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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地 理 特 点

曹呈奎 强峻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我们在分析研究了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的温度性质 [61 以后
,

就贰图对海藻区系植

物地理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
目前海藻区系地理学方面的工作很少

,

迄今还没有晃到比较

完整的区系系枕分类
,

因此
,

本文暂以我佣以前根据 E k m an 略加修改的区系区划 [l1 作为

分析的基础
,

但也作了一些小的变更
。

根据我们的分析桔果
,

我们款为过去把中国一日本

亚区和东亚亚区分gtJ 辕属于暖水区系粗的印度西太平洋植物区系和北温带海洋植物区系

粗的北太平洋区是不大适宜的
,

这个阁题将在本文中尉输
。

同时
,

为了进行黄海西部海藻

区系与邻近区系的比较
,

我们仍按以前对北太平洋西部海藻区系区划所提出的基本诲藻

区系 [41 作为对比的单元 ;这些单元并不是区系地理学的
“区系区

” ,

因此
,

以前所划分的 16

个
“

区
” ,

为了避免与
“区系区

”
混淆

,

改称为
“
部

,J ,

例如
“日本侮西北区

”

现在改称为
“ 日本

海西北部
” 。

根据一些新查料
,

我佣对过去区划的 16 个基本海藻区系范围作了三点变动
:

(1) 鄂霍次克侮西南部的西北界向北延伸至菠哈林岛东岸的 帖尔彼尼 耶 角 (介rpe ni y。 ,

c
.

)
,

它的东北侧包括了伊土鲁朴岛 (Et oro fu 1
.

) 西岸 ; (2 )日本海东南部的南界
,

南伸

至九州西南部 ; (3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的南界为吐噶喇海峡 (T ok 盯
a stra it)

。

一
、

黄海西部与北太平洋西部各邻近的海藻区系的比较

植物区系之简的亲疏关系是可以通过种属之简的差别程度而确定的
。

在高等植 物

的区系比较研究
, Szy m ki e w icz 应用属的相似性指数作为比较的标准 ; 他敲为凡是属的相

似性指数等于或大于 0. 5 时
,

也就是较黄乏的植物区系有一半以上非世界属同另 一个 植

物区系共有时
,

PlJ 这个区系和其他区系具有近亲关系
,

而指数小于 0
.

5 时
,

nll 近亲性不大

或者完全不存在叫
。 szy m ki e w ic z

还敲为
,

属的相似性指数比种的相似性指数较能反映区

系之简的亲椽关系
,

因为属是比种高一极的分类单位
,

具有更古老和更稳定的特点
。

我们

同意 szy m ki e w ic 二 的意兑
。

属相似性指数的补算可以以下列公式来表示
: s :

一
些

,

其

叽
中

, S ,
一 属的相似性指数

,

Na 一 被比较的两个区系共有的非世界性属数
,

叽 ~ 被比较

的两个区系中较食乏的一个区系的非世界性属数
。

同样的
,

种的相似性指数 s ,

可以下列

公式来表示
: s

,

一 立压
-

N b

我们裁图应用属的相似性指数比较黄海西部植物区系与邻近区系之简的亲疏关 系
。

* 中国科学院海徉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2 62 号
。

本文曾于1 9 63 年10 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海泽湖沼学会第二属全
国代表大会暨 19 63 年学术年会上宣清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本文所用分布图是祷明华同志糟制
,

特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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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遇到的固题是关于世界属的定义
。

在高等植物的区系研究中
,

世界属是指植物生长

于所有的欧亚大陆 (不包括焉六甲半岛)
、

非洲
、

美洲和澳洲 (包括塔斯焉尼亚岛) 四个大

陆 [3 ’] 。 海藻世界属周题迄今还没有藻类学家明确地提出来
。

我们款为
,

作为世界属或种
,

它们必填是所有的 5 个区系粗的成具
,

广为分布于北极
、

北温带
、

赤道及其附近的暖水带
、

南温带和南极等区系粗的典型地区
。

按照这个概念
,

我们检查出黄海西部区系中的世界

属有 M
o 。盯t ro m a ,

U lt, a ,

肠
te r o m o r p左a ,

c la 浮o p h o , a ,

R 人i君。: lo n iu m
,

五c to c a r p u , ,

H izj e n -

b r a , d ia ,

L若t人o P左夕llu m
,

L it左。 ,左a 、n iu m
,

A o t若t人a m n i o , ,

C e r a m io m 和 P o l夕, iPh o n ia 等 1 2 个

属
,

非世界属有其他 90 属
。

我们用属的相似性指数对黄海西部海藻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

各基本区系进行了比较
,

拮果如表 1 。

表 1 黄海西部海菠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各墓本区票肠的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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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
,

北大平洋西部各海藻区系与黄海西部海藻区系关系较密切的是 日

本海和 日本太平洋岸的各海藻区系
,

特别是日本海东南部和 日本太平洋岸北部
。

北方的

鄂霍欠克海西南部和南方的南海北部区系的指数也都在 0
.

, 以上
,

税明了关系还是 相 当

密切的
。

黄海东部的
、

日本海西南 部的和东海西部的区系
,

由于已发表的查料很不完整
,

未列入为比被均对象
,

但根据况有的片断查料看
,

黄海西部区系与它们的近椽关系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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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
。

为了对黄海西部与北太平洋西部邻近的各海藻区系之简的亲疏关系作一参考
,

我们

根据宏观种类
1)的相似性指数

,

再把黄海西部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各基本区系之简进行比

较
,

精果如表 2 。

轶 2 黄海西部海荡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各甚本区系种的比较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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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观观海藻种数数 系的相同种数数 区系的种相相 系的亲疏顺序序
似似似似似性指数数数

111
.

白令海西部部 1 9 111 3 000 0
.

1888 1 000

222
.

鄂霍次克海北部部 1 6 999 3 777 0
.

2 222 999

333
.

鄂霍次克梅东南部部 巧 000 2 lll 0
。

1333 1 222

444
.

鄂霍次克梅西南部部 3 0 222 8 444 0
.

5 111 666

555
.

日本梅东北部部 2 1 222 9 111 0
.

5 555 555

666
.

日本梅西北部部 4 1 333 9 666 0
.

5 888 斗斗

仑仑
.

日本梅东南部部 5 2 111 1 1 888 0
.

7 222 lll

999
.

日本太平泽岸北部部 3 2 000 1 0 333 0
。

6 222 333

1110
.

日木太平洋岸南部部 5 4 000 1 0 444 0
。

6 333 222

1114
.

东海东部部 3 2 999 斗333 0
.

2 666 888

1115
.

南梅北部部 2 1 999 斗999 0
。

3 000 777

1116
.

南梅南部部 3 7 777 2 888 0
.

1777 1 111

从表 2 中不难看出
,

黄海西部的宏观种类与 日本侮和 日本太平洋岸的各个海藻区系

的相同种类很多
,

种的相似性指数最高
,

表现了近椽关系 ; 与鄂霍次克海西南部区系的关

系就较少
,

与其他的海藻区系包括南海北部的关系更为疏远
。

根据属的相似性指数
,

并参考了种的相似性指数
,

可以款为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与

日本海的和 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区系关系很密切
,

特别是与 日本海东南部区系的近椽关系

最大
。

二
、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地理成分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宏观种类地理成分祖成情况如表 3 。

1
.

世界成分 我俐敲为
,

同时作为世界 , 个区系粗的粗成种类
、

分布在比较典型的

北极
、

北温带
、

暖水带
、

南温带和南极等地区的海藻
,

才能称为世界成分
。

根据文献
,

黄海

西部产的 E n to r o m o rp五a c o m p二
, a ,

E
.

c la t人r a t。 ,

E
.

苦。姗厅
n 二11: ,

E
.

户, o li fo a
和 U lt, a

la ct uc a
等 , 种符合上述世界成分的涵意

。

但是必镇指出
,

淤苔属和石薄属 的种类之简的

界限尚不明确
,

藻类学家的意觅并不一致
,

因而种的准确鉴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

特别是在

没有新解材料的情况下
。

根据我们对上述种类的分类
、

分布研究的翘验
,

我们不得不对它

俩 自赤道一直到两极的广泛分布表示怀疑
。

我俩比较倾向于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种
,

而

它们的广泛分布昆录是错簇鉴定的枯果 ;不过
,

在没有征实我们的看法以前
,

我俩还是暂

l) 挑选宏观种类的原因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温度性盾一文中歌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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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黄海西部沿岸 16 5 种安观海荡的地理成分毓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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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把它们当作世界种来处理
。

2
.

南
、

北温带及北极区系成分 属于这种成分的有 Ul ot 人ri 二 fla
c

ca
,

Ur os 如 r‘ Pe
-

。ic il在f毋m t’s
,

Ec
to c a r P“ ; c o 刀fe r o o id“

,

E
.

s ill’c
u los 。

,

R a

lfs ia 。,
r “c“a 和 Pe

, a lo 。坛 d 口乡ilt’t

等 6 种
,

所占比例很小
。

根据这些种类的分布现象
,

我介什匕较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北温带区

系的种类而分布延伸到北极及南温带
。

3
.

南
、

北温带及暖水带区系成分 属于这种成分的有 En ter
口m or琳

二

lin “
,

E
.

,
ali na

v a r
.

P o ly
c la d o 了,

C la d o Ph o , a
flex “o , a ,

C I
.

左。 tc左动
sia e ,

C I
.

fas t’c u la ri; ,

C左a 己t 0 0 0 r户五a a
o

e a ,

B即
o Ps行 人yP刀 o id es

,

s P人a c 己la ri a fu r c fg er
a ,

C o l户。二邵ia , 动u盯a ,

D ic ty o ta d ic 无o to m a ,

D
·

d i, a , 若c a ta ,

G o l萝d i、m c厅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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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P。 ,云llu m
,

G r a te lo “ Pia

fili
c i移a ,

F“l矛己lla

f
a ri , 盯a ,

G r a c ila ri“

。

。uc o
a ,

c加二Pi
二

Pa o ul
“

和 s妙ri 石 a
fil

“。。t。
‘

等 18 种
。

根据这些种类的分布现

象
,

我们款为
,

它们主要是北温带区系的种类
,

都具有广温性
,

因而分布较广
。

4
.

南
、

北温带区系成分 这种成分是指分布限于南
、

北温带的海藻
,

大部分是北温

带区系的种类
。

按分布地区的不 同
,

它俐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成分
:

(a ) 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种有 Bl idi 叮i。 , 诫。a ,

B
.

二icr oc oc ca
,

Ul
t, “ ,

娜da
,

En
ter

o m o r P方a tu b o lo s a ,

C人a e t0 0 0 r P方a to r t u 。, a ,

C la d o P人o r a

盯
a c萝l行

,

C
.

r ej
r a c ta ,

C
·

Pe ll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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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d a ,

R 人i之 o c lo n i“m ri户‘, iu m
,

S p叩g o m o r户左a a , c ta ,

B翔。户了i了 户lo m o 了a ,

C o d iu m f
ra g ile ,

G iff
o r d i‘ in d ic a ,

S o r o c a r Pu s 。萝c r 0 0 0 r “ ; ,

L e a t左。ia d iffo r m i了
,

P u n c ta ri a l‘tif
o li J ,

P o t o lo , i“

男。, te r ic o la ,

S cy t o , iPh o , lo o e , 才a r i。了
,

B a n g i“ fu , c o 夕。r Pu r 己召 ,

P o r Ph夕ra u m bili c a li; ,

C o , a lli 刀a

o fffci ” 口

价
,

C
.

Pilu li f己
r a ,

A 刀tit左a二 n io , c , ; ‘c矛a to m
,

C a llit左a o n io n c o卿哪 b田u m
,

P ter
o 了iP左o n i召

Po n , a ta ,

C e r o m 艺u m to n o r r im u 。
,

C h o , d r i“ s u c c u lo n t“ 和 L o u , e n c fo o b ou , a
等 2 8 种

。

这些

都是分布最为广泛的种类
。

(b) 南北太平洋西岸的种有 刀ic ty o ta lig u za ,

刀 120户左u ; 。115 0 , 11
,

s o lt. eri
“ m o zli 了

,

刀a刁a

t, illo 了a 和 S y m P左夕o c la d ia m a , c人a , tr’o萝d 己 , 5 种
。

其中 s o li o ri 二 m o lli‘ 和 D
召, 夕“ 。矛110 , a Z

种在北太平洋的分布
,

大体上都是局限于 日本侮和黄侮
。

前一种的分布较窄
,

北太平洋只

兑于 日本本州和九州的日本海岸及瀚户内海和我国黄海沿岸
,

在南太平洋nlJ 产于澳洲南

岸的推多利亚
。

后一种的分布也不广
,

在北太平洋兑于 日本海的西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我

国的黄海和东海沿岸
,

在南太平洋RlJ 产于澳洲西岸
、

南岸和塔斯禹尼亚岛
。

它们在北太平

洋的特殊分布对探尉黄海西部海藻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邻近海藻区系的亲椽关系具有一

定的意义
。

5
.

北温带及北极区系成分 属于这种成分的有 D o m , 。tt’“ 。ir id is
,

尸“、ta r,’“ 川雌
-

t召 g in 己‘
,

D ic ty o , i户五o n fo翻ic 。坛
c e 。 , ,

C h o

rd
侈

fil。。
,

A g a , u m c ribr盯。m
,

P o ly , iP无o n 若a

。rc eo la 匆 和 R 如而、 el
“

co nf er o id 。 等 7 种
。

根据现代分布查料
,

我们敲为
,

这些都是北

温带种
,

但分布已延伸到北极
。

6
.

北温带区系成分 按其分布区的不同
,

又可区分为以下 斗种成分
:

(
a

) 分布于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种有 材
。, o ; t r o 。 “ ‘r c ti e “m

,

c za浮。夕人。, “ “z右i浮a ,

C
.

c r夕, t a llin 4 ,

C
.

fl
e 万 u o , ‘ ,

G iff
o r d ia o 。“ t召 ,

H
召lo t左r i劣 lu m b r ic a li 了

,

E 。浮“ m 己 , ir盯
c e n 了,

B o , n o m a 打o n 泣a o o o t左
“ n g ,

G lo io siP入。, i“ c a Pilla r行
,

A m 户左ir o “ , i加d “ ,

乙云t人o P人y llu m c o r “l厅n 召 ,

L it人o t人a m n iu m 介n o r m a o J“
,

‘啥
a , ti , 4 , e o jfi 和 c 人o n 岔ri“ to n u iss若m 召

等 1斗种
。

M
o , o : ,

-

。m “ a
rc tz’c

u m 产于挪威的北端
,

鄂霍次克海西南部
,

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北部
。

挪威的北

端虽处于北极圈内
,

但因受墨西哥湾流的一支流
,

北大西洋海流的影响
,

水温高于北极圈

内同样樟度的地区
,

故在海洋生物地理学上
,

其区系不属于北极区系
。

这种不速糟的分

布
,

显然是与地质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有关
。

其他种类除了 ‘if for 而a 口t,a 沁
,

‘ t人oP 瓜刃阮。

co o lli 。
,

才m 琳介
。召 ,

娜而
,

G心ar tin
必 ,。dil’ 和 c 初

, d ri “ te n “

洲
m 4
只产于太平洋西岸和

大西洋东西两岸外
,

其余的都是分布于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东西两岸的种类
。

(b ) 分布于北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种有 M
o n o , tr o m 二 。o 了to ri c o za ,

s户左a e o za厅‘ , “右fu ; c a ,

L即 t左树
a 称“ , 二 ,

C o lPo o e , i二 b “110 了a ,

A m P人i, o 召 君 o n J
匆

,

G , ‘ c ila 厅召 t 己男t

ori f
,

G ig
a , ti刀二 i”韶

-

, m “‘
,

L 口加朗 t
耐

“

加如而。
。
后 和 s加

, m ot 加。ni 哪
,

即介。
。 9 种

。

这些种类在北太平

洋东西两岸的分布也不完全相同
,

大体上可以归钠为 5 个类型
。

有的种是局限于北方的
,

如 M娜os tr o m “ : 。te爪
口
坛

,

它在北太平洋西岸
,

分布于苏联的千岛草岛及窿哈林岛南部
,

日本的北海道东
、

南岸
,

本州北部和我 国的黄海沿岸 ;这种分布显示了不速债的现象
,

它的

南界为我国 山东省的荣成县
,

北界BlJ 达苏联千岛草岛的中部岛屿
。

远藤曾报告千岛草岛

北部的一岛屿也产有本种叫
,

但日本藻类学家表示怀疑 [s01
。

在 日本
,

这一种的南界为本州

北部而在北太平洋东岸
,

它分布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 (B ri tis h c ol u m bi a
) 至美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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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亚的芒特雷(Mon te re y)[23]
。

有的种是局限于中部的如 Le at 加
s
l’a n’, na

,

它在北太平

洋西岸只兄于我国的青岛
,

在东岸Bll 产于美国的俄勒闹(or eg
o

n) 至加利福尼亚的卡皮钠利

亚 (c ar 加nt eri
a

)
。

另一些种类是分布于温暖地区的
,

如 刀 m 琳io
a

幼。ta 在我国黄海是一

种习兑种类 [6]
,

在 日本则兑于本州太平洋岸的中部
,

而太平洋东岸的分布是 自洛杉磁以南

的圣卡塔利钠岛(Sa
n ta C ata lin

a 1
.

)至厄瓜多尔网
。

属于这种类型的有 Lo m 邵。ri “

/za 如
-

而te。介 也是黄海西部的习兑种类
,

在太平洋西岸产于 日本海
,
日本太平洋岸的北

、

中部和

苏联陵哈林岛的南端
,

东岸RlJ 局限于加利福尼亚半岛东岸的瓜达卢佩岛 (Isl
a

.

G ua da lu Pe )

至哥斯达黎加之简刚
。

Gi ga o l’n
“
动te o ed i“ 和 s Pe 二ot 肠。耐胡

s

ny de
,

ae 的分布情况也

差不多
。

有的种类如 C ol 钾m 。衍 撇 11 、
邵

在北太平洋东岸的分布很广
,

北起阿拉斯加的

康克湾
,

南至加拉帕果斯拿岛[231 ; 西岸nl1 兑于苏联千岛拿岛的中部岛屿
,

隆哈林岛和 日本

本土各地
,

而在我国迄今只兄于青岛
。

类似的种还有 即左~ la 厅
“

翎bt “、a ,

它在北大平洋

东岸的南界止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磁
,

西岸的南界剧达我国的厦阴
。

此外
, ‘:

ac il ar ia

。、
o

rii 在北太平洋西部分布的南界止于黄海和琉球拿岛北部的喜 界岛
。

E
.

C
.

3 HHo Ba
,

w eb er v an Bo sse 和 M ay 等人还分别报告本种产于白令海西部的科曼多尔拿岛
〔, 8] ,

印度

尼西亚围和澳洲东岸刚
。

过去本种的特征很舍混
,

易与其他种类混淆
,

根据近来的研究
幼 ,

种的特征已较前明确
,

上述各地的昆录是否完全属实
,

需待重新检查熟地标本后始能确

定 ;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尼亚半岛
,

加利福尼亚湾和加拉帕果斯拿岛也有本种的昆录哪]o

(
。

) 北太平洋东西两岸速擅分布种有 Gl oi oP 以tir fu rc
a
o l 种

,

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

中翘阿留申拿岛构成建糟分布的种
,

在北太平洋西岸分布很广
,

南至南海北部
,

而在东岸

的分布filJ 较窄
,

只到美国 的俄勒同圈
。

(d) 分布局限于北太平洋西部的种共有 68 种
,

其中包括了黄海西部的 8 个特有种
3)。

这 8 个特有种只 占全部宏观种类的 5 多
,

所占比例很小
。

当然
,

今后随着各地藻类学家的

不断研究
,

这些特有种的分布也有可能扩大到邻近海区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在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地理成分中以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最

多
,

占全部种类的 41
.

2 务
,

是本部区系粗成的主要成分
。

除了黄海西部的 8 个特有种以

外
,

其他的种在北太平洋西部的分布情况兑表 孔

表 斗表明
,

这些与黄海东部共有的特有种类
,

都比较集中地分布在 日本海和 日本的太

平洋沿岸地区
,

有不少 (24 种
,

占 40 % )也分布在鄂霍次克海西南部
。

从海洋水文特点看
,

黄海东部的区系应当与黄海西部关系最为密切
,

但相同的特有种只有 11 种 ; 这是由于有

关黄海东部海藻区系查料极其黄乏
,

不能提供足够的分析研究基础
。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

日本海西南部
、

东海西部及南海北部等处的区系 ; 由于缺少足够的稠查研究查料
,

我俩还

不能对它们与黄海西部区系的关系作出拮渝
,

但有迹象表明
,

它们之固的关系还是很密切

的
。

这些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
,

根据它俩在 日本海及日本太平洋岸的分布情况
,

并参照它

卿在太平洋西部其他地区
,

特别是琉球拿岛及中国沿岸的分布及生长情况
,

可以归钠为

北
、

中
、

南三种分布类型
。

北部种类的分布中心在北 日本海(西北部及东北部 )和 日本太平

2) 张竣甫
、

夏邦美
, “
叶江篱和磊江篱的比较研究

” ,

即租稿
。

3 ) 另外还有 5 种微观特有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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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岸北部
,

并向北分布到鄂霍次克侮的东南部
、

北部
,

甚至白合海
。

南部种类的分布中心

在南 日本海(西南部及东南部)和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
,

并向南分布到东海东部的琉球拿岛

甚至到达南海南部
。

其他种类可称为中部种类
,

它们一般分布在 日本海及日本太平洋岸
,

向北可到达但不超越鄂霍次克海西南部
,

向南不逾越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
,

也可到达
,

但不

超越南海北部
,

郎中国福建
、

广东两省的大陆洽岸
。

1
.

北部种类很少
,

仅有 L a m io a ri 召 j叩
o n t’c 二 ,

D u o o 。厅a 万m 户le x ,

G lo io 户。It行 c a户izla示 和

Po 勿“琳
。
耐。 、

。
。

。。ii 等 4 种而已
。

前两种是严格的北 日本海及 日本大平洋岸北部种类
,

不兄于南 日本海及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
,

向北可分布到鄂霍次克海北部或白合海
。

在中国

黄海沿岸
, L a 。动ar 动 ja 夕

口。 t’c a
是从日本引进的

,

目前已在大建附近大量自然繁殖
,

在其他

地方RlJ 主要是人工养殖的产物
,

在没有人为保护下不容易渡夏
。

D “m on tia “m 户le 二
在我

国沿岸的分布局限于北黄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东北岸
。

后两种分布地区略为向南

方发展
, G lo io 户。ltis c a p il坛廊 兑于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而 p o l夕万P无。厉a 0 0

。。11 也分布到

日本海东南部
,

但它佣向北的分布都到达白合海
。

2
.

中部种类最多
,

有 Ul 、 Pe 。。sa
,

co di “。 di 。尹z’c at “。
,

Pa 夕朗f“。iel la 友“ro m e,

S琳ae ro tri
‘
形a f介。“ ,

D ic ty oP
~

di o ri ca ta
,

Ec 友lo 瓜
a 友ur 口。 己 ,

U n
da ri a 厉n

、tif 心
穿 ,

Cys to
-

户妙11 “。 ca es Pz’to 了“ m
,

Sa
r g 口。“m o t’c ra ca n 动u m

,

5
.

左ie ll m an e’a 。“m
,

5
.

如llt’d “。
,

P口护hyr
a

te n e r a ,

P
.

夕e 君。君n s苦了
,

H
e lm 苦n t入o c la d ia 夕己刀d o a n a ,

N
己m a l苦o n 无e l阴i刀 t入。矛d“

v a r
.

夕口r m 若c “l“r e ,

G e li d i“。 。a g u 。
,

H y a lo , 矛P左。 , i“ c a 。, Pit盯a ,

乃
。。gt’二 n a

如解
u , a 。 ,

G r a 才。lo u P云‘ t“, “tu r u ,

C云犷夕了夕。己, i‘ 。t’g 左tii
,

C o r “。iu m j
a Po o ic u m

,

C
.

b o y d 。。l’i
,

C
.

左
。 , d o i

,

C 召m 户yla 。夕五o ra 左yP
-

刀ae of d盯
,

A cr os or 纽m y胡J of
,

M ic 阳
‘
la d由 el 己g 口

肛
,

P 人yc
o d 犷夕了 ra 己介 口了a ,

A心众功刀 u坛 犷己g “la ris
,

月口 ; 口犷。t’P人
口
耐4 加户

口。ic a ,

匀m P乃yo
‘
la d t’a la 而、

‘“la
,

尸口勿, t’P左on ia ia P口瓜ca
,

L洲
r

二ci a “Pi 扭
-

lif or ”玩 L. 动ter , 心ia
,

L. 厉PP哪ic ‘ ,

L
.

。
如m “。i 等 3 5 种

。

这些种类还可以归钠为下

列几个类型
。

有些种类局限于 日本海东南部以和)日本太平洋岸南部
,

例如 c 厂 toP 勿llu 。

ca er Pi ‘盯“二
,

乃邵砂
a
二如。ur ae

,

A rd 访
口
二la r eg “la 泌 和 L au , 胡

c
ia 动 t, m 夕di

a 。

有些种

类的分布地区除同于上述类型的以外
,

井向北分布至日本大平洋岸北部或鄂霍次克海西

南部
,

例如 C 口成“m di t,a , l’c 哪“m
,

SP加er
口介l’c 寿l’a fl’r m a ,

Un 而厅
a

Pz’o at ifz’da
,

Sa 馆as 、二

Pa lli 山m
4 · ·

⋯
。

有些种类更向南分布至南海北部的
,

但产量则向南有递减之势
,

例如

U lo a P o r 公u , a ,

S a , g a , s u m 左ie llm
a n ia n u m

,

P o ; P人夕; a t e刀。r “ ,

万君。a li, 人e lm i , t左厉J“
v a r

.

t, o m ,’c “la摺 和 H‘勿动访oc la 成a yen d oa、
,

其中 Ul 。 钾rt “了a
还兑于东海东部

,

这可能是

藻类学家对这一种的概念还存在着分歧
,

因为
,

日本海藻学家一直没有报导过 日本产有

Ul 、 lac tu “ 反之
,

本世耙 30 年代以前
,

并多著名的海藻学家如 C oll in s

和 H o w e

等人

先后报告我国黄海沿岸只有 u
.

la ct 、a
一种石薰

。

据我们的稠查研究
, u

.

lac t o a
在黄

海沿岸是少兄种
,

而 u
.

Pe 。。a
刻是黄海各地几乎到处都能采到的优 势 种

。 p , 琳yr 。

te二ra 产于日本海
、

日本太平洋岸
、

黄海
、

东海西部和南海北部
。

本种在中国沿岸的分布

也是北方的产量大
,

南方的4lJ 小
。

另据报告L, 司鄂霍次克海西岸的大珊塔尔岛 (E
.

13 7 。

一
13 8 “

,

N
.

54
“

一5 6 “

)也有本种的昆录
,

但根据我们的握输
,

本种是难于鉴定的种类
,

如果

再考虑到菠哈林岛和千岛草岛都没有本种
,

这种分布是不大可能的
。

因此
,

我们怀疑大现

塔尔 岛的豁录可能是其他紫菜类的错簇定名
。

凡权
口
瓜“ 左“。二,

产于日本太平洋岸南部



2 期 曹呈奎
、

张峻甫 : 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性盾的分析研究 11
.

1 6 1

一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一

~

-
~ 一

一
~ - 一

~

一 ~- - - - 一
-

‘

, 一一~ 一
~

-

一
- ~
一

一
-

~

- 一
一

一
一

一
_

_
_

一

和日本海东南部
,

不见于东悔东部
。

在我国 alJ 产于东海西部和南部北部的北端悔坛岛
,

从

地理分布上看
,

本种是中部种类中偏南的种类
。

在 中部种类的海藻中
,

植得特别提出的是有 2 种分布局限于 日本海和黄海西部的种

类
。

其中的一种是 伪st oP 勿u o m ca es 砰to su 。
,

只产于旧本本州 日本海岸的羽前
、

越后 [8]

和能生 [1 习 ,

近来也有分布于津馨海峡的报导
,

但它是日本的一种稀有藻类 11 2 1 ,

最近
,

日本海

北部的橙鞍海峡也有本种的甜录叫
。

我国的产地则局限于紧邻大建的旅顺南岸
,

但产量

还不少
。

另一种是产于日本本州 日本海岸的羽前至出云 [8] 的 Ts o g ‘“ na 如。、配
,

近来还

有侵入瀚户内海l1Q味口津袒海峡国的查料
。

这种海藻在我 国fllJ 遍布于黄侮的青岛
、

荣成
、

威

海
、

烟台
、

北戴河
、

旅大和金县等地
。

这种局限于日本海的分布
,

如前所述
,

在太平洋南北

105
.

JZ O
.

}SD
.

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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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5’万
I|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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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Un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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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太平洋西部的 5 个特有属在北太平洋酉部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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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种类中如 so lie ri “ m ol 价 和 D as ya
口 11105 4

也有类似的情况
。

3
.

南部种类有 U lo a c o o g lo b a t “,

了初 口: la

成“ c ,

翻
。 ,

M y可o p人厂“了 c 召e

, l’t o , u , ,

D ic
ty o -

户苦己尹矛了 。。 J“la ta
,

Pa J动
“

, 。; a ,

S , g 口““二 f“万f, m , ,

5
.

五口, ,

eri
,

5
.

万lia
“二扩“m

,

S.

t人u n b即9 11
,

P o r P左夕ra , “b o r bi
c “la ta ,

G o li di u m d i, 召犷矛“ t“m
,

G
.

a m a。 ; 11
,

P ,群o c la d i‘ 卿
u 方

,

G , a telo 。户勿 l萝
。云d a ,

G
.

, a m o , i: : 苦m a ,

C , 户o Po lt苦, afff, i, ,

C a “la e

哪 t入u , o

反a 。。
, ‘f

,

G y
二

o -

9 0 0 9 犷“ , fla 肠llif
o , m 介

,

G ig
a r

tt’n
a te n 口lla

,

C左。, J厅a

cra
, , ic a “ li 了,

L 二

, 。n ci a , 朗 u , t 二
等 2 1

种
。

这些种类的南界一般都到达水温很高
,

区系温度性厦基本上属于热带性的东悔东部

或南海北部
。

除了 G eli di “m di 。爪时
二m , G ra tel

口“万
a li 时而 和 L韶, ci 二 , 二。协 以外

,

其他 18 种都兑于东海东部的琉球擎岛北部岛屿
。

不少南部种类是广温性海藻
,

向北可到

达鄂霍次克海西南部而向南Rl] 兑于琉球拿岛
,

如 sa 想
a
。“m 人, 二厅

,

5
.

万liv
。。trM 。 和

5
.

幼。
nb 明扛i ; 这些种类在我国沿岸的分布一概不越过雷州半岛

,

有的停留在珠江 口 附

近
。

孔馆二
“m 加, if or m e

分布情况很象上述几种
,

不过
,

向北分布停留在日本北海道南

岸
。

在中国沿岸
,

这些种类的产量一般都是南方多于北方
,

藻体也是南方的较大
。

值得提

起的是
,

这些焉尾藻除了 5
.

如。抓 在澎湖岛有昆录外
,

都不兄于我国的台湾省和 日本的

琉球草岛的南部岛屿
。

类似这种分布情况的还有上述三种不觅于琉球重岛而产于南海南

部的种类
。

4
.

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属中
,

有 5 个属
,

611 u nd , 坛
,

7’s 。妙
a ,

场al
口万琳

口 , ,’a
,

肠。
-

Py la eP 加“ 和 A r d行so o ul
“ ,

也产于黄海西部
,

每一属有一种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都属于

中部种类
。

在我国沿岸
,

除了 u耐
召厅“ 户切na tif ida 以外

,

其他 4 种只分布在黄海
,

而且除

了 A , J介了口”“肠
犷己g ul , 行 以外

,

都是习兑种类
。

这更加税明了黄悔海藻区系与 日本海的

密切关系
。

如 乃邵乡
a
、扣m “、。,

在日本只兑于本州的 日本侮岸而在我国却是遍布于

黄海沿岸的习见种类
。

这不能不合人推侧
,

黄海和 日本海在某一个地厦历史时期曾趣是

互相直接联系着
、

它俩之简没有象现在被一个温度性质基本属于亚热带的广竟水域所隔

离
。

U耐
4

痴 p ,’n na tifi da 在我国自然生长于东悔沿岸
,

在黄海所生长的是从朝解济州岛移

植而来的
。 u ,

da瓜 的其他两种迄今尚局限于 日本
。 c a 二Py 耘eP 人, 4

有两种
,

除了分布于

黄海的 c
.

人yp、eo ,’d 。 以外
,

还有 c
.

‘ra 。“
也已在我国广东沿岸发现

。

这些事实都能

明了东海西部和南海北部区系与 日本海区系之简的关系
,

同时
,

也指出了它们与黄海区系

之简的关系
。

三
、

精 藉

黄诲西部海藻区系与北太平洋西部各邻近的海藻区系的比较和地理成分的分析可以

总桔为以下几点
:

1
.

黄海西部与北太平洋西部各邻近的海藻区系的比较拮果
,

无渝是属的相似性指数

或种的相似性指数都表明黄海西部的海藻区系与 日本海和 日本太平洋岸的各海藻区系的

近椽关系特别是与 日本海东南部的亲椽关系最为密切
。

与这些区系比较起来
,

黄海西部

区系是比较食乏的
。

北方的鄂霍次克海西南部和南方的南海北部的海藻区系与黄海西部

海藻区系也存在着一定的亲椽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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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地理成分是以北温带区系成分为主
,

共 91 种
,

占黄海西部宏

观海藻总数的 55
.

2 % ; 其中又以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类最多
,

共 68 种
,

占黄海西部宏

观海藻总数的 斗1
.

2多
。

南北温带区系成分次之
,

共 43 种
,

占黄海西部宏观海藻总数的

2 6
.

1 %
。

这种成分和其他各种成分
,

我们敲为都是在本厦上属于北温带区系成分
,

尽管 目

前这些种类的分布已远超 出了北温带区系范围
。

因此
,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显然是属于北

温带区系祖
。

3
.

除了黄海的 8 个特有种外
,

其余的 60 个北大平洋西部特有种
,

根据它们的分布和

生长情况
,

又可区分为北
、

中
、

南 3 个分布类型
。

北部种类有 斗种
,

中部种类有 35 种
,

南部

种类有 21 种
。

其中不少的种类向北分布至鄂霍次克海西南部或南伸至东海西部和南海

北部
,

这些种类的拒大多数都不兑于我国的台湾省和 日本的琉球拿岛或至少是中
、

南部的

琉球拿岛
。

4
.

在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类中有两种海藻
,

郎 c ys t 口户勺l纽m ca 。万t。“m 和 乃二乡
e

二和二
“

~ 只兄于 日本海和黄海西部
。

在南北太平洋西部的种类中也有两种诲藻郎 So
-

lic ri a o ol lit 和 D 二夕‘ t,i ll 口、 在北太平洋西部也只兄于日本海和黄海西部
。

5
.

黄海西部与日本海和 日本太平洋岸各海藻区系简共有 , 个北太平洋西 部特有属

(v n 注a‘a ,

乃
。。g ia

,

Hy
a lo s i户瓜o n ia ,

c a m 户yla e 户人o r 二 和 A r d访
。, u l“) ; 与东海西部 (U 。‘a 厅‘

)

和南海北部 (c a m 妙l此户肠r
a) 各共有 1 个北太平洋西部特有属 ; 与鄂霍次克海西南部共有

两个(万”汀仍动加厉
a ,

ca m Py la e p加
r a

)北太平洋西部特有属
。

这些都魏明了这些区系之尚

的一定近椽关系
。

6
.

上述现象都指 出了黄海西部海藻区系与日本海
,

特别是其东南部的区系的近亲关

系
,

与日本太平洋岸
,

特别是北部区系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
。

由于东海西部及南海北部的

海藻区系尚未完全了解
,

目前
,

还很难肯定它们与黄海西部的其实关系
,

虽然的确已有一

些换索指出它们之简的一定近亲关系
。

根据海洋动物地理学家 E k m an 的区系区划刚
,

我国东海和南海沿岸海洋动物区系划

归印度
一焉来亚区

,

而 日本太平洋岸南部粗成亚热带 日本亚区
,

都属于暖水区系粗的印度
-

西大平洋区
。

关于侮洋植物区系的区划阁题
,

本文第一作者基本上接受了 E k m an 对海洋

动物区系区划的原Rl]
,

因为浅侮动植物区系的形成及演变历史是直接受了海洋本身的形

成及演变历史所豹制
,

所以悔洋植物区系区划与浅海海洋动物区系区划不应有很大的差

别
,

特别是在较高极的区划
。

但也根据所掌握的查料
,

作了一些更改
,

其中的一点是根据

海洋植物分布现象
,

将亚热带日本亚区扩大使其包括东海西部及南海北部的海藻区系和

日本海东南部
,

可能还包括西南部的海藻区系
,

称为中国
一日本海洋植物亚区

。

根据这个

区划
,
日本海东北部及西北部

,

鄂霍次克海西南部
,

日本太平洋岸北部和黄海西部共同粗

成东亚海洋植物亚区
,

属北温带区系粗的北太平洋区
,

而 日本海东南部
、

西南部
,
日本太平

洋岸南部和东海西部
、

南海北部共同粗成中国
一日本海洋植物亚区

,

属暖水植物区系粗的

印度
一
西太平洋区

。

对这样的区划
,

根据本文分析的拮果
,

不得不提出疑简
。

的确
,

这些海

岸的南部和北部是受到了不同海流的影响的
,

因而北部区系以温带
,

特别是冷温带种类占

优势而南部区系以暖温带及亚热带种类 占优势
。

但是
,

从本文对它佣特点的分析拮果看
,

它们之简的关系似乎比较以前所敲想的要亲近得多
。

南
、

北区系之简的差别是肯定的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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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差别似乎不应当是区系祖极的
,

甚至区极的差别
。

这个陶题必镇通过进一步研究更

多的
、

各有关系的查料
,

才能得到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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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A N A LYT ICA L ST U D Y O F T H E MA R IN E A LG A L FLO R A

O F T H E 丫V E ST ER N YE LLOW SEA CO A ST

11
.

PH Y T O G E O G R A PH ICA L N A T U R E O F T H E FLO R A

C
.

K
.

T s E N G 人N o C
.

F
.

C H 人N G

(I
n , rit“te 0

1 O c ea 二 0 10 9苏 A“d
~

‘

Th
e m a rin e

(A
B sT ; A e T

)

a lg a l flo r a o f th e
W

e s te r n Y ello w be e n c o m p a r
ed w ithnaseo

tho s e o f the n e igh b o ri n g re g io n s
0 n

1
.

Fir st of 巨11
,

th e c o m Pa r isio n

d iffe re n t b a se s
.

ha s b e e n m a d e

s p e c ifie sim ila ri ty in d ic e s
.

Th
e sitn ilar ity in d ex o f tw

o

th e

flo ra s

b a s e s o f b o th g e n e ri e a n d

a S

is

(o r

reP re s e n t ed by a

sPe c ie s) C 0 1n ll】o n

1
.

e
.

th e

n u m e r a l o b ta in e d by d iv id in g the

to b o th flo ra s by th e n u m b e r o f

n u m b e r o f

d e fin e d by Szy m kiew ic z

。o n 一c o sm o Po lita n g e n e r a

n o n 一c o sm o P

Po o re r flo r a o n e w ith le s s e r n u m b e r o f

ed

g e n e r a ; w he n th e

o lita n g e n e ra o f the

sim ila rity in d e x 15 0
.

5 0

o r m o re
,

the

tw
o flo r a s inv

o lv e d a re r e g a r d a s b e in g c lo s ely r ela te d t o e a e h o th e r
.

C o m Pa r isio n m a d e o n th is b a s is show s tha t the m a r in e flo r a o f the
W

e st e r n Y e llo w S e a

c o a st 15 c lo se ly rela t e d to th o se o f th e Ja
Pa

n Se a a n d the Ja p a n e s e Pa e ific c o a s t
, e s p e -

c ia lly th a t o f the So u th e a ste r n Ja p a n Sea c o a st
.

R el a tio n sh ip of th is flo ra w ith tho s e o f

the So u thw e ste r n O c ho ts k Se a a n d o f the So u th Ch in a e o a st ha s a ls o b e e n n o t e d
.

2
.

C o m p o n e n ts o f the
W

e s te r n Y ello w S e a c o a st m a r in e a lg a l flo ra ha v e b ee n

g r o u Ped o n the b a sis o f th eir Phyto g e o g r aPhie a l n a t u r e
.

O f th e 1 6 5 m a c ro s c o Pie sPe c ie s ,

9 1 o r a b o u t 5 5
.

2外
, a r e o f b o re al n a tu re

.

T he r e m a in in g sp e eie s a r e o f v a ri o u s n a tu r e ,

o f w h ic h 4 3 s p e c ie s, a m o u n t in g t o 2 6
.

1%
, a r e b o r e a l

一a u s tr al
, o f th e o th e r s b e in g b o r e a l

-

a rc tie 岌n d b o r e al
一a u str a l

一

w a r m 似
te r sPec ie s

.

It 15 ev id e n t th a t Pr a c t ie a lly a ll sPe c ie s a re

b o r e a l o r b o r e al
一

m ix e d in n a tu r e
.

H e n c e it 15 su g g e st e d tha t the a l卯l flo r a o f the
W

e s -

t e r n Y el lo w S e a e o a st b elo n g to the B o re a l flo r a s
,

3
.

Six ty eig ht sPe eie s a r e e n d恤ic t o th e
W

e s te rn N o rth Pa c ific
.

B e s id e 8 sPe eies

w hich a re 5 0 fa r e n d e m ie to the
W

e ste r n Y e llo w Sea c o a st
,

the re m a in in g 6 0 sPe c ie s hav
e

b e e n a n a l邓e d o n th e
ba

sis o f th e ir d is tri b u tio n in this va
st a re a

.

Th
e se s p e c ie s a r e a ll fo u n d in the J“p a n Se a a n d in a e c o r d a n c e

wi th th e ir d is trib u -

t io n in th is a n d n e igh b o r in g r e g io n s ,

m a y b e d iv id e d in t o 3 g r o u Ps
.

Th
e n o r th e r n g ro u p

c o n s is t s o f o n ly 4 sp e e ie s ,

w hic h a r e m a in ly d ist rib u t ed in t he n o rt he r n e o a st s o f th e

Ja Pa n Se a a n d Pa eifie Ja Pa n , e x te n d in g to a s fa r a s the n o rthe r n O eho t sk Se a o r e v e n

W
e s te rn B e r in g S e a

.

O n the Ch in a e o a st thc se a r e fo u n d o n ly in W
e s te rn Y e llo w Se a ,

p r in eip ally o n th e N o r th Y ello w S e a e o a st s
.

Th
e s o u the rn g ro u P c o n sists o f 2 1 sPe c ie s

w hich a r e tn a in ly d ist r ib u te d o n t he s o ut he r n e o a s ts o f the Jap a n Se a a n d Pa eific Ja p a n ,

e x te n d in g s o u thw a r d t o the n o rt he r n isla n d s o f the R iu k iu Isla n d s o r e v e n the s o u the r n

p a rt s o f the S o u th C hin a Se a
.

O n the Chin a e o a s t
,

m a n y o f the s e sPe cie s a r e d ist rib u ted
s o u th w a rd to the E a s t Ch in a S e a a n d So u th C hin a S e a c o a st s

.

T he r e m a in in g 3 5 sPec ie s

a r e in te r m e d ia te in n a tu re , e o n st itu tin g the e e n tra l g r o u p
,

w hieh a r e m o stly fo u n d w ith in

the Ja’P
a n Se a , s o m e e x t e n d in g to th e Ja p a n e s e Pa c ifie c o a s t a n d the s o u thw e s te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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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 ho tsk Se a ,
the flo r ist ie n a tu re o f w hich 15 m o re r ela te d to tha t o f t he JaPa n S e a th a n

tha t o f the n o rth e r n a n d so u the a ste r n O e ho st sk S e a
.

Th
u s th e c lo s e re la tio n shiP b e tw e e n

th e m a r in e flo r a o f the
W

e st e r n Y ello w Se a c o a st a n d th a t o f the Ja p a n Se a e o a s t 15

h e r ew ith fu r the r r e v e ale d
.

It 15 o f in te r e st to n o te tha t the s e sPe c ie s, e n d em ic t o the

W
e s te r n N o r th Pa

c ifie
,

w ith v e ry few e x c e Pt io n s , a r e n o t fo u n d in the e e n tral
a n d so u the r n

R iu kiu Isla n d s a n d Ta iw a n ,

in d ic a tin g the ir d iffe r e n t flo r ist ic n a tu r e
.

4
.

Th
e d ist rib u t io n o f 4 sp e c ies 15 w o rth m e n tio n in g

.

Th
e o c c u r re n e e o f Cys to P人夕l

-

肠从 c a e s户ito s u牌 a n d T s e n g i‘ , Za
灿牌

“r a e 15 5 0 fa r r e st rie te d to the
W

e st e r n Y ello w Se a

a n d Ja p a n Se a e o a s ts
.

T w o b o re al
一a u str a l sp e e ie s , n a m ely S o lie r i‘ 脚0 11厅 a n d D a刁‘

. ill o s a a r e a ls o fo u n d
,

in th e n o r th e r n Pa e ifie
, o n ly in W

e s te r n Y ello w Se a a n d th e Ja p a n

Sea
.

Th is s tr e n g the n s o u : b e lief th a t the m a r in e flo ra o f the
W

e s te r n Y e llo w Se a e o a s t

a n d th a t o f th e Ja Pa n S e a c o a s t a r e v e ry c lo s ely re la t e d t o e a eh o th e r
.

5
.

Fi ve ge ne ra
,

na m el y
,

U n
da

r机 Ts en g ia, H 夕动
siP肠

二执 C a o Py la eP 加邝 an d A rd is
-

s o n u l召 w hie h a re e n d em ie to the w e s te rn n o r th Pa c ifie
, a r e a ls o r e p r e s e n te d in the

W
e s te r n

Y ello w Se a a lg a l flo r a
.

Th
e g e n u s U 刀

da
r触 15 n o t a n a tiv e o f the

W
e s te r n Y ello w Se a ,

b e in g in tr o d u e e d fro m C he iu
一

d o , so u t h K o r e a in the la t e th ir tie th s ; it 15 r e p re s e n te d
,

ho w
-

e v e r ,

in Che kia n g a n d n o r th Fu kie n flo r a by 对
.

Pin o a zi/ id 口
.

T he tw o s p e c ie s o f C : 二P夕
-

l口eP左o r J a r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in the flo r a o f the
W

e st e r n Y e llo w S e a c o a st a n d tha t o f t he

n o r th e r n c o a s t o f S o u th Ch in a S e a , e a ch r e g io n w ith a sin g le s Pe e ie s
.

Th
e re m a in in g

thr e e g e n e r a a r e 5 0 fa r fo u n d o n ly in the
W

e st er n Y e llo w S e a e o a st : ho w ev e r ,

w e sha ll

n o t be s u rP rise d if the ir o c e u rr e n e e ex te n d s t o th e o th e r P a rt s o f the Chin a e o a st
.

6
.

A ll e v id e n e e s P o in t o u t th e elo s e re la ti o n ship b e

tw
e e n the flo r a o f W

e s te r n

Y e llo w Se a a n d tho se o f the Ja p a n Se a , e sp e e ia lly it s so u the a s te r n Pa r t a n d t o a le ss e r

e x te n t
,

t ho se o f Ja Pa n e s e
Pa

c ifie c o a st
, e s p e e ially it s n o r th e r n p a rt

.

Sin c e the m a rin e

flo r a o f tll e
W

e st e r n E a s t Ch in a S e a c o a st a n d tha t o f t he n o r the rn So u th Chin a Se a c o a s t

a r e still im p e rfe e tly K n o w n ,

it 15 a s ye t t o o e a r ly to c la rify the a c tu a l r ela tio n shiP b e -

tw e e n th e oe flo r a s a n d tha t o f the
W

e s te r n Y ello w S e a e o a st
, a ltho u g h e v id e n e e s d o e x ist

o f the ir b e in g q u it e elo se ly r ela te d to e a eh o th e r
.

I n t he E km a n sys te m o f m a r in e z o o g e o g ra p hie a l r e g io n a tio n ,

the m a r in e fa u n a o f

the w e s te rn E a st Chin a S e a a n d th e n o rt he r n So u th C hin a se a c o a st s b e lo n g s t o th e In d o -

M a la y s u bre g io n a n d th a t o f s o u th e r n Ja Pa n e s e Pa e ifie c o a s t fo r m s the S u b tr o Pie a l Ja Pa n -

e s e S u b re g io n ,

b o th be lo n g in g t o the In d o 一

w e s t Pa e ifie re g io n o f the w a r m w a te r fa u n a
.

W ith re g a r d s to th e r e g io n a tio n o f t he m a rin e flo ra s ,
the fir s t a u tho r o f th is PaPe r ha s

fo llo w ed E k m a n , 5 syst em w ith so m e m o d ifica t io n s, o n e o f w hieh 15 to b ro a d e n th e su b
-

t ro Pic al Ja Pa n e se su b r e g io n to in elu d e th e m a r in e flo ra o f w e st e r n E a st Chin a S e a a n d

n o rthe r n S o u th Chin a Se a c o a s ts a s w e ll a s th a t o f so u the a st e r n a n d p r o b a bly a lso so u th
-

w e ste rn p a r ts o f the Ja p a n S e a , n am in g this v a st a r e a t he Sin o 一

Ja p a n e s e su b tro pie a l su b
-

r e g io n
.

In th is sys te m
,

the m a r in e flo ra o f th e n o r th e a st e r n a n d n o r tliw e st e r n Jap a n S e a ,

tha t o f th e n o r the r n Ja p a n e s e Pa c ifie e o a s t a n d tha t o f th e
W

e s te rn Y ello w Se a a re

g r o u p e d to g e t he r in to a flo ra o f su b re g io n a l r a n k
,

the w e st e r n A sia t ic su b re g io n o f t he

B o r e al Pa c ifie r e g io n o f the B o r e a l Flo r a s
.

A s a r e s u lt o f the Pre s e n t s tu dy
,

th e q u e s tio n

ha s a r ise n ,

w heth e r it 15 ad v isa ble to s e p a r a te the m a ri n e flo r a s o f th e C hin a c o a s t
,

t he

Ja Pa n S e a eo a s ts
, a n d the Ja Pa n e s e Pa e ific c o a st in to a n o rt he r n flo r a b e lo n g in g to th e

B o r e al Flo ra a n d a so u th e rn flo : a bel o n g in g to th e w a

rm wa
t e r Flo r a

.

It 15 tr u e ,
th e

n o r the r n a n d so u th e r n Pa r ts o f t he s e e o a st s a r e w a she d by d iffe r e n t o c e a n ie c u r re n ts ,

r e s u ltin g in t he p r e d o m in a n e e o f te m p e r a te , e sp e c ia lly c o ld te m p e r a t e elem e n 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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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r the rn flo r a a n d o f w a rm te m Pe r a te a n d su b tro Pic a l e lem e n ts in the s o u th e r n flo r a
.

B u t

th ey s e em t o b e m o r e cl o sel y rel a ted wi th ea eh o th e r th a n w e h a
ve bel iev

ed fo r m e rly
, a s

r ePr e se n te d by th e ir e o m m o n c h a r a c te ris tic s re v e ale d by th e Pr e se n t st u dy
.

D iffe r e n e e s

b e tw e e n th e n o rth e r n a n d th e so u th e r n m ari n e flo r a s d o e x is t b u t s u ch d iffe r e n e e s d o n o t

ap pea r to be o f the hig he st ra n k
,

p r o b a bly n o t ev
e n o f the r a n k o f a r e g io n

.

So lu tio n o f

th is p r o blem m u s t w a it u n t il fu r th e r s tu d ie s b a se d u Po n m o r e a b u n d a n t m a te ri a ls o f th e

v a rio u s flo r a s in v o lv 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