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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投身南海鲸类研究

“海有大鱼”“万里长鲸”“鲸海波
澄”，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鲸类动物相关的
瑰丽想象。然而，中国学者正式对鲸类开
展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20年代起才
有老一辈科学家对我国沿海抹香鲸和江豚
等动物开展形态学描述工作。当时无法保
障稳定的研究条件，系统的鲸类研究也无
从谈起，仅有一批怀揣科学报国理想的科
学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一些零星的工
作。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鲸类研究
水平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鲸类研究日益重
视，投入逐渐增大，科研人员不仅在长江
和沿海的鲸类动物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系
列突破，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将鲸类等
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的种子散播到全国各
地，促进了中国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的研
究进展。我很幸运成为其中的一颗“种
子”，从江城武汉萌发、在南海之滨三亚生
根发芽，成立并带领新的团队茁壮成长。

2002 年，我在武汉大学获得生物学学
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师从王丁研究员开展江豚的生物声学
和生态学研究工作。2007 年博士毕业后，
我先后在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夏威
夷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科研机构学习
和工作。在海外多年，我一直关注国内的
海洋哺乳动物研究进展。2012 年，当得知

中国科学院准备在三亚成立一个新的海洋
研究所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加入，
成为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以下简称“深海所”） 首批海外引进人
员，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海洋哺乳动物
命名的研究室——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
物声学研究室，在三亚开展鲸类等海洋哺
乳动物研究。

南海是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海域之一。历史记录表明，在南海出没过
的海洋哺乳动物可能多达 30 多种。然而，
中国研究人员除了对近岸的中华白海豚、
印太江豚开展过一些海上调查研究，对南
海其它海洋哺乳动物几乎没有进行过专门
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对很多物种的认识仅
限于少量的搁浅记录。因此，亟须专门的
研究机构在南海开展鲸类研究。深海所的
成立恰好提供了绝佳的机遇。面对这片广
阔的研究“蓝海”，我更坚定了当初的回国
判断和前行的脚步。

琼崖碧海

发现海南中华白海豚

加入深海所以来，我与团队系统开展
了南海海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研究，初
步摸清了南海鲸类动物组成、分布特征、
受胁状态，建立了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
数据库。通过采用渔民问卷调查、搁浅数
据收集、海上调查等多学科交叉手段，我
们发现南海包括海南岛周边海域存在近 40
种海洋哺乳动物，其中就包括海南西南海

域的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中国宝”，是驼

海豚属四个物种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
级。学界和动物保护界曾一致认为，中华
白海豚在中国仅分布在台湾海峡两岸、汕
头、珠江口、湛江雷州湾和广西沿海等大
陆近岸海域。而海南岛不仅与大陆相距较
远，而且与大陆间相隔琼州海峡深水航
道，中华白海豚不会选择越过宽广深邃的
海峡到海南岛附近海域栖息。因此，几乎
没有科研工作者认为海南岛周边海域存在
中华白海豚种群。

面对这样的“定论”，我与团队并未全
盘听信。通过对附近海域众多渔民的走
访，我们推定三亚附近海域确有中华白海
豚出没。于是，我与团队每两三个月出海
一次，寻找中华白海豚的踪迹。虽然多次
无功而返，但我们都没有轻易放弃。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与团队在海南
岛西南海域，利用常规生态学考察方法辅
以被动声学监测的方式，终于在 2014年 10
月首次在三亚水域发现了中华白海豚种群。

当第一次看到这些白色的身影在碧海
中聚拢、疾游时，我和团队成员都不禁发
出赞叹。这项发现推翻了此前海南岛周边
海域没有中华白海豚分布的传统认识，证
实了该海域是中华白海豚的重要分布区域
之一，而且有较大的种群规模。

此后，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证实了海
南的中华白海豚种群与三娘湾、雷州湾等
相邻海域的种群在形态、种群结构、生境
选择、发声行为、遗传特征等方面都存在
明显差异；发现海南中华白海豚等濒危鲸

类动物普遍面临食物减少、渔业误捕、船
只碰撞、保护措施有待完善等威胁，种群
呈现下降趋势，个别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同时，我们还建立了涵盖几大主要种群

（珠江口、湛江、三娘湾和海南种群）、世
界最大的中华白海豚个体照片识别数据
库；率先在南海开展了深潜及远海鲸类海
上调查研究，发现该海域存在包括抹香
鲸、喙鲸、短肢领航鲸等多个深潜鲸类物
种的定居群体；在国际鲸类学界首次在海
上拍摄到清晰的德氏中喙鲸活体照片，并
对这些神秘喙鲸的体色模式、疤痕图案及
其水面行为进行了描述。有来自美国的资
深研究者评价，我们有关中华白海豚的研
究、南海大量深潜和远海鲸类种群尤其是
神秘喙鲸的发现及其威胁因子的揭示，填
补了对南海海洋哺乳动物资源认识的空
白，正在快速提升国际学界对中国水域鲸
类的科学认识。

鲸波逐梦

拓展研究广度深度

除了物种多样性研究，我们在鲸类环
境适应与演化机制研究方面，还将染色体
基因组组装技术引入鲸类生态和演化研究，
获得了中华白海豚、抹香鲸等珍稀濒危海洋
动物的高质量基因组数据，建立了大样本鲸
类动物组学数据库。为揭示南海部分海洋哺
乳动物“从哪来、到哪去”的演化历程、濒危
机制以及齿综生物声呐等水生适应性特征
的进化机制提供了分子生物学证据。

在生物声学方面，我们通过长期的实
验和野外调查研究，揭示了南海常见鲸类
发声特征、声呐发声机理、声呐行为、听
觉能力及其环境适应机制。今年 10月，我
们团队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还揭示了海
南中华白海豚种群有独特的“方言”，其哨
叫声特征与中华白海豚其他种群、驼海豚
其他物种哨叫声存在差异，指出中华白海
豚哨叫声信号特征存在环境噪声的适应性。

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具有极高的生态、
保护、科研、经济和社会价值，其研究和保护
在国际上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受到广泛
关注。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中
心和机构。中国在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
努力下，已经在部分研究方向上与国际接轨
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9年来，我们团队在
各类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的支持下，对南海
鲸类孜孜不倦地开展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
绩，但仍然需要继续开拓前进。

目前，我们已与中科院水生所和声学
所建立了“海洋哺乳动物研究联合实验
室”。下一步，我们将在联合实验室的基础
上聚集人才，期待利用海南自贸港的区位
和政策优势，发挥研究方向综合交叉的学
科优势，从行为生态到分子生态，较为全
面、系统地厘清南海、东南亚其它国家不
同海域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的种群地理格
局特征，探讨其分化和适应性演化机制，
为仿生学研究和应用、有效保护南海及东
盟和其它海上丝路海域海洋哺乳动物及其
栖息地生态环境等提供科学基础和依据。

上图：李松海 （中） 海上观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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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建立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
数据库、首次发现海南西南海域
存在中华白海豚种群、揭示齿鲸
动物声呐系统相关的发声、听觉
机制及噪声影响……作为中国科
学院引进的海外人才，李松海
自 201 2 年起带领团队“深耕”
南海，从事鲸类等海洋哺乳动

物研究。
回国9年，李松海和团队在

南海海洋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
鲸类环境适应与演化机制、海洋
哺乳动物生物声学等方面取得一
系列国内外瞩目的成果，推动中
国的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不
断向前拓展。以下是他的自述。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松海——

扎根南海研究海洋哺乳动物哺乳动物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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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永康五金国内需求有所降温，生产景气指
数波动下行

10月份，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93.73点，环比下降3.37点，生产

势头回落。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六升六降格局，其中，五金工具及配

件、运动休闲五金、日用五金电器、建筑装潢五金、通用零部件、安防产品六

个行业环比上涨；车及配件、门及配件、厨用五金、机械设备、机电五金、电

子电工六个行业环比下降。

一、商品销售量与订单量下滑，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小幅回调

10 月份，生产市场需求景气指数收于 94.51 点，环比下降 7.14 点。其

中，商品销售量与订单量景气指数为81.38点，环比下降15.00点；商品客户

数量景气指数为94.49点，环比上升0.03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三

扩张六回落三收缩格局，其中，厨用五金、机械设备、安防产品三个行业的

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处于收缩区间。

二、商品存货周转脚步放缓，经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跌

10 月份，企业经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 92.90 点，环比下降 2.59 点。其

中，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 90.88点，环比下降 1.96点；商品销售利

润率景气指数为85.32点，环比下降1.16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两

扩张七回落三收缩格局，其中，机械设备、机电五金、安防产品三个行业的

经营效益景气指数处于收缩区间。

三、生产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0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景气指数为98.10点，环比下跌0.17点。

预计2021年11月份，生产景气指数会稳中略降。

2021年 10月，永康五金市场需求与效益双增，市场交易
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10 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 101.09 点，环比上升 1.41 点。

十二大类行业呈现八升四降格局。结构性指标呈现不同程度波动，其中，

要素供给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0.91点，市场需求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1.29点，

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上升1.26点，总体判断景气指数环比上升1.95点。

一、商品销售量增加，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上升

10 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 105.87 点，环比上升 1.29 点。

其中，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104.88点，环比上升1.51点；商品销售价格景

气指数为106.50点，环比上升2.40点；商品顾客数量景气指数为103.34点，

环比下跌0.02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七升五降格局，运动休闲五金行业升

幅居首，环比上升5.19点。

二、商品销售毛利总额提高，运营效益景气指数良好

10 月份，五金交易市场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 103.40 点，环比上升

1.26点，其中，商品存货周转速度景气指数为 103.79点，环比上升 1.00点；

商品进货量景气指数为 103.62点，环比上升 0.78点；商品销售毛利总额景

气指数为106.28点，环比上升2.79点。十二大类行业呈现六升五降一平格

局，运动休闲五金行业升幅居首，环比上升3.81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0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预期景气指数收于99.92点，环比上升0.67点。

10月25日—27日，第26届中国五金博览会成功举办，市场需求和运营效益

有所上升，预计后期总体景气指数将略有上升。

2021年 10月，永康五金出口效益相对减少，外贸景气指
数环比下调

10月份，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指数收于93.58点，较上月下降1.40点，出口

呈缓慢下降态势。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现两扩张七回落三收缩格局，其

中，电子电工、通用零部件两个行业处于扩张区间；门及配件、车及配件、五金

工具及配件、建筑装潢五金、运动休闲五金、日用五金电器、厨用五金七个行

业处于回落区间；机械设备、机电五金、安防产品三个行业处于收缩区间。

一、企业出口额与毛利率齐降，运营效益景气指数环比回落

9月份，出口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2.70点，环比下降2.31点。其中，

商品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为90.28点，环比下降7.91点；商品毛利率景气指

数为86.63点，环比下降6.27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四升七降一平格

局，其中电子电工行业跌幅居首，环比下跌20点以上。

二、相关行业需求较好增长，市场需求景气指数微幅提升

10月份，出口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95.34点，环比上升0.56点，主要由

十二大类中的五金工具及配件、运动休闲五金、通用零部件三个行业的拉

动，其环比分别上升8.69点、5.82点、4.46点。从十二大类行业来看，呈四扩

张五回落三收缩格局，其中，门及配件、日用五金电器、电子电工、通用零部

件四个行业处于扩张区间。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0 月份，外贸预期景气指数收于 97.96 点，较上月上升 0.13 点。预计

2021年11月份，外贸景气指数会略有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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