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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雌雄中华白海豚外部特征、
颅骨和肢带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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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14 头(9 雄，5 雌) 珠江口水域成年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的外部形态、颅骨和肢带骨的 69

个变量为研究对象，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雌雄个体 在 形 态 学 方 面 的 差 异，为 比 较 不 同 水 域 中 华 白

海豚的形态学特征，进行区域性形态学分析，了解 中 华 白 海 豚 形 态 学 的 地 理 差 异 奠 定 基 础。结 果 显 示，

在所研究的外部形态指标中，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在外部形态上雌雄没有显著差异，两性在颅骨和肢带骨

中各有一组变量存在差异，大部分指标雌性大于雄性。本 研 究 为 今 后 建 立 以 骨 骼 为 基 础 的 性 别 辨 别 函

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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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aracteristics of appearance， skull， scapula and fin bones morphology were described by 69

measurements taken from 14 specimens Sousa chinensis dead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hose measurements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to reveal the sexual dimorphism betwee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external measuremen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in partial measurements on skull，scapula and fin bon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general，the mean values of most measurements were larger in female than those in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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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 ，也称印度太

平洋驼背 豚，隶 属 脊 索 动 物 门 ( Chordata) 哺 乳

纲 ( Mammalia ) 鲸 目 ( Cetacea ) 齿 鲸 亚 目

(Odontoceti) 海 豚 科 ( Delphinidae) 白 海 豚 属。
1988 年我国将其列为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海洋鲸豚中惟一的国家

Ⅰ级保护野生动物。
从颅骨变量统计分析结果来看

［1］，白 海 豚

属可分为:西非大西洋白海豚 ( S. teuszii)、西印



·144·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45 卷

度洋白海豚( S. plumbea) 和 东 印 度 洋 太 平 洋 白

海豚(S. chinensis)3 种。继 1870 年 Flower［2］
首

次 对 一 具 中 华 白 海 豚 骨 骼 标 本 进 行 系 统 描 述

后，Porter［3 － 4］
又对一头中国水域的中华白海豚

进行了详尽的骨骼形态描述。中国不同水域的

中华白海豚是否存在外部形态或 /和骨 骼 形 态

不同? 从现有资料分析，此方面的研究 结 果 非

常有限:黄文几等
［5］

测量了广西合浦一头雌性

中华白海豚的体形和头骨，在厦门大学生物系

测量了中华白海豚的骨骼标本和剥制标本;黄

宗国等
［6］

对 厦 门 水 域 的 两 头 成 体 ( 一 雌 一 雄)

和两头幼体 ( 一 雌 一 雄) 的 外 部 形 态 和 内 脏 器

官进行了描述;刘文华等
［6 － 9］

对 5 头厦门水域

的成年中华白海豚和 5 头香港水域的成年中华

白海豚进行了骨骼系统的描述。在黄 海 北 部、
珠江口、长江口发现的中华白海豚也有类似描

述
［4，10 － 13］。1982 年，王 丕 烈

［14］
测 量 了 广 西 的

一座骨骼标本;1996 年，王丕烈等
［15］

又对西江

和长江口所捕获的两头中华白海豚进行了详细

地测量和比较，并结合广州花都、深圳蛇口和广

西北海等地的标本进行了骨骼对比，发现这些

标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差异。由于标本稀缺等

原因，以上研究结果仅是描述，没有严谨的统计

比较，难以令人信服。缩小到一个水域，成年雌

雄个体是否存在外部形态或 /和骨骼形态差异?

此方面的研究仍是空白，中国水域的中华白海

豚的外部形态规律至今没有可靠的基础资料。
目前，珠江口水域是我国中 华 白 海 豚 最 重

要的栖息地，也 是 存 活 数 量 最 多 的 水 域
［16］，预

计珠江 口 水 域 有 中 华 白 海 豚 1 000 多 头
［17］。

在珠江口范围内，中华白海豚形态学资料已有

部分积累，但在雌雄个体形态比较方面还未见

报道。为制订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提 供 依 据，

本文对珠江口搁浅死亡的成年雌雄中华白海豚

的外部形态、颅骨和肢带骨的各项测量指标进

行描述性对比分析，深入分析雌雄个体形态学

方面的差异。为今后从骨骼辨别珠江口不同性

别的中华白海豚打下基础，进而为比较不同水

域中华白海豚的形态学特征，进行区域性形态

学分析，了解中华白海豚的地理差异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研究所用中华白海豚均来自于珠

江口水域搁浅死亡的成年中华白海豚，共计 14
头，其中雌性 5 头，雄性 9 头。缺损的器官或骨

骼数据视为无效数据，统计指标时不进行计算。
成年中华白海豚的判定标准为 Jefferson［18］

总结的中国水域成熟雌性中华白海豚的体长大

于 200 cm，成熟雄性个体体长大于 190 cm。
1. 2 方法 中华白海豚外部形态、颅骨和肢带

骨 的 度 量 依 据 国 内 外 均 认 可 的 形 态 学 指 标 进

行。每个个 体 和 各 部 位 的 测 量 由 3 人 同 时 完

成，一人测量，一人核对读数，一 人 记 录。涉 及

到左右两侧的指标在数据记录时均有记录，在

数据统计时仅取右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外部形态指标利用不锈钢卷尺和皮尺进行

测量，包括 体 长、上 颌 前 端 至 各 部 位 ( 眼 中 央、
嘴角、呼吸孔、胸鳍前基、背鳍 梢 端、生 殖 孔、肛

门中)、胸鳍前基 至 胸 鳍 梢 端、胸 鳍 最 大 宽、最

大体围、背鳍高、尾鳍两端间距、尾鳍缺刻深度。
中华白海豚的骨骼系统见图 1。颅骨测量

指标利用 游 标 卡 尺 进 行 测 量，包 括 颅 全 长、吻

长、吻基部 宽、吻 前 60 mm 处 宽、吻 中 部 宽、吻

3 /4 处宽、吻 中 部 前 颌 骨 宽、前 颌 骨 最 大 宽、前

颌骨超出上颌骨距离、吻端至外鼻孔、外鼻孔最

大宽、眶前突最大宽、眶后突最大宽、眶 间 最 小

宽、颧宽、吻 端 至 内 鼻 孔、内 鼻 孔 最 大 宽、脑 颅

高、颅腔的内长、鼻骨前至枕骨前、顶骨 间 最 大

宽、枕骨大孔至枕骨前端、眶长、泪骨眶前突长、
颞窝高、颞窝宽、枕骨大孔高、枕骨大孔宽、两枕

踝外距、上齿列长、下齿列长、下颌骨长、下颌骨

高、下颌窝长和下颌联合长。
肢带骨测量指标利用游标 卡 尺 进 行 测 量，

包括肩胛骨高、肩胛骨宽、肩峰上缘长、肩 峰 下

缘长、肩峰远端宽、喙突上缘长、喙突下缘长、喙
突远端宽、肩臼长、肩臼宽、肱骨中长、肱骨近端

宽、肱骨远端宽、桡骨中长、桡骨近端宽、桡骨远

端宽、尺骨中长、尺骨近端宽、尺骨远端 宽 和 腰

痕骨长。
对成年雌雄中华白海豚的 外 部 形 态、颅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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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华白海豚的骨骼系统

Fig. 1 The skeleton of Sousa chinensis

形态、肢带骨形态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各指标的平均数、变异范围、方差、变 异 系

数，对各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所 有 数 据

均由 SPSS 13. 0 统计软件处理完成。

2 结 果

对 14 头搁浅死亡成年 中 华 白 海 豚 的 外 部

形态、颅骨和肢带骨统计分析后发现，在研究的

测量指标中，雌雄个体在外部形态方面没有显

著差异，特征测量值与体长比值的比较也说明

了这一点( 表 1)。但除个 别 指 标 外，大 部 分 指

标中雌性的均值稍大于雄性的。其中，两 性 中

的上颌前端 至 嘴 角 ( P = 0. 062)、上 颌 前 端 至

呼吸孔(P = 0. 056)、背鳍高(P = 0. 056) 比较

的 P 值均接近 0. 05。在颅骨形态中，雌雄个体

在吻长、吻前 60 mm 处宽、吻中部宽、吻端至外

鼻孔、脑颅高、鼻骨前至枕骨前、枕骨大 孔 至 枕

骨前端、颞窝宽、两枕踝外距、上下齿列长、下颌

骨长和高、下颌窝长、下颌联合长等指标具有显

著差异( 表 2)。在肢带骨 形 态 方 面，雌 雄 个 体

在喙突远端宽、肱骨中长、桡骨中长等指标具有

显著差异( 表 3)。

3 讨 论

本文所采用的中华白海豚均来自于珠江口

水域，为搁浅 死 亡 的 成 年 中 华 白 海 豚，共 计 14

头。对于成熟中华白海豚的判定，目前 仍 没 有

统一的标准。Jefferson［18］
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

后指出:中国水域成熟雌性中华白海豚的体长

大于 200 cm，成熟雄性个体体长大于 190 cm。
但这些都未有相应生殖器官组织学发育状况的

证据来支持。中华白海豚的基础生理资料仍然

相当缺乏。
在本文所研究的外部形态 指 标 中，珠 江 口

水 域 的 雌 雄 中 华 白 海 豚 外 部 形 态 没 有 显 著 差

异，此结 果 与 厦 门 水 域 中 华 白 海 豚 的 研 究 结

果
［4］

一致。厦 门 水 域 中 华 白 海 豚 的 雌 雄 个 体

体长似乎没有差别，尽管计算中的雄性个体较

少
［4］;此结果也与香港周围水域中华白海豚的

研究结果一 致
［18］。但 Ross 等

［19］
指 出，南 非 的

中华白海豚成年雌性个体要短于雄性个体。本

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如果存在偏差，可能由以下

几个原因造成:(1) 成年样本体长选取的下限。
本研究是依据 Jefferson［18］

总结的标准选取样本

的。我们的数据 中，雌 性 个 体 ( n = 5) 体 长 在

230 ～ 269 cm 之 间，体 长 方 差 为 257. 3，体 长 变

异系数为 6. 4% ;雄性个体(n = 9) 体长在 190
～ 270 cm 之间，体长方 差 为 891. 25，体 长 变 异

系数为 13. 1%。究其原因，是雄性中有一头体

长为 190 cm 的个体对 雄 性 组 的 影 响 很 大。但

190 cm 的长度对于雄性来说，按 Jefferson 的标

准应是成体。这就需要将中国水域的中华白海

豚的成年体长与年龄、生殖器官发育程度相联

系，才能给出较为可信的参考，本实验室已经开

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 样本量较少。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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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雌雄中华白海豚肢带骨形态测量结果

Table 3 Summary of scapula and fin bones morphology measurements on female and male ( cm)

变量

Variable

雌性中华白海豚

Female individuals
雄性中华白海豚

Male individuals

平均数( n)

Mean value
范围

Range
方差

Variance
变异系数

CV(% )

平均数( n)

Mean value
范围

Range
方差

Variance
变异系数

CV(% )

两性差异 *

Sexual
dimorphism

肩胛骨高 15. 7 ± 1. 4(5) 13. 5 ～ 17. 2 1. 84 8. 66 13. 8 ± 2. 3(9) 11. 1 ～ 16. 6 5. 26 16. 59
Height of scapula

肩胛骨宽 22. 4 ± 2. 0(5) 19. 0 ～ 23. 9 3. 84 8. 75 19. 9 ± 2. 7(9) 16. 1 ～ 24. 1 7. 49 13. 77
Width of scapula

肩峰上缘长 5. 8 ± 1. 5(5) 4. 3 ～ 7. 4 2. 11 25. 00 5. 9 ± 1. 7(8) 3. 4 ～ 8. 4 2. 97 29. 15

Length of superior border of
acromion

肩峰下缘长 7. 5 ± 2. 4(5) 5. 1 ～ 10. 9 5. 96 32. 53 6. 6 ± 2. 3(8) 3. 6 ～ 10. 6 5. 14 34. 39

Length of inferior border of
acromion

肩峰远端宽 4. 2 ± 1. 2(5) 2. 7 ～ 5. 8 1. 48 29. 05 3. 4 ± 0. 8(8) 2. 2 ～ 4. 5 0. 59 22. 65
Width of acromion distally

喙突上缘长 3. 5 ± 0. 7(5) 2. 7 ～ 4. 6 0. 53 20. 86 2. 7 ± 1. 0(8) 1. 6 ～ 4. 8 1. 04 37. 41

Length of superior border of
coracoid process

喙突下缘长 3. 6 ± 0. 7(5) 2. 7 ～ 4. 7 0. 56 20. 56 2. 7 ± 1. 0(8) 1. 8 ～ 4. 9 0. 99 37. 04

Length of inferior border of
coracoid process

喙突远端宽 1. 8 ± 0. 4(5) 1. 2 ～ 2. 1 0. 13 19. 44 1. 3 ± 0. 3(8) 1. 0 ～ 1. 9 0. 09 23. 08 0. 031

Width of coracoid process
distally

肩臼长 3. 7 ± 0. 3(5) 3. 4 ～ 4. 1 0. 08 7. 84 3. 7 ± 0. 3(8) 3. 2 ～ 4. 0 0. 10 8. 65
Length of glenoid cavity

肩臼宽 3. 0 ± 0. 2(5) 2. 6 ～ 3. 2 0. 05 7. 67 2. 8 ± 0. 3(8) 2. 4 ～ 3. 0 0. 07 9. 29
Width of glenoid cavity

肱骨中长 7. 4 ± 0. 3(5) 7. 2 ～ 7. 9 0. 09 4. 19 6. 9 ± 0. 5(8) 6. 1 ～ 7. 6 0. 26 7. 39 0. 050

Length of humerus along
midline

肱骨近端宽 4. 1 ± 0. 8(4) 3. 53 ～ 5. 3 0. 69 20. 24 3. 7 ± 0. 3(7) 3. 0 ～ 4. 0 0. 12 9. 19
Width of humerus proximally

肱骨远端宽 4. 5 ± 0. 2(5) 4. 2 ～ 4. 8 0. 05 4. 89 4. 1 ± 0. 5(8) 3. 5 ～ 4. 7 0. 21 11. 22
Width of humerus distally

桡骨中长 8. 3 ± 0. 5(5) 7. 6 ～ 8. 92 0. 30 6. 51 7. 4 ± 0. 8(8) 6. 1 ～ 8. 2 0. 64 10. 81 0. 044
Length of radius along midline

桡骨近端宽 3. 2 ± 0. 3(4) 2. 9 ～ 3. 6 0. 09 9. 38 2. 9 ± 0. 30(6) 2. 4 ～ 3. 2 0. 09 10. 31
Width of radius proximally

桡骨远端宽 4. 7 ± 0. 2(5) 4. 4 ～ 4. 9 0. 04 31. 34 4. 2 ± 0. 55(8) 3. 5 ～ 4. 8 0. 30
12. 85

Width of radius distally

尺骨中长 7. 0 ± 0. 6(5) 6. 3 ～ 7. 8 0. 31 7. 95 6. 4 ± 0. 5(8) 5. 7 ～ 7. 2 0. 25 7. 81
Length of ulna along midline

尺骨近端宽 3. 5 ± 0. 2(4) 3. 3 ～ 3. 7 0. 04 5. 46 3. 3 ± 0. 42(7) 2. 8 ～ 3. 9 0. 18 12. 85
Width of ulna proximally

尺骨远端宽 3. 1 ± 0. 3(4) 2. 7 ～ 3. 4 0. 09 9. 58 2. 9 ± 0. 53(7) 2. 3 ～ 3. 9 0. 28 18. 05
Width of ulna distally

腰痕骨长 7. 9 ± 0. 4(4) 7. 3 ～ 8. 2 0. 17 5. 19 7. 5 ± 1. 5(9) 4. 6 ～ 9. 5 2. 29 20. 13

Length of pelvic rudiment
bone

* 双侧 t-检验;CV 为变异系数。* Two sided t-test;CV show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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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 14 头成年中华白海豚中仅有 5 头雌性海

豚，雄性海豚的数目将近雌性海豚数目的两倍，

势必会使原本样本量就不大的统计处理产生偏

差。本研究所得数据仅是基于现有标本研究得

出的，考虑到中华白海豚标本相当珍贵，要得到

中华白海豚形态学方面的权威数据，还需继续

长期积累。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研究的 外 部 形 态 指 标

中，珠江口雌雄中华白海豚在外部形态上没有

差异，两性在颅骨和肢带骨中各有一组变量有

所差异，大部分指标雌性均大于雄性。本 研 究

为今后建立以骨骼为基础的中华白海豚性别辨

别函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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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治先生和王英库先生支持与协助，刘文华

教授对本研究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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