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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地理

分布和演化的初步探讨
*

吴 宝 铃 孙 瑞 平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辽阔南海中的东沙群岛
、

西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

统称为南海诸岛
。

我国南

海诸岛附近海域有丰富的水产资源
,

是我国大洋性良好渔场之一
,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勤劳

勇敢渔民的重要渔捞基地
。

为了建设我国神圣领土南海诸岛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多次科学考查
,

采集的浮游多毛类
,

经过我们初

步分析和研究
,

说明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区系是非常丰富的
,

种的组成与底栖多毛

类迥不相同 (底栖多毛类几乎由全部与珊瑚礁相联系的典型热带种组成 )
,

有很显明的地

理分布特点
,

迄今有关浮游多毛类地理分布的研究进行得较少
。

为此
,

我们对南海诸岛浮

游多毛类的地理分布作一初步分析
。

通过对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一些种类形态特征的观察
,

对某些科属间的关系有

所新的认识
,

现试作如下的初步讨论
。

由于过去对中国沿海浮游多毛类调查采集还不够

充分
,

搜集演化方面的参考资料不够多
,

尤其是生殖和生活史等方面的研究报告还很少
,

随着今后调查研究的深人
,

再进行较全面的探讨
。

一
、

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地理分布

底栖多毛类地理分布的特点是分布广
。

浮游多毛类由于终生营浮游生活
,

在洋流的

作用下
,

其分布范围较底栖多毛类更广
。

根据我们历年来的调查
,

以及参考资料上的记

载
〔5

,

川
,

截至目前我国南海诸岛的西沙
、

中沙和南沙等群岛计有浮游多毛类 14 属 26 种 (见

表 1 )
,

约为全世界种数的四分之一(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 02 种浮游多毛类
〔
,l)

。

现根据我

们掌握的资料对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种的组成和地理分布初步分析如下
。

(一 ) 种 的 组 成

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由以下两个不同成分组成
:

1
.

世界性分布种 (c os m o Po lita n sP ec ies ) 一般指三大洋
,

从赤道到极地都有分布的
,

有

以下 12 种
:

游蚕 p el a

gob
了a 10 ,

梦价
,
·

a ta G r e e ff o一3 0 0 0 米
‘) , 1 1 , 3一1 5 0 0 米

[17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4 26 号
。

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教授
,

黄世玫
、

杨德渐同志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曾呈奎教授
,

邹景忠
、

肖贻昌同志对本

文提出宝贵意见
,

王荣同志详细修改初稿
,

提出很多建议
,

孟阳址同志绘演化图
,

特此一并致谢
。

1) 0一3 0 0 0 米
,

是指浮游生物样品拖网水层
,

并非严格的分布上
、

下限
,

以下同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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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须蚕 M a u Pa sia c a ec a v i即ie r o一1 0 0 0 米
, 1 1 5 3一 1 8 0 0 米

。

丁齿蚕 p h a lac r即h o r o Pz’c
tu s G re e ff o一2 0 0 0 米

, 1 1 5 3一1 5 0 0 米
。

水蚕 N o ia d et c a o tr痴f d e lle Chia je o一2 0 0 0 米
。

须叶蚕 天r o人。ia le
声d o ta

(K ro hn
) 0一 4 0 0 0 米

。

锯毛鼻蚕 R h夕n c h , cr ell
a 卿te戒 (L a n罗r h a n s

) o一2 2 0 0 米
, 6 5 0一 s弓。米

。

毛肩浮蚕 T 口m oP , 介 ca o l’’i Ro sa o一 3 0 0 0 米
。

秀丽浮蚕 T o。叩‘er‘s 。le g a , 5 C hu
n o一1 3 0 0 米

。

北斗浮蚕 T o , 匕户介rz’s
s

ert en trt’卯a l艺, Q u
atr

e fa g e s o一、0 0 0 米
, 2 2 53一1 5 0 0 米

。

盲蚕 T yP hlosc
o l

e x m u ller 子B u , e h o一3 0 0 0 米
, 1 1 5 3一1 5 0 0 米

。

箭蚕 S a

梦tel la 左
。
留a lo s互‘1 W

a
邵

e r o一2 0 0 0 米
, 1 1 , 3一1 8 0 0 米

。

方瘤蚕 T , a , 沉, ‘‘ l。, t’n 瓜 S o u t b er n o一4 0 0 0 米
,

1 1 , 3一1 5 0 0 米
。

世界性分布一般可分广温性世界分布 (eu r yt he rm al co sm oP ol ite s) 和冷水性世界分 布

(
c ol d 一w at er co sm oP oli te s)

。

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世界性分布种中的北斗浮蚕 T 口。oP t
耐

,

,

ePt 。护动二lz’s Qu at re fa ge , ,

据 E k m an [7] 记载系冷水性世界分布种
,

白令海和高北极的格陵

兰
、

斯匹次卑尔根
、

喀拉海和南极都有分布
。

H a

rtm an 圈 将丁齿蚕 Ph al a cr ap hor “,

ric tu ;

G re e ff 与北斗浮蚕并称广深性种 (
e u ryb at hie sp e e ie s

)
,

亦即 E k m a n
指的冷水性世界分布

。

冷水性世界分布种
,

在两极以至两个温带分布在表层
,

在赤道于深层冷水中通过
。

我国南

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世界性分布种
,

除北斗浮蚕和丁齿蚕为冷水性外
,

其余十种均为广温

世界性分布种
。 E km an [7] 报告广温世界性分布的浮蚕

,

其适温范围在 一 1
.

8 “

至 2 弓
.

9 ℃ 之

间
。

2
.

暖水种 分布在三大洋热带和亚热带海区的上层
,

有下面 14 种
:

短盘首蚕 五, a d or h夕, c h u , br e o is G r u be

锥片盘首蚕 乙。户a d o r h, n c h“, 及
r o 人n ￡C la P“r色de

七节丁齿蚕 p h a lac r OP 人o r u ; “。t’l o r m t’s R e ib ise h

晶明蚕 F a o a
石, c r夕, ta llia G r e e ff

小明蚕 v a o a d 1’s 。￡, u ta T r e a dw e ll

泳蚕 尸lo to人el o i了 c

aPi
ta , a G re e ff

鼻蚕 尺h yn c h o , er el la 扩a e万l介 C o sta

眼蚕 刀Ic￡, in a 户a ra , i‘c a C la pa r己d e a n d p a n c e r i

无针浮蚕 T o m , , e
厅; 。la ;￡ G r e e ff

长尾浮蚕 了o m o
户ter i; a

声‘ei
”1 R o sa

双殖浮蚕 T 0 0 0 Pter is m a厅a n a G re e ff

项器浮蚕 了o m o
户te ris d u n c左er i R o s a

圆瘤蚕 T r a“妊o P, 1’了 lo bife r a L e v in se n

无瘤蚕 了r a
‘52. 0

户
s介 d u bia sto P一B o w itz

上述 14 个暖水种有 5 种 (短盘首蚕
、

锥片盘首蚕
、

小明蚕
、

鼻蚕和长尾浮蚕) 在印度

洋尚未见过报道
,

这可能与印度洋浮游多毛类的调查进行得很少有关
。

值得提出的是这

‘4

少暖水种
,

我们仅查到 斗个种的拖网‘己剥如下)
,

而上面的世界性分布种几全部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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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地理分布

日 本 越 南
泰 国
马来西亚
印 尼

叶须虫科 P H Y L L O D O C ID A E

1
.

短盘首蚕 L o Pa 己o r h yn 。八u ‘ b , 。。i‘ G r u b e

2
.

锥片盘首蚕 L o Pa d o
从夕。 c 八z‘s 左r o 人n i (C la p a r亡d e

)

3
.

游蚕 Po la g o 冷ia 10 , , g ic ir厂a t a G r e e ft *

丫

4

〕

.

四须蚕 入la u 户a , ia c
‘
: 。c a v ig u ie r

.

丁齿蚕 p左a la c , o 户方o r : ‘5 P ic 了, , s G r e e ff

6
.

七节丁齿蚕 p 无a la c r o 户五。尹u s r‘, ifo r 。行 R e ib is c h 义

眼蚕科 A L C IO P ID A E

火

丫

只

只丫义只

只只

丫又丫丫火义

火丫

火又X火义火火只丁
.

水蚕 N a ia d 。, c a n t r a in ii d e lle C h ia ie

5
.

晶明蚕 L 一, Za d i, c r夕: z a
llia G r e e ff

9一l
、

明蚕 V a , a j i , , n in : ‘名a T r e a d w e ll

2脚�

1 0
.

泳蚕 p lo t o 人e l、打 c a Pi t a 才a G r e e ff

1 1
.

须叶蚕 K r o h , i a l印i d o 才a
( K r o b n

)

1 2
.

鼻蚕 尺h夕n c 人。。。 r o lla g r a c ili, C o s ta *

1 3
.

锯毛鼻蚕 R 冷夕” c人o n 己r o lla 户。切rs i i (L a n g e r h a n s
)

l斗
.

眼蚕 A lc : o P, 。a Pa r a , i zi c a C la p a r已d e & Pa n e e r i

K 义

丫

X又

浮蚕科 T O M O P T E R I D A E

13
.

无针浮蚕 T o , 、 o P fe r is , o la , : G : e e ff

1 6
.

长尾浮蚕 T o , 二o 户r。 ,
·

打 a户, te i o i R o s a

1了
.

双殖浮蚕 T o ” , o P才。 r行 二a ri a o a G r e e ff

18
.

项器浮蚕 T o , , , o Pt 。 , i , d “, c

友
e r i R o s a

1 9
.

毛肩浮蚕 T o m o P t产 , i , c a : ,召111 R o s a

2 0
.

秀丽浮蚕 T o , 、 o p才, r i s 0 1, g a 。 , C h u n *

2 1
.

北斗浮蚕 了0 2 , ; o P才。r ; s : , 户t e n 才r i o o a li , Q u a : r e fa g o s

盲蚕科 T Y PH L O S C O L E C I D A E

2 2
.

盲蚕 了y 户冷10 , c o l
e x , 、 ,t 11 , , 1 B u s e h *

23
.

箭蚕 S a g it , lla 天o t o a l。“左11 w
a g : 、。r *

24
.

圆瘤蚕 了r a z
打10 户: i , 10 石ije r a L e v i n s e n

2 5
.

方瘤蚕 T r a , is i o P: i, l。 , 艺。s 。 , 求S o u th e r , 1

2 6
.

无瘤蚕 了r a , i , 10 户s is d “b i 召 S t洲p 一B o w i tz

火

义

丫

火又火

丫

又

又火又又又

* 为 优势种
,

据 T eb b le[
, ‘, 记载在北太平洋游蚕 1 0。。立方米平均有 10 0 个

,

秀丽浮蚕 1 0 00 立方米平均有 4 00
多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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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见上)
。

小明蚕 V a , a d t’s m f, u t‘ T re a d w ell o一1 0 1 5 米
, 1 7 0一3 4 0 米

。

长尾浮蚕 T o。妙ter ￡; a P, 才
南了Ro

sa o一1 0 0 0 米
,

16 0一3 3 , 米
。

鼻蚕 R h夕n 动。, , ell
a 岁a

cil ￡, C o sra o一1 9 0 0 米
。

圆瘤蚕 T r a
沂s宕

OPr it 10西矛fer a L ev in se n o一1 2 8 0 米
。

真正的暖水性种类都是上层浮游生物 (eP ine lag ic Pl a
nk

ton )
,

甚至不大可能分布到 4 00

米深
。

根据分层拖网记录
,

小明蚕和长尾浮蚕 ; 分布下限是 34 0 米和 3 3 5 米[171
。 。一1 0 0 。

米
, o一 1 9 0 0 米等都是拖网下限

,

不是分布下限
。

(二 ) 与邻近海区的比较

我国南海诸岛目前已发现的 26 种浮游多毛类
,

除 12 种为世界性分布外
,

其余都是环

球性的暖水种
,

因此种类组成必然与邻近海区相似 (表 1 )
,

特别是分布在我国南沙群岛的

游蚕
、

七节丁齿蚕
、

小明蚕
、

泳蚕
、

双殖浮蚕
、

项器浮蚕
、

盲蚕和无瘤蚕都是逼罗湾
、

马来西

亚和马六甲海峡一带的常见种
。

分布在我国西沙群岛的游蚕
、

四须蚕
、

丁齿蚕
、

无针浮蚕

以及中沙群岛的水蚕
、

眼蚕
、

盲蚕
、

箭蚕
、

圆瘤蚕和方瘤蚕也普遍见于越南沿岸
。

日本太平洋沿岸及其邻近水域的浮游多毛类有 26 种‘呼,13,
’‘

,

l7J ,

其中与我国南海诸岛相

同的有 21 种 ; 越南沿岸报道了 1 7 种
「5

,

’, ’0] ,

有 12 种与我国南海诸岛的种相同 ; 泰国
、

马来

西亚和印尼报道了 14 种
【,

,
‘7] ,

有 11 种与我国南海诸岛的种相同 ; 印度洋沿岸(缅甸
、

斯里

兰卡
、

孟加拉国
、

印度和巴基斯坦 )记载了 18 种
〔ll]

,

有 13 种与我国南海诸岛的种相同
。

从

以上数字比较
,

可以看出我国南海诸岛的浮游多毛类
,

随着今后调查的不断深入
,

种数无

疑将会增加
。

(三 ) 浮游多毛类地理分布的特点

浮游多毛类地理分布的特点是分布广
。

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的组成
,

除世界性

分布种外
,

其余为广泛分布在热带
、

亚热带水域的暖水种
。

浮游多毛类随着大洋环流分

布
,

其环境比较一致
,

与底栖环境迥异
。

过去的底栖多毛类研究者
,

由于忽视浮游多毛类

生态及地理分布的特点
,

发表了一些有问题的新种和新亚种
,

后来大部 已被订正 [6] 。

鉴定我国南海诸岛浮游多毛类标本时
,

我们发现南海诸岛的游蚕 尸el ag ob J’a l口,
梦ct’r

-

r a ‘a G r e e ff 的口前叶两侧都无项器 (图 1 : 1 )
,

但 H a , tm a , 〔, , , 和 R e ib se h〔“ , 报道的大西洋

和南极的游蚕具显明带细纤毛的项器 (图 1 : 2 )
。

经过仔细检查和对比我国西沙群岛和中

沙群岛不同大小的标本
,

看不见项器并不是由于标本固定时收缩的缘故
,

虽然有这样显著

的区别
,

我们认为这应属两个地理种群间的变异
。

同样情况也见于四须蚕 M a
即

a‘“ c a ec a V ig u ier ,

南海诸 岛 的 标 本和 T e b ble〔‘, ,
及

Us ch a
ko vll s]

描述的北太平洋标本的形态特征一致
,

在 口前叶后面具两个圆瘤状物
,
口前叶

两侧触手下方无带细纤毛的项器(图 2 : 1 )
。

大西洋 [81 和南极[l2] 的标本无圆瘤状物
,

有项器

(图 2 : 2 )
。

根据我们的判断
,

这也不可能是标本固定时收缩所致
,

而是大西洋
、

南极和北

太平洋两个地理种群的变异
。

由此看来 19 67 年 D av[
‘,
根据南非标本发表的新亚种

—
未

饰明蚕 F a n a d介 c r夕, ta ll￡a ￡n o r n a ta D a y

—
值得商榷

,

很可能是晶明蚕 V a , 口dl’; c , y; ta l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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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游蚕 p e la g o b ia lo n g ic ir r a , 。 G r e e f f

1
.

中沙群岛标本 ; 2
.

南极标本 (H a r tm a n ,
1 9 6斗)

。

G re e ff 在南半球的一个地理种群
。

综上所述
,

浮游多毛类分类的研究
,

应根据浮游生物的

特点
,

紧密结合动物地理学和生态学进行
。

发表新种
,

要有一定数量和不同发育阶段的标

本
,

进行对比
,

做深入细致的种群分类研究
。

图 2 四须蚕 M a u 夕a ‘a c a e c ‘ v ig u 三e r

1
.

西沙群岛标本 ; 2
.

南极标本 (H a rt m a n ,
19 6 4 )

。

二
、

浮游多毛类的演化

探讨浮游多毛类科
、

属间关系
,

主要依据形态特征
,

也结合一些生态
、

生理等方面的资

料
,

现绘制了一个系统关系示意图(图 3 )
。

终生营浮游生活的浮游多毛类
,

是永久性浮游生物 (ho loP lan kto n)
,

有 4 个科
,

除叶须

虫科外
,

眼蚕科
、

盲蚕科和浮蚕科全部为浮游多毛类
。

通过对所有浮游多毛类的分析研

究
,

可以清楚看到都与叶须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它们有着共同的

—
叶须虫科祖先

。

尽

管浮游多毛类外表形态不一
,

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地表现在具吻
、

刚毛发达(复型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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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简单型刚毛 )和吻
、

刚毛退化或无的关系上 (见图 3 )
。

如图 3 所示从叶须虫科的祖先分两大支
,

一支向底栖方向发展
,

另一支终生营浮游生

活
。

终生营浮游生活的多毛类很可能是来自两条途径
,

一条是从幼态持续 (
n

eot
e iny ) 至幼

期性熟 (ne oto
n y)

,

即可能由延长浮游幼虫时期至性成熟而来
,

如叶须虫科和眼蚕科 ; 另一

条来自成虫群浮生活的生殖体
,

如盲蚕科和浮蚕科
,

现分述如下
:

叶须虫科和眼蚕科都具发达的吻 (Pr ob os c

is)
,

吻上有各种附属物
,

刚毛和背须发达
。

叶须虫科(图 3 左侧的一大分支)吻发达
,

刚毛高度特化均为复型刚毛
,

又分两支
,

一支吻

上无颗
、

有触手
、

背须发达
,

即盘首蚕亚科 ; 另一支有一对粗壮的几丁质大颗
、

无触手
、

背须

退化
,

为无指蚕亚科
,

包括丁齿蚕属等
。

盘首蚕属个体都很小
,

体扁平
,

吻不太发达
,

但前

2 或 3 对痣足变大
,

具粗钩状刚毛
,

可捕获小甲壳类
。

盘首蚕属是单独发展的 (图 3 最右

侧一支 )
。

游蚕属
、

四须蚕属和双须蚕属比较接近
,

是典型的浮游叶须虫
。

眼蚕科(图 3 中央一支)具发达的眼
,

早期的分类在叶须虫科下有眼蚕亚科
,

但目前已

普遍认为眼蚕是一独立的科
。

浮游叶须虫具 4 个触手
,

眼蚕有 5 个触手
,

这是区分两个科

的主要标志
。

通过幼虫的研究观察到叶须虫科幼虫具 4 个触手
,

眼蚕科都有 5 个触手
。

说

明从幼态持续至幼期性熟而来是有可能的
。

眼蚕科的大部分属与叶须虫相似
,

都具有发达的复型刚毛
,

但水蚕属
、

眼蚕属和须叶

蚕属的刚毛全部为简单型 (图 3 眼蚕科右面的分支)
。

鼻蚕属和突叶蚕属形态上很相似
,

雌虫都无受精囊是分化较低的属 (图 3 眼蚕科的下方 )
。

中叶蚕属位突叶蚕属上方
,

是眼

蚕科两种刚毛类群的中间类型
。

鼻蚕属上面的小分支复眼蚕属
、

明蚕属
、

角蚕属和水蚕属

都具较发达的吻
,

特别是前两个属吻末端具长的管状角
,

可捕食挠足类和幼小磷虾
。

此

外
,

它们眼的构造较复杂
,

消化管特化
,

具厚的肌肉层 ; 雌虫前两对刚节具受精囊
,

以上这

些特征说明它们是眼蚕科分化较高的属
。

值得提出的是水蚕属这一分支
,

吻特别发达
,

与

上述诸属虽同来 自鼻蚕属
,

但其刚毛截然不同
,

均为简单型
,

又与眼蚕属和须叶蚕属接近

(见图 3 眼蚕科右侧 )
。

盲蚕科和浮蚕科的吻
、

刚毛退化或无
,

体细长呈纺锤形 (图 3 ,

右侧)
。 T e be lle [17] 描述盲

蚕属具很短的吻
,

上无任何附属物
,

也很少看见翻 出
,

对此
,

我们是有怀疑的
,

因为其他参

考资料都没有记述盲蚕属有吻
,

盲蚕属是独立的一支 ; 箭蚕属和瘤蚕属均无吻
,

从同一个

支分出(见图 3 盲蚕科)
。

盲蚕科的三个属均无眼
,

感觉器官(项器 )特别发达
,

刚毛极度退化或无
,

这些特征与

浮蚕科有明显的不同
,

此外
,

浮蚕科有发光器官玫瑰状体
。

盲蚕科与浮蚕科是很早分开独

立发展的
,

它们的共性是沈足特别发达
,

能迅速敏捷地浮游以捕食小动物
,

尤其是浮蚕疙

足的背腹叶外罩足膜
,

象桨一样划动
,

疾驰水中
。

盲蚕科和浮蚕科在形态上很似群浮生殖

体
,

尤值得提出的是二态浮蚕 T 口。ap ter 众 , es s an t’i T er io 的发现
,

浮蚕在生殖期也有雌雄

二态现象 (di m or Phis m )
,

这与沙蚕科和裂虫科的生殖群浮体是非常相似的
,

说它们来自生

殖群浮体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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