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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沙菜和冻沙菜的比较研究
* * *

张峻甫 夏恩湛 夏都美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钩 沙菜 (H y户n e a m “s c if
o r m is (w

u lfe n ) L a m o u r o u x
) 和 冻沙 菜 (H y p n e “ j

a 户。 , ic 。

T an ak a) 是两种握济海藻
。

据 D eL oa ch 等人的实脸报告称
,

钩沙菜不仅可以制成琼胶
,

其
凝胶强度井超过 日本商品的石花菜琼胶 [1s]

。
日本人民除采集冻沙菜食用或作糊料外

,

并

用作制造琼胶的配合原料 [3]
。

我国海南岛文昌县海藻繁殖锡曾在核心角一带收约这种海

藻
,

据称鳍往我国北方
,

可能是用作糊料
。

广东汕头附近的居民俗称此藻为
“
撕尾冻

” ,

主

要作为食用
。 二

我 国各地产的此种沙菜究竟是钩沙菜还是冻沙菜
,

一直还是没有解决 的 简题
。

se t-

ch ell (1 9 3 1 )曾报告了香港地区命名为钩沙菜的种类 ;曹呈奎(1 9 3幻也誉毓及广东沿海产
:

的钩沙菜
。

钩沙菜是世界上熟知的种类
,

分布很广
。

田中刚 [361 研究了 日本过去一向被定名为钩

沙菜的标本后
,

款为 日本产的不同于世界各地所产的钩沙菜
,

因而建立了一新种
,

命名为

冻沙菜 (H帅配ca j叩on ic 召 T an 砍
。
)
。

此后
,

几乎没有关于冻沙菜的进一步研究
,

而 日本以

外的世界各国的昆录又都是钩沙菜
。

近年来
,

我们从福建和广东沿岸分别采到了一些标本共补 7 8 号
‘)。 为了正确地鉴定

我国产的这种握济海藻
,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弄清冻沙菜和钩沙菜的基本特征
,

我们拮合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植物标本室收藏的 20 号 国外标本
,

进行了比较研究
,

借以探尉这两

种之简的关系
。

一
、

钩沙菜的建立和形态特征

钩沙菜是
.

W ul fe n
在 1 7 8 9 年所削

,

命名为 F uc “ , m us ‘if or m 介 w ul fen
。

当时的海藻

学还很幼稚
,

分类法也极筒陋
,

所以墨角藻 (Fuc
“,
) 一属九乎包括所有已知的大型海藻

。

1 8 1 3 年
,

La m ou ro ux 建立了沙菜属 (脚户, e 二
)

,

共有 5 个新种
,

大部分是从墨角藻属中

移来
,

钩沙菜就是其中之一
。

模式标本原附生在螃蟹体上
,

是 w ulf en 在亚得里亚海的里

亚斯特 (Tr ies
ts
) 焦市踢上兑到后采获的

。

从他的图版上可以看出为一扦相而柔弱的类

型 [14]
。

自从本种建立以来
,

世界各温暖海区均有昆录
。

水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稠查报告第 21 5 号 ;本文曾于 1 9 6 2 年在山东省植物学会年会上宣刹过
。

* 申
本文承本所副所长曹呈奎教授审阴

,

文中插图为本所满明华同志描箱
,

特此致榭
。

1) 研究标本的采集者如下 (国外标本的采集者兑表 1) : 5 4 一2绍夕
,
2 乎衫 ; 5 5 一10 2 4一了6夕0 : 5 6 一2 0 0 9一了42了: 5 7

-

60 6 9一夕刃 ; 60
一
苏0多一多了2夕张峻甫

、

郑树栋
、

徐法礼
、

曹崇信
、

周显铜
、

高树籍
、

李效义
、

胡本孚
。

5 4一4绍8一

劳6 4 吴宝铃
、

禺撇同
。
5 5一6 1 8 郑文薄

。
5 6 一18 6 6 汉 口护校

。
5 7一0 0 2 梅南养殖易

。
5 8万2绍一男1 7 a ; 5 9 一2 8了6

一2 9另夏恩湛
、

夏邦美
、

惕宗岱
。

59 一4 0 刃二4 2 64 宝安汕尾水产站
、

庄屏
。

作者等对以上同志及各单位深表

榭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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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u lfe n 发表钩沙菜的原文据 D e T o n i[川 的棘载如下

:

藻体丛生
,

分枝甚多
,

分枝下部排状
,

填端常膨大并向内弧形弯曲
,

裸露或多枝
,

小枝

向各方广开的伸 出
,

两端渐糊 ; 四分抱子囊枝长角果状
、

具啄的披卦形
,

基部渐扭
、

具不育
l

的柄部 ;囊果枝刺状
、

二又式分歧
。

二
、 ‘

冻沙菜的建立和形态特征

冻沙菜是 1 9 4 1 年田中刚在
“ 日本的沙菜属

”
一文中所Bl] 立的

。

据称
,

日本已故藻类学

家同村金太郎网在鉴定 日本产的钩沙菜时曾有所怀疑
,

并款为将来在仔韧研究后可能描

述为一独立的新种
。
田中刚 [36] 对冻沙菜的形态特征描述如下

:

.

藻体高 7一20 厘米
,

竟 1
.

5一 3 毫米
,

圆柱形
,

体略杂乱错粽
,

形成一团块
,

糠桔于其他

的藻体上
,

亚软骨厦或软骨厦
,

不规nf] 的分枝
,

或有些近弱状分枝
,

整个藻体上没有及顶的

主枝 ;主枝与初生枝成值角 ; 分枝和小枝在基部略微短精
,

并常常在顶端形成弯曲的钩状

部分 ; 四分抱子囊在末枝的膨大部分 ; 囊为不规lllJ 的层形分裂 ; 藻体的中轴粗大
,

由豁多

个体较小而壁厚的相胞所祖成 ;髓部栩胞常常具有半月形加厚部分
。

颜色为亮杠或暗杠

色
。

三
、

国外定名为钩沙菜的标本的检查

我们检查的国外标本
,

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产的 3 号标本外
,

其他全部均

巳被鉴定为钩沙菜 (Hy
户, e a m u , c if

o r m i,

(w
u lfe n ) L a m 二

.

) (参阴表 1
.

)
。

1
.

毛里求斯岛的标本有 1 号 藻体互相樱拮
,

不规Bl] 的分枝
,

整个藻体除了近枝端部

分较稀疏外
,

都密被小刺枝
,

藻体具有较明显的膨大的钩状部分
,

钩背冠以小枝
。

体暗杠

色
,

亚软骨质
,

四分抱子囊一般集生于抱子囊枝中部的膨大部分
。

2
.

印度标本有 2 号 藻体杆袖
,

互相缠拮
,

不挽则的互生分枝
,

枝顶端尖相伸直
,

偶有

内弯现象
,

但需借扩大镜始能兑到
,

基部不盗精 ;小枝及刺单条
,

散生于体上各处 ; 藻体膜

质
。

两号标本中
,

其一为四分抱子体
,

抱囊枝单条
,

填端膨大
,

囊集生于膨大处(图版 I
,

图

2 )
。

另一为具囊果的配子体
,

囊果散生在藻体各处的分枝和小枝上
。

3
.

非律宾标本 2 号 24 8 号为爵多藻体的碎段所祖成
。

藻体较杆袖
,

错粽煌拮
,

为不

视则的互生分枝
,

小枝有时呈二又状分枝 ;枝扁
,

宽 43 5 微米
,

顶端伸值
,

无钩状的膨大部

分
。

枝上被较密的小刺
,

四分抱子囊枝的顶端常又分 ; 2卯 号的标本藻体粗壮
,

分枝较稀

疏
,

枝上裸露无刺
,

小枝有时RlJ 呈不规Bl] 的又状分枝
,

枝顶端的钩状部分膨大
,

甚明显
,

但

钩状部分数量不多
,

体盾为亚软骨盾
。

4
.

日本标本 3 号 同村的腊叶标本第 14 号的藻体是一段很短的小枝和东道太 郎 的

两号标本都显示出个体粗壮
,

藻体软骨质
。

枝顶端的钩状部分膨大
,

极明显
,

枝上裸露无

刺
,

但具有短枝
。

其中东道太郎 1 9 2 6 年采的标本为四分抱子体
,

抱子囊集生于枝下部的

膨大处
。

(图版 I
,

图 7 )

5
.

美国标本共 4 号 两号采 自东南岸的佛罗里达州
,

其一为 c oll ins 所鉴定
,

但只是

一极小的片断
,

显示出藻体略粗大
,

枝上无刺或少刺
,

枝顶的钩状部分明显
,

藻体亚软骨

质 ; 另一为 T ay fo r
(6 20 号 )所采

,

体较错粽
,

枝上密被短枝或小刺
,

枝顶有明显的钩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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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团 外 定 名 为 韵 沙 菜 的 标 本 目 旅

T a b le 1
.

L ist o f th e
fo

r 亡ig n s p e d m e n . r e fe r
re d o f to l妇p n e o m 。。e ifo

rm i:

(w o lfe n) La 甲“
’ ‘ _

产产
·

地地 采 集 日 期期 采 集 者 及 号 数数 鉴 定
‘

者者
LLL o e a lityyy D a t eee C o lle e to r a n d n u rn b e r

...

D e t e r m in ed b yyy

毛毛里求斯 R ia m b e l
,

M a u r itiu sss 1 9 5 0
.

1 1
.

2 333 R
.

E
.

V a u g h a n 9 8 888 B口r g e se n
··

印印印 M a 6 d a p a m (M
a n n a r

)
,

In d iaaa 1 9 5 0
。

2
.

333 F
·

T h i沁yyy F
.

T h iv yyy

度度度 M a n d a p a m (M
a n n a r

)
, 一

In d iaaa 1 9 50
.

2
.

2 000 F
.

T h iv yyy F
.

T h iv yyy

非非非 L u n a ,

L a U n io 乒 p
·

I
· , p h ilip p i乎e sssss A

.

H
.

B e n e m er ir o 2 48 ***
曾呈奎 C

.

K
.

Ts
e o ggg

律律律 L u n a ,

L a U n io n P
.

1
. ,

Ph iliPPin e sssss A
.

H
.

B e n e m e r it o Z歹0 ***
曾呈奎 C

.

K
.

T s
en ggg

宾宾宾宾宾宾宾

日日日 T a teya m a ,

Aw a ,

la P
a nnn 19 2 6

.

999 H ig a sh i 无号号 H ig a sh iii

本本本 N o n in a t e ,

A w a ,

ja p a nnn 19 3 2
.

444 H ig a sh i 无号号 H ig a sh iii

NNNNN e m o to
(B

o sh u
)

,

la p a nnnnn O k a m u r a 1 444 o k a m u r aaa

美美美 S e o n t ie u t P o in t F a in h a v e n ,

M a s s
. ,,

19 3 7
.

1 1
.

111 T a y ]o rrr T ay lo rrr

国国国 U
.

S
.

A
。。

19 4 1
.

777 曾呈奎 C. K. T s e

ng
.

月1夕夕夕 曾早奎 C
.

K
.

Ts en ggg

WWWWW
o o d s H o le

,

M a s s
. ,

U
.

S
.

A
...

19 2 5
.

6
.

999 T 么ylo r
‘

6 2 000 T ay lo rrr

DDDDD ry T o r t u g o s ,

Flo r id a ,

U
.

S
.

A
.....

C
.

M e s sin a 18 888 C o llin sss

KKKKK ey W
e st,

Flo r id a ,

U
.

S
.

A
.........

梅梅梅 ]乙r 乙m ie
,

H a itiii 19 4 1一 5
.

666 H
.

H
.

B a r tle tt l夕8 9 444 H
.

H
.

B a r tle tttt

地地
几几

S a in t L o u is d u S u d
,

H a it iii 19 4 1
.

5
.

1333 H
.

H
.

’

B a r tle tt
‘

1夕男夕夕 H
.

H
.

B a r t le tttt

DDDDD a m e M a r ie
,

H a it iii 19 4 1
.

5
。

lll H
。

H
.

B a r t le tt 17 8了多多 H
.

H
.

B a r t le t ttt

BBBBB a ye u x ,

H a itiii 19 斗1
.

6
.

2 333 H
.

H
.

B a r t le tt 1 7 9 9万万 H
.

H
.

B a r tle tttt

LLLLL e o g a “e ,

H a itiii 19碑l
。

6
.

111 H
.

H
.

B a r t le tt 1 7 9 6 444 H
.

H
.

石a r t一e trrr

.

有 * 号者系鉴定者对孩号标本的鉴定有疑固或推测可能构成一生态型
。

T h e m a rk * in d ic a te s th e p la n ts d e te r 一n in ed b y a lg o lo g is ts w ith q u e r y
.

分
,

藻体膜厦
。

另两号采 自美国东岸北部的焉窿甜塞州
,

其一(系
‘

T ay lor 所采 )分枝繁密
,

小刺交掀其简
,

另一(曾呈奎采 )分枝较稀疏
。

但两者的分枝均羽状
,

互生排列
,

小枝稀少
,

因此
,

各极分枝均较裸露
,

枝顶端的钩状部分稀少
。

藻体均为膜厦
。

6
.

海地标本最多
,

共有 5号 外形均相同
。

藻体均错粽交撤
,

不规RlJ 的互生分枝
,

枝

端伸直或有明显的钩状部分
,

顶端尖
,

基部不盗精或稍缩
。

.

其中 1 7夕, 7 号标本为四分抱

子体
,

抱囊枝单条
,

顶端尖
,

囊集生于枝的上或中部的膨大处(图版 I
,

图 3一的
,

但偶有生

于下部的(整个标本只兑到两个) (图版 I
,

图 5 ) 1 7夕6 4 号标本上混有大量的
.

H ypne 。‘or
-

刀“ta o

7
.

越南标本有 2 号
1)
(乡乡

一6 7 2 , 5 5 一6 7劝 均为干品复制而成 藻体上裸露无刺
,

枝琪

端的钩状部分膨大而明显
,

分枝稀少
。

藻体软骨厦
。

8
.

印度尼西亚标木2) 此标本只有 1 号(5 9
一 4了口7 )

。

藻体上裸露无刺
,

枝顶的钩状部

分不甚明显
,

分枝较少
。

体粗壮
,

为亚软骨厦
。

‘

l) 分别由我国前农业部水产局和山东省对外置易局送交我所嘱为鉴定的标本
。

: 2 ) 系 1 9 5 9年 12 月 l 日山东省水产公司送交我所嚼代鉴定的海藻样品中检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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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中国沿岸产的这种沙菜的检查

我国各地产的这种沙菜的形态特征 藻体解杠色或暗紫杠色
,

软骨盾
,

高 10 一3 。

厘米
,

竟 1
.

多一 3 毫米
。

固着器为不规nl] 的盘状
。

整个藻体无及顶的主千
, 3一 4 回互生的羽

状分枝 ;主干与侧枝之简的角度广开
。

分枝和小枝的基部稍微盗缩
,

在其琪部常常形成肉

质的
、

较粗大的
、

弯曲而色淡的钩状膨大部分
,

钩背上的小刺或有或无
。

钩的作用为借此

以牌桔于其他藻体上
,

相当于高等植物的卷鬃
。

末枝的顶端尖镜
。

内部构造分为皮层和

髓部 (图版 I
,

图 8 )
。

皮层的最外层为小而具有静多色素体的拙胞祖成
,

长 1 , 一 2 斗微米
,

宽 6一 7
.

5 微米 ;髓部RlJ 为大的薄壁袖胞 ;长 1 80 一32 0 微米
,

竟 60 一19 0 微米
,

有的栩胞壁

上具有平月形的加厚部分 ;藻体的中央具有一中轴
,

但在较老的枝内则中轴不显著
。

四分抱子囊集中生长在特殊小枝基部的膨大部分 (图版 I
,

图 9 )
,

层形分裂
,

埋在皮

层中(图版 I
,

图 1 0 )
,

抱囊枝单条
,

不分枝
,

向顶端渐尖翩
。

囊果无柄
,

球形隆起
,

生于末枝上
,

多位于基部
,

但也有生于中部及顶端的 (图版 I,

图 1 1 )
。

生态和生长
、

繁殖幸节 我 国产的冻沙菜多涟桔于焉尾藻属或凹顶藻属种 类 的 藻

体上
,

以枝填端膨大的钧状部分糠拮
。

一般生于大千潮梭附近或大干潮袋下数米深处的

姗瑚或砂砾上 ; 在凤浪较大的岩石上
,

常错粽耀桔形成团块状
。

根据现有查料
,

冻沙菜的

幼体初兑于秋末
。

四分抱子囊晃于 4一n 月
,

囊果出现于 4一乡月
。

标本采集地

福建省 : 潭浦县古雷半岛 6 月 (5 ; 一2 , 7 ; )
, 1 1 月 (

.

6 c一 ; , 7 5 )
,
(6 0一夕2 5 ; )

,

(6 0一 , , 2 , )e ; 礼是列岛 6

月(5 4一2乎乎多)e
o

广东省 : 镜平县南澳岛 3 月(5 4一 , ‘了2 )
。

潮阳县 l 月 (6 e一了夕6多)
。

惠来县 3 月 (5 6一了0 乎了)
,

(5 6一了1 4 了)
。

陆丰县甲子钡 3 月 (5月一甲‘夕甲)
。

海丰县遮浪 l 月(6 。一了7 0 , )
, 2 月(5 6一2 5 2多)

,

(5 6一2 5 夕泞)
,

(5 8一2 7 了6 )
, 3 月

(5 6一 JS“ )
,

(5 6一了了。“)
,

(5 6一了刀2 )
,

(5 6一了、2 了)
, 斗 月(, 4一、歹8 5 )

, 9 月(‘o一甲9 7 4 ) : 捷胜 2 月(5 6刁6 、1 )
,

(5 6一2 ‘夕2 )
,

(5 6一2 7 0甲)
, 9 月(6 0一乎召5 7) ;泪1尾 1 月 (5 6一了2夕2 )

, 3 月(5 6一刀刀2 )
, 5 月 (5 4一乎‘o 了)

, 7 月(5 9一

李。了, )
。

惠阳县平海 2 月(5 6一2 了7 5 )
,
(5 6一2 甲2 0 )

,

(, 6一2 多, 乎)
,

(5 6一2了2 2 )
。

大亚湾 2 月(5 6一2 夕夕夕)
。

宝安县
; 月(5 9一、o ; Z

a

)
,

(5 9一、2 0 2 )
。

台山县上川岛 2 月 (亏弘, 0 2 、)
,

(5 5一 , o , s )
,

(5 5 一z , 0 5 )
,

(5 5一 , , , 夕)
, 1 2 月

(5 5‘ , 万了夕)
,

(5 5一了了‘, )
,

(5 5一; 。2。)
,

(5 5一了。7 0 );下川岛 l 月(5 6一2 0 0 , )
,

(5 6一2 2夕, )
。

阳江县海陵岛 3 月

(5 5一2 2 ‘了)
,
(5 5一, 2 夕, )

, 5 月 (s弓一甲7 了2 )
,

(5 4一乎7 , o )e
, 6 月 (5呼一甲7‘甲)

, 1 2 月 (5 5一了刀了)
,

(5 5一了乎。夕)
,

(5 5一了乎7 , )
。

殉洲岛 4 月心, 5一 , , 多7 )
,

(5 5一了‘, , )
,

(5 5一 , 7 2了)罕
,

(s, 一2 2 2宁)0
, 6 月 (5 5刁 2 5 , )e

, s 月

(6 0一甲向 2 )
,

(6 0一亨7 , 7 )
。

徐背县 3 月(5 5一了衫2 )
,

(5 5一, 乎介 )
,

(5 5一 2卒‘7 )
,

(5 5一 了卒“ )
,

(5 5一了甲s了)
。

海南岛 :

文昌县抱虎港 5 月 (, s弓召, 7 a )罕
。
琼海县 7 月 (5 7一‘7 , 了)

,

(5 7一6 7了9 )由
, s 月(, 9一甲2甲2 )

。

崖县 6 月(5 7一

6 0 6夕)e
, 2 2 月(5 9 一2 5 了‘)

,

(5 9一2 5 7石)
,

(5 9一2 9 2 0 儿 乐东县器歌海 4 月(5弘‘了s)
,

(5 5 一, 2 了夕)
,

(5 5一

, 2 6乎)
, 2 2 月 (, 9一2 夕歹, )

。

昌感县 2 1 月 (, 7月0 0 2 )
。

射兼
.

我国各地产的冻沙菜一般均符合田中的描述
,

但至少有 斗个类型 ; 第 1 类

型
,

具有二又分枝的趋向
,

这一类型在主枝或初生枝的部分分枝处以及多数末端部分都呈

二又式分枝 ;主枝粗硬
,

分枝距离疏远
,

枝上有时具小枝偏生
,

偶有三叉分枝现象
。

枝上裸

露
,

一般无小刺
。

第 2 类型亏分枝一般为弱状互生排列
。

枝距疏远
,

但常散有稀疏且有长短

不等的小枝
,

偏生现象也有时发现
。

第 3 类型
,

枝顶端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弯 曲
,

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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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的钩状部分极多
,

且极明显
。

分枝为羽状互生排列
,

枝上裸露无刺
,

也无小枝
。

第 斗

类型的分枝较多
,

短枝也较繁密
。

这 4 个类型的藻体一般均有中简类型
。

此外
,

我们还检查了已被鉴定为钩沙菜的 4 号香港标本 (鉴定者曹呈奎 )
。

其中除

T a a
巾 A 乎2 号 (19 4 1

, 11
,

2 6 )外
,

其余 3 号的藻体均已完全成熟
。 T s e n g 2 6了z 号 (1 9 39

,

V
,

1 7 )和 T a a
m A S夕号 (1 9 4 1

, Iv
.

2 6 )为雌配子体 : T s e n g 2 7 4 , 号的标本有两裸藻体
,

左侧的为四分抱子体
,

右侧的为雌配子体
。

这些藻体都此较粗壮
,

软骨质
,

分枝稍多
,

各极

分枝均裸露
,

钧状膨大部分很明显
。

雌配子体上繁生单条或有分枝的囊果枝
,

藻体上几

乎没有不 育的小枝
。

四分抱子体上的四分抱子囊集生在抱囊枝的下部或略向中部延伸
。

Se tc he n 款为香港地 区的钩沙菜是否为二种
,

还不能肯定t35 、

五
、

钩沙菜与冻沙菜在形态特征上的比蛟

田中在建立冻沙菜这一新种时款为冻沙菜和钩沙菜是近椽的种类
,

两种 简的区别点

为 : 冻沙菜的体犬
,

敷骨质而却沙菜的藻体nlj 杆相
,

膜厦
。

但是
,

从已被定名为钩沙菜的国

外标本的检查中
,

我佣看到了藻体 自杆弱至粗大
。

体盾从膜质至亚秋骨厦
,

其简存在着一

系列的中简类型
。

值得提出的是美国男窿甜塞州产的两个钩沙菜标本
,

藻体虽均为膜质
,

但体较粗大 ; 毛里求斯岛产的钩沙菜藻体虽杆弱
,

但为亚软骨质飞美国 M es si na 1 88 号标

本的藻体较粗大
,

也为亚软骨潭
。

因此
,

我们曾一度对冻沙菜 是否是一独立种成到怀疑
。

接着
,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内外形态的比较研究后
,

我们发现钩沙菜的

四分抱子囊一般都集生在抱囊枝的户部或上部(图版 I
,

图 1一的 ;而冻沙菜的四分抱子囊

剧极甚规律地集生于囊枝的下部或略向上延伸至中部(图版 I
,

图 7 , 9 )
。

应敲注意的是本

种在成熟时
,

‘

它的四分抱子囊枝的上部容易断去
,

易于被祺敲为四分抱子囊是可以集生在

抱囊枝中部
,

但一握仔韧观察
,

就可以看出抱囊枝上存在着明显的断痕
。

有关钩沙菜的昆录文献很多
,

遣憾的是很少有关四分抱子囊生长地位的描述
。

在我

们所能看到的文献中
,

只有 H ar v ey 描述了本种的四分抱子囊集生在生殖枝 的 中 部叫
。

H au ck 网 描述钩沙菜的四分抱子囊集生在抱囊枝基部以上或中部
。 K沮‘ng 四 的抱囊枝

的放大 图虽然很象是四分抱子囊集生在抱囊枝的下部
,

但很显然抱囊枝的下部已折断
。

因

为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藻体外形图上还可以看出一些囊枝上的 四分抱子囊集生在中或中
_
卜

部
。

但 H oy t
BIJ 指 出钩沙菜的四分抱子囊集生在末枝的基部或近基部的膨大处网

。

w
e -

b e r
一v a n B o , se

在 Hy 户n 。a
一

二 u : c if
o r m is

‘
v a r

.

五i户夕u r o i己弓s 的藻体外形图 (Fig
.

1 8 7 )的左侧
,

画有四分抱子囊集生在生随枝顶端的图创
‘〕。 但这一变种究竟是变种还是独立种

,

尚有待深

入的研究
。

这些昆载表明
,

藻类学家对钧沙菜的四分抱矛囊集生地位的敲燕都不够全面
。

田中在建立冻沙菜新种时
,

附有两个很好的四分抱子囊集生在抱囊枝下部的图
。

我

们检查过的 日本标本(东道太郎采 )(图版 I
,

图 7 )也和田中的豁载相同
。

此外
,

在我们检

查过的具四分抱子
.

囊的 8 号中国标本也都极其观律地集生在抱囊枝的下部
,

在极少数的

抱囊枝上
,

偶有延伸至中部的
。 这种情况也兑于香港标本

。

我们从产地遍布于印度洋
、

太平洋和大西洋
,

并且由部多著名海藻学家所鉴定的钩沙

菜标本中可以看出钩沙菜的四分抱子囊一般是集生在抱囊枝的中部
,

少数可以 向下延伸

(在一个标本中只能兑到极少数)
_

,

至于冻沙菜的四分抱子囊则以集生在囊枝下部为
.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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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我佣确信西分抱子囊集生在抱囊枝的位置是两种简的基本区别
,

而这一点的区别对

于种 的分化看来比起田中所提出的体形和体质的不同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

六
、

国内外钧沙菜和冻沙菜标本的重新鉴定

祖套掖据上述的钧沙菜和冻沙菜的形态特征和基本区别
,

我们对国内外的 1 02 号标本进

转寸匡鞠i鉴定
:
其中中国

, ’

日本
,

越南
,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标本的 B、ne m er it 。 2” 号均为

冻沙案
,

香港标本也属此种
。

一

在其余的标本中
,

除了菲律宾的 Be ne m eri to 2 48 号外
,

均为

的沙菜石 B ene m eri to 2 48 号标本为四分抱子体
,

囊枝分歧
,

无明显的钩状部分
,

可能为

沙菜属 的其他种类 ; 海地标本 Ba rtl et t 1 7夕64 号
,

只有一小段枝为钩沙菜
,

艳大部分均为

H yPn e a c o rn u ta o

七
、

钩沙菜和冻沙菜的地理分布

钩沙案是世界温暖水域中的种类
,

分布于印度洋
: 印度

、

巴基斯坦
、

踢兰
、

印度尼西亚
、

澳洲西岸和南岸和毛里求斯岛 ; 太平洋
:
新西兰

、

秘鲁 ; 大西洋
:
美国(焉窿褚塞州南部以

南地区 )握加勒比海
、

巴西至岛拉圭
,

法国(带曼底)
、

西班牙以及卡内里拿岛 ; 地中海 ; 杠

海
。

冻沙菜过去只知其分布于日本本州太平洋岸的中南部
,

’

日本海岸的中南部
,

九州西

部
,

琉球拿岛和我国台湾省的基隆
、

大里
。

‘

根据我们的研究
,

更扩大至我国福建省漳浦县

以南握广东大陆沿岸
,

包括香港地区至海南岛和越南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等地
。

根据上述的分布情况
,

可以看出钩沙菜是遍布于大西洋两岸和印度洋的温暖水域中

的种类
,

不兄于太平洋
,

虽然秘鲁有过本种 的昆录网
,

但作者曾祝明采到的只是漂来的一

小段藻体
,

根据太平洋东岸迄今还没有这两种中任何一种的昆录和敲地海藻区系性质来

判断
,

这一小段漂来的藻体很可能是错改的鉴定 ;至于新西兰和印尼的昆录是钩沙菜抑是

冻沙菜
,

还有待于重新鉴定
。

w
o m er sle y 曾报告了澳洲南岸的坎格鲁岛也产有钩沙菜

,

但

他仍抱有怀疑
,

并称敲地标本的枝顶端没有钩状膨大部分
,

因此
,

这个豁录还不能完全肯

定
。

冻沙菜的地理分布表明本种是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 3它可能起源子赤道附近
,

随着北

赤道海流和黑潮暖流北上
,

它在日本海的北界是 日本本州越后的粟岛[1] ; 日本太平洋岸的

北界为千叶半岛因
。

我国除见于台湾岛北部的基隆
、

大里外
,

在大陆沿岸的北界为福建省

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和礼是列岛
,

这对我国海藻区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意义
。

根据地理分

布观点
,

显然
,

这两种海藻都是暖水种类
,

起源于热带海洋中
,

随着暖流或有关的海流向赤

道南北两个方向或只向北面分布
。

提 要

1
.

钩沙菜 H y pne
。 。闭c

ifo 阳
:行 是广布于世界温暖水域中的种类

,

各地的昆录很多
。

日本藻类学家

田中冈J在“日本沙菜属的研究”一文中敲为 : 著名的 日本故藻类学家阀村金太郎以前报导的 日本产的钩

沙菜与世界其他各地产的不同
,
因而建立了另一新种

,

命名为 H. jaP on ica
,

中文学名称作冻沙菜
。

2
.

冻沙菜fil] 立后
,

除 日本外
,

世界其他各地迄今没有任何报导
,

在田中建立冻沙菜这一新种前
,

我国

广东省和香港地区也有钧沙菜的鼠录
。

解放以后 , 我所的工作同志曹采到大量的本种标本
。

为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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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鉴定这些标本的学名
,

我们参考了我所海洋植物标本室收藏的产于世界各地并被豁多著名藻类学家

所鉴定的钩沙菜标本
。

樱过全面比蛟研究后
,

我们感到田
.

中在建种时所提到的作为两种简区别特点的

体形和体盾
,

在世界各地产的被命名为钩沙菜的标本中存在着与冻沙菜之简的中简类型
。

最初
,

我们愈

怀疑冻沙菜是否是一个独立种
,

但理仔袖比蛟后
,
发现钩沙菜的四分抱子囊一般都集生在袍囊枝的中部

或上部
,

在极少数情况下偶有下延的 ; 而冻沙柔则极其规律地只集生在袍囊枝的下部或精向中部延伸
。

因此
,
四分袍子囊集生在袍囊枝上的位置可作为两种简区别的主耍特征

。

3
.

根据两种筒的主要区别特征
,

我们对国内外定名为钧沙菜的标本进行了重新鉴定
,

更正了一些国

内外定名为钩沙菜的标本
,

并确定我国各地所产的均为冻沙菜
。

斗
.

文中还甜渝了这两个种的地理分布
,

就目前查料而渝
,

钩沙菜系分布于大西洋两岸和印度洋的种

类
,
不晃于太平洋 ;而冻沙菜则是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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