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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海共有枝鳃亚目、蓑海牛亚目软体动物 40种，隶属于 16科 30属，主要分布在浙江以南的热带、

亚热带海区，有些种类向北可以分布到达黄、渤海，部分种类仅分布于黄、渤海。区系性质属于印度-西太平

洋区的中国-日本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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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鳃亚目（Dendronotina）、蓑海牛亚目（Aeolidina）软体

动物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海区，有些种类向北可以分布到

达温带海区，有些类群仅分布于暖温带海区。 

对于中国枝鳃亚目、蓑海牛亚目软体动物的研究，林光宇

教授及其他作者有较多研究
［1~13］，目前在中国分布的这类动物

共有 40种，在黄渤海发现有 14种，约占总种数的 1/3，其余均

见于浙江以南沿海，而且向南随着温度的增高，动物的种类及

数量逐渐增加，尤以海南岛、西沙群岛等海区的种类最为丰富。

现就中国近海枝鳃亚目、蓑海牛亚目软体动物的分布和区系作

一分析。 

1 枝鳃亚目、蓑海牛亚目动物在我国近海、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分布 

这类动物在中国近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见表 1。 

2  区系分析 

黄、渤海区：属于北太平洋温带区，水温相对较低，而且

周年变化较大，如青岛沿岸，夏、秋季水温经常保持在 20℃以

上，接近于亚热带水平，一些暖水性稍弱的种类可以到达，如：

美 丽 卡 蓑 海 牛 (Catriona ornate), 赤 蓑 海 牛 (Aeolidiella 

takanosimensis)，细蓑海牛(Herviella yatsui)等。渤海以及黄海北

部，冬季水温常保持在-2～-7℃，接近于亚寒带的水温，一些冷

水性较强的种类可以到达，如：树枝背海牛（Dendronotus 

arborescens）、浅虫阔足海牛（Cerberilla asamusiensis）等。黄

海南部水温较高，达到亚热带水平，出现了一些起源于热带、

亚热带的暖水性种类，如：背苔鳃（Notobryon wardi）、紫斑真

鳃（Eubranchus misakensis）等。在黄渤海发现的 14 种中以温

带种为主要成分。中-日共有种 7种。 

东海区：渤海、黄海的冷水团分布到东海时因受长江径流所阻

已很弱，作用很小，又受到台湾暖流和黑潮暖流分支的影响，

夏季沿岸水温通常高达 30℃左右，因而出现了沿西太平洋广泛

分布的暖水种和印度-西太平洋广泛分布的热带、亚热带种类，

但绝大多数种类向北分布不超过长江口一线，如：星纹二列鳃

（Bornella stellifer）等。还出现了环热带种，如：远洋四枝鳃

（Scyllaea pelagica）、铃斗斗鳃（Doto（Doto）bella）等。此外，

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的暖温带种向南分布也可达到这里，如：

白斑马蹄鳃（Sakuraeolis enosimensis）等。东海区共出现 10种，

以暖水性种类为主，温带种的比例较小。在这些种类中，仅分

布于台湾,大陆沿海尚未发现的有 2种：美丽扇羽鳃（Flabellina 

ornata），印度菲地鳃（Phidiana indica）。在国内分布仅见于东

海的有 5种，如：黄拟三歧海牛（Paratritonia lutea）、红线扇羽

鳃（Flabellina rubrolineata）等。中国特有种 1 种：浙江列鳃

（Facelina zhejiangensis）。仅分布于中国和日本的有 1种，中-

日共有种 5种。东海区出现的种类少可能与调查不够有关。 

南海区：水温高，长年在 20℃以上，水域广阔，区系性质为热

带、亚热带特征。主要是一些热带太平洋和印度-西太平洋的热

带、亚热带种类，共有 25种。如：指状二列鳃 （Bornella digitata）、

日本巨幕（ Melibe japonica）、美拉刺猬鳃（ Phestilla 

melanobrachia）、日本赤蓑海牛（Aeolidiella japonica）等。温带

种的成分极少。其中仅分布于中国和日本的有 13种，如：日本

二列鳃（ Bornella japonica），紫色卡蓑海牛（ Catriona 

purpureoanula），白斑阔足海牛（Cerberilla albopunctata）等。

中国特有种 1 种：白斑赤蓑海牛 （Aeolidiella albopunctata）。

中-日共有种 2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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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近海枝鳃亚目、蓑海牛亚目的地理分布 

Tab. 1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Dendronotina and Aeolidina in China’s co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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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杜五海牛  

Duvaucelia（Duvaucelia）exulans 

Bergh 

       ＋ ＋ ＋      

青马勇海牛  

Marionia alivacea Baba 

 ＋      ＋ ＋       

黄拟三歧海牛  

Paratritonia lutea Baba 

   ＋      ＋       

指状二列鳃  

Bornella digitata（Adams et Reeve） 

     ＋  ＋  ＋ ＋ ＋  ＋ ＋ ＋ ＋

日本二列鳃  

Bornella japonica Baba ＋ ＋ ＋

星纹二列鳃  

Bornella stellifer（Adams et Reeve） ＋ ＋

树枝背海牛  

Dendronotus arborescens（Müller） ＋ ＋ ＋ ＋

远洋四枝鳃  

Scyllaea pelagica Linnaeus ＋ ＋ ＋ ＋ ＋ ＋ ＋

背苔鳃  

Notobryon wardi Odhner ＋ ＋ ＋ ＋ ＋ ＋ ＋

铃斗斗鳃 

Doto（Doto）bella Baba ＋ ＋ ＋ ＋

日本巨幕  

Melibe japonica Eliot ＋ ＋ ＋

紫斑真鳃 

Eubranchus misakensis Baba ＋ ＋ ＋ ＋

娇美突翼鳃  

Embletonia gracilie Baba ＋ ＋ ＋ ＋

库蓑海牛  

Cuthona portophages Rudman ＋ ＋ 

白斑马蹄鳃  

Sakuraeolis enosimensis（Baba） 

 ＋ ＋   ＋    ＋       

美丽卡蓑海牛  

Catriona ornata（Baba） 

 ＋    ＋    ＋       

紫色卡蓑海牛  

Catriona purpureoanula Bab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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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黑色卡蓑海牛  

Catriona nigricolor Baba 

     ＋    ＋       

.锯齿卡蓑海牛  

Catriona serrata（Baba） 

     ＋    ＋       

纤细盔栓鳃  

Coryphella verrucosa（M. Sars） 

 ＋         ＋    ＋ ＋

毛皮蓑海牛  

Subcuthona pallida Baba 

     ＋   ＋       

饰蓑海牛  

Shinanoeolis emurai Baba 

 ＋       ＋       

美拉刺猬鳃  

Phestilla melanobrachia Bergh 

     ＋    ＋ ＋ ＋      ＋

美丽扇羽鳃  

Flabellina ornata Angas 

     ＋     ＋     

红线扇羽鳃  

Flabellina rubrolineata

（O’Donoghue） 

   ＋        ＋   

印度菲地鳃  

Phidiana indica（Bergh） 

   ＋     ＋ ＋ ＋ ＋ ＋  ＋  ＋

乳突多蓑海牛  

Aeolidia papillosa（Linnaeus） 

 ＋       ＋       ＋ ＋

福氏多蓑海牛  

Aeolidia cf. foulisi（Angas） 

     ＋     ＋     

赤蓑海牛  

Aeolidiella takanosimensis Baba 

 ＋    ＋    ＋       

白斑赤蓑海牛  

Aeolidiella albopunctata Lin 

     ＋          

日本赤蓑海牛  

Aeolidiella japonica Eliot 

     ＋    ＋       

纺锤粒蓑海牛  

Baeolidia fusifornis Baba 

     ＋    ＋       

白斑阔足海牛  

Cerberilla albopunctata Baba 

      ＋  ＋       

浅虫阔足海牛  

Cerberilla asamusiensis Baba 

 ＋       ＋       

多肉翼蓑海牛  

Pteraeolidia semperi（Bergh） 

   ＋    ＋  ＋ ＋ ＋   ＋ ＋  ＋

多列鳃  

Facelinella quadrillineata（Baba） 

       ＋ ＋       

浙江列鳃  

Facelina zhejiangensis Lin et You 

  ＋            

细蓑海牛  

Herviella yatsui（Bab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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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表示有分布 

 

3  结语 

在中国分布的这类动物 40种中大多数分布于日本、太平洋

诸岛及澳大利亚等海域，其中与日本共有种 29种，占总种数的

72.5%，与太平洋诸岛共有种 6种，占总种数的 15%，与澳大利

亚共有种 7种，占总种数的 17.5%。由此可见，中国枝鳃亚目、

蓑海牛亚目软体动物的区系特征与日本最为接近，区系性质属

于印度—西太平洋区的中国-日本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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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40 species of Dendronotina and Aeolidina (Opisthobranchia) in China coast are reported. They belong to 
16 families, 30 genus. According to the limits of distribution, Dendronotina and Aeolidina fauna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common in Zhejiang and other southern China coast. Some species distribute northwards to 
Yellow Sea and Bohai Sea, and some are limited in the Yellow Sea and Bohai Sea. The overall feature of the fauna shows the nature of 
Chinese-Japanese sub-region, subordinating to Indo-West-Pacific realm.                                      (本文编辑:张培新) 

羽状菲纳鳃  

Fiona pinnata（Eschscholtz） 

 ＋       ＋  ＋      

海神鳃  

Glaucus marinus（Dupon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