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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峻甫 夏都美
(中国科学院悔泽研究所)

江篱属是一个分布较少一的属
,

世界上除极地外
,

各地都有靛录
。

本属为 G re v ill
e

在

1 8 3 0 年建立
,

初建时只有 4 种
。 1 8多2 年 I

.

G
、

A ga r
dh 对本属进行了校正

,

并提出以江篱

‘ 1’a cil ar 坛 co nf er 。证。 作为江篱属的代表种
。

此后
,

世界各地有关本属的报告极多
,

并

且不断地对本属进行补充
、

修正
。
目前可以肯定的种类不足 1

.

00 种
。

江篱属的种类
,

在外形和内部构造上与某些属如 So lie ria
,

H帅二
。 ,

E uc he “ m a ,

R 加
-

抑m 印ia
,

‘ra cil ar io 娜行
,

Po 勿ca o rn 口、 [4] 等很容易混淆
,

同时大部分种类变异的幅度也很

大
,

往往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
,

藻体的体形
、

颜色
、

体厦和构造上也都有相应的变异
,

这就

使得在种类鉴定上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
。

估舒过丢文献报导的种类中同物异名的亦不在

少数
。

由于本属的某些种类适应性较强
,

所以它们的分布范围也很广 ;无渝是热带
,

亚热带
,

温带或是亚寒带
,

甚至高盐的远洋岛屿或是低盐的河 口地区都有它们的昆录
。

在垂道分

布上也是如此
,

从高潮带直至大千潮钱以下都能生长
。 .

过去有关本属种类的报导极多
,

其

中最主要的有丹麦藻类学家 B币rg e se n
(19 1 , 一1 9 2 0

,

19 2 9
,

19 3 4
,

1 9斗3
,

1 9 5 0
,

2 9 , 2
,

i夕, 3
,

,1 95 4 ) 先后描述和昆载了印度洋及西印度拿岛所产本属的种类 ;荷兰藻类学家 W
e be r va n

B os se (19 2 5) 报告了禺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地区本属的种类 ;美国藻类学家 D
a w son (19 44

,

1 9 4 5
,

1 9 4 5a ,

19 4 9
,

1 9 5 2
,

1 9 5 3歹1 9 5 3 a 1 9 5 4
,

1 9 5 斗a 1 9 5 9
,

1 9 6 0
,

1 9 6 1 ) 曾先后报导了太

平洋东北部他区
,

越南和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所产本属的种类
,

他井在一篇文献[z51 中
,

对

江篱属的戟范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May (1 9 4 5) 总拮了澳洲产江篱属的种类 ;美国藻类

学家 T a ylo r
(19 2 5

,

1 9、。
,

1 9 、7
,

1 9 。、
,

1 9 0 7
,

1 9 6 0 ) 先后报导了大西洋西岸地区
,

加勒

比海以及木平洋中的比基尼岛和加拉帕果斯拿岛等处的江篱属种类
。
最近 日本藻类学家

o hm i (1 9 5 5) 对 日本沿岸所产本属的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某他作者的零星报导很

多
,

散兑于各海的海藻研究昆录中
。

一
、

中国江篱屡的种类

中国江篱属种类的昆载始于 1 8 6 6 年
,

’

德国藻类学家 M ar ten
,

首先报导了澳阴
‘)
产的

一种江篱 s P左a e r o c o c c u 了 e o n f
e r t, o 艺d e 了 L

.

郎 G ra c i之
a r ia o e r r二 c o s a

(H
u d s

.

) p a p e n fu s s ; 其后

本种在我国的产地又先后握 oe p p (1 9 0 4 )
,

e o tto n
(1 9 1 5 )

,

e o llin s
(1 9 1 9 )

,

H o w e
(1 9 2 斗

,

1 9 3 4 )
,

G r u b b (1 9 3 2 )
,

C hia o

(1 9 3 3 ) 和 T s e n g (1 9 3 3
,

1 9 3 ,
,

1 9 3 6 )
,

T s e n g a n d L i(1 9 3 , )

* 中国科学院悔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9 6 号 ;本文曾于 19 6 2 年 6 月在青岛召开的梅洋动植物区系学术偏文

豺骗会上宣栽 ;初稿写成后
,

承本所副所长曹呈奎教授提出宝贵意见
,

作者等深表惑榭
。

l) 澳阴和香港在自然区划上属于中国南悔大陆沿岸梅藻区系范围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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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曹呈奎与张峻甫(19 5 2
,

1 9多9 )等藻类学家的研究已扩大至我国黄
、

东两海沿岸及厦 阴
、

香

港
‘)
等地

。

有关其他种类的报导较少
,

1
.

A ga r
dh (1 9 0 1 ) 曾发表了一个新种

—
舌江篱

G
.

lin g u la
‘

J
.

A g
.

采自我国厦阴
。 e o tto n

(1 9 1 , ) 豁载澳阴产有皮江篱 G
.

c o r tic a ta J
.

A g
.

。 C o llin s
(1 9 1 9 )

,

有贺 (19 1 9 )
,

H o w e
(1 9 2 4 )

,

T se n g a n d L i (1 9 3 5 )
,

T se n g (1 9 3 6 )

和曾呈奎与张峻甫 (1 9 犯
,

1 9 , 9 )等先后报导了我国北戴河
、

青岛
、

烟台
、

厦阴和黄
、

东两海

的西岸各地所产的扁江篱 G
.

f
o li蔺f

e r“

(F
o r s sk

.

) B争rg e se n 和 ‘
.

to x to r ii (s
u r

.

) J
.

A g
.
2 , o

T se n g (1 9 3 6 ) 在
“厦阴海藻

, ’

中报导了 ‘
.

c h o r己。 H o lm e s ,

现已被 O hm i (19 5 8 )移出

江篱属而并入 G ra cil , i口粼行 中去
。

T
s e

ng (1 9 4的 在
“
香港海藻的新种和新昆录

, ’

中报

导了芋根江篱 G
.

云10 己g e ttii H
a r y

.
。 o k a

m u r a

(1 9 3 1 ) 描述了我 国 东沙 岛产 的 弓 江篱

G
.

a1’伽at
“

Za
n

.
。 Y a

m ad
a

(1 9 3 8 )报导了我国 台湾省大板坪产有刺江篱 G ra cil ar ia Pu rP “ -

r a s c o n s
(H

a r y
.

) J
.

A g
.

,

在此以前
,

本种曾被 o k a
m u ra

(1 9 3 1 ) 簇定为 口
.

己e n tic u za t“

o k a m
.

,

产 自我国台湾的兰屿
。

O k a
m u r a

(1 9 3 4 )还报导台南产的 R 左。勿m 己 n ia ; p in “lo sa

O k a
m

. ,

其后也被 Y a m
a
d

a

(1 9 4 1 ) 移至江篱属中为 ‘
.

夕“ r户“r a 了c 。, : f
.

印 in u lo , a
(O k

-

a
m

.

) Y a
m ad

a ‘ 并扩大了它在台湾的产地
。

近来 o hm i (1 9 5 8 ) 报导了台湾北岸富青角也

产此变型
。

此外
, Y a

m ad
a

(1 94 1) 报导我国台湾大里和鹅燮鼻两地产斑江篱 ‘
.

p “nc ta ta

(ok ~
.

) Ya m ad
a 。

因此
,

前人所报告的我国沿岸所产江篱属的种类共有 6 个种及一个变

型
。

近年来
,

我们进行了我国沿岸三个海区的多次稠查采集
,

收集了大量查料和标本
,

并

进行了分析研究
,

已初步了解到我国沿岸各海区所产江篱属的种类极为丰富
,

除前人已报

告的 6 种及 1 变型外
,

为我国海藻区系增加了 13 个种
,

1 个变种和 6 个变型
,

其中包括 3

个新种
, 2 个新变型

, 3 个新祖合
。

全部种类如下
:

1
.

弓江篱 G , a e ila 护ia a , c o a t a z a n a r d
.

2 1
.

粗江篱 G
.

乡 g a , H , r y
·

2
.

芋根江篱 G
.

blo d e g o t , 11 H a r y
.

1 2
.

舌江篱 G
·

lio g o la J
.

A g
·

3
.

脆江篱 G
.

b o r ‘a 一
户a s , o r i,

’

(G m e l
.

) s ilv a 1 3
.

小江篱 G
.

, : 10 0 ,
(s

o o d
.

) c
.

F
.

c h a

飞
e t B

.

M
·

4
.

仙掌江篱 G
·

c a c a l‘a (J
.

A g
.

) D a w s o n x ia

s
,

槛江篱 G
.

c o n , , r ic , a c
·

F
.

c ha n g e t B
·

14
.

斑江篱 G
.

户“, e t a t a

(o k a m
·

) Y a m a d a

M
·

x ia l ,
.

刺江篱 G
·

户u r 户u ra , c 。。s
(H

a r y
·

) J
·

A g
·

6
.

撒房江篱 G
.

c o r o n o p if
o l亩a J

.

A g
.

1 6
.

鞭江篱 G 入a io a o e n ‘i, c
.

F
.

c h a n g e t B
.

M
·

X ia

7
.

皮江篱 G
.

c o r t ic a ta J
.

A g
.

1 7
.

节江篱 G
.

, a lic o , 。ia (A g
.

) D a w s o n

5
.

厚江篱 G
·

c , a s: a H a r y
·

1 5
.

江篱 G
.

, e r r u c ‘, a

(H
u d s

.

) p a p e n fu s s

9
.

凤尾菜 G
.

e : ‘c 人e u 。 , o id o s H a r y
. ’

1 9
.

曹氏江篱 G
.

, , e n g ia n a c
.

F
.

c h a n g e t B
,

M
·

1 0
,

扁江篱 G
.

fo liife , a

(F
o r ssk

.

) B中r g e s e n x ia

二
、

植物地理学的研究

1
.

江篱属在世界上主要地区的分布情况

为了便于概观江篱属海藻在世界上主要地区 的分布
,

根据前人有关江篱属 的昆录
,

并

基本上依照 E k m an 刚 的区划
,

我们总桔出
,

美洲太平洋暖水亚区产有 20 种
,

队 3z1 焉来西

亚亚区 1夕种 [501
,
日本亚热带亚区 9 种 [39 .41 ], 印度洋亚区 24 种 [11 一211

,

美洲大西洋暖水亚区

l) 澳阴和香港在自然区划上属于中国南梅大陆沿岸梅藻区系范围之内
。

2 ) 据张峻甫
、

夏邦美
“

中国江篱属的研究
”
(未刊稿)本种已被井入 G

.

了ol iif 。二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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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种[49]
,

北大西洋东岸不足 10 种t11 ,46]
,

应蔽指出的是有些地区的昆录
,

特另d是禹来西亚

亚区 (不包括琉球晕岛在内)的昆录
,

迄今还没有新的
、

或校正的 目录
。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

看出
,

中国江篱属的种数并不少于其他各地区
,

如果和一些研究江篱属有最新成果的地区

来比较
,

则中国比邻近的 日本多 1 种
。

江篱属种类在世界上分布的总的情况是艳大部分都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例如

太平洋东岸那样辽阴的南北沿岸所产的 20 种江篱中
,

竟有 1夕种是产于墨西哥和厄瓜多
‘

尔
。

又如受寒暖流影响很大的日本沿海
,

在它所产的 18 种江篱中
,

有 7 种只兑于琉球军

岛
, 1 0 种见于千叶半岛至九洲尚的地区或更南伸至琉球

, 1 种晃于小笠原军岛
。

2
.

中国江禽属种类的地理分布

中国江篱属种类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
,

已总拮如表 1 。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

我国同

表 1 中 团 江 篱履 种类的 地 理 分 布

T a
bl

e 1
.

G eo g ra p h ica l d istr ibu tio n o f th e C h in e s e s p e e ie s o f G r a e il口对a
.

亚热带亚

11�口
C

。

卜日亚

D
.

焉来西亚亚区

度

徉区

E
.

印酉

度

尼亚

G
。

太亚

平
泽
中
部
岛
鸣区

H
。

澳亚
洲
热
带
亚
热
带区

]
.

美暖

洲

太水

平

洋区

K
.

美暖

洲

大水

西

洋区

L
·

大东

四北

本区 洋岸

E琉球拿岛

十

+

十+

十十十+

十 +

+十

+++十+十十+

+ +

十

十十十+

十+

G r a c ila r ia 以犷c 多‘a t a

G
.

b lo d g 巴名t i i

G
.

b “r s a ·

Pa ‘多。犷i ‘

G
.

c a c a lia

G
.

才‘e 刀 g i a 刀a

G c o n 了t犷i c ta

G
.

c o 犷。 ”o P ifo li a

G
.

e o r t i c a 名江

G
.

c r a ‘s a

G
.

e t’c 几口“脚 o id e ‘

G
.

人a i 称 a ”心n s i 了

G
.

fo li if e r a

G
.

g ig a了

G
.

11刀 g u la

G
.

份i n o 犷

G
.

P“刀 c t a t a

G
.

P u rP“r a了c e 移s

G
.

‘a li c o r 刀 ia

G
。
乡e r r “c o j a

+

+ + 十 + +

十

十 十 十

+

+++

不

+

十斗斗+斗斗十 +

7 3

+斗呼十99

十十十+ 8

++十10

乡

1 2 7 3

++1010

E x P la n a t io n o f T a b le 1
.

A
.

s p e e ie s; B
.

R e g io n s ; c
.

T h e I n d i a n o e e a n : D
.

T h e I n d o ·

M a la ya n r e g io n

E
.

I n d o n e s ia ; F
.

R y u k y u 15 15 ;
.

T r o p ie a l (
a n d s u b to o p i e a l)

G
.

T h e i sla n d s o f th e C e n tr a
l Pa e if ie ;

A u s t r a li a ; 1
.

S u b tr o p ie
a
l ] a p a n ;

A I一飞e r i e a ’5 Pa e i fie w a r ln 一

w a t e r r e g io n ; K
.

A m e r ie a ’5 A t la n t ic w a r m
一

w a t e r

H].

r e g io
ll
; L

.

T h e N o r th e a st e r n e o a st o f A tla n t 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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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各地区相同的江篱属种类以焉来西亚亚区最多
,

共有
‘

12 种 ; 其次是印度洋亚区

和太平洋中部岛屿亚区
,

它们分别有 10 种和 9 种
,

其他地区lllJ 很少
。

表 2 中 团江 篱 属 种类 在 北 太 平 津西 部 的 地 理 分 布

T a b le 2
.

G eo g r a p h退c a l d istr 通bu U o n o f th e C卜in
e o e . p e e ie s o f G r a e ila r io in th e

丫V e . te r n N o r th Pa e ifie
.

I V

日 本
太平洋岸

V V I V ll

梅 1东
中国叫南

中国梅

12 1 13 1 4 】15 1 6

黄一11

竺}东区}
西区}竺{北

区
}南区
十+++

++

+

十十++G r a c ila犷ia a r c “ a ; a

G
.

b lo d g e t ; 11

G
.

b“ r了a ·

户a 了; o r i了

G
.

c a ‘ a 石a

G
.

h a i汀 a” 心刃了i了

G
.

c o 刃 ‘t r ic ta

G
.

c o r o , o Pifo lt a

G
.

c o 犷z ic a 名a

G
.

c r a‘t a

G
.

e t‘c he t’ , , Z o id e‘

G
.

才了亡刀窟ia 刀 a

G
.

fo liife犷a

G
.

g l’s
a 了

口
.

11刀 g u la

G
.

m i儿 o r

G
.

Pu ”c la ta

G
.

Pr‘犷Pu 犷a 了c 亡n ‘

G
.

了a li c o 尸刀 ia

G
.

夕e犷犷“c o 了a

}鑫}
, ,

。址* *
}

。

哩 、

}业}弓井全军生}一斗一华, 岸匕
一

{ 1 1 2 1 3 1 斗 1 5 1 6 1 7 } 8

鞘臀鄂当当鄂缨
! 1 1 } 1 } !

’

} 十
’

++

+

十十+

十+

+十

+十+ ++十

⋯⋯⋯⋯⋯+ + + + +

+十十++功

++

+十+
.

+

十 + +

3 2 1 3 1 又l

+2+2+2

3 7 2 l 3 1 9

+12

E x Pla n a tio n o f T ab le 2
.

A
.

S p e e ie s ; B
.

R e g io n ; 1
.

B e r in g S e a
; 11

.

o e h o tsk S e a ;
.

111
.

la p a n s e a ;

IV
.

P a eifie s记 e o f th e laP a n e s e e o a s t; V
.

Y ello w S e a : V l
.

E a s t C h in a S e a ;

v ll
·

s o u th
,

C hin a se a ; 1
·

W
e s t e r n B er in g s e a : 2

·

N o r th e r n o eh o tsk se a ; 3
·

s o u t h e a s te r n

O eh o tsk S ea ; 4
.

S o u th w e s te r n O e h o ts k S e a ; 5
.

N o r th e a st e r几 Ia p a n S e a : 6
.

N o r th w e s te r n

la p a 几
「

se a :
’

7
.

s o u th w e s t e r n la p a n s e a : 5
.

s o u th e a s t e r n la p a n se a ; 9
.

Pa c ifie sid e o f th e

N o r th e r n ] a p a n e se e o a s t ; 1 0
.

Pa e ifie sid e o f th e S o u th e r n ] a p a n e s e e o a st : 1 1
.

W
e s t e r n

Y ello w S e a ; 1 2
.

E a s te r n Y e llo w S e a ; 1 3
.

W
e s te r n E a s t

.

C h in a S e a ; 1 4
.

E a st e r n E a s t C hin a

S 已a ; 1 5
.

N o rth e r n S o u th C h in a S e a ; 1 6
.

S o u the r n S o u th C h in a S e a
.

趁

中国的 19 种江篱在北太平洋西部地区的分布情况如表 2 。

表中的抗补数字指 明南

海有
‘

19 种江篱
,

其中南区有 14 种
,

北区有 n 种 ; 东海次之
,

有 13 种
,

其中东区 13 种
,

而

西区只有 1 种 ;再次是 日本太平洋岸有 7 种
,

其中南区有 7 种
,

而北 区只 1 种 ; 此外
,

日本

海只有 3 种
, ‘

全部集中于东南区而西北区和东北区都各有 2 种 ; 其余各海区的种数都很

少
。

江篱属种类在我国洽岸的分布情况是
:黄海和东海共有 2 种

,

而南海竟产有我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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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篱属的 19 种
,

其中
,

又以海南岛最多
,

共 n 种
,

厦阴和雷洲半岛的东北部及台湾南岸和

台湾西北岸次之
,

前一地区为 3 种
,

后三地区各为 斗种
。

上面的数据表明
,

中国江篱属的全部种类集中在我国的南海
,

而东海和黄海Rl] 极少
。

值得注意的是江篱属种类在我国南海的分布情况
。

在这个海区中
,

热带性较张的西沙准

岛只有两种
,

东沙拿岛只有 1 种
,

台湾南岸也只有 4 种
,

而海南岛竞有 11 种之多
,

我国大

陆的南海沿岸也有 n 种
。

在种类上
,

东
、

西沙晕岛的种类也分布在海南岛的东南岸 ; 台湾

南岸的种类也只有半数和海南岛相同
。

海南岛的种类与大陆沿岸比较起来
,

海南岛产的

n 种江篱中
,

只见于海南岛的有 6 种
,

在大陆产的 n 种中
,

只见于大陆的有 6 种
,

两地共

有的只 5 种而已
。

这些数据表明南海地区的复杂性
,

大陆和海南岛之 简有很大的差别
,

而

且这两个地区与台湾南岸及东
、

西沙拿岛等 4 个区之简彼此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

3
.

中国江篱属种类的地理分布类纂

中国江篱属种类
,

根据其地理分布的特点
,

可以总桔为以下 4 个类梁 :

、

A
.

热带种类
,

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有
:

(l) 仙掌江篱 G o cil
a厅。

ca ca lia (J
.

A g
.

) D
a w s

on 它主要分布在印度洋
,

印度尼西

亚及太平洋中部岛屿和澳洲的热带
,

在北太平洋中的北界是琉球晕岛的冲视岛 (豹 12 8 “

E一26
0

30
‘

N ) ;我国刻兑于海南岛的南岸和西南岸
。

.

(2) 节江篱 G
.

sa lic or ni a
(A g

.

) D
a w so n

觅于退罗湾
,

葬律宾和冲视岛南端的系满

(豹 1 2夕“ 4 0 ,E 一2 6 0 5
‘

N ) ; 我国广东省宝安县及海南岛的新英港
,

新村港和三亚港
。

(3 ) 小江禽 ‘
.

, i, o r

(S
o n d

.

) C
.

F
,

C h a n g e t B
.

M
.

x i。 兑于太平洋中的关岛

(的 14 斗。40
‘

E一 1 3 “ 2 0
‘

N ) 和澳洲北端的豹克角之简 ;我国觅于海南岛的文昌县
。

(4 ) 凤尾菜 G. 言“幼eu m ‘de
,

H ar y
·

本种的分布范围是南起瀑加军岛
,

北至 日本琉

球的大岛(的 12 9 0 2 0
‘

E一2 8 “ 2 0
‘

N )
。

西界越南 ;我国产于海南岛和西沙拿岛
。

(5) 厚江篱 ‘
.

:
ra 。

。
H ar

y
.

分布于印度洋
,

杠海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和琉球系岛的

冲视岛 ; 我国兑于广东省的碑洲岛
,

涸洲岛
,

琼洲海峡的徐曲
,

海南岛和台湾省的 台东
。

(6) 刺江篱 G
.

Pu
r

外ra sc
e

ns (H ar y
.

) J
.

A g
.

兑于踢兰和 日本琉球的冲视岛; 它的

1 个变型 f
.

印加tlo sa (O ka m
,

) Y a
m ad

a

还晃于印度尼西亚 ;我国产于台湾省南部的兰屿

和大板坪
。

(7 ) 撒房江篱 G
.

co
,

on oP if
o

lia J
.

A g
.

分布于 日本琉球军岛的冲棍岛和大 岛各 岛

以及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岛 ;在我国产于海南岛三亚
,

管哥海
,

清澜港以及台湾省的鹅鬃

鼻和琉球屿
。

(8 ) 裕江篱 G 二 c o n 了tr ic t“ e
.

F
.

e h a n g e t B
.

M
.

x ia 和鞭江篱 ‘
.

左a i, 。n 。 , 5 1, e
.

F. C han g et B
.

M
·

.

Xi
a

为我国海南岛的地方特有种
。

B
.

亚热带种类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有
:

(l ) 斑江篱 ‘
.

夕u n c ta ta
(o k

a m
.

) Y a
m

a
d

a

兑于 日本本洲和歌山的白滨 (豹 1 3 , “

20
’

E一 3 3 “ 4 5
‘

N ) 至琉球晕岛嘟;我国台湾省北部的大里和南部的鹅壑鼻
。

(z) 粗江篱 ‘
.

g
ika

;
H ar y

.

分布于 日本沿岸
,

北界是本洲东岸中部的千叶县的洲崎

(豹 1 39 04 ,
‘

E一 3 斗。 5 5
‘

N ); 我国产于广东省海丰县的属鬃乡
,

也是本种的南界
。

(3 ) 脆江篱 G
.

bu 。
“ 一

Pa
了
to ri ,

(G m el. ) Sil
v ,

分布于英国
,

地中海
,

印度洋
,

’

印度尼



海 洋 与 湖 沼

西亚及太平洋中部岛屿
,

加勒比海以及日本沿岸
,

其北界是本州西岸的佐渡岛(豹 13 80 20
‘

E一 3 8 O
N )

。

但在日本本州的最北端青森县以及苏联隆哈林岛的西岸还有分布昆录
。

根

据本种的世界分布
,

以及在鉴定上易于与江篱混淆的事实
,

敲地的昆录可能有周题
。

本

种在我国的分布是北起福建省的平潭
,

南握厦阴
、

东山
、

广东大陆沿岸
,

琼洲海峡的徐简以

至海南岛的东南端
。

本种的适温范围较广
。

(4) 曾氏江篱 ‘
.

打。沙an
“ c

.

F
.

c ha ng et B
。

M
.

xi
。 是我国南海大陆

J

沿岸的地

方特有种
,

产于广东省电白县
。

C. 热带种类
,

但适温范围较竟
,

向北延伸到亚热带地区的有
:

(=l ) 弓江篱 ‘
.

o cu at
召 z a

na rd
.

分布于地中海
,

杠海
,

印度洋
,

温加拿岛
,

印度尼西亚
,

最北可达 日本四 国南部的镇崎(豹 1 3 3 0 1 5
‘

E 一 3 3 “ 2 0
‘

N )和柏岛 (豹 1 3 2 “ 3 5
‘

E一3 2 。

朽
‘

N ) ;

我国的产地只限于东
、

西沙拿岛和海南岛的南部
,

显示出热带性较强
。
日本海西北 区的苏

联沿岸也有本种韶录
,

但根据其地理分布查料的分析
,

本种能否分布至敲地颇成周题
。

(z) 芋根江篱 ‘
.

b lo d解 tt ii H ar
y

.

分布于加勒比海
,

印度尼西亚和属于印度洋的

爪哇岛南岸
,

以及最北到 日本太平洋岸中部伊豆半岛东南端的填崎
。

我国北起福建省厦

四附近的金阴岛
,

南到海南岛以及台湾省西岸嘉义县的东石
。

(3) 皮江篱 G
.

co rt ic at
。

J
.

A g
.

我们没有采到本种
,

根据前人的报导
,

产于澳尸叭

在世界的分布是杠海
,

印度洋
,

朝解和秘鲁
。

本种与扁江篱易于混淆
,

前人在中国和朝麟

的昆录尚待靓实
。

(4) 舌江篱 ‘
.

li ng ul
‘

J
.

A g
.

产于杠海及太平洋中的小笠原荤岛 ; 根据豁录产于

我 国厦阴
。

本种自 19 0 1 年 1
.

A g盯dh 建立后
,

除远藤 (1 9 1夕)提到过外
,

迄今没有任何报

导
。

本种是否为独立种
,

颇使人怀疑
。

’

D
.

暖温带种类
,

适温范围最竟
,

不但广为分布于温带地区而且向南北延伸的有
:

(l) 江禽 ‘
.

o rr uc
口

。 (H ud
s

.

) Pa pe nf us s
觅于除两极以外的世界各地 ; 我国的分

布范围为黄海
,

东海和南海北部
。

(z) 扁江篱 G
.

fo lii fe
r 。

(Fo rs sk
.

) B咖 9
.

是一个多型种
,

分布斡广
。

标准变型 f
.

fol iif ,
。

兄于北起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

握加勒比海
、

巴西至岛拉圭的大西洋西岸及英国南

部
,

杠海
,

夏威夷和 印度洋的南
、

北各地 ;我国觅于黄海
。

竟叶变型 f
.

tex tor is’ 产于太平洋

东岸的加利福尼亚半岛
,

加利福尼亚湾和加拉帕果斯军岛
,

澳洲东岸和南岸
,

印度尼西亚

的爪哇岛南岸
,

日本大平洋岸的千叶半岛至耙伊半岛简
,

日本海岸旦lJJ 匕起北海道的忍路

湾
,

南至九洲西岸的熊本 ;我国 RlI 分布于黄海和南海北部的厦阴
。

三
、

甜 谕

根据上面的分析
,

中国江篱属种类依照其地理分布可以分为四个类草
,

只分布于热带

地 区的热带种类有 7 种 ;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亚热带种类有 3 种 ;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适温范围较宽的有 4 种 ; 暖温带种类
,

适温范 围最竟
,

不但广为分布于温
闷

带地区而且向

南北延伸的有 2 种
。

这些类拿在国内的分布大体上都是热带类拿的种类
,

一般兑于海南岛
、

东沙草岛
,

西

沙军岛和台湾岛的南部 ; 亚热带类草的种类主要集中在南海的大陆沿岸
,

个别种类还可以



3一4 期 张峻鼠夏邦美
: 中国江篱属植物地理学的初步研究

南伸至海南岛
。

热带和亚热带类草的种类兄于中国南海地区的南
、

北各地
,

但其中的弓江篱在北太平

洋西部的北界为 日本四国的南端
,

在我国Rl] 盛产于西沙拿岛
,

而在海南岛的南部 nlJ 属于少

兑种类
。

广温性的温带类拿的种类兑于中国的黄海
、

东海和南海北部
。

根据上述江篱属的地理分布类拿
,

可以着出除了两个广温性的温水种类外
,

一般都是

有其温度性质的指标意义
。

分布在台湾岛南部
,

海南岛
,

东
、

西沙军岛的 13 个种中
,

除了
斗个西太平洋地方特有种外

, 6 种属于热带类拿
,

只分布在热带
, 2 种属于热带向北延伸

至亚热带地区类拿
, 1 种属于亚热带类拿

,

只分布在亚热带
,

没有广温性的温水种类
。

南

海的大陆沿岸和台湾北部共有 n 种
,

其中 斗种为西大平洋地方特有种 ; 2 种只分布在热

带的热带种
, 2 种 自热带向北延伸至亚热带地区的热带种

, 1 种亚热带种
, 2 种广温性的

温水种类 ; 这些数字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种类祖成比较复杂
,

但基本上属于亚热带性
。

在两

个热带种之中
,

有一种生长在雷州半岛和北部湾靠近大陆的涸洲岛
,

另一种产于宝安
。

这

三个地点表明比其他地区含有更多成分的热带性质
。

黄海有两种广温性的温水种类
,

东海只 1 种
,

是广温性的温水种类
。

东海区系的稠查

和研究尚未很好的开展
,

对有关查料的掌握还很不够
,

随着今后工作的深入开展
,

这个海

区江篱属的种数还可能略有增加
。

四
、

精 藉

」
‘ .

本文概观了全世界主要地区江篱属种类的地理分布
,

并桔合中国产的 1 9 种江蓄及

其在国内外的分布情况
,

确定本属应属于暖水性
。 ‘

它的多数种类可作指标种
,

有助于础别

某一区系的温度性厦
。

2
.

中国江篱属的种类
,

根据国外地理分布查料可以分为四个类拿
。

只分布于热带地

区的热带种类有 7 种 ;只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亚热带种类有 3 种 ;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
,

适温范围较竟的有 4 种 ; 适温范围最宽
,

不但广布子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且向南北延

伸的有 2 种
。

3
.

中国江篱属的全部种类都集中在南海
,

而 黄海和东海只有 1一 2 种广温性的温水种

类
。

这种分布现象反映了中国三海具有不 同的温度性盾
。

4
.

中国江篱属和虑来西亚亚区相同的种类最多
,

其次是 印度洋亚区和太平洋中部岛

屿亚区
。

中国南侮和上述地区显然地存在着近椽关系
,

因此
,

如果单从江篱属来分析
,

中

国南海的海藻区系应属于印度西大平洋的海藻区系范围
。

5
.

南中国海的海域辽阴
,

自然条件相差很远
,

从西沙辈岛
,

海南岛
,

台湾岛与大陆沿岸

之简
,

种类和数量差异的现象
,

估舒这一海区在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后
,

有必要重新进行低

一极的区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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