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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珊瑚礁是沿海当地居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地，传统渔业与现代旅游业比较发达。
珊瑚礁学科作为海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开创现代珊瑚礁学科研究以来，研究领域不
断拓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地质学家还拓展至古生物礁与矿产，特别是油气资源的研究，所以珊瑚礁学科是既古老又时新的学科
。
珊瑚礁的形成演变，其资源、环境及开发与保护是历久不衰的课题。
由于地球过去的变化以及人类无度的开发已造成突出的地球环境问题，即环境资源的变化已成为世界
热门课题。
全球珊瑚礁也面临着环境变化、资源衰退、开发不当与保护问题的局面。
《广东徐闻西岸珊瑚礁》专著是对热带北缘中国大陆唯一的具有礁坪的珊瑚岸礁的较详细的调查研究
的总结，提供了不少的新资料，提出了许多的新观点，发展了珊瑚礁与海岸理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应用意义，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珊瑚礁学科的深入研究。
迄今国内外珊瑚礁专著多是单学科的，如地质学、地貌学、物理海洋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
著者们依托国家和省的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以及有关单位委托的项目，短则7年，长则20多年在该珊
瑚礁区进行多次较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参考大量国内外文献，包括
各单位科技人员在该区调查研究成果论文，搜集当地有关资料，吸收了珊瑚礁学科理论和丰富的材料
，因此该书具有厚实的科学资料基础和科学理论基础。
它是至今最全面和最完整地论述中国大陆沿岸现代珊瑚岸礁的原创性专著，其内容很丰富，包括徐闻
西岸珊瑚礁的分布、成礁条件、社会经济概况、地质地貌与古环境、珊瑚礁的形成演变和今后发展趋
势，珊瑚礁生物与生态、人类活动对珊瑚礁的负面影响、区域景观生态、珊瑚礁的生态旅游开发、生
态保护与管理等，并对其做了很好的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可操作的实践指导意
义。
该书论述了一个在热带北缘条件下现代珊瑚岸礁形成演变过程，它不仅如典型的热带珊瑚礁发育建造
过程中主要受海平面变化的控制，而且还深受较高纬度的温度变化和沿海陆地与沿岸水域环境变化的
显著影响。
本书还系统论述了人类对珊瑚礁生态的影响，以及实行生态开发、生态保护与管理问题。
地球科学家刘东生院士说过，总结工作是科研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总结就很难谈创
新和进步。
笔者认为该书就是一本对于这一独特的海洋地理区珊瑚礁多年科学调查研究的总结，内容详实，图文
并茂，观点新颖，是珊瑚礁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理论概括，是一部高水平专著，对今后国内外珊瑚
礁研究有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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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徐闻西岸珊瑚礁》现代珊瑚礁是沿海当地居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地，传统渔业与现代旅
游业比较发达。
珊瑚礁学科作为海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开创现代珊瑚礁学科研究以来，研究领域不
断拓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地质学家还拓展至古生物礁与矿产，特别是油气资源的研究，所以珊瑚礁学科是既古老又时新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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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焕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1937年1月出生。
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留校当助教，赴南京大学进修地质地貌学两年后，回校任地
貌学教研室主任。
1962年秋至1968年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从事河口三角洲研究；1969～1972年下放“五七”干校
劳动；197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曾任海洋地质研究室副主任、海岸研究室主任和
副所长；曾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
1981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应邀赴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交流河口三角洲研究半年。
创办《热带海洋》季刊和不定期的《南海海洋科学集刊》。
2003年1月退休，返聘任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至今。
主要从事珊瑚礁、海岸与河口的地质和地貌与自然地理研究。
已发表专著13种（第一作者4种）、论文155篇（第一作者84篇），其他报刊文章22篇。
获科研成果奖主要有：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资源、环境与权益综合调查研究，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西沙、中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海洋综合调查研究和华南港口航道水文泥沙调查研究两项，
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黄埔港通海航道（狮子洋和伶仃洋）研究，获1979年广东省科学大会奖
；副主编《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获1987年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七五”南
沙综合科学考察，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八五”南沙综合科学调查研究，获1997年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著《珠江河口演变》，获199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主编《南
沙群岛永暑礁第四纪珊瑚礁地质》，获1994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主编《南沙群岛自然地理
》，获1997年广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主编《华南海岸和南海诸岛地貌与环境》，获2002年广东省科
学技术二等奖；合作主编《南海地质》，获2005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合作华南潮汐汊道现代过
程研究项目，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合作主编《南沙群岛水道、锚地与港口选址研究》，
获1998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还合作主编《南沙群岛珊瑚礁工程地质》（1997年）专著。
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丽荣，助理研究员，理学博士。
女，河北省安国市人，1972年10月出生。
199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专业，获理学学士。
199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城市与资源规划系自然地理学专业，获理学硕士。
200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留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至今，研究方向
是海洋生态学。
1999年下半年以来以雷州半岛西南部珊瑚礁为研究对象，从事珊瑚礁生态学以及资源与保护管理方面
研究，曾任徐闻珊瑚礁课题组（2003～2006~）副组长，《徐闻县西部珊瑚礁生态旅游开发、生态保护
与生态管理项目研究报告》副主编。
已发表论文43篇（第一作者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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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的方法11.5 徐闻县西部珊瑚礁的生态管理12 结论12.1 本区的自然特点12.2 本区人类开发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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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造礁石珊瑚群体及其他附礁生物死亡后其遗骸构成的岩体即为珊瑚礁。
腔肠动物门珊瑚虫纲（Anthozoa）石珊瑚目（Scleractinia）中造礁石珊瑚的许多科属种为热带浅水底柄
生物，一般附着在基岩或其他硬底，乃至坚硬的堆积物表面上，一般生活在水温20cC以上的温暖海洋
中（水温13℃以下多属种将死亡）且水深至50m左右的透光层范围内的海底。
其个体大小不一，半径可超过2m，寿命长达300a以上。
形态各异，有团块状、亚团块状、皮壳状、板块形、复叶形、桌形、分枝形和柱形，但均以钙质骨骼
包裹在珊瑚虫软体外为特征。
它们是中生代至现代热带海洋中的造礁动物。
礁体也包括活珊瑚丛。
现代造礁石珊瑚有数百种，澳大利亚珊瑚专家veron，JEN（2000）在专著中详细地、图文并茂地介绍
了世界造礁石珊瑚的18科110属781种。
我国造礁石珊瑚属印度一太平洋区系，据邹仁林（2001）在《中国动物志》丛书之一《造礁石珊瑚专
志》中介绍了中国的14科54属174种，由于调查研究还不够广泛深入，实际属种数可能与菲律宾67
属200余种相当。
陈清潮（2003）则统计南沙群岛有282种。
丛生的珊瑚群体死后仍留在海底原地，其遗骸构成的钙质岩体保留死前的态势者为原生礁；珊瑚被波
浪、天敌或人为破坏，其残肢败躯和各种附礁生物（如软体动物、有孔虫等）骨壳、各种粒级碎屑混
杂堆积在一处，被皮壳状的钙质藻类珊瑚藻覆盖，由这些沉积物不断堆积又不断地被珊瑚藻覆盖与黏
结构成的岩体，称为次生礁。
钙质藻类也属于造礁生物。
珊瑚礁有多种类型（图1-1），背叠在大陆或大陆岛基岩海岸者，称岸礁或裾礁；离岸坐落在大陆架（
或岛架）、大陆坡或深海海山上者，称岛礁。
礁坪围圈的渴湖中有岩岛者称堡礁，南海尚未见。
礁顶为礁坪及其围圈的溻湖者，称环礁，缺湖或湖已湮灭，只见礁坪和中间或残存可涉水的浅水塘者
，称台礁；仍在潮下带匍匐在海底，背隆者称礁丘，平坦者称礁滩。
隐现在水面、涨潮淹没、低潮出露者为干出礁。
已拔离水面者，称上升礁或隆起礁。
现代礁是指全新世处于沿岸和大海中的礁体，隐现于水面，或处于浅水区，尚有造礁生物附着与栖息
，仍处于发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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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著者们试图全面总结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西岸珊瑚礁的调查研究资料，论述该区珊瑚礁的过去与现状
，讨论它的发展趋势，力求系统阐述该处珊瑚礁的分布、海陆自然环境与成礁条件、社会经济概况、
珊瑚礁地质地貌与古环境、珊瑚礁的演变与发展趋势、珊瑚礁生物与生态、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景
观生态、珊瑚礁生态旅游开发、珊瑚礁生态保的珊瑚礁生态管理等，向学术界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珊
瑚礁的科学资料，向社会提供可持续开发该处珊瑚礁资源、开展自然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基础资料和参
考意见。
著者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不同部门，相处时间或长或短，甚至尚未谋面，但大家都
毫不计较工作条件，合作愉快，努力完成任务，终于在2008年8月写出本书书稿。
世界著名的学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刘东生研究员（1917～2008
年），不畏年事已高，不远万里，不辞劳苦应邀于2000年1月到研究区现场指导调查研究，并参加礁坪
挖坑剖面的观察，站在坑边素描（见图2-6、图2-7、图4-11、图4-13）、采样与讨论，使著者们获益良
多。
今记忆犹新，特此永志不忘。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余克服、钟晋梁、郑寿瑜、黄韶健、黎同寿、林秀贞等同事，有关单位
的雷隆鸿、黎开明、袁家义等专业人士，以及徐闻县旅游总公司的沈耀、包声侠、叶来香、蔡仁贤等
同仁们，一道做了许多T作，使调查研究按计划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先后
惠予资助，著者们才能开展徐闻珊瑚礁调查研究，为本书积累了许多实际资料和形成见解；在研究过
程中，徐闻县政府办公室、统计局、国土资源局、海洋与渔业局、林业局、环境保护局、旅游局、县
志力公室、角尾乡政府、迈陈镇政府和西连镇政府，以及徐闻县政协机关、徐闻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和徐闻盐场等单位热情地提供各种帮助和实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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