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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艮怎么读？

儒 艮 的 拼 音 为
【rúgèn】，它是一种大型
水生哺乳动物。

儒艮为什么
被称为“美人鱼”？

从身体结构上看，儒艮
与人的特点相似。儒艮胸
部每侧有一个乳房，乳头位
于鳍肢后方的腋下。除此
之外，儒艮的鳍肢非常灵
巧，有点像人类的胳膊。

雌性儒艮哺乳习惯与
人类相似。因雌性儒艮偶
有怀抱幼崽于水面哺乳的
习惯，这和人类妈妈抱着
孩子喂奶很像。

儒艮偶尔会头顶水草
浮出水面，远看就像人类
女性的头发，浮出水面的
身姿也和“美人出浴”有点
像，会让人们误以为它就
是“美人鱼”。

什么是功能性灭绝
和野外灭绝？

功能性灭绝一般是指
在自然条件下，野生物种
数量减少到不能维持继续
繁衍，虽然还有个体存在，
但已经无法繁殖扩大族群
了。若不加以紧急救助，
将 会 走 向 野 外 灭 绝 的
状态。

当某物种或其亚种
已知的个体仅存活于圈
养的环境，或是其种群需
经过野放后才能够回归
其历史上存在的地点时，
就会被归为野外灭绝。

儒艮已介于功能性灭绝
和野外灭绝之间

>>专家访谈

8月26日，周晋峰接受采
访时说，在过去的十年中，没
有人在中国再观测到儒艮，中
国的儒艮可认为已介于功能
性灭绝和野外灭绝之间的
状态。

记者：我国最后一次发现
儒艮是在14年前，导致其急剧
减少以至于功能性灭绝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呢？

周晋峰：首先，是我国近
海的海草床在大规模地退化
和消失。因为儒艮是以海草
为食的，而海草床的退化与人
类活动有关。人类向近海排
出污水，污水中的化学物质以
及浑浊度对海草会造成伤害。
其次，人们在近海的航运、捕
捞、采砂等活动，会影响海草
的生存环境。就像热闹的大
街上不长草，熙熙攘攘船来人
往的热闹海边同样也长不了
海草。没有海草，儒艮自然不
会来了。此外，早期的过度捕
捞以及船只的撞击也是导致
儒艮数量减少的因素。

记者：我们很早就在对儒
艮进行保护，为什么结果还是
不乐观？

周晋峰：自然保护区不是
动物园，不是建个笼子就行。
儒艮虽然在保护区内可以被
保护得很好，但若是周边赖以
生存的生态系统消失，导致它
的栖息地迅速退化、减少甚至
崩溃，也是会导致儒艮灭
绝的。

所以我们认为，有效的保
护是全面的保护，而不只是单
个濒危物种的保护。我们要
保护的是自然生态，因为生态
系统比物种更重要。生态系
统承载了物种，物种承载了基
因，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
个层次。所以儒艮保护区不
光得保护儒艮，还得保护
海草。

记者：儒艮在我国乃至全
世界的分布区域是什么样的？

周晋峰：在世界范围内，
儒艮是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
海洋生物。澳洲、美洲、非洲、
南亚都有，主要在热带及亚热
带水域。至于我国，原本在东
南沿省的近海也有，主要是由
于以前那些地方有大量的海
草，近海比较浅，日照比较充
足，海水比较干净等。

儒艮是近海生态系统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它
在我国的功能性灭绝只是一
种区域性的现象，但在世界上
的其他海域还是有儒艮生存
着的，它还没达到濒危物种的
标准，只是易危物种。

据《华商报》《成都商报》

“美人鱼”的传说
我国古代称“鲛人”

儒艮是一种海洋草食性
哺乳动物，长约3米，重300至
500千克，最长寿命可达70多
岁，主要以二药藻、喜盐草等
水生植物为食。

儒艮主要分布于印度洋
和太平洋的热带、亚热带沿岸
水域，在我国仅海南、广西、台
湾和广东等有少量种群栖息。
而澳大利亚北部是目前儒艮
的主要野外栖息地，大约有8
万头儒艮生活在这里。目前，
全世界儒艮的数量大约在10
万头左右。

儒艮对人类既充满戒备
又非常好奇。当动物学家潜
入海底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距它们不远处静静等待。
儒艮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用
多久便会自己游过来“一探究
竟”。

早在魏晋时期，中国就开
始流传各种关于“美人鱼”的
传说，其又被称作“鲛人”。《搜
神记》中曾经描写：“南海之外
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
其眼泣，则能出珠。”

儒艮需要定期浮出水面
呼吸，而在水下，因为其鼻孔
具有瓣膜，所以能够完全密闭
起来。

雌性儒艮的怀孕期长达
13个月，且每胎只生一个孩
子。初生的儒艮幼崽长度在1
米左右，体重约20千克。由于
还没有完全掌握游泳的技巧，
儒艮幼崽大多时候都是骑在
儒艮妈妈的背上，并用前肢紧
紧抓住妈妈。

在雌性儒艮的胸鳍（前
肢）根部有一个小小的突起，这
其实就是雌性儒艮的乳头。幼
崽把脑袋钻到母亲的胸鳍下即
可方便地吸吮乳汁。在幼崽3
个月左右的时候，儒艮妈妈就
会给它们断奶，让它们学着吃
海草。

以前，科学家们认为儒艮
妈妈抚育幼崽的时间在18个
月左右。但是，最近的研究发
现，有两三岁甚至是四五岁的
成年儒艮仍然跟随着自己的
母亲一起生活。至于其中的
原因，科学家们仍然在寻找
答案。

“美人鱼”的灭绝
错过最佳保护时机

据研究人员调查显示，对
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广西、广
东、福建等地66个渔村进行访
谈调查，这些地点涵盖了中国
大陆地区水域的所有已知儒
艮，在788名受访群众中，最后
一次目击的平均日期为23.2
年前。

公开资料显示，儒艮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海洋动物之一，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一。1999年12月，
广西北海附近海域发现一头
死亡的儒艮搁浅于海滩，这是
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周边发现的最后一头死亡的
儒艮个体。中国最后一次发
现儒艮的记录则停留在2008
年，地点在海南省的东方市。

人类威胁是导致它们不
断减少的原因。在上世纪80

年代之前，我国既没有对国内
海域儒艮的全面摸底调查，对
这种生物生命周期的诸多细
节也缺乏认识。

2000年，南京师范大学在
合浦保护区组织了3次连续考
察，虽然也没发现儒艮的痕
迹，但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此
时的合浦海草床早已严重退
化，持续不断的拖网渔船、污
水排放依旧随处可见。曾经
占据优势地位的羽叶二药藻
和日本鳗草彻底消逝不见。
从我国渤海到南海，曾经繁盛
的海草床大多已经消逝不见，
这也直接影响着许多极度依
赖海草床的生物的生存状况。

“美人鱼”还会归来吗
希望5年后
能在中国再次看见儒艮

目前在保护儒艮方面我
国做了哪些努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介
绍，目前已制定儒艮课题组未
来三年的工作计划，希望通过
儒艮的重引进来重建我们近海
的“绿水青山”，具体涵盖以下
几个方面：研究儒艮生境和现
在广西北部湾儒艮保护区的情
况，努力把儒艮保护区恢复其
生态；研究所有的儒艮保护区
和儒艮迁徙路线；向相关国家
和部门建议“重设航道”，让航
运、捕捞等人类活动尽可能避
开相关线路；携手国际社会进
行引导性的物种重引入。

周晋峰说：“希望通过大
家的努力，5年后能够在中国
再次看见儒艮。”

>>多知道些

8月24日，英国《皇家学会
开放科学》发表文章，认为儒
艮在中国海域已经功能性灭
绝。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见过
中国的儒艮，它就离我们而去
了！作为美人鱼的原型，它们
是最为神秘的大型海洋哺乳
类动物之一。数千万年来，它
们一直生活在温暖的浅海地
带，虽然体型巨大却温文尔
雅，仅以海底植物为食，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动动物物灭灭绝绝的的悲悲剧剧一一直直都都在在上上演演，，
如如何何在在人人类类发发展展和和生生物物多多样样性性之之间间找找
到到平平衡衡，，是是一一项项艰艰巨巨的的任任务务，，但但我我们们必必
须须迎迎难难而而上上，，找找到到解解决决之之道道，，守守护护我我们们
共共同同的的家家园园。。””

1144年年无无出出现现记记录录
儒儒艮艮在在中中国国已已功功能能性性灭灭绝绝

儒艮正在专心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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