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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香鲸的食物及其捕食习性
’

董 正 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抹乔鲸与头足类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
,

是海洋食物网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

19 78 年在 山东

省胶南县海滩搁浅了一头抹香鲸
,

经对从其胃巾取到的 4 3 个头足类角质领分析鉴定
,

共发现

帆乌贼等 7 个属
。

通过将其与世界其他海域抹香鲸胃中头足类组成的比较
,

论述丫抹香鲸的捕

食习性
,

抹香鲸与头足类在营养级金字塔中的位置
,

拟出了抹香鲸
—

头足类营养联系的模式
,

1 97 8年 4 月
,

山东省胶南县海滩搁浅了一头长 13
,

95 米
、

重 22 吨的雄性抹香鲸 p h梦

、te , 。幼d , Lj 二解
u 。,

其为我国大陆近海历年捕获的最大的一头抹香鲸 (图 1 )
。

观察

发现
,

它的胃含物中主要是一些头足类的角质颗
,

这为我国首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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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抹香鲸搁浅地点
(图巾圆点处为胶南县)

材 料 与 方 法

所捕获抹香鲸胃含物中头足类的角质额共有 43 个
,

其中
:
上颗 28 个

,

下额 15 个
。

基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1之疙泞号
。

角质颖由我所海兽小组董金海
、

王广洁同志采获
,

两位并

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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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对残缺程度较大的上额和下领
,

虽难以鉴定到科
、

属
,

但从其长而弯的上额嵘部

和长弧形的下额嚎部边缘等形态性状分析
,

它们均属于头足类中营大洋性生活的开眼亚

目(0 吧op欲d 压)
。

2
.

抹香鲸的捕食习性

经将这头抹香鲸胃含物的分析结果
,

与世界其他海域抹香鲸胃含物中的头足类组成

进行对比后发现
:
除快峭属为我们首次报道外

,

其他大洋性的 5 个属均为抹香鲸经常猎

取的对象
,

特别是包括有在世界抹香鲸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帆乌贼属
、

爪乌贼属和峭乌贼

属
,

反映出抹香鲸 以头足纲
、

鞘亚纲
、

枪形 目中的开眼亚目为主要食饵的重要食性特点 (表

2 )
。

表 2 山东胶南海域抹香辣胃中的头足类与世界其他海域抹香鲸胃中头足类组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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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武装乌贼科
,

(幻沛乌贼科
,

(的鳞甲乌贼科
,

(4)柔鱼科
,

〔司手乌贼科
,

(6) 异夫鳃科
,

〔7 、单盘峭科
,

(8 )水

母峭科
,

〔g )+ 字峭科
,

(10〕幽灵峭科
,

(1 1)蝶乌贼科
,

(1 2 )狼乌贼科
,

刃1 3少环乌贼科
。

其中〔1 1 )
、

C] 2 )
、

〔丈3 )三科为

新拟名秒

迄今为止
,

世界海域抹香鲸胃中头足类的已知记录为 20 科
,

约 占现存头足类总科数

的二分之一
。

在此 20 科中
,

有 19 科为大洋性科
,

仅峭科(章鱼科 )中既包括浅海性种类
,

也包括少数深海性种类
,

这与抹香鲸主要活动的大洋生境相一致
。

抹香鲸所捕食的大洋

性头足类
,

均有较强的垂直移动能力
,

其中以帆乌贼垂直移动的幅度最大
,

约从表层至

6
,

00 0 米左右
,

它们在抹香鲸胃中的出现频率一般可达 60 一70 拓 ,其他 18 个大洋性科中
,

也是多数主要营大洋深层生活
。

这些事实表明
,

抹香鲸经常潜入深层猎食
,

最大潜入深

度为 2 ,

500 米 , 深潜可能是抹香鲸整个生活阶段中的主要部分
。

大王乌贼是抹香鲸的最大食饵
。

我们在这头抹香鲸的头部下方发现几十个头足类的

吸盘印痕
,

印痕中部的鲸肉已大部被吸出
,

仅有一小部分粘连
,
表明捕食与反捕食的激烈

斗争 , 印痕的直径有 40 毫米和 20 毫米两种
,

经鉴定为大王乌贼触穗中部大吸盘和两边小

吸盘的印痕(图 3 )
。

按照迄今已知的大王乌贼最大个体的实测数值 (触腕穗大吸盘直径

为 浦 毫米
,

用长为 5 米 )估算
,

并考虑到由于鲸体生长
,

吸盘印痕直径也随之增大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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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山东胶南海域抹香鲸头部的大王

乌贼吸盘印痕(原印痕和图的比例为 1 : 0
.

6 )

这头抹香鲸所捕食的大王乌贼的洞长约为 2

米左右
。

虽然头足类在抹香鲸胃中的出现频率
,

随时间
、

空间和雌雄个体而有差别(K : w 众
; -

m i
, 1 9 8 0 )

,

但头足类在抹香鲸食物量中所占

的比例
,

几乎总是占主要部分
。

董正之 (198 1)

根据抹香鲸昼夜捕食量估算
,

头足类通常约

占抹香鲸胃中食物总容积 的60 一7 0环 , v ov k

et a l (1 9 7 8 )估算为 5 0多
,

Be r : in (1 9 7 2 )估算

为 9 5拓 , 而在某些特定海域
,

这种优势就更

为突出
,

据松下 (1 9 5 5 )报告
, x g 5 3一1 0 5 魂年

间
,

从南极海域捕获的 2此 头抹香鲸的胃中
,

几乎全部都是大洋深海性的头足类
。

抹香鲸也猎取鱼类为食
,

但鱼类在抹香鲸胃中的出现频率远低于头足类
,

在抹香鲸食

物量中通常仅 占 5一 10 % ,其所捕食的鱼类以蹭科
、

狮子鱼科
、

细科等底层鱼类为主
。

没有资料证明抹香鲸的捕食具有选择性
。

大洋性头足类丰厚的群体
,

壳薄体软
,

以及

抹香鲸仅具下领同型齿
、

不能咬食
、

只能吞食等
,

可能是形成这种狭食性甚至专食性的原

因
。

3
,

抹香鲸和头足类的营养联系

抹香鲸是海洋中最大的凶猛性动物
,

位居营养级金字塔的最上层
,

以下为大型的肉食

性鱼类
,

如金枪鱼
、

帆晰鱼等
,

它们也是头足类的重要捕食者 , 中型的头足类居于营养级金

字塔的中层
,

与 中型的肉食性鱼类同级 , 再向下为开眼头足类所大量猎食的沙丁鱼类
、

缪

类和磷虾类等 ,为沙丁鱼类
、

够类等大量捕食

的挠足类和为磷虾类主食的硅藻类
,

组成营

养级金字塔的最底层(图 4 )
。

这种由各条食

物链组成的食物网
,

反映出错综复杂的营养

联系
:
齿鲸亚目中的真海豚科

、

咏海豚科等

6 个科
,

均大量猎取头足类 ,食肉目中的鳍脚

类
,

也以头足类为主食 ,信天翁
、

鲤鸟
、

军舰鸟

等十几种大型海鸟
,

也经常猎取头足类
,

企鹅

也是头足类的大量消耗者
,

同时
,

海豚和海鸟

又大量捕食沙丁鱼类和够类等中上层鱼类
,

成为头足类的竞食者
。

另一方面
,

头足类同

类相残的习性明显
,

在太平洋柔鱼的胃含物

中
,

其同类的残体一般要占其总食量的2。拓
。

具有数十万吨级渔获量的太平洋柔鱼
,

除大

量捕食磷虾类
、

沙丁鱼类和够类外
,

还经常捕

抹香蛾A

应退迫鱼丝竺
中型肉食性动物

中型头足类

小型 肉食性动物

磷虾类

挠足类 硅藻类 甲

图 4 抹香鲸和头足类在营养级金字塔

中的位置

人 高级肉食性动物 ;B 次高级肉食性动物 ; C

中级肉食性动物 ; D 低级肉食性动物弓E 植食

性动物和海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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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 稼稼稼 海 鸟鸟鸟鸟鸟鸟鸟 帆帆帆帆帆帆帆帆帆帆帆蜘鱼鱼

头头头头头头足类类鳍鳍 类类类类

沙沙丁鱼类类类类类类类

烧烧足类类类 磷虾类类

硅硅镶 类类

图 5 抹香鲸
—

头足类的营养联系(模式)

食毛颗类
、

浮游多毛类和腹足类的幼虫等
,

这样就组合成一个包括捕食
、

被捕食
、

种间竞

食
、

种内残食等极其复杂的营养联系
,

成为海洋生态系统中数量调节的重要因素
。

在图 4 中所列举的 12 个类群中
,

垂直活动范围最大的是抹香鲸和头足类
,

它们从表

层至深层
,

又从深层至表层
,

这种频繁的摄食和排泄行为
,
通过微生物的分解和绿色植

物的生产
,

促进了海洋中能量的转化和交换 ; 同时
,

它们分解后的尸体
,

迅速沉入深层
,

从

另一方面补充了深海底层动物的营养来源
。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

头足类和抹香鲸双方均发展了一系列的适应特性
:

如头足类

的喷墨
、

变色
、

钩抓
、

喷射推进
、

发达的角质额
、

高度特化的脑中枢和眼睛等
,

使它们捕食

和避敌的能力得到加强 , 而抹香鲸在鼻囊结构
、

声纳系统
、

消化腺体
、

游泳速度和深潜能力

等方面的完善
,

使它们的猎食本领得到强化
。

这种被捕食者和捕食者的共同进化 (。。昨ol u-

桩on )
,

给双方种族的繁衍带来有利因素
,

而捕食正是这种共 同进化的重要推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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