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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道了我国西沙群岛刚毛藻科海藻 11 种 3 其中 10 种属于刚毛藻属 Cladophora，

1 种属于硬毛藻属 Chaetomorpha。它们在本地区均为新记录。其中有 6 种在我国是首次

报道。

本文所用标本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分类组赴西沙群岛调查队的郑树栋等同志于

1957 , 1958 , 1975 和 1976 年采集的。全部标本共 14 号。

刚毛藻属 CladophorαKütz.

关于刚毛藻属的分类3长期以来没有一致的标准。因为通常所采用的标准，如细胞的

大小，分校的形式及固着器的特征等常因环境条件和藻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异，这样就出现

了同物异名的混乱现象。在我们的工作中，注意了综合考虑上述特征。关于细胞大小的

标准，着重于细胞的长度和直径的比例;固着器的特征，着重于其发生的位置和形态类

型。固着器的形态在我们观察到的标本中3 基本上可分为盘形吸器状和假根形分枝状两

旷类。前者有边缘具裂片珊珊形等;后者有假根形和鹰爪形等〈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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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固着器的类型

1-4. 盘形吸状型: 1 、 2 、 3. 为盘形，边缘具裂片， 4. 为珊湖形;

5-7. 假根形分校状型: 5.鹰爪形， 6、 7. 假根形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4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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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产的刚毛藻属检索表

1.藻体明显地有匍旬部和直立部的区别……….................................….......….........…........….........……… 2

1.藻体无直立部和匍甸部的区别…………......…………………..............................…..............…….......…… 4

2. 固着器为盘形吸器状………......…………........……·…H……...................… (8) 长节刚毛藻 Cl. savinianσ 

2. 固着器为假根形或鹰爪形"…...............................................….. •••.•• .••.••••••••••••••••••••.•. ...….........… 5 

3. 直立部分校的直径向顶部逐渐狭小，分校和小校常向心地弯曲…..............…. (2) 钩校刚毛藻 Cl. cymopoliae 

3. 直立部分校不如上述，小校顶部作不规则弯曲...............................… ........(6) 展校刚毛藻 Cl. patentiramea 

4. 固着器为盘形吸器状.......................……·…….......…...............…..….........…......…...............… ......5

4. 固着器为假根形分校状...........…. ..• .••..• ...••••••••• ................….......…..…………….......…..…..............8 
5. 藻体质地硬.........…...................................._.......…….........…..................… (9) 暖海刚毛藻 Cl. sibogae 

5. 藻体质地柔软……….................................................….............................…….......…........…·……..6

6. 分校向顶逐渐狭细，顶端向后弯曲，小校多偏生于凸4的一边………............…… (7) 孟买刚毛藻 Cl. sarcenica 

6. 分校不如上述情况................…........…...............…..................…...........……....................... .…........7 
7. 次生固着器多由小校顶端处发生，不具横隔壁…...................…...............… (1) 密校刚毛藻 Cl ， boodleoides 

7. 次生固着器从藻体任何部分产生，具横隔壁，并常 2-4 个丛生.......…..….........… (10) 聚团刚毛藻 Cl. socialis 

8. 藻体质地硬，分校上部向后弯曲，小校在分枝上部往往偏于一侧….......…........(5) 聚校刚毛藻 Cl. fuliginosa 

8. 藻体质地柔软，分校不如上述情况.........…...................................…..............................................9

9. 藻体集合呈丛状，藻丝细，分校不规则弯曲….......….........…......................….. (4) 曲福刚毛藻 Cl. flexuosa 

9. 藻体缠结成垫状或球状，小校直径向顶部递减并向后弯曲，最末小校短，仅具 1-5 个细胞….......….........

…·σ〉具刺刚毛藻 Cl. echinus 

1.密枝刚毛藻 Cladophorα boodleoides Børgesen 1926 

Mar. Alg. Canary 1s. 1. Chlorophyceae. P. 56-61. 

异名: Cladophora liebetruthii Grun. 1884. 

藻f本相互缠结成深绿色的团块，干时变为深橄榄绿色，一般附着于大型的海藻或岩石

上。主校不明显，直径 100-180 微米3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3-5 倍;分校极不规则，单生，

对生或轮生。主轴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生分枝，在分枝上生小枝。夹角多近于直角，但亦

有成锐角的;分枝直径 50-110 微米3细胞长为直径的 4一10 倍。藻体上的次生固着器很

多，多数是由小枝顶端细胞形成，其顶端为具裂片的盘形体或呈珊珊形，不具横隔壁。此

种固着器不仅可固定其藻体于基物上，也可贴附在本身的其它分枝上，互相缠结在一起。

(图版 I: 1-2) 

习性与产地 生于低潮线下 1 米左右，标本采自西沙群岛北岛， 4 月 (57-5219)。

地理分布 爱奥尼亚海;大西洋加那利群岛;法国。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本种藻{本在形态上颇似布多藻属 Boodl饵，但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藻体上有真正的附

着胞( tenacula) ，而本种的末端则形成固着器。

2. 钩枝刚毛藻 Cladophorα cymopoli.αe Børgesen 192 6 

Mar. Alg. Canary Is. 1. Chlorophyceae. p. 67-72. 1926. 

藻体基部具多分校的假根形固着器，其中有的分校作匍旬状。藻体主枝明显。基部细

胞较长，其表面具圆形突起，直径 50-175 微米3 长 375-500 微米3 侧壁厚达 12-18 微

米，有明显的层理。下部分枝多为 2-3 叉型3 分校基部和主校相连3 上部分枝多为单出，

有偏向于一侧的趋势3分校和小枝常向心弯曲3夹角为锐角。细胞连接处具收缝。小枝直

径 25-50 微米3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3.5-8 倍(图 2:1) 。

习性与产地 生于礁湖内的珊珊校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的东岛北面， 4 月 (76-1504 )。

地理分布 大西洋加那利群岛 (B回rgese且， 1936)。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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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钩校刚毛藻 Cladophora cymopoliae 藻体基部 C>< 70); 2. 由福刚毛藻

Cladophora jlextlosa 藻体外形图 ;3. 展校刚毛藻 Cladophora patentiramea 

辈革体外形图; 4-5. 孟买刚毛藻 Cladophora sarcenica. C 4. 藻体上部的分校
C>(40) ， 5. 藻体分校， a. 固着器〉

3. 具刺刚毛藻 Clαdophorα echinus (Bias.) Kütz. 1845 
Phyc. Germ. P. 220. 

异名: Conjerva echinus Biasoletto, 1841. 

13 

藻体群集3形成一种相当致密的不到 1 厘米高的垫状体或球形体3 常和其它海藻3 如

石花菜 (Gelidium)等混生在一起o 主枝的细胞直径为 75-150 微米3长度为直径的1.5-6

倍;细胞壁厚 12-25 微米，具层理;分枝多为对生或 3-4 枝轮生，直径 30-60 微米，细胞

长度为直径的。如-6(8) 倍。小校向后弯曲，细胞直径向顶端递减 75-12 微米，末端细

胞几乎呈圆锥形。最末小枝短3具 1-5 个细胞。细胞壁薄。在我们的标本中未见到固着

器。(图版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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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与产地 附着于珊珊礁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琛航岛北面， 2 月 (76-919)。

地理分布 伊朗(布什尔);巴基斯坦(卡拉奇、马诺拉);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

地中海;毛里求斯等。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4. 曲植刚毛藻 Cf，αdophorα Flexuosα(Griff.) Harvey 1871 

Phyc. Brit. P. 353. 

藻体细长而曲裙，灰绿色，密集成丛簇，高达 5-15 厘米。主枝直径 25-50 微米3细胞

长度为直径的 7-9 倍;分枝一般互生，偶有呈三叉型的3不等长，有些分枝特别长而形如

主枝。所有分枝都作不规则的弯曲，在上部尤为明显。细胞连接处不具收缝。小枝直径

18-25 微米，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7-12 倍3多为 2 叉型，偶有 3 叉型，互生或常偏于一侧，

一般较短。细胞连接处略具收缝。固着器多从基部或近基部的细胞发生，假根形。(图

2:2) 

本种的藻体和 Harvey (1871) 所述的曲槽刚毛藻特征十分相似，但藻体的主枝和分

枝、小枝的直径都比较小，可能是幼年期的藻体。

习性与产地 生于礁湖内珊砌枝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金银岛东北面。 2 月 (76-593)。

地理分布 中国雷州半岛、烟台、海南岛。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种类。

5. 聚枝刚毛藻 Cf，αdophorα FuliginosαKütz. 1845 
Species AIgarum, p. 415. 

藻体矮小3多数密集成簇3体高仅 1-2 厘米，草绿色，质地较硬;主枝不明显，分枝较

稀疏，初级分枝二又或偏向一侧:主枝的基部直径为 180 微米，细胞的长度为直径的 5 倍

左右;细胞壁厚达 8-25 微米，分校的直径为 87-170 微米，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3-6.5倍。

因着器可生于藻体的任何部分3 其未端呈假根形。在藻体下部的细胞内 3 常有一种真菌

Blodgettia borneti Wright 生长其中 3是寄生还是共生3尚不能肯定。(图版 II: 3) 

据各种文献报道3 本种藻体下部分枝的直径差别很大，如: Kutzing (1849) 报道为

140-150 微米， De Tone (1889) 报道为 150-160 微米， Taylor (1928) 报道为 380 微

米3曾呈奎 (1936) 报道为 260-360 微米，冈村 (1936) 报道为 250-300 微米，本种则为

180 微米。我们推想，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能和年龄及生长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关。

习性与产地 生于岩石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琛航岛。 2 月 (76-907)。

地理分布 中国(台湾、海南岛);日本(琉球群岛);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百慕大群岛;佛罗里

达;夏威夷等。

6. 展枝刚毛藻 Cladophora pαtentirαmeα(Mont.) Kütz. 1849 
Sp. AIg. 1848. p. 416, 1849. 

异名: Conferva patentiramea Mont. 1842. 

藻体互相缠结形成团块，直径可达 3-5 厘米3柔软而致密，绿色;主枝匍甸于基物上3

作不规则弯曲3并生分枝，具较厚的侧壁，厚达 12 微米左右3直径为 70-125 微米，细胞长

度为直径的 1-'-2 倍;直立分校不规则，但常偏于一侧，细胞长短不一，直径 70-140 微米，

长度为直径的 2-10 倍，末端细胞长度可为直径的 20 多倍;藻体的最末小枝较小。这些

小校有的为不规则，有的偏向一侧3往往，由 1~2 个细胞组成3直径为 60-80 微米，细胞长

度为直径的 4-8 倍，壁薄，末端圆钝。次生固着器从分枝的基部细胞长出或在近细胞连

接处长出，有的仅由一个细胞组成，有的由几个细胞组成，直径 35-50 微米3 细胞长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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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 1-6 倍，其顶端呈盘形吸器状，边缘具指状突起。(图 2:3; 图版 11:1-2)

习性与产地 附着于礁湖内的珊珊枝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东岛北面， 4 月 (76-1505)，中潮带

珊珊礁上，永兴岛东北连接石岛处， 3 月 (76-366)。

地理分布 中国台湾;塔希提岛;马来半岛等。

7. 孟买刚毛藻 Cladophorαsαrcenicα 勘rgesen 1935 
A list of Marine Algae from Bombay. P. 17-19. 

藻体五相交织形成圆球形的丛簇，高达 10 厘米左右。主校直径 125-250 微米，细胞

长度约为直径的 3.6-12 倍3 细胞壁厚约 12 微米9分枝不规则，五生3对生或轮生，上部分

枝一般为对生或互生，直径125-160微米3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5-10 倍，向顶端逐渐变细，

顶部细胞直径约为基部细胞直径的一半，常弯曲，小校多偏生于分枝凸的一边。最末小枝

直径 45-90 微米3有的小校末端呈盘形固着器。(图 2:4-5)

习性与产地 生于环礁内。标本采自西沙群岛永兴岛， 5 月 (75-1322的。

地理分布 印度(孟买);巴基斯坦(卡拉奇)。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8.长节刚毛藻 C11αdophorαsαviniαnαBørgesen 1948 
Some Mar. Alg. f. Mauritius, P. 10-13. 

藻体密集成为深绿色的丛簇，高达 4-5 厘米。藻体有直立部和匍匍部的区别3 基部

以假根形或鹰爪形的固着器固着在基物上。主枝向上方伸展3基部直径 85-110 微米，细

胞长为直径的 6-12 倍3细胞壁厚达 25-35 微米，具明显的层理，棕黄色。中部细胞长为

直径的 6 倍左右，上部细胞直径 45-50 微米，长度为 600-800 微米，壁薄而无色。分枝

2-3叉型3下部分枝夹角大，几乎为直角 3多为互生3上部分枝夹角较小3多数互生，少数为

对生或偏生于一侧。分枝顶部细胞直径 25-38 微米3长可达 800 微米或更长。小枝多为

互生或偏于一侧。藻体顶部细胞作不规则弯曲。细胞连接处均无收缝。(图版 1:4-6)

习性与产地 生于中潮带的珊珊礁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石岛北面。 5 月 (57-5352 ， 57-5439)。

地理分布 毛里求斯。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本种和 Børgesen 所描述的产于毛里求斯岛的长节刚毛藻特征基本上一致3 唯一区别

是前者固着器为假根形或鹰爪形，后者是盘形吸器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生态环境不同

所引起的变异。

9. 暖海刚毛藻 C11αdophorα Sibogαe Reinbold 1905 
Einige Neue Chlorophyc. Ind. Ocean. P. 146. 

藻体在珊珊礁上密集成高达 1 厘米的垫状体3 较硬。主枝直径 160-180 微米，细胞

长为直径的 3 倍;分枝一般为 2 叉型或 3 叉型，夹角较宽，直径 110-170 微米3 细胞长为

直径的 2-4 倍，对生分校常长短不，末端细胞较小，直径 50-75 微米川飞校对生或偏于

一侧3分枝的夹角较小。细胞连接处均略具收缝。次生固着器的形成无一定位置3或由小

枝顶端形成，或自分校细胞连接处发生，也有自藻体其它任何部分发生3 由 1 至数个细胞

组成3直径 25-62 微米3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4-10 (-20) 倍3 其顶端呈盘形吸器状，边缘

有指状分裂。(图版 II:4-6)

习性与产地 中潮带珊珊礁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南面， 5 月 (57-5458)。

地理分布 中国(台湾省兰屿);美国;加罗林群岛;印度洋;日本(琉球群岛)。

10. 聚团刚毛藻 Cf，αdophorα sociαlis Kütz.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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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Alg. 1848. p. 416. 

藻体互相缠结成柔软的褥状团块，高达 1-1.5 厘米3 淡绿色至草绿色3干后转为褐绿

色。主校短。分枝直径 60-100 微米3 细胞长度为直径的 3-6 倍，不规则弯曲。小校不

规则或偏于一侧， 2 叉型。最末小枝短3 由 3-5 个细胞组成，细胞连接处略具收缝，直径

40-70 微米，长度为直径的 3-6 倍。藻体较幼部分细胞壁薄，较老部分细胞壁厚， 12 微

米左右。次生固着器从藻体任何部分发生，长短不一，较狭细9 直径 15-30 微米，长的常

具横壁， 2-4 个丛生，末端为盘形吸器状 3 边缘分裂成花瓣状3 附着在基物或本身其它分

枝上。(图版 II:7)

习性与产地 环礁内的珊珊枝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永兴岛， 1 月 (76-437)。

地理分布 日本;马来群岛;智利(复活节岛);塔希提岛;毛里求斯。本种在我国为首次报道。

硬毛藻属 ChαetomorphαKütz.

11. 气生硬毛藻 Chαetomorphααereα(Dillw.) Kütz. 1849 
Species Algarum P. 379. 

藻体不分枝，为单列细胞组成的丝状体，直立3草绿色，往往多数密生成丛簇，高达 20

厘米左右，中部细胞较粗，圆柱形3直径 70-100 微米，长度为 87-537 微米;上部细胞较

狭细。细胞壁厚达 12-24 微米3老时具层理。

习性与产地 低潮线下 0.5 米的珊珊礁上。标本采自西沙群岛永兴岛西北面， 6 月 (58-4925 )。

地理分布 本种为世界性分布的绿藻。中国(台湾、厦门、青岛);日本;巴基斯坦(卡拉奇);欧洲;

美洲等。

本种的标本由于采集不慎而折断，因此3未见固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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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INE CLADOPHORACEAE OF THE XISHA ISLANDS,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 

Zhu Haoran a丑d LiuXuexian 

(Instit如te o[ Ocea.nol.ogy, Nam7ci如g Unìve 'l18ity) 

ÅBSTRACT 

This paper røports e1肝en species oÎ maæine C1iad.ophora巳eae Î:r 'Om XiiSha Islan缸"

China. Ten oÎ these species belo丑gtotheg巳丑us ClaJdophora, they were 丑.ot reported 
previously in Xisha Islands, and six species oÎ them are , n ßiW records in China. There 
is only one speci四 oÎ the ge丑us Chae协morpha being discoveÌ'ed from this region. 

Åll the mat巳rials Îor present 牛 study were 巳ollected by the colleagues oÎ the In
s.titute oÎ Oceanography, Åcademia Si丑ica in the ye盯s 1957, 1958, 1975 and 1976. 

The 'eleven species of Cladophoracean gree丑 algae are listed below: 

Genus CladophorαKuetzi丑g

1. Clαdophorα boodleoides BØrgesen 1926. 
2. Cl. cγ仰wpoliαe BØrgesen, 1926. 
3. Cl. ech仇~us (Bias.) Kuetzing, 1845. 
4. Cl. flexuosa (GriÎÎ.) Harvey, 1871. 
5. Cl. fuliginosαKuetzing， 1845. 
6. Cl. patωtiramea (Mont.) Kuetzi丑:5， 1849. 
7. Cl. sαrcenwαBØrg.ese丑， 1935 
8. Cl. saviniα饵αBØrgesen， 1948. 
9. Cl. sibogαe Reinbold, 1905 

10. Cl. sooiαlis Kuetzing, 1848. 

Ge'fi,US ChaetomorphαKuetzing 

11. Chaetomorphααcreα(Dillw.) Kuetzi丑g， 1849. 

备 00丑tribution No. 487 from the Institute of 0巳eanology ， Aeademia Sin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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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校刚毛藻 Cladophora boodleoides 的分校及固着器 (X65); 3. 具刺刚毛藻 Cladophora

echinus， 藻体上部的分校 (x 80); 4-6. 长节刚毛藻 Cladophora saviniana, 4 ， 5. 藻体中部的分

校 (X60) ， 6. 藻体的基部 (X80)o (a. 固着器， b. 匍匍部， C. 直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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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展校刚毛藻 Cladophora patentiramea 的藻体分校及国着器 3. 聚校刚毛藻 Cladophora

fuliginosa 的藻体全形(X12); 4-6.暖海刚毛藻 Cladophora sibogae 的藻体上部及中部的分校

(4-X10，只 6一 X55); 7. 聚团刚毛藻 Cladophorα social日的藻体中部分校(X46)c 。固着器〉

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