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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

宝福
(中国科学院悔洋研究所)

从 1 9 1 9 年到 1 9 4 9 年的 30 年简
,

中
、
日藻类学家Il0,

‘3,1 5,1 7,2
3一剐零星地报导过产于中国

钓紫菜共 斗种
: 圆紫菜 (尸

。

, 左y r a , u 云o r石ic u za ta K je ll巾
.

)
、

樱紫菜 (p
.

c r行p a ta K je llm
.

)
、

长紫菜 护
.

己e n ta ta K je llm
.

) 和甘紫菜 护
.

to n o ra K ie llm
.

)
。 1 9 4 9 年以后

,

比较系就的采

集和研究工作才正式开展起来
。

工作主要是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行的
。

在进行
一

甘

紫菜的生活史及其林状体阶段的研究的同时
,

曾呈奎和张德瑞 [5] 于 19 , 8 年发表了
“边紫

菜及其系兢学地位
”
一文 ; 除了发表新种紫菜一

一边紫菜 (P. ~ rg ￡na ta Ts en g et T. L

ch an g ) 外
,

并根据藻体边椽袖胞的特征
,

建裁把具紫菜亚属 (E uP or p左yr a

Ro
se
nv lng

e
) 分

为三祖
,

自p(i)全椽紫菜祖 (S
e e t

.

丑己e n ta ta T se n g e t T
.

J
.

C h a n g )
—

叶片全椽 ; (2 )束一J手条

紫菜祖 (se ct
.

D o ta t“

Ts
e
ng

e t T
.

J
.

C han g )
—

叶片边椽具一或数翎胞祖成的姗 刺状

突起 ; (3 )边椽紫菜祖 (se ct
.

M ar g io ta T
se n g e t T

.

J
.

C han g )一一叶片边椽为若干排退

化栩胞所祖成
。

19 6 0 年
,

张德瑞
、

郑宝福 [s] 发表了福建紫菜的一个新种
:
坛紫菜 (p

.

ha it an e。行 T
.

J
.

c ha ng
.

et B
.

F
.

zh en g ) 是属于刺边紫菜粗的
。

同时
,

朱家查
、

王素娟 [z1 发表了采 自浙江普

陀的一个新种
: 刺边紫菜 (p

.

de nt 如ar g ina ta C
.

Y
.

C hu et 5
.

C
.

w an g )
。

据称刺边紫菜

应属于边紫菜相
,

因为其边椽虽然有些刺状突起
,

但同时也有些退化袖胞
。

不过
,

从文中

的一些图片看来 ,’我们很怀疑刺边紫菜的这种形似退化的现象只不过是象坛紫菜一样
,

原

是 由于叶椽靠里部分的抽胞分生速度较边椽部分为快而使边椽部分的栩胞分布蛟为疏松

起来并处于比较紧张的拉力之下
,

有的甚至被拉成舫捶形的情形[51
。

所以
,

在没有深入研

究刺边紫菜的材料之前
,

我佣敲为还是把它置于刺椽紫菜祖较为适当
。

1 9 6 2 年
,

曾呈奎等川在福写
“中国握济海藻 图志

” 时
,

罗列了中国紫菜的握济种类共

七种
,

自p圆紫菜
、

榴紫菜
、

长紫菜
、

坛紫菜
、

甘紫菜
、

条斑紫菜 护
.

ye 肋。515 u ed a) 和边紫

菜
,

并分述了各种的产地和地理分布
。

此外
,

日本的田中刚 (T an ak
a ,

T
.

)网 还报导过在

中国产有列紫菜 (p
.

,
er iat

a

Kj ell tn
.

)
,

但并未祝明究竟产于何地
。

一
、

紫菜在中国沿岸的分布

粽合以上报导
,

中国紫菜握正式发表的共 9 种
,

自p甘紫菜
、

条斑紫菜
、

列紫菜
、

回紫菜
、

锡紫菜
、

长紫菜
、

坛紫菜
、

刺边紫菜和边紫菜
。

在这 9 种紫菜中
,

属于全椽紫菜祖的补有甘

紫菜
、

条斑紫菜和列紫菜 ;属于刺椽紫菜粗的有圆紫菜
、

漓紫菜
、

长紫菜
、

坛紫菜和刺边紫

菜 ;属于边椽紫菜相
.

的则只有边紫菜一种
。

* 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9 7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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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文献报导和我们 自己十多年来的锢查采集材料
,

我俏将上述 9 种紫菜在中

国从北到南的分布界限及其樟度列在表 1 。

但是
,
田中刚 [z2] 在报导中国的列紫菜时

,

并未

提出具体产地名称
,

故暂时无法在本文尉渝其地理分布6

表 l 中团紫菜翻种类的分布地区

在 我 国 沿 海 的 分 布
粗 别 l 种 类

全椽紫染粗

甘紫菜 只

条斑紫菜

列紫荣 只

t巴刀亡犷4

P
.

y e : o e , 2 了之‘

向北分布界限(撑度)

辽东半岛 (钓 3 9
。

一月O
O

N )

辽东半岛 (豹
、

39
。

一叨
。
N )

向南分布界限(裨度)

福建省厦r弓(2 4
0
3 0

‘

N )

浙江省嗓泅列 岛 (钓 30
。

叨囚)

J亡犷妻召 t口

索lJ椽紫菜粗

回紫染 p
.

, “b o r b ic r ‘la ta

翔紫荣 p
.

c r i, 户a t a

长紫菜 p 岔。。 ‘a ta

坛紫菜 p
.

人a i, a , e o si:

刺边紫菜 p
·

d e , , i。 : a r g in a z a

广东省台山县上
、

下川岛 (钓 2 1
。
斗0

‘

N )

广东省梅南崖县跌炉港 (18
。

加
‘

N )

香港 (豹 2 2
0
1 5

’

N )

福建省东山 (构 2 3
0
4 0

’

N )

浙江省普陀 (钓 2 9
0
5 0

’

N )

边碌紫菜粗 }边紫菜 p
, ,

洲邝io ta

山东省青岛(拘 3 6
0

N )

福建省霞浦 (构 2 60
‘

50 凶)

浙江省唾泅列岛(钓 3 0
0

40
‘

N )

浙江省嗓泅列 岛(钓 3 0
。

叨 ,N )

浙江省警陀(钓 2 9
0
5 0

‘

N )

辽东半岛(钓 3 9
。

一 , O
O
N ) 山东省青岛 (构 3 6

“
N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l) 全椽紫菜祖的种类在中国的主要分布地区是从浙江北部嗓泅列

I0j (构 3 0 。斗。
’

N ) 向北的广大沿海地区
,

虽然甘紫菜向南可以分布到厦阴
,

(2斗
0 3 0

‘

N ); (2 )

刺椽紫菜祖种类的主要分布地区 RlJ 是嵘泅列岛以南的浙江
、

福建和广东沿悔
,

一值到海南

岛东南的敛炉港 (18
“

20 ,N )
,

虽然圆紫菜向北可以分布到青岛 (豹 36
“
N )

。

青岛以南和厦

r弓以北nlj 是全椽紫菜祖和刺椽紫菜祖种类的混合分布区
。

在一般情况下
,

圆紫菜 (具正常的生殖器官者) 的藻体多
,

呈圆形或肾脏形
,

个体较小
,

平常只有 2一交 m 高
, 3一7 o m 竟

。

以青岛中港所产圆紫菜为例
:
生长在防浪堤坦南边

、

冬

季风浪较小
、

冰冻情况较袒的处所者
,

其形态大小如上述的就比较多 ;反之
,

生长在堤坦北

边
,

冬季值接处于西北凤影响下者
,

nlJ 体形比较复杂
:
呈圆形和肾脏形的固然也有

,

呈长圆

形
、

楔形或漏斗形的也不少
,

个体也都此较大
,

有的可高达 13
.

究m
,

或竟达 1民交 m 。

但是
,

在这类比较大型的藻休上
,

除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能在上面发现长有精子囊外
,

就没有检查

到过长有果抱子囊者 ; 并且
,

到了严寒季节和有寒流来袭
、

堤缉上拮有冰层之后
,

这些大型

的圆紫菜藻体很快就会被冻坏而流失
。

那些生长在堤坦南面比较小型 (也可以需是体态

比较正常的)的圆紫菜虽然也有被冻坏的
,

但因为堤南所受的寒流和北风的影响毕竟比较

蚁的多
,

所精冰层要薄的多并且很易融化
,

所以冻坏和流失的情况毕竟要轻得多
。

相反

地
,

在全椽紫菜祖的甘紫菜分布南端的厦阴所发现的孩种标本
,

个体一般都比平常在黄
、

渤海区所看觅的要小得多
,

藻体的宽度常不及 sc m ,

长度多不及 1 0c m
。

但在黄
、

渤海区的

甘紫菜藻体长达 20 一30
o m 的fil] 甚为普遍

。

我们熟为这些都靓明了
,

刺椽紫菜祖的种类应孩是属于比较暖温性的
。

在青岛
,

严寒

季节来临以前的秋天
,

初冬温度对于圆紫菜的生长还是很适宜的
。

所以个体可以长的比

较大 ; 但对于它的发育则未兑得是适宜的
。

所以
, 几
个体虽大而生醇器官特别是果抱子囊

,

也未及长出来
,

再冷下去就只能被冻坏而流失了
。

另外
,

我们还发现在黄
、

渤海区尚有几种仍未定名的紫菜
,

但它卿都属于全椽紫菜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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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

在福建和广东也有几种尚未定名的刺椽紫菜祖种类
。

属于边椽紫菜祖的边紫菜分布于山东青岛及辽宁省辽东半岛之简
。

在分布地 区
_

」

和条斑紫菜比较起来
,

没有什么大出入之处
。

二
、

刺椽紫菜粗种类的地理分布

1 9 , 8 年
,

曾及张[51 建栽将具紫菜亚属分为全椽紫菜
、

刺椽紫菜和边椽紫菜三个分类学

上的
“
祖

, , 。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了紫菜边椽上的这些形态特点和它佣的地理分布之简的

关系
。

根据 目前的查料
,

边椽紫菜祖的唯一代表 (边紫菜 ) 在中国的分布迄今还局限于黄

海区
,

全椽紫菜粗的种类广为分布于欧洲
、

北美洲等温带和亚寒带地区 ; 而刺椽紫菜粗种

类的地理分布看来比较独特
,

有作进一步渝述的必要
。

根据 目前所掌握的查料
,

刺椽紫菜祖的种类主要是集中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的中国
、

朝解和 日本之 1爵
,

特别是暖温带或亚热带地区
。

在 日本的刺椽紫菜祖种类有圆紫菜
、

摺紫

菜
、

长紫菜和 同村紫菜 (p
.

口
如m 。而 }u e da )[13 .15 ,2z 抢比起中国的刺椽紫菜祖多了 同 村紫

菜
,

而少了坛紫菜和刺边紫菜
。

跟中国的情形相仿
,

日本的刺椽紫菜祖种类主要是分布于
日本比较南方的沿海地尽b 圆紫菜分布于 日本本州太平洋沿岸的房相 (豹 35

“
N )以南到

琉球[, ,
,
‘, ] (2 4

。

一3 1 O
N )

,

在 日本海沿岸可向北分布至
,l本州的出云叫 (豹 3 , 。 3 0

’

N ) ; 糊紫菜

分布于九州长崎 (拘 3 2 “ 4 0
‘

N ) 以南到琉球 [13,
‘
s]; 长紫菜分布于本州大平洋沿岸金华 山国

(构 3 8 0 2 0
‘

N ) 到琉球拿岛北端的焉毛 .%j [9,1 司 (豹 3 0 0
5 0

’

N )
。

这三种产于 日本的刺椽紫菜

也跟中国产的相应种类一样
,

相对地主要都分布于全椽紫菜祖种类的南边
,

但在向北分布

的樟度上
,

除圆紫菜外
,

比起中国的相应种类都要高出不少
。

例如
,

辍紫菜在中国的分布

北限豹在 2 6 0 5 0
’

N 上下(福建霞浦)
,

长紫菜初在
·

30
“

40
’

N 上下 (嗓泅列岛) ;而绷紫菜在 日

本的分布北限豹在 3 2 “ 4 0
‘

N (长崎 )
,

长紫菜豹在 3 8 “ 2 0
‘

N (金华 山 )
。

’

这些差别主要是 由

于黑潮暖流的直接影响
。

这支暖流在夏季可一直流握金华 山而后搏向太平洋中部
。

曾呈

奎
、

张峻甫的北太平洋西部的海藻区系的第 + 区的北方界限也是金华山[0] 。

唯一比较例外的是同村紫菜的分布情况
。

这种在中国尚未发现的刺椽紫菜普遍分布

干本州 日本海沿岸 [1 31 ,

在津袒海峡也有发现叫
,

并向北分布到北悔道的忍路(os hor o) 和寿

都(Su ttu )
〔川 (豹 43

“
N )

,

而与条斑紫菜在 日本分布的北方界限
,

北海道的小裤 (豹 43
0

20
’

N )t1s ] 相近似
。

同村紫菜 向北分布的界限看来虽然要比其他各种刺椽紫菜要高得多
。

不

过
,

这海区受到对属海流的影响
,

跟同樟度的一般海区比较起来
,

水温还是比较高的
—北海道西岸的表面海水温度平均值 2 月份为 1一 6℃ [6,l 月。 事实上

,

跟圆紫菜在中 国 分布

的北方界限
,

青岛 40 年来 2 月份的表面海水温度的平均值 (2
.

2 ℃)[3] 相似
。
所以

,

阀村紫

菜能分布达那么高的樟度
,

实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

此外
,

产于 日本的儿种刺椽紫菜
,

在朝麟也都有分布
: 回紫菜产于朝鲜西南岸lls]

,

栩紫

菜在亘理岛[1z]
,

长紫菜在木浦圈
,

同村紫菜在南阳洞 l1s
,

15]
。

朝解的这些海区都是受到黑潮

暖流的支流的影响的 [7] 。

D aw so ntl 习 还发表籍紫菜向南分布到越南南部的 N h。 Tr an g (豹 12
O
N )

,

这可能是

目前紫菜在北太平洋西部分布的最南的氯录
。

Le
v ri ng [19] 干 1 9 , 3 年发表了一个产于澳大利亚的刺椽紫 菜新种

,

Slj p
.

d en ti ‘ul 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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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r in g 产地是属于暖流性的东澳洲海流流域 l1] 的澳大利亚 Que en sla nd 的 N oo sa M饭mi 和

C a lo u n d ra o

从以上的一些事实可以肯定
,

刺椽紫菜祖的种类都相对地适应于比较高温或受到暖

流影响的海区
。

但是
,

在它们之尚对于温度的适应范围看来也是有等次之分的
。

适温范

围最高的应藩是翱紫菜
。

因为不渝就它的分布的南边界限和北边界限而渝
,

郡在其他各

种紫菜之南
。

适温范围最低的则应是同村紫菜
。

其简是长紫菜
、

刺边紫菜
、

坛紫菜
、

圆紫

菜等
。

在尉渝
“边紫菜及其系兢学地位

, ,

时
,

曾及张 [s] 曾握推断
,

在进化程序上边紫菜比其他

具紫菜亚属要高一些
。

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的藻体的分化程度比较复杂
:
边椽部分的相

胞开始分化成为丧失生殖功能的糊胞
。

根据同样的理由
,

我们或者还可以推断
,

刺椽紫菜

在进化程序上较之全椽紫菜要略高一些
,

因为它的边椽相胞虽然尚未退化而丧失其蒋化

成为生殖扣胞的能力
,

但是比起全椽紫菜的边椽
,

在形态上的确是复杂了些一
一
有了进一

步的
、

初步的分化表现
。

从分布地区和相对地需要较高适温范围的这些特点的一致性而肃
,

以前根据边椽的

形态特点将具有踞刺状边椽的紫菜种类正式划归成为一个分类学上的独立的
“
祖

”阁
,

看

来还是合理的
。

因为刺椽的特点不仅表现成为是一个稳定的形态学上的特点
,

同时也标

志着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特点
,

以及进化程序上的一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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