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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软体动物的种类相当丰富
,

但是在解放前
,

对这些种类进行研究 的却很少
。

在国内仅有葛利浦和金叔初 (1 92 5) [401
,

金叔初和 秉志 (19 3 1一1 9 36 )[47]
,

秉志 和 固 敦建

(19 3 2 )[
, , ] ,

背敦建 (19 3 3
, 1 9 3 , , 1 9 3 6 , 1 9、2 )〔

6 , 一, , , ,

张重 (1 9 3 4
, 1 9 3 6 , 1 9 37 , 19 、o )[

‘一, , ‘, ,

的一些报导
。

国外的学者如 R e e v e & s o w e rby (18 4 2一1 5夕s)[
5日]

,

M
a r :in i u n d e h e m n itz

(1 8 3 8一 1 9 1 4 )[
5, ]

,

K ie n e r e t Fis e
he r

(1 5 3 4一 1 5 7 9 )[
46 ]

,

T r y o n
(1 5 7 9一1 5 9 5 )t

‘6 ]
,

L is e hk e
(1 5 6 9一

1 87 4 )t
54 ]

,

C r o ss e ,

H
.

(1 5 6 2 )[
3, ]

,

A aa
m

s ,

A
.

(1 5 6 1
,

1 5 6 4 )[
30 一, , ]

,

A d
a
m s ,

H
.

& A
.

(1 55 5 )[
, , ] ,

D
e sb a y e s

(1 8 7 4 )[
, 6 ]

,

so w e r b y (1 5 9 4
,

1 9 1 4 )
,
r6 ‘

, 6 2 1 w
a ts o n

(1 5 56 )[
‘, ]

,

Jo n e s & p re o to n
(1 9 0 4 )[朽 ] ,

A n n a d a
l
e & p r a s h a d (19 2 斗)[

, ‘1
,

J
a e e k e x (19 2 9 )[

‘, ]
,

s a s a k i (佐佐木望 1 9 2 9 )〔
, , ] , T a n

(丹桂之

助
, 1 9 3 0 , 1 9 3 2 )1

6 3·6‘] ,

野村七平
、

神保息 (19 3 4 )[
, , ] ,

大缘弥之助 (1 9 3 6 )[
, ‘1 , 黑田德米(1 9 2 8一

1 9 3 , , 1夕3 8
, 1 9 4 0) [27 ,48 一5习等在他们的软体动物的专著或渝文中对中国海的种类也有一些

零星昆载
。

这些报导和昆载所涉及的范围多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类别
,

因此对中国海软

体动物的研究来靓都不够系就
,

很少有按科
、

属进行系就分类的研究
。

至于对中国海软体

动物的区系区划简题研究的就更少了
。

w oo d w ar d (1 85 5) [6a] 曾根据世界各海软体动物的

粗成和分布规律将世界海洋划分为 18 个省
,

把中国海能就地包括在他的印度太平洋省以

内
。 1 8 69 年 Li sc hke [541 根据 日本的种类与世界上各主要动物地理 区的 种类 做了比较

,

特

别是提出了 日本和中国
,
日本和非律宾

,
日本

、

中国和菲律宾的共有种名录
,

为中国海软体

动物区系与 日本
、

菲律宾等邻近海区的紧密关系提供了征据
。 1 8 8 6 年 H o

vle [42] 根据头足

类的材料将世界海洋划为 甘 个区
,

将中国的黄渤海列入 日本区
,

而将东海和南海列入印

尼
一焉来区

。 1 8 8 7 年 Fis e h e r[, 81基本上采用了 w
o o d w

a r d 的划法
,

也将中国海完全划 入印

度太平洋省的范围之内
,

但是他曾指出朝解以南的部分中国沿海(应敲是指中国北部沿悔

而言的) 与 日本的软体动物区系几乎相同
,

似乎可以考虑划为 日本省的一部分
。 E k m an

(19 ”)t37] 将印度西太平洋区 的北界划在朝解海峡北部
,

而将印尼
一焉来亚区(Ind

。一

M al ay an
reg io n) 的东北界划在琉球拿岛北部

,

西北界划在中国的浙江省沿岸
,

不言而喻
,

他是将中

国 的浙江以北和以南划归不同的两个动物地理区的
。 sch ild er (1 9 3 8 )[601 根据世界宝具科

(c yP ra ei da e
)的种类和分布

,

将中国的福建省福州以南至广东省广州附近的沿海和 日本本

州 中部以南沿海划为 日本区
,

将中国广东省广州以南的其余沿岸和海南岛
、

西沙晕岛划入

苏碌海区(su lu sea reg io n)
,

我们敲为他将中国海的一部分与 日本南部划为一个动物地理

* 中国科字院海洋研究所翎查研究报告第 22 9 号 ;本文曾于 1 9 62 年 6 月及 9 月先后在青岛由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和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共同召开的梅洋动植物区系学术希文肘硫会以及在苏联列宁格勒由太平洋西部滚气业

研究委晨会召开的太平洋西部动物区系和藻类区系学术封希会上宣覆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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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意兑是此较合理的
。

但是必填指 出所有这些作者对中国的查料掌握的 都不算多
,

因而对中国沿海软体动物的区系区划 简题都很少尉输
。

·

最近十几年来
,

我佣在中国沿海系枕地进行了软体动物种类的稠查
,

获得了不少查

料
,

·

除已握对大部分种类进行了初步鉴定
,

基本上掌握了它佣在中国海分布的状况以外
,

还对 M y tilid a e ,

Pin n id a e ,

o str e id
a e ,

v
e n e r id a e ,

C a r d id a e ,

Sol
e n id

a e ,

p h o la d id
a e ,

C yp ra e id
a e
等

利
一

进行了系抗的研究
。

利用这些查料
,

加上以往学者佣所昆载的一些种类
,

我佣初步对中

国海软体动物区系的区划周题进行了一些分析
,

并与邻近的 日本沿岸进行了此较
,

提出了

一些与前人不尽相同的意晃
,

但是 由子分析得尚不够深入
,

掌握的查料也还不够系扰和完

整
,

所以有些尚题还很难作出肯定的拮谕
,

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一
、

中国各海区软体动物区系的基本概况

1
.

黄渤海 黄渤海是一个半封阴的浅海
,

水深一般不超过 80 米
,

盐度一般在 3 4瓜 以

下
,

除黄海中部底层为冷水团所影响的区域外
,
水温的季节变化幅度都相当大

,

黄海南部

由于受暖流的影响
,

水温略高
。

栖息在这一海区的软体动物豹有 4 00 种
,

大致可分为下列

几个类军
:

(i) 暖水性种类
,

例如
: M

o , o d o n t a la bio
,

p h a liu m
s tri g a ‘u m

,

N
a tic a m a c u lo 了a

,

B a t-

illa rz’a z o n a li, ,

T 人a若; c la , ig e ra ,

效
r c a g ra n o s a ,

A r c a i , fl
a t a

M
o
di o lu 了 a tr a ta ,

M o d io lu 了

二 e tc a lfet’
,

Pi。 , a Pe c t in a ‘a ,

0 5 : re a 户lic a tu la
,

O : tr e a Pe 了一tt’群i, ,

V e n ‘ r “P行 P左iliPPin a r u m ,

V o n e r , ‘户i, t, a r ie g a ta ,

M e r e tr云x m e r e tri x ,

s o le n 扩
a o d is

,

B a r 。口a fr
a

梦If, ,

B a r n e a d 若la ta ta
等

等
。

这一类拿的种类在黄渤海所占的比例较大
,

它们主要分布在焉来亚
,

甚至印度西太平

洋的低樟度海域
,

也有很多分布到 日本沿岸
,

而且有一些为中国
、

日本的特有种
。

在这些

种类中
, F e n e r u pis , a ri e ga ta ,

V e n o r “p is p瓜ilip p i, a r u m 和 材
e r o trix m e re tri x

等在这一海区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成为软体动物中很占优势的种类
。

在暖水性的种类中
,

还包括一些暖水性较弦的种
,

例如 01 10 m us 纪lina
,

H e m if“了“ ,

t u 西a ,

F ic u 了 , u 右in te r m e‘iu 了
,

尸:‘s in u ; 20 , gi
c a u 己a 等

, 它们仅分布于黄海南部
,

不再向北延

伸
。

(2 ) 温带性种类
,

这一类型的种类此暖水性种为少
,

它们在中国海的分布一般都仅限

于黄渤海
,

长江 口附近是它俏分布的最南界限
,

例如 Mvti l“ , ed uli
了 是两极同源种

, T ric h
-

o tr o 户i, b ic a , io a t a ,

Tr
o户人0 0 0户5 1; c la t人r a tu ; ,

M
o 己io lu 了 m o d io lu s

和 My a a r e n a ria 为环北极

种
,
万

a tic 召 j
a n t几。 , to m “

和 e z￡o c a r窟i“m c a lif
o r n e n s。 为太平洋两岸速擅分布种

,

它们在黄渤

海都有分布
,

是属于寒温带性质的种
。 另外一些种类如 H硫ot 行 梦ga

, tea d统
“ , ,

Pu 二
t“ -

r e lla , o b ilf;
,

T u r ri t e lla f
o r tilir a t a ,

N e Ptu , e a c u m i, gi
,

c 人la m y s
f
a r r e r i

,

O s tr e a ta li。 , 川人a ‘

* 。行
,

sa xi do m “ ;
如, ur at “了,

Mac tr 召

招lca
‘ar ia 等是分布在远东亚区南半部的种

,

它们分

布的北界为 日本海或鄂霍次克海南端
,

这些种应歌是一些暖温带性盾的种类
。

在黄渤海
,

有些种类如 My ti l“ , e d o lis
,

c 人la m 夕了 f
a r r e rt’

,

O s trea ta li己n 。乃
a n e , ; i二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

展
,

成为这个海区的优势种类
。

2
.

东海 东海为黑潮暖流的流握 区
,
冬季大陆沿岸又受沿岸冷流的影响

,

所以水温的

年度变化较大
。
盐度一般较黄渤海为高

,
仅

‘

近岸处在33 瓜以下
。

这一海区栖息的软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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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除了有极个别的温带性种如 M
口
战ol “, m 口

di ol “ ,
可以稍为渗入以外

,

都是暖水性种类
。

有很多暖水
J

匹的科向北分布的界限
,

一般都不超出东海 (参看表 2 和图 1 )
。

爵多南北方

都有分布的科中也有不少属
、

种分布的北界也仅到达这一海区的北部边椽
,

例如 s‘Pt z’fe r,

B a n互i
a

等属和 R a 户a n a b e o o a r ,

L it h o夕瓜乎g
a c “r炭a

,

p i , n a 夕e n n a ,

o 了tr o a e c 人io a ta ,

p a户左ia

‘ x a r a ta

等种类
。

豁多暖水性种类
,

如 A r c a

梦
a n o , a ,

o s tr 口a 户l,’c a tu la
,

V e n o r u 夕15 , a
ri e g a ta ,

si ” o n o “a 叹材la c叼n ‘tri c ta ,

T ‘llt’n a ir id e , c e n , ,

S e户￡。lla m a io d r o , i 等都有很大的数量
,

构成握

济价值很大的软体动物
。

东海东侧的琉球拿岛以及台湾的东
、

南沿岸因受黑潮主流的影响
,

如表 5 所列的很多

暖水性张的种类也都分布到这里
。

3
.

南海 南海的软体动物都属暖水性厦
,

种类比黄渤海和东海都有显著的增加
,

豁多

科
,

如 H
a r p id

a e ,

V a s id
a e ,

stro m b id a e ,

p l
a n a x id

a e ,

M
a g ilid

a e ,

V d
s ellid

a e ,

T r id
a e n id

a e ,

C h a -

m 记ae 等都是在东海大陆沿岸所见不到或极少见到的
。

在这一海区很 多种
,

如 M ytil “ ;

夕irid is
,

p fn c ta ta m a rt e n ‘t’i
,

p ‘d a l‘O n sp p
· ,

A m u “i“m sp p
· ,

o ‘ tr e “ ri 夕u la ri ‘,

G la“c o尽y a

‘i”‘n , i‘
,

s‘r o
”b u 了 s p p

· ,

仰户r a ‘a sp p
.

等都得到 T 充分的发展
。

海南岛南部
,

西沙拿岛等地与南海的大陆沿岸不同
。

它具有豁多典型的与姗瑚礁有

紧密联系的热带性种
,

例如 Tr
o c 人“ , s p p

. ,

T “r , 0 s p p
. ,

c a s

后
c o ,

·

n a t u ; ,

c 瓜a r o n s。 tri to n i: ,

Cy Pr a e a s p p
. ,

C o n u 了 s p p
. ,

了
,

r苦d a c , a sp p
. ,

H i户Po 夕u ; 五i夕Po P“, ,

P e J a lt’o , s p p
. ,

C o d a

万
a s p p

·

等等
。

这都是中国海大陆沿岸所兑不到的
。

·

从以上我 国各海软体动物区系的基本情况来看
,

它的祖成成分中有一部分是来 自北

方的寒温带种
,

它们仅分布于黄渤海区
,

不再向南延伸 ;有一部分是来自南方的暖水种
,

它

们在我国各海区都有分布
,

但是从北向南种的数 目逐渐增多 ;此外还有一部分种是分布范

围以中国
、
日本为中心的中国和 日本的特有种

,

其中有一些种类仅分布于我国的黄渤海和

日本北部
,

是属于温带性厦的
,

另一些在我国可以分布到东海和南海
,

在 日本也可以分布

到南部沿岸
,

是属于暖水性质的
。

自北向南除暖水性种类逐渐增加以外
,

种的暖水性质也

逐渐加强
,

到台湾东南部
、

海南岛南端和西沙拿岛等地Rl] 表现出比较典型的热带软体动物

区系的性质(表 1 )
。

二
、

中国海软体动物区系的地理区划

从我们已握查明的
、

分布范围不是遍及全国沿岸的 35 个暖水性科在我 国沿海分布的

界限看来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科的数目从北 向南不是均衡地逐渐递增
,

而是在长江口 附近
、

厦阴附近和海南岛南端三处增加得特别显著
,

其中尤以长江 口附近增加得更为突出(参看

表 2
、

图 i )
o

从分布在我 国北部的一些温带性质的种
,

如 o c in e b re ll“5 fa lc a t“ , ,

N e夕t“ n e a c “m in梦
,

N e 户tu 。 。a ta e o ia ta ,

M夕til“ , e己u zi了
,

M
a c tr a , u lc a ta r ia

,

c a r d iu m m u t ic u m 等
,

向南都不超过

长江 口和一些典型的热带性种
,

例如 T r id a c , a sp p
. ,

p e d a lio n sp p
· ,

C O”“‘ sp p 一 c y p r a “a

sP p
. ,

等的分布北界都不超过海南岛南端的情况
,

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长江 口和海南岛南

端的这两条界梭
。

厦阴附近的界限
,

虽然科的数 目也有显著的增长
,

但从性盾来看
,

从厦

朋往南并没有出现象海南岛南端那样的典型的热带性种 ; 从厦阳往北也基本上没有发现



2 期 张 堕等 : 中国海软体动物区系区划的初步研究 1 2 7

表 1 中团各海某些科软体动物的粗成成分和中团
一日本共有种所占百分比表

T a ble 1
.

C o m p o n e
nt

s o f e
er ta in m ol lu s

ca n fa 口ilie s in d iff e r e n t s e a s
of C h in a

””科 名名 农 着着 礴 老老 成 谨谨 窝 聋聋 礴 皂皂 礴 老老 需 袋袋
UUU

共共斌斌斌 石石 协
‘

芭芭 瞥
‘

忍忍 餐 趁趁 蟹 毛毛
目目

嚓 签签
目目

剖剖提提提 言言 月 日日 翻 乙乙 架
‘

吕吕 侧延 川川
歇 省省 OOO 亦 11111

两两两两 角角角 户户
’

OOOOOOO 也 另另另
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拼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J 二二二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 ’全国共有种数数 3 000 999 2 lll 9 999 3 000 l777 4 222 l999 2 6 777

卫卫卫
“)
总种数数 888 lll 777 1斗斗 333 888 666 666 4 777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山山山 4) 南方起起 8) 种 数数 222 lll 咯咯 555 000 444 000 333 1999

勺勺勺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口口口

(暖水种)))
“》
百分比比 2 5%%% 1 0 0%%% 5 7%%% 3 6 %%% 000 5 0%%% 000 5 0%%% 4 0%%%

___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比比比 ‘ )
北方起起 助种 数数 222 000 000 000 lll 000 000 000 333

渭渭渭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李李李 (寒温带种)))

。)
百分比比 2 5%%% 000 000 000 3 3%%% 000 OOO 000 6

.

4%%%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谓谓谓
6 , 中

、

日日 助种 数数 444 000 333 999 222 444 000 333 2 555

袋袋袋 特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辰辰辰辰
“)
百分比比 5 0%%% 000 43 %%% 6 4%%% 6 7%%% 50 %%% 000 5 0 %%% 5 3%%%

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姻 77777 )中
、

日日 的种 数数 888 lll 666 1 222 333 666 000 444 4 000

共共共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
百分此此 10 0%%% 10 0%%% 8 6%%% 8 6%%% 10 0%%% 7 5%%% 000 6 7 %%% 8 5%%%

目目目 8) 总种数数 l 000 222 1000 2 lll 222 888 222 888 6 333

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渭

时时时 ‘ )
南方起起 8) 种 数数 555 222 777 1 000 111 555 lll 4

,,

3 555
口口口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石石石 (暖水种))) 的百分比比 5 0%%% 10 0%%% 7 0%%% 4 8%%% 5 0%%% 62
.

5%%% 5 0%%% 5 0%%% 5 6%%%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州州州 ‘,
北方起起 8) 种 数数 1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lll

国国国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袋袋袋 (寒温带种))) 幻百分比比 1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

66666 )中
、

日日 8) 种 数数 444 000 333 l 111 lll 333 111 斗斗 2 777

特特特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 )
百分此此 4 0 %%% 000 3 0%%% 5 2%%% 5 0 %%% 3 7

.

5%%% 5 0%%% 5 0%%% 4 2%%%

77777 )中
、

日日 “ )
种 数数 1000 222 777 l777 222 555 222 444 4 999

共共共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 )
百分比比 10 0 %%% 1 0 0%%% 7 0%%% 8 1%%% 1 0 0%%% 6 2

.

5%%% 10 0%%% 5 0%%% 7 8%%%

因因因 ”
气总种数数 2 555 777 l 333 7 555 2 666 l333 l666 l 666 1 9 111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州州州 引南方起起 8) 种 数数 1 888 777 1 333 5 000 2 333 1000 l555 l 111 l斗777

目目目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月月月 (暖水种)))
“》百分比比 7 2 %%% 1 0 0%%% 1 0 0%%% 6 7%%% 89 %%% 7 7%%% 9 4%%% 9 2 %%% 8 0%%%

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目目目 。)

北方起起 的 种 数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逻逻逻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口口口

(寒温带种)))
。,
百分比比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的的的 。)中
、

日日 8) 种 数数 777 000 000 2 555 333 333 lll 444 4 333

进进进 特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恕恕恕恕

。 )
百分比比 2 8%%% 000 000 3 3 %%% 1 1%%% 2 3%%% 6%%% 3 3%%% 2 3%%%

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鲤
收收收

7 )中
、

日日 8) 种 数数 2 222 555 888 3 444 1 666 777 1666 888 1 1666

袋袋袋 共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桩桩桩桩

“’
百分比比 8 8%%% 7 1%%% 6 2%%% 4 5%%% 6 2%%% 5 4%%% 1 0 0%%% 5 0%%%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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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浪)

111 )
科 名名 凑 名名 汾 豁豁 礴 皂皂 震 遥遥

UUU

德 兽兽
口口 UUU

共共以以以 三三
勺甲丈

.

气习习

鉴
‘

三三 珊 屯屯 礴 名名
弓弓

农 理理
门门

静静
盎盎盎 三三 修

‘

己己 澎 弓弓 作 吕吕 组 书书 裁 省省 呱 革革 成 卫卫卫
武武武武 过

.

三三三 户户 瓣 品品品 侧 戛戛 东
气口口口

油油油油油油油 OOOOO QQQ 珊 』』』
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刃尹 CCCCC
,,,,,,,,,, 、尸

月月月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川川川 “
气总种数数 l 888 999 l444 6 77777 555 斗222 888 1 6333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的的的 ‘)

南方起起 8) 种 数数 1 333 999 l 444 5 77777 444 4 lll 777 14 555

朦朦属属
源 的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免免 三三 (暖水种)))
。)百分比比 7 2%%% 10 0%%% 10 0%%% 8 5%%%%% 8 0%%% 9 8%%% 8 7%%% 8 9%%%

凰凰
.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抑抑口口

。,
北方起起 8) 种 数数 000 000 000 00000 000 000 000 000

碧碧 内内 源 的 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桩桩飞飞 (寒温带种 )))
“ )
百分比比 000 000 000 00000 000 000 000 000

礴礴 。。。。。。。。。。。。。。。。。。。。。。。。。。。。。。。。。。。。。。。。。。。。。。。。。。。。。。。。。。。。。。。。。。。。。。。。健健二二
6 , 中

、

日日 尹)种 数数 555 000 OOO ] 00000 111 111 111 l888

袋袋 三三 特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召召召召 9 )百分比比 2 8%%% 000 000 1 5%%%%% 2 0 %%% 2%%% 13 %%% 1 1%%%

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苦仍仍仍
7 )中

、

日日 s) 种 数数 l 555 666 888 2 88888 333 4 lll 444 1 0 555

共共共
.

有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百分此此 83 %%% 6 7%%% 5 7%%% 4 2%%%%% 6 0%%% 9 8%%% 5 0 %%% 6 4%%%

of分of

注 : C o rd id a e
是将南梅大陆沿岸与海南岛南部及酉沙晕岛合起来就箭的

。

1 ) F am ily ; 2 ) T o ta l n u m b e r o f sp e e ie s in C hin a ; 3 ) T o ta l ii u m b e r o f sp e e ie s ;

s o u th e r n

E n d e m ie

o r ig in (w
a r m

一

w a t e r sp e c ies); 5) s p e eie s o f n o r :h e r n o r ig in (b
o r e a l

4 ) sp e e ie、

sp e eie s);

to c h in a a n d la p a n ; 7) sp e e ie : c o m m o n to b o th C h in a a n d ] a p a n ; 8 ) N u m b e r

sp e e ie s ; 9) p e r e e n ta g e
.

表 2 3 5侗暖水性科的软体动物在中团近海分布的北限

T a ble 2
.

T he n or t he

rn lim it o f th e d is tt i卜u tio n o f 3 5 、, a r 扣口 w o te r fa . 奋lie s o f

M
o ll u sc a in C h i口a s 〔a

科 别 分布北限(北樟)
N o r th e r n lim it

科 别

F a m ily F a m ily

分布北限(北樟)
N o r th e r n 11币 it

(N
.

)

‘,,,‘工‘‘,I‘‘,111产�日八曰�,八Unn�八U�UnCUCU工IJnU门,一,nUnUn,j
.
.

L,jn�nU八UCO
,Jn�,五n内j11CU,J0000000000000口000,jfj40

21产产O了只nUJZn�9�4
1.1育1
4
n肠LJO,乙,J,

‘�,‘,j
1.1,l,j,乙,J,�2

,j
Z,‘1
一
2N e r it id a e

T u r r it e lli d a e

S o la r id a e

V e r m e ti d a e

P la n a x id a e

X e n o Ph o r id a e

S tr o m b id a e

C yp r a e i( la e

C a ss id a e

B u r s i d a e

D o li id a e

F ic id a l

M a g i lid a e

G a le o d id a e

F a s e i o lla r ii d a e

O liv id a e

M i tr i d a e

V a s id a e

H a r p i d a e

V o lu t id a e

M a tg in e llid a e

C o n id a e

A lp ys ii d a e

P h yllid ii d a e

H e x ab r a n c h id a e

F im b r i id a e

V u ls e llid a e

P te r i id a e

P li e a t u lid a e

S p o n d ylid a e

C r a s s i te lli d a e

I s o e a r d i id a e

C h a m id a e

T r 记a e n i d a e

C la v a g e lli d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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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20

礴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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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1
0

24
.

2 7
0

30
0

3 3
0

.

3 6
0

3 9
o

N

北 樟

35 个暖水性科的软体动物在中国沿梅的分布范围
,

示科的数目由北向南递增的情况
F ig

.

1
.

T h e v a r ia tio n in n u m b e r o f w a r 一n w a te r 一n o llu se a 一飞 fa m ilies w itll

t h e la t it u d e s in C h in a S e a

温带
J

四种类
,

根据这些情况
,

我们考虑以长江 口南侧和海南岛南端这两条界拔将我国海划

分为三个不同的软体动物区可能是适当的 (厦阴附近仅能考虑做为次一极软体动物区系

地理单位的界拔)
。

1
.

长江口以北的黄渤海区 这一海区的软体动物主要是 由广泛 分布 的暖水性种祖

成
,

但是它也具有相当数量的温带种
,

而且有不少的温带种数量相当丰富 (其中包括寒温

带种 )
,

另外一些暖水性较弦的种一般都停留在长江 口 以南
,

不进入黄渤海
。

从敲海区的

这些特征来看
,

似乎可以靓为它是暖温带性厦的
,

但由于我们对这一区域的软体动物种类

的性质和不同性盾的种类所占的确切此例掌握的还不够全面
,

因此
,

肯定的精渝还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此外
,

应鼓指出
:
在黄海西南部的一个三角地带

,

有个别暖水性较弦的种 ; 如 0 肠
a

m u , te z‘, a ,

“e m if“ , u , t u 乡a
,

F ic “; , u b in t o r m e d i“s

等进入
,

因此
,

敲处似乎是一个与东梅

相联系的过渡带
。

2
.

长江口以南沿中国大陆近海包括台湾西北岸及海南岛北部海区 这一区包括东海

和南海的大陆沿岸两个部分
。

这两个部分除了南海的暖水种类更多一些以外
,

没有显明

的差别
。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在黄渤海分布着的寒温带种 ; 也没有象海南岛南

端的
、

与姗瑚礁紧密联系的典型热带种
。

我们欲为这些特征似乎表现着亚热带性质
。

3
.

台湾东南岸
、

海南岛南端及其以南海区 这一区的特点是除了具有如前一区南部

所有的暖水种以外
,

还有很多典型的热带种
,

这些种常是与现瑚礁紧密相莲的
,

例如 乃一

J a c , a s p p
. ,

月i夕夕。夕u , 左i夕户。户“了
,

c a , , i; c o r n “t u , ,

p e d a lio n sp p
.

等等
。

这一区的软体动物

区系是典型的热带性厦的
。

三
、

中国海软体动物区系与 日本沿岸软体动物区系的关系

中国海的软体动物区系
,

无渝是从种类祖成来看或是从分布特点来看
,

都与 日本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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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秋体动物区系有很密切的联系
,

为了便于与 日本沿海相此较
,

我们在划分了我国沿海的

软体动物区以后
,

根据中国和 日本共有种的分布状况
,

找出了 日本沿岸热带和亚热带软体

动物区系的J璐肠界限
。

表 3 向北分布止于长江 口附近的一些中困
一日本共有种在日本分布的北部界限

T a 卜le 3
.

T h e n o rt h e r o lim 五t of d istti b u tio n 证
e e 州巨in s p e c ie s w h ic h ar

e e o m m o o to C hina
a n d Ja p a n a n d ar

e r e s

拭
e t司 to th e , ie in i妙

o f t卜e nt o u th o f Y a n g tz e r i甲 er al o n g C h ina
e

oa
s t

C o ”u J a t’ ‘tr a lis

C
.

o r b ig 刀 yi

0 11扩a 拼“了te lin a

刀”c ill口 r t’ b ig i刀 o s a

F ie “了 了“b i”了e 犷幼e d iz z‘

X e n o P人。 犷召 e x t’ t a

X
.

c a lc t’ life r a

F u ‘in u ‘ 10 ”g ic a“ d a

H 。。 ifr‘s u : te 犷。 a ta n “ ,

B u r‘a 犷a n a

S e rP“ lo r bi了 i”, b r ic a ta

P a lo ad u , t a g 犷 a c ili,
i
a Po n ic a

V o l少a 沙0 1夕a

D o li“切 忿。刀 a 名t’ m

R aP a 刀a b亡 : o a r

T t‘rb o c o r ” t, t“‘

T tt 犷犷i, l亡“ c o tr o Pi‘

T tl , 犷i求e lla fa 了c ia l行

N a tic a b ib a lt e a za

S in u m i
a o a n ic ,’ m

P o l夕刀 ic e了 s a g a 动 i心”‘i‘

M u 犷e x r e c才犷i‘t犷15

H i”d sia a c t’叨i刀 a t a

N a J了a r i“了 c la t人r a tu 了

而 lg o a r ia r t’Pe , z , 行

T 心犷己b r a 11脚 a

T
.

了犷打心ria ta

D e n t a liu 优 口亡r ”e d ei

S e P tifer b ilo c “la 犷行

5
.

少ir g a t“ 了

L i名五o P人a g a c “r t a

Cf
a s了a t亡lla ” a n t’ s

S iliq “ a a lb id a

Pt e r ia 二e b r a

Pin ” a Pe 刀n a

刁Io id e s 了c a P几o id e ,

p a P人ia e x a r a t a

G a 了t犷o c人a e 月a g 护a ”d ii

太太平徉沿岸(北樟樟樟 日本侮沿岸(北樟)))
ppp a eifie e o a s t

(N
.....

e o a s t o f s e a o f )a p a n
(N

.

)))

222 8
0
0 0

矛矛

3 4
000

3 6
000

222 9
0
3 0

护护
3 5

000
3 6

000

333 4
0
0 0

尹尹
3 5

000
3 6

000

222 8
0
0 0

矛矛
3 5

000 4 0
000

333 3
0
3 0

尹尹
3 5

000
4 0

000

333 1
0
0 0

夕夕

3 5
000

4 0
000

222 8
0
0 0

产产
3 4

000
3 6

000

333 2
0
0 0

声声

3 4
000

4 1
000

333 2
“
3 0

户户

3 5
000

3 8
000

333 1
0
1 5

尹尹
3 5

000
4 1

000

333 0
0
4 5

矛矛

3 5
000

3 6
000

222 7
0
0 0

夕夕
3 5

000
3 8

000

222 9
0
3 0

矛矛
3 4

000
42

000

222 7
0
0 0

夕夕

3 5
000

3 6
000

222 9
0
3 0

夕夕
4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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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向北分布止于长江 口附近的一些中团
一 日本共有种分布在日本沿岸不同解度的种欲

T a b le 4
.

S u m 垃ary
o f tab le 3

, . how in g t卜e n u m b er of
s p e e ie s

at d iff e r e n t la titu d e ,

tha t 15
, a t th e ir n o r th e r n lim it o f d is tr ib u tio n in J a

”n

北 樟 种 数 N u : n b e r o f sp e c ie s

日本太平洋沿岸
P a c ifie c o a st o f laP a n

日本梅沿岸
C o a st o f S e a o f laP a n

}
’

l

!
nn�一臼佗jl3

2 l

l

0

0

0

000000.

斗一J尹0工jQ�O3
门j内j内jJZ比j

根据表 3 所列举的
,

在我国沿海分布界限止于长江 口附近的中国和 日本的共有种
,

在

日本东西两岸分布的界限可以归钠成表 斗 。

从表 4 可以清楚地看出
,

表 3 所列举的种类

在 日本分布的北界在太平洋沿岸大多在 3 5 “
N 附近

,

在日本海沿岸大多在 36
“
N 附近

。

根

据这一查料
,

大致可以看出
,

作为我国沿海亚热带性质的软体动物区系的北界的长江 口与

日本太平洋沿岸的 35
“
N 附近 (郎挑子附近 ) 和 日本海沿岸 3 60 一 38

“
N 附近 ( 自p能登半岛

附近 )大致相当
。

因此
,

我俩欲为 日本亚热带软体动物区系的北界在太平洋沿岸豹为挑子

附近
,

在日本海沿岸豹在能登半岛
,

这与野村等 ( 1 9 3 6 ) [ 561 所划的太平洋沿岸的 Ki i
一

K w an ta

省的北界和 日本海沿岸的 N ot 。一

Sa n 一

in 省的北界大致相当
。

根据表 5 所列举的向北仅分布于海南岛南端的中国和 日本的共有种
,

在日本分布的

北界来看
,

它们大多业于奄美大岛附近
,

因此
,

我俩欲为作为我国海亚热带和热带软体动

物区系界限的悔南岛南端的界换豹与 日本以南的奄美大岛相当
,

奄美大岛附近可敲为是

日本亚热带软体动物区系的南界
。

中国海和 日本沿海所共有的软体动物种类相当多
,

而且在这些种中还有不少的中国

和 日本的特有种
。

从我们了解比较完整的 M y tilid a e ,

P i n n id
a e ,

o str e id
a e ,

v e n e r id
a e ,

e a r d id
a e

Sol e n id
a e ,

p hol
a
d id a e

和 C yp ra e id
a e
等科的 2 6 7 种软体动物看来 (晃表 1 )

,

在黄渤海共有

47 种
,

其中中
、
日共有种有 40 种

,

占 85 务
,

中
、

日特有种有 25 种
,

占 53 % ; 在东海共有 63

种
,

其中中
、
日共有种有 49 种

,

豹占” 多
,

中
、
日特有种有 27 种

,

豹占 们外;南海大陆沿岸

和侮南岛北部共有 191 种
,

其中中
、

日共有种有 n 6 种
,

豹占 61 外
,

中
、

日特有种 43 种
,

构

占 2 3务 ; 海南岛南端及西沙拿岛共有 1 63 种
,

其中中
、
日共有种 10 乡种

,

的占 64 外
,

中
、
日

特有种 18 种
,

的占 n 务
。

从这个查料就可以充分看出中国海软体动物的成分和 日本沿

海的相似程度了
。

中国和 日本的特有种
,

从北向南逐渐减少 (表 1 )
,

从它们在中国和 日本沿岸分布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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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的热带种在中团海和 日本沿岸分布的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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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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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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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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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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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 itr a 勿i扩aaa
西沙沙

, , , ,,

TTT a lPa r ia a r g t‘sss
西沙沙

, , , )))

‘‘

M a t’犷itia 柳 a PPaaa
西沙沙 窿南甜岛以南南

MMM
.

祝 a “r itia 月aaa
三亚亚 冲棍 、 小笠原原

MMM
。

了c “犷犷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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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r id a c 刀 a ‘q “ a m o s aaa
三亚亚

, , , ,,

TTT
.

c o o 左ia n aaa 西沙沙
, , , ,,

TTT
.

份 a x im aaa
台湾湾

, ,
.

, ,,

TTT
.

e lo n g a taaa 三亚
、

台湾湾 琉 球球

TTT
.

c 犷o c e aaa
三亚亚

, , , sss

HHH IPPo P u 了 五iPP o P“‘‘ 西沙
··

冲 棍棍
CCC o d a左ia P“ n c t a taaa 西沙沙沙

CCC
.

z ig e r in aaa
三亚亚亚

BBB巴g “i”a ‘e 斑i
一 o r b ic “ la 一aaa 三亚

、

台湾
-----

弓

况(兑表 6 , 7 )来看
,

大体上可分为兰个类型
:

1
.

有一些种类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分布的北界的在 39
。

一45
“
N 附近

,

在我 国仅分布于

黄渤悔区
,

它们应敲是属于暖温带性质的
。

2
.

有一些种类在日本太平洋沿岸分布的北界豹在 34
“

一36
“
N 附近

,

在我 国则基本上

都是分布在长江 口以南海区
,

这些种类可欲为是亚热带性质的
。

3
.

有一些种类在 日本太平洋沿岸分布的北界的在 39
“

一42
O
N 附近

,

但在我国BlJ 是广

泛地分布在各海区
,

它们应敲是暖温带
,
亚热带性厦的种

。

根据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软体动物的种类粗成及分布特点
,
我们初步敲为海南岛北

部
、

长江以南的大陆沿岸
、

台湾西北沿岸以及 日本太平洋沿岸的挑子以南
、

日本海沿岸的

能登半岛以南和奄美大岛以北的范围 (不包括奄美大岛)
,

应敲做为一个动物地
·

理单位

看待
,

歌范围内的软体动物区系是亚热带性质的
。

这样我们就将 E k m an t37] 的印尼
一
焉来亚

区的北界掖由我国的浙江沿岸向南推移至海南岛南端及台湾东南部
,

而将他的亚热带日

本亚 区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我国长江 口 以南的大陆沿岸
、

台湾西北岸和海南岛北部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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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困
一日本特有种的分布范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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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海和南海海域
。

我们孰为 E k m an (1 9 3匀[3n 的亚热带日本亚区应敲同我国长江 口

以南的大陆沿岸
、

海南岛北部和台湾西北岸合井为亚热带性厦的中国
一日本亚区

。

这个亚

区以南属于热带性的印尼
一
思来亚区 ;这个亚区以北的我国黄渤海和 日本北部沿海是暖温

带性盾的
,

它们是北太平洋温带区远东亚区的一部分(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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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困
一 日本特有种在日本沿海分布的北界止千各佃胆度的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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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 E L IM IN A R Y ST U D Y O F T H E D EMA R CA T IO N O F MA R IN E

MO L LU SCA N
’

FA U N A L R E G IO N S O F C H IN A A N D

IT S A D JA C E NT W A T E R S

T e H 人N G S x ,

T sl CH tJ N G 一Y E N ,

Z H 人N G Fu 一s u i 人N o M人 S zu 一T u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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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c o a n o lo 因苏 A e召d e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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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o e T

)

Th
e m o llu s c a n fa u n a o f o u r s e a s 15 r ieh b o th in sp e c ie s a n d in q u a n tity

.

B efo r e

th e Iib e r a tio n ,
th e r e w e r e o n ly a fe w p u b lishe d r ep o r ts c o n c e rn in g c e rt a in m o llu se a n

g r o u p s o f c e r ta in r e gio n s
.

U p to n ow
,

the d em a r c a tio n o f Chin e s e m o llu s c a n fa u n al r e -

g io n s 15 st ill P o o rly in v e st ig a t ed
.

T he m a t e r ia l fo r the p re s e n t st u dy w a s c o lle c t ed

d u r in g th e la s t te n ye a r s o r m o re
.

Th
e P rin c iPa l r e s u lt s m a y be su m m a r iz ed a s fo l

-

lo w s :

1
.

T he Chin e s e m a ri n e m o llu s e a n fa u n a 15 m a d e u p o f 3 c o m p o n e n ts :
(1 )

a b o r ea l

ele m e n t w h ic h 15 c o m Po s ed o f a few n o r the rn sp e e ie s o c c u r r in g o n ly in the Y ello w S e a

a n d Po ha i; (2)
a n In d o

一

W
e s t

一

Pa c ifi。 ele m e n t w hic h 15 c o m p o se d o f g r e a t n u m be r o f so u -

the r n sp e c ie s, so m e o f w h ic h a r e w id ely d is tr ib u te d alo n g o u r e o a st s
, o the r s a re r e s tric t e d

to th e E a s t a n d S o u th C hin a S e a o r o n ly to the So u th Chin a S e a ; (3)
a n e n d e m ie e le

-

m e n t o f th e Sin o 一

Ja p a n e s e r e g io n ,

w hieh in c lu d e s s o m e te m p e r a te sp e c ie s o c c u rr in g o n ly

in the Y ello w Se a a n d in the w a te r s o f n o rt he rn Ja p a n , a n d w a rm
一

w a te r sPe c ie s o c c u r r in g

in the E a s气a n d So u th Ch in a Se a a n d in w a t e r s o f so u th e r n Ja p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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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 s a r e s u lt o f a n alys is o f the d is tr ibu t io n o f the m em b e r s o f 3 5 w a r m w a t e r

fa m ilie s a n d o f e e r ta in te m Pe r a te a n d Pu re tr o Pie a l fo r m s,

w e w e re a ble to d elin e a te the

fo llow in g m o llu s c a n fa u n a l r e g io n s o f o u r s e a s :
(1)

a w a r m te m p e r a te r e g io n w hich in
-

c lu d e s the Y ello w Se a a n d p o ha i; (2)
a su b乡r o p ic al r e g io n w hieh in c lu d e s the E a s t C hin a

S e a ,
the n o r th

一

w e st er n c o a s t o f Ta iw a n a n d the n o r the rn c o a st o f H a in a n a n d (3 )
a

tr o p ic a l r弓g io n in elu d in g the so u th
一e a ste r n c o a st o f Ta iw a n ,

the c o a st o f the s o u the r n t ip

o f H a in a n Isla n d a n d the a re a s o u th o f the m
.

3
.

B a s e d o n the d is tr ib u tio n a ro u n d Ja p a n e se

wa
te r s o f s o m e sPe eie s , so m e o f

w hic h in o u r w a te r s hav e r e s tr iete d th eir n o r the rn lim it o f d ist r ib u tio n a t th e tn o u th o f

Ya
n g t: e r iv e r a n d its a dia c e n t a re a a n d o the r s a t the s o u the rn tip o f H a in a n Isla n d a n d

Pa r a c el Isla n d s
,

w e a r e in elin e d to in fe r tha t th e n o r the rn b o u n d a ry o f th e s u b tr o p ic a l

m o llu sc a n fa u n a o f Ja Pa n lie s n e a r C ho si
, e a s t o f To k yo

, o n the o eea n ie sid e a n d a b o u t

N o to Pe n in su la o n the Se a o f Ja Pa n ,

W hile it s s o u th e r n b o u n d a r y lie s n e a r A m a m i
-

O shim a , slig htl y n o r th o f R iu K iu Isla n d s
(
se e ta ble s 3一 5)

.

4
.

T he m a r in e m o llu se a n fa u n a of Chi n a , c o m p a r ed w ith tha t o f a dia e en t w a te rs ,

15 e lo se ly a llied w ith tha t o f J
ap a n

.
‘

Th
e r e s u lts of q u a n tita ti v e a n alysis o f sp e c ie s b e -

lo n g in g to e igh t fa m ilie s sho w tha t a g r e a t n u m be r o f o u r sp e eie s o e c u r a lso in th e w a te r s

o f Jap a n
(
s e e ta ble l)

,

5
.

A c e o rd in g to the re s em bla n c e o f th e e o m p o n e n ts o f the Chi n e se a n d J
ap a n e se

m ollu s e a n fa u n a ,

it se em s be tt e r t o c o n sid e r tha t w ithin the s u b tr o Pie a l reg io n s o f Chin a

a n d Ja Pa n th e re 15 a n in d ePen d e n t z o o g e o g ra p hie a l u n it
,

w hieh 15 a p a rt o f th e In d o -

W
e s t

一

p 粤ci fie r铭io n a n d m ay be d esig n a te d a s Sin o一ap a n e s e s u br e g io n
.

T he a re a s s o u th

o f it
, s u eh a s the e o a st s o f the s o u the rn tiP o f H a in a n Isla n d

, s o u th
一 e a s te rn T a iw a n a n d

the Pa ra e e l Isla n d s , sh o u ld b elo n g to th e t ro p ic al In d o 一

M al盯
a n s u br e g io n

.

T he Y ello w

Se a
,

Po ha i
,

the n o rthe r n Ja Pa n e s e e o a st a n d reg io n s n o rth o f it m ay b e lo n g to th e Fa r

E a st s u b r e g io n o f the te m p e r a t e N o rth Pa c ific r e g io n
(
s e e fig

.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