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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椰林湾发现儒艮的尸体及死亡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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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vered carcass of a dugong (Dugong dugon) in Yelin Bay of Wen-
chang City，Hainan Province and its cause of death
WANG Lijun1，XING Zhigang2，WANG Jichao1，LIANG Wei1，HONG Meiling1，SHI Haitao1*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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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ead dugong (Dugong dugon) was found in the Yelin Bay of Dongjiao Town，Wenchang City，Hainan Prov-
ince on June 22，2008． Since sea grass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Yelin Bay and Gaolong Bay，the emergence of dugong
carcass can suggested that this species distribute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Hainan in some degree． Through examining its
external body and internal anatomy condition，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dugong had a large area of bruising of the skin，and
fractured ribs and vertebrae． These injuri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damage due to some type of machine and the cause of
death of this dugong was probably due to collision with a 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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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艮 (Dugong dugon) 隶属海牛目 (Sirenia)

儒艮科 (Dugongidae)。广泛分布于印度洋、西太

平洋热带及亚热带的大陆沿岸水域和岛屿间 ( 周

开亚等，2001)，我国分布于广西、海南、广东和

台湾省南部的沿岸海域，海南记录于东方北黎湾、
儋州白马井洋浦港、澄迈东水港等地 ( 王丕烈和

孙 建 运，1986; 周 开 亚 等，2003; 王 丕 烈 等，

2007)。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由于沿岸

渔民大量捕杀，儒艮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王丕烈和

孙建运，1986)。自 1983 年 6 月海南省东方市港门

村渔民捕获 1 头儒艮后，海南沿海区域再也没有捕

获儒艮的相关报道 ( 王丕烈和孙建运，1986; 周

开亚等，2003)。2000 年 9 月 8 日海南东方北黎湾

的港门村海域曾一次性发现 5 头250 kg以上的儒艮

群体 (周开亚等，2003)，但由于该处海草资源匮

乏、海上 布 满 定 置 性 网 具 等 原 因 而 受 到 了 质 疑

(王丕烈等，2007)。
2008 年 6 月 22 日，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椰林

湾附近发现死亡海洋哺乳动物 1 头 ( 地理坐标为

19°31'25. 34″N，110°51'29. 69″E)，经鉴定为国家

Ⅰ级重点保护动物儒艮。此次在海南文昌椰林湾海

域发现的 1 头死亡儒艮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海南海域仍可能有儒艮生存，也为海南海洋哺乳动

物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依据外部形态和内

部解剖观察，对儒艮死亡原因进行了分析。

1 儒艮发现地点自然概况

椰林湾位于文昌市东郊镇南部，是海南著名的

旅游风景区东郊椰林海湾，东郊镇三面环海，西连

清澜港及高隆湾、北靠八门湾、南至椰林湾，海岸

线长达32 km。清澜港深入内陆，形成了口窄内宽

的漏斗状，被形象地称为八门湾，文昌江和文教河

汇流于湾内，沿岸淤泥丰厚，平时风浪较小，为典

型的泻湖—河口湿地生境，是海南清澜港红树林省

级自然保护区的主体位置所在。属热带季风海洋性

气候，年平均气温23 ℃，年均降水量达1 734 mm
(邹发生等，1999)。高隆湾位于清澜港西南侧，

附近 海 域 海 草 丰 茂， 主 要 海 草 种 类 有 泰 来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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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assia hemprichii) 和 海 菖 蒲 ( Enhalus acodo-
ides); 椰林湾具有丰富的海草资源，海草床距海

岸约 100 ～ 200 m，面积约为101. 2 hm2，主要种类

为泰来藻、海神草 (Cymodocea rotundata) 和喜盐

草 (Halophila ovalis) 等，其中以泰来藻为绝对优

势种，主要分布于 0. 5 ～ 2. 5 m 水深海域 ( 郭振仁

等，2009)。

2 儒艮外部形态和内部解剖特征

2. 1 外部形态

儒 艮 体 呈 流 线 形， 体 长 259 cm， 体 重 约

400 kg。头部相对较小，头长49 cm、头宽37 cm、
头高53 cm; 吻端向下倾斜、呈盘状，其上具短而

密集的刚毛，吻长26 cm; 口向腹面张开，口角长

16 cm; 眼甚小; 鼻孔活瓣状，位于吻端，鼻间距

0. 8 cm。无背鳍，胸围177 cm，腰围192 cm。鳍肢

近椭圆形，鳍肢长30 cm，鳍肢宽14 cm。尾鳍后端

凹入，无缺刻，尾柄长29 cm，尾鳍宽74 cm。体背

灰棕色，腹面色浅; 皮肤相对光滑，具短而稀疏刚

毛。雌性，具乳房 1 对，位于鳍肢腋下后侧。
整个身体除胸部具有少量拖拉产生的划痕外，

皮肤保存相当新鲜和完好; 鼻孔外流新鲜血液; 无

任何尸腐味道。
2. 2 内部解剖

解剖时发现，右唇皮下出现大面积淤血和损伤

性组织坏死; 体躯右下腹皮下出现大面积淤血和组

织坏死，并与内脏粘连，肺脏、胃及心脏几乎绞缠

在一起; 左侧皮下组织保持完好。
头骨保持完好，未发现机械性损伤，具 2 枚圆

柱形上门齿，上下颌每侧各具臼齿 3 枚，第一枚甚

小。椎体构成为 C7-T19-L5-Ca25，颈椎 7 枚，完好

无损; 胸椎 19 枚，第 7、8、9 胸椎棘突基部断裂

明显，第 7、12、17 胸椎左侧横突处断裂。肋骨

19 对，前 5 对为真肋; 右侧 3 枚肋骨出现断裂现

象，其中第 4 枚肋骨靠近胸椎 2 /3 处断裂，第 7、
8 枚肋骨近胸椎 1 /4 处断裂，且第 7 枚肋骨近椎体

1 /3 处亦有断裂; 左侧第 8 枚肋骨近胸椎具 2 处断

裂。腰椎 5 枚。尾椎 25 枚。鳍肢骨骼保持完好。

3 儒艮死亡原因分析

现场外部形态观察，除胸部具有轻微拖拉所产

生的划痕外，整个躯体表面保持完好无损状态，该

儒艮皮肤保持新鲜状态，未发生浸泡褪色或苍肿现

象，亦无尸体腐败气味散出。外鼻孔具有新鲜血液

流出，瞳孔未出现泛白现象。通过以上外部特征基

本可以推断，该儒艮死亡时间不超过24 h，且该儒

艮应为海南海域分布个体。
内部解剖发现，整个儒艮躯体右侧受损严重，

皮下发生大面积淤血和组织损伤性坏死，右侧 3 枚

肋骨断裂明显，并伴有胸椎明显断裂现象。而躯体

左侧受损程度较轻，皮下未出现淤血和坏死现象，

左侧也仅第 8 枚肋骨出现断裂。这些特征说明该儒

艮躯体右侧曾遭受严重的机械性碰撞，从而导致其

皮下淤血和组织坏死、骨骼断裂，以及内脏受损，

最终死亡。外鼻孔流血也证实了肺脏受损现象的发

生。
许多研究表明，水上交通和捕捞业的快速发

展，大马力发动机的应用和机动船的快速行驶，已

经对海洋动物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机动船的

马达声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儒艮等海洋动物的取食活

动 (Hodgson and Marsh，2007)，同时船只碰撞和

螺旋桨导致儒艮和鲸豚类等大型动物死亡的现象不

断 发 生 ( Preen，1992; Wells and Scott，1997;

Stone and Yoshinaga， 2000; Laist et al. ， 2001;

Maitland et al. ，2006)，而仅澳大利亚昆士兰沿海

儒艮死亡个体中有 7%归结于船只碰撞 (Greenland
and Limpus，2006)。

东郊椰林海域靠近清澜港，该港口附近航道可

以保 证3 000 t 级 船 只 的 顺 利 通 行，并 具 有 停 留

5 000 t级船只的码头，进港出港机动船数量众多

(陈厚忠和郭国平，2008)。因此依据儒艮死亡特

征及周边海域基本情况，推断船只碰撞是导致该儒

艮死亡的直接原因。
东郊椰林附近高隆湾和椰林湾具有丰富的海草

资源，为儒艮提供了良好的取食场所，死亡的儒艮

个体证实了海南海域可能仍有儒艮生存。而死亡特

征表明，船只碰撞是导致其死亡的最终原因。

4 保护建议

由于高隆湾和椰林湾具有丰富的海草资源，因

此应合理规划，积极筹建海草自然保护区，大力加

强海草资源的保护和监管; 加强对海南东部海区及

文昌海域的儒艮资源调查工作，同时应加强相应海

域机动船只的管理，对其限制速度，避免机动船碰

撞儒艮死亡事件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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