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卷 第 2 期

1 9 6 3 年 5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V o l
.

5
,

N o
.

O C E A N O L O G IA E T L IMN O L O G IA SIN IC A M a y ,
1 9 6 3

中国管枝藻目植物地理分布的研究
’

樊 恭 炬
(暨南大学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当适宜生长于某种温度的植物拿向四周发展时
,

其属和种 的数目以及个体的产生数

量会随温度的改变而逐渐减少以至于艳迹
。

因此
,

近代地理学家已注意到如何反靓地应

用农作物或植被来做气候带划分的指标
。

在海藻中 Iss ac tlsl 曾提 出五类可以做温度指标

的海藻 ;但关于这方面的截硫性的查料
,

尤其是生长与生殖的适温
,

则裁如督呈奎及张峻

甫[2J 所指出
,

还是缺乏得很
。

一般靓来
,

栋藻中的藏枝藻 目 (D as yd ad al es )
,

管藻 目 (si p h。”1es 工 的钙化种类以及

管枝藻 目 (siPho no d ad al e s

) 可称为热带
、

亚热带的代表性海藻
。

拮合南海海藻志的福写
,

我们稠查了我国的管枝藻 目的种类
l)
(除了 Cl ad

口

沙or oP衍 以外)及其分布(附表 1 )
。

因

为缺乏实睑生态方面的数据
,

以及我佣的标本还填补充
,

我们不敢企图以它定为任何温度

带的严格的界修指标
。

但是肯定地
,

管枝藻 目植物的分布范围对暖海海藻区系的划分及

查源开发是有参考价值的
。

、

一
、

甜 流

为了方便起晃
,

本文分两节来尉渝
。

在尉萧中
,

常复引征到其他暖水性藻类
。

这样
,

虽然有时似乎是超出了本文文题之外
,

但为了要得到更明确的桔渝起见
,

这样做似也并非

多余的
。

1
.

由管枝藻目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南方的海藻区系

从附表 1 可以看出
,

我国管枝藻 目的藻类生长于西沙晕岛
、

海南岛
、

台湾(包括兰屿及

琉球屿 )
、

东沙晕岛
、

广东大陆 (包括沿岸的甜小岛)及福建南部
。

根据曾及张 [’]的区系划

分
,

前四地属南中国海的南区
,

后两地属南中国海的北区
。

管枝藻 目的种 的数字 (合舒 25

种 )在西沙拿岛为 14 种
,

海南岛为 12 种
,

东沙拿岛为 2 种
,

广东大陆为 8 种
,

福建为 2 种
,

台湾为 竹 种
。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 郎种的数目 自南向北而逐渐减少
。

这当然是因为水温随

樟度的增高而减低之故
。

但例外地
,

台湾的樟度虽比大部分的广东大陆高
,

而其种数觅与

较南的西沙拿岛相近似
。

非但如此
,

根据潮川及香村[4, 19] 的查料
,

比台湾释度更高的琉球

1 ) 作者赞同 B o e r g e s e n
(1 9 4 8 ) 及 E g e r o d (19 5 2 ) 的意兑 :管枝藻目不应包括刚毛藻科 (Cl

a d o p h o r a ee a e
) 在

内
。

叉文中网球藻属 (Di
。勺口

护h配ri a) 系根据曾昙奎及张峻甫的研究资料L8]
。

叉附表 l 中各种的国外分布

靓录豁参考文献中的 D a w s o n
(19 5 6

,

1 9 5 7
,

19 6 1)
,

H am e 一(一9 3 1 )
, s e g a w a a n a K am u r a

(1 9 6 0 )
,

T a ylo r

(1 9 6 0)
,

香村 (19 6 2 ) 及 w
e b e r 一v a n B o s s e

(19 13 )
。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98 号 ;本文曾于 1962 年 6 月及 夕月
,

先后在青岛由中国梅泽湖招学

会和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共同召开的侮洋动植物区系学术箫文前箫会以及在苏联列宁格勒由太平洋四部巍

业研究委具会召开的
“
太平徉西部动物区系和藻类区系学术会敬

”

上宣歌过
,

会后略有补充
、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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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岛所产的碌藻中
,

管枝藻 目共 29 种 (不包括四种 cl ad oP 加ro Ps is 在内)
,

但与其同樟度

的我国浙江及圃北沿岸尚未有出产昆录
。

这些现象除了跟铡查祥尽与否有关外
,

无疑地

是与黑潮的流握与否有很大的关系
。

由目前的查料而希
,

我 国管枝藻目的最北分布区域为台湾及福建南部
,

兹分别尉肃如

下
:

(A ) 台湾

假使我们把台湾海岸径分为东南及西北两部分 (假定的分界修大的是由东北的宜兰

至西岸的北 回归修附近 )
,

则在台湾的 1夕种管枝藻 目的藻类昆录中
,

艳大部分是采自台

湾的前一区的
。

虽然
,

这与我们所引用的文献有关系
:
在引用的三篇文献中 (山田 1 9 2 5 ,

19 卯 ; 同村 1 9 3 1 )有两篇是专报导台湾南部的琉球屿与兰屿 (杠头屿) 的
。

可是
,

‘

从山 田

1 9 2 5 年的报告中
,

也可以看到管枝藻自在台湾本岛的分布概况
:
在所报导的 n 种中

,

仅

两种生长在北部
,

两种生长于澎湖
,

九种采 自南部
。

虽然
,

这些数字如 日后作更祥尽的靓

查可能有所增减
,

但根据作者本人的采集昆录看来
,

台湾的西北与东南沿岸的海藻区系是

有相当不同的
。

.

台湾全岛的水温及气温都受黑潮的影响
,

黑潮自菲律宾北上
,

在接近台湾的南端分为

两支
,

一小支流握台湾海峡北上
,

主流握过兰屿(杠头屿 )的东部向东北流被琉球拿岛西侧

而达日本本土
。

台湾海峡是平均为 卯一70 米深的浅海
,

自高雄以南始逐渐加深而近 2 00

米
。

台湾西部海滨多泥沙
,

河流较多
。

冬季东北季候风季节
,

气温下降
,

流入海峡的黑潮

支流受到西部河水及南下的大陆沿岸流影响而减弱
。

海水的盐度
、

温度降低
,

水混浊
,

透

明度低
。

因此
,

台湾西北部的海生生物区系和东南部的生物区系颇有差异
。

不仅从管枝藻目的分布可以看出台湾西北部与东南部的海藻区系有所不同
,

其他的

藻类也是如此
。

例如下列甜属是产于台湾的东南部而不产或很少产于西北部
,

但却产于

琉球军岛的有
: B o e r g 。, n 若a

,

c 左a m a e d o

廊
,

刀o r 。。t o zza
,

v j o t‘a ,

万。“, e己a ,

及o s e n t, o n gt’a ,

L ia g o r a ,

N e u r y m 。, ia
,

A m a , , 若a
,

L e , ‘lle a ,

丁o ly夕io c la d ia
,

D ig o n o a ,

A c r o c y ; tf, 。

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很有握济价值的海人草 (Di g 而ea 万m PI 。 (w ul fe n) c
.

A g
.

) 在我国的产地除

东沙军岛外尚有台湾的兰屿及台东 (不产于台湾的北部)
,

但又盛产于琉球晕岛
。

类似这样的不速擅分布
,

在石花菜属 (“
dt’“m )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

台湾北端是

个石花菜属的盛产区
,

而南部且IJ仅有小型的种类
,

例如 ‘。21己萝u m p u sizl“m (s
tac k h o u s e

)

玩 Iol 污。

但热带性较弦的 G 峨而ell
a
在南部生长繁茂而北部却很少

。

石花菜属盛产于台

湾北端及 日本的九州沿岸
,

但琉球拿岛很少
,

亦有不速疲现象
。

同村[ls] 用水温及盐度来解

释这现象 : 台湾北端的基隆的二月份
、

八月份水温
、

盐度与 日本九州鹿儿岛窿摩的南端相

似
,

但此琉球拿岛在同时期的水温盐度为低
。

又根据山 田 [z7 飞 “ag or a
产于台湾东南部的

有七种
,

西北部却没有昆录 ; E ttc 五、m a

产于东南部的有四种
,

西北部一种
。

在田中[zl1 所
昆戴的 2 斗种 G al o au 、 中有 10 种产于东南部

,

西北部仅产一种
。

鹿野 [15] 根据兰屿的陆生生物区系而主张把新华莱斯拔 (Neo
ee 丫va

n ac e , 5 Li ne ) 向北延

长而把兰屿
、

火烧岛划归与菲律宾同一区系
。

海藻受到海流的影响更大
,

同村[17] 所列的

79 种兰屿海藻中有 6 5 种是生于典型的热带海区的
。

山 田洲所碉查的琉球屿 49 种椽藻及

褐藻中有 44 种是生长于典型热带区的
。

因此
,

台湾东南部的海藻区系是可以归入热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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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
,

并且与葬律宾的海藻区系有很密切的关系
。

但西北部的海藻温度性厦RlJ 与广东及

福建南部更为相似 ; 这一点是值得海藻区系工作者注意的
。

(B ) 南中国海的大陆沿岸

从附表 1 可以看到广东省的管枝藻目仅有 8 种而福建只有 2 种
,

其数目与台湾南部

相较RlJ 差得很多
。

这是可预想到的
。

就海况而萧
,

福建及广东都受到大陆水的影响
,

例如

珠江淡水
,

每年由东向西流去
,

广东沿岸的大部分地区握常有低盐海水的出现
,

表面水层

的盐度 自近岸向外海而逐渐增高〔23]
。

流入台湾海峡的黑潮小支流主要是靠近台 湾西岸
。

虽然南海也有暖水流入广东沿岸附近及北部湾 [5,2 3] ,

但从二月份的等温枝[16] 看来
,

广东沿

岸的大部分地区的水温与台湾西北部相似(15 一20 ℃)而海南岛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的水温

则与台湾东南部的相似(20 一23 ℃)
。

由附表 1 可兄管枝藻 目 (除 C la d o 夕左o r o 户5 1,
外) 的最北分布点为厦阴地区 (B

o o己le a ,

刀纪ty os p h a
er 坛)

。

为了要明了这地区的热带性弦度的演变
,

我俩朗查了若千热带性海藻的

最北分布地点
,

发现有很多属仅产于海南岛而不产于我国大陆沿岸
,

如 B 。 , 、、u a ,

u do
tea

,

A “ ra ‘n “ille a ,

H “l￡m ‘d a ,

A”““s ia 及 E “e 八e“、“
等

。

有很多属止于广 东大 陆沿 岸
,

如

P o c o c

砂。lla
,

C 五n oo ; Po r a ,

G o l若d io lla
,

C o r a to d ie ty o n ,

T u r bio a , fa
,

A e tin o t , ic人ia 及 H 夕d r o ‘

c za t人, u ,
等

。

有些种类生于福建但止于东山(豹 2 5 “ 4 1
‘

N ) 厦阴 (的 2 4 “ 3 0
,

N ) 一带
,

如

A c a , ‘无o P人o r a ,

G a la ‘a 、r a ,

D o r m 匕, e m a Po lo io a ta ,

及 C 口u le r Pa 。

虽然在 目前豁录中 c a u ‘

le rP a 口
如 m ur ai W

e b
.

v
.

Bo
s

.

能生长到惠安 (豹 24
“

50
‘

N )
,

但这一种在 日本津轻海峡的

本州北岸也能生长
,

可觅它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严格的
。

由管枝藻目及其他暖水性藻类的分布看来
,

我 国大陆洽岸甜岛屿的温度性厦是相对

地比大陆海滨(尤其是内湾 )为高 ;例如涸洲岛(21
“
N )产有 B 口。群二ni a ,

这可能是由于从

悔南岛西侧流入北部湾的暖流 [5] 的影响
。

在台湾海峡方面的标本还不够多
,
日后更全面

的采集可能还会有新的分布以及生态方面的查料
。

就目前而渝
,

大多数的暖海性的海藻

业于东山及厦阴一带是值得注意的
。

n
.

南海管枝藻 目各属的起源固魔

从附表 1 可以看到我国所产的管枝藻 目的种类除了 刀i“yo 了
琳ae rt’a 护ini fo a

Ts en g

et C
.

F
.

c ha ng 外
,

大都是焉来擎岛及焉招尔草岛的普通种类洞时
,

也几乎都出现于琉

球拿岛
。

就管枝藻 目而言
,

我国的南海海藻区系可以靓是印度西大平洋暖水性海藻区系

的一部分
,

没有太特殊的成分
。

因此
,

我国管枝藻 目海藻的起源与整个印度西太平洋的管

枝藻 目海藻的起源的尉希是无法分开的
。

早在 1 9 2 4 年
, S v ed el ius 从很多种热带性海藻在

大平洋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不建疲分布而衬渝到屯俏的互相迁移及起源等简题
。

在管枝藻

目
,

他列举了有不速擅分布现象的下列各属 : Bo od l“
,

Mt’cr od t’ct yo 。 ,

A na dyo m en e ,

乱pho
‘

”O c la d “‘
,

st r “““
,

c 左a m a ‘d o

“
,

V a lo o ia
,

D ic ty o , 户左a e ria 。

现在下列甜属也应子添入
:

V a lo n 云o Ps i, ,

C la d o P左o r o P, i,

及 E r n o 了污二i, o

sv ed eli u s
靓为太平洋的热带性海藻和西印度拿岛的相似性乃由于第三妃时巴拿焉陆

地未升起前互相传播之故 ; 印度洋与地中海海区的相似性乃 由于亚非大陆简的
l

桥楔陆地

未升起之前互相传播之故
。

他的意晃与海洋动物地理学家是不碟而合的
。

根据 E k m an [ll] 以及其他动物地理学家的解释
,

在第三耙初期有所胡古地中海 (Te
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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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的存在
,

现在的太平洋
、

大西洋
、

印度洋原是它的三个支海
。

分布于古地中海中的生

物Bl] 当然是有其共同性的
。

这个海洋的整体以及其生物的一致性到了第三祀后期方才改

变
。

那时南北美之简及亚非大陆之简各 自升起桥梁陆地
,

把其邻近的两洋隔开 ;又 由于欧

洲及北美的气候变冷
,

原来热带区的生物因气候蒋冷而逐渐死亡
,

‘

并且渗入了北方的种

类
。

相对的
,

印尼
一
焉来区(Ind

。一M al ay an Re g ion ) 自第三耙以来
,

气候没多大改变
,

热带生

物能撇油发育
。

‘

印度西太平洋与大西洋及地中海的现代暖海生物区系的相似性是 由于它

佣同为舌地中海所留传下来的子孙之故
。

无渝从现在的分布或其化石属的分布来看
,

这一 目植物在第三耙前已出现并且是已

广泛地分布于所稠古地中海的各处
。

其唯一已知的化石属 p y‘肋por idi “m 在 日本
、

阿拉

伯
,

北美洲
,

欧洲都有发现〔, ‘] ,

其生存期为侏罗耙 (J
u ra s sie ) 及白至耙 (e re ta e e o u s

)
,

这是

一个最好的征据
。

.

sv ed eli us 刚
.

数次张铜以现存种 的最多区域可敲为是鼓属的发源地
。

但 是 E k m an [11]

(PP
.

64 一6 7 )曾指出
,

没有化石根据而退下拮渝是危险的
。

因此
,

我们只能姑且地假定下

列褚属的起源地为印度西太平洋 : D 万仰
。了户人a

eri
a ,

c 左a m a e己o r i了
,

M ic r o 岔ic ‘, o n ,

尺几i户i己i户左,
-

110 刀
,

w izlo e zla 及 B o o r g 。, e n ia 。

二
、

桔
一

榆
.

由上述普枝藻目及其他暖水性海藻分布的分析
,

可看出中国南海可以大概地分为两

个温度性质不同的区域 :台湾东南部
,

海南岛 (尤其是南部) 以及东
、

西沙等岛拿为热带性

较弦的海区 ; 台湾西北部
,

广东大陆及福建南部为亚热带性的海区
。

因此
,

这两区域都可

以开发作为暖水性握济海藻的养殖坍所
。

在前一区的部分地点可以养殖热带性较强的海

藻
,

如侮人草 (D 万g
。。。 a

)
、

麒麟菜
’

(E
“c h e u m 召

)
、

树状软骨藻 (C 人
o n 己r ia a r m a ta

.

(K o tz in g )

o ka m ur 。
) 等

。

后一海区的部分地点nl] 可以养殖温度要求不高及适应于盐度不大高的种

类如石花菜 (G戒di “。 )
。

至于江篱 (G o ct’l
a 形a)

,

拟江篱 (‘心‘la ri oP后)及沙菜 (方y妇拟 )

剧在这些海区都有发展养殖的希望
。

摘 耍
一

管枝藻目
、

(siP hon
o d ad al es ) 可称为热带亚热带的代表性海藻

。

其分布范围对暖海海

藻区系的划分及进一步的查源开发是有参考价值的
。

我国的管枝藻 目
,

除 Cl ad 印人or oP后

属有未稠查外
,

共有 2多种 (觅附表 1 )
。

大多数的种类产于西沙拿岛
、

海南岛 (尤其是南

部)及台湾的东南部(包括兰屿及琉球屿等)
。

至于台湾的西北部及大陆沿岸
.

,

则仅有少数

种类出产
。

其他海藻之对温度要求较高者亦有类似的现象
。

其原因是西沙拿岛及海南岛

所处的樟度较低三台湾东南岸受到黑潮 (高温
、

高盐度) 的影响较大 ;而大陆沿岸及台湾海

峡方面
,

尤其在冬季时
,

则受到大陆沿岸流(低温飞低盐度 )的影响较大之故
。

在大陆沿岸
,

管枝藻 目的最北生长区域为东 山及厦阴一带
。

此外
,

其他暖水性海藻的

种类自海南岛至广东
、

福建沿岸而逐渐减少
,

有若干种类也是停卫
二
于东山

、

厦阴一带
,

这是

值得注意的
。

由我国管枝藻 目的粗成成分来看
,

南中国海的海藻区系是印度西太平洋 (Ind o-- w e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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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 团 管 枝 藻 目 的 种 类 及 其 分 布1)

T a b le 1
.

T h e s p e e ie s o f C h in e se S ip h o n o d a d 丹le s a n d t卜e ir 碑i
str ibu tio n 二

一一井一一
lll 222 333 444

. ‘

555 666 777 888 999 l000
.

1 1 , ))) 1 222

西西西西 梅梅
.

东东 广及及 福及及 台及及 焉焉 焉焉 琉琉 美东东 美热热 地地
沙沙沙

‘‘

南南 沙沙 东其其 附附 附附 来来 歇歇 球球 洲洲 洲带
,,

中中

拿拿拿拿 岛岛 擎擎 大附附 近近 近近 维维 尔尔 攀攀 太太 大亚亚
’

海
二二

岛岛岛岛岛 岛岛 陆近近 岛岛 岛岛 岛岛 罕罕 岛岛 干干 西热
.....

沿沿沿沿沿沿岛岛建屿屿湾鸣鸣鸣 岛
’’’

洋岸岸 徉带带带
岸岸岸岸岸岸屿屿屿屿屿屿屿屿 的区区区

VVV a lo n ia e e a eee +++ +++ +++ +++ +++ +++ +++ +++ +++ 下下 +
‘‘

+++

VVV “10 刀ia “tr ic t’ la r i,
(R

o t h ) C
.

A g
...

+++ +++ 十十 +++ +++ +++ 十十 十十 +++ 十十 +++
书书

VVV
.

a e g a g 犷o Pila C
.

A g
...

十十 +++++ +++ ,, 十十 +++ +++ 十十 +++ +++++

FFF
.

fa s tig ia t a H a r y
...

+++ +++++ +++++ +++ +++ +++ +++ 十十 +++++

犷犷
.

。‘。 t犷ic o s a 1
.

A g
...

+++ +++++ +++++ +++ +++ 十十 +++++ +++++

DDD ic 名夕o sP人a e r ia b o 左o t e招 5 1, Y a m
...

十十 +++++ +++++ +++ +++ +++ +++++ 十十十

DDD
.

c a o e , , o ‘a
(F

o r r sk
·

) B o e rg
··

+++ +++++ 十十十 +++ +++ +++ +++++ +++++

DDD
.

夕e r万l“y s 矛W
e b

.

v
.

B o s
...

+++ +++++ +++++ 十十 +++ +++ +++++ +++++

DDD
.

, Pin ife r a T s e n g e t C
.

F
.

C h a n ggg +++ +++++++++ +++ +++ +++ +++++ +++++

DDD
.

1”君e r”才e d ia 、V eb
.

v
.

B o s
...

十十 +++++++++ 十十 十十 +++ +++++++++

555 ip h o n o ela d a e e a eee +++ +++++++++ +++ 十十 +++ 十十十十十

BBB o 。 , g e , 。 , ia fo , b e , 11 (H
a r y

.

) F eld m
··

+++ 十十十十十 +++ 十十 +++ +++++++++

‘‘i户人o o o c la d tt , t r o Pic u 了
(C

r
.

) ]
.

A g
...

+++++++++++ +++ +++ +++ 十十十十十

心心八a 附a 心d o , i: o r ie” t ali, o k a m
.

e t n ig
...

+++++++++++ +++ 十十 +++ +++++++++

BBB o o d le a e e a eeeeeeeeeeeee +++ +++ +++ +++++++++

BBB o o d le o In o o t a g n ei (H
a r y

.

) E g e r o ddddddddddddd +++ +++ +++ 十十十十十

刀刀
.

c o a c 多a (D ic k ie ) M u r r
.

e t D e T o n iiiiiiiiiiiii +++ +++++ +++++++++

BBB
.

e o m P o , i; a (H
a r y

.

) Br a n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BBB
.

岁a 月 b o 了了a己 R e in b o l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BBB
.

‘t r r‘护e o id e万 H o w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tr u 。。a a , a , t o ”, o , a 。 ,
(H

a r y
.

)
一

P ic e
.

e t G r u n
...........................

占占
.

sP
··············

AAA n a d y o 一n e n a e e a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AAA n a d y o 阴 亡n e 阳犷ig h tii G r a 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下下a lo o io 户, i, Pa c 人夕, 。。,
(M

a r t
.

) B o e r g
...........................

对对ic r o d ie 名y o 。 , 19 , 。, c e 。 ,
(Y

a m
.

) s e tc h
...........................

材材
.

夕a P o ”ic “夕, ; S e te h
...........................

MMM
.

0 夜a m : ‘r a i s e t c
h

··············

MMM
.

P了巴“d o P乃a P多亡r o n G ep p e t G e p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l) 表 中所列的豁岛擎及海区并非代表彼此井行的独立区系单位
。

其所以选择这些岛罕及梅区的理由是 :

(1)其藻类已稠查得比较清楚
,

(2 )要明了南中国海管枝藻目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

(3) 要明了南中国海与

大西洋的管枝藻 目的不建艘分布
。

2 )
‘

范围群 T a ylo r
(1 9 6 0 )

。

1
.

P a r a ee ls 15
.

2
.

H a in a n 15
.

3
.

Pr a t a s 1 5
.

4
.

K w a n tu n g a n d its n eig hb o r in g isla n d s
.

5
.

F u k ie n

a n d its n e ig h b o r in g is la n d s
.

6
.

T a iw a n a n d its n eig hb o ri n g isla n d s
.

7
.

M a la y A r c hip e la g o
.

8
.

M a r sh a ll Is
.

9
.

R y u k y u 15
.

1 0
.

E a s t P a c ifie e o a s t
.

1 1
.

E a s te r n tr o p ic a l a n d ‘u b t r o p ie a l
、

e o a s ts

o f t h e A m e r ic a s
.

1 2
.

M e d it e r r a n e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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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cif ic) 区系的一部分
。

又南中国海的管枝藻 目与大西洋的种类有不速疲分布的现象
,

因

此
,

可推想到这一目的植物在第三耙前已广泛地分布于所稠古地中海的各处
。

这个 海洋

的整体以及其生物的一致性到了第三耙后期才改变
,

那时南北美之简及亚非大陆之简各

自升起桥梁陆地
,

把其邻近的两洋隔开
。

管枝藻 目的远距离不速擅分布现象
,

也可以用此

来解释
。

由这一目的化石属 Pycn oP or id iu m 的广泛分布的昆录
,

亦可以靓明这一点
。

以查源开发而渝
,

台湾东南部
,

海南岛(尤其是南部)以及南方甜拿岛可以发展为养殖

孩热带性握济海藻的踢所 (如 D ig o n e a ,

万u c五e“ m a ,

c 人。。己ri a 。r m a t a
(K 让

tz in g ) o k a
m u r a

等 )
。

在台湾的北部
,

广东大陆及福建南部Rl] 可以养殖对温度
、

盐度要求不高的种类 如

G ‘di “m
。

至于 Gr ac 而ri a ,

Gr ac ila 厅oP sis 以及 月夕娜ea BIJ 在这些地点都有发展养殖的可

有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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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d e r u n d e r s t u dy li e s r o u g hly a r o u n d T u n g sh a n a n d A m o y (F
u k ie n p ro v i n e e )

. ‘

T his 15

i n g e n e r a l t ru e a lso fo r m a n y o the r t ro p ic al g e n e r a
. ‘

Th
e w a r m e u r r e n ts a n d C hi n a

C o a st a l Cu r r e n t a r e
tw

o c o n tr ib u to ry c a u s e s o f flo ris tic c ha n g e s
.

A n a n a lys is o f t h e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t he S ipho n o e la d a le s i n d ic a te s t ha t the m a rin e flo ta o f t he Sq u th C hin a Se a

15 e ha r a c te ris ti e o f t he I n d o 一

W e s t
一

Pa c ific
.

B o th th e p ala e o n to lo g ic a l e v id e n e e o f t h e fo ss il g 尽n u s P夕c n o Po r id iu牌 a n d t he p a t te rn

o f th e d isc o n ti n u o u s d is tr ib u tio n o f th e m o d e r n s p e e i e s (s e e ta ble l ) s u g g e s t th a t t he

m e m b e r s o f this o rd e r had b e e n w id e ly d ist rib u te d i n th e T e thvs Se a b e fo r e a n d i n t he

T e r tia r y Pe r io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