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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和东海的趣济海藻区系
*

曹 呈 奎 张 竣 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黄海和东海是溉国东部两个互相建接的广阴的海
,

在我国的国防和国民握济上具有

极其重要的位置
。

黄海在北面西速我国内海渤海
,

以渤海海峡与渤海分界
,

在南面与东海

速接
,

分界修大构是西从我国的江苏省佘山
,

东至朝解的济州岛和朝解半岛的西南角
。

东

海 (中国东海)在北面与黄海速接
,

东北面通过对庵海峡与 日本海速接
,

东面琉球草岛的外

面是世界最大的太平洋
,

南面通过台湾海峡与南海 (中国南海)速接
。

因此
,

本文所提到的

黄海和东海的范围是西部的我国大陆沿岸
,

自鸭椽江 口至福建厦阴附近的雄海角 ;东面包

括朝解西岸及西南岸
,
日本九州西岸和琉球草岛 ; 南面为我国的台湾北岸及西北岸

,

郎自

台臀海峡的台中附近握淡水
、

基隆到三貂角简的水域
。

一
、

黄海和东海海藻区系的研究概况

从我国的古书上可以看到
,

海藻的利用已有很久的历史
,

公元四世祀以后
,

舞多本草
书籍上都有韶载 [l] 。

中国黄海种东海沿岸的海藻作为近代科学的研究AlJ 开始于 1 8 0 9 年英

国海藻学家滕那 (D
.

T ur ne O 发表的
“
墨角藻类

” ,

书中提到中国沿岸产的鼠尾藻 Sa rg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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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用途[ ,‘1。 1 8 6 6 年
,

德国藻类学

家思膀斯 (G
.

V
.

Mar o ns )发表
“东亚藻类

” ,

氯录了中国海藻 78 种
,

其中属于黄海烟台产

的有 1 7 种
,

速同北中国海产的 , 种共 22 种
,

属于东海产的藻类舒 21 种
,

共舒 40 种必、
1 8 7 5 年

,

法人德包 (M
.

O. De 玩au x) 发表其采自中国的海藻
,

有 19 种采自烟台‘ls] 。

这一

期简的研究工作
,

由于当时的海藻学还很幼稚
,

分类法也很筒陋
,

有些祝载不够明确
。

其

后 各国藻类学家都先后发表过有关我国藻类研究的渝文
。

1 9 0 4 年
,

基普(E
.

S
.

G 即p )发表
“中国海藻

” ,

包括采自威海的种类 121 10 1 9 1 , 年
,

卡坦 (A
.

D
.

C

~ n) 也研究了采自同一

地区的海藻[lz]
。 1 91 9 年

,

仑伯得 (T h
.

助inb of d) 发表 了一篇采自青岛的短篇报告 , 1 。 同

年
,
日人有贺宪三采集了厦阴海藻

,

握同村金太郎蹬定共 45 种阅
。 19 2 4 及 1 9 3斗年

,

浩尔
(M

.

A
.

H o w 。
‘

先后发表了
“中国的海藻

”
和

。‘

山东半岛的海藻
” ,

前文中有一部分采自烟

台网
,

后文RlJ 列举了青岛和蓬莱两地的海藻囚
。

从 上9 3 3 年起
,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才开始发表关于我国东海和黄海海藻区系的报告
。

1 9 3 3 年
,

焦启源在
“厦阴的海藻毛

,

中报告了 69
‘

种 [l,1
。

曾呈奎更进行了比被系兢的区系工

作
,

首先在 1 9 3 3 年发表了
“中国厦阴的海幕及其他握济海藻

, ,

侧 ; 1 9 3 5 年与李良庆共同进

行了
“
青岛和烟台海藻的研究

,

尹 , ; 1 9 36 年
,

发表了
“
厦阴海藻的研究 ,’f u’’中国海岸两种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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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科植物及其含碘成分
, ’,

前文氯录了厦阴地区的海藻共 98 种阅
,

后文衬希了黄海和东海

生长的裙带菜和海带因 ; 1 9 36 年
,

发表了
“中国海藻赫要

”
其中有关黄海的种类 7 种

,

东海

的种类 6 种 [sl1 ; 1 9 36 及 1 9 3 7 年先后发表
“中国海藻新豁录

”
第 I 和第 11 部分

,

其中关于黄

海和东海的海藻有椽藻 2 种
,

褐藻 6 种
,

杠藻 斗种
,

共 12 种 [3z, 33] 。

解放以后
,

我国藻类学工作者开始了有爵划地
、

系航地刹查研究
。 1 9 5 2沐

,

曹呈奎与

张峻甫在
“中国北部的握济海藻

”
一文中报告了主要产于黄海的握济海藻 12 属 20 种

,

升

用作副食品的有 n 种
,

琼胶的主要原料 1 种
,

辅助原料 2 种 {作糊料的有 ; 种
,

烧灰 提取

氯化押的有 2 种 [l1 。

曾呈奎与张峻甫 19 5 3 年发表了
“
鹿角菜及其分布

” ,

报告了一向被藻

类学家款为我国不产的一种墨角藻类 [z1 , 19 , 斗年发表了两篇关于禺尾藻的渝文即1。 同年
,

曾呈奎与郑柏林在
“
青岛海藻的研究

”
一文中

,

校正了前人的文献青料
,

速同新豁录 13 种
,

共舒 92 种 [0]
。

19 5 8 年曾呈奎与张德瑞在
“边紫菜及其系兢地位

”
一文中报告了一个紫菜新

种 [l01
。

我国台膺藻类学工作者樊恭炬在 19 5 1 和 19 5 3 年先后发表了
“
台潜的石花菜和翼枝

藻
”
与

“
台湾的食用海藻

”刚
,

前文报告的 9 种海藻
,

全部是台湾北岸的产品 [l,1
。

此外
,

周

村金太郎在
“ 日本海藻豁

,

中收集了 60 种属于我国黄海和东海的藻类
,

内斜黄海 46 种
,

东海 1 2种
,

台臀北岸 , 种 I‘310

黄海和东海西部的中国大陆沿岸的海藻祀录自 1 8 09 年以来
,

握过爵多科学工作者的

努力
,

可以被接受为正式豁录的
,

靓释藻阴 8 科 36 种 ;褐藻阴 21 科 58 种 (包括 14 个型) ;

蓝藻阴 5 科 1 7 种 :杠藻四 2 7 科 1 0 1 种 (包括 1 个型) :
共舒 6 1 科 2 1 2 种 (包括 1 , 个型)

‘, 。

东海南部的台潜北岸已知的海藻乱录
,

有碌藻阴 斗科 斗种 ;褐藻内 2 科 斗种 ;献藻咫 12 科
3 2 种 :

共爵 1 5 科 4 0 种
。

黄海东部的朝解西海岸和西南岸的海藻文献很少
。

根据卡坦叫
,

闹村金太郎闪
,

葛拉

白 (v
.

M
.

G ru bb) 卿] 等人的报告
,

天部为朝解东岸和东南岸的种类
,

其中属于西岸和西南

岸(启p北起草山
,

南到济州 岛)的可靠就录只有 16 科 2 , 种
,

爵椽藻阴 2 科 2 种
,

褐藻四 多

科 1 1 种
,

赶藻四 9 科 12 种
。

东海东北部的 日本九州西岸
,

虽然是日本本土的一部分
,

而 日本的海藻文献也很炙
,

但扼属于本地区区系的工作还没有兑到
。

根据闹村金太郎[la1 ;潮川宗吉 [l’1 等人的豁录
,

属
,

于九州西岸的海藻共卦 52 科 2 01 种
。

其中释藻阴 9 科 31 种 ;褐藻阴 l, 科 ” 种 ;叙藻阿

2 8 科 1 17 种
。

东海东部和东南部的琉球拿岛
,

根据山田幸男137 七山田幸男与田中刚 [ss] 对冲视和琉球

章岛最南端的石垣岛的海藻研究
,

共报告了 1 01 种
,

内舒释藻阴 3 6种
,

褐藻阴 7 种
,

献藻四

58 种
。

又据 田中刚 [za] 对琉球覃高北部的奄美大岛的藻类青源铡查报告
,

及潮川宗吉[l’J 的

氯录共报告了这个地区的椽藻阴, 0种
,

褐藻P弓2 3种
,

剪藻阴 4 种
,

杠藻四 8 3种
,

共爵 1 7 0种
。

粽合这些文献的韶录
,

黄海共有海藻劳科1 7 1种
,

内舒
:
椽藻P弓6 禾}.2 4种 ; 褐藻阴 2 0科

, o种 ;登藻阴 4 科n 种 ;献藻P弓27 科86 种
。

东海共有海藻 61 科4 3 3种
,

内爵
:
椽藻阴13 科1 14

种 ; 褐藻四14 科7 6种 ;蓝藻阴 4 科10 种 ;肛藻P弓30 科23 了种
。

l) 包括我1四三篇郎将发表的未刊稿的靓录[v, P.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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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黄海和东海的舰济海藻
、

黄海和东海的袒济海藻共有60 种
,

分BlJ 属于 3
钾

,

舒蓝藻 i 种
、

椽藻 11 种
、

褐藻 18 种
、

忽藻30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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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
*

号之藻类( 10 种)中
,

最少有 6 种生长在我国的南海地区
。

这 60 种握济海藻是黄海和东海沿岸各国人民所利用 的 种类 ; 其中有 10 种 (有 * 号

者)是 日本九州西岸和(或)琉球摹岛的产物
,

其他都是我国黄海和 (或)东海沿岸的常兑种

类
。

我俩对于朝解西岸
,
日本九州西岸和硫球草岛的握济海藻种类了解是很不够的

,

所掌

握的青料非常的少
,

因而很不全面
。

这些握济种类大多数是市坍上的商品(食品
,

药材)和

制造琼胶
、

揭藻胶等的土业原料
,

少数种类如刺海松
,

椽藻和部分思尾藻类
,

沿海人民利用

为食品
、

肥料
、

饲料
,

但是多属 自采自用
,

很少在市坍上作为商品出售
。

根据这些藻类的主要

用途
,

食用海藻 3 4 种
,

藻胶(琼胶
,

揭藻胶
,

海聚等)原料 17 种
,

药材 6 种
,

肥料和甸料 3 种
。

草众所利用的海藻一般都是个体斡大
,

产量较高的种类 ;只有少数例外
,

如鹤媳菜
、

杠

毛菜
、

软耕藻等个体翩小
。

这些拯济种类必然都是常兑种类
,

否HlJ 晕众难于发现它俩
,

更

敲不到利用它俩
。

因此
,

一个地 区的握济海藻的种类及其分布情况可以代表敲地区的海

藻区系特点
。

由于我佣对这些种类的成性丸蜻歌的限制
,

关于这方面的衬萧主要是限于我

国的情况
。

三
、

重耍握济海藻的生活习性和地理分布

在上远握济海藻中
,

蓝藻有 1 属 1 种
,

释藻 5 属 n 种
,

褐藻 10 属 18 种
,

赶藻 加 属

30 种
,

共 35 属 60 种
。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椽藻 3 属 9 种
,

褐藻 5 属 n 种
,

赶藻 7 属 12

种
,

共 15 属 3 2 种
。

1
.

摄藻r,

在较为重要的三属握济椽藻中
,

济苔属产量最大
,

握济价值最高
。

这一属的种类很

多
,

广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沿岸各地
。

一般来羡
,

个体较长
,

产量较大的种类都为当地人

民所食用 ;上海
、

北京及其他城市市锡上常见的
“苔条

, ,

就是东海沿岸所产的济苔
。

·

我国人

民所利用的种类有腮淤苔
、

扁济苔
、

育枝讲苔等
,

都是世界性的种类
。

全国产量没有正式

航针
,

但估针很大
。

据我国福建省莆田县的不完全航针
,

敲县年产济苔 10 万公斤么上
。

济苔属海藻多生长在海湾内潮简带的石砾上
,

岩石上或石沼中
,

在烂泥滩堡的石砾上生长
‘

特别繁盛
,

有淡水流入的地方也生长良好
。

它俩的生长季节很长
,

几乎全年都能看到
,

特

别是在春夏两季
。

石尊属海藻也是这两海区的常兑种类
,

生活习性与潇苔属相似
,

生长季节也相当长
,

但种类较少
,

产量也没有济苔多
。

在石尊属中
,

石尊和长石尊是世界性的种类
,

在我国沿

岸分布很广
。

孔石尊和花石尊是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类
,

虽然在这两海区沿岸都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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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的分布
,

但前者主要是北方种类
,

产量向南递诚
,

而后者是南方种类
,

产地扩大到琉球攀

岛北部及 日本九州西岸
,

产量向北递减
,

在我国黄海沿岸是一种较为稀有的种类
。

礁膜属海藻生长季节较短
,

一般只在晚冬和初春之简出现
,

生活习性与讲苔相似
,

由

于体薄味道可口
,

市踢售价此济苔高 ;但产量较低
。

礁膜剔匕太平洋西部特有种类
,

在我

国沿岸盛产在东海地区
,

福建南部
,

生长特BlJ 繁茂
,

战前曾握是向南洋出 口的一种商品藻

类
。

袋礁膜是亚寒带性的种类
,

分布于挪威
、

北极海沿岸苏联康真岛和 日本本州北部及北

海道
,

在我国沿岸盛产于黄海地区
。

1
.

褐藻肖

自然生长的揭藻植物以思尾藻属种类最多
,

产量最大
。

思尾藻类主要是印度
、

太平洋
区域热带和亚热带的产物

。

因此
,

它俩的分布显示出自南向北的趋势
。

在我国沿岸
,

以

南海区的种类最多
,

产量最大
,

东海次之
,

黄渤海最差乙但是种的分布中心并不一定在南

海区 ;根据生长繁茂的情况来看
,

东海和黄海的思尾藻多数不以南海为分布中心
。

黄渤海
区最常见的思尾藻是海篙子 ;这一种的分布中心是在黄海区

,

但它的分布范围南到赚泅攀
岛

,

向北延伸到日本李每和鄂霍次克海沿岸
。

解氏思尾藻的分布情况与海篙子相似
,

分布中

心也在黄海
,

向北也延伸到鄂霍次克海
,

但向南却达到南海的广东海丰县
。

铜藻的分布中

必是在东海南部
,

在北面达到鄂霍次克海
,

和我国的辽东半岛
。

裂叶畏尾藻的分布和铜藻
有些相似

,

官叫匕到 日本北海道西南岸
,

在我国则除辽东外
,

还分布于庙岛军岛的北部藉岛
。

这两种在南面BlJ 均达到南海的香港地区
,

琉球北部藉岛也都有豁录
. ,

铜藻还产于我国的台

湾
。

半叶禹尾藻和羊栖菜的分布中心显然是在南海香港附近地区
,

向西达到雷州半 岛。

前一种在北面只达到我国的浙江
,
和朝解及 日本太平洋岸与 日本海岸的中部

,

在东面
,

琉

球军岛中的奄美大岛也有分布 ; 后一种达到黄海的山东和辽东半岛
,

以至 日本能海道南

岸
。

鼠尾藻是思尾嘻类分布最广的一种
,

北达鄂霍次克海
,

南到雷州半岛
,

东面的琉球也

有言己录 ; 宅在各地的生长都非常繁茂
,

在东海区的生长似乎此黄海的更好一些
,

可能是屯

的分布中心
。

焉尾李的习性因种而异
。

根据宅俩在我自沿岸的生长情况
,

鼠尾藻的生长潮带最高
,

系中潮带最常晃种类的一种 ;羊栖菜和海篙子
,

解氏思尾藻和裂叶思尾藻的生长潮带从接

近低潮带到潮带下数米 ; 铜藻的生长潮带一般都在低潮带以下
。

焉尾藻类都是褐藻胶工

业的原料
,
目前青岛揭藻胶厂的主要原料是海篙子 ;思尾藻还含有大量氯化钾

,

因此
,

可以

做为提取氯化择的原料
,

也可以制成良好的肥料
。

产量没有正式航针
,

但根据生长情况
,

南海区产量最高
,

东海次之
,

黄海最低
。

根据最近几年来海篙子的收购情况
,

山东半岛的

干藻年产量豹有一千吨 ; 辽东半岛也差不多
,

再加上广大的东海区和其他种类的产量
,

这

两个海区思尾藻的潜在生产量可能接近年产一万吨干藻
。

、

显布 目的裙带菜和鹅掌菜在我国东海沿岸都有自然生长
,

前者只晃于浙江
,

后者主要

在福建中及北部
。

这两种都产于日本九州的西及北岸
,

都是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藻 类
。

裙带菜最扎到达日本北海道南岸
,

一般生长在风浪不太大
、

矿盾养分较多的海湾内
,

低潮

栽下卜咪深处的岩砒
。

由于人工移植的拮某
,

黄海西部鲍中国沿岸也有生产
。

鹅掌

菜只及于日本本州的太平洋和 日本海沿岸
, 屯生长在产流校急的低潮钱下 3一5米处的岩

石上
。

海带不是黄海和东海的天然产品
,

在 31 年前
,

从日本北海道引种到我国大速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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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海带不仅养殖于黄海西部沿岸
,
目前已移植到东海西部的南北 海湾中

。
1 95 8 年

,

我

国海带的产量接近 4 万吨
,

由于广大晕众开展养殖的桔果
,

今后的产量将有猛 烈 的增

加
。

海带在我国的生长主要是在海带养殖筏上
,

大速的深度为 2一斗米
,

山东为 1一 3 米
,

浙江和福建则只有半米到 1米
。

鹿角菜是黄海的特有喇
1
类

,

局限于我国的辽东半岛
,

山东

半岛的东岸和朝鲜西及西南岸
。

它多生长在附近水流较急 3 但风浪不太大的中潮带岩石

上
。

上述的羊栖菜
、

裙带菜
、

鹿角菜和海带都是优良的食用海藻 ;海带和思尾藻类中的羊

栖菜也是药用海藻
。

n l
.

缸藻门

紫菜属中著名的甘紫菜繁生于我国及朝解的黄海沿岸
,
日本大平洋岸和九州西

、

北岸

均有分布
。

甘紫菜是 日本和朝解养殖紫菜的主要种类
。

长紫菜产于我国的东海沿岸
,

在

日本则只兑于太平洋岸的中
、

南部
。

朝鲜也有靓录
,

但缺乏具体地点的靓载
,

推测很可

能产于朝鲜西南部
。

我国沿岸福建平潭和莆田等地的劳动人民根据多年的握盼
,

DlJ 立了

洒石灰水养殖长紫菜的方法
,

因此产量较大
。 1 9 5 8 年平潭的紫菜养殖获得了亩产 43 00 0

斤的高额丰产豁录
。

甘紫菜多生长在平静海湾内中潮带的岩石上 ; 长紫菜生长在外海风

很大的中
、

高潮带简的岩石上
,

有时也能生长在浪花握常打到的潮上带的岩石陡峭处
。

石花菜属中的种类是有名的琼胶工业原料
。

石花菜是黄海和东海习兑的海藻
,

分布

较九我国大陆沿岸
,

台湾和日本琉球草岛北部
,

九州酋岸以至朝解都有出产
,

大石花菜只

昆于东海的我国大陆沿岸
,
日本的产地位于日本本州太平洋的中南部

。

小石花菜也是广

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的种类
,

东海产量较多
,

黄海数量别稀少
,

但偷未在我国的台湾北及

西北岸发现
。

本种的最北产地为 日本本州的太平洋
,

最南可达南海的越南南部地区毛 石

花菜多生在水深 1一6 米深处海底的岩石上
,

但低潮袋附近也有生长 ;大石花菜和石花菜

的生活习性同
,

但生长的处所多为水流较急的外海地区 ; 小石花菜生长在中
、

高潮带的岩

石
,

只壳和藤壶上
。

.

海藕属中的种类可制糊料
。

其中海藻的分布最广
,

北起鄂霍次克海
,

南至南海的雷州

半岛东岸
,

东面的琉球草岛韭部甜纂几也有靓录
。

真海藻的产量较小
,

除东海和南海的我国

大陆沿岸外
,

琉球草岛北部
,
日本九州西

、

北岸和朝鲜西南岸也有分布
,
日本本州太平洋的

中南部是最北的产地
。

海灌和具海幕都生长在中潮带的岩石上
,

一般来需前者的位置稍

高
,

后者略低
。

江篱和臭善江篱都是制造琼胶的翰助原料
,

江篱是世界性的种类
,

黄海和

东海各地都有分布
,

臭善江篱是热带性的种类
,

只 晃千琉球草岛
。

江篱生长在潮带简的岩

石
,

具壳或其他碎砾上
,

河 口及沙滩的环境都可以生长
。

麒麟菜是热带性的种类
,

只 昆于琉球草岛
,

是生长在低潮钱下的珊瑚礁上的种类
。

海

人草是有名的驱蛔药用海藻
,

产于东海东部 日本九州西岸和琉球草岛
,

我国剧产于台湾南

部和南海的东沙岛
,

也是生长在低潮找下的姗瑚礁上属于热带性的种类
。

此外
,

鹤媳菜也

是近年来才被发现的一种驱蛔莉用海藻
,

我国古代的蒲物文献 中所昆载的就是指的本种
,

由于日本藻类学家错误的引用
,

致多年来
,

鹅媳菜一名长期的被用于海人草上
。

鹉稿菜的

分布很广
,

晃于东海的我国沿岸和 日本九州西岸与琉球摹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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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总 桔

黄海和东海的握济海藻共 35 属 60 种
,

其中较重要的有 巧 属 32 种
。

这些种类并不

一定在这个广大海区的所有地区都被利用 ;例如潇苔属是我国东海区熟知的握济藻类
,

但

在黄海区HlJ 利用较为有限
。

但它俩一般都是产量较大的常兑海秦
,

因而从它佣的分布情

况也可以款栽到这个广大海区海藻区系的特点
。

分布在黄海西部我国沿岸
,

北从鸭椽江口 南至长江口 的佘山
,

这个地区的较为重要的
握济海藻着旗礁厦蔼高苔

、

踢讲苔
、

育枝济苔
、

石薄
、

长石薄
、

孔石尊
、

海带
、

鹅掌菜
、

裙带

菜
、

鹿角菜
、

羊栖菜
、

铜藻
、

解氏思尾藻
、

海篙子
、

鼠尾藻
、

甘紫菜
、

石花菜
、

小石花菜
、

海籍
、

江篱等 23 种
。

其中
,

三种济苔
、

石尊
、

长石薄
、

江篱等 6 种是世界隆的种类
。
海带是从日本

北海道移植效来的种类 :它和类礁膜都是高律度的产物
,

分布中心可能在 日桃海溉 其

他种类都是北温带性海藻
,

也是北太平洋西部的特有种类
,

只产于这个海区及附近的海

区
,

分布趋势是由南到北
,

显示出受了南方来的暖流的一些影响
。

分布在黄海东部朝解沿岸的有孔石薄
、

裙带菜
、

鹿角菜
、

羊栖菜
、

半叶庵尾藻
、

鼠尾藻
、

铜藻
、

圆紫奚落荃秦馨较为重要的补类和鹅踢菜
、

铁丁菜等
。

这些种类多数也晃于我国

黄海沿岸
,

但半叶思尾藻
、

鹅肠菜和铁丁菜在我国沿岸只在东海和南海等地区看到
。

这禽

耘朝解西岸
,

料lJ是西南岸
,

受到比我国黄海沿岸被为鼓烈的南方暖流的影响
。

分布在东海西部
,

从长江口 南至福建厦阴南面的维海角
,

这地区的较为重要握济海藻

大多数与我国黄海沿岸种类相同
。
在这地区

,

简未发现袋礁膜
、

鹿角菜
、

扁潇苔
、

和扁江篱

等种
,

前两种显然的是要求被为低温的海藻
。

这地区的种类没有在我国黄海沿岸发现者

有要求较为高温的碟膜
、

半叶思尾藻和真海慈
,

因此
,

这个地区的海藻区系性盾虽然也属

于温带性
,

但已有校多的南方暖流种类
,

这羡明了这地区的亚热带成分较黄海区重
。

较为重要握济海藻分布在我国台潜北部
,
琉球摹岛以至 日本九州这个广夫东淮东部

地区者有礁膜
、

肠济苔
、

长石尊
、

孔石尊
,

羊栖菜
、

半叶庵尾藻
、

裂叶禹尾藻
、

酮藻
、

鼠异藻
‘

圆紫菜
、

石花菜
、

小石花菜
、

具海裹
、

江篱
、

扁江离
、

臭善江瘫
、

麒麟菜
、

鸡冠菜
、

海人草等 19

种
。

其中
,

最后四种是热带性海藻
,

其他是温带性和亚热带性的海藻
。

这能朋了这一地区

海藻区系属于亚热带性
。

-

从黄海和东海藻类分布的总情况来看
,

黄海的东西岸和东海的西岸多温带性种类
。

东

海的东部以至东北部沿岸
,

亚热带和热带的种类占着张大的优势
。

黄海和东海没有受到

亲潮寒流的影响
,

因此 碑炙有寒带种类的 自然生长
。

黄海东部的朝解西岸的种类和我国黄

海沿岸相似
,

但也有少数特别是产 自济州 岛的为东海和南海的种类
。

东海东部的海藻自

台膺樱琉球草岛
、

日本九州西岸
、

对禺海峡甚至延伸到日本海的南部
,

尽管棒度相差很大
,

但生长的种类大体相同
,

这也是这一地区的特点
。

、

以海人章为例
,

它在琉球摹岛和日本九

州西岸都有生长
。

这种情况
,

不仅在同樟度地区的黄海和东海不能产生
,

就是从世界范围

来看
,

海人草也没有生长在这样高樟度的韶录
。

很显然
,

黄海相东海除了其他自然条件

外
,

黑潮暖流对这个广大海区海藻的分布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
。

丫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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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ie , oc e u r o n 击。 we
ste rn

c oa s t o f t玩 Ye llo w sea
; h o

we ve r ,
the

occ
u rre n ce o f S a 了g a“u m h o m iPhy llu m a s

we ll as s

om
e le ss

im 卯rta
n t ec o n

om ie se aw ee d s su eh a s E n d a 犷a动 , 。 bi n
沙

a 、t’ae
a n 〔1 Ish ige

。左a o u
而

,

b o th fo u n d

o n the C hin a
一

e o a st o f the E a s t C hin a Se a a n d S o u th Chin a 歇a , sho w s th at w este m K o re a -

。sPe c ia lly
: o u th we

s
ter

n K o re a ,

15 in flue n

ced
to a g r ea te r e x te n t by the w a rm e u r re n t e

om in g fr o。

th e

sou th 二
Th

。 。eo n

om i。 se a
袱

eas d istri b u te a 。n th。 c 址n 。

coa
st 。f the E a s t e hin 。 se a

are m o sily the
sa m e a s tho se fo u n d o n the

狡Ilow Se a e hin a c oa st
.

In 山15 rez ion
,

M o 刀 口‘才犷口动a a 刀梦ca o a ,
犷el , e“夕

了承夕“ o sa
,

En 妙 m o rP ha c o m 娜司翔 an

the first

a n d G 犷a c ila l.i a 才‘沙。滋 occ
u rri n g

o n

the Yc llo w Se a C hin a c o a st

have n ot ye t be e n fou n d : tw
o sPe c ie s are Pl

a n t: re q u ir in g lo we
r te m Pe r a tu re

.

Fou
n d

in this reg io n a re 枷ottro
m a , t.ti 而m

,

动想初‘m o e o iP* , Il u 。 ,

尸o

rPh , ra 康。

tafa
a n d ‘le io 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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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 te 刀

ax, w hieh a re a ll s

pec ie s o f tha w ar m e r re g ion
.

T he re fo re
,

th e alg滋 flo r a o f th is reg io n ,

tho u g h s til}
n o rth te m 碑rate

in n a tu r e , c C , lta in s m o re s

衅ie o fr o m th e so u th
,

in die atin g i‘5 g re a te r

s u btr oP ic al te n de n c y
,

D i宙ib u te d in the
e a s
ter

n p a rt o f tha E a sr Chin a S e a ,

fro m n o r the rn

Ta iw an to the

R yu kyu Isla n d s a n d K iu siu
,

Ja p a n , a千 the fo llo w in g 孵
e ie s : Mo

”哪女口m a , iti d “m
,

E o te ro -

二 o rp 人a i, ;肖万刀口价
,

Ul 拟 lt’o z 气 U
.

户。翻低 习“犷只a o u m fu ‘ilo
r m e ,

s. h亡m t’p hyll“m
,

5
.

戒甲“

枷
。m

,

5
.

加。城 s. 动un b群乒
,

尸口, 抑ra , ub or bic
“l脚

,

G eli di “。 am
a

诚 弓
.

滚。“厅七“坛m
,

Gl ol’o 户e l球公

t o n ax
,

G 犷a‘la
ria co ro n o

洲。lt’a
,

G
.

如
o rii

,

G
.

o e r, c o二
,

E “c h‘“ m a o u 犷t’c a到“m
,

M沙打肠z入eca 户a 娜亡-

l、
a n d D 妻g翻。 万m Pl e之

.

A m on g th enl
, the fo u r la st m e n ti o n e d s详c ies a re tro pie al se aw e e d s a n d

the re st a re
tem Pe ra te o r su btro p ic滋 fo rm s

.

E v ide n d y
, the m a ri处 alg a l flo ra o f this rez ion 15 su b

-

tro Pie a l in n a tu re
·

O n the ba s is o f th e 击strib ut io n a n d re la tiv e a b u n d a

nce
o f th e Princ iPa l ec o n

om ic s ea

wee d s,

the re fo re, it m ay 决 : aid th at the m a ri n e alg a】flora
o f the Yd lo w S ea 15 衅dom in a n tly n o r th

te m pe ra te in n a tu re ,

th at Of th e

Ko
r ea n c o a s t o f the

。a ste r n
Ye llo w Se a ha v in g mo re su btr o泳

al

ele 二
n 你 th a n th 耽 of the we 雍

r n
Ye llo w S ea

coa
s r; 面

r th e m ari n e a

妙l 月o ra Of the w es

阳
p a rt o f th 。 E as t C hin a se a (the C hin a

coa
st) 15 a lso n o r th te m l丈ra te in n a tu re b u t w i山 m o re

s u btr 叩ic al e leme
n ts tha n

’

th a t o f th e
Yc llo w S e a :

‘

a n d 由a t
tha m ari n e a lg al flora 班 th e ea s te r n

p a rt o f the E a o t Chin a Se a ,

fr o m n o r

the
r n

Ta iw a n v ia the 助uk yu Isla n ds to K iu siu
,

Ja p a n ,

15

de fi n ite ly su 6 t阳p ieal in n a tu re
,

in s p ite of sim ila r latitu击5 o f bo th 那r ts o f the E a s t Chin a Sea
.

T his 15 ev ide n tly due to tha in flue n ce of rhe

wa
rm

c u r re n t K u r o siw o w hic h o rig in a te s from th e Pac i
-

fi c

Dc
e a n o ff the n or thea s te rn c oa st of the Phili pPi n e Islan d s a n d a 份anc h o f w hich p a sse s

th ro u g h we
ste rn

Ta iw a n ,
the R yu k yu Isla n ds a n d s o ut hw e ste rn K iu siu

, e n
ter in g the JaPa n th ro u gh

the
Ts us him a s tra it ; a s a re s u lt

,

in sPi te Of a d iffe re n ce of s o

me 10 deg ree
s in la titu ae, the nla dne

flo ra of th e se three
re g 10 n s,

, -n o rthe r n T aiwa
n ,

Ry uk yu Isla n d s a n d s o u the m K iu siu
, are q u ite

s
汕ila r

, a n d are
SUb

tr叩ic al in n

atu re wi th 、

ome
te m pe r a te e le m e n ts a n d m a n y m o re tro p ie a

l fo rm s
.

E vi改n tly
, the in flu e n ce of tne w a r成 c u rr e

五t 声
x te n ts so

me w ha t to 奴 so u

收
r。 钾r t o f t扯

K o re a n Pe n in su la
.

Th
e C hi n a c oa st in the w e ste rn p a rt o f the Ye llow Se a a n d the E a st Chin a

Se a , o n t掩 o the r ha n d
,

i, ev ide n tly n o t sub iec te d to th e in flue n ce o f the
s a

me w a r m c u r

ren
t a s

the e a ster n p a rts of th e se se as , a s ev ide nce d by the c o m p os ition o f its 姗
r in e a lg al fl o r a

.
‘

It 15

a lso 赴v ide nt th a t th e C hin a 夕o as t 15 in 且u e n ce d by a w e a k w a rm cu r

ren
t f
rom the

so u th尸
w he the r it m ig ht be a s

ma ll b ra n c hle t o f th e K u r o siw o r e m a in s to be Pr ove d
, a s show

n by the
卿

u lia r d ist朽b u tion of s

ome
all胖

,

fo r in sta n ce
,

sa ,’g a s‘“ m h口。er1’, Pel 岁e厅a 端i穿u o‘a
,

etc 二 A rcti e

d e

men
ts a 年 la

e
kin g in the m a rin e a lg a l flo ra o f th e tw o se a s u n de r d ise u ssio n , sho w in g tha t it

ha s n o t be e n s ubj e e te d to th e in fluen ce of th e c o ld c u r re n ts o rig in ati n g in th e Jap a n Sea a n d

the Oc ho ts k S 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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