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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海洋生物考察团在古丽亚豁娃教授 (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和张重教授(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镇导之下于 1 9 , 7 年在黄海潮简带进行了生态学稠查
,

并在黄海沿岸

带采集了大量的无脊椎动物标本
,

其中也有健虫类
。

本文是有关黄海涟虫类研究的第一篇报告
,

虽然种类数 目不大(共发现了 8 种)
,

但在

动物地理学方面却很有意义
。

在青岛和渤海湾的塘沽
,

整个 6 月简都发砚有涟虫类
。

取

样是在潮简带和潮下带上区深度 0. 弓一26
.

弓米简用柄网和采泥器 (海底取样器 )进行的
。

一
、

种 类 的 救 远

斜尾健虫科 D IA ST YL ID A E

1
.

三叶针尾健虫 D ia s ty liB t r ie in e ta (Z im m e r
)

(图 1)

与 z诵 m er 描述的采自日本的模式标本不同
,

体长稍小
:
性成熟期的雄性体长 3

.

8一 4
.

0

毫米(模式标本雄性为 6
.

0 毫米)
,

雌性休长自 4
.

0 至 7
.

0 毫米
。

我们的标本尾节具 8 对侧

稼小刺
,

但模式标本有 5 对小刺
。

茹列出雄性及雌性的图(雌性为首次发现)
。

雌性不同于雄性之点为头胸甲较竟
,

头胸甲上的搬折也较显著
,

未端尖貌
,

假额角不

封
。

两性的第 3 颗足构造都很特殊
。

与胸足非常不同
。

第 3 鄂足基节粗夫
,

其末部十分竟

朋
,

末部各节短而扦相
。

采集地
:
青岛潮简带

, 2 4 ,

VI
, 1 9弓夕(标本 26 个) ;沙子口

, 1 ,

VI
, 1 9 , 7 ,

沙滩上涨潮水
‘护(标本 1 个)

。

天津
,

塘沽
, 1 2 ,

班
, 1 9 5 7 ,

潮阴带
,

深度 0
.

6 米 (标本 1 1 2 0 个 )
。

在黄

海沿岸为夫量种
,

到 目前为止仅知 Zi m m er 于 1 9 0 3 年在日本 (品川) 报告过 1 个雄性标

木
。

2
.

亚洲异斜涟虫 D im o r p 入。: ty lis o sia tie o Z im m e r

(图 2 )

抱卵雌性
。

与 19 2 1 年 zi m m e :
描述的台湾及 日本沿岸的模式标本不同

,

其失胸甲雕

杜较复杂
,

尾节肛阳后部也较长
。

青岛标本的歇折部位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
第 1 折不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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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甲下部、 而是自假额角的前椽开始
。

第 1 及第 2 折下部由不大的横脊相速
。

第 3 折下

图 1 D ia s萝夕lir 介i哪
。产a Z im m e r

部与第 2 折拮合
。

头胸甲前部有附加的短折
,

自额区伸至第 1 折
。

额区中央拔上带小齿
,

有横折穿过
,

其他不同点是额角下角的鳃齿及第 1 折的踞齿更较显著
。

尾 节较腹部末

节长
,

到达尾肢柄部的中央
,

其肛阴后部豹占全长的 1 / 3
,

具 2 对小形侧棘及 1 对粗壮的

末端刺
,

肛P日瓣膜不突出
。

第 1 触角各节此例 1 : 2 : 3 二 17 : 5 : 12
。

叛足具
.

D 汤or p几口、刃行

属的特征
,

郎基节末部具成束的平行刚毛
,

第 3
、

4 及第 5 节竟阴
。

第 2 步足基节末部竟

阴
。

尾肢杆胭
,

柄部长度为内肢的 2 倍
。

前面列举的搬析位置
、

尾节及尾肢长度的差异虽

十分显著
,

但显然是由于年龄的不同
,

而不是种的特征
。
Zi m m er 描述的是年幼的性未成

熟的雌性
,

而现在
,

中苏考察团的标本中有抱卵的雌性
。

我佣在观察采自大彼得湾及色丹

岛沿岸的歌种标本时
,

也发现有与 zi m m er 描述的标本相类似的差异
。

采集地
:
青岛潮简带 (9 罕

, 1了 )
。

本种已发现在 日本海的色丹岛沿岸
,

台湾岛和越南沿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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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饰

图 2 D i。 , o
, 乃。, , 夕11 , a , ia 了io a

(z im m e了)雌性
。

涟

1
.

中国健虫 (新种 )

虫 科 B O D O T R llD A E

丑。do rr ia e hin e n s is L o m a k in a s p
.

n o v
.

(图 3 )

抱卵雌性
。

胸部稍长于腹部
。

头胸甲长度与胸部 自由体节相等
。

假额角部短
,

额九

下缺刻明显
,

额角下角不大
,

尖貌
。

眼发育良好
。

背脊在头胸甲
一
L

,

特slJ 是前 2 个 自由月匆

节(第 2 及第 3 节)上同样明显
。

头胸甲侧面有两 对飘脊
:
上方一对自假额角部前椽开始

,

向上斜伸至背面
,

左右两脊在敲处会合
,

自背面看两脊形成一弧形的撇折 ; 下方一对脊 自

额角下角下方起到头胸甲后椽
,

并延伸至前 2 胸节的侧面
。

前 2 胸节的前椽及后椽变翘

而且稍隆起 ;第 4 及第 5 节窄
,

背面凸起
。

第 1 触角微弯曲
,

第 1 节竟
,

长度等于第 2 及

第 3 两节之合
,

第 3 节稍长于第 2 节
。

第 3 颗足特BlJ 弯曲
,

基节的突出叶到达第 4 节的

中部
。

第 1 胸足末端两节超过假额角部 ;基节长度等于末端各节之合
,

第 5 节等于第 6 及

第 7 节之合
,

第 7 节短于第 6 节
。

第 2 胸足末部等于基节长度的 5 / 6
,

第 7 节稍短于第 ,

及第 6 节之合
。

尾肢的柄部稍短于腹部末两节
,

内外分枝豹等于柄部长度的 3 / 4 ; 外肢

微长于内肢
。

内肢 1 节
,

内椽有 6 小刺
,

末端有两刺
—

1 长 1 短
。

色彩
—

浅灰褐色
,

身体前部特别浓
。

体长 3 毫米
。

雄性
。

腹部较长
,

显著地超过了胸部的长度
。

假额角角圆形
。

眼大
。

头胸甲中央脊

儿乎看不出
,

脊仅在其后部及前部胸节可以看到
。

头胸甲侧脊与雌性同样清楚 :脊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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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3 自由胸节不甚明显
。

尾肢柄部较雌性者稍长
,

内椽有杆翩的刚毛
。

内肢具 n 侧椽

小刺
。

体长 3
.

5 毫米
。

宾薯黝⋯
.

1 认
咬

厂

呵

图 3 B o d o , , ia c 入汾 , 。万, Lo m a k in a sp
.

n 。v
.

采集地
:
青岛沙子 口

, 1 ,
vI

, 1 9 5 7 ,

沙滩 (标本 23 个); 模式标本 (ty p e

)
—

抱卵雌性
,

别模式标本(all
o ty p e )

—
性成熟的雄性

。

B
.

c人in 己。, i; 与 z im m e r
描述的中国台湾沿岸的 刀

.

p “m ilio z im m e r
(1 92 1 ) 和越南沿

岸的 B
.

Pr i口、、 zi m m e :
(1 9 5 2 )非常近似

。

我们的新种在身体及附肢的构造等基本特征

上与这两个彼此近似的种相类似
,

但头胸 甲上的脊的位置与歌两种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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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蛾形涟虫 丑。do t r ia se o r p io ide
s
(M

o n ta邪)

仅有一个标本
,

是抱卵的雌性
,

体长 6 毫米
。

未发现与模式种有显著不同之处 (与哥

本哈根博物萌的标本进行了此较)
。

应当指出
,

黄海的标本甲壳钙化程度较弦
,

头胸 甲及

自由胸节的中央脊和侧脊特别凸出
,

此外中央脊在腹部各节也很明显
。

尾肢的内肢具 6
.

侧小棘 (模式种具 4 棘)
。

采集地
:
青岛胶州湾

,

第 23 站
, 8 ,

VI
, 1 9 5 7 ,

深度 26
.

弓米(标本 1 个 )
。

B
.

了co rP l’oi de
;

在黄海和太平洋是首次发现
。

已发现在地中海及西欧到挪威沿岸
。

3
.

韧长涟虫 (新种 ) 扣hin o e te n e r a Lo m a ki n a s p
.

n ov
.

(图 斗)

雌性
。

休形延长
,

杆韧
。

胸部与腹部等长
。

头胸甲与胸部 自由体节等长
。

头胸甲长度

为其高度的 2告倍
。

第 1 胸节完全外露
,

不为头胸甲所复盖
。

腹部末节具两长刚毛
。

假

额角甚突出而尖
,

前椽斜截 ;水管超过假额角的长度
。

额角下角明显
,

呈鳃齿状
,

正如与之

相邻的头胸甲下椽一样
。

头胸甲背面全长皆具踞齿
。

小齿 自眼部后方开始 ; 头胸甲前部

的小齿斡后部者更为突出
,

中部可能有不大的简断
。

小齿数 目一般为 13 一 15
。

眼不易辨

凯
,

其前沿有 2 小齿
。

第 1 触角末节杆韧
,

长度超过第 2 节 ; 各节此例 1 : 2: 3 = 13 : 10 : 1匀

主鞭 2 节
,

第 1 节长
,

第 2 节短
。

触鞭具 2 粗大的圆形威党毛及 1 初刚毛
。

副鞭有 2 不明

显的小节
。

第 3 叛足基节末端突出叶很长
,

伸达第 4 节末端
。

第 1 胸足杆捆
,

基节较末端

各节长
,

其内椽全长告具鳃齿
,

外椽末部有踞齿
,

基节末端具 2 小刺 ; 最末端 3 节长度彼

此相等
,

第 6 节略微较短
,

各节比例 5 : 6 : 7 一 17 : 16 : 17
。

第 2 胸足
:
第 7 节稍短于其前方

两节长度之合
。

尾肢的内
、

外肢长度大豹相等
,

外肢微长于内肢 ; 柄部显著长于其内外分

枝
。

内肢第 1 节长度为末节的 3 / 斗 ; 第 1 节有 5 小刺
,

末节有 7一 8 小刺
,

小刺的长度愈向

末端愈增大 ;此外在末端简有长刚毛
。

柄部内椽有 6一7 小刺
,

刺简又有长刚毛
。

体长 6. 5

一7 毫米
。

雄性
。

头胸甲光滑无据齿
。

假额角削截
,

较短
,

额角下角为圆形
,

无妮齿
。

第 2 触角

达到身体末端
。

眼有
。

尾肢柄部内椽的小刺 (20 个)和刚毛数 目较多
。

休长 6
.

, 毫米
。

采集地
:
青岛第 5 站

, 3 ,
VI

, 1 9 , 7 ,

深度 2 1 米 ( 1 了
,

牙叮模式标本 ) : 第 9 站
, 6 ,

VI
,

1 9 5 7 ,

深度 6
.

, 米(3 早) ;第 15 站
, 7 ,

VI
, 1 9 , 7 (2 罕

,

模式标本 )
。

我们描述的新种与地中海一大西洋种 1
.

s
er ra 。很近似

,

本种与其相同之点为
: 头胸

甲全长有据齿
,

眼部前方有 2 齿
,

第 1触角具 2 戚党毛
,

附肢及尾肢的构造和刺数都相

似
。

其不同点是
: 头胸甲长度较小

,

假额角突出较少
,

头胸甲齿数较少
,

附肢的祥扣构造

(第 1 胸肢第 6 节较短
,

第 3 叛足第 4 节无突出叶
,

及其他一些构造 )
,

体长较小
。

我俩的

新种也与印度
一西太平洋种 1

.
‘
al m an i F a

ge (越南沿岸) 相近似
,

但后者头胸甲仅前部

有齿
,

第 3 叛足第 4 节具有我们的种所没有的突出叶
,

第 1 胸足基节相应地较短而又无

齿 ;体长也较小
。

Fa ge (1 9 4 5 ) 指出
, I

.

ca 吞na 耐 在太平洋各海中好象代表了 1
.

: er o ta
。

宅在更大的程度上可能就是我们这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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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门沪I

,

/力丫
2 rI
J产/万/\�万

曰丫夕、、、六l\
钓幻矛

L o m a k i n n sP
. n o v

.

4
.

古氏长涟虫 (新种) 扣衍n o e L o m a k in a s P
.

n o v
.

(图 5 )

抱卵雌性
。

胸部与腹部长度相等
。

头胸甲长度豹与胸部自由体节相等
,

豹为休长的

1 / 4
。

头胸甲长度稍夫于其高度的 2 倍
。

头胸甲背面在额部后方有 斗一5 小齿
。

假额角

值
,

额角下角明显
,

下椽有踞齿
。

眼摊形
。

腹部末节稍稍突出于尾肢之简
,

后椽有 2 长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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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

第 1 触角短
,

第 3 节稍长于第 1 节
,

豹为第 2 节长度的 1看倍 (1 : 2: 3 节 = 6: 斗 : 7 )
。

主

鞭短
,

有 2 威觉毛
,

可以看 出是呈圆柱形的
。

副鞭很小
。

第 3 颗足基节竟
,

十分弯曲 ;基节末

端叶到达第 斗节末端 ;第 4 节不形成明显的突出部分
。

第 1 胸足翩长
,

扦初的基节与末部

月
n
矛J

交

孕J 令卫

图 5 2户乃加。 , g “ ,
j
a 刀 o o a , L o m ak in a sp

·

n o v
·

各节长度相等 ;第 5 节长于第 6 节
,

第 7 节微短于第 6 节
。

第 2 胸足长度大的与第 3 胸足

相等 ;末节稍短于其前方两节之合
。

尾肢柄部短于腹部第 多节
,

仅稍长于其外肚
。

外肢稍

长千内肢 ;内肢第 1 节较 2 节竟而短 (1
: 2 节 = 1D : 12 .5 ) ; 内肢内椽有棘

:
第 1 节 3 个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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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 4 个 ; 末端棘较边椽棘长
。

此外
,

内肢末端肯有 3 长刚毛
。

柄部内椽具 6一10 韧刺

毛
,

其长度愈向末端者愈增大
。

体长 3
.

弓毫米
,

为小型种
。

雄性
。

体形较雌性更为翩长
。

头胸 甲背面无齿
,

假额角较短
,

额角下角圆形
,

有数小

齿
。

第 2 触角到达尾肢柄的基部
。

尾肢较雌性者稍长
。

内肢的长度此例 1 :2 节 = 11 : 14
。

柄部内椽豹具 20 棘
,

第 1 及第 2 节告具 斗棘
,

末端棘较边椽棘粗大
。

休长 斗毫米
。

采集地
:
天津塘沽

,

12
,
VI

, 1 9 5 7 ,

潮简带
,

深度 0. 6 米 (标本 152 个 )
。

模式标本
—

抱卵雌性
,

别模式标本
—

性成熟的雄性
。

上述的新种与越南沿岸的 了
.

c a lm a n i F a g e
(19 4 5 )及 1

.

15左n u r a Z im m e r (1 9 5 2 )近

似
。

它与第 1 种在身休各部的比例
、

假额角的形状及头胸甲 的踞齿各方面都相类似
,

但有

下列不 同
:
额部前椽无小齿

,

第 3 颗足的基节较竟而弯曲
,

第 1 胸足长节较短
,

尾肢内肢各

节比例不同
: 1

.

郡ri邵ot, ae 的末节仅稍长于第 1 节
,

而 1
.

ca lm an i其相应长度则为 2 倍 ;

尾肢的棘也有所不同
。

本种与 1
.

is hnu 、 之类似处在于头胸甲踞齿的特征及附肢的构造
,

但与歌种有下列

不同 :身体各部比例
,

假额角的形状和第 3 颗足
、

第 1 胸足及尾肢内肢告不具据齿
。

脊腹异健虫 (新变种 ) 石几te r o e u m a aa
r滋 M ie rs e

oa t a ta Lo m a址n a
va

r .
n ov

.

(图 6 )

雌性
。

具摊形的复卵板
。

为甲壳极度钙化的大型种
。

假额角部不形成明显的假额角

与眼叶毗速
,

但不超过眼的前椽
。

额角下缺刻 (触角缺刻) 深 ; 额角下角伸到假额角部分

图 6 万。t。, o
cu o a , a , , 1 v a r

.

c o , 才a 才a L呱
a kin a v a r

.

n o v
·

顶椽
,

其边椽圆而光滑
。

头胸甲背面全长具明显的中央脊
,

脊的后部分叉
。

脊出现于胸部

各自由体节及腹部各节
。

除第 3一5 胸节及腹部各节 的中央脊外
,

肯贯有与中央脊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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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侧脊
。

腹部各节的侧面以突出的棱擒与背腹两面分界
·

第 “一5 胸节及第 ‘一‘

臀的后侧角形成突出的叶
。

第 1 触角第 1 节及第 2 节粗壮
,

第 1 节与第 2
、

3 两节长度相等
。

第 3 叛足长
,

末节超出假额角部的前椽 ;基节的突出叶竟
,

卵圆形
,

具 4 羽状刚毛 ; 第 4 节

的突出叶呈三角形 ;基节内椽具刺状突起
,

超过第 3 节的长度
,

第 5 节竟阴
。

第 1 胸足末

部 3 节长度超过假额角
,

基节较末部各节稍长
,

第 , 及第 6 节彼此相等
。

第 7 节较短 ;基节

末端有弦刺
,

第 3 节具 2 刺
,

第 6 节具成簇的长刚毛
。

第 2 胸足
:
基节与第 3一6 节的长度

相等
,

第 7 节超过前面两节的长度 ;外肢仅 1 节
,

但延长
,

达到基节的末端
。

尾肢柄部长于

腹部末节
,

与外肢等长 ; 内肢鞍短
。

内肢第 1 节显著长于第 2 节 (大于 1
.

, 倍 ) ;柄部 内椽具

12 一15 刺 ; 内肢第 1 节具 20 侧椽刺及 1 粗大的末端刺
,

第 2 节具 12 杆抽的刺
,

这些刺愈

向末端愈长
。

体色
:
黄色

,

身体背面带有豁多褐色的小点
。

体长 16 一21 毫米
。

采集地
:
青岛

,

第 23 站
,

深度 2 , 米 (早 1 ,

模式标本) ; 第 22 站(罕 1 ,

副模式标本)
。

黄海的新变种与日本及朝鲜沿岸描述的模式标本 (M ier
s ,

1 8 7 9 ) 有下列不同的特征
:

假额角完全不超出眼叶的前方
,

额角下角突出较远
。

头胸 甲的背脊发育斡弦
,

延至胸部及

腹部各节
,

在这些节上简有侧脊
,

腹节扁平
,

具突 出的叶 ; 第 3 颗足及第 1 胸足较长
,

尾肢

柄部与外肢等长(模式种者稍短于外肢 )
,

内肢第 2 节相应地较长 ;体长较大 (模式种为 1 8

毫米 )
。

小健虫科 N A N N A ST A C ID A E

1
.

小涟虫属
、

种 八乞n n a s ta e o s 。p
.

仅 1 个损坏的标本
,

雌性
。

身体侧面挤扁
,

头胸甲后部有横榆 ; 眼有
,

但已脱落
。

青岛第

2 站
。

二
、

地理分布和区系特点

中苏考察团 1 95 7 年在黄海沿岸带共采到 8 种涟虫
,

分隶于斜尾涟虫科 Di
a stvl idae

,

涟

虫科 B o
d

o rr iid a e
和小涟虫科 N a n n a s ta e id

a e 。

其中有 3 新种及 i 新变种
。

斜尾涟虫科 D ia s
ty lid

a e

1
.

三叶卦尾涟虫 D ia 、ylis tr icz’nc ta zi m m er

2
.

亚洲异斜涟虫 D i水o r夕左。 , t夕lz’了 a五a tic a Z im m e r

涟虫科 B o d o tr iid a e

3
.

中国涟虫 (新种) 刀o d o t厅a c 乃in e n 豆, L o m a k in a sp
·

n o v
·

斗
.

蟋形涟虫 刀
.

sc o r o io i了。,
(M

o n ta g u )

,
.

系日l长涟虫(新种) I户人10 0 己 t。。。r a L o m a k in a s p
·

n o V
·

6
.

古氏长涟虫 (新种) 1
.

g u r

j
a , o o a e L o

m
a k in a sp

·

n o v
·

夕
.

脊腹异涟虫 (新变种 ) H
e te r o c u m a ‘a r ‘1 c o“a ‘“ L o m a

k in
a v a r

·

n o v
·

/J’涟虫科 N
a n n a s ta c id a e

8
.

小涟虫属
、

种 N a7l na 了ta
‘“了 “P.

这些种中的主要部分是在青岛地区 自沿岸带到 26
.

5 米深度采到的
,

有 2 种采自胶州

湾
,

其中的一种 Bo do trt’
“

sc or Pz’oi 介, (Mon tag u) 是地中海种
,

是首次在太平洋发现的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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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在黄海北部的半盐水区
—

渤海湾
—

在海河(白河 )河 口采到的新种 I p五i。
。 g “厅

a -

no 即
。 ,

数量很大 ( 3 次取样中共有标本 1兑 个)
,

这在所有其他各站均未采到过
。

同样也

在青岛地区采到大量的 Dt’o ty lt’s
t
庇inc ta (1 1 2 0 个标本 )

。

应当指出
,

到 目前为止在日本

南部仅采到 1 个 D
.

tri ci 、匆 标本
。

到中苏考察团进行工作时止
,

黄海的涟虫从来未握任何人研究过
。

相邻近的动物地

理区最近 10 年来的研究剧很多
: 日本海北部苏联界内的涟虫区系已知共有 50 种和亚种

(毋 p水a B H H 1 9 3 0
,

玖H MM e p 1 9 3 7
,

几OM a K I4 H a 1 9 , , , 1 9 5 5 )
,

越南及退罗湾沿岸带健虫共

5 6 种 (C
a lm

a n 1 9 0 7
,

1 9 1 1 ; F a g e 1 9 4 5 : z im m e r 1 9 5 2 )
。

日本南部及朝解海峡的涟虫仅有
片断的昆录

,

敲处共发现有 12 种
,

是 Z加m er 及 C al m an 以前的报告中描述的
。

在中国的

台湾已知共有 斗种
,

菲律宾草岛有 2 种
。

如果比较一下黄海沿岸带与研究得较多的邻近

区域所发现的种数
,

显然黄海所发现的这些种仅仅是黄海涟虫区系的很小的一部分
。

但

是甚至这不多的材料也是很有意义的
,

宅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圃明黄海涟虫区系的动物

地理学特点
。

在黄海涟虫中有邻近 区域或更远的动物地理区中常兑的种或近似种 (觅表 1 )
。

分布

很广的亚热带
—

北温带种之一
,

Di m 口r p如
,

tvl is 。万at i‘。
,

是黄海沿岸
、

日本北部
、

日本和

朝解南部
、

台湾岛和南中国海沿岸的常兑种
。

在 目前它是黄海及日本海北部唯一的常晃

种
。

除 D
.

as ia tl’ca 外
,
日本南部及朝解海峡沿岸常冕的种尚有 2 种 :

Di o ty li, tri ci ,
a
和

H et ero 哪
m “

。沉
。

第 1 种与 日本海的标本无显著的形态上的区别
,

第 2 种在黄海出现有

地区性的变种
—

co “at a 。

南中国海的各个种 (D
.

a五ati ca 除外)在黄海都未采到
。

但新描述的两个黄海 新种

一一刀
·

动动en 后 sP
·

no
v

·

和 1
.

翻厅”
口 , 二 sP

.

n ov
.

—
发现与南海种有相似之点

。 B
-

‘厉。。行(沙子口 )与台湾的 B
.

钾m ili o
和越南沿岸的 B

.

Pri on “。 很近似
。

黄海种与这两种

的基本区别仅在于头胸 甲的祥扣的雕枚
。

海河 口 的 1
.

gu rj阴ot, ae 与越南种 1
.

ca lm 邵1 Fa ge
-

和 I. 行h nu o Z im m er 之简也发现有形态上的相同点(晃10 斗育)
。

此外
,

在青岛潮简带采

到小涟虫属 N an na 了tac “, 的一个代表
。

这个主要是热带性的属
,

在禺来区和在部分越南

沿岸有特别丰富的代表 (n 种)
。

黄海和南中国海涟虫的相似点由于在黄海涟虫中发现
了地中海的成分而加弦了

。

这 (具有地中海的成分) 是在印度支那涟 虫区系中非常特殊

的一点
。

越南沿岸的涟 虫中豹有 1/ 3 的种(31 种中有 11 种 )是地中海常觅的种或是很近的

近椽种 (Fa ge 1 9 4 5; Zi m m er 19 5 7 )
。

在黄海涟虫中 发现 的 地中 海种 是 B
.

sc
口

rPi oi d二

(Mon tag u)
。

这种的唯一的标本 (一个抱卵的雌性)
,

是在胶州湾采到的
,

形态与地中海的

模式标本完全没有区别
。

也发现我们所描述的新种 I琳 ino
e

耐
, “ sp

.

n ov : 与另一地中海

种 1
.

o rr at a (N or m
a

n) 有相似之处
。

有趣的是
,

前面提到的越南沿岸的 1
.

‘al m an i 也同

样地近似于 1
.

、rrd 。 (Fa ge
,

1 9朽 )
,

但与孩种不同的程度较与我们所描述的黄海种者更
-

大些
。

在苏联远东各海的涟虫中也有一些地中海成分的痕迹
。

地中海的 肠uc
口n m 心itc rr

a 一

。
a
在远东海中是地方性亚种

。

地中海种 C “m Py 坛sP is 解ab o Sa rs 在地中海及日本海北

部都是普通常见种
。

后一种将有可能会在黄海发现
,

正如在太平洋它已在大彼得湾和越
·

南沿岸被发现一样
。

已有的关于黄海涟虫的青料目前还非常有限
,

但这些青料却特8lJ 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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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海澳虫类及在分类上与之相近似的种的分布

T a 6月”双a 1 Pa c n p o e T Pa ”e “”e 水e 刀 T o M o Pe K “x K yMa 双e盆 H 6月“3 K“ x K ”“M B

e H e T e M a T “叨e eK o M o T “o uj e u ”曲 中o PM
.

黄 梅 沿 岸

ll o6 e p e米b e

水e 刀 T o ro M o P只

日本梅 北 部 日本南部及朝解沿岸

[’I o 6 ePe米 be 幻袱u o益
台 湾

C e肥PHa只 q a e T b

只n o H e K o ro M o p只 只n o H H n n K o Pe只 T a伪B a H b

越南及篷罗湾沿岸
fl o 6 e伴水 be

B b e TH a M a 目

Cn a M e K n 八s a刀n 卫

附 注

fl P且Me 叹a H n e

D ia 了t夕11了 D
.

才r ze ￡公 e 宕a

t犷l口公亡去召

刀: m o
即五

。 , 萝ylis 刀
.

a 了z a君一“ D
.

a 了z a萝考e 召 D
.

a 了z 召了了e a D
.

a了ia 才了亡 a

召介 4 了1 亡俘

广为分布的太平洋
亚热带一 一北温带
种

。

111
”

po
K o Pa e n p o

e T Pa H e H H H 益
T 月 x o (〕K e a H e K n伪

e y6 T

PO
n H q e e K o

一
6 o Pe a 刀b HH 益

B月仄

B o d o 君犷ia e 再i
-

刃己刀习了 SP
。

n 0 V
-

B
.

P“那1110 ! B
.

P尹i的
忿‘尹“

B o d o 才r i召

Pio id 乙r

了亡Or - 分布于地中悔及酉
欧沿岸

。

P a e n Po e T Pa He H

B C Pe八n 3 e M H o M

M o Pe n y 6 e Pe
-

r o B 3 a d a八H o 行

E B

卯
n bl

·

JP石i刀。巴 萝己刀巴 r召

SP
,

n 0 V
‘

与 地 中梅 的 L

了己犷犷a fa 很近似
。

O q e H b 6刀 n 3 o K K

CPe八n 3 e M H OM O P
‘

CK o My 1
.

了巴犷犷a ta

IP五汾 o e g u ,
j
召

-

刃0 少a 己 S P
.

n o V
·

1
.

e al”J a俘 i

1
.

15 几”u r a

了召尹了l

⋯
一

⋯
一巨l|

H 巴君巴犷o e u ”了a

了召r了l 亡O了才召才召

V a r
。

n O V
-

朋了这一区系具有热带性的特点
。

偷未发现宅 (黄海涟虫区系)与苏联远东各海及 日本海

北部涟虫区系的相同点
。
目前采到的唯一的常兑种 Dt’m or p人os ty lis

a万a

tz’c
a
有很广泛的分

布区—
自芽塘 (N ha tra ng )湾 (越南 )到大彼得湾和色丹息 (南千岛草岛)

。

进一步的稠

查大概也不会发现黄海沿岸与 日本海北半部涟虫类有更多的相同点
。

日本海北部的涟虫

艳大多数是属于北温带种
,

混入的亚热带种很少
。

黄海涟虫类区系看来是接近于日本南

部和思来区
。

在黄海涟虫类中遇到的与地中海区系相同的成分
,

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印度

支那区系所固有的
,

而黄海涟虫显示出与印度支那区系有亲椽关系
。

(刘瑞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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