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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底栖动物区系的特点
*

刘瑞玉 徐凰山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

中国海底栖动物的研究过去做得很少
。

解放前仅张重等 (1 9 3 , , 19 3 6 , 1 9 4 9 )在 山东

半岛附近作过一些稠查
。

解放后
,

随着海洋学和憔业研究工作的发展
,

才逐步展 开 了

底栖生物定量和定性的稠查研究
,

近年来
,

日本的一些水产研究机构
,

由于憔捞上的要

求
,

也在黄
、

东海进行了一些稠查
,

但已发表的渝文很少
,

‘

仅有松井魁和高井彻 (19 50
,

19 5 1 )根据憔捞拖网查料所做的黄
、

东海大形底栖动物拿落和数量分布的研究 (缺少种类

鉴定的群相和正确查料 )
,

Be3 Py KO
B
等 (1 9 5 8 )在东海东部进行的底栖生物定性及定量稠

查查料的初步报告(内容极为曹单
,

且所获动物标本均未进行种类鉴定 )
,

以及我国黄海水

产研究所(19 58 )关于渤海湾底栖动物分布情况的初步报告 (油印本
,

仅有拖网查料)
。

此

外
,

著者曾于 1 9 5 7 年在黄海北部做过底栖生物稠查
, 19 5 8 年初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黄
、

东海越冬憔踢粽合稠查时
,

也搜集了底栖生物定量查料
,

但这些

查料都还未发表
。

与此同时
,

著者等自1 9 , 7年起就开始在黄
、

东海广大海区进行系抗的底

栖生物定性和定量稠查
,

搜集了大量的查料
,

目前工作仍耀疲在全国各海区进行
。

查料的

整理和研究现在虽然尚未全部拮束
,

但通过几年来的系扰工作
,

我佣对黄
、

东海底栖动物

区系的基本面貌已有了概括的了解
。

中国侮海洋动物区系的性盾
,

及其与相邻海区简的相互关系
,

过去研究得极为不够

(E k m
a n 在他的名著

“z o o g e o g ra p hy o f th e se a , ,

(1 9 5 3 ) 一书中
,

由于材料不足
,

对中国

北部海区根本一字未提
,

对东
、

南海也歌得极少)
,

目前仍是海洋动物地理学家极为重祝的

区域之一
,

因为中国海北部
—

特别是黄海
—

正处在北太平洋温带区和印度一西太平

洋热带区的交替地带
,

这一海区的动物地理学查料
,

对太平洋西部海洋动物区系地理区划

的研究
,

特别是北温带区系和热带区系简分界拔的确定
,

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

黄
、

东海由

于生态环境条件特殊
,

动物区系颇为复杂
,

本文郎根据著者现已掌握的查料
,

对这一海区

底栖动物的地理分布
、

区系性厦及其他有关简题
,

进行初步探尉
。

至于数量分布和草落的

研究
,

另有专文报告L0]
。

一
、

黄
、

东海底栖动物区系的特点

黄海和东海在地理位置上虽然紧密相速
、

其简并无很严格而清楚的 自然分界筱
,

但两

个悔区的水文学特点
,

却有显著的不同
。

东海由于受孩大的黑潮暖流 (K ur os hi o C ur r ent )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2 03 号 ; 本文曾于 1 9 62 年 6 月及 9 月先后在青岛由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召开的梅牟动植物区系学术输文封希会以及在苏联列宁格勒由太平泽酉部徽业

研究委员会召开的太平洋西部动物区系和藻类区系学术甜希会上宣歌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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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分支
—

台湾暖流所控制
,

除我国大陆沿岸及长江 口附近的浅水区外
,

大部区域的底

层水温
、

常年保持在大的 14 ℃ 或 15 ℃ 以上
,

其主流区 (琉球拿岛附近 )更高一些
, 1 00 米

深处的水温握年保持在 20 ℃ 以上[z01 ;但牛封阶性的黄海
,

由于距暖流的主流较远
,

所受影

响很小
,

较滦的水域
,

夏季为冷水团所控制
,

其底层水温
,

常年保持在大豹 2一10 ℃ 之简
,

中心部分仅 4一8 ℃
,

其外椽部分及南部边椽
,

可达 12 ℃ 以上[z,l 叭而近岸浅水区受大陆气

候的影响
,

温度季节变化颇为剧烈 (如渤海湾底层水温年较差在 25 ℃ 以上 ) ; 同时
,

由于

长江
、

黄河等大河径流的影响
,

各河口 附近的盐度也相当低
,

季节变化幅度较大
。

因此
,

由

于以上各种原因
,

致使整个黄
、

东海区的南部与北部
、

近岸与外海等不同部分的底栖动物

区系
,

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异
,

特别是较深水域 (超过 50 米 ) 的区系成分
,

黄海和东海之简

更有本厦的不同
。

黄
、

东海陆棚区范围内普遍分布的大形底栖动物
,

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主要是甲壳

类
,

如游泳虾类(N
a ta nt ia )

,

棱子蟹 (p
o rtu n id a e

) 和虾姑类 (S q u ili ida e
) 等

,

它俩在浅水区

最多 ;至于软体动物
,

虽然种类最多
,

但一般的种数量不大 ;多毛类和棘皮动物种类虽不及

前两类多
,

但有些种在适宜的环境中得到大量发展
,

形成特殊的生物军落
。

活动能力较大的虾类
、

蟹类
、

头足类等分布的范围显然很广
,

而其他各类的种
,

分布范

围一般较为局限
,

受深度及底厦的影响较大
。

例如 [6] 在渤海的三个内湾(辽东湾
、

渤海湾
、

策州湾) 和江
、

浙两省的沿岸带
,

都是以 汉rc 。 : “乡c , 。n a , a ,

效 le c ,‘o n , u c c‘n c : u s ,

汉
.

。 a‘c i
-

扣、;
等低盐广温性暖水种为代表的拿落占优势

,

其中还有棘皮动物的 Pr ot 僻反yr
。

bi 介
n -

ta ‘a ,

? A m 户h‘u r a o a d‘c o la 及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分布咬广的大形甲壳类 (如 Pe n a e id
a e ,

A lp h e id
a e ,

p a la e m o n id a e
等科的虾类

,

以 p o rt u n id
a e

科为代表的蟹类和 S q u ill id a e
等 )

,

各

悔区的不同点只是南部的暖水种数 目较北部为多
。

在渤海的中部和山东半岛两岸糊底质

的浅水区
,

具IJ分布着 C a

rci
, o户la : 。es tit u s ,

A 了t

树
a 了 t, e o ic o lo , ,

D 若Pl
o己。 , ta s p

.

等暖温带或

亚热带种为代表的拿落
,

浅水砂底或混合底厦区刻分 布着 以 Te m o Pl eur o ka rd 而
‘

kii
,

L uz’击‘ y o oe 。行 等暖温带种和亚热带广分布种 0 琳苦。
a 招nb

e rg 招 为代表的军落
,

南黄

海及以南海区还有仅以热带性蟹类占艳对优势的优邵叻人
t
加俪

“ , p‘朋Ot her 口娜。 擎落
。

前

面已握敲到
,

外海水所控制的深水区中
,

拿落粗成在黄海和东海简有显著的不同
,

黄海是

以狭盐性北温带种
,

如 o 夕hiu ra , a
。‘

,

o 户无10 户人0 1苦, m ￡, 召乙苦21,
,

尸a g u r “了 o c 几o te , 5 15
,

c、。9 0 。

a ffio i了
,

尸a g u r u , Pec tin a t“, ,

T 五夕a s ir a sp
. ,

N 论
c “la m i, a b ilis

,

c li n o c a心i“m
c a li fo r o ie , , e ,

0 ”砂行 沉d es ce ns
,

H y m ”ia ci do
o as ‘m ili ,

等占艳对优势的喜冷水军落为主
,

其分布区

中极少觅到有暖水种 出现
,

甚至分布到渤海的冬季能适应低温环境的热带广布种也不能

在这里生存 ;但东悔却以与其性厦恰恰相反的热带性很张的高盐种
,

如 St ell as te
;

cq
“。tri ‘

x 朗oP 如、 。ut a ,

L yt oc ar 娜
;

sP
.

和爵多和虾
、

蟹为代表的军落最占优势
,

其分布区中也

根本晃不到北温带种
。

东海的浙江及江苏沿岸
,

在外海高盐拿落与近岸低盐军落之简的

水域
,

旦IJ以 S c左iz a s te r la c “n o 了u 了,

S萝户h o o a lia ; 户a d ic e a ,

N io th a m
a

馆a ri tifer u s

等暖水种为

代表的军落为最占优势
,

其中热带性最弦的种较前一拿落中为少
。

总之
,

海区的南部底栖动物种类较多
,

区系粗成成分则较单钝
,

北部种类显著地减少
,

但区系成分则较南部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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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东 海

东海由于受黑潮暖流的影响较大
,

底栖动物区系中暖水性成分占压倒优势
,

北温带起

源的种极少
。

近岸常觅的主要是甲壳类的 P e n a e id
a e ,

A lp he id
a e ,

p a la e m o n id
a e ,

p o rt u n id
a e ,

sq u uzid
a e ,

软体动物的 协
s sid

a e ,

A rc id
a e ,

介zlin id
a e ,

棘皮动物蛇尾类(Op
h iu ro idea )和海

胆类(Ec hi no id ea )的豁多科
,

还有多毛类的 E un ici da e
等科的代表

,

其中数量较大的有甲壳

类的 T r a c h夕户e o a e“, c u r o ir o ; tr蔺,
,

p a r a Pe n a e o户5 15 h a r d o ic反11
,

尸
.

t 。, e ll“了
,

A tyPo 户e , a o u ;

c o 二Pr e ,万夕。
,

M e ta 户e n a e o Ps 行 撼a ze￡
,

s o ze n o c era s in e o s行
,

尸a la e m o n g , a o i君ri
,

尸
.

(公
o Pa la e -

二 o n
)

c a rin ic a “d a ,

汉l户人e“ , ja 夕o n ie u s ,

尸o rt u , u , t ri t u 云。犷c u la t“s ,

尸
.

(万
e lle。“ ,

) ‘
a ; ta to 萝己。

,

C左a

卿bd is b im a c o la ta ,

C左
.

ia Po o 1’c a ,

Ca rc 动 。户la x t, e s tt’t “ , ,

X
e n o P左t左a lm u 了 Pt’n , o t左群。记口; ,

匆
“illa o ra to ri a

等
,

软体动物的 汉 rc a ; u 云c r e o a ta ,

A lec t ri o n o a ric ifer “s ,

A
.

; “cc i二tu , ,

T e llin a ir似。c e , , ,

万
a tic a sp p

.

等
,

棘皮动物的 o p人‘u ra 左i动
e

哪
,

汉 m p 左i“ , a sp ,

(
e f

,

汉
.

。a d ic o la )
,

T e m o o p le“ r“, r e e o e s i
,

尸r o ta n左y r。 云i己e o ta t。 ,

多毛类的 st e r n a , p行 , c u ta ta ,
.

‘ly
-

‘er ‘ , ou xii
,

介re 死lli de
: , tr 口

邵i
,

⋯⋯ 等
,

其中爵多种虾和蟹都是比较常兄的撅业捕捞对

象
。

潜沙的小蟹 x 邵oP触加lm
“ ; Pi o ot 肠ro ‘de

,
在某些区域数量很大

,

形成热带特有的蟹

类军落
,

最密集处达 4 52 个/ 米、
一

在这些种类中除少数是中国海的地方种 (
e
nd

e m i。 : Pe
-

cie
s
) 或仅分布于中国和 日本附近海区的地方种外

,

大都是从焉来拿岛或印度洋分布来的

热带种
,

来自北方的温带种很少 (表 l)
。

至于深度超过 50 或 6 0 米的外海
,

为黑潮及其分支的暖水所控制
,

狭温狭盐性的热带

表 1 东海潮下带底栖动物区栗粗成
.

T a b le 1
.

C o m 即
sitio

n o f th e b e n t hic fa u n a o f 比
e su b litto ta l Z o n e o f th e E a st C h in a S e a

~ 权长~
.

种,
.

\黑
s

} {
_ 十

_

足 叱壳 类
」

n

?t.?r
· 01 sP ec le

s . -

⋯
~ 二

“

沐}

—
!

—
匕一二一

棘皮动物
E e h in o ·

d e r m a t a

l1,n�U,
‘

乙
性,‘,l�、J�j,了,l

印度
一
西太平泽热带区广分布种

w i d e ·

d i s tr i b u ti n g s p e c ie s o f th e I n d o 一

W
e s tp a e i fie R e g i o n

(
s
不分布到 日本的种
Pe e ie s n o t o c e u r in g i n Ja p a n e s e w a t e rs)

5 8

8 2

6 423
黄

、

东
、

南梅一 日本特有种
: p e c i e s e n d e m ie to c h i n e s e a n d Ja p a n e s e w a te r s

东
、

南梅一日本特有种
s p e e i e s e n d e m ic to E a s t a n d s o u th C h in a S e a a n d

Ja P a n e s e w a t e r s

黄
、

东悔一日冰特有种
s p e e ie s e n d e m i e t o Y e llo w S e a ,

E a s t C h in a S e a a n d

Ja P a n e se w a t e r s

东海一日本特有种
s p e c i e s e n d e m ie t o E a s t C h i n a s e a a n d Ja p a n e s e w a te r s

中国梅的特有种
sP e e ie s e n d e m i e t o C h i n a s e a s

分布不明的种
sp e c ie s w it h t h e i r d i s tr i b u ti o n n o t e le a r ly k n o w n

总 箭
t o ta l n u m b e r

9 l 0 2
心

l 0 呼 9 5

4 2 2

1 3 6

8 l 1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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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显然增多
。

软体动物的 F ie id
a e ,

e o ni d
a e ,

X e
no p h o rid

a e ,

B u r sid
a e ,

Pte r iid a e ,

甲壳类的

sc yna ri da e
t

等科的代表
,

都是近岸带很少兑到的
。

例如
,

甲壳类的 Pa ra Pe na cu ;
fis

了“、, ,

M e ta 户e o a e o 夕, i, b a r b a , u s * ,

5 0 1己n o c e r 召 户e c t i, a ta ,

尸le s io n ￡左
a s p

.
* ,

p o o t o c a r i: 户e n a t a ,

S卿lla
-

r “ ; m
a rt e 刀, 萝i

,

N o Ph r o夕, t人o m s o ”萝
,

D
a r d a 刀“, a r o , , a , ,

L e u c o , ia r左o m 吞o ij a l‘s * ,

乙
.

“n ij e n -

, a ta ,

N a x io i‘es 人y s tr ix
,

尸o r tu n “, a r g 。, t a t u s * ,

X a n t左o r

即n a u d i
,

A c ta e a ; a o ig , i
,

⋯⋯等
,

软体动物中除前述各科的代表外
,

尚有 反砂二ali
a , pad ic ea * ,

v ol 。 即l。
,

Mur 。
,
eC 而

-

, o s tr i, ,

M
.

tr a
户a ,

p a 户方ia 。x a r a ta
等

,

棘皮动物中有 S te lla , to r e全“。tr is气 c r a 了户id a 了ter

触sPe 邢
,

Sc 肠“te ,

lac
“
”su , * ,

水媳虫类中有 切
toc ar p“, sP

.

等
,

它们中有爵多种的数及

相当大
,

是这一海区的优势种 (带 * )
,

例如 Sc 形貂邓, lac “
。

s“了

最大密度达 12 0 个 /淞
,

形成独立的生物拿落
。

这些种多来自印度洋或
J

霭来拿岛 (印度尼西亚 ) 等热带海区
,

其中

有并多向东北能分布到 日本附近
,

但在西岸附近一般却仅分布至 29
“ ,

30
“

或 31
“
N 以

南
,

向北不能进入黄海 (图 1 ,

表 1 , 2 )
。

表 2 黄海潮下带底栖动物区系粗成

T a b le 2
.

C o m 即
a itio n of th e b e n th ie fa u n a

of th e s u b litto r曰 Z o n e o f th e Y e li ow S e a

中

~~~ 火长火
_

.

种羚
_ _ 竺

\ 龚兼兼 软体动物物 十 足 甲 壳 类类 棘皮动物物

~~~
~ 哭理达{

L “p 七 ‘’““

\
---

丫 o llu s e aaa C r u s t a ee a D e c a p o d aaa E e h in o ---

___ _ ‘
_

_

种瞥厦
_ _ _

~ ~ ~ \\\\\\\\\\\\\\\\\\\\\\\\\\\\\\\
d e r m a taaa

uuu 笋 ‘u l 七 。工 “p 七‘ , e 器

~ 、簇簇簇 M a c r u 丈aaa B r a e hyu r aaaaa

印印度
一
西太平徉热带区广布种种 3 555 999 3 lll l 000

www id e 一d is t r ib u t in 忆 s o e e ie s o f th e In d o 一

W
e s to a e ific R e g io nnn

(5))) 111 888 444

\\\sPe c le s n o t o c c u r ln g In J a Pa n e s e w a le r s /// 1
2 333 l 000 777 555

黄黄
、

东
、

南梅一 日本的特有种种 999 222 999 l lll
sss p e eie s e n d e m ic to C hin e s e a n d Ja p a n e s e w a te r sss 3 444 l 666 111 555

黄黄
、

东侮一日本的特有种种 777 333 222 lll
sssPe eie s e n d e m ie to Y ello w S e a ,

E a st C h in a S e a a n ddd 1000 999 444 111

JJJa Pa n e s e w a t e r sssss 555 44444

黄黄海一日本的特有种种种种种种
sss p e c ie s e n d e m ie to Y e llo w S e a a n d Ja p a n e s e w a te : sssssssssss

::: p

黑屯凳赚飘势魏益怎佗
e a a n 。 , 。v ie t F : rrrrrrrrrrr

EEE a s te r n S e a sssssssssss

中中国梅的特有种种种种种种
sssPe e ie s e n d e m ie to C h in a S e a sssssssssss

分分布不明的种种种种种种
sss p e e ie s w it h t h e ir d is tr ib u t io n li o t e le a r ly k n o w nnnnnnnnnnn

总总 箭箭 1 1888 5 444 5 888 3 777
ttto t al n u m b e rrrrrrrrrrr

东海有不少只分布于自南海至日本南部水域简的地方性种
,

从分布范 围 来看 大多

数是属于热带性盾的暖水成分
,

很少数是属于亚热带性盾的
。

例如
,

软体动物的 Na ti ca

b i云a ltea ta ,

p ly o ic es
s 二

卯二ie n s行
,

尸ec te o a l占io a

等 3 6 种
,

甲壳类 的 虾类有 M
e , a户e o a e “ ,

i卿。 e厅
,

M
e , a 户e , a e o

娜i, 西a r吞a tu , ,

M
.

la 、
e lla t “了

等共 2 3 种
,

蟹类的 Jo n u ; ‘i, tin c ta ,

乙y
-

r‘己“了 poli 、 等共 9 种
,

棘皮动物的 。沙,’a ‘
tir dy

f c犷i招 等共 4 种
,

占很大的比例
。

此外
,

也

有一些仅分布于黄
、

东海和 日本这一海区的地方性种
,

如软体动物的 ca lli
口了to m 。 “。 i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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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共 1 0 种
,

虾类的 M
e
ta 户

e , a e o户五 , 己a zei 等
,

共 4 种
,

蟹类的 才c五a 。“, tu 石erc u za , a ,

介
t o -

d夕n a m ia r a t左‘“n i 等
,

共 9 种
,

棘皮动物的 ? A m 户人i“ra t, a d ic o la , o 户人10 户左r a g m “ , i
a 夕o n介“r

等 5 种
。

东海还有一些仅分布于中国海(自黄海至南海
,

黄海至东海
,

或东海至南海
,

但不产于
日本)的地方性种

,

大都栖息于近岸水域
,

以甲壳类最多
,

如 Pe 二eu , 。

rie nt
a

lis
,

Pa lae m 口,

ca 痴ica ud
“ ,

P. g ra t,i crt’
,

o rit 御
二

~ m m ill
a
ris 等

。

这些种的分布范围及栖息的环境条件
,

与仅仅分布于黄海和 日本北部海区的那些特有种显然不同
,

它们是属于热带区系范畴内

的亚热带种
,

而后者
,

我们款为是属于暖温带性厦的(觅下节 )
。

热带性成分在东海的东部(日本南部附近水域)远比西部 (我 国浙江沿岸 )为多 ;九州

和四 国附近
,

甚至 日本海本州沿岸还有豁多只能在中国南海才能找到的
,

但不兑于福建以

北大陆沿岸的热带种
。

如 甲壳类的 尸l比萝
。, 萝左a 云in o c u z“; ,

软体动物的 c ‘la m y ; n o ta 云12行 和

p ita r a

ffi。行 等
。

n
.

黄
‘

海

黄海近岸带的底栖动物区系
,

基本上和东海相同
,

只是种数向北逐渐减少
,

爵多热带

科
、

属都不能越过长江 口 向北分布
,

特别是 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最多
,

如 Pe ne idae 东海有 2 6

种之多
,

但只有 7 种分布于黄海南部
,

Po rt u ul dae 东海超过 18 种
,

但黄海仅有 4 种
,

Pa h
-

nu rid ae 的 p翻“li ru ,
属东海有 4 种

,

黄海却根本没有代表
,

Te re bri dae 东海有 10 种
,

黄海
剧仅有 3 种

,

至于最北部的渤海湾种类更为黄乏
。

这 4 个科的大多数成具都是在近岸浅

海中生活的
,

不少种的数量在底栖生物中颇占优势
。

黄海的深水区 (40 或 允 米以上的深度)
,
由于冷水团常年存在

,

底层水温比较稳定
,

一般在 2一10 ℃ 之简
,

中央部分在 4一 8 ℃ 之简
,

仅南部可到 12
。

或 14 ℃
,

阻碍了大多数

热带起源的暖水种向北分布 ;但这样的环境条件
,

却极有利于北方起源的温带种的大量发

展
,

例如软体动物的 Tri
c 方o tro 夕is 西￡c a rt’n a t a ,

T 人y a : ir a g o u l己i
,

M o己1 0 2“ ,

dz’f fici lis
,

c zio o -

c a rd i“ m c a ll’fo r , ie , ‘e ,

N “c u la m 苦r a b ilis
,

N a tl’c a

ja n t人。, t o
m a ,

Ly
o n s t’a sp p

.

等(豹有 4 0 种
,

占黄海底栖软体动物种数 的 32 多)
,

甲 壳类 的 。,

eg 口耐
。

gr a
cil 行

,

尸“ge tt i二 q ua 击ide 。
,

C a o c ‘犷 g ibb o 了“l“了
,

P a g “r u 了 o c人o te。了i了
,

P
.

Pec tin a tu 了 ,

及 H ePta c a rPu 了,

Eu
a lu s ,

P a , d a lu 了
,

cr 阴妙
, ,

sc le ro cr邵go
。
等属的虾类(共 19 种

,

的占黄海底栖虾类总种数的 3 , 外)
,

棘皮动

物的 O P左iu ra s a
rs i

,

O P人10 户人0 1若; m ira b ili;
,

S te g o Ph iu r a sla己e o i
,

L “t’d ia y o
o e n 了行

,

s o la : t e r

d a , so n i
,

A s
云e

r ia ‘ a m u r己。, 行
,

A
.

。。, s ic o lo r ,

C r o s s a , , er 户a户。 u 了

等 (共 16 种
,

豹占黄海底

栖总种数的 4 3 外)
,

多毛类的 o n u 户左is ir记es
c e n s ,

‘o o ia d a o
a c u la ta

等
,

共 2 1 种 [1‘] ,

海

棉动物的 万夕m 。。ia c id
o n a s, im il行

,

s动
e r ito d o m “ , c u la 等

,

大都是 日本北部东
、

西两岸
,

鄂霍次克海或 日本海大陆沿岸常兑的起源于北方的温带种 (有些还分布到白令海)
,

性厦

和来 自南方的暖水种有很大的不同
。

它们乏中有些种的数量很大
,

在黄海的深水区占着

主导地位
,

特别是 以 o 户左iu r a sa
rs i

,

o 夕人10户人0 115 , ira 占12行
,

o r

叮
o n t.a g r a c iz行

,

尸咭
“ r “了

o c左o t。。; i;
,

P
.

Pe c tio a t“, ,

Cra , 9 0 , a

ffio i;
,

N “c “la m ira b il行
,

N u c “la , “ 夕。友。夕
a m a i

,

2
’

左担
-

si ra 妙
“ld i

,

cl 动
口ca rd 爪二 ca lif or 耐””

,

0 “琳行 ‘‘‘二en
,

等为代表的冷水性拿落
,

占了

艳对优势的地位
。

我俩在黄海北部进行工作时
,

一 咧曾 拖到豹 达 70
, 0 0 。个的 O砂i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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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万 和的 5 0 , 0 0 0 个的 。户左10 户入0 1行 m ira 云111; (网口竟 1
.

5 米
,

豹拖 1, 分钟
,

船速 1一 2 节 /

时
,

根据采泥样品针算的密度
,

前者最高达 95 个/ 米
2 ,

后者达 38 。个/米
2
)

,

有一次竞拖到

豹 5 0 0 公斤的 M o己io zu , d ifft.c iz行 ;而 月夕m 。。 ia c i己o o a 了了im iz行 在黄海数量多到影响憔船的

拖网作业
。

这些冷水种在黄海的分布范围向南一般不超出 33
“
N

,

向北一般也很少进入渤

海湾内(因为那里的水浅
,

除湾 口 附近外深度一般在 30 或 20 米以内
,

且盐度低于 31
.

5偏
,

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剧烈 )
,

恰好与黄海冷水团的分布范围大体相符 (图 1 )
。

在 日本附近海

区
,

这些种中有些自北海道向南都能分布到本州 中部以南较温暖的水域
,

但它佣常是栖息

在被深的环境中
,

和黄海有所不同 (在黄海一般是 40 一 80 米
,

但在日本附近
,

却常下降到

1 0 0一 4 0 0 米左右 )
。

黄海底栖动物中的某些北温带种
,

分布范围仅局限于黄海和 日本本州和北海道附近

海区
,

例如软体动物中的 yo ld 坛 i口加二 i
,

N “印l幼
a yo 左oy

a m ai 等共 34 种
,

虾类中的 H印
-

ta c a r Pu , ,

E “a l“ , ,

SPir o 刀t o c a r i, ,

B ir “ lia
,

P a n 己a l“了
,

C r a 刀9 0 刀 ,

S c le r o c r a 刀9 0 刀 ,

P a r a c ra n g o 移

等属
,

共 1 3 种
,

棘皮动物中的 L “id ia , 。o e n s i;
,

A st e r ia , 。 e。论
o la r ,

A s tr o d ‘”岔r““
s a g a m 若

-

n “ m
,

o p左10 户五r a g m u , j
a p o o ic u s ,

s ‘叮 o p瓜苦“ ra t, it, ip a r a

等
,

共 1 1 种
。

此外还有一些是仅发

现于北太平洋东
、

西两岸温带区不建擅分布的种 (a m p hi 一
Pa cif ic sPe ci es )

,

以多毛类中最多
,

竟超过 2 0 种 (例兑扁沙科夫
,

吴宝给
, 1 9 6 3 )[“1,

甲壳类常兑的有 H a 夕a lo g a , te r d o n t a ta
,

刀群m
a tu r u s in e r m 行

,

C a 刀 c 己r P夕g m a e u 了。

渤海湾中的底栖动物
,

除辽东半岛南端西岸海峡附近的深水区有少数冷水种渗入外
,

区系成分基本上与黄海近岸带相似
,

不过种类较黄海更少
。

在泥底和泥 沙底 的三 大湾

中
,

有些种类如 A rc a , u b c r己。a ta ,

A le c tr io o s u cc i, c tu , ,

A
·

r, a ri c if
e r u 了,

p r o ta 。
妇

r a b id e ”ta ‘a

等得到大量发展
,

而辽东半岛以西的浅海中
,

玩idi
“ y。

。

朗后
,

0 琳ioP 加ag m “‘ ia Po ni ‘“‘

等数量很大
,

例如 A rc
。 , “bc

r

朗at a
在渤海湾的密度最高

,

达 38 , 个 /米洞
。

此外
,

数虽特

别大的还有爵多种虾
、

蟹如 p 。, a e u ; o r ie , ta li, ,

T r a c 瓜, ; e ”a 。“5 c u r
“犷O“r i‘

,

p a la e m o ” g 护a
-

r, ie r i
,

P
.

‘a r in 若ca u d 召
,

P o r tu n u , tr it“berc
u la t “s ,

c 人a

即bdis 加p o , ic a 和虾姑 S q u illa o ra t o r i。

等
,

都是黄渤海的重要憔业捕捞对象
。

这些种中大部分都是中国海或中国和 日本近海的

地方种
,

是亚热带性或暖温带性的
。

近年来
,

通过大量的稠查采集
,

在黄海发现了不少新种 (有些已挫发表
,

有些尚未发

表 )
,

但这些种是否就是黄海的地方性 (
e
nd

e m i。) 成分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根据了解得

较好的爵多种 (特别是一些数量较大的种 )在这个海区及其邻近水域的分布聋料
,

著者推

想这些新发现的种大多数将会在 日本本州及其以北的水域发现
,

另一些将会在东海或其

以南的水域发现
。

这自p是靓
’

:
有些可能是

“黄海
一
北 日本

”

这一水域的地方种
,

而另一些RlJ 可

能是
“黄海

一
东海

”
或

“黄海
一
南海

”的地方种
。

至于黄海本身
,

自p使是有具正的地方性成分
,

也将是很少的
,

这当然与黄海区系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有道接关系
。

从超过 40 或 50 米深度的底层水文情况 [19
·

z0] 来看
,

黄海的北温带种是沿朝解海峡自

日本海方面分布而来的
。

海峡深处底层的夏季水文情况
,

可以允爵某些适应能力校强的

底栖性北温带种正常生活
,

但由于对焉流的影响
,

里曼寒流 (Li m an cu rre nt ) 不能 出日本

海西流
,

不利于浮游性种类向西的分布
。

这样
,

能通过朝解海峡而进入黄海的底栖种类
,

在其中部和北部的深水区找到较为适宜的
一

(温带性的) 生存条件
,

因此得以大量繁殖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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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北温带种和热带种在黄梅和东梅西部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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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黄海北方起源的地方种就可能全部来自日本北部
。

当然
,

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
: 黄

海的北温带种中
,

有些在过去虽然同它俩日本海或鄂霍次克海的分布区是速擅不断的
,

但

后来 由于中简地带环境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隔艳了
,

因而形成简断分布的情况[l’1
。

但

这种推断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

当然还须要 由朝解海峡附近的祥相分布查料来征实
。

不

过无萧如何
,

在这些新种的分布区尚未查明 之前
,

还不宜将它佣当做黄海的地方种
。

整个看来
,

黄
、

东海底栖动物区系中三种基本类型
—

自p北温带 (冷水型)种
,

热带种

(狭温性暖水型)和广温性暖水型种—
的分布情况

,

清楚地靓明了这个海区的生态条件
。

大多数北温带种的分布范围恰好反映了黄海冷水团的大致分布范围
,

爵多热带种在东海

的分布范围也清楚地指示出台湾暖流势力在浙江外海所达到的区域
,

而广温性暖水种在

近岸浅水区 自南向北的普遍分布和它们尸般皆不在冷水团分布区内出现这一事实也正好

就明它们自已的生态特点和黄
、

东海沿岸水的水文学特点
。

特别是前两者在分布上所形

成的迥然不同的群明对照 (图 1 )
,

对我俩确定黄海和东海底栖动物区系的属性和划定两

个区系简的分界拔颇有重要意义
。

二
、

同邻近海区的上匕较

黄海和东海的底栖动物区系
,

与相邻的南海和 日本近海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

黄海

和 日本本州北部以及北海道南部水域最为近似
,

而东海AlJ 与南海大陆沿岸及 日本本州南

部和九州
、

四国附近水域最为近似
。

大内困在 日本本州北部 日本海沿岸的新漓附近获得的底栖动物拖网查料
,

清楚地表

明 :
那里的底栖动物区系祖成和我国东海北部及黄海南部极为近似

。

在他采到的 56 种软

体动物中
,

有 34 种也发现在中国海 (与黄海共有者 18 种
,

与东海共有者 15 种
,

与南海共

有者 1 8 种
,

其中有 6 种尚未在东海发现)
,

特别是双壳类 (Bi va lvi a) 的共有种较多
,

23 种

中有 18 种相同(与黄海共有者 8 种
,

与东海共有者 5 种
,

与南海共有者 9 种 )
,

甲壳类中相

同的种更多
,

他报告的
_

片 种虾和 22 种蟹中
,

有 1 , 种虾和 1 7 种蟹是与黄
、

东海共有的
,

此

外
,

尚有 1 种虾和
.

2 种蟹是南海也有的 (与黄海的共有种
:
虾 1 0 ,

蟹 7 ; 与东海共有种
:
虾

1 0 ,

蟹 1 6 )
。

棘皮动物 n 种中有 5 种相同 (与黄
、

东海的共有种
: 2 ,

与东海的共有种
: 4 )

。

实际上
,

不但这里和 中国海共有的种数多
,

而且两海区占优势的种也基本上相同 ; 例如软

体动物的 N “ c “l
a

o ir a b萝11, ,

尸ec t e n a l云ic a n ,

甲壳类的 c r a , 9 0 0 a

ffin is
,

M e ta 户。n a e o 户s行

a c c li , 行
,

A I夕瓜e u , i
a 户。, ic u , ,

A t夕Po 户e n a e u , c o m Pr e s siP e , ,

P a , d a lu , m e rid io n a l行
,

C h a

卿b d i,

b若m a c “la t a ,

C a 犷c i刀 o Pla x la 刀g im a 刀“了 ,

C
.

夕e , tit“ , ,

P o r t“n “5 g la d泣a ‘o r ,

L e u c o 了ia r左o
m b o id a li 了,

s叮“illa o , 。to r￡a ,

棘皮动物的 T 己m n o Ple “r 。 , to r e “。a t,’c u 了,

S c h iz a s te r la c u , os u 了,

E c左in o c a卜

di “二 ‘or da tu m 等
」

;特别是其底栖动物祖成中以几种虾
、

蟹的数量为最大
,

这一点也和黄
、

东海的特点相同
。

从宫地和增井 [191 在能登半岛七尾湾 (N an ao w an )所获的资料中
,

也可

看到同样的现象
。

本州最北端和北海道南端之简的津轻海峡一带
,

如青森
,

函馆
,

室兰等地
,

底栖动物区

系和我 国的黄海极为相似
,

从日本东北大学在陆奥湾(M ut su B ay )所作的底栖动物锢查资

料 (T
a k a ts u k i 1 9 2 5 ; Y o k o ya 1 92 8 , 1 9 3 0 : U e hida 1 9 2 5 : M

a tsu m
a to 1 9 4 1 ; Mo r te n se n

1 9 2 9 )就可以看出它们之简的近似程度 ; 在上述著者发现的 68 种软体动物中
,

有 39 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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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相同
,

属于甲壳类的 20 种虾和 31 种蟹中
,

与黄海相 同的有虾 15 种
、

蟹 16 种
,

33 种

棘皮动物(海星类 14 种
,

蛇尾类 7 种
,

海胆类 10 种 )中
,

与黄海相 同的共 18 种(海星
、

蛇尾

及海胆各 6 种 )
。

Ya m
a
m ot o[, 0] 的定量聋料也颇与黄海相似

。

总的看来
,

陆奥湾与黄海底

栖动物的共有种数显然比它与东海的共有种数多
,

其区系的相似程度
,

远比它与东海之简

的相似程度要大
。

根据日本海洋淮业铜查船着膺丸(so yo - M ar u
) 1 9 2 3一 1 9 3 0 在 日本各海

的陆棚区所作的铜查查料(H
a be 1 9 , 7 , 1 9 5 8 和 Yo k o ya 19 3 3

,

等)来看
,

日本本州沿岸的

底栖动物区系与我国大陆棚周围十分近似
。

近年来膺九 (T ak
a
m 盯u) 在东京湾 (T ok yo

Ba y ) 进行的粽合稠查
,

更靓明了这一点 ; K ub 。
(19 分)报告底栖生物拖网采到的 20 种虾

和 43 种蟹中
,

有 18 种虾和 24 种蟹与黄
、

东海相同(与东海共有的虾 15 种
,

蟹 17 种 ; 与黄

海共有的虾 13 种
,

蟹 15 种 )
,

而且两海区底栖生物粗成中占优势的种也完全相同
,

东京湾

数量最大的种类
,

如 T r a c人夕户e o a e‘5 c o r t, i, 0 5 ‘r i, ,

A I户h e u s 夕
a 户。 , ‘c 。; ,

c , a o g o n 。

ff‘。‘,
,

c h a -

卿乡J萝了 石im a c “la t a ,

c a r c i二o p za x o e s tit u 了 和 s q “illa o r a , o r ia 等
,

在黄
、

东海也同样是数量

上最占优势的种
。

至于九州
、

四 国以及本州南部水域的种类
,

RlJ 基本上和东海
、

南海大陆沿岸附近的浅

水区相同
。

甚至九州南部还有海南岛尚未发现的热带种(例如软体动物的 c 。后
c or nu ta,

蟹类的 刀u x a n t左u 了 。x , c o l户t“ , ,

‘r a 户s u , , tr ig o 了u ,
等)

,

而本州 日本海沿岸还有少数与南海

共有的
、

但在东海尚未发现的种(兄 3 13 真 )
。

2
.

虽然中国黄
、

东海的和 日本近海的底栖动物区系有着极为密切的亲椽关系
,

而且大

体上相同
,

但由于两海区的水文学特点(特别是受海流的影响 )有着显著的差异
,

因而各个

海区的种类祖成和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 自己的特点
,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

在日本近海
,

北太平洋的两支最强的洋流
—

亲潮 (o ya sh io) 寒流和黑潮暖流
—

或

其分支的冷水和暖水值接交汇
,

致使来源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冷水种与暖另(种互相混杂
,

定

居于同一海区
。

而中国近悔
,

黑潮主流仅仅从东海的南部通过
,

其分支虽然也能影响到西

部浙江沿海和东部朝解以南的水域
,

带来不少暖水胜动物 ;但半封阴的黄悔由于受东海高

温
、

高盐水的影响较少
,

且深水区底层又常年存在着冷水团
,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暖水种

向北的分布
,

所以黄海和东海大的在 31
O
N 拔附近形成一道明显的分界技

,

南方的热带种

和北方的温带种分居枝的两侧
,

一般互不相混
,

只是广温性的暖水种才能在长江 口以南和

以北的近岸水域广泛分布
。

例如
,

在 日本东京湾同时出现有冷水性的甲壳类 C h‘。。oc ct cs

o Pilio e lo o g a t u ; ,

c 人o ri lia 10 , g iPo i
a Po n ic u s ,

P行o id o b id e n ta tu , ,

O r e

卯
。ia g r a c fli了

,

S七le r o -

c r a , 9 0 0 1, t e r
m

e d‘u s

等和暖水性的 L y re id u s Po lit“s ,

A c ta e a 人0 0

左i
,

p o r tu n u 了 , a , g u io o -

z‘, t 。 , ,

尸
.

g la d 云a ‘o r ,

s仰
o n ‘a c‘st a , a ,

p r o c o
s a

j
a 户o n 云c a ,

p a o u lir u 了 j
a 户o n ic u ;

等 ; 在犬吠

呻(I
n u bo e z a k i)附近

,

软体动物的暖水性种 V 君n u 了 a l云io a ,

c ir c 。 , a n a ,

M o己10 1“ , fla
。
心u , ,

和冷水性种 N ttc ul 朋
a

yo 友oy
“m ai

,

N “cu la cy re no id 。 能出现在同一地点所采 的样 品中 ;

在 日本海沿岸的新渴附近
,

同时 出现有暖水性种 (如软体动物的 尸aP 五衍 a m ab ili
s ,

Pi t。

a ff‘, 众
,

V o lo a o o lo a ,

甲壳类的 A却夕
。夕e , a e“ , c o m Pr e o i夕。

,

p o n , o c a

ris 户。。a ta ,

p lo i的i及a

bin o c “ l“了
,

p o r才u ”u s g la d ia to r ,

c a 犷c萝”O户la x 10 , gi m a o u , ,

My ra fu g a 二
等 ) 和冷水性种 (如

耿体动物的 万“c “la m ira b il行
,

c lio o c a r d iu o c a lif
o r o i君n se

,

甲壳类的 o re g o
厉a 盯a c il介

,

尸u g e t t‘a 叮u a d r i己e n ; ,

c , a n g o n a ff‘。行
,

B ir u lia 反is 人in o “夕e i
,

H
e户ta c a r夕u s g e n ic u la tu ,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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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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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棘皮动物的 升m no 娜、、 ; to 。“m at ic us 等 ) ;本州北端的陆澳湾也同时出现有暖水性种

D
r o m fa 己林 a a o i

,

M e ta 户e o a e o 户‘5 b a r b a tu : ,

过, a tin a fl己x u o ; a ,

M 夕tilu ; 人io u t u ;

等
,

和冷水

性种 o r e g o , ia g ra c ilis
,

p u g o t tia 全u a d r t’d o n , ,

p a g u r “5 o c h o te o s￡,
,

c r a o g o , a ffi, i;
,

石u a lu ;

s 户a t人u l苦, o , tr行
,

H
o Pta c a r Pu , g e n 介u la tu s ,

P a , Ja l“: m e r i窟fo o a l行
,

c li, o c a r d iu m c a l萝fo r , ie n s e ,

o 琳iu , 二 , a

瓜 等
。

但在黄海和东海
,

与上述种类性厦相同或类似的种
,

一般并不同时 出现

于同一海区
。

如黄海的 。夕五萝u , a s a

爪
,

0 户人10 户左0 115 m ir a b il苦;
,

p a g砂tt , o c左o te n
后

,

尸
·

户ec
-

万、扭
了 ,

O r‘9 0 。衍 gr ‘il 行
,

C o n
go

o a

ffi
, 打

,

N “尔la o ira bil打
,

C li o

oca rd i“m ca lif or , 萝己刀了e

等北温带种
,

分布范围向南一般不超过 33
“
N

,

个别种分肴训吹远
,

但也不超过 3 1 “N
,

而东海

的热带和亚热带种 如 c r a 了户id a s te r 方。Pe r u , ,

S t e lla s te r
阿

“ e ; t r众
,

D r o m ia d o h a a , i
,

c a r而
-

刀。户la x lo n梦m a 。“ , ,

P o r tu n “‘ s a , g “萝n o le n tu ; ,

P
.

人a ; ta to 1’d e , ,

Me t a P。。a e o Ps i, b a , b a t u , ,

尸o n to c a r i了 户e o a ta ,

v o z, 。 。0 2, a ,

才君o r io a ;
动

r 君 t, 萝a t“,
等

,

向北也不能分布到黄海
,

一般都

停业在 30
“
N 或 3 1 “N 以南 (看来

, 3 IO
N 附近是冷

、

暖水种之简的一条明显的分界筱)
。

这

就是中国和 日本两方面不同之处
。

3
.

东海和南中国海北部的底栖动物区系成分基本上相同
,

只是南海的热带性种
、

属数

目较多
,

比东海更为丰富
。

例如软体动物的 x en 叩ho
r记ae

,

南海有 7 种
,

东海Rl] 为 2 种 ;

C o n id a e

南海超过 5 0 种
,

东海仅有 2 种 ; Pt e riid a e
南海 1 1 种

,

东海 2 种 ; o liv id a e
南海

1弓种
,

东海 3 种 ; e a rd iid
a e

南海 2 6 种
,

东海 3 种 ; p e e tin id
a e
南海 2 0 余种

,

东悔仅 i 种
。

甲壳类的 S q u illid
a e
南海有 8 属 弓6 种

,

东海 3 属 1 6 种 ; Pa lin u rid
a e
南海 9 种

,

东海 5 种 ;

S e

yl la r id
a e

南侮 1 0 种
,

东海 6 种 ; Pe n a e id a e

南海 5 6 种
,

东海 2 6 种 ; L e u e o siid
a e

南侮构
·

6 5 种
,

东海 1 9 种 ; p ort
u n id

a e
南海豹有 5 5 种

,

东海豹 2 6 种 ; C a llia n a s sid a e
南海超过 2 0

种
,

东海豹 8 种
。

至于种类祖成
,

东海的种类除少数是仅分布于黄
、

东海或东海及日本近

海的地方种外
,

艳大部分和南海相同
。

三
、

黄
、

东海底栖动物区系的性臀和区划简题

黄
、

东海虽有北温带冷水种出现
,

而且有些种(如 0 户hi“ra o rsi
,

⋯⋯等 )的数量也很

大
,

但它们的种数并不多
,

与鄂霍次克海或千岛拿岛共有的种类很少 (如棘皮动物中有 6

种
,

十足甲壳类中有 s种
,

软体动物中双壳类 (B iv a lvia ) 有 9 种
,

双神樱类 (A m p hin e u ra

)

有 3 种 ; 但是
,

黄海与本州北部和北海道附近海区共有的种—
也就是 敲侮 区 的地 方

种
—数目却显然较多(棘皮动物中有 11 种

,

十足甲壳类共 30 种
,

内虾 15 种
,

歪尾类 8

种
,

蟹 7 种
,

软体动物共 34 种 )
,

这些种的分布范围
,

向西南方不超出黄海南部
,

东北一般

仅到宗谷海峡 (S
o ya S t: a it

,

自p 毛
a p er o u s e S tra it) 附近 (包括随哈林岛南部 )

,

少数种也到

大彼得湾附近
,

分布区已握是北太平洋温带区的边椽地带
。

它们虽然和爵多广温性的热

带种或只分布在南海
、

东海和黄海及 日本近海的那些起源于南方的暖水种栖息于同一海

区
,

但无渝在生态上
,

或在种
、

属的亲椽关系上
,

仍然清楚地表现出温带区系的特点
。

它们

之中有豁多属
,

甚至有的科
,

是温带区系所特有的
。

这在甲壳类中特别多
,

例如 Li th od idae

科 (在黄海有 2 代 表种
: H

a p a lo邵
, te , d e n ‘a t“, ,

刀e rm a t“r u ; in e r
m ‘

,

) 和 尸a
耐

a zu 了
,

H 己Pt a c a r Pu s ,

E u a lu 了,

S 户ir o n to c a r i了
,

L e b b e “ ; ,

B iru l苦a
,

S c le r o c r a n g o n ,

P a r a c 护a 刀g o n ,

C r a 刀9 0 ” ,

尸u g e ttia
,

s c y ra ,

O r 己g o n 公a
,

p i, n ix a

等属
,

此外
,

还有软体动物 的 Tr ie h o tr o p id a e

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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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有一种代表
,

7’r ,’c 肠tr oP i,

b;’c 。石na ta ) 和 cl io ca rd 扭m 属
,

棘 皮 动物的 H en ric ia 属

等
,

都是东海及其以南的热带海区所没有的
。

但这些种及其近椽种
—

分布于鄂霍 次

克海以北的典型温带种
—

的性质不同
,

它们比较更能适应于夏季较高的水温(有些种甚

至能生活在水温 2一20 ℃ 的环境中
,

一般都在 15 ℃ 以下 )
,

应是属于暖温带性厦的
。

根据

这些暖温带种和上述北太平洋温带种在黄海区系种类祖成和数量粗成中所占的此例
,

特

别是以 0 琳iur
。

sa 。苦
,

0琳 ioP彻lit m 介ab t’l行 和 o reg
口瓜a 厂ac ili ; 为代表的冷水性拿落所

占的优势地位
,

以及这些种的生态特点
,

可以将黄海和 日本北部潮下带的底栖动物区系看

成是属于西北太平洋温带亚区 (远东亚区) 的一个独立的粗成部分
,

可称为黄海
一北 日本

“
省

” ,

它与 日本海
“

省
” 、

鄂霍次克海
“
省

”
等区域并列

,

是暖温带性质的
,

其区系特点是除

上述的北温带种外
,

还混有不少起源于热带海的暖水种
,

实际上是北太平洋温带区系和印

度一
西太平洋热带区系的混合地带

。

不过
,

其中的暖水性成分大都来 自东海以南的海区
,

地方种很少
,

而且它佣一般仅分布于近岸的浅水区
。

当然
,

这个
“
省

”
下还可以再分为黄海

和 日本北部 2 个低一极的单位
。

东海的底栖动物区系较为单钝
,

基本上是热带性的
。

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暖温带性的

种类出现
,

但种数和这些种 的数量都很少
,

占优势地位的是来 自印度洋和禺来拿岛的热带

种
,

包括不少南海和东海共有的
、

中国各海特有的或中国与 日本共有的地方种
,

它佣也都

是起源于热带海的
。

由于我国东海和南海与旧本南部(本州南部
、

九州
、

四国附近水域)区

系的种类祖成基本相同
,

而且又有相当多的地方性特有种
,

因此
,

我们款为这一区系也应属

同一个动物地理单位
,

是印度
一
西大平洋热带区的一个粗成部分

,

与焉来拿岛
“

亚区
”

(Ind
。-

M al ay an Su br eg fo n
) 并列(可称为中国

~
南 日本亚区)

,

当然
,

这个区域内中国和 日本两方面

的区系也有不同之处
,

其下也可再分为两个小的单位
。

5
.

E k m an 195 3 年网 将我国浙江以南的海区划入印度
一
西太平洋热带

“区”的印度一
思

来
“

亚区
”

之中
,

又将 日本北部朝解海峡北部以北划为北温带区系
,

南部划为印度
一
西太平

洋区的一个亚区
—

南 日本亚热带亚区
,

至于黄海的区系
,

书中未加尉萧
,

但可以肯定他

不是将黄海与北 日本划为一个单位
。

古丽娅带娃 [ls1 关于中国海潮简带动物地理区划的方

案中
,

是将黄海
,

海南岛
,
日本南部

,

焉来亚并列为 四个动物地理省
,

共同作为印度
一
西太平

洋热带区中的一个亚区
。

显然
,

古氏也将 日本北部划入北太平洋温带区中
。

根据我们的

查料
,

无萧潮简带或潮下带的区系
,

黄海和本州北部的种类祖成都极为近似
,

共有的地方

性种数目较多
,

因此
,

我俩款为将黄海
一
北 日本划为一个动物地理单位是恰当的

。

这个区

内
,

虽然有不少暖水种
,

.

但北方起源的冷水种也很占优势
,

因此
,

只能将它划归北温带区
,

或做为北温带和热带区系的过渡带
,

但不宜于划入印度
一
西太平洋热带区

,

因为不仅黄海

有豁多北温带的属和种形成极占优势的生物草落
,

而且黄海
一

北日本区共有的地方种也远

比黄
一东海共有的地方种数目多

。

至于东海
、

南海和 日本南部
,

有爵多共有的地方种(其中

仅限于东海和南海的以及仅限于东海和日本南部的都很少
,

而三区共有者最多)
,

这个区

域的动物区系成分和焉来晕岛区有较大的差异
,

而南日本和东
、

南海之简的差异
,

又显然

不如它们与焉来拿岛简的差异显著
。

因此
,

将东
、

南海和南 日本做为一个整体而与
“
焉来

军岛亚区
”
并列似更较合理

。

当然
,

由于有关邻近海区的查料目前还很缺乏
,

在这里我们

还难以提出较肯定的意见
。



4 期 刘瑞玉
、

徐凤山 : 黄
、

东海底栖动物区系的特点 3 1 7

以上两个动物地理单位简的分界拔—
也就是北太平洋温带区和 印度

一
西太平洋热

带区简的分界拔
,

应 自东海舟山拿岛以北起
,

‘

向东北挺朝麟海峡而入 日本侮
,

再向东北到

达 日本本州北部的新渴附近止
。

朝解半岛的西岸和南岸
,

与黄海的区系基本相同
,

但半

岛东岸
,

自迎 日湾 (Ge ini
c
hi Bay ) 以北

,

底栖动物区系与南部者有极为显著的不同
,

占优

势的主要是与 日本沿岸不 同的冷水种
,

所以迎日湾北方起向东北到 日本北海道西南岸
,

大

体上到小檐 (o tar u) 附近止
。

津靶海峡的室兰
,

函馆和陆澳湾 (Muts
u

Ba y) 都应属于
“
黄

侮
一
北 日本

” 区系的范围内
。

北海道和本州北部东岸的区系与南千岛肇岛或南库真岛相

近
,

不属本
“

省
”。

东悔和 日本南部的区系
,

初步确定应包括南海我国大陆近岸区
,

其南界

由于我们关于南海底栖动物区系查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尚未完全桔束
,

而且邻近海区又很

缺乏查料
,

故 目前还难以肯定地划定 ; 但根据现有查料来推断
,

大体上应自海南岛南岸附

近起
,

向东北通过琉球拿岛北部到达 日本东京湾以东的犬吠呻附近
。

西沙军岛
,

台湾南端

以南的附近水域均不包括在本区内
,

而应属焉来拿岛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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