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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

威海黯焦激塌及其附近海

区角毛硅藻履
’

的研究

1
.

分类的研究
””

朱 树 屏 郭 玉 津
(水产部黄侮水产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

月lJ 高

从 1 9 4 9 年以来
,

在我国渤海
、

黄海及东海各憔堤稠查所得的浮游生物标本看来
,

角

毛硅藻场在种类及个体的数目上在这些海区都占有板重耍的位置
。

它例在海水中的分

布及季节变异情况都和海况及憔况有一定的关联
。

但直至 目前
,

我国憔爆的角毛硅藻

只在种类方面有一点零星韶载
,

还没曹有过比较祥韧的研究
。

因此著者顾把在烟
、

威蛤

燕憔坍及其附近海区
,

自 19 53 至 1 9 6 5 年三年简滚坍定站稠查和一年多的逐月采集所

得的角毛硅藻履材料
,

在分类及生态两方面的研究桔果先骚表出来
。

就正于和这方面

有关系的科学工作者
。

一
、

烟
、

威贻焦激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分类

浮游硅藻的卖定多填依据精翘的桔构
,

一般视来是比较困难些
。

角毛硅藻又是浮

游硅藻中最难囊定中的一属
。

同一种的角毛硅藻在不同海区
、

不同季节中
,

构造及形

态并不完全相同
。

在文献中 (包括各国权威的著作在内)还存在着一些描述不够明确和

互相矛盾的地方
。

甚至原始文字的描述与所精圆形也有不一致的
。

这就使卖定工作增

加了一些困难
。

如果种类的妻定不能准确
,

RlJ 各种在空简和时周的分布上就难免有些

混淆
,

势必增加在生态方面研究工作的困难和降低研究桔果的可靠性
。

因此我俩就对

这个妻定比较困难而且目前情况尚有些紊乱的角毛硅藻屑首先在分类方面下了一些工

夫
,

作为着手生态研究的第一步
。

分类这部分的文字描述和插圆都是根据著者实际砚察的精果
。

对 目前文献中在姜

硅藻(D iat om
,

Bac ilha io p hyc ea e) 亦即
“

矽藻
’ ,

因其韧饱壳中含硅 (si h co n) 元素而得名
。

硅元素木名
“

矽
”

故过去称
“

矽藻
’ 。

后因
“

矽
”

与
“

踢
”

同音
,
1 95 7 年中国科学院编萍出版委晨会名拘室浦知将

“

矽
’

元素
名改盯为

“

硅
’

(化学通报
,

1 9 5 7年 1 月号
,

第 70 夏夕
,

因此本文将
“

矽藻
’

改称
“

硅藻
” 。

黄渤海趣济焦类查源稠查委自会
,

烟合贻焦溯锡稠查浑游生物研究报告
,

第2 号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调

查研究报告第 17 号
。

中国科学院侮洋生物研究所刹查研究报告第 41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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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面尚有些混淆的种类
,

凡能握过研究大量标本而得到确征或否定的
,

在本文中都加

以肯定或校正
。

此外还有拯少数的种类
,

虽文献中有人曹定为新种
、

变种或型
,

但据我

们研咒过的材料表示可能是由于不同环境条件而登生的不同生态型式
。

对此我们正进

行着钝种培养来研究解决
,

桔果当另文报告
。

此屑在浮游硅藻中在种类和个体数量方面都是最大的一属
。

除拯少 数种 类 (如

Clt
.

八翻lle ri. Ch
.

W心加m ii, Ch
.

刀
”2 0

滋 )曹在淡咸水或内陆水域中登砚外
,

昔仅赞现

于海洋中
。

在Mills (19 3 3) 的硅藻 目录中韶载了直到 1 9 32 年所刊布的种名 邓 8 个
,

中有

均 , 个是同物的异名
。

此属硅藻在中国近岸海区
,

曹握有过韶载的共 3 7 种
,

按照产地

来分是
:

青岛 1 6 种 (金德祥
, 1 9 3 9 a : 李冠国

,

黄世玫
, 1 9 6 6 )

、

浙江 1 1 种 (Petit
,

1 8 8 0 ; (头兄
,

19 2 6 ; S讲 o st o n
,

1 9 4 9 )
、

福建 2 2 种 (金德祥
, 1 9 6 1 b )

、

台臀 3 种 (S eh r 6 d e几 1 9 0 6 ; Ikari
,

1‘)2 6 ;金德祥
, 1 9 3 9 )

、

香港 7 种 (L a u d e r ,

1 8 6 4 ) (见附表 3 )
。

本文研究的烟
、

威滚踢及附

近海区角毛硅藻屑共 31 种
,

和 1 变种
,

有 15 种在中国沿海是新祀录
。

文末所载的引用文献都是曹粗对照着我们的其体材料仔翘研咒过的
。

有的我们只

参考了其他文献中的引靓
,

而未能看到原文
,

这都用
“ * ”

号标出
。

解放后我仍开始作这

项研究时
,

在文献方面没有什么基础
。

数年来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和一些有关机构的

协助下
,

对国内外有关文献的搜集有了一定的收获
,

使这填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

但我们

在搜集文献这方面作的仍是不够
,

因此有关角毛硅藻的著作
,

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
,

这就难免使本文的臂量受到一定的影响
。

敬希覆者不吝指正
。

材料及方法

本报告所研究的材料有烟
、

威始焦晚锡 (烟台至威海附近一段海区的胎焦憔堤 ) 标

本 7 42 份及烟台沿岸标本 幻 份
。

烟
、

威始焦憔堤的标本是 1 9触 和 1 9 5 6 年胎焦傲汛期

简及其前后 (4 月末至 6 月末) 进行憔堤稠查时
,

在 4 2 个观侧站出海 n 次用国际标准

加 号筋捐制的口视 的 厘米的阴敛式采集网
,

自水底至表面垂直采集及历次分屠采水

加o 毫升沉淀后所得之浮游植物标本
。

沿岸的 标本是 自 1 9链 年 3 月至 19 55 年 6 月
,

每隔 10 日左右
,

在烟台
,卜区沿岸或芝呆岛小山子以东

,

以国际标准 2 0 号或肠 号筋栩

制的阴敛式采集网和小型翰生网(H e n se n ne t)
,

自水底至表面垂直采集及水平拖网
,

速

箱 16 个月所得之浮游植物标本
。

其中 1 7 份系烟台水产学校所采集
,

特此志谢
。

这些材料在研究时一部是活的
、

新采集的标本和培养的标本
,

一部是固定后保存和

染色制片的标本
。

税察新群标本时
,

除不加处理观察活知胞外
,

尚用娥酸蒸气及甲烷椽

(M e th yl g Tee n) 显示知胞内含物的桔构
。

固定主耍用 6 形福尔禺林(Fo ~
lin)

。

观察枷

胞核及色素体等翘胞内含物的染色制片
,

多用 Sch au din n 氏溶液或 6外福尔禹林固定
,

以铁苏木精染色
,

以苦味酸鲍和水榕液退色
,

脱水后用安息香油 (S ty ra x) 或加拿大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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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

威海始焦徽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履的研究
’

即

(Ca na da b al s a力比)封藏
。

观察耙胞壳上及角毛上的微栩构造时
,

lllJ 先将标本进行干燥处

理
。

报告中所描述各种类体形的大小范圃
,

系依据著者实际研究的标本而言
,

他处之起

载与此标本相差较大者
,

均附鼠于括号内
,

以供参考
。

所引用的同物异名都是在各害中

所最常觅的
,

较生僻的都略去
。

各圆都是按照标本
,

以显微经描圆器所拾之原圆
。

由郭

玉像棺圈拜上墨
,

圆上之小比例尺代表 10 微米
。

11
.

一 般 形 态

本文目的不是在形态方面
,

但分类及生态的研究都离不开形态
。

为便于蔽者参考

补
,

特将此屑硅藻与分类有关的一般形态及名祠含义先作
一

下列的筒耍叙述
。

前人著述

中意晃不同或欠妥之处
,

翘研究后依

实际桔果加以肯定或校正
。

1
.

加胞壳 角毛硅藻周的扣胞壳

(T hec a )也和其他硅藻一样
,

成 自硅置

及果胶置 (Pe cti n)
,

分为上壳 (E p ith ,

ca )和下壳 (H y P o th ec a )
。

上
、

下壳都

有壳面(V a lve )和壳套(V a lve ma
n tle )

两部
。

壳面和壳套尚燕键隙
。

上
、

下

两壳的壳套各与一建籍带 (C 。

二
eC卜

in g ba n d) 相速接
,

速接处常形成一深

浅不同的凹沟 (圆 A一 a ,

c)
。

此凹沟的

深漫程度或能否辨部也是此屑硅藻辨

别种类的耍点之一
。

两壳的速桔带重

叠相套
,

合称环带(Gi rd le
,

圆 A、
,

c)
。

拯少数的种类的壳套和速桔带之简
,

还生着几条环状的简擂带(In te r
ca la ry

ba nd
,

圆A七)
。

环带的横切面普通为椭圆形
,

故

就扣胞侧面观察时
,

可看到竟环带面

霄壳抽

畏轴一

止
·“二二

一白
_

气获一翻舰间砖 ~
一之

节育~
、、

一
二‘

~ 一

角毛基韵 「一1

一袖 短轴一
布二到一短辘

角务
- - - -

一
壳霎

- - - - -

一
)暇带

- - - -

一
去套

- - - -

一
‘

受面
- - - -

一
一瑞角毛

-

一

二
_

, 、 “
硼

一

枯乡
.

州
豢鲜

二畴
”

弓一也
右

d 短轴

圈 A
.

角毛硅藻属的翻胞壳
a, b) 宽环面晚

, c )窄环面观及 d )壳面观的各部构浩
。

Fig. A
.

D ia盯am 而
e r
印

res 巴飞ta tio 几 o f the th e ca
o f th e G

enu
s C h a e to e er o s : a ,

b ) br o

ad g ir d le

vi e w ; e ) nar
r o w gi

rd le vi e w ; d ) 讥 dve
v三e讯

(B r o a d g ird le vi , )
,

筒称
“

竟环面观
”

或
“

竟环面
” ,

圆 A一
,

b )和窄环带面(Na rr o w g ir企
-

le vi e w
,

筒称
“

窄环面观
”

或
“

窄环面
” ,

圆 A 一)
。

从宽环面看
,

在翎胞的四角各生一长

毛 (S e fa
,

A v 叭n ,

或 Bri stle )
,

故称角毛硅藻(以昭勿“ros )
。

壳面为椭圆形或几成圆形
。

故壳面有长 (或撇)翰 (A p ic al a

出 圆 A
. a ,

d) 及短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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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翰(T ra ~
p ica l a xi s ,

圆 A一d)
。

速桔上
、

下两壳面中心点的核称为
“

贯壳轴
”

(P℃r一

va lv ar ax is
,

圈 A
一

a, c)
。

维朝的方向与食壳翰一致
。

所以就竟环带面观察时
,

翘胞的竟

度就等于壳面长翰的长度
,

厚度就等于壳面短朝的长度
,

高度就等于贯壳翰的长度
。

上
、

下两壳面的中央部分
,

一般平坦
,

凸起或四下的情况相同
。

在少数种类如 Ch
.

户曰
口

“v

~
(秘鲁角毛硅藻

,

圆 3 0) RIJ 一壳突起
,

另一壳扁平或凹下
。

个别的种类如 Ch
.

而勿脚us (双抱角毛硅藻
,

圆 16 )在两壳面中央生一半球状小突起
。

亦有在壳面长翰两拯

的两侧各生一小突起
,

与相邻却胞壳面的相应小突起相粘接者
,

如 Ch 沪
义澈勿。‘I’v 说tus

(拟旋越角毛硅藻
,

圆 1 3)
。

在普通显微镜下
,

观察壳面和壳套的外表都是光滑的
,

而在有些种类的壳上
,

用电

子显微经可显示出横列的小孔
,

如Ch
.

滋即
”Zu s ; 或有增厚的硅鬓放射条枚

,

如 Ch
.

~
P

~
(扁形角毛硅藻) (H e n d en g

,

Cu
shj巨g

,

凡扭ey
, 1 9 64)

。

2
.

角毛 角毛断面大都为圆形
,

亦有四角形或六角形者
。

在四角或六角形的角毛

表面常有横列点杖
,

在各楞角上往往生着螺旋排列的实心小刺
。

用电子显微经还可么

在角毛的表面显示出一些更祥韧的桔构
,

如在 Ch
.

成馏
u s (密速角毛硅藻 ) 角毛上的菱

形的网状枚和这网状杖下面的一屠具有斜列小孔的薄膜
,

在 Ch
.

滋勿阴
“‘ 角毛上分布

不规助的小孔
,

在 Ch
.

co ”矽护℃”之“ 的角毛上的毛熨状突起等 (H en dey, Cu sh in g
,

Ri 卜

le y
,

1 9 64 )
。

角毛大都着生在壳面长翰的两拯附近处
,

和邻耙胞的相应角毛交接 (圆 1 )
。

也有

相邻蒯胞角毛井不直接接触
,

而是借一横生短棍把它们速接起来的 (圆 1句
。

两相邻知

胞角毛交会后
,

伸出的方 向也不尽相同
。

在有些种类
,

角毛末端向维的两旁道伸(圆 2勺;

有些种类HlJ 角毛都弯向继端 (圆 3 1)
,

或弯向缀的一侧 (圆 1 1 ) ; 也有呈弧状镜于蜒的周

圃的 (圆 9 )
。

有些种类的上
、

下两壳角毛生出位置不同
,

上壳者靠近壳面中央生出
,

下

壳者HlJ 靠近壳面长翰两拯生出 (圈 30 )
。

有些种类在同一栩胞维上
,

维内角毛 (扣胞继

的两端角毛以外的角毛) 也有两种不同形式 (圆 2 6 )
。

有些种类的维端角毛 (栩胞越的

两端的角毛)往往比缝上其他角毛粗短
,

并且生小刺或花救构造更明显 (圆 8 )
。

维端角

毛的伸出方向及弯曲情况也因种而异
。

在有的种类锭两端的角毛的形状和构造也互不

相同 (圆 3 2 )
。

外洋性种类的角毛大都中空
,

内有色素体
。

有些沿岸性种类的角毛RlJ 是实心的
,

内

姆色素体
。

本履艳大多数都是借着相邻枷胞角毛的交又
,

速桔成或长
、

或短
、

或弯
、

或直
、

或螺

旋状的群体
,

通常称为维 (Ch a in )
。

亦有少数种类知胞单独生活
。

3
.

韧胞简隙 当抽胞速桔成绽状群体时
,

除拯少数两邻扣胞的相对壳面贴近
,

其周

然周隙的种类以外
,

由于壳面的凹凸情况
、

角毛生出的方向
、

两邻栩胞角毛相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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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在扣胞之简形成近似楼条形
、

哑铃形
、

正方形
、

长方形
、

六角形
、

椭圆形
、

圆形及舫

锤形等不同形状的翘胞简隙(A Pe rtu re
,

圆午a)
。

即在同一种类翘胞简隙的大小也可随

季节而异
。

像 Ch
.

成瀚沙公曰” (井基角毛硅藻
,

圆即 ) 和 Ch
.

可万九称 (窄隙角毛硅藻
,

圆

8) 的韶胞固隙冬狭夏竟
,

角毛和壳也是冬季粗
、

厚
,

夏季知薄
,

在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异

(小久保
, 1 9 5 5 , p p

.

4 1一4 4 )
。

4
.

扣胞内含物 本属翘胞中色素体 的 数 目
、

形状以及在知胞中的位置
,

随种类而不同
,

是分类

根据之一
。

色素体呈黄褐至揭椽色
。

‘

近岸 种 类

的色素体在每个知胞中大都有 l一 2 个
,

靠近环面

或壳面
,

呈盘状或片状
,

有的在边椽具有不规HlJ 的

突起
,

每个色素体常包有一个圆形的核样体(巧
r e -

n oi d
,

圆 B )
。

外洋性种类的色素体大都呈颗粒

状
,

,

数 目很多
,

散布在初胞内及粗大中空的角毛

中
。

枷胞臀成一薄屠贴于耙胞壁内
,

或充浦子翘

胞睦的大部分
。

知胞核圆形或椭圆形
,

位于翎胞

睦中
,

或靠近韧胞壁
,

以知胞臀棘与知胞壁相速
。

染色后可见到核内具染色鬓粒及核仁 (圆 B )
。

在

知胞中还常可觅到静多圆而亮的小油粒
。

5
.

休眠抱子 角毛硅藻的繁殖通常用拙胞分

裂的方法
,

但也形成休眠抱子(R estin g sp or e)
。

有

时也形成复大抱子(A u x os p or e )及小抱子(Mi cr 。一

核样件

色素伴

核样伶

细顾

翔胞核

筱 仁

翻嘛

圆 B
.

双抱角毛硅藻
,

表示其枷胞内含物的

构造

F ig. B
.

T e r m ina l p o r tion
o f th e

c

ha in 班 ch ae loc 盯os 古匆功
“, E hr en

-

b er 乐 s h o w in g cel l co nt
e n ts

‘

sP o re )
。

沿岸性种类当知胞在壮旺生长之后
,

或生活环境不适于生长时
,

知胞内含物

涯精于蒯胞的中央或一端
,

并从原生臂 中分泌厚壳
,

包在知胞内含物的外面
,

形成一个

圆形或椭圆形的休眠抱子
。

先生成的休眠抱子壳较大而凸
,

称初生壳 (Pr玉m a ry va lve )

或上壳(U p pe r v a lv e)
,

壳面上没有像母翘胞所具有的角毛
,

而有特殊的小刺
、

突起
、

分

叉的粗刺或粗短的角毛 (圆 C)
。

后生成者较小
,

称后生壳 (se co nd
a
ry va lve )或下壳

(L~
r
va lv e )

,

大都平滑
,

亦有生小刺者
。

初生壳有鳌达的壳套
,

套在后生壳的壳套外

边
。

后生壳的壳套费育较差
,

往往不甚显著 (圈 C一
,

b
,

c)
。

环境适宜时
,

休眠抱子再

萌费为新个体
,

此新个体往往比母知胞大
。

关于后生壳有燕壳套简题
,

学者抱有不同的意觅
。

如 Cu PP (1 9 43
, p

.

10 0) 豁为后

生壳没有壳套 ; 而 n Po 一月
a即 e

HK o( 1 9 5 5 , p
.

98
,

圆 26 一 6 ) 助部为初生壳
、

后生壳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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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受

蔽{黔
升 上

装
~

廖叠奢
套一不毛三= 〔} 上壳禽一子

一一亡卑
琴一决爪、~ 笋

/
必{ 下 壳冬一戈

= 二夕
面

- 一 一一 下 党面一
-

一 户、短奋夕
,

丫歹
~

一万
一

到壳到壳受一止�止下

角毛肠硅藻休眠抱子

F i g
.

C
.

S tr

圈 C
.

角毛
a) 蓬罗角毛硅藻的休眠抱子 ,

uc t u r e of r朗t i llg sP or es 成

b ,

c) 劳氏角毛硅藻的休眠抱子
。

the G

~
以“ to c er o 3 : a) fes ti ng sP

0 re of

以
.

: 才口m 朗, 。 o st e 班e ld ; b
,

c) r es t i眼 即
o r e s o f Ch

.

L
orcnz

i

anus
G r u n ow

.

壳套
,

两壳的壳套重叠相套
。

我俩观察研究的桔果 (圆 C ) 靓明 n Po 一 几a日p e H肋 的意见

是正确的
。

一般在每一知胞中仅生成一个休眠抱子
。

同一绝上相邻的两个翩胞常同时形成休

眠抱子
。

此两休眠抱子的壳面以相反方向生长
。

此两初胞具有相同的年龄及生理表现
。

各种角毛硅藻的休眠抱子的特征比蛟稳定
。

有些种类的知胞形态虽然很相近似
,

休眠抱子仍有明显区别
。

不过同一种类在不同环境条件下
,

生成的休眠抱子在形态方

面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

所以有时尚需耍通过人工培养
,

促使其生成休眠抱子
,

借以辅

助分类研究
。

6
.

复大抱子 当翘胞握过多次

分裂后
,

壳的直攫逐渐减小
,

生成复

大抱子可恢复原有体形的大小及生

活力
。

复大抱子大都费生在耙胞的窄

环面土
,

最初先在环带上生一球状

突起
,

加胞核及色素体逐渐移入突

起中 (圆 2 8 一 c
及圆 29 一 g )

。

在 此

突起之远离母翘胞之一端
,

生成一

竟大的新翘胞上壳
,

井生出角毛 (圆

D 一a)
。

新栩胞的下壳贴近母相胞

壁
,

多侯脱离母绽后才生角毛
。

但

Ch
.

滋西材台揉弱角毛硅藻
,

圆 D
一a ,

b)

及Ch
.

cu ry 俪‘us (旋越角毛硅藻
,

参

阴 n p o
·

抓
a
BP

e H ‘o ·

1 9 5 5 , p
.

1 4 第 3

圈之 4 ) 的下壳在未脱离母体前即

圈 D
.

柔弱角毛硅藻
,

表示其复大抱子的生成

介
·

1 匕坛I L I

C ha in of 以
.

耐11 “ C le v e , s h o w i吧
s o m e

i n th e fo rma
t io n o f a u x o sP o r e :

.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始焦激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碍的研究 招

巳生出角毛
。

此新韧胞逐撕分裂成一较母扣胞为竟大的新知胞链 (圆 D )
。

7
.

小抱子 有时在同一袖胞中
,

韧胞核速箱分裂成井多个俘 的乘慕)
,

每一个核同

一些色素体及一部分韧胞鬓合成一个小抱 子 (圆邓怕 )
。

对于 Ch
.

乙洲州滚云如us (劳

氏角毛硅藻)
,

Ch
.

及八斑ii (艾氏角毛硅藻)及 Ch
.

切月店公厂如哪 (深环沟角毛硅藻) 等的小

抱子形成
,
Sch ill er (1 9 0 9 )

,

Pa v illa r d (19 2 1 )
,

Mu rr a y (1 8 9 6)都分别有过报告
。

[1 1
.

分 类 系 就

砚代所沿用的属名
“

Ch
‘e to c e

ros
”

是 C
.

G
.

E h r e n b封 g 在 18 44 年建立的
,

由两个希

腊宇 xa ‘n( = Cha
e te

,

毛)及
、丢冰招(二 C era s ,

角)合成
。

Cha eto ce r o s (踢性
,

复数为 Ch
a eto eer o te s) 虽曹艇 H

.

Pe r a g oll o (1 8 9 7一1 9 0 8 )
,

O sten le ld (1 9 0 3 )
,

Gr
a n (1 90 6 )及 Ka

r ste n (1 9 0 6一1 9 0 7)
,

Ik a ri (IQ2 6 , 1 9旦8 )等改改为

Ch a eto ee r a s (中性
,

复数为 Ch a eto eer a ta )
。

S eh往tt (1 8 9 6 ) 将本属之有简插带的种类另

刻一新属名 Pe r a g al lia ; 砚在一般仍用 Eh re n 悦r g 的 口汤初“r仍 原属名
,

而将 Pe ra -

ga ui a
作为其同物异名

。

以卿忿
口“ros 属硅藻的中文萍名曹握用过的有

“

长毛属
”

(金德祥
, 1 9 6 1 b) 及

“

角刺藻

属
”

(抱子植物名称
,

19 55 )
。

我仍因为浮游硅藻类中有长毛的不只此属 (如 B
‘牟如

月

勿韶r“m

属在栩胞的两壳面亦有长毛)
,

所以没有采用
“

长毛屑
”

的名称
。

又因此屑在袖胞角所

生出的长毛与中文
“

刺
”

宇的含义又显不相 同
,

也未采用
“

角刺藻属
”

的名称
。

我俩按照

本宇构成原意
,

直萍为
“

角毛履
” 。

为在我国 目前应用方便爵
,

各个种名也按照原文含义

及共具体构造贰萍为中文
。

Gr an (1 89 7) 按照角毛中有然色素体
,

将本属各种类分隶于两个亚属
,

S u b卯nu
s

月认即“厂os (色体角毛亚属 )和 S u l〕g en us 无酚alo巍留te (然色角毛亚属)
。

C冶te nf e ld (19 03 )

依本属各种的加胞构造及形态
,

将色体角毛亚属分为两个 S e e tio朋 (粗)
,
A tla nt lc (大西

洋粗)及 Bore al ia (北方粗 ) ; 并将姆色角毛亚属分为 13 个粗
:

(1) Cy lln d ric a (圆柱形

粗 )
,

侈)Com p

ressa
(扁形粗)

,

(3 )Pr o tu be r a nt ia (有突起粗 )
,

(4 )C冶n sl比ieta (深环沟粗)
,

(6 )S te llo e inc ta (窄环带粗)
,

(6 )La e in io sa (垂徐祖)
,

(7 )D 认d e

ma (冕状抱子粗 )
,

(8 ) D 卜

v er sa (异角毛粗)
,

(9 )C u rv ise ta (旋缝粗)
,

(1 0 ) A n ast o m o sa nt ia (桥联角毛粗)
,

(1 1 )

Fu rce lla ta
,

(叉形角毛祖)
,

(1为 S o e ia lia (集团粗)
,

(1 3 )Sha p lici a (单胞粗)
。

此后 G ra n( 1 9O的 又增加了 Di
cla di a (双髻抱子祖) 及 B re v ica te na ta (短缝粗)两

粗
。

Le bo
u r (1 93 0) 将 Di

c la d ia 粗中尚未 鳌砚休眠抱子的种类分出另为一粗
,
OCe a n ica

(外洋性粗)
。

如是RlJ 然色角毛亚属共分为 16 粗
,

再加色体角毛亚属的两粗
,

全属共 18

祖
。

此 2 亚属及 18 粗直至砚在仍为大家所采用
。

在此 18 粗中各粗的特征有些混淆
,

如外洋性粗(Ocea 过 c a )
,

双髻抱子粗 (Di 山d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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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扁形粗 (C呱p r e ssa ) 三粗在色素体方面的特征是前二粗色素体颇大
, 4一10 ; 后一粗

,

色素体小而数量大
。

实际上扁形粗只有 C爪ze to c‘ro : co ”IP r

~
Lau der (扁形角毛硅

藻 )一种
,

每寿田胞内色素体数目是 4一20
,

在很多标本是 4一10 个
,

而色素体拜不比前两

粗的色素体小
。

扁形粗的另一特征是知胞形扁郑壳面观为椭圆形
,

实际上几乎此属各

种的壳面观都是椭圆形
,

一种内不同标本扁的程度也不相同J有的种类知胞扁的程度井

不下于扁形粗
。

外洋性粗与双髻抱子粗的形态区别只是在前者角毛基部愈合一段
,

角毛

上然花杖 , 而后者角毛然愈合部分
,

但有花枚
。

实陈土外洋性粗在有些地区的春
、

夏
、

秋

季(有时也在冬季) 很多时候多数标本角毛拜不在基部愈合为一
,

有时也有带花枚的端

角毛 (C u p p
,

19 43 )
。

此外这两粗唯一不同点是外洋性粗尚未费观休眠抱子
。

休眠 抱 子的

骚境与否
,
不应作为分粗的标准

。

在有的粗
,

如叉形角毛粗(Fu
rce lla ta ), 休眠抱子的特殊

形态 (具有基部愈合的粗毛)是粗的属性之一
,

而粗中种类 (如 (流“女℃邵口‘to r t云俪m us )有

尚未梦现休眠抱子的
。

又如短越粗 (B re vi ca te n a ta )
,

有并多短继的种类反不包括在内
。

此类很淆情形比较普摄
。

有的种类与其所属粗别所规定的特征井不完 全符合
,

如窄

环带粗 (S te ll o ci nc ta ) 的特征之一是端角毛特别粗大
,

而此粗的 Ch
.

‘哪勿tus 端角毛井

不特别粗大
。

有些祖只包括一种或数目很少的种类
,

如外洋性粗 (O ce an ica)
、

扁形粗

(C
。m Pr e二。)

、

有凸起粗 (Pr
o t u be ra nt ia )

,

桥联角毛粗(A na sto mo sa n tia )
、

集团粗(S 诫al ia)

等都只有一种
,

双髻抱子粗 (Di d ad ia)
、

圆柱粗 (价hnd ri ca )等各 只有两种
。

这样的分类

系枕既缺乏理输的根据
,

又增混淆
,

实有修改必要
。

著者参照朱树屏(Chu
,

19 盯)以色素体的形态为基础对裸藻 (E u g lena )以进化观点

进行分类的方向
,

根据本屑各种色素体的形态和数目所表示的进化次序贰分为 (1) M o 一

no ch
r o m at o

曲
o ru s (单色体亚属)

,

(2) D iehro rn a to 曲
o r u s (二色体亚属)

,

及(3 ) Po lye hr o -

m a to pho ru
s (多色体亚属 )三个亚屡 ; 将多色体亚屡依色素体分布情况所表示的进化次

序分为 A ch
r

om
ato ce ra e (攀色角毛粗) 及 Ch

r

om at o ce ra e (色体角毛粗) 两粗
,

并把所研

究的种类依此系杭藏刽一新榆索表 (榆索表一)
。

在这个偷索表中种类排列的次序除了

依据色素体数 目(较少的种类放在前面)外
,

还参照各种类维的长短(单韧胞生活及短继

的种类放在前面 )
、

维内知胞速桔的松紧(松者在前)
、

翎胞简隙的大小 (简隙大者在前)
,

角毛的异化程度(异化程度小者在前)
、

角毛及休眠抱子的生刺情况 (煞刺者在前 )等形

态方面的差异
。

另外还按照过去所沿用的分类系杭福一榆索表 (榆索表二)
,

以查参考
。

角毛硅藻屡 G e n u s Ch a e to e e r o s E H a E N B E R e 的偷索表 (一)

1
.

锄田胞中有一个色素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色体亚肠 S u b g e

哪
L MO n oc hr o m at 。

曲
。

~
2

.

链直或略弯
,
角毛不全弯向颧的一边

3
.

糊胞在蛋重上螺旋排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扭数厄角毛建藻 C h
.

to rtt’ss i拼“s

召
.

韧胞在擞翰上的排列期专显著旋棘现象

4
.

韧胞固隙竟大
,

邻韧胞的角毛交接点与韧胞体阴有一段显著的距离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蛤焦渔踢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

5
.

休眠抱子单个生长

6
.

休眠抱子壳没有二分叉的粗刺

7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的凹沟平直

8
.

休眠抱子两壳平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短胞角毛硅藻 C h
.

bre 厉 s

8
.

休眠抱子两壳都有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键刺角毛硅藻 C h
.

se s’r ac a川h us

7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的凹沟各弯向一壳面
· · · · · · · · ·

⋯⋯ 4
.

远距角毛硅藻 C h
.

dt’st a 哪

6
.

休眠袍子初生壳有数根 2 分叉的粗刺
。

后生壳平滑燕束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冕袍角毛硅藻 C h
.

哪bs ec u ”d us

5
.

休眠袍子成对相速
,

速桔处有一对基部愈合的粗壮角毛环镜着休眠抱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镜抱角毛硅藻 C h
.

J ”ct u s

4
.

糊胞简隙狭窄
,

相邻韧胞直接以韧胞角相速接
,

故邻糊胞角毛的交接点与翎胞体周没有一

段显著距离

9
.

邻韧胞的相邻壳面艇突起相速拮

1仪壳套高度一般不大于韧胞高度的l/s
,

韧胞简隙棚长如裂健
。

角毛糊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7

.

笑状角毛硅藻 C h
.

c厅瓜细s

10
.

壳套高度一般大于捆胞高度的l/s
,

韧胞简隙略呈舫睡形或简隙中部两边略平行
。

链端

角毛一般特别粗壮

n
.

撬内角毛都向外直伸
,

不镜于触周
· · · · · · · · · · · · · · · · · ·

⋯⋯8
.

窄隙角毛硅藻C h
.

硕厅耐
s

n
.

她内角毛都是半圆弧形镜于链周⋯ sa
.

镜链角毛硅藻 C h
.

召所瓜
, v ar

.

ct’r c i炸al t’s

9
.

壳面有 盛突起与邻韧胞的对应突起相速接
· · · · ·

·
· · · · · ·

⋯⋯ 9
.

双脊角毛硅藻 C h
.

cos tat us

2
.

链呈螺旋状弯曲
,

角毛全都弯向链的凸面一边伸出

12
.

相邻釉胞的壳面简燕突柱相速精

13
.

角毛伸出一段距离后才与邻韧胞的对应角毛交接
,

故相邻韧胞井不以韧胞角建接
。

韧胞

简隙略呈长方形
,

上
、

下两边略平
,

中部常稍窄
· · · · · · · · ·

⋯⋯10
.

柔弱角毛睦藻 C h
.

dt’bil is

13
.

相邻韧胞直接以栩胞角相速接
,

韧胞周隙椭圆几至圆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旋键角毛硅藻 C h
.

cu ry 犷se tus

12
.

相邻韧胞的壳面筒有 主个小突柱与相邻糊胞壳面的对应突柱速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拟旋键角毛硅藻 C h
.

Ps 邵 d oc “rv 艺se t哪

1
.

每袖胞中的色素体多于一个

14
.

每栩胞中有两个色素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色体亚属 S u b g e n us 11. Di ch ro m at o p h or 。

15
.

韧胞精成 2一5 个韧胞的短链
,

有时亦单独生活
。

相邻韧胞的壳面突起常相接触
,

把糊胞简

隙分隔为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

相似角毛硅藻 C h
.

5 1娜打is

15
.

韧胞不单独生活
,

常抬成蛟长的键
。

相邻韧胞壳面舞突起相接速

16
.

相邻两韧胞的角毛有横生短棍相速
· · · · · · · · · · · ·

⋯⋯14
.

桥联角毛硅藻 C h
.

a ”as to 娜os a ns

16
.

相邻两袖胞的角毛直接交接
,

燕椿洲三镇棍相速

17
.

壳面有一半圆形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双抱角毛硅藻 C h
.

dt’办娜us

1 7
.

壳面燕半圆形突起

18
.

壳面燕 2 凹陷

19
.

相邻韧胞的角毛交接点与捆胞体筒有一段显著的距离
。

韧胞简隙竟大
,

略呈

方形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燕显著的凹沟⋯ 16
.

垂椽角毛硅藻 C h
.

la 凉瓜os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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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相邻韧胞的角毛交接点与拥胞体阴燕显著距离
。

韧胞背隙较小
,

舫捶形
。

壳

套与环带相接处有深凹沟

如
.

角毛与壳面短帕平行伸出
,

故在显微镜下翻呈窄环面出现
,

休眠抱子壳面

燕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7
.

窄面角毛硅藻 C h
.

Pa ra do x us

劝
.

角毛与壳面长轴平行伸出
,
故在显微镜下麒常呈竟环面出现

21
.

休眠袍子下壳边释周圃没有平行的栅状韧刺
。

蜒端角毛的构造与其他

角毛燕明显区别
,

生有稀疏的小刺

18
.

深环沟角毛硅藻 C h
.

co 绷t厅ct 璐

皿
.

休眠抱子下壳边缘周圃有互相平行的栅状韧利
。

魏端角毛较其他角毛

粗且密布小刺
· · · · · · · · · · · · · · ·

⋯ ⋯19
.

范氏角毛硅藻 C h
.

Va
”
He

u rc k厅

1 8. 壳面有 2 凹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劝
.

逞罗角毛硅藻 C h
.

sz’ a川阴se

14
.

每韧胞中的色素体多于 2 个
· ‘ · · · , ·

·

⋯⋯多色体亚属 S u b g e n us 工11. Po lyc h ro m at o p h or us

四
.

角毛中燕色素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燕色角毛祖 S e ct io n l
,

A ch ro m at oc er ae

邓
.

相邻袖胞的角毛基部一段愈合(夏季标本之愈合部分可甚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
.

(井基角毛硅藻) C h
.

d ec i万e绷

貂
.

相邻栩胞的角毛交义相接
,

基部不愈合

2由蜒内及纂吏端角毛都有明显的点社
· ·

·
· ·

·
·

⋯⋯ 2 2
.

劳氏角毛硅藻 C 介
.

Lor e形t’a n璐

以
.

蜒内角毛燕点杖

邓
.

相邻栩胞直接以米刚包角相接
。

颧上角毛全部相同
。

邓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燕凹沟
。

休眠袍子两壳面都光滑欺专刺
,

仅在初生壳边缘有一

圈小点
,
后生壳边椽有一圈韧长的刺

·
· · · · · · · · · · ·

⋯⋯23
.

圆注角毛硅藻 C h
.

ter 邵

邓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凹沟
。

休眠抱子两壳面及边糠都有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

日本角毛硅藻 C h
.

瓜PPO nt’ca

外
.

角毛生出耙一短距离后才相遇
。

魏内有两种粗栩不同的角毛
。

粗角毛上生小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

扁形角毛硅藻 Ch
.

co 形Pre ss us

”
.

角 仑中有色素体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一 色体角毛粗 S e ct io n H
.

C h ro m at o ce r ae

2 7
.

颧端角毛的形态构造与其他角毛燕显著不同

邓
.

栩胞在疑
_

上扭棘排列
,

相邻韧胞的壳面长朝简呈显著的角度
。

角毛与处轴垂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
.

卡氏角毛硅藻 C h
.

C as tr a c a 移面

28
.

栩胞在触上的排列没有显著的扭搏现象
,

相邻们 )Jta 的壳面长轴踢不呈显著的角度
。

角毛

不与触朝垂直
,
都弯向链端

29
.

栩胞两壳的形状及两壳角 往生出的位置燕显著不同 (个别标本仅擞两端袖胞上壳面

的形状略有不同
,

但两端角毛的形态都完全相同
。

)

拍
.

栩胞简隙较大
,

略呈椭圆形
。

壳面有中央刺⋯ ⋯ 27
.

艾氏角毛硅藻C h
.

Et’be nz’i

3 0
.

袖胞简隙狭长
。

壳面燕中央刺
·

· ·
·

· ·
·

· · · · · · · ·
·
· ·

⋯⋯ 28
.

密速角毛硅藻 C h
.

d e n翎s

黔
.

韧胞两壳形状及两壳上角毛生出的位置都不同
。

上壳略凸
,

角毛近壳面中央处生出
;

下壳平
,

角毛近韧胞角处生出
。

角毛告向下壳一端弯下

况
.

釉胞多单独生活(很少精成短萄蚌
。

角 毛中段向远离韧胞 (或娄哟的方面凸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

秘鲁角毛硅藻 C h
.

Per uv z’a ”us

况
.

栩饱桔成幼
。

角毛中段向链凹人
· · · · · · · · · · · ·

⋯⋯3 0
.

扭角毛硅藻 Ch
.

co 称四lut us



1 期 米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始焦徽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屑的研究 3 7

2 7
.

敏端角毛的形态构迭与其他角毛显著不同
,

链两端角毛的构造在粗抽
、

长短及小刺的排列

方面也互不相同
,

麒粗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皿
.

紧挤角毛硅藻 C h
.

co a rc tat .

角毛硅藻属G e n u s C h a e to e e r o s E H R E N o E R e
的核索表(二)

1
.

色素体小而参
,

分布于韧胞内及角毛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色体角毛亚属Sub g e n u‘ 1
.

Ph ae ~ ro
。

2
.

角毛射出的方向常在一平面上
。

相邻韧胞的角毛交接点与相胞体背有一段距离
。

韧胞简隙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西洋粗 S e ct fo n 1
.

A tl a n ti c

(烟
、

威始派锡尚未艘现此姐的种类 )

2
.

角毛射出方向不在一平面上
。

相邻两韧胞角毛在基部交接
,

交接点与捆胞本体简燕显著的距离
。

栩胞简隙小(个别种类捆胞常孤立生活或偶而桔成短披)..
· · · · · · ·

⋯⋯北方粗Se ct io n 2
.

B o re al ia

3
.

韧胞依颧轴而扭棘排列
,

故相邻韧胞的壳面长轴简可成一显著的角度
。

角毛与颧轴成直角伸

出
,

不弯向麒之一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 卡氏灼硅藻 C h
.

C as tr a ca 摊以

忿
.

捆胞在触中的排列没有显著的扭搏现象
,

相邻韧胞的壳面长轴简不呈显著的角度
。

角毛都弯

向蜒端
。

刁
、

捆胞两壳形状及两壳上角毛生出的位置不同
。

一壳平
,

角毛近袖胞角处生出
, 一壳略凸

,

角

毛近壳面中央处生出
。

角毛皆向平壳一端弯
一

民

6
.

韧胞精成链
。

角毛中段向熬凹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扭角 毛硅藻C h
.

co ”洲l耐us

5. 栩胞多单独生活(很少精成短麒)
。

角毛中段离韧胞(或链)凸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9)秘鲁角毛硅藻 C h
.

加 r u而a n lts

4. 韧胞两壳的形状及两壳角毛生出的位置燕显著不同 (个别标本仅瑟屯两端抽胞
_

卜壳面的形状

及角毛生出位置不同)
。

6
.

链两端角毛的构造
,

在粗袖
、

长短及小刺的排列方面都显著不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 紧挤角毛硅藻 C h
.

co a六tat lts

6
.

颧两端角毛构造在粗韧
、

长短及小刺的排列方面都相同
。

7
.

栩胞周隙狭矢
。

壳面燕中央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 密速角毛硅藻 C h
.

de ns us

7
.

韧胞简隙较大
,

略呈椭圆形
。

壳面有 中央刺
· · · · · ·

⋯ ⋯ (2 7)艾氏角毛硅藻 C h
.

Et’be 瓜了

1
.

色素体体形较大
, 1 下数个

。

角毛内燕色素体
· · · · · ·

⋯ ⋯ 热色角毛亚属 Sub g e n u旧 n
.

H ya lo ch ae te

8. 每栩胞内有 2 个以上的色素体
。

9
.

每未田胞内有 续一10 个色素体
,
呈大片状

。

1 0. 相邻两袖胞的角毛基部一段愈合(有时愈合处甚短
,

特别是夏季的标本 )
。

尚未黄现休眠抱

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洋性粗 S e ct io n 3
.

o c. a n i。

此祖只有一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1) 并基角毛硅藻
·

C h
.

d ed 万e绷

10
.

相邻两韧胞的角毛仅在其交叉点处相速接
,

基部不愈合
。

休眠抱子初生壳上有两凸起
,

各

具一个二分枝的粗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双髻袍子粗 Se ct 加n 4
.

Di cl ad ia

烟
、

威热锡只艘现一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劳氏角毛硅藻 c h
.

L O作”zt’a 脚ts

9
.

每韧胞内的色素体多于 1() 个
,
呈小片状

。

11
.

相邻粕胞直接以栩胞角相接
,

相胞阴隙小
,

角毛除翻端角毛伸出方向不同外告艇明显 区

别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圆柱粗 S e吐io n 5
.

C y li n dr ic a

1见
.

翩胞链直
。

糊胞之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燕凹沟
。

休眠袍子两壳面都光滑燕刺
,

仅在初生

壳边缘有一圈小点
,

后生壳边缘有一圈袖而长的刺
· · · ·

⋯二 (2 3) 圆柱角毛硅藻 C h
.

t即es

1份
.

韧胞链直或微弯
。

韧胞之壳套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凹沟
。

休眠抱子两壳面及边椽都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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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 日本角毛硅藻 c h
.

瓜P加瓜ca

11
.

相邻糊胞的角毛生出一段距离后才相接
,

韧胞简隙蛟竟大
。

同一链上的角毛有粗韧两种形

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篇形粗 S e ct io n 6
.

C O m Pre
s
sa

只有一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5 )扁形角毛硅藻C h
.

co 川Pr ess us

8
.

每袖胞内的色素体不多于 2 个
。

13
.

壳面中央有半圆形突起
,
向栩胞阴隙中突出

· ·
·

· · · · ·

⋯ ⋯ 有突起粗Sec tio n 7
.

P ro t u be ra n ti a

烟
、

威渔锡翌现一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双袍角毛硅藻C h
.

dt’办从uS

13
.

壳面中央勇乓半圆形突起
。

14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的霓而深的凹沟
· · · · · · · · · · · ·

⋯⋯ 深环沟粗sec ti o n 8. Co
n st ri ct a

1 5. 环带部分小于捆胞高度的lls
。

休眠抱子壳面平滑燕小刺
。

角毛弯曲至与栩胞壳面短轴

平行方向伸出
,

故链一般呈窄环面观
· · · · · · · · ·

⋯⋯ (17) 窄面角毛硅藻C h
.

如ra do
x us

拍
.

环带部分相当于韧胞高度的[/s
。

休眠抱子壳面有小刺
。

角毛伸出方向略与韧胞壳 面

长轴平行
,

故键一般呈宽环面观
。

16
.

壳面中央有两个凹陷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退罗角毛硅藻 C h
.

s’’a 娜阴se

1 6
.

壳面中央没有这样的两个凹陷部分
。

17
.

休眠抱子后生壳边椽燕环刺
· · · ·

·
· · · ·

⋯⋯ (18 )深环沟角毛硅藻 C h
.

co 璐 trt’c tus

17
.

休眠抱子后生壳边脉有环刺
· · · · · · · · ·

⋯ ⋯ (1 9 )范氏角毛硅藻C h
.

F口” 刀诊“脚胜

14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燕霓而深的凹沟 (凹沟很浅或熟凹沟)
。

18
.

挺呈螺旋状弯曲
。

全部角毛都呈弧状
,

弯向韧胞链凸出的一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旋链粗 S e ct io n 13
.

C u rv is et
a

15j
.

壳面有两对竟大的突起
,

直接与邻韧胞之对应突起密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拟旋书重角毛硅藻C h
.

Ps e u d oc u r v’’se t璐

Jg
.

壳面燕突起与邻韧胞相接
。

劝
.

捆胞简隙椭圆或近于圆形
。

休眠抱子的两壳各有一单峰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旋麒角毛硅藻 C h. cu 卿ise tus

20. 韧胞简隙近长方形
,

上
、

下两边略平行或中央部分微狭
。

休眠抱子的两壳各有双

峰突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柔弱角毛硅藻 C h
.

d ebi“s

18
.

触与角毛不这徉都向钮的一侧弯曲

公
.

角毛与键朝垂重
,

链的同侧相邻角毛简有与角毛垂直的横生短棍相速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桥联角毛粗 S e ct io n 从 人n a s

to m o sa n 目 a

只一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桥联角毛硅藻 c h. a ”as to 脚sa 肛
2 1

.

相邻两捆胞的角毛不这样速精而直接交接
,

或韧胞单独生活

湘
.

链端角毛以外之角毛有两种形态
·

⋯⋯ :
· · · ·

⋯⋯异角毛粗 Sec 七io n 11
.

Di ve
r . a

烟
、

威始徽锡尚未晃到此朋的种类
。

2 2
.

触的两端角毛尽外之角毛告相同
。

23
.

韧胞同生在一不规 RlJ 的或球形的胶臀瑰中⋯⋯集团粗 Sec tio n 16
.

So ci al ia

烟
、

威始激锡尚未晃到此粗的种类
。

23
.

韧胞不生在胶臀瑰中
。

时
.

休眠抱子成对排列
,

有粗角毛
,

其基部互相粘着
,

其游离的一段呈带状

环镜在栩胞周圃
· · · · ·· · · · · · · · · ·

⋯⋯ 叉形角毛粗sec 桩。n 15. F u

rce llat a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始焦徽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赓的研究

25
.

颓上的韧胞依鹅重轴而扭棘
。

相邻两韧胞因壳面凸起蛟大
,

常互相贴近
,

将

韧胞简隙分隔为 2
。

尚未艘现休眠抱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扭瑟重角毛硅藻 C h
.

to 川t’s st’水邢

外
.

豁以:糊胞的排列没有这样的扭棘现象
。

相邻两韧胞壳面凸起较小
,

不相贴

近
。

休眠抱子的角毛基部粘合
,

游离的一段环镜于麒之周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镜袍角毛硅藻C h
.

。i”c tus

2 4
.

休眠袍子燕此类粗角毛

2 6
.

袖胞简隙很大

27. 每一栩胞有两个色素体
· · ·

·
· · · · ·

⋯⋯

2 7. 每韧胞有一个色素体

·

⋯⋯ 垂椽粗 S e e tio n g
.

L a c in io s “

(16 )垂椽角毛硅藻c h
.

lo n 凉瓜0 5 “s

始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的凹沟是直的
·

一 (幻短胞角毛硅藻C h
.

br 即,’s

28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的凹沟是弯的⋯⋯ (4) 远距角毛硅藻C h
.

dt’st a 那

26
.

韧胞简隙较小
,

或营单西曳生活
。

即
.

袖胞粗成短数
,

或单独生活
。

捆胞体形小

30
.

韧胞普通叙成短继
,

个别种类有时单独生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短推粗 S e ct io n 1 2
.

B re vi c a
te n a t 。

3 1
.

捆胞简隙明显
,

相邻壳面有中央隆起相接
,

分隔着捆胞阴隙
。

亦

有单独生活者
。

每个袖胞有色素体 2 个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1为相似角毛硅藻C h
.

sl’ , t’l is

凝
.

韧胞简隙甚狭长
,

壳面燕显著隆起
。

燕单独生活的抽胞
。

每袖胞

有色素体 1 个
·

·
· · · · · · · · · · · · ·

⋯⋯ (7 ) 鬓状角毛硅藻 C h
.

c厅ni tus

加
.

韧胞以单独生活为主
· · · ·

·
·

·
· · · · · · · · · · ·

⋯⋯ 单胞粗 Se ct io n si m p li 。

烟
、

威给徽锡尚未艘现此粗种类
,

我国其他海区亦尚燕韶载
。

2 9
.

栩胞多粗成长链
。

韧胞体形粗大
.

32
.

休眠抱子的两壳有明显不同的构造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一 冕状抱子粗S ec ti o n Di a de ~
33

.

体眠袍子初生壳上有数根 2 分叉的粗刺
。

后生壳及两壳边撇都

然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冕抱角毛硅藻c h
.

s“bs ec “”dus

韶
.

休眠抱子两壳都有刺
,

但不分叉
,

初生壳边椽尚有一圈栩长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键束」角毛硅藻 C h
.

sei ra ca nt h韶

摊
,

休眠袍 子两壳构造燕显著区别
,

最大区别亦不技是一壳仅壳值中央

有刺
,

另一壳之刺则均匀分布
· · ·

⋯⋯窄环带粗s e
cti

o n ste n oc in ct a

34
.

壳面近边椽处有两个对称的突起与邻韧胞壳面的突起相联接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9) 双脊角毛硅藻 C h
.

co st at “ ,

翻
.

壳面没有这样的突起

3 5
.

角毛
2
卜伸

·
· · · · · · · · · · ·

·
· · · · ·

⋯⋯ (8 )窄隙角毛硅藻 C h
.

a 关ft’丽s

弱
.

角毛呈孤形
· · · ·

·
·

⋯⋯ (8a )(携链角毛硅藻 )C h
.

叹解耐
。 v ar

.

凉rc;’
, a l’’s

1
.

单色体亚屡 Su b , n u s
M曲

o e h r o m at 叩hor u s ,
S u b卯n

.

N o v
.

本亚属的种类每枷胞内有一个色素体
。 ‘

每色素体内包一个核样体 (巧
r
en oi d)

。

壳



40 海 洋
一

与 湖 沼 1 卷

套与环带简的四沟不明显或甚滋
。

本文所研究的此亚蜀的种类有下 列 4 个 类型
。

(幼

翎胞在继上排列蛟疏松
,

角毛生出一段距离后始与邻知胞的角毛相交
,

扭棘排列 (如Cll
.

to r t台弃烧US )或不扭棘而知胞简隙竟大 (如 Ch
.

brev is, Ch
.

se ir

~
th l’s, Ch

.

di 湘ns, Cll
.

‘“石‘翻掀五梦
,

Ch
.

动衣农绍) ; (助翁知短
,

触端角毛与继内角毛都很擞糊 (如 以
.

cr in i众留)‘
_ _ _ _ _ . _

二 l
, _

~
, _

⋯
~

, _ _

⋯
_ _ .

_
_

(句糊胞环带狭罕
,

不及糊肥筒度的万 又如 ‘九
.

叮广
名月名凡 ‘九

.

aI J切“ va 1’. 角俪爪材纸 Ch硬,

田湘tus )及 (4 )栩胞继旋曲
,

角毛昔弯向触的一边
,

继端角毛不特别粗大 (如 Ch
.

决倪Z认

Ch
·

cu ry ‘
s‘t z‘s, 以

·

p seU 动见“ 1
,

v

姗us)
。

除 〔?h. to rt lfss ‘、us 尚未登砚休眠抱子外
,

余昔

有休眠抱子
。

皆系近岸性
。

在烟
、

威始焦憔锡及烟台近岸赞砚者共 13 种 (1 一13)
。

1
.

扭链角毛硅藻 C h a e t o ce r o s t o r tis s im u s G ra n
,

1 9 0 0
.

(同 1 )

Gr
a n

,

H
.

H
.

(1 9 0 0 )
:
N yt

.

M a g
.

N a tu r v id
. ,

V o l
.

3 8 , p t
.

2 , p
.

1 2 2 , p l
.

9 ,
fig

.

么吞
.

糊胞缝喊或略寿
。

韧胞在缝
一

E排列蛟疏松
,

逐次扭斡
。

知胞竞 1 6一33 微米 区}ra
n

(19 0 8 )
,

竟 1 1一 1 6 微米 , Ika r i (] 92 6 )
,

宽 2 6 微米左右〕
。

栩胞竟环面长 左形
,

宽大 J“

~ ~ ~ ~
艺

、,
、

、
吸入

、
、、

圆 J 扭谜角毛硅藻
表示链内糊胞的竟环面 (士

、

下两端)
,

窄环面 (键的中部)及

韧胞在健中的扭棘排列形状
。

F ig
.

1 以
.

才or tlo s im “J G r田i ,

sh
o w in g a p ar t o f th e e

ha i了l

w ith c e lls in bro a d g ird le

v iew (a t b o tli ell d s)an d n ar
-

r o , , g itd le v iew 〔in th e o l id
-

d le p o rtio n )
.

圈 2 短胞角毛硅藻
a) 翩胞键的宽环面

。

b) 具色素体的翻饱触

(宽环面观 )及同一键上糊胞的壳面观
。

F : 9
.

2 以
.

石r创15 S e h Utt : a ,

tw
o e e lls a t

o n e e n d o { the e

ha in ; b
, a p o r tion

o f

the e ha in w ith a c ell in th e v al v e , ;e w



1 期 米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姑焦徽踢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

高
,

角圆
。

壳面凸出
,

两邻知胞壳面中央部分常接触
,

故 自竟环面往往只能于翘胞角处

看到知胞简隙
。

壳套与环带交界处不形成四沟
。

角毛短而知
,

自翘胞角稍内处生出
,

趣

一短距离后
,

始与邻韧胞角毛交叉相会向外伸出
。

伸出方向略与绽翰垂直
。

然明显不

同的蜒端角毛
。

每知胞有一个色索体
,

片状
,

内包一核样体
,

靠近相胞竟环面
。

休眠抱子尚姆靛录
。

春季在烟台的沿岸出砚
,

嫩上常沾有污物碎屑
。

此种为近岸性
,

北温带梅 曹费砚
一

J’~ 北海
,

挪威沿岸, 日本耙洲潮户
,
北海道忍路

,
青森礴

。

2
.

短胞角毛硅藻 C h ae to e e r o s b r e v is S ehutt
,

1 8 9 6
.

(圆 , )

Sch utt, F
.

(1 8 9 6 )
:

Ber
.

D eu 仪犯h
.

B o t
.

(兔s , v o l
.

1 3 , p
.

3 8 ,
fig

.

住
·

I司种 异名
:
(流

.

击必
,

从之“ v a r
.

几诬溯司葱
5 C lev

e ,

1 9 0 0 ;

Ch
.

肠
月

翻葱: va
r

.

而
犷￡决界 , 1 , t, 7 ;

〔,ll
·

户‘哪而肋二15 Pa
v illa r d

,

1 9 1 1
.

知胞堆一宜
,

宽 1 6一1 8 微米〔S ch 让tt (1 8 , 6 )
, 1 6一2 3 微米

,

Cu p p (1 9 4 3 ) , 8一1 7 微米
,

小久保 (1 9 5句
, 10一40 微米〕

。

相胞竟环面长方形
,

角稍圆
。

壳面椭圆形
,

中央微凸
。

, 冶 .

_
. _ . ‘

二
_ _ _ _ _ . _

二 1

允外禽大
一

士
确

赤田肥局度的下. )

,

与环带相接处有拯没小四沟
,

韧胞简隙宽大
,

呈四角或六角

形
,

共中央部分稍窄
。

角毛知
,

自知胞角以内略与缝翰平行 (或稍向外倾斜) 生出
,

忽
-

段距离后始与邻栩胞角毛交叉相会
,

其交义点往往在缝翰以外
,

交叉后略与键翰垂i汽伸

出或即弯向罐端
。

维端角毛与维轴平行 (或略倾斜)生出后即援慢向绽轴两侧略早 A 形

分 J干
。

休眠抱子生于称翩胞中央
,

其两壳凸起程度不同
,

壳面平滑或具小刺
。

每一个胭胞中有一个色素体
,

内包一核样体
,

靠近壳面或平靠竟环面
。

烟台沿岸春
、

秋皆曾采到
,

数量不多
。

本种系近岸性
,

南温带—亚热带
、

暖水种
。

曹费砚于我国青岛 ; 北大西洋
,

北海
,

波罗地海
,

印度洋
,

爪哇海
,
日本沿岸

,

在苏联偶而

在藩哈林岛沿岸对禺海流的支流中登砚
。

本种与 Cll
.

刁命衣朋‘ 拯相似
,

唯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的凹沟是武的
,

在 Ch
.

成“召澎 lllJ

是弯的
。

两种休眠抱子的构造亦不同
。

本种与 Ch
.

兢
r

~
th 、 亦很近似

,

除两者之休眠抱子截然不同外; 后者的角毛生

出一短距离后即与相邻知胞的角毛相交
,

而本种握一蛟长距离才相交
,

知胞简隙亦因之

更大
。

3
.

链刺角毛硅藻 C h ae t o e e r o s s e ir ac
a n th u s G r a n

,

1 8 9 7
.

(圆 3 )

(子r a n
,

H
.

H
.

(1 8 9 7 )
:

D e ll N o rs ke N o r dh 一E x
Pe d

.

1 8 7 6一 1 8 7 8 ,

B o t
.

Pr o to p h
.

,

1)
.

2 1 , p l
.

3 ,

fi郎
.

3 , 一4 1
.

耙胞缝直
,

宽 2 2一40 微米 「G ra n (l韵 7) 1 2一触 微米〕
。

翘胞竟环面长方形
,

角略

闻
。

壳面椭阎形
,

中央略突
。

壳套的高度变化很大
,

从小于栩胞高度的l/. 到大于韧胞高



圆 3 键束口角毛洼藻
a ,

b) 具休眠抱子的韧胞礴(宽环面观 )
,

b 圆之休眠抱子尚未成熟
Fig

.

3 以
.

“lr aea n l五公 G ra ll, sh o w in g t
wo

p o r tio n s o f the e ha in in br o
ad

g ir d le v ie w ; a ,

w ith 2 m at u re r es -

ting 印
o r es an d b

,

w ith a r

est i嗯
印

o r e n o t ye t ful ly gr
o

wn at th e

u p p e r e n d an d o n e w ith on ly th e

fir s t va lv e 王。加ed
a t the low

e r e n d
.

与 湖 沼 1 卷

度的l/a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四沟
。

韧胞简

隙近椭圆形
,

中央部分微精
。

角毛知
,

自韧胞角

稍向内处倾斜生出
,

粗一短距离后
,

即与邻胞角

毛交叉相会
,

再倾斜伸出
,

或略与知胞壳面长翰

平行伸出
,

末段弯向维端
。

缝端角毛稍粗
,

基部

与继朝成锐角向维朝两侧分散强开
。

色素体一个
,

靠近知胞宽环面
,

内包一核样

体
。

休眠抱子靠近母知胞中央
,

初生壳呈丘状

突起
,

后生壳较初生壳瘦
,

边椽很平
,

中央部

分呈半球状高突起
,

两壳面都生着静多向各方

向射出的长直刺 ; 两壳边椽又各生一圈平行翘

刺
,

在后生壳者较在初生壳上者更长
。

秋季曹在近岸采到
,

数量稀少
。

近岸性
,

北

温带至北方种
。

曹费现于欧洲北大西洋
、

北海沿岸, 陇哈林岛沿岸, 在 日本青森潜之最

暖期 (7
、

8 月尚)出现
,

有时大 量繁殖
,

北海道高岛
,

与谢内海亦有, 地中海 , 黑海及加利

福尼亚洲西海岸都稀少
。

本种韧胞继形状与 Ch
.

sl 功、
u 刀艺人“ (G ru n

.

)及 Ch
.

br ev 介 Sc h返tt 都很相近
,

但它

们的休眠抱子有显著的区别
。

4
.

远距角毛硅藻 Ch ae t o ce r o s d ista n s C le 、e ,

1 8 9 4
.

(圆 4 )

Cl ev
e ,

P
.

T
.

(1 8 9 4 )
:
B ih

.

K o n g l
.

S v e n sk
.

V et 一A ka d
.

H a
nd l

.

v o l
.

2 0 ,

Pt
.

8 ,

N o
,

2 , p
.

14 ,

PI
.

3 ,
fig

.

2
.

同种异名
二
〔、 “勿“ 7节 ,

sP
.

赤琢
, 1 9 1 4.

耙胞缀喊或微弯
,

竟 n 一33 微米〔小久保 (1 9 6勿
,

竟 10 一一2 5 微米
,

有者竟达 的 微

米〕
。

韧胞宽环面长方形 (韶胞竟大于高或小于高者昔有 )
,

角圆
。

壳面中央微凸
,

壳

套。抵, 胞高度的言
,

与环带相接处有分另。凸向东田胞两壳面的刁
、

。钩
。

”胞周隙大
,

略

呈六角形
。

角毛翩长
,

自知胞角稍向内处略与韧胞缝朝平行生出
,

翘一段距离后始与邻

栩胞角毛交叉相会
,

旋即弯向缝侧
,

或逐渐倾斜伸向缝侧
。

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略粗
。

每翩胞靠近宽环面有一个色素体
,

内包一核样体
。

休眠抱子初生壳如低丘状
,

壳面突起较后生壳为大
,

初生壳面遍生长刺
,

边椽生一

圈小突起
,

后生壳面遍生甚短之小刺
。

在沿岸春
、

秋季可采到
,

数量不多
。

近岸性
。

骨费砚于爪哇海 , 日本御座
、

青森膊
、

与榭内海
、

久美演膺
、

北海道高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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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
a n (1 8 9 7

, 1 0 0 5 )及 Hu ste dt (1 9 3 0 ) 均将本种作

为 已初‘勿“犷。: l侧落n初““ Sch 妞 的同种异名
。

他俩的

描述昔似 Ch 尾配认云~ sc h五tt
,

而与 o k a

mu ra (19 07 )

及 A lle n & Ctl p p (1 9 3 6 )所报告之 Ch
.

J滋对召邓 C lev e

标本特征不同
。

且赤缘 (1 9 1幻
,

井狩 (1 9 2 8 ) 及小久保

(1 9 5 5) 替强稠此二者井非同一种类
。

观察烟台近岸标本中
,

本种与 Ch
.

人石n勿su 、
Sc h讹t

有显著区别
:

(1 ) Ch
.

人况云刀勿su : Sch 往tt 每加胞中有 2 个 色 素

体 ,
Ch

.

J幼勿ns Cl ev
e 只有 1 个

。

(为 从宽环面看
,

Ch 汉配艺瓜osu
:
Sc h往tt 壳套与环

带相接处之凹沟
一

与栩胞壳面 长翰平 行 ,
Ch

.

成‘勿2“

Cl ev
e
之凹沟并不与初胞壳面长翰平行

,

而分别凸向

其所对的壳面
。

(3 ) 从竟环面看
,

Ch
.

Zac 云”初su :
Sc h认tt 的继端角

毛与耙胞维翰不在同一平面土
,

甚至两端角毛有中途

交叉伸出者;
Ch

.

己女栩?钻 C lev e
者HlJ 向韧胞继铀两侧

倾斜伸出
,

井在同一平面上
。

从 窄环面看
,

Ch
.

Z‘in io翻 5

Sc hd tt 的端角毛韵成

90
“

角分开 ;
Ch

.

成3翻脚‘ Cl e
ve 之端角毛与扣胞缝轴包

含在同一个壳面长轴平面 (A p iea l p la ne ) 中
,

故在窄

环面看到其两端角毛重叠如一条
。

(4 ) Ch
.

Zac in io su : S c h返tt 的休眠抱子壳面平滑撅

刺 , 而 Ch
.

成sta 娜 Cl
e
ve 之休眠抱子壳面有长刺

。

阂 4 远距角毛硅藻
a) 棚胞链的竟环面观

,

b) 具

休眠抱子的糊胞键 (竟环面

观)
.

Fig
.

4 以
.

dls 一a , : : C le v e ; : 、 &

b
,

sh ow i昭 2 p o r t io n s o f

t he
e hai n in b r o a d g ird le

v iew
, a ,

w ith ter ln ina l

se ta e a n d b
,

w it h a

res
-

ti n g g p o re
·

由上所述
,

可见把 〔失
.

J汤忿口ns Clev e
视为 Cjl

.

l’zci ni(
)

.cu ,
Sc h滋 t 的同种 异 名是错

视的
。

小久保 (1 9肠
, p

.

1 8句祀述其休眠抱子生于母耙胞中部
,

但根据著者所研究 1 9 6 6 年

黄河 口黄花焦产卵坍中本种的休眠抱子井不生于母知胞中部而靠近母翩胞的一端
,

初

生壳与其所对的母翎胞壳面简之距离较后生壳与其所对的母韧胞壳面简之距 离 为 大
,

与 Oka mu ra (1 90 7) 所砚察者同
。

其初生壳壳面呈大半球状凸起
,

土生扑多相长的小

刺
,

成熟抱子的小刺向上伸长
,

甚至触及母知胞壳而折回
,

后生壳呈瘤状
,

亦生长的小

刺
。

烟台标本休眠抱子后生壳上之小刺甚短 (圆 4
,

b) 可能系未成熟之抱子
。

。
.

冕泡角毛硅藻 Ch ae to e e r o s su b s e e u n d u s (Gr
u n

.

)H u

ste d t
,

19 3 0
.

(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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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 st ed t
,

F
.

(1 93 0 )
:

凡
e

sel
a l卯n

,

Pt
.

I
,

p
.

7 0 9 ,
fig

.

4 0 4
.

同种异名
:

勿
儿汉沙“吞

门

in “m 成碗翻争Za E h r en
be

r g
,

1 8时
; C瓜花 t

oco
℃s d七匆ns va

r
.

sub
-

月

删叙勿 G ru n o w
,

1 8 8 1 ;
Ch

.

Pa
r ‘拓如二u s

va
r

.

L a “de 厂s八 E n g ler
,

1 8 8熟Ch
.

如
犷吐

诚
〕x us va r.

su b“晓沼爪勿 Va
n H eu rc k

,

1 8 8 4 ;
Ch

.

邝r y云setu s C lev
e 1 8 9 4 ;

Ch
.

口砚硫 Sch d tt
,

1 8 9 6 ;

Ch
.

g r

卿之毋以沁‘5 Cl ev
e ,

1 8 9 6 ; 〔从
.

g r o 么陀h Z椒抽翅名5 v a r
.

leP
t化勿‘5 C lev e ,

1 8 9 6 ;

以
.

t
左敌云竹配之

(宁r a n
,

1 8 9 7
.

却胞蜒 l直或微弯
,

竟 1 6一7 0 微米LH
u sted t(1 9 3 0 )

,

竟 1 1一6 0 微米 , fl p o
·

抓
a叩e H Ko

(1 物句
,
8. 4一33 .6 微米j

。

栩胞竟环面长方形
,

角圆
。

壳面椭圆形
,

平或中央略凸
。

壳套
. _ . _ .

_
_ _ _ .

1
. _ _ , . , .

~
. 」

_

⋯
_ . ,

二 、

二
_ _ _ .

_ _ . _
~

, _
.

_
.

_
_ _ _ _ .

_
.

_
_

大 户翎胞高度的五
,

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凹沟
。

蒯胞简隙长椭圆形或长条形
,

中央略窄
,

角圆
。

角毛 自蒯胞角以内生出
,

握一短距离后与邻翎胞角毛相会
,

与继轴略成垂直方向

伸出
,

末端弯向维端
。

端角毛较其他角毛微粗
,

韵与韧胞触轴平行伸出
,

末段向巍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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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5 冕抱角毛洼藻

a ) 韧抱链(竟环面观 )
。

b) 正在产生休眠抱子初生壳的棚胞邀(宽环面观 )
。

c) 具

成熟休眠袍子的糊胞键
,

键上端第 2 个休眠抱子具畸形的初生壳 (育环面观 )
。

cI)

捆抱键的竟环面及同键锢胞白恢尧面观
。

e) 由复大袍 子产生的乍青糊 胞
。

f) 棚 胞

键的宽环面
,

休眠抱子初生壳仅有 2 个或 4 个 2 分叉的粗刺
。

g) 由复大抱子翌生

的在分裂中的年青韧胞 (宽环面)
。

h) 由复大抱子生成的年青糊胞链
。

i) 由复大
抱 子翌生的具休眠抱子的糊胸〔竟环面 )

。

钧 棚胞琏的竟环面
,

其中一枷抱正在分

契为 2o

F ig
.

5 以
a o toc o r公 。u 石娜期如

J (G r u n o w ) H u s ted t : a , shi 、w ing th e m o
印hO

-

lo g y o f ch or m a t叩hor es ea
e h

con
ta in i呢

a p y r en o id ; b
, sho

诚n g res t元n g

s户〕r e s ea c h w ith o d y th e 王irs t va lve fo r m ed ; e ,

sh
o

初
:堪 m a tU re r

est ;n g

印 o r e s ; d
, c h苗五 in b r o

ad gl rd le vi e w w ith on
e e el l in v 乏d v e v iew ; e , a

份11

fo rm ed from auxo
sp o r e : 1

,

2 res t i昭 即
o r e ‘
绷h 嫩th o n ly a few d ie h o to -

m o u s ly br
朋

ehed sp 二nes
; g

, a d iv id in g e

ell fo rm ed fr o m a :

luxo sp
o r e ; h

, s

ho
r t

e

ha in fo rm ed fr o m au xo 即
o re ; i

, a e el l fo rm ed 王r o m au xo 印
o r e w ith a

r

est ing sP
o r e ; j

,

par t of a e hi 通In w ith a d iv id ing
e el l

.

侧分开
。

概少数标本的维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粗大
,

_

且砒生 4 行小刺
。

每扣胞有一个色素体
,

靠近母扣胞宽环面
,

内包一核样体
。

休眠抱子生于母翩胞之一端
,

初生壳凸起较高
,

壳顶生 习一场 个
,

或更多的 见分叉

的长刺
,

后生壳近于扁平
,

光滑辘刺
。

3 月及 7 月简出岸于沿岸
,
尤以 3 月周甚多

。

本种为近岸性
,

北方
—

北椒种
,

广

温
、

广盐
、

冷水性种类
。

曹鳌砚于我国青岛
。

在世界上分布也很广
,

自北冰洋至欧洲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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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巴命支海

,

白海
,

鄂霍次克海
,

白合海
,
日本海都有

,

地中海亦有
。

黑海稀少
。

太平洋

沿岸分布也很广
。

6
.

镜抱角毛硅藻 Ch ae to e e r o s e in e t u s G ra n
,

1 8 9 7
.

(圆 6 )

G ra n
,

H
.

H
.

(1 8 9 7 )
:
D en N o r ske N o

rd h一E x p e d
.

1 8 7 6一 1 8 7 8 ,
B o t

.

Pr o to p h
. ,

p
.

另4 , p l
,

另,
fi罗

.

2 3一 2 7
.

韧胞缝直或微弯曲
,

竟 9一18 微米〔Gr
a
n( 18 97 )

, 6一场微米〕
。

知胞终常呈窄环面

出现
。

韧胞育环面长方形
,

角圆
。

壳面椭圆形
,

壳套
一

与环带相接处姆明显凹沟
。

韧胞简

圆 6 揍抱角毛硅藻

a) 糊胞链的霓环面观
,

b) 韧狗琏的喂环面观
,

c) 具休眠抱子的韧抱键 (窄环面

观 )
,

d ) 休眠抱子 (壳面观 )
。

F ig
.

6 以
.

e inc ru s G r

an
, a & e , e ha ins in br o

ad g ird le v iew
; b

, e hai n

in nar
r o w g ir dle v iew ; e , eh al n wi t h r es t云1 9 sl) o r e s ; d

, a

姗
ti眼

s
po

r e in

val
v e v ie戊v

.

隙扁六角形
。

角毛翘长
,

平滑然小刺
,

自翘胞角稍内方斜生出
,

艇一小距离后与邻韧胞

角毛相交
,

然后向外与继朝成垂直方向或倾斜方向伸出
。

端角毛与其他知胞之角毛相

同
。

色素体片状
,

一个
,

靠近袖胞竟环面
。

休眠抱子成对出现
,

相邻两休眠抱子尚然周隙
,

各生 2 平滑粗短刺
,

两相邻抱子之

对应粗刺在靠近知胞体处之一段融合
,

然后分开折回
,

分别镜向休眠抱子的周圈
。

4 至 5 月简在沿岸出砚很多
。

始焦憔爆中亦常采到
,

但较沿岸为少
。

在烟台近岸

所采之标本
,

规边常粘有污物碎屑
。

本种为近岸性
、

南温带种
。

曾费现于北大西洋沿

岸
,

北海, 日本北海道高岛3苏联日本海沿岸及蘸哈林岛沿岸
。

G r a n (1 89 7) 靛述本种 的休眠抱子的初生壳粗糙或有小刺
,

呈圆雄状或不规 HlJ 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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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后生壳扁平
。

Cu p p (1 9 43 ) 韶述年老的休眠抱子两壳都其小刺
。

烟台近岸标本划未

晃有具小刺的休眠抱子
。

本种的形态与 以哪勿“ro
: r
勿渝

a n s Sch 往tt 相近
,

唯本种 角毛上姆翩刺
,

而 Ch
.

八肠坛视”,
的角毛上RlJ 生静多显著的韧刺

。

7
.

鬓状角毛硅藻 C h a e to ce r o 。 e r in itu s

S e h位tt
,

F
.

(1 8 9 6 )
:

B e r
.

D eu ts eh
.

B o t
.

1 3 , p
.

4且,
fig

.

12
.

S eh位tt
,

1 8 9 5
.

(圆 7 )

C池5
. ,

B d

袖胞规直
,

竟 1 6 一30 微米
。

韧胞宽环面呈四方形
。

壳面平
,

椭圆形
,

中央部分微凸
。

壳套大于知胞高度的

l/a
,

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凹沟, 休眠扣胞之环带较高
,

不小
_

,
_

_ .

_
_

_ 二 1
,

_ ⋯ _ 一 ‘ J _ 二
_

“

二 _ ⋯ ‘

_
,

_
,

_
, _ _ _ .

于韧胞高度的 二
。

栩胞固隙甚狭如一裂键
,

两相邻韧胞切 产,

”
‘J
目

’

~ 一
” 廿

3
“ “ ~ ‘J

~
‘’ , ’

~ ~ ,
、’”

~
“

~
子 “刁 ‘~ 、 ’一“一

I,
曰

壳面中央部分有时很接近
,

以至看不到知胞简隙
。

角毛

自壳面边椽稍向内处生出即与邻知胞角毛相会
,

一

与维翰

垂道伸出
,

或逐渐弯向继端
。

端角毛略呈 S 形弯曲
,

较其

他角毛稍粗且生小突起
,

基部与缝翰垂直伸出
,

然后弯向

迩翰
,

韵与之平行
,

至末梢再向触朝两侧分离
。

每知胞内
,

靠近环带有一个大 片状的色素体
,

内包一

核样体
。

休眠抱子初生壳凸起较高
,

且生小刺
,

后生壳在圆筒

状的壳套部分凹下
,

仅中央部分凸起
,

壳面平滑(H llste d t
,

19 3 0)
。

烟台标本中未见到其休眠抱子
。

1 9 54 年 9 月在近岸采到
,

数量不多
。

此种 为近 岸

性
,

北温带种
。

曹癸现于欧洲中部及北部沿岸
,

地中海
,

日本房州能山
。

、尹

才
尸

圆 7 矍状角毛硅藻

糊胞链的宽环面观
。

Fig
.

7 Ch
.

: r in i亡us S eh Ut t ,

sh
o

价
in g th e ter m ina l p o r tio n

of th e e ha in in b r o

ad
g irlle v ie w

·

8
.

窄隙角毛硅藻 C h a e t o e e r o s af fin is La u d e r ,

1 8 6 4
.

(圈 8 )

La
u d er

,

H
.

5
.

(1 8 6 4 )
:

Tr
a n s

.

M ie r
.

S o e
. ,

N
.

5
.

v o l
.

12 , p
.

6 8 , p l
.

8 ,
fig

.

6
.

同种异名
:

Cll
a ‘to 。刃

‘

0 5 少a v
邵ha

: Cl ev
e ,

18 73 ;
Ch

.

R以fs i公Cl ev
e ,

18 7 3 ;
Ch

.

价
r

.

S e hUtt 1 8 8 8 ;
Cll

.

&流友ttii Cle传
,

1 8 94 ;
Ch

.

口移g “Zat us S eh旅
,

1 8 9 6 ;
Ch

.

J钻君诚us S e h往tt,

1 8 9 6 ;
Ch

.

P

~
us S e hutt

,

1 8 9 5 ;
Ch

.

Pa
,
‘

火勿沈“‘ v a r
.

及流滋ttii
,
Sch 旅

,

1 8 9 6 ;
Ch

.

R a
lj五i

v a r
.

凡
z r ‘t忆”

,

1 9 0 7 ;
Ch

. 乡

及火衍tti 泣 va
r

.

, 沉“初口 M e u n ie r ,

1 9 1 3 ;
Ch

.

N 万初知”琳

SCh
u ss 川g

,

1 9 1 6 ;
Ch

.

“浮厂ia t念us S eh u ssn ig
,

1 9 1 5
.

韧胞缝直
,

竟 7一3 7 微米
。

扣胞竟环面长方形
,

角尖
, 两相邻栩胞之角常相接触

。

壳面平或中央部分微凸
,

缝端扣胞上壳面中央常生一很小的刺
。

环带往往很窄
,

故壳套



浦吕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圈 8 窄隙角毛硅藻
a) 遂中部具粗短角毛的糊胞键

,

链端角毛弯搏如攘刀状
;
b) 具色素体的韧胞邀

,

链端角毛弯褥如镰刀状
; c) 具斜伸端角毛的韧胞链

,
d) 具休眠袍子的 韧 胞链

,

e) 圆
c
端角毛一部的放大圆

; 幻 由抱子翌生的年青单韧胞个体
。

F ig
.

8 以
.

ajl t.n o L a ll d e r ,

sh
o w i鳍

e har ac te ris tie ter m ina l 况ta e (a
,

b
,

e an d 夭)
,

d et a ile d s t r u e t叮
e 证 t叮m 二n a l se tae

3

ho wn in e (e )
, te rm in a lq ike

se ta e w it hin th e e

ha in (a )
, r es tin g 印

o r e (d )
,

an d a e ell fo r m ed p r o b a bly fr o m
res tin g sP

o r e (f)
.

多大于杀田胞高度的会
。

壳套与环带相接处生一小 !。沟
。

、胞简隙小
,

其中央部分略窄
,

,

初锤形或近长方形
。

角毛扣
,

自胭胞角生出即与邻蒯胞角毛相会于一点
,

然后与触轴垂

直伸出
,

或逐渐弯向继端
。

端角毛 自翘胞角生出
,

向外斜伸出后
,

又逐渐弯 F
,

略与缝轴

平行 ; 较其他角毛粗壮
,

有 4 行小刺
,

有时规端角毛基部分田
,

向外斜伸或垂直伸出时逐渐

加粗
,

末端又向内弯搏如镰刀状
,

搏弯处最粗(圆 s a ,

b) ; 有时在越中简之知胞亦生似端

角毛般的粗短角毛
,

略呈对角袋伸出(圆 sa )
,

或与端角毛伸出情形相同
。

每知胞有一色素体
,

靠近竟环面
,

色素体中央有一核徉体
。

休眠抱子生于母栩胞中央
,

初生壳如丘状凸起
,

壳面温生静多小刺 , 成熟后初生壳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的焦礁锡双其附近悔区角毛硅藻履的研究

边禄尚生一圈小点
,

后生壳边椽较平
,

仅中央部分凸起
,

生数根粗长刺
。

这是烟台沿岸拯普通的种类
,

唯以秋季最多
,

胎焦憔锡中亦有
。

此种为近岸
、

广温

性
。

广泛分布在南温带海水中
。

曹费现于我国舟山
,

平潭 (福建)
,

东山 (福建)
,

厦阴
,

台

膊海峡及香港
。

世界分布也很普遍
,

自巴俞支海
,

白令海
,
日本沿岸

,

地中海
,

爪哇海
,

温

带大西洋
,

太平洋都有
。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从 6 月到 8 月常大量繁殖 (Cu PP
,

19 43 )
。

在黑海中除西北海区稀少外
,

沿岸各地和各港口 稼秋两季大量出砚
,

常造成秋

季
“

水花
”

(以B盯eH
。的

,

休眠抱子在 1氏月很多
,

有时在早春大量出现
,

小抱子也出砚
一

}’. 10

月 (fl p o 一月a即 e H K o , 1 9 6 5 )
。

小久保 (1 9 5 5 , p p
.

1 8 1一 1 8 2 ) 肩IJ Ch
.

习界刀众 f
.

弃”g “la ,公 K o ku bO
。

它的特征是
:

棚胞单独生活
,

角毛与壳面长朝平行伸出
,

有时作成这样

的 2一3 个加胞的群体 , 而单韧胞者仅一壳的角毛与原种

的端角毛相似 ; 在壳面中央有明显的中央刺 , 有时有休

眠抱子
,

其形状与原种者同
。

在烟台标本中也见到本种的单栩胞个体 (圆 吕,

f)
,

唯

其一壳角毛略与壳面长轴垂直伸出
,

另一壳的角毛与原

种端角毛相同
。

我们豁为这是由原种的抱子所形成的年

青个体
,

不应看作另外一种而命以新名
。

据小久保 (1 9 6句 研究 日本青森臀中标本
,

私述其维

端枷胞上壳面中央之小刺及知胞简隙在暖季及冷季有 明

显变化
,

在暖季此小刺尚明显些
,

而在冬季 l
、

2 月简RlJ 大

多数标本都看不出有小刺
。

其翔胞周隙亦有夏宽冬窄之

变化
。

烟
、

威始焦憔堤及烟台沿岸夏秋两季的标本与青森

潜的暖季类型相似
。

sa
.

镜链角毛硅藻 Ch ae t o e e r o s

aff in is var
· c ir c i-

n a lis (M eu 垃er) H u

ste dt, 1 9 3 0
.

(圆 sa )

H u

ste dt3 F
.

(1 9 3 0 )
:
K ies ola l卯n

,

pt
.

1 , p
.

6 9 7
,
fig

.

3 9 7
-

同种异名
:

Ch
.

&五及tt va
r

.

冻夕劝流以众 M eu 址e r , 1 91 次

本变种与原种之区别为角毛之弯曲度不同
,

其角毛

与维朝垂直伸出
,

末段都弯棘略呈半圆形
,

镜于越周
。

端

角毛较原种栩且长
,

亦生 4 行小刺
。

在沿岸秋季曾采到
,

数量不多
。

我国仅在青岛曹有

言己录
。

团枷 揍键角毛硅藻

表示韧胞的竟环面
。

Fig
.

9 以
.

alj ln la
var

.
c I’‘i”口lIa

(Meu n ier ) H u st ed t , show in g

a s ho r t e

随in in br
o a d 彦ird -

le v ie 、v
.



圆 9 双脊角毛硅藻

表示袖胞琏的霓环面
。

F ig
.

1 0 以
.

c时亡a tu o l
〕a v illa

rd
,

s ho w ing the ter m in a l par t o f

a eh a in in b r o

ad g ir d le v i~

韧弱
,

自韧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
.

双脊角毛硅藻 C hae to ce
r o s e o s ta tu s p a v illa rd

,

1 9 1 1
.

(圈 9 )

Pa
v illa r d

,

J
.

(1 9 1 1 )
:
B u ll

.

S o e
.

B o t
.

Fr a
nc

e ,
v o l

.

5 8 , p
.

2 4 ,
fig

.

1 ,
B

.

C
.

同种异名
二
C爪记to ee

ros 火lh ae r 口绍 M a n gl n
,

19 13
.

韧胞维直或略弯
,

竟 18 微米〔Ik
a ri (1的6)

,

邓一4 0微

米 ;
Cu PP (1 94 3)

,

坦一解 微米〕
。

翩胞竟环面长方形
,

大

都霓大于高
,

角圆
,

生静多简插带
,

带端较尖呈楔形
,

在竟

环面中央贯壳轴上街接如锯齿状
。

壳面椭圆形
,

中央部

分微凹
,

每一壳面在靠近壳面长翰两端的两侧各生一个

突起 (每一壳面共生 4 个突起)
,

与邻栩胞壳面的突起借

胶臀相速接 ; 因之自竟环面看去
,

共有 3 个知胞尚隙
,

其

中央的一个较大
,

呈扣舫锤形
,

两边的两个RlJ 甚小
。

角毛

伸出方向不一
,

继端角毛与其他角毛相同
。

每却胞中有一个大片状色素体
,

靠

近竟环面
。

据 Cu p p (1 9 4 3
, p

.

1 2 7 ) 观察
,

美国

西海岸本种之休眠抱子生于母翘胞 中

央
,

初生壳圆形有小刺多后生壳小而圆然

小刺
。

烟台近岸标本中未 昆到其休眠抱

子
。

1 9斜 年 9 月在沿岸曹采到一次
,

数

量拯少
。

本种为近岸性
、

暖水种
。

臂登

砚于地中海
,

英国大西洋沿岸
,

美国南加

利福尼亚州外海及加利幅尼亚臀 (3
、

4 月

简很多)
,
日本獭户及青森臀 (数量都不

多)
。

10
.

柔 弱 角 毛 硅 藻 C h ae to ce ro
“

d e b ilis C lev
e ,

1 8 94
.

(圆 1 0 )

Clev
e ,

P
.

T
.

(1 8 9 4 )
:

B山
.

K o
昭1

.

Sv e n sk
.

Ve t
一ka d

.

H a
nd l

. , v o l
.

2 0 ,

Pt
.

3 ,
N o

.

2 , p
.

1 3 , p l
.

1 ,
fig

.

2
.

同种异名
:
已初‘匆“2

一 ver , 勿耐us

一 J

圆 10 柔弱角毛硅藻
a) 长的袖胞键

。

表示棚胞键呈螺旋状弯曲
;
b) 栩

胞键的宽环面 , c) 韧胞链的竟环面及同键韧胞的

壳面晚 , d) 壳面观
。

Fig
.

1 1 以
.

耐艺11 : C le v e ,

sli
o w i鳍 th e

cu
r
ve d

e ha in (a )
, c ha in in br

oa d g ird le v iew (b ) ; Par t

o f a e h a in w ith a e
ell in val v e v iew (c) an d

a s元鳍le e ell in v al v e v iew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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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
、

威海胎焦渔踢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

Sch 往仇 1 8 9爪Ch
.

ve溯如lus va
r

.

妙ica Sc hUtt, 1 8 9饥 Ch
.

~
lus va

r
.

邝r v a匆

Seh 位tt, 1 8 9丘
.

韧胞蜒长
,

呈螺旋状弯曲, 竟 1 6一40 微米〔H
u

ste dt (19 30 )
, 9一40 微米〕

。

翎胞竟环

_
_ _

~ _ _
_ .

_ _
_

_
_

_
_ _

_
, _

.

_

_ _
_

_
‘ , . , , .

_
_ 一_

_

_ _ 、 _ ,

_
_

_ 二 1

面四角形
,

竟大于高
,

角圆
。

壳面长椭圆形
,

平或中央微凸
。

壳套小于知胞高度的音
,

与
~

’

一
’ 少 J ‘

犷 2 7 田 ‘ , J ’

~
2 / J

一
。 尸 以

~
产、 ” “

~
‘ “

” 一 ”
、

‘

~ ~
。 ’ “~

’

, 研 了,

洲 “ ~
’

~ ~
曰 廿 3

7 甘

环带相接处有板小四沟
,

可以辨豁仁H
u

ste dt (19 3 0) 及 cu PP (19 4 3) 昔韶述燕凹沟
, n Po 一

刀a即 a
以o( 1 9 6勿 HlJ 稍四沟不明显, 但烟台标本的小凹沟明显可辨〕

。

加胞简隙长条形
,

两边平行或中央微精
。

角毛翘而弯
,

自知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艇一板短距离后
,

与邻知

胞角毛相会
,

然后作弧状弯曲
,

向螺旋状蜒凸起的方向伸出
,

与缝翰垂直
。

端角毛与其

他角毛然明显差别
。

每栩胞中靠近环面有一个色素体
,

内包一核样体
。

休眠抱子生于母知胞中央
,

初生壳及后生壳面各有 2 突起如眺峰
。

初生壳两边各

生一大刺
,

伸入母知胞角中
。

后生壳平滑或生二不费达的韧刺 〔Hu ste dt (1 9 3 0)
,

Cu PP

(l 94 3) 〕
。

烟台标本中尚未见到其休眠抱子
。

沿岸秋季常采到
,

始焦傲锡中稀少
。

此种为近岸性
,

北温带种
。

曾费现于我国舟

山
,

欧洲大西洋沿岸
,

英吉利海峡
,

波罗地海
,

北板海
,

巴命支海
,

白海
,

白合海
,

鄂霍次克

海
,
日本海北部

,
日本北海道及青森县沿岸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
,

澳洲新南威尔士沿

岸
。

1 1
.

旋链角毛硅藻 C h ae t

oce
r o s

cu
r v is e t u s C lev e ,

1 8 8 9
.

(圆 1 1 )

圈 n 旋邀角毛硅藻

a) 韧胞触(窄环面观) ; b ) 具休眠抱子的糊

胞触 (竟环面观 ) ; c) 韧胞邀 (竟环面观 ) ,
d)

壳面
。

F i乡 12 以
,

~
了“户山 cl

e v e ,

sh
o w ing

a
ch

a in

in 时
r

啊 g ir d le v iew (a )
,
2 旧ha ins in

br o

ad g ir dle vi ew (b
, e)

, r es ting
5 1扣res (b )

姐d a ee ll in va lv e v i哪(d )
.

Cl ev
e ,

P
.

T
.

(1 8 8 9)
:
V id ell sk

.

U d b
.

瓜
一

n o
nb

a a d
.

H a u e ks
.

TO gt
.

d a
ns ke H a v e ,

p
.

6 6
.

同种异名
:
已勃刚次柳

‘

口‘护劣
.

Sch d tt, 18 8先

Ch
.

‘侧流lea Sch 饭tt
,

1 8 9 6
.

韧胞维长
,

呈螺旋状弯曲
,

竟 7一邓 微

米
。

知胞竟环面四方形
,

相邻二扣胞角互相

接触
。

壳面椭圆形
,

凹
一

下
。

壳套小于翘胞高
_ , _

二 1
.

_ _
.

⋯
_

⋯
, _ _

_
_

_
_ . 、 . ‘ _ , _ .

_

度的音
,

与环带相接处有很小凹沟
。

栩胞简
~

卜 子

3
’ ,

‘

”
’‘ ’

~ ‘
找

/

~
’J ’尹、 ’

~
’ 研 。 ‘

一
,’一 ” ’

隙舫锤形
、

椭圆形或圆形
。

角毛袖而苹滑
,

自

如胞角生出即与邻翎胞角毛交叉粘接
。

全部

角毛都弯向缝的凸侧
。

蜒端角毛与其他角毛

然明显的差别
。

靠近翎胞环面有一个含一核样体的色素

体
。

休眠抱子豹生于母知胞中央
,

在休眠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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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一端捺有自母扣胞壁生出的增厚膜
。

休眠抱子两壳略圆
,

壳面不滑姆小刺
,

唯在初

生壳边禄有一圈小点
。

秋季 9 至 10 月简在近岸采到很多
,

但贻焦憔锡中稀少
。

本种为南温带及 北 方 种

〔Cu p p (1 9 4 3 )
,
C le v e 一

E u ler (1 0 6 1 )
, K o e。二e B (1 9 0 6 )

, n p o
.

们
a
印

e 、K o (1 9 6 6)〕
。

臂鳌现于

我国青岛及厦阴; 白海
,
巴命支海

,

北欧大西洋沿岸
,

欧洲各海 (包括地 中海 )
,

黑海沿岸
,

美国加利幅尼亚州沿岸
,
日本海

,

澳洲新南威尔士沿岸
。

flPo
.

抓
a
叩

e
以o( 1肠。, p

.

13 1) 在黑海标本中
,

费现此种的复大抱子及小抱子在 10

月初出现
,

休眠抱子在春
、

秋出现
。

在烟台近海秋季常看到休眠抱子
,

复大抱子及小抱

子尚未见到
。

1 2
.

拟旋链角毛硅藻 C hae to ce
r o s

ps e
ud oc ur

v ise t u s M a n gi n
,

1 9 1 0
.

(圆 1 2 )

M a n gl n
,

L
.

(1 9 1 0 )
:
B u ll

.

S o e
.

B o t
.

Fr a
nc e, v o l

.

6 7 , p
.

3 6 0 ,
f谊

.

4 ,
11

.

翎胞继长
,

呈螺旋状弯曲
,

竟 7 一 一4 0 微米〔H
u st e d t(19 3 0)

, 1 6一的微米 ;
Cu PP

.

(1 9 4 3 )
,

玲一19 微米〕
。

知胞竟环面四角形
,

角稍圆
。

壳面椭圆至近圆形
,

凹下
。

生 4 个小突起

(在壳面长轴两端的两侧各生一个)
,

与邻蒯胞的突起相速接 , 有时在壳面中央常生一小

四陷
。

壳套高
,

与环带相接处姆 明显凹沟
。

知胞环面有简擂带 (叨微米中构有 11 条)
,

圈 12 拟旋触角毛硅藻
a ,

b
.

c) 兰段韧咆链 (a , c
,

系竟环面观 , b
.

系窄环面观 ) , d
, e )壳面观

, 王
,

g) 具

休眠抱子的栩胞跳(f
.

系徽偏的翻胞触
,
9

.

系竟环面观 )
。

F ig
.

1 3 Ch
·

户so

ltdo cu r oi“t“:

M
a llg in

, sh o w i吧 山
a in s in br o ad g ird le vi 柳

(a, c ,

g 夕
, n a r r

脚 g ird le vi ew (b ) a rld h ; 、If : i a x r o w g ir d le 乳ew (f) ; c
山 认

”1, e v iexv (‘1
, e) a n d r e st i昭 印

o r e s (f
,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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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
、

威海始焦徽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锡的研究 招

各简插带在扣胞竟环面沿扣胞贯壳朝相速接
,

速接挑如据齿状
。

自竟环面看去
,

栩胞简

隙分三部分
,

中央者大
,

呈椭圆形
,

两侧者小
,

圆形
。

角毛 自耙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艇一

短距离即与邻知胞角毛交叉融接
,

然后弯向越之凸侧
。

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略粗
,

有横枚

及小刺〔Cu p p (1 9 4 3 )
, p

.

13 8 ,
fig

.

94〕
。

因加胞纷长且弯
,
端角毛不易看到

。

每韧胞中有一个色素体
,

内包一核样体
,

靠近知胞宽环面
。

休眠抱子生于母知胞之一端
,

或靠近其中央
,

壳面平滑
,

煞小刺
。

初生壳凸起如低

丘
,

于壳之边椽生一圈小点
。

后生壳扁平或略突起
。

在休眠抱子之一端
,

跷有 自母知胞

壁生出的增厚膜
。

春
、

秋季在沿岸出砚很多
。

始焦憔锡中RlJ 很少
。

本种为近岸性
、

热带及亚热带种
,

在暖海沿岸分布很广
。

曹费现于地中海
,

西欧大西洋沿岸
,

爪哇海
,
日本南海及陆奥臀

,

澳洲新南威尔士沿岸及我国青岛
、

福建东山
、

厦 阴
。

小久保 (1 9 5 6 )引用 Ika rl(1 9卫8
, p

.

2 6 1 ,
fig

.

6 ) 的报告把 〔撇
次勿“子.0 5

~
t

raun,

K滋r成e n 当作本种的同种异名
,

著者豁为不妥
。

查曲 Ch
.

su ”故t r
an

“m 之原始定名文献

仁Ka
r ste n (1 9 0 7 )

, p p
.

1 6 8 (3 8 8 )一1 6 9 (3 8 9 )
,

Ta f
.

X L V
,

fig
.

2 , Za
〕

,

其形态特征与 Ch
.

户义淤为留r y 称以u s 完全不同
。

Ika
r i (1 9 2 8

, p
.

2 0 1 ,

fig
.

6 a ,

6b )仅将 Ch
.

二mat
,

一
u m 加

似描述
,

井未将 以
.

su 阴at ra nu m 作为 以
.

户男故勿‘脚
一

二
说胡

: 的同种异名
。

2
.

二色体亚属 S u b g e n u s D ie hro m at
o p h o r u s ,

S u b , n
.

N o v .

本亚属的种类每扣胞有 2 色素体
,

都常其有不规HlJ 的突起
,

‘

且各包一核样体
。

包括

(1) 知胞单独生活或速成短继 (Ch
.

蕊m ili s) 八2 )知胞 }{易隙竟大 (Ch
.

l

~
勿‘u s,

以
.

~
、to

一
5, Ch

.

血愁
,

~ )和 (3 )知胞以知胞角相速桔
,

壳套与环带尚有竟谋凹沟 (Ch J 匆
一

刀“沈绍‘ Ch
.

Pa
r火勿x u s, Ch

.

‘口”“r 忿t“5, Ch
.

Va
n 月乞沼八袋红) 的种类

,

都是近岸性
,

都能生

休眠抱子
。

在烟
、

威始焦滚易和烟台沿岸共登现 8 种 (1 4一 2 1 )
。

13
.

相似角毛硅藻 C h a e t o
ce

r o s s im ilis C le v e ,

1 8 9 6
.

(圈 1 3 )

C lev e, P
.

T
.

(1 8 0 6 )
:
B ih

.

K o n g l
.

S v e
ns k

.

v e t
一ka d

.

H a n d l
.

V o l
.

, 2 , p t
.

3
,

N o
.

舀, p
.

3 0 ,
PI

.

1 ,

fis
.

1
.

同种异名耳关“君
口
闭℃、 si m ile va

r
.

elo
Zlg “如 A x e n tjev ,

1 9 3 呢Ch 沪
占

粼勿
s

im il行 Cl
e v e -

Eu le r
,

1 9 0 1 ;
Ch

.

城力球Z众 f
,

50 1众a r

ius F r
.

硕讯v r e
nk

o ,

1 9。吞
.

韧胞成短缝或单独生活
,

竟 7一18 微米
。

加胞竟环面正方形或长方形
。

壳面椭圆

形
,

中央突起
。

相邻壳面的突起相接触
,

将狭窄的翘胞简隙分隔成两部
。

壳套高
,

与坏

带相接处有很浅的小四沟
。

角毛蛟翩而直
,

平滑然小刺
,

自枷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艇一

段距离始与邻翎胞角毛相交
,

呈直核斜向射出
。

各知胞上相应位置的角毛近平行
。

继

端角毛与其他角毛然明显区别
,

射出方向略与其他角毛平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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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单独生活的韧胞
,

色素体上
、

下排列 (竟环面观 ) , b) 韧胞成雄
,

色素体左右排

列
,

靠近窄环面 (竟环面观) ; c’ e) 有休眠袍子的韧胞触 (竟环面爽) ,
d) 有休眠

抱子的单独生活的翻胞 (竟环面观)
。

Fig
.

14 以
.

s im ilis C lev
e , s

ho w i嗯 ch
a in s in br o a d g ir dle v iew (b

,

c, e )
,

re sti飞 印
o res (e

, e ) a z飞d e ells liv i鳍
s in g ly (a

,

d ) o n e of w h ich co
n ta in s

a r es ting SP
o re

·

色素体盘状
, 2 个

,

各包一核样体
。

一在翘胞的上部一在下部 , 有时左右不列
,

取近

宽环面或窄环面
。

休眠抱子卵圆形
,

生于母翎胞中央
,

两壳面替生静多小刺
。

4 月在沿岸采到很多
。

此种为近岸性
,

北温带种
,

在冷水中分布很多
。

曾登砚于 白

合海
,
巴命支海

,

叶尼塞潜 (E HH
c e 行c K

戚 3a ”司
,

黑海敖德藤港和藉沃罗西斯克港 (H 。-

Bo Pa cH 二既 6
yxr a)

,
日本海西北部

,

北大西洋
,

欧洲沿岸直至挪威沿岸, 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
、

阿拉斯加沿岸
。

A xe n tje
v (1 93 0) 将本种之蒯胞高度达 3 0 微米者定为一新变种 Ch ae to ce ros

s自”叙众

va
r

.

‘勿儿孕Zta
。

nP o. 抓
a
叩eH 。 (1 9 6句以为本种常由 2一4 韧胞祖成短直缝

,

而另把本种

初胞单独生活
、

具较长角毛
、

壳套较高
、

休眠抱子亦较高的标本
,

BlJ 一新变型称 口汤勿
~

ce ros
s
im “众 f

.

so lita r i“s; 井豁为此变型是近岸
、

广盐
、

淡咸水种类 (1 9 6 5 ,
P. p

.

n l一n , ,

fig
.

3 4 )
。

烟台浮游生物标本中
,

本种之单独生活者较成蜒者为多
,

两者都同时同地存在
,

知

胞构造在普通显微镜下撅差别
。

侧量 1 9 54 年 4 月 1 2 日
、

13 日烟台港内标本及 14 日烟

台海岸路标本的桔果 (表 l) 表示扣胞的高度
、

壳套的高度和休眠抱子的高度在单独生

活的知胞和成短绽的知胞都有很大的变化范圃
,

而这些变化的范圃在这两种栩胞基本
_

E是相近的
。

因此不应把扣胞高度大的分为一个变种
,
A x e n tjev BIJ 的变种 Ch 活云阴兹众

va
r

.

el o n g a

tas 是不必耍的 (形成抱子前翘胞高度每可大增)
。

也不应把知胞单独生活

的划出作一新型
, n Po 一刀 a

即比
K 。

所肩0的新变型 Ch
.

五叨兹钻 f
.

sol 加~ 也是多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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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烟台产 C h a e to e e r o s 5 1, flfs C le v e
各部分的大小范国

大 小 范
爵理

‘

通部 分

丽履 形 丈-
-

一连污

牟田饱 高 度
(微 米)

壳 套 高 度
(微 米)

休眠抱子高
度 (微米)

测量标木个
数

宽砌胞微棚度

黔黑鬓
二一⋯

一

器⋯长器⋯摆争
一

⋯一卜令
黔器黔仁

.

l
we

鲁碧答
一

{笠群卜轰井
一

⋯一卜
下

令
壳套的高度是本种一个稳定的特征

,

在烟台标本中
,

本种单独生活的知胞壳套高度和速

桔成琳的韧胞壳套高度变异都相当大
,

变化的范圃基本是一致的
。

在单独生活和成蜒

的翘胞中的休眠抱子高度变异范圃也和知胞高度变异的情况相同
。

因此 n Po
.

抓
a即叭一

Ico 把壳套较高
、

休眠抱子较高和角毛蛟长看作可以BlJ 立新变型 C再
.

‘动2兹钻 f
.

so li ta -

八“‘理由是不够的
。

在两个或三个翘胞所成的短越中
,

常有蒯胞速桔很疏松
,

或斜列而

势将脱离的现象
。

根据这些原因
,

我俩韶为烟台浮游生物标本中
,

本种之扣胞单独生活

者与速桔成维者都是 C先此勿“勿￡ ‘六”ilz’s 原种
。

扣胞的高度
,

休眠抱子的高度和角毛的

长度
,

对本种来靛都因变化很大
,

不能作为BlJ 立新种
、

变种或新型的根据
。

故在形态的

描远中修改了以往作者沿用的
“

翘胞祖成短直链
”

〔Gr
a n (1 8昨

,

19 0句
,
H u ste d t (1 9 3 0)

,

Leb o
ur (1 93 0)

,

cu PP (1 94 3 )〕的靓法
,

而明确肯定为
“

知胞成短继或单独生活
” 。

实际上角毛长度的变化范圃很大
,

而且容易断掉
,

角毛断掉与否
,

在显微授下亦很

难区别
。

故 Cl ev
e
一Eu ler BIJ 的新种 C失谬匆“犷口‘ 户肥跳为五阴召众 也应看作此种的同种异

名
。

1 4
.

桥联角毛硅藻 Ch ae t o e e r
os a n a s to m os 二

5 G r u n o
w, 1 8 8 1

.

(圆 1 4 )

G 比n o w
,

A
.

(1 8 8 1)
:

玩 V
.

H eu rc k (1 8 80一1 8 8 6 )
,
Sy n

. ,

PI
.

8 2 ,
fig s

.

6一8
.

同种异名
:

Ch
.

召角”勿”瓦绍冷”‘ v ar
.

护配勿翎 Sch utt
,

1 8 9死 Ch
.

‘￡名己r朋 G r a n
,

1 8盯
;

Ch
.

口刀‘活勿阴哪“刀‘
va

r
.

么劣必户解 (Gr
a n ) H u

ste d t
,

1 9 3 0
.

翘胞继直或微弯
,

继上胭胞排列疏松
,

竟 n 一邓微米〔Ika ri (19 2 6)
,
日本漱户等地

标本蜒竟2 0一4 6微米 ,
cu p p (1 943 )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标本继竟 8一10 微米乡
nP o. 砚aB

-

Pe 以
。(1 肠句

,

苏联黑海标本竟 4. 3一n 微米〕
。

翘胞竟环面方形
,

角圆
。

壳面平
,

微凹
. _

_
_

_ _ _ _
_

_ . _ 。 _

二
_ , _ . _ _ . _

二 1
.

“ ⋯ _
.

⋯或微凸
,

椭圆或近圆形
。

壳套构为翘胞高度的母
,

与环带相接处有拯漫凹 沟
。

角 毛知
~ ~ ~

, ‘
川 ~ 一~ ~

‘M 。 / 叼

~
’

一 寸 一

“一
, ~

‘

~ 一
” 碑 3

7 , ”
’‘’ ‘”

‘

~
产

一
’ J

~
,

气 ~
1 一 J 。 , J

叼
“
”

弱
,

生于近知胞角处
,

与越轴垂直或倾斜向各方向伸出J 两邻胭胞角毛并不直接交叉联

接
,

距基部钓 11 一1 6 微米处
,

有一与角毛等粗
,

长 2 一一4 微米的横生联接棍将两相邻扣

胞的角毛联接起来
。

疑端角毛长
,

略与罐轴平行伸出
。

栩胞简隙的竟窄
,

随联接棍的长

短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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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1
一

冬 桥联角毛硅藻
a) 表示窄环面观 (上三捆胞)及竟环面观 (下二袖胞) , b) 宽环面观及同

一触
_

七一个袖胞的壳面砚
, c) 具未成熟休眠袍子的韧胞键(竟环面观 )

。

F二9
.

15 以
.

a n a : r训“
a n , G r u n

哪
, s ho w in g 3 ch

a in s (a ,

b
,

e )
, r e sting

sP o r e s (e ) a

nd
a e e ll in v a lv e v iew (b) : a ,

w ith 2 10 丫7 er ee lls in br o

ad g ir d le v i叩
a n d 3 u

即
e r ‘

.

e lls

in n a r r o w g ird le v i脚
.

每韧胞中有 2 色素体
,

靠

近环面
,

每色素体中央有一核

样体
。

休眠抱子靠近母枷胞 中

部
。

欧洲北海标本休眠抱子之

初生壳与后生 壳凸起程 度不

同
,

壳面智直立井多散乱的小

刺 (G r a n
,

1 9 0 6 )
。

黑海标本休

眠抱子之两壳 凸起 差不多相

等
,

两壳亦都生扑多小刺
,

唯初

生壳之小刺较后生壳者略 大

(n p o
·

视
a即。H K o , 1 9 5 6)

。

在烟

台标本中只晃到几个未成熟的

休眠抱子
。

1 9 5 4年 9 月底 至 1 1 月初

曹在沿岸采到
,

数量稀少
。

本

种为近岸性
、

温带
、

广温
、

广盐

种 (fl Po
.

一刀a BP o H : o , 1 9 5 6 )
。

曹

载砚于 日本海毯哈林 岛沿岸
,

日本北海道忍路
、

耙州潮户
、

青

森潜, 北海南部
,

亚得里亚海

(A d ria tic Sea )
,

黑海
,

南欧沿

岸 , 太平洋加利福尼亚州沿岸
。

数量都不多
。

H u

ste dt (1 93 0) 将联接横棍长 6一9 微米者列入 Ch
.

an
a s to” z

~
:
而将联接横棍长

度为 lse Z微来者另 BlJ 一变种 Ch
.

a

nas
t功n o s a n 3

va r
.

。犯
厂”在(G r u n

.

)
。

拖指出此变种有

下列特点
:

(1 )角毛简的横联接棍长仅 1一2 微来
,

(助韧胞简隙窄
,

壳面有时略凸起
,

(8)

每知胞中一个休眠抱子
,

略偏于母知胞的一端
,

壳面凸起
,

但凸起程度不同
,

两壳生静多

散乱的直立小刺
。

我俩甜为这个变种是站不住的
,

理由是
:

、

(1 ) 联接相邻两加胞的横生联接棍的长度
,

在烟台近海一网垂直采到的标本Rl] 为

?一4 微米 , 据 Cu p p (1 9 4 3 )所观察太平洋东部标本为 4一7 微米 , Ik a r i (1 9 2 6 ) 的 日本近

海标本为 3一 6 微米J
nP o. 抓

a
即

e
,

。 (1 9 5句 的黑海标本为 l一又 5 微米
。

G ra n 在 1 8 9 7

年臂将此联接横棍甚短之标本名为 Ch
.

ex te l
.

翔2 ,

但在 19 05 年
,

他即将联接棍为 n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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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标本要定为 以
.

“n atv to

~
G ru n o w

,

而将其在 1 8 97 年BlJ 的新种 Cll
.

ex te r, 如 列

为同种异名
。

由此可晃此联接横棍长度的实际变异范圈是 1一n 微米
,

不应将横棍长

度为 lse Z 微米者另 #lJ 一变种
。

H u sted t (1 9 3 0) 自己在 Ch
.

口”‘活勿狱刃拟刀店 G ru n
.

描远中

所引用 S eh u s
sn 馆 的插圆 (p

.

744
,
fig

.

4邓
,

b)
,

可以看到同一触上的翘胞
,

壳面形状不

一
,

有的扁平
,

有的中央凸起或凹下多并且角毛简联接横棍的长度和栩胞尚隙的竟窄变

化都很大
,

与其所荆变种 Ch
. “刀石活勿

~
va

r
.

翻了细 , Za (Gr
a
幻的特征混淆不清

。

(2 ) H u st以It (1 93 0 )所描述的 Ch
.

a 椒”to l) 刃s必“ v a r
.

‘沈农尹八故 (Gr
a n ) 的休眠抱子

目 1 5 双抱角毛硅藻
街 e) 两段韧胞键 (宽环面观比 其休眠抱子) ; b) 休眠抱子 , c) 一段端角毛特别粗

大的韧胞触
;
d)

。
圆链端角毛的放大圆

; 幻 趁端栩胞的半侧面和同一触上韧胞的

壳面观
。

Fi g
.

1 6 Ch
.

山内刚
, E hr en b e r 岛 sli o w illg e

ha ins 0 br
o

ad g ir dle v iew (a
,

b
,

乌 e)
, r

est in g 5 1, r es (b
,

e) a n d ee ll in va lv e v iew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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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 Ch
.

a n 岛to ”ZO s a n s G ru n
.

休眠抱子没有区别
。

1 5
.

双抱角毛硅藻 C h ae t o e
er

o s d id ym u s Eh r
en b er g

,

1 8 4 6
.

(圆 B 及 1 5 )

Eh
r en be r g

,

C
.

G
.

(1 84 6 )
:

B e r
.

A k a d
.

W iss
.

B e rl
.

1 84 6 , p
.

7 6 , 1 8 6 4 ,

珑kr o g e o l
. ,

p l
.

3 5 A, f馆
.

X V ll, 勿f馆
.

X V lll
,

4.

同种异名
:
G On 勿汤心“阴 乡乃才厂诚二 Eh

r
二 b改g

,

18 44 ;
Ch

“e勿ce ros
g as tl女汽u o E hr en -

be r g
,

1 84 爪 Ck
.

似叨订才故沁阴 Cle v e ,

18 89 ;
Ch

.

滋勿叨us va
r ,

h t’e阶‘115 T en zp er e & Pe-

ra g a llo
,

1 9 0 7 ;

Ch
.

以即阴us v a r
.

g 己陀uin
a G r a n et Y en d o ,

1 9 14
.

知胞继直
,

一般竟 1 5一6 2 微米
。

翘胞竟环面四兔形
。

壳面椭圆形
,

凹下
,

中央部分
‘ _ 、

,
、

、

~ _
_ , _

_ _ _
, . _

_
_ .

_ _ 一 _
, ,

_ _
_ ,

_
_ 、 , _

_

_ ~ _
_

_
, .

1
. _

_
二

, ,

_ 二
_

生一半球状小突起
,

在竟环面特别显著
。

壳套的高度不超过翘胞高度的会
,

与环带相接
一 ”

“
’ r 、

‘

’ z ~ 一
,

一
, “

‘

~
’“ “ ‘

~ ~
“ 尸 峪 ~

” 毋 ”’

~
一

”一~
”

~ ~ ~ ~
” 碑

3
, , ‘ . ”卜

一

, ” ~

处有小凹沟
。

蒯胞简隙大
,

呈舫锤形或近圆形
。

角毛扣长
,

上生 4 行小突起 , 角毛 自近

韧胞角处生出握短距离后即与邻胞角毛相会
,

然后斜向外伸
。

蜒端角毛与其他角毛相

同或比绽上其他角毛略粗
,

或特别粗大
,

以 V 或 U 形向越端伸出
。

每蒯胞内有 2 个色素体
,

各靠近知胞一壳面
,

每一色素体靠近壳面之半球状突起处

各有一核样体 (圈 B )
。

休眠抱子在母翘胞刚刚分裂之后形成
,

在子扣胞中新生出的一壳壳面长轴的两端

各生一根短而粗的角毛
。

两相邻休眠抱子初生壳的对应角毛相交 (交叉后倾斜伸 出)

使两个休眠抱子联合
,

有成对存在的现象
。

后生壳面平滑然刺
。

夏季在沿岸常采到
,

数量很多
。

19 摊 年 6 月初在烟台近岸标本中曹晃到 竟 能微

米
、

高 8 微米的休眠抱子
。

始焦滚锡中亦常鳌现
。

本种为近岸性
、

南温带种
。

曾聆现于

我国厦阴及青岛, 太平洋
,

大西洋
,

地中海
,

爪哇海
,

苏联 日本海沿岸
,
日本沿岸

,

澳洲新

南威尔士沿岸
,

都常大量出砚
。

1 6
.

垂椽角毛硅藻 C hae t o ee r o s Iac in io s u s Se hUtt
, 1 8 9 6

.

(圈 1 6 )

Sch 返tt, F
.

(1 8 9 5 )
:
B e r

.

d
.

d eu ts eh
.

B o t
.

段
5

.
,

V o l
.

1 3 , p
.

3 8 ,
fi g

.

5
.

同种异名
:

Ch ae to c e

ros co ~
u奴tu : Cl e

ve
, 1 8 9 6 ;

Ch
.

dis
ta刀5 var

.

l哪i元动s口 P era ga l
-

10
, 1 9 0 5

.

翘胞缝直或微弯
,

竟 1 7一3 7 微米〔Hu
ste d t (1 9 3 0 )

, 1 0一4 2 微米 ; fl p o 一月 a叩e H K o

(1 9 5 5)
, 8一 1 7

.

5 微米〕
。

扣胞竟环面长方形或正方形
,

角圆
。

壳面椭圆形
,

中央微凸
。

. _

_
, , _

_
, _ _ _ , _

_
_

_ 二 1
. _

_
_ .

⋯
_

⋯
, _ _

_
_ _

壳套构抵韧胞高度的言
,

与环带相接处有小凹沟
。

粕胞简隙大
,

略呈长方形
,

中央略窄
,

角圆
。

角毛翘长
,

自知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基部与缝朝略平行
,

握一段距离与邻知胞角

毛交会后
,

即向外斜伸
,

各角毛末端往往都弯向绽之一端
。

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粗而短
,

靛生 4 行小刺
,

自竟环面看去与绽轴略平行
,

或向两旁斜伸
,

或交叉 ; 有些缝端角毛仅较

其他角毛略粗
,

别煞明显区别
。

色素体 2 个
,

盘状
,

具不规则的凸出部
,
各靠近扣胞之一壳面

,
其中央各含一核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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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塌一幽粉

休眠抱子靠近母知胞之下

壳
,

略呈椭圆形
,

两壳面普平滑

姆小刺
。

在沿岸 4一7 月简 出现很

多
,

始焦滚踢中亦有分布
。

此

种为近岸性
,

南温带种
。

曹登

现于苏联巴命支海
、

白海
、

契沙

臂(H e也 e‘
既

ry6a )
、

喀拉海 )K即
-

c‘o e ”oP。)
、

楚克奇海 (Hy: o T -

C Ko e M o p e )
、

黑海
、

白合海
、

日本

海
,
日本沿海 (北 自北海道之忍

路
,

高岛
,

喷火臀
,

南至冲抓岛

那霸沿岸告有鳌砚)
,

欧洲及美

洲北大西洋沿岸
,

北美太平洋

沿岸
,

地中海
,

爪哇海
,

澳洲新

南威尔士沿岸
。

1 7
.

窄面角毛硅藻 Ch a e
-

t o e e r o s p ar ad
o
xu

s Clev e ,

1 8铭
.

(圆 1 7 )

圈 16 垂椽再毛硅藻
a) 韧胸踵的宽环面

;
b) 具粗短角毛的胞键 (竟环面) , c) 具

短粗端角毛的袖胞键 (窄环面观 ) , d ) 一段具将分裂糊胞的翻

胞键的宽环面免
。

Fig
.

1 7 以
.

la ein lo : 山 S ch 龟itt
,

sh
o w ing ch

a in s in br o

ad
g ird le v i哪 (a

,

b
,

d )
, n a r r

ow g ir d le v iew (的 an d

th
:

ck ter m in a l se ta e (b
, e )

.

Cl ev
e ,

P
.

T
.

(1 8 7 3 )
:

Ex
a m ina tio n o f d ia to哪 fo u n d o n th e su 过a ee of th e Sea 说

Ja v a , p
,

1 0 , p l
.

111
,

fig
.

1 6
.

扣胞娜直且长
,

竟 19 - , 6 微米
。

扣胞壁较厚
,

竟环面长方形
,

角尖
,

两邻翘胞之角

长相接触
。

壳面椭圆形
,

凹下
,

蜒端知胞上壳面中央有一小刺
。

环带很狭
,

壳套大于翩
_ , _

_ _ 二 1 _
_ .

_
.

⋯
_

_
‘

_ _
‘ . _ . ‘ _ .

_ _ _ . _ _ _ ‘
_ _

.

_ _
_ ,

_ _
. _ _ , , , _ ,

_ . ~ ~
. , . , ,

_
胞高度的会

,

两者相接处有深四沟
。

扣胞简隙略呈椭圆形
。

角毛枷长
,

自扣胞角生出后,J ~
’

~ ~
” J 3

了 r 孑 一

曰 ‘” J

么
产

~
. J F .、

~
1一却 。 ”洲“目

’

, 阴
、““

~
, 「曰

~
产v 。 少 J

~ J. 一 尹、 2

~
‘. ””一

’ ‘

一一
‘

”

即与邻翘胞角毛相会
,

而逐渐倾斜弯向绽端
。

自壳面看去
,

两邻知胞角毛基部粘接于一

点
,

构交叉成 9 00 角
,

与翔胞壳面短翰略平行伸出
。

端角毛然明显区别
,

生自扣胞角
,

构

与巍翰平行伸出
,

中淦常交叉相遇
,

故翘胞继常呈窄环面出砚
。

每韧胞中有 2 色素体
,

平靠于环带上
、

下两侧的宽环面
,

其中各包一核样体
。

知胞

核位于两色素体的中周
。

Ik ar i (1 沁 6 , p p
.

放 8一 5 2即称休眠抱子近母扣胞中部生出
,

壳面平滑然小刺
,

后生

壳较初生壳凸起小
,

在生休眠抱子的扣胞 中常见到一薄膜
,

麟于后生壳外环带边椽的凹

沟上
。

而小久保 (19 腼
, p p

.

18 2一18 3) RIJ 稍休眠抱子生于母翎胞中央
,

其后生壳较初生

壳突起显著
,

两壳面告平滑
。

他们所观察的情况井不完全一致
。

烟台标本中尚未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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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了

/
l’

圆 竹 窄面角毛佳藻
a ) 袖胞键的宽环面观

, b) 糊胞的壳面观
, c) 韧胞触的半侧面 (傲偏的竟环面)

,

表示其色素体位于栩胞核的两边
,

平靠韧胞的竟环面
,

每一色素体各包一核样体
。

Fig
.

1 8 以
.

p ar a JOx u s C lev
e , s ho w i昭 ch

a in s in b r o

ad (a ) a n d ha lf

n a r r o w g ir dle v iew (e ,)
,

a n d a lso
a e e ll in v a lv e v iew (b )

.

其休眠抱子
。

19 5 3 年及 19 5 4 年夏秋之交
,

在沿岸视常采到
。

此踵篇暖海性
。

曾登现于爪哇河
,

日本志摩沿岸
、

耙州想户
、

陵奥臀
。

小久保 (1 9 6 5 ,

PP
.

182 一 1 8 3) 韶戴本种角毛之方向与壳面长轴平行
,

故当在显徽轰

下榆查时
,

大都看兑窄环面
,

而看不到竟环面
。

观察烟台标本
,

以及 Ika ri (1 9 2 6
,

PP
.

2 6 8一2 6 9 )并参考小久保所引用 A llen & Cu p p (1 93 6 )之圆版〔小久保(1 9 6 6 )第 2 0 6 圆
,

a 一

司
,

本种之角毛都是以与壳面长朝垂直的方向伸出
,

并非平行
,

小久保对此点的叙述

显有错改
。

烟台近岸标本角毛多平滑然小刺
,

而青岛近岸 8 月采的标本RlJ 角毛多生小刺
。

爪

哇海的标本角毛上常有突起或小刺〔A nen & Cu PP (19 3句〕
。

可觅角毛上有然小刺在

此种的分类特征上井煞重耍意义, 但是在生态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

Cl ev
e (19 01 )韶述每一加胞仅有一个色素体

,

沿环带而伸强 , 小久保 (1 9 6句 亦祝远

有一色素体
。

此与烟台近海标本不相同
。

1 8
.

深环沟角毛硅藻 Chae to ce
r o s e

on
st r ict u s G r a n , 18 9 7

.

(圆 18 )

G ra n ,

H
.

H
.

(1 8 9 7) : D en N o r s ke N o
rd h一Ex 钾d

.

1 8 7 6一1 8 7 8 ,
Bo t. Pr o to p h

.
, p

.

17 , p l
.

1 ,
fi邵

.

1 1一1 3 , p l
.

3
.

fi g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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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胞继直
,

竟 1 5一3 0 微米〔Cu
p p (1 9 4 3 )

, 1 2一3 6 微米〕
。

韧胞竟环面长方形
,

角尖
。

_ . _ _

_
.

_
_ , _

⋯
、 _ . _ _ _ . _

二 1
, _ _

二
, _ ,

_
.

~
, .

壳面椭圆形
,

平或微四
,

其中央部分常微凸
。

壳套豹占韧胞高度的云
一
与环带相接处有

深四沟
。

翘胞简隙呈舫锤形
,

中央部分稍窄
。

角毛扣长
,

后半段有 4 行小刺
,

角毛 自抽

胞角生出即与邻翘胞角毛相会
,

然后略与继翰垂直伸出
,

逐渐弯向继端
。

继端角毛呈 V

状向维轴两侧分开
,

其构造与其他角毛同
。

每栩胞内有 2 色素体
,

各靠近一壳面
。

休眠抱子生于母蒯胞中央
,

初生壳呈半圆形凸起
,

壳面遍生小刺
,

后生壳边椽平
,

仅

中央部分凸起
,

壳顶生数根小刺
。

夏秋之交在沿岸常可采到
。

但肠焦晚塌中分布很少
。

本种为近岸性
,

北温带种
。

臂费现于北大西洋沿岸
,

自亚速尔 (A zo r
en )群岛至北冰洋南部 , 东太平洋

,

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洽岸 ; 苏联 日本海沿岸及醛哈林岛沿岸; 千岛; 日本高岛
、

青森蹲
,

爪哇海
。

Ilu ste di (1 93 0) 冠远其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粗壮 ;
Cu PP (1 9 4 3) 韶述端角毛有明显区

别 ; 在烟台标本端角毛与其他角毛的区别不显著
。

G ra n( 19 1 6 ,

1c )曹祝述其复大抱子之生成
,

烟台标本中尚未
_

兑到复大抱子
。

1 9
.

范氏角毛硅藻 C h a e t o e e r o s V an H e u r e k ii G r a n , 1 8 9 7
.

(圆 1 9 )

G r a n
,

H
.

H
.

(1 8 9 7 )
:

D en
.

N o r ske N o r dh
.

屯
x p ed

.

1 8 7 6一1 8 7 8 ,
B o t

.

P r o to Ph
. ,

p
.

1 8
.

韧胞继直
,

竟 1 8一37 微米
。

知胞宽环面四角形
,

角尖
。

壳面椭圆形
,

四下
,

端栩胞
. _

_
, . _

二
_ . _

二
_

二 _ 。 _ .

⋯
_ _ _ _ . _

二 1
. _ _ .

⋯
__ .

⋯
_ _ _

_ _
_ _ _ _

之上壳面中央常生一小刺
。

壳套袍占扣胞高度的店
,

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的深沟
。

知
一一

/ 目

一 ”
、 ”

’ 一 ‘一

“
r

一
z “ ~

’ ‘ ’

“
.
”,.

~ ~ 一
” 沙

3
7 砂 ” ”” ’”

‘

外 ~
‘j 7 ‘

~
” J 犷卜 1 一

钧
产

I’w

胞简隙舫锤形
。

角毛知长
,

自扣胞角生出即与邻韶胞角毛相会 ; 构与越轴垂直伸出
,

再

逐撕弯向继之一端
。

端角毛与其他知胞之角毛有明显区别
,

粗而短
,

有 4 行小刺
,

与继

轴韵成 4 5
。

角生出后
,

即杏向继之一端
,

而向越朝两侧分开
,

有时末端又稍向内收挑
。

色素体 2 个
,

各靠近一壳面
。

休眠抱子生于母韧胞中央
,

初生壳呈半圆形凸起
,

表面生井多小刺
,

后生壳凸起较

小
,

壳面亦生井多小刺
,

其边椽还有一圈平行的抽刺〔Cu p p (19 43 p
.

12 3) 韶载仅于其壳

顶生 2
、

3 根粗长刺〕
。

Ik ar i(1沁6 , p
.

放4) 曾祝述其夏大抱子生于毋相胞之环面
,

抱子之长翰 (食壳翰)与

母维纷翰形成貌角
。

6 月初在沿岸采到
,

但始焦憔锡中甚罕兑
。

本种为南方沿岸性
。

臂登现于爪哇海 ,

日本北 自北海岛南至起州溯户替有
,

陆奥阿亦有韶录
。

本种与 Ch
.

co ns tr 女t“5 G ra n 拯相似
,

唯本种翅端角毛较粗
,

井密生显著的小刺
,

休眠抱子后生壳边椽有一圈平行的抽长刺
。

关于本种的囊定
,

文献中曹出现过一些错魏的韶载
,

如Ka
r ste n

[ 19 叮
, p

.

3 91 (l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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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夕
z

圆 19 范氏角毛硅藻
a ) 栩胞链的宽环面及同姚韧胞的壳面观 , b) 是

a
圆的放大圆

; c )韧胞键端糊胞的上壳

面及端角毛 (宽环面观) , d) 具休眠抱子的袖胞触 (置环面观 ) ; e ) 棚胞壳面观 (是与
d 同霎一魏的韧胞 ) ,

幻 一段端角毛
。

Fi g
.

2 0 以
.

F叻 刀认Jrc 毛z.l 份讥 sh
o w in g ch

a in s i, , b r o a d g ird ] e v iew (礼玩d
,

)
, tr u e tur

e o 王 ter m in 习 se ta e (e
.

f)
, e el l in v a }v e v iew

、e ) an d r

est
;吧 即

o res (d )
.

Ta f
.

X LI V (Ta f
.

X )〕所韶载的 Ch
.

Va
n 去肠“r ‘k兹 Gr

a n 既宋看到其角毛及休眠抱子
,

而且其色素体亦只有一个
,

与本种之特征实不相符
。

而 Oste n fel d (1 9 1 , , 1 9 1句 也将他

种簇靓为 Ch
.

V 乞” 月叭乙r沃兹「Ik
a r i(1 9 2 6 )

, p
.

6 2 4〕
。

Va
n
He

u r e k 的报告 (1 8 80一1 8 8 1 ,

p l
.

82 ,
fig

.

2 3 )中很IJ把 Ch
.

下乞刀 石叭￡犷沃巍 魏豁为是 Ch
.

R a

lfs 兹 Clev e〔G
r a n (1 8 9 7)

, p
.

18 〕
。

Al l幼 & Cu PP (1 93 5) 与小久保 (1 9 5句 可能是都把 〔7h.

~
se o st

.

藻豁为本

种
。

2 0
.

提罗角毛硅藻 C h ae t o e e r o s s ia m e n s e O sten fe ld
,

1 9 0 2
.

(圆 2 0 )

Oste n feld
,

C
.

H
.

(1 9 0 2 )
:

M a r in e Pla n kto n D ia to m s ,

Jo hs
.

S e hm idt : Fl o ra o f K o h
-

C h a n g
.

Pt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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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遥罗角毛硅藻
a, b 夕 糊抱链的宽环面观

; c, d, f) 具休眠袍 子的栩胞触 ‘氏d 微偏的窄环面
, f 是宽环面观〕, e) 壳面

观 , g 少端角毛的一段
。

F ig
.

2 2 以
,

, la
~

“ O ste ;、fe ld
, sh o w in g e ha in s in b r ‘) a d g ir d je v iew (‘ b

,

儿)
,

h al f n ar ro w

承rd le v i柳 (e
,

d )
,

str
u e tu r e o 王 ter , n ina ] se ta e (g )

.
d e ta iled m o r p h o lo g y o f a per tu r e (b)

,

res tin g sP
o r e s (乌 d

,

f. ) an d a e el l in o lv e v i, (e )
.

同种异名
:
〔孤郎奴活r。

~
。

~
G ra n & Ye

n d o, 1 9 14
.

知胞链长且直
,

竟 26 一盛0 微米〔Ika ri (1 驰8 )
, 2 5一60 微米」

。

胭胞竟环面四角形
。

二
_ _

二
_ .

_
_ .

_
, _

“ _
* , _

二
_

_ _ _

_ 一
, .

1
, _

_
_

二~
, . 、
二

_ . , _
_ _

, _
,

, .

~
. 、 , . _ _ _ .

~ ~ . ~
, .

_ _

壳面椭圆形
。

壳套拘为枷胞高度的会
,

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的四沟
。

翩胞周隙舫锤形
,

“

一
” “

~
’

~ “ “ ~ ”
一 ’ 了

一
,J 一

’
一

“

一
~ ‘ 3

‘
,

‘
”
”

’ .

一一
’

“~
一 ‘ ’

~
. 研 “ ’一

~
,

~
’一

, ’月、 ’

~
‘

一

~
’

每一壳面中央有 2 小凹陷
。

角毛较粗而长
,

自相胞生出一段距离后开始生 4 行小刺 (有
. _ .

~ _ 一
, , ,

~ _
_ , , , ,

3
. _ , 。 、 , .

_
. ,

_ _ . _ _ _ , _ ‘ , _ .
_

_ _
, _ ‘

~
, _

_

_ _ _ _
.

、 ‘ , ~
,

。 _

小刺部分狗占角毛全长的子以上) , 角毛 自扣胞四角生出即与邻栩胞角毛相会
,

援慢倾
“ 四 “ 尸~

’

一 J ’月 卢 J
~ ~

产、” J

4 ~
’

一
“ 了 奋 少 J

目 曰 ”洲,J 目 ~
, 声 J

一囚
~ r J 、 ’‘,j 州”目

声 J
目

‘” ~
7 ‘

~ ~ ”
、

斜弯向继端
。

端角毛之构造与其他角毛相同
,

在竟环面看去与维轴成 9 00 角生出
,

旋即

弯下
,

末段又向动轴两侧分开
。

色素体片状
,
2 个

,

各靠近栩胞之一壳面
,

各有一核徉体
‘

休眠抱子生于母栩胞中央
,

初生壳及后生壳昔凸起
,

两壳边操各生一圈平行的小

刺
,

壳面亦生小刺多唯初生壳凸起较大
,

小刺较粗且硬
,

后生壳凸起较瘦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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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 9 月简在沿岸常采到
。

近岸性种
。

曹费现于里海
,

朝群海峡
,
日本御座 (志摩)

、

耙州溯户
、

串本
、

三隅
、

青森臀
、

与谢内海
。

A lle n & Cu
p p (1 9 3 5 , p

.

13 9 ,
fig

.

6 5 ) 所韶述爪哇海之 Ch
.

认切去无“ ,
月

沃云滋G r a n ,

壳

面有明显的 , 四陷
,

将 Ch
.

血
~

Oste nf el d 魏甜成 Ch
.

Va
n 子Ie 之t八泥兹 G ra n

。

小久保

(19 5。, p
.

1 7 7
,

fig
.

1 9 9 ) 在韶述 Ch
.

认切 价
,‘汀婉该Gr

a n 时又棘栽 了 A lle n & Cu p p

(1 9 3 5 )囊定错了的圆
。

3
.

多色体亚属 su b g e n u s p o lve h r o m a t o p hor u s su b卯n
·

N o v ·

本亚属的种类每相胞都具有多

数色素体
,

色素体大都然核样体
。

按照其角毛中有撅 色 素体分 为两

粗
:

角毛中姆色素体者为煞色角毛

粗
,

Se ct io n 1
.

A ch
r o m a to ee r a e

角毛中有色素体者为色体 角 毛 粗
,

S e e tio n 2
.

Ch r o m ato cer
a e 。

1
.

姗色角毛粗 S e eti o n 1
.

A eh r o m a t o c e r a e

姆色角毛粗的角毛较韧
,

角毛

内概然色素体
。

包括色素体少 (4 一

10 个) 形大 (Ch .d ec 争沁砧
,

Ch
.

Lo
-

ren z 翻n us ) 和色素体数多 形小 (Ch
.

纪2℃‘ Ch
.

n

iPP 必汪‘召
,

Ch
.

co ”lP

~
习

两个类型的种类
。

本粗只 Ch
.

成卜

。iP如绍 一般视为外洋性尚未费现休

眠抱子
,

其他主为近岸性
,

昔有休眠

抱子
。

本粗在烟
、

威胎焦挽锡及附

近海区已费现 5 种 (乳一邓)
。

2 1
.

并基角毛硅藻 Ch a e to e
卜

r o s d e e ip ie n s Cle v e ,

1 8 7 3
.

(圆2 1)

Clev
e ,

P
.

T
.

(1 8 7 3 )
:
B ih

.

K o n g l
.

S v e n sk
.

V e t
.

A ka d
.

H a
nd l

. ,
v o l

.

1 ,

n o
.

1 3 , p
.

1 1 , p l
.

1 ,
fig

.

5
.

同种异名
:

Ch
a℃to c ero 、 品叱滋-

圈 2 1 并基角毛硅藻

表示韧胞触的竟环面
。

Fig
.

2 2 ch
,

血iP “舫 C leve
,

sh
o w in g b ro ad

.

g ird le v 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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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r
.

conc
r eta G ru n o

w. 1 8 8 0 ;
Ch

.

c

onc re tu : E n gl
er ,

1 8 8 3 ;
Ch

.

G r u
no w 兹 Sch utt,

Ch
.

dec 沥en : f
.

5 1元g 耐a ri : G ra n
,

1 9 04 ;
Ch

.

dec iP~ va
r

.

成va
r

ica ta sc h u ss ni g,

耙胞粗成坚固而紧密的长维
,

其知胞竟度随季节而变化
。

1 9 6 5 年 3 月初烟台港内

标本竟 2 5一3 6 微米 [小久保 (1 9丘6 )
,

夏 1 9 微米
,

冬 2 5 微米 , H u

ste dt (1 9 3 0 )
, 1 0一8 0 微

米 , C u p p (1 94 3) 9一84 微米〕
。

翘胞 自竟环面看去呈长方形
,

角尖
。

壳面狭椭圆形
,

平或
_

_

_
_

二
_

_
_

_
_

_ _ ‘ _ _ . _

一
_

二 1
.

‘
. , , .

_

二 _
二

_ ,
. , _

_ _ _ _
, . 、 , ,

_ _
_ , _ .

_

一
‘

~ ‘、

中央部分微四 , 壳套低于初胞高度的音
,

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凹沟
。

据现有文献韶载
,

’ / 、 H , ~ ~ ~
夕 广“

~
’

~
J “
洲月 ~

’

~ ~
” J

3
矛 砂

”
”

’

一
‘

~ 一 “ 一 ~ ~
’ ‘ “ ‘ ~ 一

’‘

一
’‘“ ’一一

’ ‘

耙胞简隙
、

角毛直攫
、

韧胞壁厚度都随季节而变化
,

冬季知胞周隙较窄
、

从椭圆以至袋形

甚至几乎很难看出简隙
、

角毛粗
、

知胞壁较厚 , 在夏季和秋季韧胞简隙较宽大
、

从椭圆以

至圆形
、

甚至扩大成与知胞体等大的简隙
、

角毛翘
、

知胞壁较薄
。

在烟台仅在 1 9 6 5 年 3

月分鳌现本种
,

其糊胞简隙较狭
,

略呈椭圆
—

狭六角形
。

角毛较长而知
,

燕花枚〔cu PP

(l 94 3) 及 nP o. 抓
a即e H。 (1 9 6勿韶载角毛上有时有韧齿

,

或靠近角毛末端有小点〕J两邻

翘胞之角毛 自各壳面横翰两拯生出
,

立即井列粘合一短距离 (粘合部分的长度亦随季节

而变化
,

冬季标本粘合部分较长
,

夏季标本粘合部分很短
,

甚至仅粘合于一点) 后分开
,

几乎与维轴垂直伸出
。

端角毛较其他角毛稍粗短
,

倾斜生出
,

末段略与罐翰平行
。

色素体大
,

盘状
, 4一10 个

。

常是到其小抱子
,

但休眠抱子尚未聆砚
。

烟台沿岸及胎焦憔锡都稀少
。

北拯及北方种
。

其分布为广盐性
,

曹登现于我国青

岛
、

厦阴
、

台膺海峡 ; 北冰洋
,

苏联北部甜海
,

鄂霍次克海
,
日本海; 北大西洋

,

欧洲各海

(包括地中海 ) , 澳洲新南威尔士沿岸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沿岸
。

在日本沿岸此种分

布甚广
,

数量甚多
。

2 2
.

劳氏角毛硅藻 Chae to e e r o s L o r e n z ian u s G r u n o
w, 1 8 6 3

.

(圆 2 2 )

G ru n o
w, A

.

(1 8 6 3 )
:

Ve
rh

.

2 0 0 1
.

书
o t

.

Ge
s

.

W ie n
.

v o l
.

1 3 , p
.

1 6 7
, p l

.

。,
fig

.

13
.

同种异名
:
〔决韶勿ce ros c

ell ul o

~
L a u de r, 1 8 6 4

.

韧胞继直而较坚固
,

翘胞竟 1 6一70 微米 〔Hu
ste dt (19 30 )

,

韧胞竟 10一80 微米 3

n p o
·

明
a叩 e H‘O (1 9。。)

, 1 2
.

。一3 0 微米〕
。

翘胞在竟环面呈长方形
,

角尖
。

壳面椭 圆
,

_ 二 _

⋯
‘

_
_

二
_ _ , _

二
_

_
_

_
‘

.
_ _

_

_
, ,

1
,

‘

⋯ _ 二
,

二
_ _

_ _
_

_
_

.

形而平
,

中央部分微凸或微凹
。

壳套大都高于扣胞高度的 二
,

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小凹护 ”” .

”
/ 、 “ ’‘

~
‘

~ ~ 一
’

一 ~
。 “

~
/ 、

’‘
护

‘

~
J 了

~
“ ~

’

~ ~
卜’ J

3
了 甘 ‘ ’

“
’

~
‘

爪 ~
‘ J 7 J

~
’

,

~

沟
。

知胞周隙略呈六角的长椭圆形
,

角圆
。

角毛较短且直
,

较粗硬
,

有 4 楞
,

每一楞上凝

生一行振小的小刺
,

两楞简的平面上生明显可晃的粗点杖
,

相邻两面上的粗点杖交错排

列
。 _

角毛 自扣胞角生出即与邻知胞角毛相交粘接于一点
,

和知胞继翰垂道或倾斜伸出
。

巍端角毛常较其他角毛为粗
,

且有时较短
,

生出后即直斜向外伸出
,

其点杖尤为明显
。

每知胞中有盘状色素体 4一10 个
。

生有休眠抱子的母栩胞往往增高 (贯壳翰增长)
。

休眠抱子生于母韧胞中央 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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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lll

留留缪缪
lll }}}
、、卜一- ~ 一- 洲洲洲

寥寥寥
}}} 卜卜

圆 胜 劳氏角毛硅藻
a, b, d) 糊胞触的竟环面

; c) 一段角毛
。

e) 具休眠抱子的翻胞链 (宽环面观 )
。

Fi g
.

2 3 以
.

L o阳nz ia旧
s

Gr 姐
o w

, sho w
‘

呀 br o a d 9 1记le v
‘

ew (a, b
,

d
, e )

,

d e ta ije s

o f Se ta e (e )
, r es tin g s Po r e s (e )

。

端
,

初生壳生两推状突起
,

稚顶各生一个多次 2 分枝的实心
一

长刺
,

后生壳具一或二个低

突起
,

壳面平滑
。

在烟台沿岸春
、

秋季艇常采到
,

数量很多
,

始焦滚爆中亦有分布
。

近岸性
,

暖水种
,

分布广泛
,

握常在暖海中出砚
。

曹鳌砚于我国舟山
、

东 山 (丽建 )
、

青岛
。

南欧甜海中普

遍存在
。

在禹尔禺拉海 (S ea o f M
a

rm
o r a ) 和博斯普鲁斯海l映 (B o sp o r u s st r

.

)是各冲

角毛履硅藻中最占优势者
,

英吉利海峡
,

比利时沿岸都有
。

黑海各港都常见
, 8一n 月

在黑海西北部大量出砚
。

地中海沿岸稀少
。

美洲北大西洋沿岸
,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

沿岸简多
。

爪哇海
,
日本 自南方至北海道

,

苏联 日本海沿岸亦昔有分布
。

金德祥(1 9 5 1 b
,

p
.

13 8 ,

圆 8 1 )曾于 1 93 6 年在小青岛找到一串 Ch
.

, n itr a (B a ile y )

Cl ev
e 。

著者反复研究其描越的文字及圈 (仅枪出一个具休眠抱子的枷胞及 半 个蒯胞

壳
,

角毛亦仅糟出墓部)
,

韶为其韧胞简隙呈长方形
,

相当竟大 (金德祥原文对本种之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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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简隙拜未祥翘叙述
,

仅鹉
“

翘胞的形状与 Ch
.

决
‘

俩动
,
相同

”

)
。

且
“

休眠抱子次极壳

面 (即后生壳面
—

著者注) 有两小突起光滑而呈半球状
” ,

此两点都与各国学者所趣

Ch
.

而tr a( B al ley )Cl ev
e
之特征不符

。

他佣韶述
,

Ch
.

m it ra 之知胞简隙窄椭圆形
,

其

中央部分略窄〔G
r a n (1 9 0 6 )p

.

7 6
,
fig

.

8 9 ,

Hu
ste d t (1 9 3 0 )

,
P

.

6 7 9 ,
fig

.

3 84 ; L eb
o u r

(19 30 )
, p

.

l邓
,

fi g
.

沁) ; 休眠抱子后生壳面略突
,

在其边椽有一圈小凹坑 〔11
u st edt

(1 9 3 0)
, p

.

6 7 9
。

G ra n (1 9 0 5
, p

.

7 6 ) , L eb o u r (1 9 3 0 , p
.

1 2 8 ) 具0甜述本种休眠抱子之后

生壳几乎是平的
。

又把金德祥(1 9 5 1 b) 所定 Ch
.

而tr a
与作者所研究之烟

、

威始焦憔

锡之 Ch
.

L 口八俄多名口九“、 G ru n o n (圆卫6 之 e) 此较
,

二者之知胞周隙及休眠抱子都板相似
,

井与 Cu p p (1 9 4 3
, p

.

1 1 7 ,
fig

.

7 1 ,
f

.

)及 n p o 一月a即 e H K o (1 9 6 6 , p
.

1 4 3 ,
fig

.

5 8 ,
7一9 ) 所述

之 Ch
.

Lo
,

~
us 亦相近

。

因此著者韶为金德祥 (1 9 6 l b) 可能是把 以
.

丈刀厂农”名落召观“

G ru n o w 标本错韶成 Ch
.

m itr a (B a il即) Clev e 了
。

2 3
.

圆柱角毛硅藻 C h ae t o e e r o s te r e s C lev e ,

1 8 9 6
.

(圈 2 3 )

C lev e, P
.

T
.

(1 8 9 6 )
:
B ih

.

K o

昭1
.

S v
en

sk
.

Ve t一A ka d
.

H a n d l
. , v o l

.

2 2 ,

Pt
.

3 ,
N o

.

。, p
.

3 o j g
.

讥

韧胞继直
,

宽 1 8一, 6 微米 [ Il
u

ste d t (1 9 3 0 )
,

宽 1 8一60 微米J n p o
·

抓
a B p O H‘o (1 9 0 6 )

,

竟 10 一3 7
.

5 微米〕
。

知胞竟环面呈长方形
,

往往高大于竟
,

知胞角尖
。

壳面宽椭圆几近

于回形
,

平或中央部分微凸
。

壳套低
,

与环带相接处不形成凹沟
。

翘胞简隙长条形
,

有

时甚窄
,

难以辨韶
。

角毛知长
,

略呈弧形弯曲
,

自知胞角生出即与邻胞角毛相会
,

略与绽

轴垂直伸出
,

末稍弯向缝之一端
。

端角毛与其他角毛构造同
。

圆 2 3 同柱角毛硅藻
a ,

b) 两个棚胞雄的宽环面(a
,

具休眠抱子
; b

,

具色素体)
。

F ig
.

2 4 以
.

亡。川 C lev
e , s ho w i馆

eh a in , in b r o a d g ir d le v iew (a
,

b ) an d

res t in g Sp
o res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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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体小而多
,

盘状
。

有休眠抱子的韧胞较普通系刚包为高
。

休眠抱子生于
一

母胭胞中央或一端
,

椭圆形
,

初

生壳凸起大
,

后生壳凸起较小 ; 壳面昔平滑姆小刺
,

在后生壳边椽尚密生一圈蒯长棘
,

长

拘 2 5 微米〔Ik
a r i(19 2 8 )

,

韵 4 0 微来〕
。

据 G r a n (1 9 0 6 ) 甜述在休眠抱子之初生壳边椽

有一圈小点
,

按 H u st e dt (1 , 3 0) 之祀述 Rl] 仅后生壳边椽有一圈翘长棘 , 烟台标本初生壳

之小点 看不出
,
只看到后生壳边椽生一圈糊长拣

,

可能是尚未成熟者
。

Ik ar i(1沁1) 甘祀述其复大抱子生于母相胞缝之窄环面
,

其长翰 (贯壳朝 ) 与母枷胞

之食壳轴垂直
。

19 54 年 3 月周臂在沿岸采到
,

枚量不多
。

近岸性
,

北温带或北方种
。

臂登现于我 国

青岛 , 在欧洲北部
,

从北冰洋到英吉利海峡都有 , 美洲北大西洋沿岸
,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

洋沿岸 3一 5 月常出琪
; 苏联 巴命支海

,

自海
,

日本海 4
、

。月固出现
,

最多时每升水中有

泌00 个知胞 (几湘
, 1 9 60)

,

在黑海有时也出现 ; 日本北海道高息
,

喷火潜
,

忍路
,

青森膺
。

2 4
.

日本角毛硅藻 C h a e t o c e r o s n ip p o ie a Ik a ri
,

]
一

9 2 8
.

(同 2 4 )

Ika
r i

,

J
.

(1 9 2 8 )
:
B o t

.

M a g
. ‘

f o
扮

。 ,

V o l
.

耙胞继长而微弯
,

在同一长纷土相胞常

依缝朝而扭棘
,

竟 n 一 3 9 微米
。

翘胞在宽环

面呈四角形
,

角尖
,

两邻胞之初胞角常相接

触
。

壳面竟椭圆形
,

平或中央微凸
。

壳套小

于* 胞高度的奋
, 一

与环带相接处有明显小。

沟
。

知胞简隙很狭
,

似裂糙
,

常因两邻胞壳面

中央部分相接触而把知胞简隙分隔为两小部

分
。

角毛知弱而弯
,

自韧胞角生出即与邻胞

角毛相会
,

与初胞触翰垂直
、

平行或倾斜向各

方向伸出
,

自壳面看去两邻胞角 毛 构 成 9 00

角强开
。

端角毛与其他角毛构造完 圣相同
,

仅其弯曲度不同
,

其基部向触边斜伸出
,

再棘

而弯 向触端
。

每翘胞中有 10 个左右的小盘状色素体
。

休眠抱子生于母知胞中央
,

初生壳突起

较后生壳低而扁
,

壳面遍生静多短刺
,

两壳面

边徐各生一圈小刺
。

1 9昭 年及 1 9 6 4 年春
、

夏季在烟台 市 区

沿岸采到
。

近岸性
。

曹誉砚于 日本御座
,

潮

4 2 ,

N o
.

4 9 7
, p

.

2 6 6 ,

fig
.

10 a 一

d
.

圈 24 日本角毛硅藻
a ,

b) 两段韧胞键 (宽环面观) , c) 壳面

晚 , d ) 休眠抱子
。

Fig
.

2 5
·

以
.

n IP 户。”ic a Ik a ri
, sh o 、

灿 g

e ha in s
还价

o

ad g ir d le v iew (a
,
b )

, r

est
-

in g 司洲〕r e (d ) an d a

cel l in va lv e v 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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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

坂手
。

按 Ik ar i(19 邹 )原始定名文献鼠载
,

动直且长
。

休眠抱子后生壳面上的刺及壳面边

椽的刺昔较初生壳之刺长且粗
。

烟台标本 lll] 缀长而微弯
。

休眠抱子后生壳之刺与初生

壳者长度及粗度都相仿
,

且两壳边椽之小刺都很短 (可能系未成熟之抱子 )
。

黝
.

扁形角毛硅藻 Ch ae t o e e r
os

e o m 树
e ss u s L a u d e r ,

1 8 6 4
.

(圆卫6 )

L a u d e r ,

H
.

5
.

(1 8 6 4 ) , T ra n s
.

Mi
e r

.

S o e
. ,

N
.

5
.

V o l
.

1 2 , p
.

7 8 ,
PI

.

8 ,
fig

.

6
.

同种异名
:

Ch
‘记to ce ro : sP ec

.

Sch d tt
,

1 8 8 8 ;
Ch

.

凡绍Z
eri G ru n

.

1 8 9饥 Ch
.

,规成 u m

S eh utt
,

1 8 9。; Ch
.

c o n to r ru s S ehUtt
.

1 8 9 6 ; Ch
.

s
un co m o r

ssu
s Se hr 七, d e r ,

1 9 0 0
.

尸厂
科?

圈 肠 扁形角毛硅藻
a ,

幻 粕胞链的竟环面观
;
b) 产生休眠抱子的翻胞雄 (宽环面观) ; c) 壳面艰

;

d) 具休眠抱子的捆胞邀 (宽环面观) ; e) 壳面观
,

具粗大角毛
。

Fig
.

2 6
.

以
.

c侧的p res s u : L au d e r , sh o w in g e ha in s in b r o a d g ird le v iew (a
,

b
,

f) ; th ick se t a e w ith in th e e h a in (a , e ) ; r e s t‘n g 印
o r e s (b

,

d ) a n d e e lls

in v al v e v ie w (e , e )
.

蒯胞继长
、

直或微弯
,

同一缝上栩胞方向常略扭棘
,

翻胞竟 7一33 微米
。

奔田胞寡环

面长方形 (多系高大于竟)或正方形
,

角圆
。

壳面椭圆形
,

中央部分略凸或扁平
。

壳套与

环带分界处姆凹沟
。

翎胞简隙大
,

六角形
、

四角形或椭圆形
,

但有时亦可甚窄呈裂键状
。

角毛多数知弱
,

自相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初与蒯胞继翰平行
,

粗一距离后始与邻胞角毛

相会而 向外与规翰垂直伸出
。

幼中部栩胞往往生出较短的粗大角毛
,

其上有螺旋排列

的凸刺
,

两邻胞的大角毛相会交叉融合于一点或一拯短距离
,

然后弯向继之一端
,

与胭

胞缝翰近平行方向伸出
。

色素体小片状
,

每知胞内有 4一另0 个〔nPo
·

抓
a叩e

HK o( 19 舫)起述黑海标本
,

每栩胞

中有色素体 2一邓 个〕
。

休眠抱子略呈球形
,

多生于母翘胞之一端或中央
,

初生壳突起较大
,

两壳面昔平滑

然小刺
。

nPo 一月a叩。H K
o( 1 9 6句 报告黑海标本之休眠抱子两壳凸起不等

,

壳面平滑
,

常沿

初生壳边椽有一圈小点
。

C扮a n (1 9 0句报告北海标本初生壳上部有小齿
。

H u

ste d t (1 9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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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北欧标本两壳凸起不等
,

壳面平滑亏在初生壳边椽有一圈小齿
,

热带海标本休眠抱

子之表面常生小刺
。

Cu p p (1似3) 韶述太平洋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标本之休眠抱子与烟台

产者相同
。

复大抱子往往突出于母翘胞触 的 环 面
,
S e h utt (1 8 9 3 )

,

M e u n ie r (1 9 10 )
,

Cu
p p (1 94 3 ) 等皆有韶栽

。

春
,

秋季在烟台沿岸常常出现
。

始焦憔编中握常觅到
。

曹誉砚于我国青岛
、

舟 l打
、

东山 (幅建 )
,

香港等地
。

在世界上分布很广
,

从北板到热带海中都有
,

尤其在温带媛海

中广泛的分布着
。

2
.

色体角毛祖 S e e ti o n 2
.

C h r o m at o e
er a e

色体角毛粗的角毛粗大具刺
,

中空
,

内有色素体
,

韶胞体亦粗壮
。

色素体为小圆粒

状
,

数量多
。

缝内角毛伸出方向有全在一平面内 (烟
、

威始焦憔锡尚未登现这一类型的

种类)和向各方伸出的两个类型
,

后者包括胭胞各部构造复杂及异化程度最大的种类
。

蚕部煞休眠抱子
。

多外海种
。

在烟
、

威胎焦憔锡登现 6 种 邝7一3助
。

2 6
.

卡氏角毛硅藻 Ch a e t o e e r o s Cas t r
ac an

e i K a r s ten , 1 9 0 5
.

(圆 2 6 )

Ka
r s ten

,

G
.

(1 9 0 6 )
:
D eu

.

Ti
e fsee

一
E x l岁1

.

p p
.

1 1 6一 1 1 7
,

Ta f
.

X V
,

fi郎
.

1
、

ia
、

lb
。

同种异名
:

以‘以口“伽 sP
.

C as tra ca ne
, 1 8 8 6

。

栩胞继直而短
,

触上韧胞排列紧密
,

常依继翰而扭蟀
。

耙胞宽 8一30 微米
,

高 加微

米左右
。

扣胞宽环面正方或长方形
。

壳面平
,

椭圆形
。

壳套大于耙胞高度的音
,

与环带

圆 2 6 卡氏角毛硅藻
a) 具色素体的完整糊胞触

; b
,

c) 两段栩胞谁 (糊胞在趾上的排列
,

都是依键翰而旋褥) , d,

观
,

圆 d 因簇上棚胞旋种排列
,

故角毛为放射状向各方向伸出
。

Fig
.

2 7 以
.

Ca
s lr a ea 月ei K a r st en , sh o w i眼

eh a in s w ith e ells a r r a n 只ed sP ir a lly (a
,

b
,

e
.

c e lls in v a lv e v iew (d
, e )

.

e) 壳面

d )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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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处与有凹沟
。

初胞尚有一甚小裂隙
。

角毛略弯而较粗
,

生 4 行小刺
。

角毛 自翘胞角

稍向内处生出
。

即与邻胞之角毛相会
,

因绽土翘胞向各方向扭棘
,

故角毛亦随之向不同

方向伸出
。

端角毛与其他角毛相同
。

色素体略圆
,

小而多
,

分布于却胞及角毛内
。

尚未 费现休眠抱子
。

1 9触 年春季在烟
、

威胎焦憔锡及沿岸很普通
,

尤以滑岸为多
。

曹登现于南板海哈

德岛 (H ea
rd 翻

a n d) 以南之表屠水中
。

日本漱 户
、

串本
。

Ka rs ten (1 90 勿原始文献韶载
,

相邻翘胞壳面中央部分几互相接触
。

角毛直或略弯
,

基段钓占角毛蚕长的 1/ 4 处完个平滑
,

此外直到末梢周网都密生小刺
。

玫ar i(l沁6) 报

告
,

在 日本漱户及串本所是到之标本壳面平
,

两邻韧胞壳面不相接触
。

角毛弯 曲且其末

梢加粗
,

除基段完全平滑外
,

都密生小刺
。

烟台标本之壳面平
,

不相接触
。

但其角毛RlJ

略弯
,

末梢逐渐变初
,

自翩胞角生出后
,

韵 18 微米一段 (钓占角毛全长的 1/ 10 ) 完圣平

滑
,

其后生小刺(,l
、

刺区豹长加微米左右)
,

小刺逐渐变长
, ,直到末梢都布有 4 行

一

长刺
,

此点与 Ka
r st e n 原始标本除小刺外大致相 同

。

2 7
.

艾氏角毛硅藻 C hae t o e e r o s E ib e n i1 Gr
u n o w

,

1 8 8 1
。

(圈 2 7 )

G 侧n o w
,

A
.

(1 8 8 1 )
:
V

.

He
u r e k

, s 盯n
. ,

PI
.

8 2 ,

fig s
.

9 , 1 0
。

同种异名
:

以姗勿
‘‘ro :

Pa
r火lo x u 、

va
r

.

凡八斑巍 Gr
u n o w

,

1 8 9 6 ;

Ch
.

(Pa
r 反‘lo x us

v尽r
.

?) 凡加n 众 Gr
u n o w

,

1 8 9 6
。

圆 盯 艾氏角毛硅薄
a) 栩胞趣的育环面

; b) 具筒插带的翻胞 (宽环面) ; c ) 产生灯大抱 子的翻胞雄 (宽环面观
,

复大抱子

被玻片压破
,

一部分抱子内含物自抱子先端挤出)
;

山 韧胸的壳面观
, e ) 具小抱子的韧胞〔壳面 观) ,

f) 一段角毛
。

F ig
.

28 Ch
.

E i石。n ii G r u n o w
, s ho w i呢

eh a 呀n s : n b r o 习〔1 g lr d le v iew (a ,

b
.

e )
,

d e ta ils o f se ta e

(f)
,

au x o sp o re fo rm a tio n (e )
,

in te r e a lar y b a n d , (b )
.

、, e e ll w ith m ie r o sp 〔)r e s (e ) a n d a e ell

in v a lv e v iew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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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胞绽长而直
,

竟 4 8一69 微米
。

扣胞宽环面长方形 (一般竟大于高)
,

有简擂带
,

简

插带的每齿状建接技在扣胞霓环面
,

与翎胞食壳轴平行
。

壳面椭圆形
,

平或微四
,

中央

有一很小的刺
。

壳套等于或小于知胞高度的誉
,

与环带相接处有漫四沟
。

枷胞简隙略

旱六角长椭圆形
。

角毛粗且长
,

六楞 (断面六角形)
,

有横列点杖(10 微米内有 加 条左

右)
。

角毛自知胞角稍向内处(即壳面长翰两端边椽稍向内处)生出
,

樱一短距离后与邻

胞角毛交叉粘合于一点
,

再与越朝略成垂道方 向伸出
,

井逐渐弯向绽端
。

姚端知胞的角

毛与其他韧胞的角毛相同
。

烟台 1 9链年标本之角毛握徉韧观察
,

其断面为六角形 (圆

2 8 ,
f)与 M eu n ie r (1 9 13 )及 C u p p (1 9 4 3 )所述之六角形一致

,

拜非如 H u

ste d t (1 9 3 0 ) 所

述之四角形
。

色素体小椭圆形
,

数目很多
,

分布于栩胞及角毛内
。

在 19 科 年 5 月
一

下旬烟
、

威始焦憔锡浮游生物标本中常兑到其复大抱子 (圈 邹
,

c) 及

小抱子 (圆邓
,

e)
。

复大抱子初生时如一球状
,

自蒯胞窄环面突出
,

在知胞的另一窄环面

生两个小孔 (圆 另8 ,

的
,

复大抱子之贯壳翰与母知胞的贯壳翰垂直 ; 内有色素体
、

知胞鬓

及初胞核多后逐晰长大分裂成一新韧胞绽
。

小抱子为圆球形
,

在一翎胞中可生并多个小

抱子
。

小抱子体内亦有色素体
、

袖胞臀及初胞核(圈邓
,

e)
,

其祥翎癸育情况
,

握培养研

究后
,

另文报告
。

胎焦憔塌及沿岸在春季大量出砚
。

沿岸性
。

曾誉现于我国青岛
,

厦阴
,

平潭 (福

建)
,

舟山 ; 北欧沿岸J 地中海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 爪哇海, 日本耙州潮户
、

毋州靛

山
、

西靛
、

青森臀
。

6 月及 8 月偶而在蘸哈林岛沿岸费现
。

2 8
.

密速角毛硅藻 Ch ae t o e e r o s

de n su s CleV
e ,

1 9 0 1
.

(圈 , 8 )

C le v e ,

P
.

T
.

(1 9 Ol a )
:
S e a s

.

D istr ib
.

A tla n t
.

Pla n kt
.

O r
郎 n

. ,
p

.

2 9 9
。

同科,
异名

:
Cha℃to‘e犷05 bo

r ‘a lis v
ar

.

B r ig ht别el ll’i Cl ev
e ,

1 8 7 3 ;

Ch
.

加,
,ea li 、 v a r

.

铭功了
.

,“ C lev e ,

J
一

8 9 7 ; Ch
.

砚口“a to r 椒115 Y e n d o ,

1 9 0 丘; (
’

h
.

由
,翎、 f

.

50 1公ta r ia Pa v illa r d
,

19 0 5
。

缝直且长 (偶而亦有单初胞生活者)
,

竟 18 一69 办微米〔H
u
ste dt (19 30 )10 一4(j 微

米〕
。

耙胞四方形 , 壳面椭圆以至圆形 ; 壳套小于或等于韧胞高度的 1/ 3 ,

与环带相接处

有小凹沟
。

翘胞周隙甚小
,

其中央部分仅高 3一 6 微米
。

角毛长而蛟粗
。

直攫在 3 微米

左右
,

断面四角形
,

在着生墓部少静距离外(60 微米左右)即生 4 行小刺 , 角毛 自知胞角

以内生出后即与邻胞 角毛相会弯向继之下端
。

蜒两端翘胞上壳面的形状及其上所生角

毛的伸禹方向
,

在各越
_
卜并不完全相同

,

烟台标本中艳大部分趣两端扣胞的上壳面福

平
,

两端角毛相背各弯向维的一端
,

娜姆上下端的区别 (圆邓
,

a) ; 少数标本继一端蒯胞

的上壳面圆而凸
,

另一端知胞的上壳面扁平
,

两端角毛都弯向缝端韧胞上壳面扁平的

一边
,

使规有土下端的区别 (圆 2 8 ,
d )

。

据 H u

ste d t (1 9 3 0 ) 及 n p o 一n a
BP

e H : (1 9 6。)言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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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2 8 密速角毛硅藻

街 d ) 条田胞链竟环面
,

d 圆链两端角毛都伸向触

c) 壳面艰
, e ,

f) 单棚胞生活个体
, c
圈上

、

下

g) 具复大抱子的韧胞触 (竟环面观 )
。

Fig
.

2 9 以
.

应n s“: C le v e , s h o w i飞 ch
a 二n s in

(g )
, e el ls 〕iv i飞

s in gl y (e ,

玉) an d a c el l in

的一端 , a
圆两端角毛以相反方向弯下

, b ) 一段角毛
;

两角毛伸出方向同汪圈上
、

下壳角毛伸出方向相背
;

b r o a d g ir d le v i即(a ,

d
, g )

, a u x o sp 〔、r e 丈o r

哪
t io ll

v al v e v i洲(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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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其角毛上尚有横列条核 , 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

其角毛具呈菱形孔 目的网状被
,

其下

为一屠具斜列小孔的薄膜 (H en d ey et al lg 胜) , 烟台标本在普通显微镜下除小刺外

看不到其他构造
。

色素体小而多
,

分布于角毛与韧胞内
。

1 9 54 年 5 月下旬
,

在胎焦憔爆浮游生物标本中
,

曹觅到本种之复大抱子生于母加

胞绽之窄环面上
,

略呈卵圆形
,

其贯壳翰与母扣胞之贯壳翰垂道
,

在母知胞窄环面的另

一侧上 (与复大抱子位置相对)生一小孔 (圈 邹
,

g)
。

关于本种之复大抱子尚未兑到韶

载
,

其各阶段鳌育情况尚待祥相研究
。

春季在烟台胎焦憔爆及威海小黄花象憔锡大量出瑰
。

外洋性
,

但也常在近岸出现
。

喜高盐水
,

温带种
,

分布广泛
。

在沿岸亦常采到
,

骨骚砚于我国青岛
,

厦阴
,

东山 (幅建)
,

舟山
。

苏联黑海
,

巴偷支海
,

白令海 (偶而 6 月周在苏联日本海沿岸及醛哈林沿岸奢

现) , 欧洲各海(从北板海区至地中海 ) , 日本沿岸 ; 北美太平洋沿岸及大西洋沿岸
。

2 9
.

秘鲁角毛硅藻 Ch a e t o e e r o s p e r
uv i二u o B r ig htw

ell
,

1 8 5 6
.

(圆 2 9 )

B r igh tw
e ll

,

T
.

(1 8 5 6 )
:

Q u a r t
.

Jo u r
.

Mie r
.

S ei
. ,

V o l
.

4 , p
.

1 0 7 ,
PI

.

7
,

fig s
.

1 6一

1 8
。

一
-

- -

一
- -

一 (1 8 0 8) : ib id.
,

V ol
.

6 ,
Pl

.

8 ,
fig s

.

9 , 10
。

同种异名
:

C hae to ce r o s
Pe

r
uv 该an us v a r

.

g r
翻115 Sch

r泛, d e r ,

1 90 0 ;
Ch

.

Pe
r u v ian

u s ,

v a r
.

c u r

卿
5 Pe r a g a llo

,

1 9 0 4 ; C h
.

co n

ve--
劣介。从15 M a n g in

, 1 9 1 9 ; C h
.

Per泣v如n u s

v a r
.

cu 厂2℃7“ Fo r ti
,

1 9 2 2 ; C h
.

Pe r u v ian
u s

f
.

g r

aCi l该s (Sch
r 6 d e r ) H u

ste d t
.

1 9 3 0
。

栩胞常单独生活
,

拯少粗成短键
,

宽 10

一36 微米
,

高 10 一48 微来
,

和胞宽环面略

呈长方形或正方形
。

壳面椭圆形
,

上
、

下壳

形状不同
,

上壳圆而凸
,

下壳扁平且中央常

生一小刺
。

壳套高度变化蛟大
,

可自知胞

竟度的 1/ 6 以至与之相等
,

与环带相接处

形成明显凹沟
。

角毛粗壮
,

直诬 1. 8一5 微

米, 其基部稍韧
,

中段较粗
,

末梢渐韧 ; 有四

楞
,

生有横条枚 (10微米内构有劝条牧)
,

每

一楞上都砒生一行小刺
。

上壳角毛近壳面

中央生出
,

基部互相粘接于一点后
,

立即弯
一

F
,

逐渐向下方倾斜伸出 3下壳角毛 自知胞

圆 四 秘鲁角毛硅藻
a ,

b) 棚胞的宽环面
, c) 袖胞上壳面的壳面观

.
d) 一

段角毛
。

Fig
.

3 0 Ch
.

p e川。ia n u s B rig h tw e ll
, s

ho w in g ee 玉]5 in

br o
ad g ir d le v iew (a ,

b) uP p e r v a lv e v iew (e )
, a n d

d eta iles o 王s就a e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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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以内生出
,

末端向扣胞贯壳翰之延长楼靠撤或向两侧分开
。

胭胞及角毛内有静多小盘状色素体
。

烟台沿岸各季常可采到
,

唯冬季甚少
。

春季烟
、

成胎焦滚堤及威海小黄焦憔爆亦很

常兑
。

外洋性
,

近岸亦常采到
,

在南温带及暖海分布很广
。

曹费现于我国厦阴
,

东山 (福

建)
,

青岛, 大西洋及太平洋之温带及热带海区 (爪哇海
,

地中海
,

黑海
,

苏联沿岸
,
日本

海
,

南加利福尼亚州沿岸)
。

就烟台浮游生物标本研 咒桔
一

果
,

Ch
.

Pe 八tv 沁椒l.y B ri gh tw ell 在形态方面与 G ra n

(1 90 5 )及 H u ste ch (1 9 3 0 )所述者相同
,

拜与 L eb
o u r (1 9 3 0 ) 对 C h

.

,’o n v ex 名co 邝该
, M a n g in

所描写者亦煞差别
。

如此RIJ H u
ste dt (1 93 0) 祖 C h

.

c on ~ ico rn is M a n gi n 为 C h
.

户‘犷u -

刀匆n u s B r ig h tw e ll 之同物异名应甜为适当
。

Pe r a g a llo (19 04 ) 及 Fo r ti(1 9 2 2 ) 所#lj 的变

种 以沪
走丫u v

枷us v
ar

.

cu r

溯
,
也是不必要的

。

H u

ste d t (1 9 3 0 )肩lJ立的 Cb 沪‘犷u v

zan
u s f

.

g
二1115 (S e h r 6 d e r)与原种主要不同点

,
只

在于胭胞翘瘦
,

壳套高度超过壳面长翰长度
,

角毛仅粗 2一 3 微米〔Hu
sted t (1 9 3 0)

,

PP
.

6 7 2一 6 7 3〕
。

烟台沿岸 1 9 6。年 4 月 2 , 日标本中
, 6 4 个 C h沪i,

.

u v ian
u 、
釉胞高度

、

竟度

和 角毛直视的变化如表 2 :

表 2 烟台产 C h. p 吧 r。时a 。。s
袖胞高度

、

宽度和角毛的遭但变化情况

胖矮糊胞 (糊胞高度< 宵度)

栩 胞

栩瘦糊胞 (栩胞高度> 竟度)

韧 胞 个 数 }所占百分比(% )

!
⋯
l一
l

州
一

微
一

度
�

粗一

9
.

6

2 8
.

6

6 1
.

8

1 0 0

6213一红

j

l力

l
!
‘

⋯个 数 {所占
百分比 ( , ,

}

82
一nU

陈37.一10

1
,

8

]
.

9一3

3. 1一5

毛
�

角一
一共

在高度夕竟度的 2 1 个翘胞中
,

差别最小者高度为竟度的 1
.

33 倍
,

差别最大者高度

为竟度的 么6 7 倍
。

这些 C h
.

Per uv 衣
l刀之‘: 标本中

,

翘瘦翎胞个数豹 占夸
,

其中角毛粗为

3
.

1一 6 微米者多于角毛粗 1
.

, 一 3 微米者 ; 而在胖矮韧胞中角毛粗 3
.

1一 6 微米者少于粗

1. 9一 3 微米者
,

可 兑本种韧胞的胖矮者角毛不一定都粗
,

知胞胭瘦者
,

角毛不一定都豫氏

同时 H us te dt ( 1 9 3 0) 提到原种的角毛粗 2 一 6 微米
,

可见在原种内已包括了角毛粗

2一3 微米者
。

由孩文 (fi 9
.

38 0) 之两韧胞中亦很明显的看出原种内包括翩瘦和矮胖的

翩胞
,

前者角毛比后者为粗
。

煞榆在原种及变型的擂圈中 (fi 95
.

38 0 , 3 81
一
一b)

,

所拾韧瘦

的知胞
,

其壳套高度都没有超过其各自壳面长翰的长度
。

在黑海中 C h
.

Pe 耀
v ia ”us 从低扣胞过渡到高韧胞

,

都具有同样粗知的 角毛〔n Po
.

抓
aBp e H K o ( 1 9 6 6 )

, p
.

1 6 1 ,
fig

.

6 3 〕
。

粽合以上所述
,

我们韶为 H u ste dt (19 30 ) 的 C h
.

沁 uv ian o f
.

g
二11 15 的建立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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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靠基础的
,

应予取渭
。

8 0
.

扭角毛硅藻 C hae t o e e r o s e o n v o lu t u s

Ca str
a
ca n e ,

1 8 8 6
.

(圈 3 0 )

Ca
str a ca n e ,

F. (1 8 8 6 )
:

Ch
a llen 郎

r

Re p
.

B o t. v o l
.

11, p p
.

7 8一7 9
。

同种异名
:

C h政结o c e

ros B ri g ht邸lel lii G r a n
,

1 8 9 7 ; C h
.

c l
·

iop h滋lu 、 C lev
e ,

1 8 3 7
。

知胞缝直或略弯
,

竟 2 2一卫8 微米〔H
u st 掀t (1 9 3 0 ) 10一2 7 微米 , L e bo u r (1 9 3 0 )

, 1 1

一3 0微米 , A枕e
HT 的

B (1 93 0)
,

14 刀
‘一19 .3 微米〕

。

翎胞竟坏面略呈四方形
,

上
、

下壳形状

不同
,

上壳较圆
,

下壳扁平
。

壳面椭圆形
。

壳套普通韵 占栩胞高度的十
,

与环带相接处

形成一显著小凹沟
。

机胞简隙小
,

略呈六角形
,

角稍圆
,

简隙之一部有时被角毛基部遮

蔽
。

角毛长而粗
,

褪生 4 行小刺
,

基部蛟蒯姆小刺
,

末梢撕瓤亦姆小刺
。

上壳角毛靠近

圆 3 0 扭角毛硅藻
a) 触的上端竟环面观

;
b) 壳面及 ; c) 触的下端竟环面观

; d ) 雄的
_

卜端相胞上壳
,

表示角

毛生出位置及伸出方向
, e) 完整的韧胞链 (竟环面观 )

。

F ig
.

3 1 Ch
.

eon
口o lu fu : Ca

str acan
e, sh

o w in g eh a in s in b r o

ad g ird le v iew (a ,
c, e )

,

d efa ils o f th e in s er tion
o f se ta e o n th

e u p p er v a lv e (d )
,

an d a e e ll in val v e v i印 (b) 卜



78 海 洋 与 湖 沼 1 卷

壳面中央生出
,

下壳角毛 自扣胞角梢向内处生出
,

角毛生出一短距离即与邻胞角毛相

会
,

旋即分别弯向缝之下端
。

维顶第一知胞上壳两角毛基部相粘接
,

其伸出方向与触

内角宅相同或略与缝轴垂直伸出
。

色素体小而多
,

分布于栩胞及角毛内
。

春季在胎焦憔堤及威海小黄花焦像锡昔采到
,

在烟台市区沿岸期葺少见
。

本种喜

生于低温高盐水中
,

屡外洋性
,

北方
—

北拯种曹鳌现于北板各海
,

苏联北部及远东各

海 (在 日本海北部周年都有
,

最多时每升水中有 3 6 00 个胭胞
, F a
初

, 1肠0)
,
日本北海道

高岛
,

太平洋
,

北大西洋
,

北海(N or th se a)
,

英吉利海峡
,

南拯海
。

在太平洋南加利福尼

亚州沿岸
,

自 2 月末至 6 月中旬常大量繁殖
。

在地中海稀少
。

Ca
str a ca n e( 1 8 8 6) 在原定名文献中

,

提到本种角毛在壳面生出处扭棘相压
,

故名

C h
.

con
v o lu t“m

。

按原圆所示
,

这种 自壳面看去
,

两相邻韧胞角毛在其交会处扭棘相压

的现象
,

对本屑来魏是很普遍的
。

不过在上
、

下壳的角毛生出位置不同的种表现得更为

明显而已
。

3 1
.

紧挤角毛硅藻 Ch ae t o e e r o s e o a r e tat u s L a u d e r ,

1 8 6 4
.

(圆 3 1 )

圈 3 1 紧挤角毛硅藻

a) 完整的捆胞键(竟环面观 ) ;
触上着生撞形虫(V er ti ce ll a

sP .) b) 具色素体的糊胞链 (竟环面观)
,

角

毛断面六角形
, c) 链的下端(窄环面观) ;

d) 壳面观
。

F ig
.

32 以
.

e o a r ela tu s L au der
, s h o w in g e ha in s in b r o a d g ird le v ie w (a

,

b
,

) wi th in d ivi dual
s o f

价
r tie ella at tac he d ; n a r r o w g ir dle v iew (e ) ; d et a ils o f s e ta e (a ,

b
, e )

, a n d a e e ll in v a lv e v iew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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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u d e r ,

H
.

5
.

(1 8 6 4 )
:

T r a n s
.

Mie r
.

S o e
.

N
.

5
. ,

v o l
.

1 2 , p
.

7 9
, p l

.

8 ,
fig

.

8 。

同种异名
:
C ha eto

c e

ros bo r

耐15 v a r
.

r u

dis C lev e ,

1 8 9 7 ; C h
.

r Z

威
5 Clev

e ,

1 9 0 1
。

知胞粗壮
,

常紧密地速成长而直或微弯的相胞继
,

缝有截然不同的前后端
,

竟 46 微

米〔Cu PP
,

(19 43 )
,

30 一44 微米〕
。

自竟环面看去
,

知胞高度大于竟度
,

呈长方形
,

壳面平
,

椭圆形
。

壳套初相当于耙胞高度的 1/ 3
。

与环带相接处形成深沟
。

翎胞简隙很窄
,

如一

裂键
,

有时甚至看不出简隙
。

角毛粗壮
,

断面六角形
,

撇生 6 行小刺(生小刺的部分豹占

角毛蚕长的 3 / 4 ; 自翎胞角稍向内处生出
,

立即与邻知胞角毛交叉
,

再略与壳面短釉平

行以相反方向分别弯向缝的竟环面 (自窄环面看去更明显) , 然后都倾斜弯向继的后端
。

韧胞维两端角毛不同
,

使绽有前后端的区别
,

形成异梅性 (H ete r o

Po le )的群体
。

缝前端

角毛的构造和伸出方向都和维上其他角毛同 ; 继后端的角毛粗短
,

角毛上密布小点
,

井

桃生 8 行较大的齿状刺
,

与韧胞规成一很小的角度伸出
,

中段向外凸出
,

末端又向内收

挑
。

此外
,

靠近翘胞继的下端
,

又常生出此后端角毛初长
,

但仍较继上其他角毛为粗短

的中型角毛 ; 除密布小点外
,

生 6 行小齿状刺
,

小刺依次加长增粗
,

逐渐变成棒状小刺
,

直到角毛末梢为止
,

其伸出状态与触上其他角毛同
,

〔H us te di (1 9 3 0 , p
.

6弱
,
fig

.

37 0) 及

cu p p (1 94 3 , p
.

10 7 ,
fi g

.

6 2一a) 所箱本种知胞绽前端角毛与此中型角毛相同 , 而 A lle n

& Cu p p (193 5. p , 1 3 4 ,
fi g

.

犯)所箱之绽前端角毛与我他所晃到的标本相同〕
。

因此
,

在

本种同一知胞维上往往生着三种不同构造和不同式样的角毛
。

色素体颗粒状
,

分布于知胞及角毛内
。

枷胞翅上常有撞形虫(Ve rti ce n a sP
.

)着生
。

烟台沿岸采集中
,

仅在 19 斜 年 n 月 19 日在芝紧岛小山子东构 2 里处费现一次
,

数量很少
。

外洋性
、

热带以至亚热带种
。

曾费现于我国香港及福建厦阴港
、

厦阴灯塔
、

厦

阴东徒灯塔
、

平谭
、

金阴
、

鼓浪鸣都有韶录
。

厦阴港以 6一 8 月为盛期
。

南冰洋
,

大西洋

欧洲和美洲沿岸〔在大西洋最北面的分布界限是北律 4 7
。

(Leb o
ur

,

1 9 3 0 , p
.

n g) 〕
,

印度

洋
,

伊里安和菲律宾沿岸
,

禹尼拉膺
,

爪哇海
。

日本 (从南方至北海道近海)均有
,

陆奥膺

在 10 月简出现
,

藤哈林岛对禺海流支流中夏季有 (但都从非大量)
。

摘 耍

数年来烟台
、

威海胎焦憔爆稠查的浮游植物青料表示角毛硅藻属 (〔子‘刀ub’ Ch 斑绪0

妙
;’o s) 在空简和时简上的分布与海况及憔况有一定的关联

,

有些种类对不同水体及水体

季节性的理化性的变化有指标的作用 ;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对海况的了解及对憔巢生产

都有重耍意义
。

在研究的过程中费现角毛硅藻焉 目前在分类方面尚存在着一些简题
,

对不少种类

尚难作出正确的要定
。

因此作为生态研咒的第一步
,

先对角毛硅藻属的分类系就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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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屑怪进行了比较撤底地研究
。

本文第一部分就是此屑分类这方面的研咒桔果 (第二

部分将专渝本履各种的生态)
。

文中指出迄今沿用的把本葛分为 18 个粗 (Se
c ti o n) 的分类系杭缺乏理希根据

,

各

粗的分类特征颇多混淆
,

有的种类与所属粗的焉性不符合 ; 且分祖过多
,

有些粗仅 包

括一种或两三种
,

失却了分粗的意义
。

同时在各种类的色素体的形态的研究肯定了色

素体的形态在本蜀中的进化方面的意义
。

途参照朱树屏 (Ch
u ,

19 4 7 ) 以色素体的形态

为基础以进化的观点对裸藻屑 (Eu gl en a) 进行分类的方向
,

把角毛硅藻履依色素体的形

态分为三个亚碍
:

(一 )Su bg e n u s M o n o
ch

r o m a to 曲
o r u s (单色体亚履)

,

包括每知胞内有

一个含有核样体(巧
r
en oi d) 的色素体的种类 (本文描述了 13 种)抓二) Sub g

enu
s
Di ch

-

ro ma to Ph
o ru s (二色体亚履)

,

包括每知胞内有两个有核样体的种类 (本文描述 8 种 ) ;

(
一

三) Su bg e n u s Po ly eh r o m a t o p h o r u s (多色体亚蜀)
,

包括每扣胞内有多数色素体的种

类
。

在 Su bg e n u s p o lye hr o

ma
t o p h o r u s 中又依角毛中有姆色素体分为两粗

:

(1 )S e eti o n

A ch ro m at oc er ae (姆色角毛粗)包括角毛中没有色素体的种类
,

扣胞内色素体形大数少者

可含有核样体而形小数甚多者概不含核样体体文描述
6 种 ); (2) Se cti

o n Chr om at oc er ae

(色体角毛粗)
,

包括角毛中含有色素体的种类
,

此粗中各种类的知胞内的色素体概形小

而数量多
,

不含核样体 (本文描述 6 种)
。

在亚屑及粗内各种次序的安排复参照色素体以外的多少能表示进化程度的各种构

造的形态
,

如链的长短 (单知胞生活及短越的种类祖为比较低般而放在前面)
,

绽内袖胞

座精的松紧(松者在前)
,

翘胞简隙的大小(周隙大者在前)
,

角毛及休眠抱子的生刺情况

(姆刺及刺小或少者在前 )等
。

以进化的观点为基础
,

把比较低叛者放在前面
,

烟
、

威憔锡及附近海区中所登现的

角毛硅藻属各种可依下列次序排列
。

G E N U S c H A E T O C E R O S E H R E N B E R G
,

1844
.

角毛硅藻霭

S U B G E N U S 1
.

MO N O CH R O MA T O P H O R U S 单色体亚赓

1
.

C h‘e to c e r o s to r tiss i哪u s G r a n
.

扭链角毛硅藻

2
.

C h
.

br e v is S eh d tt
.

短胞角毛硅藻

3
.

C h
.

s eir a c a ” th o s G r a n
.

触刺角毛硅藻

4
.

C h
.

dt’st a ns Cle v e
.

远距角毛硅藻

5
.

C h
.

s u b se c u ”d u s (G ru n o w ) H u s te d t
.

冕跑角毛硅藻

6
.

C h
.

cz’脚tus G ra n
.

携抱角毛硅藻

7
.

C h
.

e r i ”itu s S eh住tt
.

鬓状角毛硅藻

8
.

C h
.

砚价瓜
5 L a u d er

.

窄隙角毛硅藻

sa
.

Ch
.

砚价瓜
5 val

.

cz’r ct’邢lt’s (Me u ni er ) H us te d t
.

楠搏垂角毛硅藻

9
.

C h
.

e o sta tu s P a v iU ar d
.

双脊角毛哇藻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胎焦渔锡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葛的研究

10
.

Ch
.

d ebz’lis C leve 柔弱角毛硅藻

1 1
.

C h
.

e u r 妙is e tu s C leve 旋链角毛硅藻

12
.

Ch
.

Ps e u d oc u r 刀is e tu s M a n g in
.

拟旋链角毛硅藻

S U B G E N U S 11
.

D IC H R O M A T O PH O R U S 二色体亚舅

13
.

C h
.

st’而 lt’s
cl

e v e 相似角毛硅藻

14
.

Ch
.

a n a s to 水 o s a ” 5 G r u n o w
.

桥联角毛硅藻

15
.

c h
.

dt’办水璐 E h re n b er g 双抱角毛硅藻

拓
.

C h
.

la ct’nt’os 哪 S eh 滋t
.

垂椽角毛硅藻

17
.

Ch
.

力a ra d o x us Cl
e
ve 窄面角毛硅藻

〕8
.

C h
.

co n str ie ru s G r a n 深环沟角毛硅藻

19
.

C h
.

I几了” 刀衫u 灯k厅 G r a n 范氏角毛硅藻

20
.

C h
.

s ia 水e” s e o s te n fe ld 退罗角毛硅藻

S U B G E N U S 11 1
.

PO L Y CH R O MA T O P H O R U S 多色体亚属

S E C T IO N 1
.

A CH R O MA T O C E R A E 燕色角毛粗

21
.

C h
.

d ee了Pi e”5 C le v e 井基角毛硅藻

蛇
.

C h
.

L 口re 心z’a ”us G ru n o w 劳氏角毛硅藻

2 3
.

Ch
.

te r e s C le v e 圆柱角毛硅藻

24
.

C h
.

”ip p o n ie a Ik ar i 日本角毛硅藻

肠
.

C h
.

co 水Pre ss 璐 L a

ud er 扁形角毛硅藻

S E C T IO N 11
.

CH R O MA T O C E R A E 色体角毛亚属

2 6
.

C h
.

C a st r a e a ” ei K a r ste n 卡氏角毛硅藻

27
.

C h
.

Ez’be 瓜艺 G r u n o w 艾氏角毛硅藻

2 8
.

C h
.

d e” s宋一5 C le v e 密速角毛硅藻

即
.

C h
.

Pe r “vt’ a ”哪 B ri g ht w el l 秘鲁角毛硅藻

30
.

C h
.

e o ” v o l“ tu s C a s t r a e a

ne 扭角毛硅藻

31
.

C h
.

e o a 犷e ta tu s L a u d e r 紧挤角毛硅藻

本文对土述种类都依据烟
、

威憔锡及附近海区的样品作了比蛟群栩的描述
。

在文

献中尚存在着一些混淆的种类
,

凡能艇过研究大量标本而能确靓或否定的
,

本文都加么

肯定或校正
。

有些新种
,

变种或型有可能是短期的环境条件所致成的生态型式
,

对此正

进行着械种培养来研究解决
,

桔果 当另文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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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已能录的角毛硅对属

(凡种名前有
.

者
,

为本文在国内初次豁录的种类)

川
+十十十十十+户心rug ia n u‘

p : 。“沙。“ r刀iSe 一u s

r ajia刀s



1 期 朱树屏等
:

烟台
、

威海胎焦徽踢及其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 8 3

++

十+十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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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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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占1111,

*
4 0

.

以
.

: 。ir a e a刀亡几u :

* 4 1
.

以
.

: ia砒
n o e

.
4 2

.

以
.

,
im ilis

4 3
.

以
.

s0c l’a lis

44
.

以
.

5助sec
“n
du

s

4 5
.

Ch
.

: 沥 tili,

4 6
.

Ch
.

亡亡拙J

* 4 7
.

以
.

to r t拈s
加

u ‘

* 4 8
.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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