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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枝角类是一类小型低等浮游甲壳动物
。

全世界只有 n 种
。

论种数
,

虽远不如淡

水枝角类那么多
,

但到了繁殖盛季 (一般是 7一 9 月 )
,

数量却很可观
,

常成为很多摄食浮

游动物 的经济鱼类的饵料
。

从这一角度来看
,

它和渔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

此外
,

某些

种类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水域的水文特性
。

这对协助探索水团与海流的来龙

去脉
,

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

)o

近百年来
,

在国外
,

有关海洋枝角类分类方面的论文
,

已经发表很多
,

其中以 八哪ro
-

no 乃
c K a
护

〕 的论文较为突 出
。

她将黑海的 7 种枝角类的分类特征作了详尽描述
,

并将海

洋枝角类的一般形态
、

生殖
、

发育
,

以及进化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
。

但在我国
,

这类

海洋浮游甲壳动物迄今尚乏人间津
。

除了 Ri
c h a

rdl ls] 和 S pr os t
on [l9] 曾分别对香港产的鸟

咏尖头搔 (尸
e n ilia 魂, ir o , tr i, ) 和浙江舟山产的诺氏僧帽搔 (刀

, 召d , 。 , o rd 用a n n i) 作过简

略记载
,

以及 P叩Pe 〔l7] 记述过我国近海产的大眼搔一新种
’)
外

,

还没有看到过其他有关我

国海洋枝角类的报导
。

为了镇补这个分类上的基本空白点
,

著者于 1 9 6 3一 1 9 6 4 年间进行

了这项分类研究
。

因时间较短
,

材料又欠充足
,

故这一报告还仅是初步的
。

将来通过更深

入
、

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

当会发现较多种类
。

本文材料的主要来源是
:
华东海洋研究所许振祖

、

许由焰同志于 1 9 6 3 年 9一 12 月在

侮南岛沿海采得的浮游动物样品 ; 某海洋调查队于 1% 1 年 3 月一 19 6 2 年 9 月在福建南

部海区采得的周年浮游功物样品 ;著者于 1 9 6 3一 1 9 6斗年在厦门港定期 (每二周一次 )采集

的浮游动物样品 ; 东海水产资源调查委员 会 福建分会于 1 9 6 0 年 4 月一 1% 1 年 3 月在闽

东渔场采得的周年浮游生物样品
。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
,

著者还检查了来自其他各地 (如大

连
、

烟台
、

青岛
、

舟山等 )的零星浮游生物样品3) ,

总计约 8 00 号
。

经鉴定后
,

发现我国沿海

枝角类计有五种
,

分隶 3 属
、

2 科(见检索表 ) ;其中
,

以鸟嗓尖头搔和肥胖憎帽搔为我国最

普通的海洋枝角类
。

为了对今后教学和分类研究有所帮助
,

本文将这五种枝角类的分类特征作了比较详

尽的描述
,

并扼要地叙述了它们 的生态习性和地理分布
。

生态习性部分是综合著者的观

1) B p o
那

K H认I
, ,
认为

,

肥胖僧帽搔 (E
o a d n e to r g 。 , tin a

) 在太平洋西北部可作为暖流指示种
。

f如鸟涤尖头搔等 (尸cn lli a a o ro : “ , ;

)J
,

由于栖息近岸低盐水域
,

可作为沿岸流指示种
。

2) 这一新种疑是史氏大眼搔 (Po do
n ,

ch m ac j(。心
,

因这种大眼搔是 Po PP
c 〔, , 〕

最早鉴定的
。

故不能加以肯定
。

3) 著者对赠送这些样品的单位和同志
,

致以衷心谢意
。

有些侮洋枝角类

但著者未见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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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结果及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报导
。

这类海洋浮游甲壳动物的地理分布一般很广
,

几遍

及世界各大海洋
。

如将分布地名一一罗列
,

似太烦琐
、

冗长
,

故仅列举分布的主要地区
。

由于各种枝角类的外部形态不全相同
,

测量体长的方法也就不可能一致
。

对尖头搔
,

测量体长系 自头部顶端至背甲后缘刺状突起的基部 ;而对僧帽搔和大眼搔
,

则 自头部顶端

至尾爪末端
。

值得提出的是
,

在鉴定过程中
,

曾发现僧帽搔和大眼搔的躯肢 (主要是第

2一 3 对) 上的颗突 (m ax ill ar y Pr o ce ss ) 和后腹部的腹面形态也有一些种间区别
,

可以作为

鉴定种类的辅助特征
。

种 的 检 索 表

l(8 )

2(5)

3(4 )

4(3 )

5(2 )

6(7 )

7(6 )

8 (l)

背甲退化
,

仅覆盖孵卵室(育室 )
。

仅有 4 对圆柱形的分节躯肢 (大眼搔科 Po lyp he m oi d ae )
· ·· · ·· ·· · · ·· ·· · ·

一
2

有颈沟
。

最末刘躯肢的外肢具有 2 根刚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前三刘
一

躯肢的外肤刚毛数为3. 3. 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多型大眼搔 Po 而
,
Po lyP触脚d牙注亡 ,

(Le uc k ar t)

前三对躯肢的外肢刚毛数为4
·

4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史氏大眼搔 Po d阴
,
动 , ac 扣ri Po PP

e

没有颈沟
。

最末对躯肢的外肢仅有 1根刚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背甲没有色素细胞
,

顶端尖锐
。

第二触角的 2 条提肌干行排列
。

前三对躯肢的外肢刚毛数为 2. 2. 卜
·

⋯
·
”

‘
”

’
“

’

“”⋯
’ ·

”
’

“二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诺氏潜帽搔 E“d , 。 , or 日m a , 耐 LOv 乙。

背甲具有色素细胞
,

顶端钝圆
。

第二触角的 2 条提肌左右分开
。

前三对躯肢的外肢刚毛数为 3
·

3
·

3..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肥胖增帽搔 E“d“ 纪尸g 亡衍
。a

Cl au
s

背甲发达
,

覆盖躯肢和躯部
。

具有 6 对扁平
、

叶状的躯肢(仙达搔科 s反d id ae )
· · · · ·· · · ·· · ·· ·· · ·

·一
· · 4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鸟咏尖头搔 凡短石
‘ a衍ro 了

tri
, D a n a

种 的 描 述

1
.

鸟嗓尖头畜蚤Pe
n ili 。 。口ir o s t ris D a n a

(图版 I,

图 1一夕)

尸e o ilia a , sr o , , , .l , N
e g r e a ,

1夕5 6
, p

.

2 2 5
,

fig s
.

1一5 ; 八。几
r o n o 几 be K a 月 ,

19 5 8
, p

.

3 8
,

fi邵
.

6一1 2 ; M a 月y目月。
·

B a ,

1 9 6 4
, p

.

10 6
,

fig
.

2 5
.

雌性特征
:
体长 0

.

7一 1
.

09 毫米
。

身体透明
,

两侧扁平
,

眼小
。

头部不大
,

向下延伸为

二个左右分离的刺状突起 ;从侧面看
,

成为短而尖的鸟缘状额角
。

第一触角单节
,

能动 ; 长度超过额角(图版 I
,

图 3 ) ;其末端前缘稍稍隆起
,

在隆起的顶

端
,

生出一根细长的感觉毛 ; 末端具一束 8 根几乎等长的嗅觉毛
,

嗅觉毛的长度约为威觉

毛的 1 / 3
。

第二触角两肢型
。

在长大的原肢(柄部 )末端有一对小刺 ;基部另有一枚小刺
。

内
、

外

肢都分 2 节 ; 外肢第二节较第一节约短 2
.

5 倍 ; 内肢第二节较第一节约短 4 倍
。

内
、

外肢

的第一
、

二节末端各具一枚小刺
。

刚毛公式为
:
外肢 2

·

6/ 内肢 1
·

4o

大颗较短
,

有宽大的咀嚼面
。

小颗呈片状
,

具 斗根不等长的刚毛(每根分 2 节)和一个

不分节的突起
。

躯肢 6 对
,

前五对扁平
、

狭长
,

相互类似 ;第六对则较短小
,

形态也不相同

(图版 I
,

图 4 )
。

每个躯肢包括基肢和内
、

外两肢 ;游泳刚毛很长
,

分为二节(第一节较短)
,

在前五对的内肢外缘上长得特别稠密 ;呈梳状排列
。

背甲十分透明 ;前
、

后
、

腹缘都遍生小棘
。

小棘的数目为 : 后缘 9一13 枚(近背部的较

大)
,

前缘和腹缘共计 38 一43 枚
。

在每两个小棘之间的边缘上又密生更细小的锯齿状小

棘 (图版 I
,

图 2 )
。

背甲下缘后端向后延伸为刺状突起
。

后腹部狭长
,

没有肛刺
,

但具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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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不规则的小棘 ; 末端有一对几与后腹部等长的细长尾爪
,

尾爪边缘具有细小的栉状刺
,

一直延生至爪的末端 ; 基部有二枚基刺
,

远端者较大 (图版 I
,

图 5 )
。

从后腹部背面的腹

突起上生出一对很长的腹刺毛 (约为体长的 5 / 8 )
,

分为二节 ; 第一节很短
,

约为全长的

l / 1 0; 约 自全长的 2 / 3 处逐渐向末端缩小
,

在这一部分的边缘两侧密生弱状小毛 (图版 I
,

图 5 )
。

有性生殖雌体 (图版 I
,

图 6 )具有一个大的椭圆形休眠卵 (又名需精卵或冬卵 ) ;其卵

壁虽较孤雌生殖雌体所产的单性生殖卵 (又名非需精卵或夏卵) 稍厚
,

但没有坚硬的几丁

质外壳(卵鞍 )包围
。

雄性特征
:
身体较小

。

头部下端钝圆
,

没有延伸为额角
。

第一触角 (图版 I
,

图 7 )特

别发达
,

长度达到背甲后端 ;近端部 (约全长的 1 / 5 )较粗大
,

井稍隆起 ;在隆起的顶端着生

一束嗅觉毛 (数 目与雌性的相 同)
。

背甲后缘
、

前缘和腹缘也遍生小棘
,

数 目与雌性相近
。

第一对躯肢 (图版 I
,

图 s) 第二节的远端生出一个短小
、

稍弯的棒
·

状突起 ; 突起的末端尖

锐如刺
。

采集地: 广东海南岛〔? )
,

福建东山( ? , 了 )
、

厦门(晕)
、

平潭(甲)
、

台山( ? )
,

浙江猫头洋
、

普陀洋
、

岱面洋
、

洞头洋
、

海礁(宁
,

了 )
,

山东青岛( ? ,
了 )

、

烟台(罕)
。

生态习性
: 鸟缘尖头搔系广盐性暖水种

,

一般栖息近岸水域
,

尤以河 口附近较多
。

因

此
,

有人 (Gi bit zll o]
等 ) 称它为半咸水种或河 口种

。

它的适盐 (适应盐度 )范围为 10 一

38 偏
。

不过
,

在几近淡水或盐度极高的水域中
,

有时也可找到它的踪迹
。

例如
,

Kr ; m er [ 131

和 G ur n e y‘川 曾分别在太平洋萨摩阿群岛上的淡水湖 和 盐 度 高达 49 痴 的苏伊士运河区

发现过它们
。

这可能都是偶然被水流带入的结果
。

这种枝角类一般在 夕一9 月间繁殖最盛
,

达到一年中的最高攀
。

它主要分布在 。一巧

米水层
,

尤以 o一 10 米表层最为密集
。

其平面分布很不均匀
,

有 密集 成片的现象
。

据

Lo ch he ad 〔, , ] 的实验结果
,

它对光度反应并不敏成
,

昼夜垂直移动也不明显 ; 但对温度的变

化却较为敏成
,

若温度骤然降低
,

便会引起大量死亡 ; 故温度是影响这种枝角类分布的主

要因子
。 C a lm a n 〔‘, 和 Fu ll

er 〔, J
认为

, 1 7一 1 8 ℃ 等温线是它的分布下限 :可是
,
G ibitz [‘。J

、

H ar di ng [7l
、

Lo ch he adl l5I 等都发现这种枝角类能生活在温度更低的一些水域中
。

地理分布 : 中国沿海(渤海至南海 )
,

日本海西北部
,
日本沿海

,

马六甲海峡
,

孟加拉湾
,
红海

,

地中海
,

黑海
,

亚德里亚海
,

北海
,

美国东西两岸
,

巴西及秘鲁沿岸
,

非洲东西两岸
,

澳大利亚东南岸
,

新西兰沿岸

等
。

从上述地理分布看来
,

鸟嚎尖头搔是一种分布很广的海洋枝角类
,

几乎每个大陆的沿

海都有它的分布 ;但不论在南半球或北半球
,

都很少越过南
、

北纬 4 0 。 。

可见它是一种暖水

性枝角类
。

附注 : (1 )本属原先包括四种 (p
e o ilia : c 人m a c左。 r i R ic h a r d

,

p
.

。 r io n 招li , D a n a , 尸
.

o a e ifie 。 K r o rn er

和 p
.

a

沁
o , , r i, D a n a

)
,

后被 e a l;n a n [ 6] 归纳为一种 (p
.

a , ir o , , r行)
。

s : e u e r 〔20 ] ,

八
。: ro n o : b e K a 。 [ 3 ] 等

都认为
,

这样合井是恰当的
。

(2 )雌性和雄性第一触角末 端的嗅 觉毛数 目有 个体变 异
。
及。二on 。 -

二b e K a 。 [3 ] 发现它为 7 根
,
而 N e g r e a [ 1‘J 仅记载 ; 一6 根 : 可是著者却看到 s 根

。

(3 )背甲前
、

后
、

腹绿的

小棘数目也有个体变异
。

例如
,

M a Hy益Jlo
B a [’J 发现后绿小棘为 9一 10 枚

,

而前绿和腹绿小棘 总共只有

3 。一32 枚
。

这个数目比著者所观察到的略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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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诺氏僧帽畜蚤肠
a
dn

e n o r d, n a n n f L o v如 (图版 n
,

图 i一 1 2 )

E 夕a d 。。 。 o r d州 a n n i L illie b o r g ,

1 9 0 1
, p p

.

6 4 1一 6斗7
, p l

.

8 6
,
fig s

.

斗一1 7 ; A p s t e in
,

19 0 1
,

7
, p p

.

1 2
、
1 7

,

fig s
.

2夕一2 8 ; D
a
k in & e o le fa x ,

19呼o
, p p

.

夕3一7斗; N e

『
。 a ,

19 5 6
, p

·

2 3 9
,

fig
,

1 2 ; 瓜。月 r朋彻
b e K a分 ,

19 5 8
,

p
.

4 6
,

fig s
.

1 4一 1 5 ; Ma Hy选几o B a ,

1 9 6 4
, p

.

3 0 7
,

fig
.

17 6
·

雌性特征
:
体长 。

.

32 一 0
.

52 毫米
。

第一触角略向上弯曲
,

顶端分又 ;每叉各具 , 根几

乎等长的嗅觉毛 (图版 n
,

图 2 )
。

第二触角两肢型
,

有较长的原肢
。

外肢分 3 节
,

内肢分 4 节 ; 刚毛公式为
:
外肢

1
·

1
·

4 / 内肢 。
·

1
·

1
·

斗。 两条提肌 (图版 11
,

图 l) 乎行排列
。

并相互靠近
,

唯接近触角的基

部处有稍分离现象
。

躯肢四对
,

逐渐向后变小 ;各具颗突
。

这个突起在第二
、

三对最为发达
。

第一至第四

对躯肢的内
、

外肢刺毛数为 : 内肢—
7

·

6一7
·

6一 7
·

4; 外肢
—

2
·

2
·

l
·

1o

背甲略呈椭圆形 ;顶端延伸为一短小的刺状突起
,

称为
“

锐突
”

(m
u cr 。

)
,

这是和不具

锐突的肥胖僧帽搔的显著区别之一
。

育室大小和形状随个体而异
,

主要取决于胚胎的数
目及其发育程度

,

故不能作为分类的依据
。

后腹部和尾爪都较短小
。

有性生殖雌体 (图版 n
,

图 10 ) 常有一个大而圆的休眠卵 (有时也有二个李但大小不

同) ; 卵壁为几丁质坚厚
。

雄性特征
:
体长 0. 38 一。

.

48 毫米
。

身体较小
,

但头部和复眼比雌性的稍大
。
背甲呈

锥形
,

顶端尖锐
。

育室不发达
。

第一躯肢 (图版 11
,

图 12 ) 的内肢末节具一钩状突起
,

突

起的末端弯曲
、

尖锐 (图版 11
,

图 1 3 )
。

第四躯肢附近有一相当长的圆柱形交接器
,

其顶端

有纵沟
。

采集地 : 山东青岛(?
,
了 )

、

烟台(? )
。

生态习性
:
诺氏憎帽搔系一相当广温性

、

广盐性种类
。

它主要栖息近海表层
,

一般在

夏季繁殖最盛
。

据 H an se nll 习 的观察
,

这种枝角类有微弱的昼夜垂值移动现象—
白天

栖息 25 米层
,

晚间上升至最表层
。

地理分布 : 中国北方沿海水域(渤海至东海)
,
日本东北岸

,

朝鲜海峡
,

鄂霍次克海
,
白冷海

,

黑海
,

地

中海
,

亚德里亚海
,

波罗的梅
,

北海
,

挪威沿海
,

冰岛沿海
,
格陵兰海

,
巴仑支海

,

喀拉海
,

美洲东
、

西两岸
,

非洲西南岸
,

澳大利亚东南岸
,

南极海
。

从上述地理分布看来
。

诺氏憎帽搔显然是一种冷水性较孩的枝角类
, 因向北可分布到

北冰洋邻近海区 (最北可达北纬 75
。

左右)、 向南可分布到南极海 (南纬 6 7
“

左右)
。

附注 M aH y如oB a t#] 发现雌体第一触角只有 3一、根嗅觉毛
,
而著者却看到 , 根

。

3
.

肥胖僧帽了蚤 五油“dn
e e la u s

(图版111
,

图 1一工2 )

E , a d 刀。 t。 , g 。 : t i月 a D a k in & e o lefa x ,
1 9 40

, p
.

7 5
,

fig 9 1 ; N e g r e a ,

1 9 , ‘
, p

·

2召
,

fig ‘
.

1 1 、 1 4
、
1 5 ;

八溯
r
oll o 几b以 a 习 ,

19 5 8
, p

.

5 6
,

fig s 2 3一2 6 ; M a H帅刀o B a ,

1 9 6 4
, p p

·

3 0 8一3 09
,
fi g

·

17 B
·

雌性特征
:
体长 0. 38 一 0

.

“ 毫米
,

体呈卵圆形
,

第一触角外形与诺氏僧帽搔十分相

似
,

嗅觉毛数 目也是 5 根 (图版 m
,

图 1 0 )
。

第二触角的内
、

外肢节数分别为 4 和 3; 刚毛公式为 : 外肢 1. 卜 4 / 内肢 O
·

1. 1
·

4 。

两

条粗细不同的提肌左右分开
,

唯接近触角基部处
,

相互靠近
,

故呈
‘.

v’
,

形
,

这是和诺氏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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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搔的重要区别之一
。

躯肢 斗对
,

和诺氏僧帽搔几无区别
。

第 2一 3 对躯肢的颗突形态也基本相 同 (比较图

版 111
,

图 7
、

5; 图版 n
,

图 5
、

夕)
。

第一至第四对躯肢的内
、

外肢刺毛数为
: 内肢
—9

·

s
·

6
·

斗 ; 外肢
—

2
·

3
·

3
·

1 0

背甲具有很多色素细胞
,

顶端钝圆
,

没有延伸为刺状突起
。

育室膨大
。

这二个特征也

是本种与其他二种僧帽搔 (诺氏僧帽搔和刺僧帽搔 E o d、 护诫介
r召
) 的显著区别

。

后腹

部和尾爪都短
,

形态与诺氏僧帽搔相似 (比较图版 m
,

图 9 ; 图版 11
,

图 9 )
。

有性生殖雌体(图版 111
,

图 1 0) 具有一个大而圆的休眠卵 ; 卵壁也 由坚厚的几丁质组

成
。

雄性特征
:
体长 0

.

41 一 0
.

” 毫米
。

身体较小
。

背甲顶端不如雌性那么钝圆
,

略呈锥

形 (图版 111
,

图 1 1 )
。

第一躯肢内肢末端的刺毛改变为小钩 (图版 nI
,

图 1 2 )
。

采集地: 海南岛榆林港(晕)
,

福建东山
、

厦门
、

台山(? )
,

浙江猫头洋
、

普陀洋
、

岱衙洋
、

洞头洋
、

海礁

( ? )
,

山东青岛(甲
,

了 )
。

生态习性
:
肥胖僧帽搔是比较狭盐性的暖水种

,

夏季(尤其是 8 月)繁殖最盛
,

唯在秋

季还有相当大的数量 ;大多密集于 20 米以上表层
。

地理分布 ; 中国沿海(渤海至南海 )幻
,

日本沿海
,
马六甲海峡

,

孟加拉湾
,

红海
,

地中海
,

黑海
,

亚德

里亚海
,

北海
,

美国沿岸
,

巴西沿岸
,

乡卜洲沿岸
,

澳大利亚南岸
,

新西兰北岸等
。

本种的地理分布不如诺氏僧帽搔那么广泛
,

主要局限于北纬 4 0 “ 和南纬 4 0 。

之间(仅

少数能越过北纬 40
。 ,

最北可达挪威南部 )
。

故肥胖僧帽搔是一种比较暖水性枝角类
。

4
.

多型大眼搔 Po do
n p o ly p 入e m o fde

s L e u ek a r t
(图版 xv ,

图 i一 1 3 )

p o d o n 户0 1夕Ph e , , ; o id
e 、 L illi

e
b o rg ,

19 0 1
, p l)

.

6 3 3一6 3 6
, p l

.

8 5
,

fig s
.

7一 11 ; A p s t e
in

,

19 0 1
,

7
, p v

.

1 5
、

1 9 ;

D a k in & C o lefa x ,

19 4 0
, p

.

7 5
,

fig
.

9 2 ; N o g r e a ,

1 9 5 6
, p

.

2 3 5
,

fig
.

7 ; 且
。刀 ro n o 几 b eK a兄,

1 9多8
, p

.

6 7
,

fig s
.

3 6一3 7 ; Ma H y八几o Ba ,

1 9 6 4
, p p

.

3 03一3 0 4
,

fig
.

17 3
.

雌性特征
:

体长 0
.

25 一 0
.

45 毫米
。

体小
,

为大眼搔属中最小的一种
。

头部较大(与躯

部对比 )
,

有发达的复眼
。

第一触角稍向上弯曲
,

顶端分叉 ; 每叉各具 5 根几乎等长的嗅觉毛 (图版 IV
,

图 2 )
。

第二触角较为短小 ; 内
、

外肢几乎等长
。

节数分别为 3 和 4 。

刚毛公式为 : 外肢

小 1
·

2. 4 / 内肢 1
·

1
·

4 。 躯肢四对
,

第一至四对躯肢的内
、

外肢刺毛数 为
: 内肢
—

9一
1 。

·

9一10
·

8一 9
·

3 ; 外肢
—

3
·

3
·

3
·

2 。

前三对躯肢的叛突形态不全相 同(图版 Iv
,

图 4
、

6
、

s)
—

第二对狭长
,

末端分又
,

略呈鳌状 (图版 IV
,

图 6 )
。

后腹部
、

游泳刚毛和尾爪都

较短小
。

背甲比史氏大眼搔透明
,

育室膨大
,

呈半圆形
。

有性生殖雌体 (图版 1v
,

图 1 1) 具有一个大而圆的休眠卵 ;卵壁坚厚
。

雄性特征
:
头部和复眼较大

。

但育室较雌性小得多
,

略呈锥形
。

第一躯肢 (图版 W
,

图 13 ) 末端具一小钩
。

采集地 : 青岛(
,

甲 , 了 )
、

大连 (甲
, 了 )

、

烟台(甲)
。

分 在 八oJI 阳no 几鱿 K a价
31
的地理分布图中

,

看到在我国台湾附近也产这种枝角类 ; 可是
,

这个记载的来源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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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习性
:
多型大眼搔是分布很广的近岸种类

,

一般在表层最多
,

很少分布到 15 米

以下水层
。

适盐范围很广
,

能伸入半咸水域
。

出现时期较长
,

唯在春
、

夏两季较多
。

据

H an se n[
’2」 的观察

,

本种也有微弱的昼夜垂道移动现象
—

白天栖息在 25 米层
,

晚间上升

至最表层
。

地理分布 : 中国北方沿海(黄
、

渤海 )
,

日本海西部
,

日本北岸
,

黑海
,

地中海
,

亚德里亚海
,

波罗的海
,

北海
,

挪威海
,
美国沿岸

,

非洲南部沿岸
,

新西兰北岸等
。

从它的地理分布看来
,

多型大眼搔也是一种偏于冷水性枝角类
,

不过不如诺氏僧帽搔

那么显著
,

因向北仅分布到挪威北部 (北纬 7 0 。 左右 )
,

向南仅分布到南纬 40
。

左右
。

5
.

史氏大眼丁蚤 Po do
n se h m a e k e r i p o p p e

(图版 V
,

图 1一 1 0 )

p o
澎。。 ‘c人

, ,, a e

左
e ,二
小久保清治

,
1 9 5 ,

, p
.

2 9 9
, PI

.

2 1
,

fig
.

3 3
.

雌性特征
:
体长 。

.

30 一 0
.

50 毫米
。

体略呈圆形
。

育室较为扁平
,

不如多型大眼搔那

么膨大
、

突出
。

第一触角与多型大眼搔相似
,

末端也具 5 根嗅觉毛 (图版 v
,

图 2 )
。

第二触角的内
、

外肢各分 3 节
,

刚毛公式为
:
外肢 l

·

2
·

4 / 内肢 1
·

卜 4 。 躯肢四对
。

第一至四对躯肢的内
、

外肢刺毛数为
: 内肢
—

1 1
·

9
·

8
·

7 ; 外肢
—

4
·

4
·

4
·

2 。 前三对躯肢的外肢刺毛数较其

它海洋枝角类多
,

这是本种的最显著特征
。

它们的叛突形态和多型大眼搔并不完全相似

—
第二躯肢的颗突不如后者狭长 (比较 图版 v

,

图 6 ; 图版 Iv
,

图 6 )
。

后腹部和游泳刚

毛较短
,

但尾爪比多型大眼搔狭长
,

形态显著不 同 (比较 图版 v
,

图 1叭 图版 IV
,

图 1 0 )
。

雄性个体尚未采到
。

采集地 : 福建东山
、

厦门
、

台山(甲)
,

山东青岛( ? )
。

生态习性
:
史氏大眼搔系暖水性枝角类

,

主要栖 白
、

表层
。

一般在春
、

夏两季数量较

大
,

尤以 5 月最多
。

地理分布 : 这是暖水性较强的种类
,

分布不如上述几种那么广泛
。

它在我国沿海分布只限于山东

以南海区
。

在国外
,

这种枝角类也仅发现在 日本受黑潮暖流影响的近岸水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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