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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西部海藻区系的区副周题
’

曹 呈 奎 强 夔 甫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卿

海藻区系的区划是研究海藻区系的一个基本周题
,

过去研究这周题的工作不多
,

特别

是关于北太平洋西部这一广大海域的海藻区系
。

在仅有的青料中
,

局限性很大
,

并且也存

在着一些不同看法
,

以致在着手探衬这一广大区域某一地区海藻区系的特点和它与邻近

地区 区系的关系时
,

就咸到极大的困难
。

因此
,

我俩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青料贰图对北大

平洋西部海藻区系的区划简题提出一些初步意兑
。

并对各个区系的基本情况和性盾作一

筒略介招
。

一
、

前 人 的 工 作

在北大平洋西部的广大海域中
,

据 日本藻 类学家 远藤吉三郎川1] 称同村金大郎远在

! 8 92 年就衬赫到 日本沿岸海藻的分布简题
,

但由于当时日本海藻区系工作开展不久
,

青

料很有限
,

所以没有提出对区系的具体的区划意冤
。 1

一

90 2 年远藤发表了
“ 日本海藻的分

布
” ,

把 日本及其附近地区
,

根据海藻的分布作了以下的划分
:

1
.

太平洋沿岸
:

(l) 自千岛拿岛至金华山岛
,

(2 ) 自金华山岛至九州南端
,

(3 ) 自九州南端至台湾岛 ;

2
.

日本海方面
:

(]) 自壹岐岛(在对禺海峡中 )至男鹿半岛(本州北部
,

豹在 1 4()
“

E ,

4()
“

N 处)
,

(2 ) 男鹿半岛以北
。

1 9 0 7 年
,

远藤重申了前面的分区意觅
,

并弦 稠 日本海方面的羽后省 (豹在 14 0
O

E ,

斗0
“

N 附近)是暖水种类的最北界限
,

而渡岛省 (北海道南端 )似乎为冷水种类的最南界限
,

但对陆奥湾(本州北端)以 西的津斡半岛及其附近究为冷水还是暖水种类地区
,

浅有作出

决定tlll l。 远藤的日本海藻区 系的区划工作奠定了 日本及其附近海域的自然区划的基础
。

但远藤对九州南端至壹岐岛之简的九州西岸的划分简题没有交待
,

此外
,

他款为男鹿半岛

在 日本海中是南方种和北方种的分界点
,

但 1 9 3 9 年
,

高松 [vs] 在男鹿半岛以北地区发现了

一些南方种类如海网藻(月夕dr o c la t人r u , c la t人r a t“ , )
、

鸡腮菜 (E , 己a r二人, e 石fo g 人a m sa e
)

、

裙带

菜 (v n 己ari
召 户滋。 , a t滋万己‘)

、

半叶思尾藻(s a r g a 。“m 人e m i户h夕zzu 。)
、

具海幕 (G lo ‘o户。l‘, te n a x )
、

小杉海苔(以ga rt i。
:解er m e di a) 等

,

因此
,

不应欲为男鹿半岛是冷水种类和暖水种类的分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1 6 号
。

本文所用分布图是本所植物研究室焉明华同志箱制的
,

文中

部分数字得到郑树栋同志的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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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点
。

1 92 6 年
,

山田幸男在甜输思来草岛
、

澳洲
、

日本与思利亚钠
、

加罗林和禹招尔等覃高

简的碌藻在植物地理分布的关系时
,

把北大平洋西部 区域分作 日本本部
、

琉球草岛
、

台湾

岛
、

庵来草岛
、

菲律宾等 , 个地区
。

1 92 8 年
,

w
e be r va n B os

s e

把北太平洋西部筒单地分

作遏罗湾
—

中国海和日本海等两区
,

而把虑来辜岛划入印度洋范围
。

显然的
,

这两位藻

类学家把非常复杂的北大平洋西部区系的划分过于商单化了
。

1 92 8 年
,

闹村对日本及其附近地区划分为下列 5 区 :

1
.

千岛翠岛至金华山
。

2
.

金华山至 日向大岛
1
、

3
.

日向夫岛至九州南端的佐多呻
、

琉球
、

台湾岛及小笠原草岛
。

4
.

自佐多呻沿日本海至津袒海峡
。

,
.

自津袒海峡握北海道西岸北至拉此鲁兹海峡然后向东搏至北海道东北部的根室
。

同村的分区基本上与远藤的分法一致
,

所不同的是
: (l) 闹村以九州东岸的 日向大岛

代替远藤所提到的佐多呻 ; (2 )闹村把佐多呻至津袒海峡的广大 日本海沿岸地区作为一个

区 ; (3 )周村把津袒海峡至根室之简明确地划为一区
。

周村分区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到九州

西南岸海藻区系的热带和亚热带种类成分甚大
,

因而把佐多娜至津罄海峡简的沿岸划作

一区
。 1 9 32 年

,

周村在
“
大平洋水域中海藻的分布

”
一文中

,

把北太平洋西部划分为 白令

海
、

日本
、

中国海等大区
,

思来草岛划入印度洋范围[6z]
。

Gr ub b (193 2) 在衬萧朝解和中国的海藻和中国海藻的分布时
,

把中国沿岸以长江 口

为界分作华南和华北两区 ; 而把朝解分作 3 区
,

郎东区为图俩江 口至元山
,

东南区为元山

至釜山
,

西区为釜山至草山
。

她对中国和朝解海藻区系的区划虽然此其他藻类学家深入

了一步
,

但把我国广大的东海和南海沿岸划作一区是不恰当的
。

朝解的分区由于目前青

料缺乏
,

很难时渝
。

她的区划是根据已知的极少数的海藻种类分布情况而提出来的
,

而且

没有提到草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

永井政次(1 9斗o一 1 9 4 1)在研究千岛拿岛的海藻区系工作时
,

根据 s e te he xl (1 9 1 , , 2 9 2 7 ,

1 92 0) 的海藻分布与表面水温关系的看法
,

把歌地全年最高温月的等温梭分作 3 区
,

其中
“ A

, ,

区为伊士鲁朴岛东岸以北各岛
, ‘

兮
’

区为伊土鲁朴岛西岸和康钠施尔岛东岸及东南地

区
, “C

, ’

区为康钠施尔岛西岸
。

永井在处理北太平洋西部区系分区时
,

把这广大区域划分

为八个区 : (1) 中国
,

(2 )朝解
,

(3 )九州
、

四国及其他南部岛屿
,

(4 )本州
,

(的窿哈林岛
,

(6 )

北海道
,

(7 )千岛拿岛
,

(s) 白令海
。

可以看出
,

区划基本
一

L是根据国别或行政区而提出来

的
,

并没有考虑到海藻种类的具休分布和海洋环境的情况
,

因而无从表现区系的特点
。

以an oB a (1 9 4 8 )在尉谕太平洋北部晃布类海藻的地理分布中
,

把太平洋北部分作白个

海
、

鄂霍次克海
、

日本海
、

日本太平洋岸和黄海
。

时田邮(1 9 5 斗)在衬输陇哈林岛南部的海藻时 ;把北太平洋西部分作下列 1斗个区 :
(i)

焉来半息及菲律宾摹岛
,

(2) 中国
,

(3 )台湾
,

(斗)琉球
,

(约小笠原草岛
,

(6 )朝解及关东
,

(7)

九州及四 国
,

(s)本州
,

(9 )北海道
,

(1 0 )千岛草岛
,

(1 1 )窿哈林岛
,

(12 )鄂霍次克海
,

(1 3 )西

功 原文为H yu
即

一

Os 址。
。 ,

握查圈地图
,

估静为九州东岸日向地区的大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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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 日本海岸
,

(1劝堪察加
。

时田的分区 虽然很多
,

但有的范围过广
,

有的合义不清
,

如

鄂霍次克海之外
,

又有陡哈林岛
。

此外
,

小笠原草岛是否应列为作一个独立地区也值得考

虑
。,

时田还弦稠了拉彼鲁效海峡在海藻地理分布上的重要性[11 2] 。

潮川宗吉 (1 9肠 )在原色 日本海藻图鳃一书中
,

把 日本分作下列 16 区 : (l)北海道北

岸
,

(2 )北海道东岸
,

(3 )北海道南岸
,

(4 )北海道西岸
,

(5 )本州北部
,

(6 )表 日本北部
,

(7 )表

日本中部
,

(s)表 日本南部
,

(9 )内海
,

(1 0 )八丈岛
,

(1 1 )里 日本北部
,

(1 2 )里 日本中部
,

(1 3 )

里日本南部
,

(1钓九州北岸
,

(1的九州西岸
,

(16 )南西甜岛
。

潮川的表 日本是指太平洋岸
,

北部和中部的分界点大的是在距金华山南部不远的仙台附近
,

中部和南部的分界点大豹

是在潮呷 ;里 日本是本州的 日本海岸
,

北部和中部的分界点大豹在飞岛附近
,

中部和南部
,

的分界点在若狭湾的越前呻 ;九州 西岸和北岸的分界点在平户岛西北面的生月岛
。

瀚川

掌握了校充足的 日本海藻分布食料
,

因此
,

他的分区也比以前的分区比较能够反映出 日本

海藻区系的真实情况
。

但潮川的工作只是为着划分日本本国的区系
,

分区很绷
,

不能做为

北太平洋西部区系划分的基础
。

总起来魏
,

迄今藻类学家对北太平洋西部广大地区中海藻区系的分区工作主要是在

日本及其附近地区
,
日本以外的地区刻很少涉及

。

对这一广大海域中海藻区系的分区简

题
,

还没有引起藻类学家的足够重祝
。

二
、

北太平洋西部海藻区系的区划和各区区系的基本情况

北大平洋西部是一个很广大的水域
,

北起白令海峡
,

南至思来晕岛和菲律宾附近
,

自

赤道至北极圈
,

占有豹 “ 个樟度
。

在这辽阔的区域内
,

就有六个封阴程度不同的海区
,

eIJ

白令海
、

鄂霍次克海
、

日本海
、

黄海(包括渤海)
、

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

它俩自北向南
,

相

互邻接
。

除白令海东岸和南岸的阿拉斯加及阿留 申拿岛不属本文的衬渝范围外
,

全部均

属于亚洲的东岸
。

_

卜述 6 个海区的海藻区系是握过很多年代才逐步形成的 ;在悠久的历史中
,

并出现了

一些地区性的特有种类
。

应藏指出的是每个海的外围岛屿
,

其西岸虽然是分别属于所在

的海区
,

但其东岸Bl] 应属于大平洋范围
,

如千岛摹岛
、

北海道
、

本州
、

九州
、

琉球覃岛和台湾

岛等的东岸
。

但由于竟料不足
,

而且在习惯
一

L
,

除了一些大局外
,

各海的范围一般是包括

了外围小岛的东岸
。

因此
,

除了北海道东岸至九州东岸一拔应敲划作一个独立的水域
,

暂

称为 日本太平洋岸海区外
,

其余各海的外围岛屿的东岸
,

都分别归入所在的海中
。

这样就
.

把北大平洋西部划分为 7 个海区
。

从整体来看
,

每个海区的范围很大
,

南北或东西沿岸很长
,

承受着不同自然条件的影

响
,

因而海藻的分布也有很大的差异
。

我俩孰为
,

如果筒单地以几个海区作为海藻区系的

单位
,

lllJ 很难看出每个海域的海藻区系的实盾
。

因此
,

就必填考虑每个海区的适当分区周

题
。

一个地区 的海藻区系是由于爵多复杂的环境条件粽合的长期影响而形成的
,

但在环

境因子中
,

最重要的
、

我俩熟为是表面海水温度和海水的流动
,

特别是海流
。

各种生物的

繁殖
、

生长都有其最高和最低的温度界限
,

其中又有一定较小范围是繁殖
、

生长的最适温

度
。

因此
,

一个地区的水温情况决定了某些海藻能否 在孩地区繁殖生长
,

从而决定了区系

的祖成
。

但海藻的分布又决定于海水的流动
,

把它俩的抱子和受精卵从一点带到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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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在同一小地区里
,

无疑地潮流是起着很大作用的 ;但从一地区或海区分布到另一地区

或海区就必须依靠海流
。

而且
,

由于每个海流系兢有它的特点
,

包括水温
,

宅的到达某一

地区必然会影响到歌地的水温
。

因此
,

每一海流流域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特有种类
,

流域的

不同地区的区系也会有一定的共同性
。

但是如果流域广大
,

同一流域的两个地区稗度相

差悬殊
,

那 么
,

由于水温的差异
,

区系的粗成必然会有所不同
。

所以
,

我俩款为除了以自然

构成的海作为大单位外
,

还应敲根据各地的海流情况和海水温度作为分区 的基本原 HlJ
。

此外
,

某些特殊种类可以作为指标种
,

在区系的划分工作中
,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从以
_

L的款敲出发
,

我俩检阴了可能觅到的关于北大平洋西部的广大水域海藻区系

文献
,

而把
_

L 面所提的 7 个海区划分为 16 个地区
,

并概括地介招每一个海区或地区表面

水温
、

海流和 区系粗成的筒单情况 (参阴图 1 )
。

1
.

白令海 可以分为东西两区
,

东区属于北太平洋东部
,

不在本文尉萧范围内
。

第一区
,

白令海西区
。

即自白令海峡至堪察加半岛的东南岸
。

本区似白合海峡与楚

科奇海相速
,

亲潮寒流即发源于此海峡
,

沿堪察加半岛南下
。

冬季大部地区 为冰遮盖
,

平

均表而水温都在冰点以下
,

其他季节也均有浮冰出现
。

水温北部低
,

向南逐渐增高
。 8 月

份
,

白令海峡附近 (16 8
“

5 8
‘

w
,

67
”

31
‘

N )平均表面水温为 2
.

2 ℃
,

在科曼 多尔草岛附近

(] 6 7
O

E
,

弓, “
N )为 7

.

5℃
,

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 (1 5 9 “ 1 1
’

E
,

弓2 0 5 1
‘

N )为 12
.

5℃ 11 1 1。

对这一区的区系
,

K ie llm
a n

(1 5 5 9 )
、

同村 (1 9 2 5 )
、

E
.

C
.

3 “H o B a (1 9 3 3
,

1 9 4 0
,

1 9 5斗)
、

永井 (1 9刊 )和以an oB a (1 9斗8 )曾先后进行过稠查研究
,

大部分工作是集中在堪察加半岛

的东岸和东南岸及科曼多尔草岛
。

全区共有海藻 21 9 种
,

的有 3 / 斗的种类与白合海东区

(阿拉斯加
、

阿留申草晨 )的种类相 同
。

本区区 系主要为寒带性种类所祖成
。

本 区的特有

种类有 s tr 己户to 户人夕11“ m s户ir a le
、

I r id a e a

川户re
c人tia , a 、

p tcr
o , i户左o n ia 人a o a ta

和 D
e

俪
s e r ia

‘o , , Zm a , d o
re , 5 1,

等
。

n
.

鄂霍次克海 为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和日本的北海道北岸所包围
,

形成一个南北

较长的海
。

北部和东南部分别为东窿哈林寒流和亲潮寒流的流域
, 2 月的平均表面水温

在泳点以下
,

其他季节也有浮冰漂流 ; 西南端又受对思暖流末梢的影响
。

全区共有海藻

2 9 ‘) 种
,

多数属于寒带种类
。

本海区可分为北区
、

东南区和西南区
。

第二区
,

鄂霍次克海北区
。

占有鄂霍次克海艳大部分地区
,

自堪察加西岸握禺加丹州

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 的北部至窿哈林岛东岸
。

秋季开始有陇哈林寒流自北方沿窿哈林岛

东岸南下
。

冬季大部地区常被冰所遮盖
,

全区平均表面水温都在冰点以下
。

夏季西北

部的鄂霍次克附近 (14 3
“

1 1
’

E
,

59
“

1斗,N ) 8 月表面水温为 n
.

7℃ ; 窿哈林岛东北 端附近

(2 4 4
“

E
,

, 4
“

, 6
‘

N )为 1 1
.

i oc
,

堪察加半岛西南部 (1 5 ,
“

1 5
‘

E
,

, 3
“

1,
’

N )为 9
.

, oc l, ‘] ,

向南水

温略有提高
,

在 1 5 0
O

E
,

, o
“

N 处的海面上为 1 1
.

, ℃ [‘1] 。

最南部可达 1 , oc [‘, ] 。

在本区进行过海藻区系工作的有 E
.

e
.

3 o H o B a (19 3 0
,

1 9 5 4 )
、

以 a n 0 B a (1 9 4 5 )和时

田 (1 9 5 斗)等
。

他佣的工作主要是在大珊塔尔岛和窿哈林岛东岸
。

本区共有海藻 2 13 种
,

占鄂霍次克海海藻种类总数的 7 2 多
,

种类多属寒带性
。

地区的特有种类有 H * er
口
、姗

月

d ‘, 二。lla 乃a tto ria n a 、

L 4 m i, a ,
·

ia e n 了if
o r m 行

、

P“g 口 tia Pa l二 a tifo li‘z
、

M 口m br a 二 o Pter
a r o b b 己 n 论n , i、

和 尸o zy c o

翔 , e ‘e o tic u za ta

等
,

其中 H o ter
o

二u n 介
r ; e zza 为本区的特有属

。

第三区
,

鄂霍次克海东南区
。

千岛摹岛但不包括南部的瘴钠施尔岛西岸
。

本区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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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峻甫 : 北太平洋西部海藻区系的区划简短

的东岸海而
一

L都漂浮有来自白合海的浮冰
,

为弦大的亲潮寒流所流过
。

此外
,

在夏季
,

随

哈林寒流自藤哈林晨东岸南下时与北
_

L的对思暖流一支末梢互相接触混合
,

沿着千岛翠

岛北
_

尸16]
。

千晨覃岛南北各岛的水温很不相同
。

以夏季为例
:
千岛北部的帕腊木施尔岛

的水温为 7. 7 ℃ ;中部扁鲁普岛为 3
.

8 ℃ ;南部的伊土鲁朴岛为 12
.

5一14
.

5 ℃
。

千岛中部岛

屿的水温特别低 t,6]
。

对这区的海藻区系
,

永井(1 9斗。一1 9 4 1 )曾进行过专萧性的研究工作
。

在永井么前 Po
。-

一

te l。 e t R u p r e e h :
(1 5斗。)

、

R u p re e ht (1 5 斗s , 1 5 , i )
、

宫部(1 9 2 5 )
、

宫部与永井(1 9 3 3 )
、

山田

(1 9 3 , )等等都曾进行过一些稠查研究
。

此外在远藤11 川和同村圈的报导中
,

也有一些零星

的豁录
。

全区共有海藻 1 72 种
,

占鄂霍次克海海藻种类总数的 58
.

1务
,

以寒带种类占优

势
。

本区的种类与鄂霍次克海北区的有所不同
。

以兄布目的种类为例
:
本区有兄布属 12

种
,

北部有 7种
,

但两地相同的只 肠。 ina ri 二 l口叮t’P。和 L
.

oc 加
ten 了行两种

。

C y o a 幼a

ere fi b
-

,
·

o , 4 、

C
.

j矽
o n ic a 、

Ple ur
o Pter

u m Pa r a

而
e u 。 、

Po
r P人岁a ta , a 、

R h o 浮o c 人o r to n 反u r i俪把 和
才n ti动

a o n io n 从 fm 召。u r a n “m 等种是这一区的特有种类
。

第四区
,

鄂霍次克海西南区
。

范围很小
,

包括陇哈林岛南端的阿尼瓦湾
,

北海道北岸

和犀钠施尔岛西岸
。

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受对思暖流末梢和东窿哈林寒流末梢的影响
,

冬

季平均表面水温 > 0一 1℃
,

夏季水温此鄂霍次克海其他部分都较高
,

如阿尼瓦湾的水温

8 月为 17
.

6 ℃ [80 ] ,

库钠施尔岛的康钠施尔海峡沿岸的夏季 (7 月下旬一8 月上旬) 水温为

16
.

3℃
,

北海道拉彼鲁效海峡沿岸的宗谷
,

夏季(7 月下旬至 8 月
_

E旬)水温为 18
.

8 ℃饰Jo

这一区的海藻区系主要工作者有永井 (1 9 4 0一1 9 4 1 )
、

E
.

C
.

3 H H O B a (1 9 , 4 ) 和时 田

(1 9 ”4 )等
。

此外在 P o , te l, e t R u p r e e h t
(2 5 4 0 )和 R u p r e e h t (1 8弓1 )的报导中

,

也有一些靓

载
。

全区共有海藻 19 4 种
,

占鄂霍次克海海藻种数 的 6 5
.

5 多
。

本区寒带和亚寒带种类之

外
,

简杂少数南方来的暖流种类
,

例如铜藻 (sa rg
a
二“二 肠rn 。力

。

这种南方种类能够分布

到这样高释度地区显然是与对禺暖流有关
。

永井把铜藻列在北温带一亚寒带拿里
,

但我

俩献为把它看做是北温带一北亚热带种类此较合适 ; 可以肯定
,

它是随着对思暖流而向北

分布的
。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 E
.

C
.

3朋oB 护7] 在报告中提到陡哈林岛南端的阿尼瓦湾产

有 M ac )’o
‘

声tis Py
r if己

犷a
和 M

.

an g ““ifo lz’a
,

这两种南半球的和美洲的亘藻在本区的发现具

有一定的意义
,

但时田 [801 在同一地区系却没有这两种的祀载
。

11 1
.

日本海 为苏联滨海地区
、

朝解东岸和 日本北海道至九州北岸的 日本海沿岸所

包围
。

全区南北长
、

东西略窄
,

大休上呈一舫捶形
,

沿岸海况此较复杂
,

东岸为对思暖流

流域水温较高而西岸大部分为里四寒流流域
,

水温较低
。

例如
,

西北部地区的海参威为

一近于半年期简的封冻港
,

而位于同樟度东北部地区的北海道小檐却是全年不见冰的港

口 ‘工,幻。

整个海区共有海藻 5 27 种
,

种类的粗成较为复杂
,

可分为 4 个地区
,

第五区
,
日木海东北区

。

指 日本北海道西岸
,

属对思暖流流域
,

但在多季也受到寒流

的一定影响
,

浮冰可达北部的礼文岛和利虎岛附近1) 。

因此
,

北海道西岸的北部水温稍低
,

但中南部的港 口均为全年不冻港
。

北海道西岸的表面水温平均值 2 月为 1一 6 oC
, 8 月为

2 0一2 3 ℃。6] 。

l) 根据地图出版社蝙制的世界地图集(1 95 8 )第 8一 , 图版
。



海 洋 与 湖 沼 2 卷

对本 区区系进行工作的只有长俘川 (r 9 4 9 )
、

山田与木下 (2 9斗s)和湘川 (1 9多6 )等
。

其

他耙录多散兑于远藤
、

同村和山田的文献中
。

本区共有海藻 12 8 种
,

占日本海海藻种数的

2 4
.

3形
,

樟度虽与日本海西北区相似
,

但显布 目的属
、

种甚少
,

只有 6 属 8 种
,

没有翅藻属

(Al o l’a )和解曼藻属 (K间枷an 河l的的种类
,

显布属有 3 种 :
鹿角菜目的墨角藻属也没有分

布到这里
。

本区的海况和海藻种类与第四区有相似之处
,

但亚寒带性较弱
。

裂叶思尾藻
、

酮藻和裙带菜等温水指标种类都有耙录
。

本区的特有种类稀少
,

已知者只有 。
·

ijf it 厉ia

加 te 1’O cl ad
“ 。

Co “oP 肠1’a 为 日本海东北和西北两 区的特有属
。

第六 区
,

日木海西北区
。

从苏联鞋鞍海峡东西沿岸
、

滨海地区至朝鲜东岸江原道中部

豹 37
0

30
‘

N 处
。

这一带有沿随哈林岛西岸南下的里P日寒流
,

海面的浮冰最南可达图俩江
口 ,

因此
,

水温较低
。

例如
,

海参威的水温 2 月为 一 1.8 ℃
, 8 月为 20 一21 ℃t4l1

。

整个地

区
,

冬季 (2 月平均 )水温为 < 0一 1℃
,

夏季 8 月为 16 一23 ℃叫
。

在本区进行过海藻区系工作的有 C o tto n
(1 9 0 6 )

、

同村(1 9 13 )
、

E
·

C
.

3 “H o B a (1 9 2 5
,

I Q斗。
,

z Q 弓斗。)
、

以
a rjo B a (19 4 5

、

1 9 5 7 )
、

以a n o B a H Ce JI H 玖K a 只 (1 9 , 7 )
、

以a n 0 B a 等 (19 , 7
、

19 , 7a )
、

A. 几 3朋OB a (1 9 , 4 )等
。

这些藻类学家在本地区的工作
,

除朝解境内的一段地

区外
,

作的都比校仔韧
,

稠查和采集的地点也此较多
。

本区共有海藻 36 7 种
,

占日本海海

藻种数的 69
.

6 多
,

海藻区系有不少亚寒带成分
。

显布类的属种甚多
,

舒 7 属 22 种
,

其中兄

布属 9 种
,

翅藻属 6 种
,

两种互藻也在鞋鞋海峡发现
。

此外鹿角菜 目的墨角藻属也有两

种
。

所有这些种类都极少兑于 日本海其他地区
。 s r了c 乃砂

。 , t’a 为本 区的特有属
。

第七区
,

日木海西南区
。

包括朝解东南岸
,

即从朝解江原道的竹边附近 (豹 3夕
“

30
’

N )

辉釜山至丽水海湾
。

本地区有对思暖流的一个小支流自对思海峡分支沿朝解东岸北上
,

因而这一带水温较高
,

平均水温冬季 2 月份为 2一10 ℃
,

夏季 8 月份为 23 一 2 5℃ 116]
。

这一地区的海藻区系工作极少
,

仅有 e o tto n
(1 9 0 6 )

,

同村 (29 1 3 )和 G ru b b (1 9 3 2 )等很

不全而的报导
。

根据祀录
,

本区只有 86 种
,

占日本海的海藻种数的 16 拓
。

在本区海藻区

系种覃的粗成 中
,

暖水种类的比例比 日本海东北 区高
。

在朝解半岛的东南岸还出现了一

些亚热带的种类如大团扇藻(尸ad ina ar b or 。偌。)
、

铁甸菜(I动 19。 口

如m “ra i) 等
。

第八区
,

日本海东南区
。

包括 日本本州西岸及九州西北岸
。

这一带有校孩大的对思

暖流辉过
,

水温自北向南逐渐增高
。

例如
,

一

本州西岸的北部
,

其表面水温平均值 2 月为

, 一9 ℃
, 8 月为 2 斗一 Z o oc [“了,

而本州西南端的川夙呻 (豹在 1 3 1
“

E
,

3斗
“

2 ,
‘

N 附近 ) 2 月

为 12
.

1℃
, 8 月为 2 6

.

1℃
。

整个地区
,

平均表面水温冬季 2 月份为 7一13 ℃
,

夏季 8 月为

2 3一2 7 ℃ [1 61。

在本区进行过海藻区 系工作的
,

有高松(1 9 3 8 , 1 9 3 9 )
、

大息(1 95 2 )
、

漱川(1 9 5 6 )以及同

村
、

远藤
、

山田等
。

全区共有海藻 2 10 种
,

占日本海海藻种数的40 %
。

在海藻区系种拿中
,

暖水种类占着极大的优势
,

冷水种类稀少
,

而亚热带和热带种类的此例数增加
,

特别表现

在本州南部和九州北岸
,

如 A二 to b “肠r,’a ca lyc
“

阮
、

c a t, l, 户。 a、云ig o a 、

e
,

o 左a m , , ,
·

a i
、

才。
·

盯、 t’l le
a

la
c
o at

“ 、

C 口己t’u m cy lt’,z 山
口

矛‘“m
、

A ‘

痴
口。该‘左衍 fra

g 汀i了
、

G 召坛翔
。ra 加

,讼t’a 勿
、

G. fal ca 娜
、

Li 叮or
召

l’a Po o t’c 二
等

。

远藤以男鹿半岛为 日本海的 日本沿岸南北地区的分界技
,

但根据高松四对津郭华岛两岸的种类稠查
,

可似看出显布属的种类是以津视海峡为界
,

拜

不分布到本州西岸
,

相反 的 c洲衍Pa a m b咭ua
、

鸡册菜和海网藻等暖水种类却分布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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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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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不仅如此
,

这些种类不进入津翅海峡的本州沿岸
,

而津鲤半岛北岸也没有兄布属植物

发生
,

这就表明了男鹿半岛以北直至津朝半岛也应属于本区的范 围
。

这一地区的特有种

类很少
,

有 Ja
n ia j

a 夕o n 萝c 。等
。

IV
.

日本太平洋岸海区
。

根据 日本藻类学家远藤和同村的一致意兑
,

本区划 分为

南
、

北两个地区
。

这两个地区共有海藻 , 22 种
,

在海藻区系性厦上有显著的不同
。

第九区
,
日本太平洋岸北区

。
日本北海道东岸至本州北部金华山附近

。

这一带属亲

潮寒流流域
。

亲潮寒流在冬季越过金华山至犬吠呻
,

在夏季则受北
_

L 的黑潮暖流的压力
,

只达金华山附近
,

南北两个地区的分界点
,

显然是在金华山与犬吠呻之简
,

但究竟在金华

山附近还是大吠呻附近
,
目前肯无足够的青料加以肯定

。

这一带的水温较低
,

北海道东岸

(1 4 ,
“

3 0
’

E
,

4 3
“

0 2
‘

N ) 2 月的表面水温为 一 1
.

7 oC :
其附近(1 4 ,

“

, o
‘

一 , ,
‘

E
,

4 2
”

4 3
‘

一 5 0
’

N )

8 月为 1 3. 7一 1弓.2 ℃ 111 长 本州北部 的东 岸表 面水温略高
,

平均值 2 月为 5一 7℃
, 8 月为

20 一21 ℃
。

根据 20 年的平均
,

本地区的表面水温冬季 2 月份为 < 0一 8℃
,

夏季 8 月为 16 一

22 oCf 16]
。

这区的区系工作
,

散觅于远藤
、

宫部
、

同村
、

山田
、

高松等人的文献中
。

全区共有海

藻 1 94 种
,

占日本大平洋岸海区海藻总数的 37 .2 多
。

在海藻区系种拿的粗成中
,

寒带和亚

寒带种类较多
,

有些是分布于鄂霍次克海的种类
,

如 La m i“
,
t’a 卯“”sir

、
L

.

IOn g ip ed al 行
、

汉la
; ia 夕r a o zo n g a 、

犬介zzo a , io zza g y r a t。等
。

津袒海峡的下北半岛北岸有显布属种类的发

生
,

但也出现了一些温水种类
,

这标志着这个地点是寒暖流交汇的处所
。 A 袂es ip人y c。 是

本区的特有属
。

第十区
,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

。

自日本本州北部的金华山么南至九州南端
,

这是张大的

黑潮暖流流域
,

水温较高
,

安房南端(豹在 14 0
“

E
,

35
“

N )
, 2 月水温为 12 一16 ℃

, 8 月在

2 5℃以
_

L
。

九州南部东岸的表面水温平均值
, 2 月为 16 一 1 7℃

, 8 月为 26 一27 ℃
。

整个

地区 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份为 8一17 ℃
,

夏季 8 月份为 22 一27 ℃王16]
。

本区的海藻区系

工作最多
,

散觅于远藤
、

周村
、

山田
、

潮川等人的文献中
,

共有海藻 4 51 种
,

占全海区种数的

86 .4 拓
,

海藻区系种草的粗成以暖水种类为主
,

但亚热带和热带种类在九州东岸和伊豆七

岛
、

八丈岛等地的此例较夫
,

瓦日本海东南区的海藻区系亚热带性更孩
。

藏藻属 (ca
“

Ier.
Pa )有 11 种之多

,

此外
,

海扇 (U do
t ea )

、

海掌藻 (H a ll’m ed 的
、

释毛藻 (c 人le r
od ~

众)
、

拟释毛

藻 (价eu do 动lol ,o de 了。行)等热带属的类种也有分布
。

本区的特有种类极多
,

如 H心口p左刃爪m

左u r o , 人io e , 了e 、

s a r g a
o u m , a c e 、o , “m

、

5
.

孵n d o i
、

Ya ta b o lla 人io u , a 、

C ru 万乙粼众 ja Po o t’c ; 、

Y a m a d a ia m 己lo b“io id 口了
、

H a ly m 巴, ia Po

ly d a c ty la 、
H

.

r o tu , d a 、

C y rt ym e n 衍 ‘夕a 灯a 、

A 用 a n , ia

m i打u ii
、

L a u二n c t’a a m a右i价
、 G 心lid io娜行 人a c人iio o n

价等 5 0 余种
。 Y a ta b 亡lla 、

介, ; 弓a t’a 和

Rk od oc 肠rt on oP示是本区的特有属
。

V
.

黄海
。

包括黄海与渤海
,

后者是我国的内海与北黄海紧邻
,

以老铁山握庙岛草岛

至蓬莱的一技与黄海分界
,

但从海藻 区系角度看来
,

渤海基本
_

上是黄海的一部分
。

本海区

共有海藻2 21 种
,

可划分为东西两个区
。

第十一区
,

黄海西区
。

北起鸭椽江 口 ,

南至长江 口的中国沿岸
。

本区渤海湾内岩石岸

稀少
,

黄海的南部
,

自速云港以南至长江 口也完全为淤沙堆积
,

郎有名的五条沙 ;其他部分
都以痴藻瘾务宝g 本区受大陆气候的影响

,

在西部
, “中国沿岸流

, ,

自渤海湾握山东牢岛

南下l10]
,

在东部有西朝解海流沿朝解半岛西岸北
_

L
,

可以达到辽东半岛 [v1 。

这一地带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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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温相差很大
,

渤海北部表面水温平均值 2 月在 o℃ 以下
, 8 月达 24 一25 ℃ 1161

,

胶州湾

表面水温的四十年平均值 2 月为 2. 2℃
, 8 月为 26 .5 ℃ t1l

。

整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多季 2 月

为 < o一 6℃
,

夏季为 2 4一2 7℃ f, 7 1
。

有关海藻区系方面的工作
,

有 M
a rte n ,

(1 8 6 6 )
,

D e be a u x

(1 5 7 , )
、 G 叩p (1 9 0 4 )

、 C ol lin s

(1 9 1 9 )
、 R e in b d d (1 9 1 9 )

、

H o w e
(1 9 2 4

、

1 9 3斗)
、 G r u b b

(1 93 2 )
、

曾呈奎和其合作者[s.9 s]
。

本区已定名的种类有 20 4 种
,

占黄海种数的 92 .3 拓
。

海

藻区系的种草粗成主要为温水种类
,

特有种类有 Mo 。价
口二 a ll’ta

口即后
、

Po , 人yra m ar g l’-

”“‘a
等 6 种

。

第十二 区
,

黄海东区
。

指朝解西岸及西南岸
,

从鸭禄江口至丽水和济州岛
。

本区有黑

潮暖流的一个分支流即西朝解海流自济州岛附近沿朝解西岸北
_

L
。

西南岸夏季的水温较

朝解东岸略高
,

但多季水温则较低
。

黄海道的巡威岛
,

其表面水温 2 月为 1. 9℃
, 8 月为

21 .1 ℃ ; 雏岛 2 月为 3. 2℃
, 8 月为 2 1 .5 ℃ ; 济州岛 2 月为 1 2. 2℃

, 8 月为 23 .8 ℃1101
。

水

温现象表明济州岛受暖流的影响此其他地方为重
。

整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为

2一16 ℃
,

夏季 8 月为 2 3一25 ℃ [1e]
。

在本区进行海藻区系工作的只有 C ot to n (1 91 9 )
、

同村

(1 9 13 , 1 9 3 6 )和 G r u b b (1 9 3 2 )等共氯载T , o 种
,

占黄海区种数的 2 2
.

6拓
,

大部分种类为

温水种
、

铜藻分布至黄海道
、

济州岛附近有不少温水种类如鸡肠菜
、

敛甸菜
、

半叶思尾藻
、

乳节藻(G a

俪韶ra fa lca
ta )

。
目前本区还没有发现特有的种类

。

V l
.

东中国海
。

北面与黄海速接
,

南以福建平潭到 台湾富青角一梭与南中国海为界
,

东面为琉球幕岛
,

可分为东西两区
,

共有海藻 37 2 种
,

东西区的区 系粗成有很大 的差

另叮
。

第十三区
,

东中国海西区
。

为中国大陆沿岸即长江 口北岸海阴嘴至福建平潭
。

在福

建双攀岛至思祖岛一带 (120 一 121
“

E
,

26 一27
“

N )表面水温的平均值 2 月为 12 .5 ℃
, 8 月

为 2 7 .2 ℃l18]
,

整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为 7一1 4 ℃
,

夏季 8 月为 27 一28 ℃ [10]
。

在本

区进行过海藻区系工作的有 M a r te n s
(1 8 6 6 )

、

浙江省水产献脸锡 (1 9 3 6 )
、

曾呈奎 (1 9 3 6b ,

1 93 7 , 1 9 3 8 )等
。

本区共有海藻” 种
,

占东海海藻种数的 14 .2 %
。

根据 目前不完全青料
,

海藻区系的种草粗成主要为温水种类
。

关于区系性厦
,

北部属温带性
,

南部略有亚热带成

分
。

Mo no 枷m a 。。ifo lia 为本区的特有种
。

第十四区
,

东中国海东区
。

甘本九州西岸
,

琉球拿岛
,

及我国的台湾岛北部的小岛
,

最

北的分界点在九州的平户岛附近
,

属弦大的黑潮暖流流域
,

水温甚高
,

平均 2 月为 20 ℃
, 。

月近于 28 ℃【1’]
,

台湾岛北岸以北的澎佳呜的表面水温 2 月为 2 0℃
, 8 月为 27

.

8℃ [1e ]o 整

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为 15 一22 ℃
,

夏季 8 月为 2 7一29 ℃
。

这些高水温表明本地

区和西部的中国沿岸有很大的差异
,

也显示出与南海区的南部有些近似
。

在本区进行过

海藻区系方面工作的有山田 (1 9 3 4 )
、

山田与田中 (1 9 3 5 )
、

田中 (1 9 , 6 )
、

溯川(1 9 5 6 )等
。

全

区共有海藻 3 53 种
,

占东海区种数的 94 .9 多
。

其中
,

亚热带和热带种类较多
,

如伞藻 (A。
-

ta 占u za

ria )
、

藏藻
、

海掌藻
、

海扇藻
、

粉枝藻 (L i召9 0 , a )
、

麒麟菜(‘
c人己u m a

)
、

喇叭藻(7
’:‘f占i, a , ia

)

和海人草(刀妙
n。)等属的种类都有韶录

。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很少见到这些属种能够生长

在这样高樟度的地区
。

本区的特有种有 c 人a m a o d o
ris

o

rie
n t a z众

、

汉 , r a in 沂lzo a r i碱iu o n
价

、

C la d o 了iPh o n o

友
‘m u r a n u ; 、

N ‘。ia in tr ic a ta 、

T
r ic五0 9 10 , a Pa 户。n f“ , 5 11

、

H 夕。e n o n ‘ 纪 n “行
、

C
r y夕to Ple “ra 卿。m 乡r ; n a o a 、

W r ig 五t io lza lo o c h o o 口, , 众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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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n
.

中国南海
。

本区的范围很广
。

北面为台湾岛及福建南部和广 东 大陆 沿岸
,

南面为加里曼丹岛
,

东临菲律滨
,

西面为越南
、

遏罗湾
、

思来半岛等地
,

其中包括我国的

海南岛和东沙
、

西沙
、

中沙
、

南沙等珊瑚礁草岛
,

全区共有海藻 99 9 种
,

可分为南北两个地

区
。

第十五区
,

南中国海北区
。

中国大陆沿岸
,

即自福建平潭以南握雷州半岛至北部湾北

部
。

本区 由于受大陆气候和河流等影响较大
,

水温比同掉度的台湾岛南部为低
,

表面水

温 2 月在 17 ℃ 左右
, 5 月即升至 25 ℃ 以

_

E
,

夏季在 30 ℃ 以
_

E
)。

整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为 15 一19 ℃
,

夏季为 28 一29 ℃
”6] 。

有关这一地区的海藻区系工作有 J
.

A g ar dh

(1 5 4 5 )
、

M a r te n s

(1 5 6 6 )
、

D e b e a u x (1 5 7 5 )
、

e o tt o n (1 9 ]
,

5 )
、

e r u n o w (1 9 1 5一 1 6 )
、

有贺

(1 9 1 9 )
、

s e tc h e ll (1 9 3 1一 3 6 )
、

焦启源 (1 9 3 3 )
、

曾呈奎 (1 93 3 , 1 9 3 5
,

1 9 3 6 , 1 9 3 6 a ,

1 9 3 7一

3 5
,

19 4 0
,

1 9 4 2
,

1 9 4 3
,

1 9 4 3 。 , 1 9 4 4
,

i 9 4 4 a ,

2 9斗,
,

1 9 4 5 )
、

周楠生(1 9 5 0 )等
,

全区共有海

藻 1 93 种
,

占南海区海藻种数的 1 9. 3 %
。

本区的海藻多为亚热带种类
,

不少温带种类
,

钝

热带种类很少
。

特有的种类有 s a ; g a二u m 无城lo 打11
、

5
.

m c c
爪

, 。i
、

B a n g ia

bre
“ia r tic “la ta 、

牙犷a , g e厅a t叮lo r萝a , a ,

C a t。 , 。lla , u b “m b e lla t召 、

B o , t即
c人ia 左o n g 及

o n g 。, , 众、 L a u。。c ia ie j“。a ,

L
.

翔份“l若g削
、

L
.

lo n g fc a “
肠

、

L
.

动 i刀己n 了行
、

L
.

了“ b了im Ple 劣 、

H 口犷Po 了iP人o n ia c a“Pito 了a 、

万
.

, a m o ; a 、

尸o

lys i夕左o n ia g r a c iz行
、

c 五o n J : i“ 人a户御
o c za浮ia

等十多种
。

第十六区
,

南中国海南区
。

包括台湾岛
,

海南岛
,

东
、

西
、

南沙草岛
,

越南
,

退罗湾
,

属来

半岛
,

加里曼丹岛和菲律滨等地
。

台湾岛的樟度虽比本区其他地方高
,

但因受黑潮暖流

的剧烈影响
,

所以 自然条件和其他地方相似
,

水温越向南越高
,

台湾南部 2 月水温为 22 一

23 ℃ ; 同期在 94
“

04 ,E
, 5

“

35
‘

N 处 2 月水温高至 28 .5 ℃
2 )。 5

、

6 月份我国西沙拿岛礁湖内

的水温已升至 31 ℃ 以
_

尸
)。
整个地区的平均水温

,

冬季 2 月为 20 一29 ℃
,

夏季 8 月为

29 一> 30 ℃ [l6]
,

全年温差的幅度较小是本区的特点
。

对这广大海区的海藻 区系进行过稠查研究的有 w
e b e r v a n B o s s e

(1 9 13一 1 9 2 5)
、

山田

(]
一

9 2 弓, 1 9 4 2 , 19 , o )
、

闹村(z 9 3 r , 1 9 3 6 )
、

曾呈奎(1 9 3 , , 1 9 3 6 a , 1 9 3 8 )
、

曾呈奎与基尔巴特

(C
.

K
.

T se n g a n d G ilbe rt ,

2 9 4 2 )
、

e ilbe r t (1 9 4 2
,

19 4 3 )
、

D
a w s o n (19 5 4 )等

。

全区共有海

藻 8 94 种
” ,

占南中国海区海藻种数的 91
.

, %
,

热带种类 占耙对优势
。

向北如我国海南岛的

西北部和 台湾息的北部及西部等地
,

亚热带种类校多
,

简杂有少数温带种类
,

本区的特有种

类甚多
,

如 M ic r o d fc
却

o n n ig
二

c e n 了、

尸了‘“d o 右r y o

衍 P o r , a ,

C o d fu m P a Pilla tu m
、

D e r bo ia

a 犷才己 n u a ta 、

R o , 口 n 夕i刀g e a 刀左a tr a n g e n ,行 、
D 论 ty o ta d fla ta 扩a 、

L l’a g o

ro P左ila 即d o P汤夕t ic a 、
L z’a g o

ra

了J m a 口刀了行
、

G a la

湘u r a t, i己切a m 巴n 了行
、

G lo io P人10 己a c五i刀 口刀了众
、

S c f称a t’a b o 口犷g “口刀t’i 、 5
.

打萝n g
-

la n e n 了i了
、

G e lid l’e ll召 ‘Jn a ta 、

全it a 刀 o P五o ra Pu lc 人刀a 、 G y m 刀o g o n g姗 ~
拄时

、 R 无o j o P口lt 众

了e tc人e lli若
、

W r a o g e lia 人a i, a , e , : 众
、

G r
t’ff it五s ia m et c a lf红

、
D

a

理P人蔺la Plu m a

rio id“
、 p 坛 m a r

ia

ra m o 了召 、

乙a

ttre
n c ia p a z行a ja

等数十种
。 L t.a g o r o p汤iia 为本区的特有属

。

l) 根据我所植物研究室广东稠查队 1 9 55 牟分别在上川岛和龙阴的水温稠查能录
。

2 ) 由于缺乏焉来半岛东岸的水温登料
,

特弓!用篇来半岛西岸
,

苏阴答腊北岸的材料山
】以作参考

。

3 ) 根据我所植物研究室西沙草岛翎查队 19 5 8 年在永兴岛的水温稠查氯录
。

斗) w eb e r
va

n

Bo ss 。
(19 13一 192 幻报告了禹来军岛产海藻 73 5 种

,

她所指的篇来覃岛范围斡广
,

估静这一带种

类相似
,

故将其种数全部枕静于本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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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区海藻区系的基本性臀

某一地区的海藻区系是在当地海洋环境无数年代的粽合影响
一

F形成的
,

是历史和地

理的产物
,

而影响区系粗成的海洋环境条件主要是表面海水温度和表面海流 ;这些渝点在
_

L 面已握提到了
。

可以相信
,

在原始时候
,

一个地区的区系粗成是比较筒单的
,

但在历史

发展中
,

由于本地区种类的演化和握过海流的传播而引进其他地区的种类
,

区系的粗成逐

渐复杂化起来
。

当然
,

外区海藻能否在本区
“
安家落户

” ,

又要看它俩能否适应于本区的环

境条件
,

特别是表面水温
。

因此
,

海藻 区系的性盾决定于海流也决定于水温特点 ;不同海

流有不同的区系
,

而不同水温特点也会形成不同 的区系
。

归钠起来
,

海流有两个类型
,

在北半球
,

即是从北方南下的
,

水温较低的寒流和南方北
_

L的水温较高的暖流
。

因此
,

海洋生物可以概括地分为发生于北方的冷水性种类和发生

于南方的暖水性种类 ;
创

总的分布方向是北方种类随着寒流向南分布而南方种类随着暖流

向北分布
。

此外
,

还有一些发生于中简地带的温水性种类向南北两方面分布 , ’

几

气候影响了陆地植物的地理分布
,

因此
,

陆地植物区系根据不同气候带而划分为寒

带
、

亚寒带
、

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区系 ; 同样地
,

根据表面水温的情况
,

海藻区系也有类似的

划分
。

Se tch ell 根据对兄布类植物的地理分布的研究
, 沪

总桔出海藻的分布与表面海水温度

的夏季等高温拔的密切关系 [6s]
。

之后
,

他也款栽到冬季低水温对海藻分布的影响
,

但敲为

低温的影响是次要的 [6s]
。

因此
,

他根据温差把海洋划分为以下的 9 个温度带
: (1 )北寒带

< o一1 0 ℃ ; (2 )北亚寒带 1 0一 1 5℃ ; (3 )北温带 z , 一Z o oc ; (斗)北亚热带 2 0一2 , ℃ ; (, )热

带 2 5一30 ℃ (或 > 30 ℃) ; (6 )南亚热带 20 一25 ℃ ; (7 )南温带 15 一 2 0 ℃ ; (的 南亚寒

带 1 0一 1 5℃ ; (9 )南寒带 < o一 i o oc t“
·

69 1。

我俩基本上同意 Se tc he U 的渝点 ;但他的区划过分地重视平均高水温
,

而对平均低水

温 HlJ 重视不够
。

我佣款为
,

对北方种类来靛
,

没有疑简地
,

夏季的高温的确是最重要的 ;但

对
’

南方种类来羡
,

最重要的却是一年中的最低水温
,

因为宅俩的向北分布界限就决定于冬

季水温
。

例如
,

典型热带性的姗瑚礁
,

只能在月平均水温不低于 20 ℃ 而年平均水温不低

于 23
.

5℃ 的海 区形成 [41]
。

又如
,

根据我俩的初步观察
,

我国沿海肛树的生长最北达到福

建南部豹北樟 25
“ ,

冬季平均水温豹 巧℃
。

在藻类方面也有相应的例子
,

虽然没有象这

两 个例子显著
。

因此
,

区划的原则应当是对夏季的高温和冬季的低温抬予同样的重祝
。

Se tc he ll 款为 5 度温差对区系有显著限制作用
,

在 10 ℃
、

15 ℃
、

20 ℃ 和 25 ℃ 高温钱的区

系各有其特有粗成
,

越过每条 , 度温差的高温钱
,

区系性盾有显著的改变 ; se tc hell 指出
,

艳大多数种类主要的只生长在一个 5 度温差范围
。

根据 Se tc

he n 的意兑
,

这个 5 度温差代

表每一种生物生殖的最适宜温度范围
,

此外
,

再加
_

E S 度
,

共 10 度
,

就可以代表某一种生

物的生长和生殖及其他活动的最适宜温度范围喊
6 8. 钊

。

我俩基本同意 se tc hell 以
_

E 的箫

点
,

但我俩不同意他把南北寒带区系的温差范围固定为 10 度
,

而其他温度带区系的温差

范围定为 , 度
。

我俩款为在几个温度带区系之简
,

寒带区系和热带区系的温差范围都同

样地较温带区系窄
。

如果把每一个温度带限制在 5 度范围之内(温带温差 10 度 )
,

HlJ 几个温度带的高低温

度栈可以街接起来
。

但我俩款为这样来划分区系是不合理的
。

如果我佣只根据最高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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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月平均水温
。

这样的划分还有可能 ;但如果我俩把一年中的最高和最低的月平均水温

一起考虑
,

则这样的划分将发生很大困难
,

因为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
,

一年中的温差都在 ,

度以上
。

而且
,

生物的生长和生殖的适温范围是否都在 5 度以内很值得怀疑
,

特别是生长

的适温和生殖的适温一般都是不同的
。

如果以 5 度为生长生殖的最适宜温度的韶
,

那么
,

生长生殖的整个适温范围应当有 10 度甚至 15 度的幅度
。

因此
,

我俩敲为区系的划分
,

除

了以 5 度温差作为第一范围以外
,

应当在这范围的
_

L下各伸延 5 度左右为区系区的第二

范围
。

在这样
J

砖况下
,

区系的区与区之简的最高最低温度钱会有交差现象
。

根据上述原

刻
,

我俩建裁对 几个温度带的温差作如下划分
,

其中温差 工代表第一范围 (郎最适温范

围)
,
亚代表第二范围(郎适温范围)

,

南北半球都可以用同样原刻处理
:

1
.

寒带区 系
:

(I)( o一 5℃
,

(11) < o一 1 0 ℃
。

2
.

亚寒带区系
: (x), 一 1 0℃

,

(11)o一 1 5 oC
。

3
.

温带区系
: (I)1 0一2 0℃

,

(11)5一2 多℃
。

斗
.

亚热带区系
: (x)2 0一2 5 ℃

,

(11)1 , 一3 0 ℃
。

5
.

热带区系
: (r )2 , 一 > 3 0 ℃

,

(Ix)2 0一 ) 3 0℃
。

在以
_

L S 个温度带中
,

寒带和热带的种 类分别发源于年温 差在 > 0一 5℃ 和 25 一

> 30 ℃范围的地区
,

但在历史发展中
,

分BlJ 向南方和北方(根据北半球的情况 )分布而它俩

的适温分别提高到 10 ℃ 和 20 ℃
。

亚寒带和亚热带的种类分别发源于年温差在 5一10 ℃

和 20 一2 , ℃ 范围的地区
,

在历史发展中向南北两方向分布
,

但由于海流的关系
,

主要的分

布方向是前者向南而后者向北
,

逐渐的它佣的适温前者扩大到年温差在 。一 ]
_

5 ℃ 范围的

地区而后者到 1 , 一30 ℃ 地区
。

当然
,

也有可能爵多所硝亚热带种类发源于热带地区 (年

温差在25 一30 ℃)
,

但适温范围已握扩大到 1 , ℃ ;在这样情况下
,

我俩款为可以把宅佣列入

亚热带种类
。

亚寒带种类也可能有同样情况
。

发源于年温差在 10 一20 ℃ 范 围的中简地

区的种类就是我俩所列为温带 区系的种类 ;
”

乞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

适温范围上下都有扩

张
。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
,

温带 区系可能还可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区系
,

前者适温范围

5一2 0℃ 而后者适温范 围 10 一25 ℃
,

但从整个中简性的温带区系看
,

这个区系比较复杂
,

适温范围可以放竟到 5一25 ℃ 共有 20 度的温差
。

在
_

L而渝点的基础上
,

我侧可只进一步地根据年温差研究北 太平洋西部 16 个地区的

区系性盾周题
。

关于这些地区的年温差青料
,

我俩靓为可以利用填田皖次的冬季 2 月份

和夏季 8 月份表面水温的 20 年平均值
。

但还有一个简题需要考虑 ;这就是关于海流对区

系性厦的影响
。

海流与区系性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对表面水温和种类分布两面的影响而

产生的
。

关于表面水温的决定性意义
,

在
_

卜面已握祥翩改到了
。

对于种类分布的影响也

是很明显的
,

因为无渝寒带性和亚寒带性种类的向南分布
,

或者热带性和亚热带性种类的

向北分布
,

或者温带性种类的向南向北分布都是离不开海流的影响的
。

因此
,

在寒流流域

的南部
,

区系的寒带性和亚寒带性的成分要比根据表面水温所显示的应有的此例大
,

而在

暖流流域的北部
,

区 系的热带性和亚热带性的成分也比应有的此例大
。

这是由于生物的

生长并不一定局限于全年的温度差都在它的生长生殖适温范围内的地区
,

因为如果在某

一个地区一年中具有足够的适温期简可以能某一种生物生长并进行生殖
,

而在非适温期

简它能够以休眠式的抉态保持生命渡过
,

那么
,

没有理由这种生物不可以分布到它的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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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去
。

这也就是 se tc ha U 所提起的某些种类由一区侵入另一区的分布现象网
。

区系的性

盾决定于宅的粗成
,

因此
,

如果某一个区系粗成种类中的寒带
、

亚寒带性成分很大
,

但管水

温特点是温带性
,

区系性盾还是应当列为亚寒带性较为合适
。

当然
,

在 目前要把所有的海

藻种类都准确地确定宅俩的性盾还是有困难的
。

因此
,

我们欲为粽合地考虑到地区的年

温差和敲地区的种类一般性盾以确定区系的性质是此较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

根据以 L的

渝点
,

我俩对这 16 个地区的区系性盾提出以下的看法
:

1
.

白合海西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 以下到夏季的 2一13 ℃
。

.

根据水

温情况
,

区系性厦以寒带性为主
,

亚寒带性为副
,

拮合海藻种类的分析
,

区系性盾属寒

带
。

2
.

鄂霍次克海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 以下到夏季的 10 一15 ℃
。

根

据水温情况
,

区系性盾似以亚寒带为主
,

但如参照本区海藻种类的情况刻区系应以寒带性

为主而以亚寒带性为副
。

3
.

鄂霍次克海东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多季的 。℃ 以下到夏季的 8一15 ℃
。

根

据水温情况
,

区系似以亚寒带性为主
,

同时具有寒带性
,

但如同时考虑到海藻种类的情况
,

刻区系应以寒带性为主而以亚寒带性为副
,

而且寒带性要比第二区张一些
。

斗
.

鄂霍次克海西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 0一 1℃ 到夏季的 15 一19 ℃
。

根据水温情况
,

区系性盾似介于亚寒带和温带之简
,

但如考虑到海藻种类的情况
,

lllJ 区系

应以亚寒带性为主
,

但管有一些温水性种类的存在
。

5
.

日本海东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1一6 ℃ 到夏季的 20 一23 ℃
。

根据

温差情况和海藻种类情况
,

区系具有温带性
。

6
.

日本海西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 0一 1℃ 到夏季的 1 6 we 2 3℃
。

根

据水温情况
,

区系性盾似属温带
,

但如同时考虑到海藻种类情况
,

4lJ 区系应以亚寒带性为

主
,

温带性为副
。

7
.

日本海西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2一10 ℃ 到夏季的 23 一25 ℃
。

根据

水温情况
,

区系似属于温带 ;但如参照海藻种类的情况
,

则区系除了温带性以外
,

在南部具

有一定的亚热带性
。

8
.

日本海东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多季的 7一13 ℃ 到夏季的 23 一2 7 ℃
。

根据

水温情况
,

区系性盾似属于温带并带有一些亚热带性
。

但如参照海藻种类的情况
,

刻区系

应以亚热带性为主而以温带性为副
。

9
.

日本大平洋岸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 0一 8℃ 到夏季的 1 6一2 2 ℃
。

根据水温情况
,

区系似属于温带
,

但如参照海藻种类的情况 4lJ 区系应是以亚寒带性为主
,

温带性为副
。

10
.

日本大平洋岸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多季的 8一17 ℃ 到夏季的 2 2一27 ℃
。

根据水温情况
,

区系似属于温带和亚热带
,

但如果参照海藻种类的情况
,

刻区系的性厦是

似亚热带性为主
,

而且在南部区系还具有一定的热带性
。

这一地区的亚热带性要比第 7
、

8 两区的南部弦得很多
。

n
.

黄海西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o一6℃ 到夏季的 2 6一27 ℃
。

根据水温

情况和海藻种类的性厦
,

区 系属于温带性 有的科学家欲为这地区的生物区系属于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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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我俩不同意这种看法
。

12
.

黄海东区
。

本 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2一12 ℃ 到夏季的 23 一25 ℃
。

根据水温

情况和海藻种类性质
,

区系属于温带性
,

但此之第 n 区具有较多的亚热带成分
。

1 3
.

东中国海西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7一14 ℃ 到夏季的 27 一28 ℃
。

根据

水温情况和海藻种类性盾
,

区 系属于温带性但也略具有一定的亚热带成分
。

1 4
.

东中国海东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15 一2 2℃ 到夏季的 2 7一2 9 ℃
。

根

据水温情况
,

区系似具有亚热带性和热带性
。

但如果参照海藻种类的性质
,

RlJ 区系性盾基

本
_

七属热带
,

只在本区的北部
,

区系具有一定的亚热带性
。

1 ,
.

南中国海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1 5一19 ℃ 到夏季的 28 一29 ℃
。

根

据水温情况
,

区系属于亚热带性
,

但如分析海藻种类的性盾
,

则区系性盾除亚热带性外
,

还

具有一定的热带成份
。

1 6
.

南中国海南区
。

本区水温变化范围从冬季的 20 , 2 9℃ 到夏季的 29 一30 ℃ 以
_

L
。

根据水温情况和海藻种类性盾
,

区系属于热带
。

根据这 16 海藻区系区的相对寒带性和热带性
,

我俩可以把宅俩作如下的排列
,

其中

第 1 号表示最竣的寒带性
,

第 16 号最强的热带性
,

中简代表相对的寒带性和热带性
:

(1 )

白令海西区 ; (2 )鄂霍次克海东南区 ; (3 )鄂霍次克海北区 ; (斗)日本太平洋岸北区 ; (5 )日本

海西北区 ; (6 )鄂霍次克海西南区 ; (7 ) 日本海东北区 ; (8 )黄海西区 ; (9 )黄海东区 ; (10) 东

中国海西区 ; (1 1 )日本海西南区 ; (12 )日本海东南区 ; (1 3 )南中国海北区 ; (1斗) 日本大平洋

岸南区 ; (15 )东中国海东区 ; (1 6 )南中国海南区
。

四
、

衬 渝 和 桔 希

地区海藻区 系研究 目的之一是要通过区系粗成的研究以了解它的特点以及与邻近区

系的关系
。

我俩在完成我国黄渤海海藻种类的叙述后
,

曾截图进行与北太平洋西部的有

关海区和地区海藻区系的比较研究
。

但我俩很快就发现
,

对这个广大水域的种类非常丰

富的区系迄今还没有满意的区划
。

在这简题
一

玩虽然也有不少藻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看祛
,

但总的挽来
,

有的区划过于能枕
,

有的不全面
,

有的过于玻碎
,

有的甚至以政治区作为区划

的基础
,

失去了与自然地理的联系
。

因此
,

我俩熟为有必要对北大平洋西部的海藻区系区

划简题特别提出来研究
。

区系的区划必填能够反映自然的实际情况
,

因此
,

我俩款为
,

首先必须考虑到以海区

为区划的基础
,

因为每一个海区都有它的悠长历史
,

因而或多或少地会有宅的区系特点
,

一

甚至形成一些特有的地方种类
。

同时
,

还必填考虑到当地的海流情况
,

因为海藻的地理分

布现象主要是恢靠海流而形成的
。

这是由于海流把海藻的受精卵和抱子从一处带到另一

处所致
。

所以在同一海流的流域
,

烬管距离很长
,

流域的不同地区或多或少地会具有一些

共同特点
。

因此
,

我俩可以根据不同海区拮合海流情况而进行区划
。

这样根据地理条件

而进行的区划是比较能够反映区系的具实情况的
,

因为一个地区的海藻区系是历史和地

理条件的粽合影响的产物
。

但是两个邻近的海区和流域的界钱往往不易准确划分
。

在这种情况下
,

某些海藻的

分布可以有一定的启示 ; 因为根据某一些海藻在某一地区的存在
,

有时可以断定某一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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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达因而可以把这些种类作为某一海流的指标种类
。

原先广泛分布于某一温度带的某

些海藻
,

由于地质的变动可以形成几个孤立的分布地区 ;但它俩分布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受

了水温的限制
,

因此它俩也可以作为某一温度带的指标种类
。

例如
,

远藤吉三郎把九州南

端到台湾岛划作一个海藻区系区
,

但同村金太郎却把九州南端的佐多呻沿日本海至津樱

海峡划作一个海藻区系区
。

显然
。

这两位著名的 日本海藻学家对区系划分的意觅分歧是

很大的
。

根据热带性的海人草分布到九州 西南岸的颤岛这一个事实
,

我俩敲为九州西南

岸海藻区系的性厦与本州西岸在本盾
_

E是不同的
,

因而不能同意闹村的意晃而基本同意

远藤的意晃
。

根据以上的渝赶
,

我俩用海区 和海流为主要佼据并适当地考虑到某些具有指标意义

的海藻的分布情况
,

把北太平洋西部的六个不同封敛程度的海区和 日本的太平洋岸划分

为如 下的 16 个海藻区 系区
: (1 )白令海西区

,

(2 )鄂霍次克海北区
,

(3 )鄂霍次克海东南

区
,

(劝鄂霍次克海西南区
,

(的 日本海东北区
,

(6 )日本海西北区
,

(7 )日本海西南区
,

(s)

日本海东南区
,

(9 )日本大平洋岸北区
,

(1 0)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
,

(1 1) 黄海西区
,

(1 2 )黄海

东区
,

(1 3 )东中国海西区
,

(1斗)东中国海东区
,

(15 )南中国海北区和 (1 6 )南中国海南区
。

表面水温跟海流一样
,

是海藻地理分布的主要因子
,

因为海流确定了某一种海藻的受

精卵或抱子能否到达一个地区
,

而它介肺琶否在这地区萌发
,

生长以至
“
安家落户

”却决定于

当地的环境条件
,

其中最重要的是表面水温
。

因此
,

根据海藻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的不

同
,

可以把海藻划分为寒带性
、

亚寒带性
、

温带性
、

亚热带性和热带性种类 ; 海藻区系可以

根据宅的粗成种类的性盾而进行同样的划分为儿个温度带的区系
。

但不同温度带应当如

何划分却是一个存在的尚题
。

著名海藻学家 se tch ell 靓为
,

除了寒带区系以 10 度温差 (6IJ

0一 10 ℃ )划分以外
,

其他温度带均以 5 度温差进行划分
。

我俩款为
:
第一

,

根据实际情况
,

寒带与热带一样
,

一年中的水温变化很有限
,

没有理由拾以特别竟的温差
,

相反的
,

温带区

水温变化较大
,

确有抬以校竟温差的必要 ;第二
,

从地理角度看
,

严格地从儿度到几度划为

一个温度带而把一个温度带与另一温度带街接起来是有困难的
,

因为海藻生长
、

发育的适

宜水温范围一般不止 5 度而且在同一地点
,

除了寒带和热带以外
,

一年中的水温变化往往

超过 10 度
,

甚至 20 几度
。

因此
,

我俩熟为
,

每一个温度带区系除了最适宜的温度范围郎

第一温差(在这方面
,

温度带的水温是相街接的 )以外
,

还应当有第二温差 (在这方而
,

温度

带的水温是互相交差的 )表示区系及其粗成种类的适温范围
。

根据以上瑜靓
,

我俩对 16

个海藻区系区的温度带性盾提出了我俩的看法
。

根据以
_

L的对渝
,

可以把北太平洋西部的海藻区系按照不同海区及海流情况而划分

的 16 个区系 区
,

各区已知的海藻种类数
,

水温情况和区系性盾总拮为表 1
。

在表 1 的区系性盾栏内
,

可以看出在同一地区的海藻区系并不都是单钝地属于一个

温度带的 ;在这种情况下
,

同一区的第一个温度带表示区系的主要性盾
,

在括弧里面的第

二个温度带属于次要性质
。

例如
,

第二区的区系性盾
“ u B (L B)

”即“
寒带性(亚寒带性 )

”

表

示它主要是寒带性
,

但在南部具有亚寒带性
。

又如第 抖 区的区系性盾
“T R( s T )”郎 “热带

性(亚热带性 )
” ,

表示它主要是热带性
,

但在北部具有亚热带性
。

这些地区 区系的复杂性主

要是因为多数地区的范围还是很广大
,

往住南北的距离较远
,

性盾有一定的变化
。

因此
,

在进行各地区 区系研究时
,

还有必要进一步地划分为若干小地区以便于在本地区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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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
。

从海藻种类的发源地区看
,

可以把海藻分为三个类型
。

有的海藻发源于北方(以北半

球的种类而谕)寒冷海区而随着寒流向南方分布 ;这些北方种类可以禽是冷水性种类
。

有

的海藻发源于南方暖热海区而随着暖流向北方分布 ;这些南方种类可以羡是暖水性种类
。

还有一些海藻发源于中简地带而向南北两方面分布 ; 这些中简地带种类可以轰是温水性

种类
。

根据北大平洋西部的海藻区系情况
,

南方的暖流种类多属印度西太平洋区系而北

方的寒流种类属白合海
、

鄂霍次克海区系 ; 此外还有一些种类
,

包括裙带菜
、

鹅掌菜
、

铜藻

等我佣敲为可能是发源于中国东海的种类
,

也有一些日本海的种类
,

这些属于中简带种类

可款为是温水性
。

如果把这 16 个地区的区系性盾归钠起来
。

属于或主要属于下列几个温度带的地区数

字如下
:
寒带性 3 ,

亚寒带性 3 ,

温带性 5 ,

亚热带性 3 ,

热带性 2 。

在 5 个温带性区系中
,

除

了第 5 区
,

北海道西岸区可以锐是属于北方性以外
,

其他 4 区都属于南方性
。

因此
,

如果

把这 16 个地区区系粽合起来
,

剧主要有两个类型
,

即南方性和北方性的区系
,

其中南方性

区系占 9 区
,

北方性区系占 7 区
。

这视明了这广大水域受到的暖流影响
,

特别是黑潮暖流

及其分支流的影响超过了亲潮及其他寒流的影响
。

如果把这 16 个地区区系划分为北方
、

南方和中简性的区系
,

PlJ 中简性区系有 5 个
,

占相当大的部分
。

北太平洋西部的南方性海藻区系是广大的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系的一部分
。

这个区系

的种类非常丰富
,

总数在 1 0 0 0 种以
_

L
,

但在由南向北分布的过程中
,

种类逐渐地向北递

诚
。

北方性区系的种类较少
,

估舒不超过 ” 0 种
,

向南分布受了南方高温的限制
,

不渝在

太平洋或是 日本海
,

一般不超过 3 6一3夕
。

N
。

中简性区系虽然相当丰富
,

但具正发生于这

区域的种类较为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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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Pa e ifi e ha s be e n d iv ide d in to

the
fol lo w in g 16 flo ristic re g ion s :

1
.

v犷C ste r n B e rin g S e a ,

in c lu d in g the e a ste r n a n d so u the a ste rn c oa sts o f K a m c ha tk a
.

2
.

N o rthe r n o e ho tsk S e a ,

in e lu d in g the w e ster n c o a st of K a m e ha tk a ,
the O e ho : sk Se a e o a st

o f S o v ie t A sia tic m a in la n d an d the e a ste r n c o a s t o f Sa g ha lie n
.

3
.

S o u the a ste r n o c h o tsk S e a ,

in e lu d in g the K u rile Isla n d s , exc ep t the w e ste rn c o a st o f K u n
-

a siri Isla n d
.

4
.

S o u thw e s te rn

Oc ho ts k Se a ,

in c lu d in g the o e
ho tsk e o a sts b o r de r in g s o u the r n Sa g ha lie n ,

n o r the r n H o k k a id o a n d w es te rn K u n a siri Isla n d
.

5
.

N o rthe a ste r n Ja Pa n Se a ,

in e lu d in g the e n ti re w e ste r n e o a st o f H o k k a id o
·

6
.

N o r thwe
ste r n Ja p a n Se a ,

in elu d in g the e oa sts b o rd e rin g the

Ta
rta r Str a it ,

So v ie t M a ritim e

Pro vin哪
a n d e a stc r n K o re a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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