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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一頭鯨魚在深圳大鵬灣捕食的視頻
開始廣傳。畫面上可以看到，一頭體表呈

黑色的鯨魚張着大嘴，不斷衝出海面捕食魚類，周
圍海鳥盤旋。其後有媒體到現場觀測，這頭鯨魚依
然逗留在這片海域，並不時出現在海面上。

布氏鯨屬國家保護野生動物
幾天來，深圳漁政部門和科研人員記錄到鯨魚捕

食行為逾百次。根據視頻、圖片以及現場觀測，專
家判斷其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布氏鯨。該
布氏鯨體長8米左右，專家判斷傾向於亞成體，即處
於性腺尚未成熟的發育階段。鯨類研究專家、廣西
社科院副研究員陳默介紹，布氏鯨是一種主要分布
在熱帶和亞熱帶海域的大型鬚鯨。近年來，中國沿
海的布氏鯨主要集中出現在廣西北部灣海域。在20
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深圳周邊海域也曾廣泛分布
鬚鯨類鯨魚，但1980年之後，該區域的鯨魚出現記
錄逐漸減少。

抵深8天 網友：來了就是深圳鯨
潛愛大鵬志願組織理事長沈曉鳴觀察「小布」整

整八天，在觀鯨圖片中，他最喜歡的一張照片是一
位男子站在岸邊，遠遠地看着「小布」。他認為，
「這張照片正確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保持
距離，和諧共處。」潛愛大鵬在公眾號發布《「小
布來深」，請與牠保持友善的距離》的倡議，並得
到深圳市民的響應。
「來了就是深圳鯨！」
「有鯨、有船、有燕鷗、有燈塔，連日來的『鯨

喜』，生活在藍天碧海的深圳實在太幸福了。」

「先查查『小布』的行程碼和粵康碼。」
6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沙魚涌沙灘採訪的兩個小
時，來現場「觀鯨」的市民不到十位，並未發現出
海近距離接觸「小布」的市民。從羅湖趕來的楊小
姐表示，在來之前特意查了資料，快艇和槳板距離
過近有可能對鯨造成驚擾，所以並未打算出
海。「這次過來只想看看鯨魚活動的地方，
如果能夠在岸邊看到鯨魚，那就更幸運
了。」

協調香港等地建救護聯動機制
據了解，當地政府與本地媒體也對「小

布」的情況進行直播，許多市民網友也通
過網絡直播「雲吸鯨」。有市民在觀看直
播時表示，「小布的到來是我們的榮幸，為
了讓牠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地生活，我們應
該與牠保持禮貌與尊重的距離。」
為給「小布」營造宜居環境，深圳相關部門緊

急招募保護鯨豚志願服務者，已儲備200名志願
者。動員多方力量，管控船隻、勸退圍觀遊客、清
理海洋垃圾、檢測水質，同時協調香港、惠州等地
建立鯨豚救護聯動機制……整個護鯨行動多方聯
動、迅速響應。
由深圳市生態環境局大鵬管理局牽頭，組織中國

漁政44101船到現場蹲守、勸返往來船隻，及時分

享「小布」信息，並聯合香港環境保護署共享信
息，加強大鵬灣「小布」出沒海域的100餘個入海
排口和69公里海岸線的巡查，包括入海排口水質持
續監測。
深圳市藍色海洋環境保護協會執行秘書長馬海鵬

表示，「這頭突然出現的布氏鯨可能就是一位大自
然的『信使』，關鍵是看我們能不能正確理解牠所
傳遞的信息，並且採取正確的應對行動。如果我

們做對了，也許以後每年夏天，就會重現大
型鯨類動物頻繁前來大鵬灣『打

卡』的勝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一條布氏鯨在深圳大鵬灣海域出沒的視頻近日在深圳人的朋友圈中熱傳，深圳

市民套用深圳的城市口號「來了就是深圳鯨」表達喜愛。在經歷了最初幾天的熱情圍觀之後，深圳人開始相約「不打

擾」，給這條被親暱命名為「小布」的鯨魚留下足夠的空間。雖然無法預計小布會在大鵬灣海域停留多久，當地政府

和民眾都在盡最大努力地為這特別的「鯨」喜（「鯨」、「驚」普通話拼音相同）營造宜居環境。

保持友善距離 營造宜居環境

鯨魚小布造訪大鵬灣
深圳市民相約共守護

據大鵬新區鯨豚科研調查團觀察，「小布」一
天會進食 180 公斤左右的食物，布氏鯨屬於鬚
鯨，只能吃小型魚類。目前，牠在大鵬灣海域追
逐捕食的主要有油鱮、斑鰶、沙甸魚和稜鯷等四
種魚。廣東海洋大學深圳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廖寶

林分析說，從「小布」捕食的情況來看，牠的捕食慾望非常強，一
天上百次鯨吞動作都是有可能的。牠的進食能力、呼吸力度，都是
非常有力的。從游泳狀態來看，牠的身體狀況也非常健康。

珊瑚平均覆蓋率逾30%
大鵬新區是深圳市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載區，目前正創

建國家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近年來通過陸海統籌在海洋生態
建設中取得不少成果。新區有着約佔深圳四分之一海域面積，近岸
海水水質100%達到國家一類標準。新區海域面積僅佔南中國海面
積萬分之一，卻擁有近五分之一的生物物種，珊瑚平均覆蓋率逾
30%，生物多樣性狀況良好。

在大鵬海域，近岸海域有濱海濕地、紅樹林、珊瑚礁，河口、
海灣、島嶼等典型海洋生態系統，海域分布珊瑚超過60種，魚
類、甲殼類、頭足類、貝類等生物超過190種，藻類等浮游植物超
過130種。「從『小布』吃的食物來看，這個區域食物相對豐富，
牠的捕食頻次比較高， 說明有食物吸引牠。」廖寶林說。

深圳新聞網

據本港報章報道，2005年2月6日，一
條布氏鯨在沙頭角亞公角咀附近的海灘擱
淺，是本港水域當時首次發現有布氏鯨擱
淺，該條鯨魚全長五米七，由於其魚身已
嚴重腐爛，故該署未有貯存其骨架。

在廣東，大亞灣海域自古以來多有鯨魚出沒。晚明時期，
「惠州鯨」便已見載典籍而廣為人知。及至近現代，大亞灣
海域仍常見鯨魚蹤跡。1937年7月，有媒體報道稱：惠陽縣
第十二區稔山石壩頭附近海面，邇來每屆日光熹微之際，常
有鯨魚出沒海面，是以大小漁船備具戒心……據考證，「石
壩頭」即今惠東稔山壩仔一帶。
隨着城市建設的高速發展，鹽田港、惠州港等大型港區的
建成使用，大亞灣和大鵬灣航道密集，鯨魚蹤跡越來越少見
了，所以這次在沙魚涌出現的健康狀態下的布氏鯨，已經是
深圳沿海十多年未見的稀客了。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及深圳衛視

布氏鯨
大鵬灣出沒位置圖

長度：平均12米（雌性比雄
性長0.3米左右）

特徵：背部深灰色，腹面黃白
色；頭頂有兩個氣孔，
氣孔與頭部尖端之間有
三個平行突起；鰭相對
較小，背鰭突出，呈鐮
刀狀；下顎頂部有兩排
鯨鬚板，數量約有300
個。

分布：主要生活在熱帶和溫帶海域，在

水溫高於16.3℃的熱帶和溫帶水
域終年都可看到。

習性：不集成大群，北太平洋的布氏鯨類通常單獨或2至3頭
為一群，12頭是最大的群；噴潮高約3米至4米；通常
呼吸4至5次後，做一次長潛水；極少見到牠們在潛水
前舉起尾葉；平時的游泳速度約每小時2至7公里，快
速時可達約每小時20至25公里，可潛至300米的深
度。 來源：百度百科

布氏鯨
小資料

「小布」從哪兒來？

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
授陳炳耀：近年來，中國沿海的
布氏鯨主要集中出現在廣西北部
灣海域，其他海域的觀察記錄並
沒有穩定規律；但根據此前已有
的記錄，在香港外海曾有布氏鯨
群體活動，目前暫未確定「小
布」就是香港布氏鯨群體因追逐
魚群而落單進入大鵬灣。「小
布」與北部灣布氏鯨定期性活動
不同，應是偶然性行為，可能與
大鵬灣海域生態環境良好，又恰
逢休漁期，加上前段時間因為疫
情鹽田港區航道短暫停航等因素
有關。

「小布」會留下嗎？

深圳市藍色海洋環境保護協會
執行秘書長馬海鵬：近年來，深
圳大鵬灣海域鯨豚類海洋生物頻
繁出現，僅今年以來就已經記錄
到多次江豚活動，最大的一群至
少有數十頭，如何建立近海鯨豚
保護聯動機制，包括論證在大鵬
灣海域設立禁漁區的可行性，這
是深圳創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亟
待解決的問題。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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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鯨吞180公斤魚
餐單顯海域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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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在做珊瑚普
查。 潛愛供圖

●廣東省加強
對布氏鯨出沒
海域附近的管
控。

中新社

●「小布」身長約8米。 潛愛大鵬志願者凡師傅供圖

●沈曉鳴最喜歡的一張
「觀鯨」照片，反映了人與
自然和諧相處。沈曉鳴供圖

●●「「小布小布」」已連續已連續88日在深圳大鵬日在深圳大鵬
灣暢泳覓食灣暢泳覓食，，目前身體狀況非常健目前身體狀況非常健
康康。。 潛愛大鵬志願者北平供圖潛愛大鵬志願者北平供圖

掃碼看片

小布餐單

油鱮油鱮

沙甸魚沙甸魚

稜鯷稜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