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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北部及其附近海区鱼类区系研究

张其永 张雅芝 对家富
(厦门大学) (厦门水产学院) (福建省宁德地区水技站)

提要 台湾海峡北部及其附近海区的鱼类至少有 3“ 种
,

隶属于 22 目1 23 科2粗属
。

软

骨鱼类 4 目 1 7 科 2 夕属 4 2 种
,

其中鳃目最多(2 3 种)
。

硬骨鱼类 1 8 目 1 0 6 科 2 1 5 属 3 2 弓种
,

其

中以妒形目的种类占优势 (1 8 1 种)
。

该海区鱼类区系组成具有亚热带性质
,

与东海的关系较

为密切
。

根据鱼类区系特征和冬季表层 20 ℃ 等温线的分布
,

广东沿海(包括海南岛东北)
、

台湾

浅滩外缘
、

台湾岛东岸以及奄美大岛以北的连线应是中国
一

日本亚区与印度
一
马来亚区的交界

。

台湾海峡是东海和南海之间的通道
,

属亚热带陆架浅海
,

海水运动和水文特征既受黑

潮支流
、

南海水和闽浙
、

粤东沿岸流的影响
,

又受海峡东
、

西岸河川径流的影响
,

因此水文特

征
、

鱼类的种类组成和区系性质具有东海和南海过渡海区的特色
。

台湾海峡北部及其附近

海区包括闽中和闽东
.

渔场
,

而台湾海峡南部及其附近海区则包括闽南渔场和台湾浅滩渔

场
。

关于黄海
、

东海
、

南海
、

南海诸岛和台湾海峡南部的鱼类区系研究曾有报道
〔,” 14 ,l6 ,25 〕;

中国软骨鱼类
、

石首鱼类
、

鳍科鱼类
、

鳃虎鱼类
、

杜父鱼类
、

蝶形目和纯形 目鱼类区系研究

也有专题论述以
7一 10 ,l5

,

l7, ‘81 。

台湾海峡北部及其附近海区鱼类区系研究却未见报道
。

本文

根据作者参加水产资源调查的采集记录
,

并参考台湾省文献资料
〔川

,

对台湾海峡北部及其

附近海区的鱼类区系作了分析探讨
,

为合理利用海洋鱼类资源
、

调整海洋渔业生产结构提

供科学依据
。 \

一
、

鱼类的种类组成

台湾海峡北部及其附近海区(以下简称为台湾海峡北部 )鱼类的种类组成
,

据作者统

计至少有 3“ 种
,

分别隶属于 22 目 12 3 科 2 42 属
,

其中软骨鱼类 42 种 (占 11
.

5 % )
,

硬骨

鱼类 3 2 4 种 (占 8 8 5多)
o

软骨鱼类共计 4 目 17 科 27 属 42 种
。

其中鳃目最多
,

有 8 科 12 属 23 种 (占软骨鱼

类的 54
.

8多)
,

以红科种类居多
,

有 2 属 9 种
。

鼠鳖 目次之
,

有 7 科 12 属 16 种 (占软骨鱼

类的 38
.

1务)
,

其中真鳖科有 3 属 6 种
。

软骨鱼类各 目所包括的科
、

属
、

种数列示如下
:

虎鳖 目 H e ter o d o n tifo r m es l科 1 属 1 种

鼠鳖目 L a
m n ifo r m e s 7 科 1 2 属 1 6 种

鳃 目 R aiifo rm e s s 科 12 属 2 3 种

电鳃 目 T o r p e din ifo r m e s l 科 2 属 2 种

硬骨鱼类共计 18 目 10 6 科 21 5 属 3 24 种
。

其中以妒形目种类 占绝对优势
,

有 55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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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属 1 81 种 (占硬骨鱼类的 55
.

9 多)
,

以够科和鲤虎鱼科种类为多
,

分别 为 12 属 1 8 种和

巧 属 17 种
。

其次为创卜形 目
,

有 8 科 19 属 35 种 (占硬骨鱼类的 10
.

8务)
,

鲜科和鳃科种类

分别 为 7 属 1 4 种和 5 属 14 种
。

现将硬骨鱼类各目所 包括的科
、

属
、

种数列示如下
。

鳃形 目 A c ip e n s e r if
o r
m

es l 科 1 属 i 种

鲜形 目 Clu p
e ifo rm es s科 19 属 3 5 种

灯笼 目 Se o p e lifo rtn e s Z 科 5 属 8 种

鲤形 目 C yp rin if
o r
m e s Z 科 2 属 斗 种

鳗鲡 目 A n g u illifo
r
m

e s 1 0 科 2 0 属 2 2 种

颗针鱼 目 Be lo n ifo r m
e s 3 科 3 属 斗种

鳄形 目 G a d if
o r m e : 2 科 2 属 2 种

海龙目 Syn g n a thif
o r m e s Z 科 4 属 6 种

金眼绸 目 B e r ye ifo r m
e s l 科 i 属 i 种

海鱿 目 Z e ifo
r
m e s l 科 i 属 一种

鳃形 目 Mu g ilifo
r
m e s 3 科 3 属 7 种

马鱿 目 p o lyn e
m ifo r m e s l 科 2 属 2 种

妒形 目 P er c ifo r m e s 5 5 科 1 2 4 属 1 8 1 种

豹鱿鳞 目 D a e tylo p t
e r if

o r m
e s l 科 i 属 1 种

蜘形 目 E e he n e ifo r m
e s l 科 z 属 2 种

蝶形 目 Ple u r o n e e tifo
r
m e s s 科 1 1 属 2 4 种

婉形 目 T e tr o d o n tifo
r
m

e s s 科 1 1 属 1 9 种

鞍嫉 目 L o p hiifo r m e s 3 科 斗属 斗种

台湾海峡北部是多种经济鱼类生殖
、

索饵和越冬的海区
,

既有徊游性
,

又有定居性鱼

类
,

经济鱼类全年交替出现
,

形成不同的渔汛
,

为大围增
、

灯光围网
、

底拖网
、

流刺网
、

定置

网和延绳钓等多种类渔业的良好渔场
。

在鱼类的种类组成中
,

底层鱼类共有 2 81 种 (占总

数的 76
.

8多)
,

其优势种有带鱼
、

大黄鱼
、

海鳗
、

短尾大眼绸
、

黄姑鱼
、

白姑鱼
、

鲍鱼
、

棘头梅

童鱼
、

皮氏叫姑鱼
、

龙头鱼
、

中华海给
、

青石斑鱼
、

赤点石斑鱼
、

鳍鱼
、

妒鱼
、

蛹
、

宽体舌蝎
,

还

有条纹斑竹鳌
、

黑印真鳖
、

路氏双髻鳖
、

尖头斜齿鳖
、

灰星鳌
、

皱唇鳌
、

赤红
、

尖嘴红
、

斑鳃等
。

底

层鱼类的产量和产值
,

以带鱼和大黄鱼为最重要
。

中上层鱼类有 85 种(占总数的 23
.

2 关)
,

其优势种有银鳍
、

灰鳗
、

鳅鱼
、

蓝点马皎
、

蓝圆够
、

始鱼
、

绿鳍马面纯
、

大甲够
、

金色小沙丁

鱼
、

竹笑鱼
、

黄螂
、

康氏小公鱼
、

七星鱼
、
日本鳃鱼

、

绒纹单 角纯
、

乌鳍
、

沟够
、

扁舵鲤等种类
,

以银鲍
、

灰绍
、

蝴鱼
、

蓝点马皎和灯光围网主捕对象较为重要
。

- -- ~ 幽

-
一~ 山 、

海洋鱼类可分为暖水性
、

暖温性
、

鱼类区系特征

冷温性和冷水性等 4 种类型 〔吕一 l0J
,

本海区有暖水

性种
、

暖温性种和冷温性种
,

但未见冷水性种的分布
。

、

麦氏犀鳝
、

伏氏眶棘妒等
,

约有 2 54 种 (占总数的

以暖水性种为主
,

如宝刀鱼
、

食蟹豆

6 9
.

4务) ; 暖温性种则次之
,

如刀脐
、

、小黄鱼
、

条石绸
、

黄鳗鲸等
,

约有 1 09 种 (占总数的 29
.

8多)
。

冬季偶而出现冷温性
。

种肉细纹狮子鱼和虫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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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北部还有三大洋广为分布的鱼类
,

如姥鳌
、

鲸鳌
、

锤头双髻鳖
、

金色小沙丁鱼
、

大头狗母鱼
、

花斑蛇鳍
、

多齿蛇鳍
、

横带扁领针鱼
、

鳍鱼
、

松娴
、

军曹鱼
、

六带够
、

脂眼凹肩

够
、

卵形绍够
、

鲤鳅
、

扁舵鲤
、

鳍
、

东方狐鲤
、

鱼印鱼
、

短细
、

革婉
、

六斑刺触等
,

大 多为暖水性

币扣
。

台湾海峡因位于东海和南海的过渡海区
,

海峡南
、

北部的地方种很少
,

只有中华胡椒

绸
、

微鳍新鳗
、

横带小齿蛇鳗
、

斑纹丽鳗
、

红斑离鳍鱼等
。

海峡北部与东海共有的地方种仅

有小眼红和香鳞
。

鱼类区系是 由于鱼类对外界环境因子长期适应而形成的
,

在环境因子 中
,

以水温
、

盐

度和水系性质最 为重要
。

冬季
,

高温
、

高盐的黑潮支流从 巴士海峡进人台湾海峡以后
,

沿

台湾岛西岸北上
,

低温
、

低盐的闽浙沿岸流沿福建近岸南下
,

只影响到福建平潭岛一带
,

海

峡南部仍为南海水所控制
。

夏季
,

整个海峡 为东北流
,

海峡西部为南海水
,

而台湾岛西岸

仍为黑潮支流向北流去
〔, , ,。 海峡西北部因受闽浙沿岸流的影响

,

表层水温的年温差较大

(13 ℃) ; 海峡东南部因受黑潮支流的影响
,

表层水温的年温差较小 (6 ℃)
汇, 。J。 虽然海峡南

、

北部的鱼类区系都属于亚热带性
,

但海峡南部的东南外缘却具有比较明显的热带性
。

因此
,

海峡南
、

北部的鱼类种数和区系性质则有所差异
,

鱼类种数 自北向南递增
,

但暖温性种数

却 自北往南递减
。

海峡北部鱼类的总种数少于南部 (5 12 种 )
,

暖水性种数也少于南部(42 3

种)
,

但北部的暖温性种数却多于南部 (89 种 )
〔, 刃。有些暖温性种分布偏北

,

如刀娇
、

小黄鱼
、

黑姑鱼
、

黑鳃梅童鱼
、

条石胡
、

排鳍
、

朝鲜马蛟
、

矛尾复鳃虎鱼
、

短蛹
、

暗色东方婉
、

黄

鞍嫉等
,

从 日本南部沿海
、

黄海
、

东海分布到海峡北部
,

却不见于海峡 南部
、

南海北部以

及热带海区
。

少数冷温性种如细纹狮子鱼和虫蝶从北海道 (或千岛群岛)沿海
、

日本海
、

黄海
、

东海分布到海峡北部
,

也不分布到海峡南部
。

有些暖水性种分布偏南
,

如小孔沙

条鳖
、

条尾莺红
、

黑斑双鳍电鳃
、

艾氏蛇鳗
、

西里伯蛇鳗
、

丽花鳍
、

斑柄天竺明
、

截尾 白

姑鱼
、

紫鱼
、

波鳍金线鱼
、

齿领眶棘妒
、

条纹眶棘妒
、

巴达维亚燕鱼
、

青点鹦嘴鱼
、

长

棘钝顶鲡
、

居氏鬼细
、

南海斑虾
、

长鳍羊舌虾
、

西宝舌鳃
、

六棱箱婉
、

毛璧鱼等
,

从热带海分

表 1

科 名

台湾海峡南
、

北部暖水性珊瑚礁鱼类

台湾海峡北部 } 台湾海峡南部

海鳝科 网 纹裸胸鳝
网纹裸胸鳝

、

斑条裸胸鳝
、

异纹裸胸鳝
、

匀斑裸胸鳝

喂科 红鳗

蝴蝶鱼科 朴蝴蝶鱼

雀绸科

隆头鱼科

鹦嘴科

斑鳍光鳃鱼

蓝猪齿鱼
、

细拟隆头鱼
、

花鳍海猪鱼
、 一

反
棘锯盖鱼

未见到

刺尾鱼科 多板盾尾鱼

鳞纯科 未见到

红喂
、

黑斑锯鳞鱼

朴蝴蝶鱼
、

密点蝴蝶鱼
、

美蝴蝶 色
、

少女

鱼
、

马夫鱼

斑鳍光鳃鱼
、

乔氏台雅 鱼

蓝猪齿鱼
、

细拟隆头鱼
、

花鳍海猪鱼
、

普
提鱼

、

红斑离鳍鱼
、

洛神颈鳍鱼

青点鹦嘴鱼
、

纤鹦嘴鱼

多板盾尾鱼
、

小齿双板盾尾鱼
、

短吻鼻鱼
、

金线刺尾鱼
、

马头刺尾鱼

卵圆庄鳞纯
、

宽尾鳞纯
、

疆纹鳞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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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到海峡南部
,

但未见之于海峡北部
、

东海
、

黄海以及 日本南部沿海
。

海鳝科
、

眼科
、

蝴蝶鱼科
、

雀绸科
、

隆头鱼科
、

鹦嘴鱼科
、

刺尾鱼科
、

鳞纯科等都是比较

典型的暖水性珊瑚礁鱼类
,

在南海诸岛鱼类区系中
,

这些种类多达 22 4 种 切 ; 台湾海峡南

部很少
,

仅 29 种 ; 台湾海峡北部更少
,

只有 9 种
,

且未见到鹦嘴科和鳞婉科的种类 (表 1 )
。

整个海峡冬季表层水温低于 20 ℃
,

表层 20 ℃等温线正处于海峡南部台湾浅滩的外缘

海区‘2“

问
,

可作为亚热带性的中国
一
日本亚区和热带性的印度

一

马来亚区的分界线
,

海峡

南
、

北部均位于此界以北
,

属于印度
一

西太平洋区的中国
一
日本亚区范围内 (图 1 )

。

] 1 6 “ 1 1 7 “ 1 1,8
0 1 19 “

12 0
“

1 2 1
0 12 2 0 1 2 3

“

二二二
图 1 台湾海峡冬季表层水温分布

三
、

台湾海峡北部鱼类区系与邻近海区的比较

印度
一

马来亚区的菲律宾
、

马来半岛和新几内亚这个三角地区是世界上海洋动物区系

的分布 中心
,

鱼类种类繁多
,

暖水性鱼类多集 中在这个地区
。

从低纬度到高纬度
,

离开这

个中心愈远
,

种类的多样性明显递逊
,

而且暖水性鱼类也愈少
。

两个海区鱼类区系的相似程度用 w hi tta ke
r & Fa irb :

nk
s 的群聚系数

产 C

“ ~

—
a + b 一

‘

l

来表示
〔36]

,

式 中的
。

和 b 分别为两个不同海区的鱼类种数 ; ‘ 为这两个海区的共有种数
。

从

表 2 可以看出海峡南
、

北部的鱼类区系关系密切
,

群聚系数为 0
.

50 1 ,

彼此间的共有种为

29 3 种 (占海峡北部鱼类总数的 80
.

1多)
。

海峡北部与东海相邻
,

其鱼类区系与东海的关系

较 为密切
,

群聚系数为 0
.

5 2 3 ,

共有种为 3 16 种(占海峡北部鱼类总数的 86
.

3多) ;而海峡南

部与南海相邻
,

其鱼类区系与南海北部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

群聚系数 0
.

5 19 ,

共有种 4 69 种

(占海峡南部鱼类总数的 91
.

6 务)
。

整个海峡的鱼类区系与南海北部之间的关系密切
,

群聚
一

系数 0
.

5 5 2 ,

共有种为 5巧 种 ;与东海的关系则次之
,

群聚系数为 。
.

4 9 ,
,

共有种为 3 78 种
。

一 卜

中国南海诸岛海区常年受暖流控制
,

大多数鱼类是暖水性种
,

而且有许多暖水性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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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海区鱼类的群聚系数和共有种数

群聚系数
台湾海峡l海峡北部 !海峡南部

黄海
、

渤海
东海 南海北 部}南海诸岛 菲律宾 日本

共有种数

台湾海峡

海峡北部

海峡南部

黄海
、

渤海

, ss !
。

.

6 2:
}
。

.

.

5 7 1
}下 0

。

5 5 2 0
。

0 9 1
。

.

1 ; 9
⋯
。

.

; 6 8

3 2 8 1 0
。

5 2 3 0
.

3 5 2 0
。

0 4 4

三三}三二}三三{二互}二三{二互1二亘巨〕亘巨盛二
0

.

0 3 3

东
‘

海

{二三二巨三}三三}亘二4三三}〔画⋯}二亘}二互{二三
南海北部

南海诸岛

菲 律 宾

二二}二二}⋯二二}三二1二三}三三}三互)二亘}二亚
2 1 1 6 0

.

23 9

、 {
4 6 9

{
: 7 6

}
、,、

}
: 。:

{
; 3 :

}
。6 :

}
4 0 2

1 7 3 4

礁鱼类
,

其鱼类区系与台湾海峡北部显然不同
,

共有种只有 38 种
,

群聚系数仅 0
.

0 4 4 。在台

湾海峡北部常见而且很重要的经济鱼类所代表的科
,

如石首鱼科
、

带鱼科
、

鱼昌科等种类都

未见到
,

而鲜科也只有 1 种 (白腹小沙丁鱼 )
。

菲律宾沿海鱼类多达 2 1 16 种
,

大多数为暖水性种类
。

台湾海峡北部与菲律宾的共有

种约有 20 1 种
。

分布于中国沿海和 日本南部沿海的暖温性种
,

如中国团扇鳃
、

赤红
、

长蛇

鳍
、

日本鳗鲡
、

尖嘴扁颗针鱼
、

日本海马
、

鳗鱼f 妒鱼
、

竹笑鱼
、

大黄鱼
、

黄姑鱼
、

黑绸
、

刺鳄
、

日本鬼细
、

木叶蝶
、

日本须蝎
、

条纹东方纯等鱼类
,

却未见于菲律宾沿海
。

日本北部沿海因受亲潮寒流的影响
,

冷温性种和冷水性种鱼类较多 ; 日本南部沿海因

受黑潮暖流的影响
,

暖温性种和暖水性种鱼类较多
。

日本海洋鱼类约有 1夕3 4 种
,

台湾

海峡北部与 日本南部的共有种有 2 7 6 种
。

日本南部海区的纬度与黄海相同
,

但在鱼类区

“ ’“

l
、

书 伙 2 。

犷
荟

、

}
器

住 3。

}
认‘。

{
“ 5 “

{二
0

一

6 0 f一一一上一一 -

台鹰滋健
南海北部 黄洲每

日本 南海诸岛

菲律宾

图 2 各海区鱼类的系统聚类

系上却与黄海明显不同
,

反而与南海和东

海陆架外缘海区相似
,

暖水性种较多
。

许

多暖水性种如狭纹虎鳖
、

梅花鳖
、

乌翅真

鳖
、

及达尖犁头鳃
、

金色小沙丁鱼
、

花鳞
、

花

斑蛇鳍
、

网纹裸胸鳝
、

赤点石斑鱼
、

双带黄

妒
、

黑鳍大眼细
、

大 甲够
、

黑纹条狮
、

红鳍笛

绸
、

伏氏眶棘妒
、

黄斑蓝子鱼
、

羽鳃始
、

东

方狐鲤
、

棕腹刺眺
、

黑妓嫉等鱼类
,

从热

带海分布到台湾海峡
、

东 海 和 日 本部 沿

海
,

但不分布到纬度与 日本南部相同的黄

海
。

从系统聚类图也可 以看出在中国沿海

和南海诸岛海区以内
,

台湾海峡的鱼类区

系与南海北部之间的关系密切
,

与东海的关系次之
。

南海北部沿海
、

台湾海峡和东海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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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于亚热带性的 中国
一
日本亚区

。

黄海和渤海位于 中国
一
日本亚区以北

,

具有温带性的

鱼类区系特征
,

因此台湾海峡的鱼类区系与黄海
、

渤海的关系较为疏远
。

中国南海诸岛则

属于印度
一

西太平洋区的印度
一

马来亚区
,

具有热带性的鱼类区系特征 (图 2 )
。

四
、

讨 论

关于印度
一

西太平洋的亚区分界问题
,

E k m
a n L32] 提 出以浙江沿岸为热带性的印度

一

马

来亚区的北界 ; Br
lg g S
叫将北界向南推移到香港 ; 王存信

〔2 ,以海南岛与台湾岛一线作为典

型暖水性种分布的北界
。

根据鱼类区系特征和冬季表层 20 ℃ 等温线的分布
,

我们认为自

海南岛东北端起始
,

沿广东近岸
,

经台湾浅滩外缘
、

台湾岛东岸以及琉球群岛的奄美大岛

以北的连线
,

应是热带性的印度
一

马来亚区与亚热带性的中国
一
日本亚区的交界

。

此界以南

属于热带性的鱼类区系
,

有许多暖水性珊瑚礁鱼类
,

如 中国南海诸岛海区 ; 此界以北属于

亚热带性的鱼类区系
,

如南海北部近岸
、

台湾海峡和东海的中国沿海
。

中国
一
日本亚区的

北界到达
一

长江 口 和济州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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