄渤海的分布和迁移情况，比较了北方江

豚和南方江豚的差异。王丕烈(1992)报道了黄渤海江

豚的外形和骨骼特征，还对江豚的生殖期进行了初步

分析。高安利等(1995a、1995b、1995c)分别对中国水

域江豚的颅骨、颅后骨和外形进行了比较。黄宗国等

(2000)研究了福建沿海的江豚，发现该海域既有东亚

江豚，也有印太江豚。鹿志创等(2016)应用碳氮稳定

同位素技术研究江豚食性，认为江豚的食物以鱼类为

主，喜食顺序为中上层鱼类>中下层鱼类>底层鱼类，

也捕食头足类、虾类和蟹类等。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

国家战略，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发展的主要

态势，也为水生生物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农业农村

部“渔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等规划都将海洋珍稀、濒

危动物保护和研究列为重点工作。在此背景下，珍稀

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尤其是江豚的研究备受关注，新

闻媒体的报道也日益增多，为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工作

加以总结，为未来的工作提供借鉴。鉴于长江江豚的

研究众多，且不乏研究进展一类的论文，本文重点对

海洋江豚的研究加以归纳、总结，以期为海洋江豚研

究提供帮助。 

1  形态与分类 

江豚的命名最初由 Cuvier(1829)将采自印度的标

本命名为 Delphinus phocaenoides。后来根据采样地域

的差异，出现了诸多命名，如 Delphinus melas (Temminck 

et al, 1844)，Delphinapterus molagon (Owen, 1866)和

Neomeris kurrachiensis (Murray, 1884)等。Gray(1846)

为江豚建立新属 Neomeris。由于存在同种异名、同名

异属的问题，根据命名法规，江豚学名后被改为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Cuvier 1829。 

Pilleri 等(1972)根据长江的江豚标本同印度、巴

基斯坦的江豚形态差异提出江豚属有 2 个种，将分布

于中国沿海和长江的江豚另命名为新种 Neomeris 

asiaeorientalis。后来，Pilleri 等(1975)又根据印度、

巴基斯坦产江豚标本、长江产江豚标本和日本产江豚

标本三者之间的形态差异，提出江豚属包括 3 个种，

即分布于印度洋巴基斯坦、印度沿岸的江豚为

Neophocacna phocaenoides，分布于中国沿岸和长江

中的江豚为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分布于日本

沿岸的江豚为新种 Neophocaena sunameri。周开亚等

(1980)也支持了 Pilleri 等(1975)的观点。 

王丕烈(1984a、1984b)对黄渤海江豚、长江口崇

明岛水域江豚及南方海域的江豚进行了调查，通过对

比研究首次发现，中国南北各海区的江豚形态学上存

在差异，以此提出中国南北海区和长江流域分布的江

豚属于不同的地理种群。之后，又对渤海、黄海、东

海、南海、长江和钱塘江的江豚进行了外形和骨骼对

比研究，提出不同水域江豚外形和骨骼存在的差异，

指出分布于南海的江豚与印度、巴基斯坦的江豚外

形、骨骼无大差异，分布于黄渤海的江豚与日本沿海

的江豚外形、骨骼无大差异，认为中国产江豚应包括

3 个亚种，即主要分布于南海的指名亚种 (N. p. 

phocaenoides)，主要分布于东海、长江、钱塘江的扬

子亚种(N. p. asiaeorientalis)和主要分布于黄渤海的

北方亚种(N. p. sunameri)。 

高安利等(1995a、1995b、1995c)选用了 35 项外

形测量指标，对 1974—1993 年间在中国长江和大陆

沿岸海域采集各年岭段的江豚标本 226 号进行测量

和分析发现，黄海种群的吻长相对最长，南海种群的

吻长相对最短。长江种群的体围比较大，黄海和南海

种群的体围较小。南海种群的眼裂高、眼裂长和鳍肢

宽最大。在种群之间差异最大、可作为分类鉴别特征

的指标是疣粒区宽、疣粒列数和背脊高。根据疣粒区

宽度和疣粒列数将南海种群与其他 2 个种群分开；通

过背脊高度和疣粒列数将长江种群与黄海种群分开，

认为江豚 3个亚种中江豚指名亚种的背脊始于体背后

部，体背部疣粒区宽为 48~120 mm，疣粒列数为 10~   

14 列，分布稀疏；江豚北方亚种的背脊始自体长之半或

其前，高通常在 16 mm 以上，疣粒区宽为 3~12 mm，疣

粒列数为 1~9 列，排列紧密；江豚长江亚种的背脊始

自体长之半或其前，高通常不超过 15 mm，疣粒区宽

为 2~8 mm，疣粒列为数 2~5 列。 

由于形态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别，但因缺乏足够的

标本对比或系统的研究，长期以来对江豚的分类争议

不断。直到 2011 年，Jefferson 等(2011)根据对之前十

几年的最新的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资料进行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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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所有的江豚标本仅存在宽背部疣粒区和非

常窄背部疣粒区 2 种情况，不存在重叠的情况，而且

它们之间在 1.8 万年前已经出现生殖隔离。因此认为，

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江豚存在 2 个独立物种，即印太江

豚(Indo-Pacific finless porpoise,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和窄脊江豚(narrow-ridged finless porpoise, N. asiaeorientalis)，

其中，窄脊江豚包含 2 个亚种，分别是长江江豚(Yangtze 

finless porpoise, N. a. asiaeorientalis)和东亚江豚(East 
Asian finless porpoise, N. a. sunameri) (Jefferson et al, 
2011)。 

Zhou 等(2018)发表了中美科研团队关于长江江

豚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发现，一些与水

盐代谢和渗透调节相关的基因在长江江豚中出现了

显著的正选择，提示它们为适应与海洋高盐环境完全

不同的淡水低渗环境，已经出现了适应性进化，可更

好地在淡水环境下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而这种显著的

遗传分化与适应性进化提示，它们之间缺乏基因交流而

出现了生殖隔离。因此，长江江豚被认定为独立物种。 

2  种群与分布 

关于江豚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说文解字》

记载，“ ， 鱼也。出乐浪潘国。从鱼，菊声。一

曰 鱼出九江。有两乳。一曰溥浮。”据考证，九江

是指长江流域鄱阳湖至洞庭湖一带及其支流，乐浪为

现今的朝鲜平壤。之后，关于江豚的记载逐渐增多，

对其形态、行为等都有描述，但“江豚”名称第 1 次出

现是在晋代郭璞(公元 276—324 年)的《江赋》：“鱼则

江豚海豨叔鲔……”到清代，王念孙(公元 1735—1815 年)

在《广雅疏证》中对江豚的名称做了详细的考证；   

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对福建沿海的江豚分布做了

介绍，如：“海猪鱼，长乐、福清、连江皆有之……” 

时至今日，人们对江豚的分布已非常清楚。印太

江豚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东南亚的浅水区，即西起波

斯湾，东至台湾海峡；窄脊江豚主要分布于太平洋西

海岸的温带水域，即南起我国台湾海峡，北至韩国和

日本中部，以及我国长江中下游水域和鄱阳湖、洞庭

湖(Jefferson et al, 2011)。在我国沿海、长江和日本、

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的沿

岸海域均有江豚分布。早期研究把江豚作为 1 个物种

记载，例如，陈万青(1978)的描述：江豚分布很广，

自非洲好望角，至印度洋、印度、巴基斯坦，整个东

南亚，向北到日本、朝鲜沿岸都有。我国沿海分布亦

很普遍。它们通常栖于咸、淡水交界处或潮流冲击的

地方，所以大、小河川的河口及下游一带常有发现，

如长江、湘江、洞庭湖都有，甚至可沿长江上溯   

1000 多 km 达湖北宜昌一带。王丕烈(1984a、1984b)

报道，江豚分布于我国南海、东海、黄河和渤海，可

达 41ºN、122ºE。江豚在日本的分布也非常广泛，在

日本海、濑户内海和太平洋沿岸都有分布(Kasuya et al, 

1979)。 

随着沿海国家、地区的研究不断深入，江豚的分

布规律也逐步清楚。Shirakihara 等(1994)调查发现，

九州西部沿岸水域江豚偏向分布于水深小于 50 m、

离岸 2~3 n mile 的水域。Zhang 等(2004)调查发现，

韩国西海岸沿岸目击的江豚有超过 80%分布在离岸

15 n mile 范围内，其中，78%的分布水深在 20~50 m

之间。Jefferson 等(2002)调查发现，春季香港水域范

围内分布约 152 头江豚。Smith 等(2008)发现，孟加

拉湾江豚(印太江豚)主要分布于较浅、盐度较低的水

域。左涛等(2018)报道，江豚在渤海各海湾和中部水

域都可观察到，以 14:00~18:00 时段、离岸 15~35 km

范围内较易观察到。黄河口外、秦皇岛东北侧老龙口

和莱州外沿岸河口水域，江豚出现频次较多。Minton

等(2011)发现，马来西亚砂劳越沿岸小型鲸类在观察

到的 115 次中有 100 次是在水深小于 10 m 的水域，

江豚的分布相比其他小型鲸类要更向外一些。董金海

等(1993)研究认为，黄海江豚在春季游近沿岸，在

10—11 月逐渐返回越冬场，冬季只在深水域时有发

现。在不同海域离岸的距离差异较大，可能主要是与

水深相关，由此可见，江豚的分布与水深的关系比较

密切。 

由于海洋江豚的分布区域宽广，对于整个种群的

数量调查非常困难，但仍不乏局部水域的评估报告，

其中，日本的研究相对较多。Yoshida 等(1997)采用截

线调查法对有明湾(Ariake Sound)和立川湾(Tachibana 

Bay)进行了航空观测，估算得出，有明湾江豚种群数

量为 1983 头[95%置信区间(CI)=1382~2847]、立川湾

为 1110 头(95% CI=642~1920)，2 个水域综合评估为

3093 头(1.3 头/km2，95% CI=2278~4201)。Amano 等

(2003)采取相同方法评估了日本太平洋沿岸仙台湾至

东京湾江豚的数量，认为仙台湾至 BOSO 半岛江豚的

密度和数量分别为 0.502 头/km2 和 3387 头。Shirakihara

等(2007)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内海 131°3′~134°59′E 区

域内江豚数量为 7572 头，密度为 0.506 头/km2。Zhang

等(2004)采取目视截线调查法对韩国西海岸水域江豚

种群数量进行评估，报道 2001 年离岸水域江豚数量

约为 58,650 头(95% CI=34,961~98,389)，2003 年近岸

水域约为 1571 头(95% CI=881~2800)。我国除长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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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有系统的调查和种群数量评估外，海洋江豚种群数

量调查仅见于南海的北部湾和渤海的报道。徐信荣等

(2012)在 2003—2004 年完成了 30 个航次总航程  

1906 km 调查，未发现江豚；2011—2012 年完成    

71 个航次总航程 2976.2 km 调查，发现江豚 6 次，遇

见率为仅为 0.005 头/km。左涛等(2018)估算渤海江豚

种群数量为 7883 头(变异系数 CV=0.21)、3701 头

(CV=0.21)和 3124 头(CV=0.21)，对应的种群密度分

别为 1.441、0.066 和 0.056 头/km2。 

Shirakihara 等(2007)认为，日本沿海江豚有 5 个

亚种群，1978—2000 年的 22 年间种群总体数量下降

了 69%。Park 等(2015)报道，2004—2005 年韩国沿海

江豚平均密度为 0.565 头/km2，近岸水域分布密度为

0.638 头/km2，到 2011 年沿海和近岸水域江豚平均密

度分别降为 0.122 和 0.151 头/km2，种群数量下降近

70%。 

3  其他方面的研究 

与长江江豚的研究相比，关于海洋江豚的生物、

生态、繁殖、行为、摄食、遗传多样性和声学等方面

的研究少有报道。 

3.1  生物学 

江豚基础生物学的研究是和形态学研究同步开

展的。王丕烈(2012)对不同水域江豚的体长、体重进

行了总结，黄渤海所获 67 头(雌 43，雄 24)江豚的平

均体长为 140 cm、平均体重为 43.6 kg，其中，雌性最大

体长为 220 cm，平均体长为 136.7 cm；雄性最大体长为

227 cm，平均体长为 150.1 cm；长江口崇明岛附近的   

51 头(雌 20，雄 31)江豚的平均体长为 135 cm，雌性最

大体长为 154 cm，平均体长为 132.2 cm，雄性最大

体长为 170 cm，平均体长为 137.6 cm；南海区的江

豚指名亚种个体偏小，雄性和雌性的最大体长分别为

168 和 165 cm。此外，通过获得江豚胎儿及 1 例幼体

推测，黄渤海初生仔豚的体长为 80~93 cm (王丕烈, 

2012)。Kasuya 等(1979)报道，日本沿岸江豚初生仔

豚体长为 77.5~83.0 cm。 

3.2  生态学 

董金海等(1993)研究认为，海洋江豚的迁移主要

与饵料鱼类的洄游分布等有关，春季随鱼类产卵群体

主要分布在近岸的产卵场，而秋冬季随鱼类洄游迁移

至黄海鱼类的越冬场，但这与江豚主要分布在较浅

(一般在 50 m 等深线以浅)水域有所不同。左涛等

(2018)报道，在各调查季节中，5 月目击江豚的次数

和头数最多，遇见率也最高，9 月和 11 月江豚遇见

率较低；5 月，白天各时段都可目击到江豚，6—8 月

目击到江豚的时段主要在 14:00—18:00，9 月和 11 月

的目击时段多在 14:00 以前。作者认为，江豚分布的

季节差异可能与江豚食物的分布和活动有关。例如，

多种鱼类被报道在 5 月前后洄游产卵(陈大刚, 1991; 

李建生等, 2014)。需要注意的是，5 月海况较好，海

雾主要发生在上午，也可能对渤海江豚调查结果产生

一定的影响(左涛等, 2018)。 

3.3  摄食 

Shirakihara 等(2008)通过对 1987—1992 年在有

明湾、立川湾和野村湾(Omura Bay)收集的 87 头江豚

胃含物的分析发现，在野村湾江豚胃含物中鱼类(虾

虎鱼类和银汉鱼类)的数量最多，出现频率最高；在

有明湾和立川湾江豚胃含物中头足类和鱼类(鲱科、

鳀科和石首鱼科)的比重相当。鹿志创等(2016)应用碳

氮稳定同位素技术对海洋江豚的食性进行了研究，分

析结果显示，江豚的食物来源主要以鱼类为主，对食

物种类的喜食顺序为中上层鱼类>中下层鱼类>底层

鱼类>头足类>虾类>蟹类，其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43.9%、18.2%、13.1%、10.1%、8.8%和 6.0%。江豚

的营养级为 4.5，高于传统胃含物分析法的研究结果。

Lu 等(2016)使用形态学和 mtDNA 条形码技术对采集

自渤海、黄海和东海的共 23 头东亚江豚的胃含物进

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江豚的食物中包括鱼类、头足

类、甲壳类、双壳贝类，其中，拉氏狼牙虾虎鱼

(Odontamblyopus lacepedii) 、 澳 洲 鲐 (Scomber 

australasicus)、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黄姑

鱼(Nibea albiflora)和长蛇鲻(Saurida elongata)为主要

食物，且存在地理间差异。Chen 等(2017)使用形态学

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采集自东海的 122 头江豚的胃

含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鱼类是江豚的主要食物，

头足类和甲壳类是次要食物，且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个体间存在差异。王丕烈(2012)认为，江豚的食性较

广，以鱼类为主，也摄食虾类和头足类。江豚在黄渤

海 主 要 摄 食 青 鳞 鱼 (Sardinella zunasi) 、 大 银 鱼

(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 叫 姑 鱼 (Johnius 

belengerii)、梭鱼(Liza haematocheila)、鲈(Lateolabrax 

japonicus)、澳洲鲐、小黄鱼、对虾(Penaeus chinensis)

和头足类等；在长江口春季主要摄食大银鱼、刀鲚

(Coilia nasus)等。 

3.4  繁殖 

王丕烈(1979)对黄渤海小型齿鲸类调查发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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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有抚幼行为，在春季 4—5 月，常见仔豚用鳍肢趴

伏在母豚背部，由母豚驮负游泳。由此推断，江豚的

繁育期在这个时间段。王丕烈(1984b)观察发现，江豚

具有护幼行为，例如，在仔豚被驱赶从母豚背后掉落

后，母豚并不舍弃，会寻找到仔豚再驮负仔豚。Gao

等(1993)报道，南海江豚的最低性成熟年龄雄性为  

4 龄、雌性为 5 龄；黄渤海雌、雄均为 5 龄；南海种

群出生后生长速度很快，通常在 6 龄时接近最大体

长，8 龄后体长基本不再增加，基本可全年繁殖，出

生高峰在 8—12 月。 

王丕烈(2012)根据获得的江豚胎儿、仔豚的时间

段，认为黄渤海江豚的交配期从 3 月开始，盛期在

5—7 月，也有晚到 8 月的。从发现仔豚的时间以及

获得幼体的牙齿情况推测，江豚最早 2 月开始产仔，

盛期为 3—5 月。 

3.5  遗传学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和技术不断进步，其

在海洋哺乳动物的系统进化和种群遗传研究中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杨光等(1997)运用 PCR 产物的

银染测序技术，对中国水域的 12 头江豚个体的

mtDNA 控制区序列进行了测定，表明中国水域江豚

各种群的控制区序列所定义的单倍型互不相同，无共

有的单倍型；种群内的遗传分化程度远远低于种群间

的遗传分化程度，提示江豚不同种群之间可能已有显

著的遗传分化，种群间缺乏基因交流。此后，Yang

等(2002、2003)进一步对中国水域江豚的遗传结构进

行了研究，认为长江江豚、东亚江豚、印太江豚之间

存在个体迁移和基因交流，其中，长江江豚的遗传多

样性水平较低，与印太江豚相当，东亚江豚的核苷酸

多样性和单倍型多样性最高。李东明(2005)对长江江

豚和渤海江豚样品的 ISSR 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初步分

析，发现 2 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长江江豚

略高于渤海种群，二者之间的基因交流水平较高。 

3.6  声学 

Goold 等(2002)使用单水听器对香港水域江豚的

回声定位信号进行记录和分析，发现该水域江豚发出

2种脉冲信号，一种频带较窄，其峰值频率为 142 kHz，

持续时间为 104 μs；另一种频带较宽，其峰值频率更

高，持续时间为 61 μs。Li 等(2007)使用单水听器对

辽东湾水域的东亚江豚的回声定位信号进行记录和

分析，结果发现，其与长江江豚发出的回声定位信号

参数相近：峰值频率为(121±3.78) kHz，3 dB 带宽为

(17.5±3.30) kHz，持续时间为(80±11.49) μs，周波数

为(9±1.48)个。Akamatsu 等(2008、2010)和 Nakamura

等(2016)采用被动声学方法对日本多处水域江豚的监

测显示，声学探测主要集中在夜间，并在 3 月和 4 月

达到峰值。 

4  未来工作建议 

1988 年江豚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96 年

长江江豚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级”。目前，

江豚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Appendix Listing)附录Ⅰ物种；被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级(EN)；2017 年，IUCN 评估等

级为“濒危(EN)”。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10 名驻鄂

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提升长江江豚的保护级别，

将其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5 月在上

海组织召开了“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专

题论证会”，与会专家经过热烈的质询与讨论，一致

同意长江江豚保护等级应为一级。2021 年 2 月 5 日

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将长

江江豚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相比较而言，海洋江豚的保护远不及长江江豚。

究其原因，一是对于海洋动物的保护意识远远落后于

内陆流域，更无法与陆生动物相比。调研发现，很多

渔业从业者根本不知道海洋里的江豚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甚至有买卖现象。二是基础研究严重滞后，

尽管很早已开展分类、分布的调查和研究，但时至今

日仍没有系统、全面地开展海洋江豚调查，对整个江

豚的种群及其数量不了解，只有局部海域的评估结

果。三是海洋江豚分布范围广，我国沿海均有分布，

加之我国海洋捕捞力量强，捕捞对江豚的损害、致死

频见报道，但监管难度大。为更好保护海洋江豚，避

免重蹈“白鱀豚”的覆辙，提出如下建议： 

4.1  注重基础研究 

江豚的保护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持，而且基础研

究不可滞后于保护，因此，建议开展如下研究： 

4.1.1  海洋江豚的种群分布与数量调查    已知海

洋江豚有 2 个种，也有报道日本沿海存在江豚不同的

种群，但对于海洋江豚是否存在不同种群(或地理种

群)、种群多大及其分布范围多广、各种群间的关系

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4.1.2  海洋江豚生态习性及栖息地研究    海洋江

豚主要分布在较浅的水域，但其机制还没有确切的科

学根据。同样，在渤海，春、夏、秋季江豚目击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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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冬季却几乎见不到，有报道认为，冬季江豚随

鱼类越冬洄游进入越冬场海域，然而，多次冬季河口

江豚搁浅的事例启发我们提出问题：江豚是否都会迁

移？上述问题，都需要在深入研究江豚与环境的关

系，掌握江豚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影响因子后，才能有

更好的答案。 

4.1.3  海洋江豚的遗传学和系统进化研究    生物

的保护离不开对其遗传、系统进化的研究，由此也就

产生了进化保护遗传学。通过对海洋江豚遗传学、系

统进化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与灭绝风险相关的遗传因

素，了解江豚濒危机制、物种遗传多样性等，针对性

选择保护策略和方式等。但目前鲜有针对海洋江豚开

展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表明，黄海东亚江豚与南海

印太江豚之间遗传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Yang et al, 

2002)，而印太江豚不同种群间的分化程度达到了与

窄脊江豚之间的分化程度(Jia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8)。小种群比大种群更易受到遗传漂变导致的遗

传多样性的丢失，也更可能表现出相对较低的适合

度，而濒临灭绝的风险。因而，目前急需加强对海洋

江豚大尺度和小尺度间种群遗传差异的研究和比较，

判断是否已出现不同的地理种群。 

4.2  强化保护区建设 

对野生动物保护来说，设立保护区并进行严格的管

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以斑海豹(Phoca largha)为

例，我国海域斑海豹的历史最高纪录为 8000 头左右，

由于种群资源遭到破坏，斑海豹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最低时约为 1200 头 (《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

(2017—2026 年)》)。1983 年，斑海豹被辽宁省政府

列为省级保护动物；1988 年，斑海豹被列为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动物；1992 年，大连市政府批准成立了

市级斑海豹自然保护区，1997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

准晋升为国家级斑海豹自然保护区。经过十几年的保

护区建设和保护，2006 年和 2007 年斑海豹调查结果

约为 2000 头(《斑海豹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 年)》)，

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海洋江豚保护区建设需尽早

提上日程，以基础调查、研究结果为依据进行规划和

建设。建议农业农村部牵头制定《海洋江豚研究保护

十年计划》，国家林业局牵头启动海洋江豚保护区规

划和建设工作。 

4.3  注重保护技术研发 

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区建设以及保护组织等，

都可以禁止或限制对野生动物的直接伤害。研究证

实，船舶噪声对鲸类的听觉有影响，进而影响其交流、

捕食和逃避等；环境污染会造成鲸类生理变化；捕捞

误捕造成死亡等。因此，有必要针对性开展如逃逸装

置、规避设施等技术研发。 

4.4  加强宣传教育 

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

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护知识的宣传活动。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教育。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保

护知识的宣传，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野生动物

保护宣传教育，是提高民众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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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scientific and public interest in the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aquatic animals, especially cetaceans.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carried out numerous studies on 

marine mammals. However, only a few works have focused on the marine finless porpois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cetacean species/subspecies: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and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systematic studies on marine finless porpoises.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axonomy, and studies on marine finless porpoises, particularly aspects 

such as the ecology, biology, conservation, genetics, acoustics, feeding, and breeding. In addition, further 

studies an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re recommended accordingly, aim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otect 

marine finless porp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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