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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种褐藻在中国沿岸的不速精分布
’

曹呈奎 强峻甫
(,1

,

国 科 学 院 海 洋 研 贫 所)

在进行辽东半岛地区的海藻区 系研究工作中
,

我俩发现了这个地区有一些褐藻盛产

于东海和南海沿岸
,

但迄今还没有在山东半岛任何地方采到
。

这些种类多数是大型海藻
,

在稠查采集过程中一般不会漏掉
。

以裂叶焉尾藻为例子
,

庙岛翠岛的北部岛屿我俩只去

过一次
,

就采到很多标本
,

而山东半岛东海岸至少进行过四次采集
,

却从未采到一棵
。

因

此
,

这些种类在山东半 岛生长的可能性很小
。

辽东半岛表面水温比山东半岛低
,

但却生

长着一些在 山东半岛所兑不到的南方温水种类
,

尽管只有少数几种
,

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

的周题
。

显然地
,

这个不速擅分布的现象与我国沿岸和近海水体运动有一定的关系
,

因为

藻类不象自游动物能够自由移动
,

而必填通过海水流动关系把屯俩的抱子或受精卵从一

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
,

才能够使它俩的分布范围扩大
。

还值得提起的
,

这些海藻都是北

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类
。

因此
,

我俩根据以往的文献青料 和解放后我俩在各地听获得的

未发表的材料加以分析
,

对这些种类的地理分布与我国黄渤海以及东海沿岸海流运动的

关系进行衬渝
。

一
、

几种温水性褐藻的习性及分布

1
.

波状网翼藻 D 介tyo Pt e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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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琉球翠岛
,
日本

九州西岸及北岸的太平洋及 日本海沿岸[7. 9 1 ,

我国台湾劣和大速也有甜录 [v1 。 1 9 5 6 和 1 9 , 7

年
,

我俩先后在辽宁省长海县属的璋子岛
、

小长山岛和大速的东大溥岛采到几号标本
。

这

类海藻一般多生长在低潮带和亚低潮带的岩石上
,

出现季节为 1一9 月
。

2
.

鹅掌菜 E ‘

解。ia 如ro 阴。 o ka m
.

主要分布于我国
、

朝解和 日本
。

根据文献昆载
,

我

国产于福建平潭的白滨屿网
,

朝解产于济州岛和珍岛[5] ,
日木兑于九州西岸及北岸

、

四国

和木州简的内海
、

本州 日本海中部和太平洋中
、

南部沿岸 [9] 。

1 9 5 3 和 1 9 , 4 年
,

我佣在福建平潭的小库岛
、

牛山岛和莆田县的十八 日翠岛
,

分别采

到数量较多的鹅掌菜
。 19 5 6 年

,

我佣络定 了
.

E海水产学院在浙江所采的一批海藻标本
,

其中有儿棵是采自南憔 山息的鹅掌菜标本
。

1 9 , 8 年
,

旅大水产养殖锡肪送我俩两棵敲锡

工 人于 1 9 , , 年 7 月在大速老虎滩检到的鹅掌菜标木
,

固定器和柄部 已断失
,

显然是附近

海底的产物
。

这两棵标本的叶片部长 30 一3 , 厘米
,

抱子囊尚未出现
。

在福建平潭
,

鹅掌

菜多生长在水流稍急
、

低潮钱下 1一5 米深处的岩石上
,

抱子囊拿在 弓月底开始出现
,

成熟

期豹在 6一 7 月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满查研宪报告第 9牛号
。

本文所用分布图是踌明华同志棺制
,

特此致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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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沿海的分布
,

根据过去的靓载
,

主要

从澳阴
、

香港到福建厦阴 [14 .zl]
,

浙江嵘泅拿岛 [3] 和台湾省的澎湖囚 也都有生长
。

铜藻在西

太平洋分布很广
,

从南方的琉球草岛t6] 到北方苏联千岛草岛南端的岛屿Ll2] 和藤哈林岛南

部都有豁录tz0. 26] ; 在朝解兄于西岸及西南岸川
,

在 日本
,

自九州至本州的太平洋和 日本海沿

岸直至北海道百9 ]o

1 9 5 1 年 5 月
,

大速养殖锡工人在老虎滩潜水采到了一些铜藻
,

送拾我所的一棵高达

2 米左右
,

但偷 无生殖托
。 1 9 5 3 年 9一1 0月简

,

我俩在辽宁金县的常江咀附近进行了潜

水采集
,

获得了大量的铜藻幼体
。

因此
,

这一地区的铜藻的成熟期可能在 6一 7 月之简
。

1 9多4 和 19 5 6 年
,

我佣于舟山草岛分别在 2一 3 月
、

5一6 月和 n 一 12 月采到铜藻
,

成熟期

为 4一6 月
。

厦阴产的酮藻
,

在 3一5 月简生殖托大量出现
。

在圃浙一带
,

铜藻多生长在低

潮带附近和以下的岩礁上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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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叶思尾藻 孔
尹g a“。 , 万介卯砂

“二 (T
u rn

.

) A g
.

‘) 在我国沿岸
,

解放前只在广东
,

特别香港
、

澳阴一带采到 ;在这些地区
,
1一2 月简生殖托大量出现

, 3 月简已开始衰老叫
。

这一种在朝解产于东南及 西南岸Il0, ‘3 ] ,

在 日本分布于九州至本州的金华山附近的太平洋

岸和九州至北海道西岸简的 日本海沿岸[9] ,

琉球草岛也有甜录 [6] 。

1 9 5 1 到 19 5 4 年简
,

我俩先后在辽宁长海县属的海洋岛
、

樟子岛
,

大速的老虎滩
、

思栏

河
、

黑石礁
、

小平岛
,

旅顺南岸的龙王塘
、

柏岚子和西南岸的于家村
,

庙岛拿岛的南
、

北煌城

岛和大
、

小钦岛等地都采到了一些标本
。 19 5 3 至 1 9 5 4 年简

,

在福建平潭至广东大亚湾简

这一带地区的很多点也采到了爵多标本
。

本种多生长在低潮袋下 l一5 米深处的岩礁上
,

低潮带石沼中也曾采到但被少
。

根据这些标本的观察
,

产于北方的裂叶思尾藻的成熟期

为 6一 7 月 ; 福建产的成熟期在 3一5 月 ;广东产的成熟期豹在卜
3 月简

。

二
、

它们的分布与海流关系

海藻的分布现象是爵多环境 因子的粽合精果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水的流动
,

因为藻

类所凭借的繁殖单位是抱子和受精卵
, ‘

记俩不能 自主地游动而只能被动地耗海水带来带

去
。

当然
,

抱子和受精卵到达新地点能否附着
、

萌发
、

生长
,

又要看这个地点的特殊环境条

件是否适合
。

在较小范围里
,

本地区的小环流对海藻的分布起了很大的作用
。

但在大范

围的地理分布
,

主要的决定因子还是表面海流
,

对某一种海藻来挽
,

更具体地就是它繁殖

期简内的海流
。

因此
,

封渝海藻的地理分布就必填扰一地考虑它佣的繁殖季节和海流
、

小

环流等周题
。

定生海藻的抱子和受精卵都是良好的繁殖和分布的工
.

具
,

但抱子
、

特SlJ 是无性的游抱

子寿命斡短
,

在一定的短期简内如不能有附着的机会就会死亡
,

因而分布能力远不如具有

丰富养料
、

生活期简蚁长的受精卵
。

由于抱子和受精卵都有一定的生活期限
,

分布的点与

点之简的距离也受了一定的限制
。

这也是在尉渝地理分布中很值得重币i说的一个因素
。

1
.

在 日水及其附近地区的分布
:

首先
,

能我佣篙略地总桔一下日本及其附近地区的海流情况
。

太平洋西部的主要海

流系扰有一个弦大的暖流和一个寒流[s.2 31 。

暖流自菲律宾东北部向北移动
,

流握台湾
、

琉

i) 种名的盆定系根据塞其尔 (s
o t ch“11) 的意见

,

包括 S a r‘a , ‘u , ” t o 犷才11‘ 和 S
·
了‘“‘lij

o l才u , 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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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覃岛至 日本九州附近时
,

朝向东北
,

洽 日本本州太平洋沿岸批覆北流
,

冬季到大吠娜
,

夏

季到金华山
,

然后搏向太平洋中部迈进
,

末梢最后到达太平洋东岸加拿大的温哥华岛
。

这

是著名的黑潮暖流
。

黑潮到达琉球摹岛与日本九州之简时
,

分出一个支流向西北迈进
,

然

后分为两个支流
。

校大的支流称对思暖流
,

沿 日本本州和北海道西岸北上
,

至苏联的随哈

林岛南部时逐撕消失
。

这个暖流在本州北部分出一小分支沿津鲤海峡的本州沿岸向东流
一

短距离后0IJ 消失
。

对思暖流到北海道北部时又分出另一 小分支向东流过宗谷海峡
,

末

棺达到千岛拿岛的南部岛屿
,

在库钠西里岛与北海道东北部之阴消夫
。

黑潮的蚊小支流

樱过朝解半岛的西南岸
,

沿着西岸北
.

上
,

故称 西朝解海流阁
。

西大平洋的最大寒流称亲

潮
,

发源于白令海
,

向南流握千岛草岛和 日本北海道东岸
,

夏季消失于 日本本州东岸的金

华山附近
,

务季可达金华山南部的大吠呻
,

途中在本州北部分出一支沿津馨海峡的北海道

沿岸西进
,

但不远郎消失
。

其次
,

赴我俩归钠一下
.

上面所提到的四种褐藻的分布情况
。

总的来挽
,

它了四在我国大

陆沿岸以外的分布是南起琉球草岛翘 日本大平洋岸至本州的金华山附近
,

在 日本海沿岸
,

从九州西
、

北岸到本州北部
。

其中的两种庵尾藻还产于津樱海峡和北海道的西南岸以切
。

俐藻的分布范 f且更广
一

,

一直到北海道的西岸[z6I
、

陡哈林岛南部120
·

z6] 和千岛军岛最南端的冲

钠西里岛和色丹岛圈
。

除了波状网翼藻以外
,

其他三种都分布于朝解南部和西南部
,

铜藻

还 见于西部的黄海道沿岸
。

因此叮看到
,

这些分布地区郡是黑潮暖流及其分支流的流域
。

由田在衬渝 日本及其附近地区禺尾藻的分布时
,

曾依照分布的观点
,

把思尾藻属的种

类分作四小翠
。

他靓为铜藻和裂叶思尾藻
1)
及其他儿种都是属于分布范围校广的一翠

,

而

铜藻义是其中最广的一种阎
。

值得特另
’J提起的是铜藻的分布地点有的在日本本州东部金

华山以北
,

有的任千岛晕岛南部的岛屿
,

换言之
, ‘

七的分布 已侵入亲潮寒流流域
。

这些地

方是 任对踢暖流末梢的毗邻
,

显然地是由暖流区逐渐移动过去的
。

这也视明了铜藻是 一

种 J
’ ‘

温性的种类
。

顺便提一「隆哈林岛的裂叶禹尾藻昆录简题
。

宫部在 19 0 6 年
,

曾于陡哈林岛采xlJ 一

株双重舔齿叶的焉尾藻
,

时 田敲为这是裂叶庵尾藻
,

可能是从北海道西南部漂去的刚
。

我

侧熟为也有可能是海篙子 (S , ga ss o m 如11记“、) 的结毅糯定
。

时 田在鳃定本种时
,

主要

是根据双重据齿叶的特征
,

但海篙子的钝叶型
、

长叶型和冠叶型的叶也都具有双重踞
一

齿lzl,

因此
,

根据这项特征来定名是不可靠的
。

海篙子在窿哈林岛的靓载已为藻类学家所接受
,

所以我们扒为宫部的标本有较大的可能性属于海篙子
。

波状网翼藻在黑潮流域里产于台湾和琉球翠岛与 日本本州北部太平洋岸的金华山之

圈 ; 在对禺暖流的流域里产于九州西岸和北海道西岸的小樟之简‘7] 。 鹅掌菜的产地在 日

本太平洋岸的九州和房总半岛周 ; 在 日本海方面最北可达新泻县
。

朝解兑于济州岛和珍

息{,
,

‘3 ! 。 它的分布范围校其他三种窄
,

南方水温较高的琉球草岛和北方水温校低的本州北

部和以北的地区都未曾发现
。

归拍起来
,

这四种褐藻在 日本及其附近的分布地区都是嗤大的黑潮暖流及其支流对

璐暖流和西朝解海流所握过的地方
,

流向一有是从南到北
。 ‘

仑竹的成熟期是南方早
、

北方

晚
,

都在春夏季节 ;
‘

它佣的生长情况一般也是南方儿北方繁茂
。

因此
,

可以 肯定它了四是南方

工) 原文鸳定为 s a ,
一

窟a , , u 娜 , o ,
·

fi le 和 召
.

了。, r a , i/ 。Ii u , 。 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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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的产物
,

分布的方向基本上是由南到北
。

它佣在 日本及其附近地区的分布中心可以

款为是在九州的东海沿岸
,

否BlJ 不能解释宅俩在 日本的太平洋和 日本海沿岸的分布现象
。

2
.

在我国大陆沿岸的分布 :

关于我国沿岸和近海的海流运动情况
,

现有青料是很少的
,

但这些青料 已握可以碗明
,

它的性质是一个以风海流为主的流系 [’1 。

在晚春和夏季
,

基本的流向是从南到北
,

但黄渤

海沿岸各海区因受渤海的半封阴地形以及长江口 与山东半岛之简的海岸拔形状的影响而

引起了其他性盾的海流
,

如中国沿岸流
,

其流向是从北到南t4.s ]。 在夏季
,

西朝解海流校为

弦大
,

沿朝解西岸北上握过黄海北部
,

其末梢可以接近辽东半岛而进入渤海
。

一加叮日曰曰

叫.已.. .........砚.,‘.、卜

:
口.贬.‘..............

上述四种褐藻在

我国大陆沿岸的分布

可以分为两区
,

东南

海区和北黄海区 (图

1 )
。

在东海
、

南海区
,

目前只发现 3 种 ; 波

状网翼藻迄今只觅于

台湾 省 的太平洋 沿

岸
,

但根据它的分布

趋势
,

有可能在大陆

东海区发现
。

鹅掌菜

的分布范围谨限于福

建中部至浙江中部这

一地区
。

裂叶思尾藻

从澳阴
、

香港到福建

平潭
,

这一带分布很

密
。

铜藻从澳阴
、

香港

一直分布到浙江的舟

山草岛 ; 福建北部至

浙江南部简 的 地 区
,

我俩尚未进行过系挽

稠查
,

因而缺少分布

青料
。

在北黄海西 部
,

这四 种褐 藻都 有发

现
,

但只见于辽东半

岛的旅大市及其附近

地区
,

包括长海县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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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岛拿岛
,

在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都未兑到
。

这样就形成了在我国大陆沿岸的不速擅分

布现象
。

根据这些藻类的特点和它俩在 日本的由南到北分布现象
,

可以肯定的税
,

它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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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分布上来的
。

但是
,

如何解释山东半岛
,

特别是东岸没有它俩的生长 ?

首先
,

值得引起我俩注意的是舟山翠岛与山东半岛之简有两个因素
,

我俩献为是不利

于东海海藻类的向北分布的
。

第一个不利 因素是舟山草岛以北一直到山东和江苏两省交

界地方的广大无边的沙滩 ; 在这地区
,

几乎没有岩礁可以供拾定生海藻的生长基地
,

这对

大型海藻是特别不利的
。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在舟山草岛北面的内凹状海岸换 ; 由于这个

广大内凹 区域的存在
,

沿东海沿岸北
_

上的海流容易在这海区引起小环流 141 ,

以致海流所带

的抱子和受精卵不能或者难以到达本来是良好生长地区的山东半岛东岸
。

如果以上的看

法是正确的括
,

那么
,

就很难敲想
,

从东海区北上的抱子和受精卵能够安全到达辽东半岛

而在大速附着 ‘萌发和生长
。

我俩款为比较可能的分布因子是西朝解海流
,

抱子和受精卵的来源地区是朝解半岛

的西南或西岸
。

西朝解海流带来的这几种海藻抱子和受精卵到辽东半岛的距离校短 ; 特

别是在黄海道已握发现了铜藻的生长
,

从那里到辽东半岛的距离更短
。

在夏季西朝解海

流相当弦大
,

而且流向正好朝向渤海
,

辽东半岛为必翘之地
。

我俩在封渝鹿角菜的地理分

布时
,

已提出同样的看法[z] 。

遣憾的是朝解西岸和西南岸的海藻种类
、

区系青料奇缺 ; 这

四种褐藻只有一种在东海道有耙录
,

还有一种 (波状网翼藻) 迄今偷无朝解南岸的分布祀

录
。

我俩相信
,

通过朝解西岸的系扰稠查
,

这些海藻都可能在朝解的南岸和西岸找到
。

这儿种褐藻在辽东半岛
“
安家

”
以后

,

不能象鹿角菜那样进一步地分布到山东半岛的

东岸
,

可能是由于它俩的繁殖季节比鹿角菜早一些
,

而在这一期简
,

海流还不够弦大而消

失在辽东半岛附近
。

这当然只是推测而已
,

因为 目前的海洋食料还不够具体锐明这简题
。

三
、

桔 藉

波状网翼藻
、

鹅掌菜
、

铜藻和裂叶思尾藻是大平洋西部的特产海藻
。

在我国大陆沿岸

分布于东
、

南海区和北黄海西部
。

在其他地区
、

分布范围从我国的台湾岛
,

琉球拿岛和 日

本两岸至苏联随哈林岛南部和部分千岛
,

朝解半岛的南岸和西岸 ; 换
一

言之
,
J“为分布在黑

潮及其分
、

支流的流域
。

它俩是暖流性的藻类
,

分布的趋势是从南到北
。

在我国的不速擅分布现象是由于沿岸表面海流和海岸楼的特点所引起的
。

根据海流

的情况
,

我俩欲为它俩在辽东半岛的生长可能与西朝解海流的运动有关
,

而不是从我国东

海沿岸分布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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