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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苔属植物地理学的初步研究
*

董 美 龄
(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游苔属 E解er 口m or 夕ha 是世界性的属
,

各海区都可以觅到它的种类
,

其分布不仅可以

从炎热的赤道附近延伸到严寒的极地
,

而且还可以从盐度很低的河口值到盐度很高的盐

田中
。

早在 1 7 5 3 年 Li 皿ae us 就对本属种类进行了研究
,

当时
,

他把本属种类与石尊属种类

混列在一起
。 1 8 2 0 年瑞典植物学家 Li nk 首次以 E nt 。

口m or 户ha 一名作为本属的属名
。

其后
,

艳大多数藻类学家都追随沿用迄今
。

在 Li nk 描述本属时昆载了 8 种济苔
,

其中 5

种 已被并入其他属中 ; 1 8 8 7 年
, A hl ne r

总桔了淤苔 8 种 ; D e 一 T on i 于 1 8 8 9 年又进行了

一次总桔
,

共补 37 种
,

其中有 8 种被并入其他属
, 3 种带简号

。

此后
,

世界各地均有淤苔属

种类的昆录
,

但一道很少有专肃性的研究
。

在本属的研究中
,

昆载比较祥扣的有 e o l一in ,

(1 9 0 3一 19 0 9 )
,

R e in b o ld (19 1 3 )
,

s e te h e一l

:‘; i d e a r d n e r
(19 2 0 )

,

H
a m el (1 9 3 1一 1 9 3 2 )

,

B lid in g (19 3 9一 19 5 5
,

1 9 6 0 )
,

D o ty (1 9 4 7 )

和 D LIn ge ar d (19 , 8 ) 等人
。

由于济苔属的种类具有广温性和广盐性
,

它们适应环境的能

力很孩
,

外部形态的变异与环境之简的关系不易掌握
,

藻类学家们对每个种的概念还存在

着分歧 ; 因而世界各地昆录的可靠性大有周题
。

近年来
,

Bl idi ng 提出了以淀粉核的数 目

和交配实输的方法弥补过去分类依据的不足
,

澄清了部分种类的界限
,

但 目前对一些报告

较早的种类还难于清理
。

一
、

中国济苔属的分类研究概况

中国淤苔属的种类最初报告者为 1 8 6 6 年德国藻类学家 Mar tens
,

在
“东亚藻类

, ,

一文

中提到了产于中国海的 E、
e
ro m or Ph

“

f“ ci co la K讯 2
.

‘, 。 1 8 7 5 年法人 D eb ea ux 发表了烟

台产的 E , te r o m o r户左a in te , tt’n
a

价 L in k 和 E
.

c o m 户r e s s a G r e v
.
。 1 89 4 年

,

氏
y d d e h 报告

了中国台湾省基隆和台湾南岸产的 E
.

‘ri ni ta (R ot h ) J
.

A g
.
。

20 世耙以后
,

本属在我国

的豁录逐渐增多
,

产地也逐步扩大
,

历握 C o tto n
(1 9 1 5 )

,

C o llin s

(1 9 19 )
,

H o w e

(1 9 2 4
,

一9 3 4 )
,

Y a m a
d

a

(1 9 2 5
,

1 9 , o )
,

o k a
m u r。

(1 9 3 1)
,

e r u bb (1 9 3 2 )
,

T se n g (1 9 3 ,
,

1 9 3 6 ,

1 9 3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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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 e n a n d F a n
(1 9 5 0 )

,

曾呈奎与张峻甫 (1 9 5 2
, 1 9 6 2 及

未刊稿)等人的研究
,

我 国沿海共有n 种淤苔
幻。

近半年来
,

作者研究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堤存的大部分标本后
,

除扩大了上述一些种类的产地外
,

又增加了 1 种新甜录
。

莲同

巾 中国科学院海泽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2 00 号 :本文曾于 19 62 年 6 月在青岛召开的海洋动植物区系学术箫文

时骗会上宣歌过
,

会后略有修改 ;本文是在本所张峻甫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井趣副所长曾旱奎教授审圈
,

张德瑞

先生修改外文摘要
,

均此一并致榭
。

l) 本种为尚待靛实的靓录
。

z) 不包括尚侍敲实的祀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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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报导
,

截至 目前为止
,

我 国共有 12 种淤苔
。

全部种类如下
:

1
.

踢淤苔 E n ,欢, o ” : o r户‘a in , e : t io a li,

(L
.

)L in k 2
.

扁潘苔 方
.

‘o , : 户r e s , a

(L
.

) e r e v
·

3
.

条耕苔 E
.

c la , h , a , a

(R
o th) G r e v

·
一

斗
.

淤 苔 E 一 户, o lifo r a

(M o ll
.

) J
.

A g
.

,
.

管淤苔 E
.

t u b u lo , a

(K o t z )二 6
.

曲淤苔 E
.

fl
e x u o , a

(w
u l￡

.

) J
.

A g
·

7
.

十字潇苔 E
.

c , u c ia ta c o llin s 5
.

扭棘潘苔 E
.

, o , , a

(M
er t

·

) R e in b
·

9
·

舌潘苔 E
·

lin g u la ‘a J
·

A g
·

1 0
.

螺旋渝苔 E
·

, , ir a li s T se

昭
e , c

·

F
·

c h a

蛇

1 1
.

基枝蔚苔 E
·

及, 110 1 B lid io g 1 2
.

盐田淤苔 E
.

s a lsn a K o t z
.

v a r
.

户o ly c la d o , K o t z
.

二
、

植物地理学研究

淤苔属的地理分布的昆录虽然很多
,

但遣憾的是有关产量的查料却非常少
,

另一方
面

,

在本属中有些种类的适应性很大
,

例如条济苔
、

浒苔
、

踢游苔和扁淤苔的地理分布豁录

表明
,

它们是海藻中罕兑的广温性的种类
。

因此
’

,

单钝从地理分布的昆录分析将不易看出

其温度性厦和分布方向
。

本文拟就中国淤苔属在我国各海区的分布和数量的锢查查料井

参考文献中有关地理分布和数量的昆录进行初步探豺
。

由于以往对我国各海的锢查采集

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衡
,

特别是东海的查料很不完整
,

因此
,

目前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研究
,

还

有待于将来的补充
、

修正和深入地进行探尉
。

1
.

中国蔚苔属种类的分布概况
·

我国淤苔属种类
,
按其分布可以分成下列三类

:
.

第一类 分布于我国三个海区的种类
:

1
.

由北 向南逐渐递减的种类
:如踢淤苔

,

为世界各地均有昆录的种类
。

在我国黄海为

优势种 [3] ,

由北向南逐渐减少
,

在南海是稀有种
,

‘

而在海南岛和西沙晕岛迄今还未觅到
。

本种被敲为是泛冷温带性种类即
。

它在阿拉斯加[45 ], 日本的北海道西岸叫 及英国沿岸皿

都是习觅甚至是优势的种类
,

但在美国佛罗里达湾
,

RlJ 只是在冬季较多 [32 lo

2
.

东海多
,

向南北两方递减的种类
:
如济苔

,

在我国兑于南北各地
,

但在东海则为优势

种
,

向南逐渐递减
,

一

在黄海为习觅种
,

其温度性盾被靓为是暖温带性闭
。

根据国外有关济

苔的昆录
,

本种习觅于英国沿岸 [401
,

在美国佛罗里达湾的北部较南部更多国
。

3
.

由南往北逐惭递诚的种类
:

.

一 气

(l) 条讲苔 3)在我国的南海是习兑种
,

向北逐渐递减
,

在黄海为少兑种
。

根据昆录
,

它

是一种典型的世界性种
,

从北极握赤道值达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都有分布
,

本种在卡内里

拿岛较常觅 115 10

(2 ) 基枝淤苔在我国分布很广
,

在南海南区是习晃种
,

由南往北逐渐递减
,

在黄海比

较少觅
。

本种原是 Bl idi ng (1 9 4 8 ) 报导的一个采自瑞典西岸的新种
,

以后陆疲在太平洋

的思招尔拿岛附近
、

越南南部
、

南太平洋的克再德克拿岛以及中美隆尔瓦多沿岸都有发

现
。 c ha p m an (19 61 ) 曾提到本种在世界上有不莲疲分布的现象

,

他欲为从最近有关本

种在各地不断被报导来看
,

可能其分布地区将会更多一些
。

第二类 只见于黄海和东海的种类
,

最有代表性的为螺旋济苔
,

·

它是我 国的特有种
,

3 ) 此处所指的条济苔是根据 B li(lin g (19 4 4 ) 的兑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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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觅于黄海
,

可以分布到东海
,

但在南海还未采到
,

本种的温度性质被判定为冷温带性闭
。

第三类 局限于南海的种类
:

1
.

曲淤苔是热带种国
,

习觅于世界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

在我国只觅于南海
。

它

在加勒比海和热带大西洋都是习兑种 [471
,

在美国佛罗里达沿岸数量之多犹如北方的踢济

苔 [, 9 ] 。

2
.

舌淤苔只兄于我 国南海的北区
。

根据它在美洲分布的情况
,

本种被欲为 是 热带

乖卜t
,习。

此外
,

还有以下一些分布在我国而查料不完整的种类
:

1
.

扁游苔在我 国黄海为习兑种
,

向南稍多
,

在南海的惠来到海陵岛之简
,

澎湖拿岛
,

台

湾的琉球屿及兰屿都有分布
,

估针在东海也有生长
,

其温度性质被敲为是暖温带性 [s] 。

本

种在英国和法国都是习晃种 [40, 271
。

2
.

管济苔是我国海南岛西部沿岸的人民作为盒用的一种海藻[5l]
,

但在黄海却是稀有

种
,

估爵在东海也有生长
。

在国外Blj 主要分布于美国东
、

西两海岸
,

越南
,

印度西岸
,

波罗

的海与英国
。

3
.

盐田淤苔在我国只兑于胶州湾的盐田内
。

从豁录上看
,

分布在美洲两岸与太平洋

中部的社会拿岛附近
,

其他地区迄今还没有昆录
。

4
.

十字济苔与扭蒋济苔
,

前一种兑于我国徐背
、

海南岛的清澜港及西沙拿岛的永兴

岛
,

后一种只兑于海南岛的崖县
。

在地理分布上
,

前一种只见于美国东北部沿岸
,

后一种

分布较广
,

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都有昆录
。

这两种在世界上的报导较少
,

我国的产地

也很局限
,

估爵这可能与它们的个体较小
,

采集时容易被忽略有关
。

n
.

我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产的耕苔属种类的比较

浒苔属在世界上已知的种类豹有 40 种
,

目前在各主要地区的种数分布情况是
: 日本沿

海 1 0 种
,

印度洋 7 种
,

印尼焉来亚一带11 种
,

新西兰 1 , 种
,

太平洋东岸 10 种
,

加勒比海及

中美两岸 10 种
,

北欧和地中海分别为 16 种和 14 种
。

从我国沿海与上述各地区的共有种

数看来
,

Rlj 我国与北欧
、

太平洋东岸和印尼
一
焉来亚一带的共有种各为 9 种

,

与新西兰的共

有种为 8 种
,

与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及中美两岸的共有种各为 7 种
,

与 日本海和地中海的共

有种分别是 6 种和 5 种
。

·

上述数据表明
,

我国与近邻的 日本的共有种极少
,

这显然与其他

海藻的情况不一致
,

推侧这种现象可能和各地藻类学家对本属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关
,

例如

上述种数最多的地区也就是近年来对本属研究得比较深入的地区
。

因此
,

作者款为由于

世界各地研究工作的不平衡
,

各地区文献上的昆录
,

至少在浒苔属的种类上是不能完全反

映 出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的
。

三
、

衬 榆

中国淤苔属种类在我 国沿岸的分布
,

就其种数看来是
: 黄海 8 种

,

东海 5 种
,

南海 10

种
。

这些数字虽然表明东海的种类比较黄乏
,

但这可能与我仍对敲海区的稠查和研究工

作还未很好地开展有关
,

相对的歌
,

南海的种类是比较丰富的
。

就其数量看来
,

BlJ 东海和

雨海北部的福建沿岸一带淤苔类的产量极大
,

是当地重要的握济藻类
,

而其南北两为的南

海和黄海都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

从我 国三海区的淤苔属各种温度性质的种类祖成中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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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

温水种类在黄海占优势
,

藻类学家公敲的暖水性种类如舌济苔和曲讲苔BlJ 仅兄于

南海
,

温水种类虽可以分布到南海
,

但它们都已失去优势的地位
,

东海的种类祖成恰如其

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
,

介于黄海与南海之简
。

因此
,

潇苔属种类的地理分布研究的初步拮

果
,

为探尉我国三个海区的温度性质提供了参考查料
。

四
、

精 藉

1
.

济苔属中大部分种类是世界上分布很广的种类
,

目前由于世界各地对本属的研究

工作开展得不够平衡
,

有些豁录还有阴题
,

需要重新检查
。

因此
,

单钝根据文献上的昆载
,

来进行植物地理学的研究
,

还有一定的困难
。

2
.

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
,

讲苔属种类一般多分布在温带或亚热带地区
,

向南北延伸

至热带和极地
,

因此
,

济苔属是世界性的属
。

3
.

济苔属的植物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以准确的分类作基础
,

并且要参考各地生长的

数量
,

后一查料有助于了解其地理分布的趋势
。

4
.

中国淤苔属种类在中国沿岸的分布
,

就种数看是南海最多
,

黄海次之
,

东海再次之 ;

就其数量看
,

RlJ 东海和南海北部的福建沿岸一带的淤苔类远较其他地区为多 ; 表现在种类

祖成上是黄海以温水性种类为主
,

南海以暖水性种类为主
,

东海介于两者之简
。

上述情况

可供研究三海区温度性质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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