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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瑞 玉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著者 1 9 5 9 年曾对我国黄
、

东海挫济虾类区系特点作过初步报告
。

三年来
,

由于糙疲

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查料
,

因而对中国海及邻近水域虾类的分布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目

前
,

虽然对部分区域(特别是深水区 )所作的调查仍然很不够
,

但这对我们进行黄
、

东海陆

棚 区虾类区系的全面分析影响不大
。

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类拿一样
、

十足甲壳类在黄
、

东海的地理分布
,

受黑潮 (K ur os hi o)

暖流和黄海冷水团的影响很大
。

由于各部分水文条件的显著不同
,

致使这一海区 的虾类

区系在樟度相同的我国浙江沿岸和 日本九州以及琉球拿岛沿岸之简有着显著的差异
,

而

南部(东海)和北部(黄海)之简更有本厦的不 同
。

根据文献豁栽及我们历年的稠查查料
,

黄
、

东海已发现的虾类共有 13 2 种
,

其中除 1斗

种迄今仅发现于 日本九州和琉球拿岛沿岸外
,

分布于我 国近岸海区的共有 1 18 种
,

分隶 14

科 48 属
。

现将各科
、

属的种数分列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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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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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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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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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赘婿科 (N
e

汕
r o p s id a e

)

N e P五r o P了

上述 1 18 种中
,

除有 6 种为浮游性者 (A ce t。 及 L“cif 。 的成具 )外
,

其余全部是底栖

性的
。

若以海区而渝
,

nl1 东海种数最多
,

共 41 属 96 种
,

黄海显然较少
,

仅 24 属 54 种
,

至

于最北部的渤海湾中
,

由于深度小 (平均仅的 20 米 )
,

环境条件变化过大
,

种类极为贫乏
,

迄今仅发现有 11 属
·

22 种
。

种数显然是随着樟度的增高而减少
。

在已发现的 1 18 种虾中
,

从北到南普遍分布的仅有 18 种
,

其余除有 n 种为黄海和东

海所共有 (但不兄子渤海湾 )者外
,

艳大部分都是局限于这一诲区的某一部分
。

例如黄海

的 5 4 种虾中
,

有 19 种向南分布不越过舟山拿岛
,

占黄海总种数的 35 外;而东海中BlJ 有 6斗

种 向北不进入黄海
,

占其总数的 “
.

6多 ; 由此可觅黄海和东海虾类区系成分的差异是极为

显著的
。

.

一
、

东 海

东海的虾类区系由于受黑潮暖流的值接影响
,

热带性成分极为丰富
。

特别是深度超

过 50 一60 米的外海区
,

由于底层水温理年保持在大的 14 一15 ℃ 以上
,

盐度也较稳定 (的

33 一34 多)
,

所以从南方分布来的热带性种
、

属占了艳对的优势
,

这与黄海的情况恰恰相

反 ;在黄海
,

来自北方的温带性种的数目在总种数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

东海中国沿岸已发现的 % 种虾中
,

仅有 3 种是来 自北 方 的 暖温带种
: H 印tac ar 钾

‘

, e c t介o s

trt’s (s6 m p , o n

)
,

c r a n
即

, a ff‘n is d e H
a a n ,

(? ) C
.

c r a n g o n
(L

·

)
,

且后两种仅仅分布

到舟山拿岛附近以北的水域
,

不再南下 ;其余的 93 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
第一类是广泛分

布于印度西太平洋热带区的
,

共 46 种 ; 第二类是分布范围局限于中国海或中国及日本南

部这一范围内的
,

共 40 种
。

在第一类的 46 种虾中
,

大部分也发现在南中国海
、

印度洋和

焉来拿岛
,

例如 尸e n a e“ , j
a户o n ic : ‘, B a te ,

M e ta 夕e n a e u , m o n o c er o ,
(F

a b rie iu s
)

,

p a r a户。n a e u ;

fi, su r “ ,
(B

a te )
,

T 、 c人夕户e , a 口。 ; e u r o ir o s t后 (S
tim p so n

)
* ,

p a ra 户e , a o o 夕: 15 左a r d ha
c左fi (M ie rs

)
* ,

A ty户。户e n a e“, c o m 户r e二i户e s A le o e k
,

A c o te ,

护a 夕。 , ic u , K is hin o u ye * ,

L “c ifer 人a 。, e n i N o b ili
-

月e te r o c a r户。萝女
, za e 。 ,.c a ri , a

(B
a te

)
,

·

乙a

tre
“ t。, 。u cr

o n a t“ , s6 m p so n ,

万若户夕o zy s m a t a
(五

x 左i户
-

Po ly 了,
a ta

)
e n s ,’r o s t , 苦; K e m p

,

尸o n to c a ri ; 户。n a ta B a te , p a n u lir “ ; o r , a tu ;
(F

a br ie iu s
)

,

T 五e , u r

o ri 。。ra zi,

(L
u n d )

,

占卿zza , u 了 。
a r te n s ii p fe ffe r

等共补 2 9 种 ;另有 1 3 种是同思来军岛和南

海共有的
,

如 s o le n o c

era
户。c ti o a t a

(B
a te )

,

L u c if e , in te r
碗

e

石u ,
H

a n se n ,

p ro c e二a 了a夕。。,’c 。

d e H a a n ,

S 夕n a lP人e“ 5 tr t’s Pi刀。, u s
d e M

a n ,

A IP人。“ , lo b id e 。 , d e H
a a n ,

Pa la e m o n Pa ci ft’c u 了

(s
tim p so 。

)
,

s卿lla
r“ s 吞。r t人o ld i p a u lso n ,

N e户五r o 户, t五o
m

s o o i B a te 等
,

此外还有 4 种是从

*
数量较大的种 (以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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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方面理南海分布到东海的
,

郎 Pa ra Pe na eu ,
,

l口 , 乡p o Al co ck
,

L eP ‘oc 触la ac ul o ca “ -

汉a t。 Pa
til so n ,

o 舒
r讨e ; , , , ￡a tic a u

由 K e m p 和 汉z户人e“了 di st i。洲
e n 己u , d e M

a n ; 这 4 6 种虾

中有 30 种也分布到 日本南部附近海区
。

第二类的 40 种中
,

东海
、

南海和 日本南部海区共

有的种最多
,

针有 2 3 种
,

如 M‘y
a

赫lla 户。法。 , ‘t人a lm u ,
(Sti m p s o n

)
,

阶ta , ‘n a e u ‘ io , ”er 萝

(M ie r s
)

* ,

p a , a 户。n a e o夕515 te o e ll“ ;
(B

a te )
* ,

M e ta 户e。‘e o 夕51, b a r ba tu s
(d

e H
a a n

)
* ,

M
.

Ja m e lza t“,
(d

e H
a a n

)
,

sic y o n 萝a c万, ta ta d e H a a n , L e户to c入e la 罗
·

a c i厅; stim p s o 。 ,

汉IP五。u ,

ja夕。 , 了c u 了 M ie r s * ,

才
.

占r e ,

icr i; ta t“ , d e H
a a n ,

尸a la e m o 。
(p

a za e m o 。
)

, e r , ife ,
(s

tim p s o n
)

,

p
.

(P
.

) m a c r o j a c tyl“ 5 R a thb u n * ,

P
.

(石
x o 户a la e m o n

)
o r ie n t i, H o lth u is * ,

p o n to c a‘, 人a b e r ·

:

。r i Do n esn
,

o 郡厅J七
, o , I’e o ta

价 (sd m p so n
)

,

Lin “夕a、, 。丫卯。 “了
(

v o n Sie b of d )
,

厂沁~
c i“a tu s

(
v o n Sie b o ld ) 等 ; 其次是仅仅分布于东海和南海的

,

如 s o le , o c e r a si n e n “; Y u * ,

‘
.

a ztic a r in a
ta K u b o ,

了。: e“m a la , c e o la tu 、 s6 m p so n ,

尸ze , io n i左a sp
.

*
等

,

共舒 7 种 ; 仅仅

分布于东海和黄海的
,

有 汉 z, 入e u , 人o o lo c、e le 了 C o u ti e re
,

p a la e m o ,
(p

a la o m o 。
) g ra ‘e r i

Y u * ,

尸
.

(五
x o 户a la

e m o 。
)

。n o a o j a zei (K
e m p ) 等共 斗种 ; 局限于中国海(黄

、

东
、

南海)的有

p 朗a 。。了 。厅。, ta li , K ishio o u ye * ,

才c e tes
‘左‘。e o s is H

a n s e n *

和 P a la o m o n
(万

x o户a la o m o n
)

c a r i, ic a u 己a H o lth u is * 3 种 ; 此外
,

还有 3 种是黄
、

东海和 日本共有的
,

自p M e ta 户e o a e o 户si ,

窟a le i (R
a thb u n

)
,

乙a tr 君“te ; 户la o i, o , tr i , a e H a a n
和 P a za e m o n

(尸
a la e m o ,

)
。r tm a n ni R a th

-

:bu
n 。

上述 40 种都是
“
中国一 日本

”
这一海区的地方性种 (

e
nd

em ic sPe cie
s
)

,

从种
、

属的起

源和地理分布特点来看
,

它佣是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性的
,

有些种 (带 * 者)的产量很大
。

除

上述两类型的种类之外
,

还有另外 7 种
,

分隶于 S t, lo d a c t, l“ , ,

汉l户h e“, ,

S , 。a l户人e u ‘,

A u to
-

,
a te ,

付ip p o zy , m a ta
和 Per ic“m 。。e ,

等 6 属
,

都较稀兄
,

目前仅发现于东海
,

由于查料少
,

或标本破碎
,

尚难确定其分布范围 ; 但从属的亲椽关系和它们的分布情况来看
,

可以肯定

孩 7 种都是南方来的暖水性成分
。

在东海的 93 个热带性种 中有 28 种向北分布到黄海
。

东海东部日本九州和琉球拿岛一带
,

由于处于黑潮主流区内
,

又滨临太平洋
,

其虾类

区系的热带性较中国沿岸更孩
,

有不少浙江沿岸尚未发现的种类
,

如 Pe
n ae ida e 的 Pe 、、公

Ja
ti , “Ic a tu , K ish in o u y e ,

Me ta 夕。n a e “ , i, re , m e成u ;
(K is hin o u ye

)
,

M
.

b “r砂。r o a di K u b o ,

人lp he id
a e 的 汉 l户人。u , 吞i己e n , o liv ie r ,

A
.

户a c 左夕c人ir u , Sti m p so n ,

A
.

户a r t, ir o s tr i, D a n a ,

Sy n -

a lP h e“5 o ePtu n u s D
a n a ,

5
.

sPio t’g e r S tim p so n
和 P

a la e m o ni d a e 的 Pe ri c ll’m e n o s b , 。讨 c a r -

夕a lis S e he n k e l
,

p
.

a m
a
二ie n , i, K u b o ,

c o n挤 o
办tc , t厅d a c n a 口 Pe te r s 和两种珊瑚虾 C o ra llio -

c a ri , 君r a m 若n 己口 D
a n a ,

Jo c a , t 。 z“c i。二 (N
o bili) 等共 i斗种

。

琉球拿岛有热带性极 强 的 甲

壳类分布
,

如歪尾类 (A
n o m u ra )的椰子蟹 Bt’r g u , la tr o

(L
.

)
,

陆寄居蟹 c o e o o bita
sp p

· ,

海姑虾 孙
a
la

, s io a a n o二 a la (H
e r b st

) 和静多种姗瑚礁蟹及地蟹科 (G
e e a rc ini d

a e
) 的代表

,

但目前在这一区域中所进行的稠查还很不够
,

估针将来还会发现更多生活于珊瑚礁简的

虾类
。

上述各种为代表的典型热带性成分
,

在我国南海仅仅分布于台湾南部
、

海南岛南

端
,

或西沙晕岛附近等较温暖的或接近外海及大洋的水域
。

二
、

黄 海

黄海中部和北部的较深水域夏季底层有冷水团存在
,

超过 40 或 卯 米的深水区底层

水温常年保持在 4一 8℃ (南部及边椽区钓为 2一12 ℃ )之简
,

环境条件与东海有较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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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虾类区系祖成近岸带大体上与东海相似
,

但深水区却显然不同
。

黄海已发现的 54 种

虾中
,

有 32 种和东海的相同
,

其余 22 种尚未觅于东海
。

前 32 种 中
,

有 3 种 (cr 邵即
n

。ffin is
,

? c
.

o a o g o n ,

月e户ta c a r户“ , , e c ti ro 了tr i,
)是北温带区系中向南分布最远的

,

其余 2 9

种都是暖水成分
,

它介,主要属于 p e n a e id
a e

(7 种 )
, S e rg e s tid

a e
(2 种 )

, A lp h e id
a e

(5 种
,

另有 6 种 目前仅发现于黄海)和 p a la e m o n id a e
(7 种 ) 等科

。

常觅的有 p e n a e u ; o r ie n t a li , ,

对e ‘a 户e n a e “ , jo夕。 e r i
,

T , a c人yPe o a e “, c “, 。 i, 0 5 公r i:
,

P a r a Pe o a e o Ps泣s : e”。llu , ,

Mo taPe , a e o Ps葱s

J 召lei
,

汉 c e te了 c 人in e n st’; ,

A
.

ia 户o n ic “, ,

A IP无e u , d is tin卯
e n 窟u , ,

A
.

ja Po , ic u , ,

A
.

b r e o ic r i, ta
-

t“; ,

p a la e m o o se
r厅fe , ,

尸
.

梦
a r, t’e ri

,

p
.

(五
x o 夕a la e m o n

)
c a r in ic a u j a ,

尸
.

(五
x o户a la e o o ,

)

翻na nd
a

let’ 和 cr 邵90 0 af fi nt’;
等

,

它俏之中除最后一种大量出现于为冷水团所控制的深

水区外
,

其余都仅仅分布于较浅的近岸带
。

这 29 种中
,

广泛分布于印度洋
,

焉来军岛和中

国各海的共 6 种(内 5 种也分布到 日本)
,

分布于焉来拿岛
、

中国和 日本的 1 种
,

分布于印

度洋
、

中国和 日本的 3 种
,

局限于中国各海和 日本的 9 种
,

中国黄
、

东海和 日本的地方种 3

种
,

中国海的地方种 7 种(南侮一黄海 3 种
,

东海一黄海 4 种 )
。

后 22 种中
,

有 16 种是北温

带区系的成分
,

它们的分布范围向南很少越过北稗 3 40 或 33
“

钱
,

除 H eP ta ca , “ ; ca m o ka
-

t l’c “ ,
(sti m Ps on ) 是北太平洋温带区广布种外

,

有 11 种都仅仅分布于黄海至 日本北部及其

附近海区之简
,

是这一区域的地方种
,

它佣主要是 H ip p ol y tid
a e ,

C ra n g o n id
a e 和 p a n d

a lid
a e

的成具
,

自p : 石u a z“, ze户to g 刀a t左“ ,
(s

tim p s o n
)

,

万
.

岁a‘li , o , tr行 (s
tim p so n

)
,

石
.

护夕t左u zt.r o ; -

t痴 (Y
o k o ya

)
,

H e 户ta c a r户u ; g e n ic “la tu ,
(Sti m p s

on )
,

H
.

户a , d a lo id 。,
(s

tim p s o n
)

,

s户i, o , to -

c a r众 Pe c

痴ife ra stim p so n ,

B若r “lia 友i, 人10 0 “夕e i (Y
o k o y a

)
,

L a tr e u te ,
la m i。 ,.r o : tri , O rt m a n n ,

尸a n j a zo s m e riJ￡o n a li , B a ls s ,

s c le r o c r a n g o n a n g u s tt. c a u j a

(d
e H

a a n
) 和 p a ra c r a n g o n a 吞ei

K u b o ,

另外的 斗种
,

如 石“a l“ , s in o n , i,
(Y

u
) 等

,

性厦同它们极为相近
,

估豁也很有可能

会在日本发现 ; 其余 6 种
,

都是鼓虾科的成具
,

除 At 加nu
, os 厉、1 Y o k o ya 和 效

,

l卜

, el lif o K ub
。 已在 日本发现外

,

其余 4 种分布情况 目前尚不明确
,

估针将来也可能在东

海或 日本南部发现
。

渤海由于深度小
,

环境条件(特别是水脚季节变化剧烈
,

水温年变化幅度达 2 5 “

(表层)

或 20 ℃ (底层 )左右
,

所以虾的种类很少
,

迄今仅发现 22 种
,

主要是属于广温性的暖水种 ;

北温带种
、

属虽然也有
,

但这些种一般数量较少
。

数量大的种有 Pe na eu , or i胡ta lir
,

A论te ,

c 入in e n 五, ,

L e户to c人e la g ra c ili,
,

A I户左。“ , d is t苦。卯
e n d u ; ,

A
.

i
a Po n fc “ , ,

p a la e m o元 g ra 少l’c 厅
,

尸
.

‘a r‘。ic a u 己a ,

c r a o g o n a ffin i‘ 等 ; 象 尸a n 己a lu , m e ri d io n a li ,
等北温带种仅发现于渤

海海峡附近的局部区域
。

实际上
,

渤海湾的虾类区系只是黄海区系的筒化
,

并无特有的种

类
。

总的看来
,

黄海虾类区系舍有两种来源不 同的成分
:
一部分是起源于南方的热带种

,

另一部分具lJ是由北方(日本北部方面)分布来的北温带种
。

前者虽然种数较多(共 15 属 35

种
,

的占总种数的 6 5 多)
,

且有些种的数量很大
,

但后者的种数 也不算少(共 10 属 19 种
,

豹占总种数的 3 , 多)
,

且有些种
,

如 c ra o g o , a ffin i了
,

H e户ta云
a r户u ; r o c ‘ir o : tr i; 等的数量也

相当多
。

特别是 c
.

af ft’。众
,

在较深的水域中
,

和十足甲壳类中歪尾类和短尾类的代表
,

如 P a
郡

, “了 o c 入o te n 万; B ra n d r ,

P
.

Pec t萝n a t “了 Sti m p s o n ,

O r 。
卯

n ia g r a c ili, D
a n a ,

Pu
扩

tti二

叮ua d 厅de ns de H aa 。
等北温带种

,

以及其他爵多冷水性无脊椎动物
,

如棘皮动物的 0 琳iu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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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si L u tk e n ,

O 夕左t’o P人0 11, m ira 占111 ,
(D

unc
a

n)
,

海锦动物的 H ym e o ia c id o o a , 5
1二1115 (Le

v in
-

sen )
,

s动eri te , d o m u n c “za (o livi)
,

软体动物的 N “c “la 二ir a b萝115 A d
a
m s e t R e e v e ,

c li
-

no ca rd t’u m ca lif or nl’“、 (D es ha ye s
) 等种共同出现

,

占着极为优势的地位
。

在起源于南方

的那些暖水种中
,

数量较大的除印度一西太平洋区广布种外
,

有不少是仅仅分布于黄一东

海或黄一东一南海的地方性种
,

它仍一般是亚热带性盾的
,

有的甚至和来 自北方的温带种

性厦极为近似
,

如 L a t , e u t。 户la , t’r o s tri 了
,

M e ta 户e o a e o 户‘; 己a zei 等
。

比较一下冷水性北温带种
、

属在黄海和东海虾类区系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些种在 日

本北部分布的情况
,

对确定黄海虾类区系的性质和地位是颇有意义的
。

根据现有查料
,

黄

海的 5 4 种 (2 4 属 )虾类中
,

有 1 9 种 (1 0 属 )是北温带性的
,

而东海的 9 6 种 (4 1 属 )中
,

北

温带性的仅有 3 种 (2 属 )
。

黄海的 弘 种虾中
,

除为黄海
、

东海和 日本沿海三区共有的种

和少数分布情况尚不清楚的种外
,

仅为黄海及 日本本州附近海区共有的舒 1 4 种
,

其中北

温带种特别多
,

达 12 种
。

此外
,

已发现于黄海的 4 个北温 带种 (H
己Pt ac ar p“; ,

E “al 。
,

Le bb 翻
,

及 Sc ler oc ra ng on 各一种 ) 也有可能会在 日本附近发现
,

故北温带种可能达 16 种

之多湿然大大超过了仅为黄海和东海所共有的种数(8 种
,

全隶热带起源的属)
。 5

.

E k m an

(19 5 3 )在尉渝远东海的动物地理特点时
,

对黄海的动物区系根本未作任何萧述
,

未明确指

明其性质和地位
。

他介招北温带区系的代表时
,

所糟的 sP ir on t oc ar 行 属 (他的所稠 SP 介口。
-

to c a , i,
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的 S 户ir o n to c a r i, ,

H e 户ta c a r户u , ,

E “a l“ , 和 L e b b e“ , 4 个属 )

分布图表明黄海根本无敲属分布
,

现在根据著者的查料
,

这 斗属在黄海的代表共有 n 种

之多
,

超过了 日本北部的种数 (21 种 )之半
,

占黄海虾类总种数的 1/ 5
,

加上另外的 6 属 8

种
,

温带性厦的种数共占总种数的 35 多
。

这显然可以看出
:黄海虾类基本上是北温带区系

和热带区系两种成分的混合交替地带 3区系的性质属暖温带范畴
,

它与日本本州北部近海

虾类区系简的亲椽关系
,

甚至比它与东海区系简的关系更为密切
。

三
、

与磷近海区的比蛟

黄
、

东海虾类的种数比相邻的中国南海和 日本沿岸都显著地少
。

根据著者的查料
,

南

海北部 目前已发现的虾类的有 夕7 属 25 0 种
,

除深水种外豹有 73 属 24 0 种 (实际有的 种

数应孩更多 )
。
日本附近各海共有 6 0 属的 2 0 0 种 (据 D

o
fl e in

,

B a
ls s ,

p a ri si
,

K u b o ,

U rita
,

Yok oy a’ 二 等
,

深水种未补)
,

但日本的北部和苏联远东各海等较寒冷的水域
,

虾类的种数

却很少
,

如 日本本州北部和北海道附近仅有 23 属的 6乡种
,

南窿哈林岛及南千岛附近共

1 2 属 6 7 种 (B丽o r p a八o B ,

K o 6只K o B a
,

U r ita )
,

鄂霍次克海共 1 3 属 5 6 种 (B
H H o rPa八o B 、

y川a K o B 、

s a p eH K o B ,

其中 尸a , i琳
a ca

,

Hy m e o o j o r “
等深水种未舒)

。

上述各海区虾类种属的粗成有显著的差别 : 象苏联远东各海和 日本北部
,

种属很单

钝
,

最占优势的只有 H ip p ol ytid
a 。 的 s户ir o o to c a r行

,

L e b b e “, ,

E u a lu , ,

H e夕ta c a r户u ‘
等

,

p a n d a lid a e 的 尸a , 己a l。 , ,

尸a , 己a z o户sis 和 e ra n g o n id a e 的 sc zer
o c r a o g o 。 ,

才 rgi ;
(= N 己 c to

-

cr 僻go 的
,

cr 雌go
。
等共 13 个冷水性属

,

它们不但种类多
,

而且有些种的数量也大
。

黄海

的区系中也有不少这类成分 (但其冷水性较弱 ) ; 然而 日本南部和中国东海以南的海区
,

却很少遇到这些属的代表
,

那里占优势的是完全不同的种属
,

如 Ai p he id能 的 Al 琳eu ‘

孙
n a

lP 人
e u , ,

A t人a , a s ,

p a la e
m o n id a e 的整个 P o n to n iin a e

亚科
,

特别是 尸e r ic l萝。 e , 。,
等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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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n a e id
a e 中几乎全部的属

,

整个 p a lin u rid
a e
和 Seylla rid

a e
科等 、至于 H ip p o lyt id a e ,

p a n -

d
a lid

a e
和 e r a n g o n id

a e 的代表
,

具lJ完全与北温带区不 同
,

常昆的是 L 夕, m
a
ta

,

H 今夕
o

ly
, m a t a ,

s a r o , ,

尸le , 10 0 1如
,

尸a r a 户a o j a z“ , ,

万e t e r o c a r户u , ,

尸。 , t o c a , i, ,

尸o o to 夕人ilu ,

等属
。

黄海区系

中 也有不少这种性质的属(表 1 , 2 )
。

表 2

T a ble 2
.

N ~
b e r o f s

pe
e ie s

各海区全要北温带属的种数比较

of b o
re

a l g e n e
ra of M

a e

几ra fo u n d in d iff e r e n t s e a s

科科 属属 东 梅梅 黄 悔悔 日 本本 南藤哈林岛岛 鄂霍次克海海
凡凡m ilie s a n d g e n e r aaa E a s t C hin aaa Y e llo w se aaa Ja p a nnn

t

及南千岛岛 S e a o f O k h o t s kkk

SSSSS e aaaaaaa S o u th S a k h a linnnnn

&&&&&&&&&&& 5
.

K u r ile 1 5
.....

HHH ip p o ly t id a e
藻虾科科 lll 555 888 444 333

HHH e Pta c a r Pr一了了 000 斗斗 333 1222 l 555

EEE u a lu ‘‘ 000 111 777 l000 999

SSSPir o 月 t o c a r i了了 000 lll 333 夕夕 1 333

LLL e 占去亡“sss 000 lll lll lll 111

BBB ir t’liaaaaaaaaaaaaa

eee r a n g o n id a e
褐虾科科 222 222 5 333 222 444

CCCr a ”9 0 称称
仅分布于北部

...

222 斗666 l222 555

SSS c l己r e c r a ” 9 0 力力
(x

n n o r th e r nnn 111 222 lll lll

PPP a犷a c r a n g o nnn p a r t O n ly))) 000 111 444 555

AAA r g i‘(= N 巴c t c c r a , 9 0 。 ))) 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

ppp a n d a lid a e
长额虾科科

:::
lll 555

:::
555

尸尸口 刀d a lt‘sssss 000 33333 斗斗

PPPa ” d a lo Psisssssssssssss

黄
、

东海的虾类区系和南海以及日本附近海区极为近似
,

它和南海的共有种达 7 0 种
,

占其总数的 7 3
.

‘多
,

的为南海总数的 30 另; 和 日本共有的最少也有 “ 种
,

占其
,

总数的
7 0务

,

豹为 日本总数的 33 %
。

仅仅分布于黄海和 日本北部的(地方种 )共 儿 种
,

占黄海
,

泳

种数的 44 多
,

东海
、

南海和 日本共有的(地方种)共 2 5 种
,

占东海总种数的 26
.

3多
。

从种的粗成来看
,

黄海和 日本本州附近海区正处于北太平洋温带区和印度西太平洋
热带区两种性质不同的区系的混合交替地带

。

特别是本州附近
,

由于黑潮和亲潮的暖水
与冷水直接相遇

,

致使南方的暖水种和北方的冷水种互相混杂
,

交替地分布着 b 最显著的

是本州北部和北海道 (H
o k k a id o

) 南部水域
,

热带性的 p e n a e id
a e 和 A lp he id

a e

科的代
表和 H ip p o l外id a e ,

P a n d
a lid

a e ,

e r a n g o n id
a e 中的北温带种常常同时出现于一地

。

例如在

津袒海峡 (T
s u g a r u stra it ) 的陆奥湾 (M

u tsu B a y )
,

函馆 (价k o d a te
)

,

及室兰 (M
u r o r a n

) 附

近
,

有热带种 (如 尸。。a e u s

i
a p o o ic u , ,

阶
ta p e n a o o p , 15 云a r b a tu 了 ,

M
.

la m e lla tu ;
等)和北温

带种 (如 p a n
而lu ; 人yp sin o tu , B r a n d t ,

尸
.

za t’. r o , t
ris R a thb u n ,

尸
.

p la ty
c o ro

, B r a n d t ,

sp t.r
-

o n to ca r i, 户, io n o t二
(sti m p so n

)
,

5
.

夕e c t若, if
e r a ,

万e户ta c a r户“,
岁

n ic u za t“了,

万
.

户a n 己a
lo f介, ,

.

五“a zu , g r a ciziro , 汀介
,

c r a。
卯

n 召ff若n ‘, 和 sc l
ero

c r a n
卯

n a 。
卯

s tic a “ d a
等 )同时出现

,

互相混
杂

,

而较温暖的东京湾 (T
o k y。 B a y) 中也有 M e ta 户e n a o o 户s行 b a r ba ‘u , ,

M
·

a c c li t, i‘
,

S ic y O ”i‘

c r打ta ta ,

Pr
o c 。。a ia Po n t’c a

等热带成分和 尸a n
da lu : za tl’r o , trit

,

sPir o o to c a ri ; Pe c ti, ifo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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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Pta c a r夕u s g e o ic u la t“ , ,

C r a 。卯n a ff‘n 行
,

Sc lo r o c

邝。卯。 io te r
m e d iu ,

等北温带种 同时出

现
。

当然
,

在这些海区出现的冷水性种和暖水性种
,

比起那些典型的北温带种和热带种
’

来
,

一般对水温的变化都有较弦的适应能力
。

但是
,

这些种在黄海和东海的分布情况却和
’

日本附近有所不同
,

象 M e ta p。。a eo 夕s行 b a , b a tu , ,

M
.

la m e lla t“, ,

st’c y o n t’a c

示ta ra ,

外
o c。

-

。 ia Po
, ic a

等暖水种
,

大都停业在浙江或福建沿岸
,

向北一般不越过舟山拿岛或长江 口 ;

而那些来 自北方的温带种
,

如 H e户ta c a , u , 岁 , ,’c “la t“ , ,

万
.

c a m tsc 五a tic u s ,

万“a l“; ze户to
-

g n a t人“‘
,

E
·

g r a c ilir o ‘tr t’s
,

sc le r o c 犷a n
卯

。 a n g u ; tic a “
da 等

,

向南一般也不超过 3 3 “N 或长江
,

口 附近
。

它们的分布范围之简有较明显的界限
,

并不混居于同一海区 ; 只有最广温性的类

型
,

如 Tr
a c人夕户e n a e“s c “ , t, ir o , t

后
,

阶
ta 户e n a e o 户; i,

da lei 等
,

才能进入黄海北部 ;至如 尸e n 一

配“ , iaPo ni ‘“, 虽然也能越过长江口 ,

但仅能分布到黄海南部长江 口 附近
,

不再北上 ; 而
’

Me ta 户‘n a e u ‘ 1
0 夕。 e ri 和 p a , a 户e n a e o 户价 to n o llu s

等
,

向北虽也能分布到山东半岛南岸东端

附近
,

但一般不能到达半岛北岸
。

看来
,

虾类在黄
、

东海之简的这种明显的分布界限
,

主要

是由于东海黑潮暖水的弥流是向东北方前进的
,

它与半封朗性的黄海中的冷水相交混的

程度较为微弱援慢
,

因之海水的性厦是逐渐变化过渡的
,

不象在 日本附近那样两个强流直

接交汇
。 当然

,

这种分布情况同来自长江的淡水流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

从区系成分来看
,
日本的潮户内海(In lan d sea )

,

本州 日本海沿岸的新泻(Ni ig at 。

)附近

和太平洋岸的东京湾附近
,

大体上相当于我国东海北部和黄海南端
。

溯户内海常兑的 25
:

种虾类 (de Man
,

K u bo
,

比留简崔
,

等等)
,

有 22 种与黄
、

东悔者相 同 (16 种 同黄海
,

15 种

同东悔) ; 新泻附近陆棚区常兑的底栖虾类 1夕种 (o uc hi ) 中
,

只有两种
,

Pl 。￡on 若如 b’’no
-

cu lu , ,

So le o ce ra dis tl’n ct 。
(这两种 的鉴定可能还有阴短)未在黄

、

东海之简发现
。

15 个共
.

有种中有 13 种也出现于黄海
, 9 种也出现于东侮

。

这很象 K ub
。
在东京湾拖网的桔果

。
.

他 1 9 5 7 年报告的 21 种虾中
,

有 1 7 种与黄
、

东海相同(与黄
、

东海共有的各为 1 4 种 )
,

且数

量上占优势的种也相同(如 T , a c左夕户e o a e “ , c u , 。fr o , 。行
,

A IP左e u , ia 户。。,’c “ , ,

c r a n
即

, a ffi, 行
·

等)
。

看来
,

溯户 内海的暖水成分稍多些
,

而新泻及富山湾附近冷水成分稍多些
。

至于津袒海峡附近水域
,

虽然樟度较高
,

但由于对焉暖流的影响
,

也有一些暖水性成
分

。

那里常兑的 30 种虾中
,

有 23 种 与黄
、

东海相同
,

且与黄海相同的种数 (21 种) 显著

多于其与东海相同者 (n 种 )
,

区系成分大体上相当于黄海南部 ; 但由于东部直接受到亲

潮的影响
,

北温带种较黄海多
,

如 s户l’ro
n to c a r行 户rt’o

n o ta ,

月印ta c a r户“s

岁e石n it城11
,

尸a 。
由zu ,

·

Ia tir
口‘
耐

‘,

P. Pl alv ~
了,

Scl er 口

二
。
go

n

lae 访 等
,

替不 昆于黄侮 ; 而少数热带种
,

如

M et aP en a co 娜
,
ba rb at “,

等
,

也不觅于黄悔
。

本州北部太平洋沿岸由于受暖流的影响极
小

,

故冷水性成分显著增多
,

虽然金华 山 (Ki nk
a

za n) 附近仍有 Mc
t
aP en ae

口户sis 由lei 和

升ac 勿钾na 洲
; ‘“r t,i ro “南 等暖水种 出现

,

但数量很少
,

而另外却有一些本州 日本海沿岸

不甚常兄的冷水种
,

如 A馆i了 la
r ,

Sc le ro c r a n
卯

。 , a le b r o 了a ,

p 召。 da l“ ; 右o re a
lis 等

,

其区系性
.

盾与黄梅基本上不同
,

冷水性较弦
。

九州南部热带性成分较多
,

基本上相当于南海广东沿岸和海南岛附近
,

象鹿儿岛湾

(K
a g o s him a B a y) 就有不少东海浙江南部觅不到的种

,

如 A lp he id
a e 和 Pon

to n iin a e 的爵

多代表
。

这里常昆的爵多种 (Ur ita
,

K ub
。
等 ) 在中国方面仅分布于浙江南部或台湾海峡

以南的水域
,

两方面的樟度相差很大
,

显然这是由于黑潮暖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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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解沿岸查料较少
,

根据吉 田裕 (19 4 1) 的报告
,

西岸基本上和中国沿岸相 同
,

南岸及

东南岸比西岸多一些热带成分
,

大体上与浙江北部相似
,

东岸大豹在迎日湾 (Ge ini ch i Ba y)

以北
,

区系有显著的变化
,

占优势的是 s c ze , o c ra 。
卯

n sp p
. ,

APgi
; la r ,

p a n
da lu ; sp p

·

等冷

水性北温带种
,

和黄海及本州沿岸有显著的不 同
。

.

四
、

桔 藉

从上远情况来看
,

黄海和 日本本州北部附近的区系成分最为近似
,

这一海区是北太

平洋温带区系向南分布的边椽地带
。

南北两方面来的起源和性质各不相同的区系成分在

这里同时出现
。

除热带的广布种外
,

近岸浅水区有数量较多的起源于南方的暖水性属
、

种

和少数北温带属
、

种 ;而较深水域nlJ 几乎全是来自北方的冷水性属
、

种
,

且有些种的数量很

大
。

显然
,

这一海区的虾类区系是北温带和热带两种区系的混合
,

是北太平洋温带区和印

度西太平洋区之简的过渡带
。

这里特有的一些地方种
,

就其亲椽关系和分布范围来看
,

大

部分是北温带区系的成具
,

但它们已能适应较温暖的海洋环境
,

故应是暖温带性的 ; 另外

一些是整个中国海及其 日本附近水域的特有种
,

性厦虽然是属于热带或亚热带范畴的
,

但

也已适应了暖温带性厦的海洋环境
。

因此整个黄海的虾类区系
,

与其税是亚热带性
,

到不

如靓是暖温带性更为妥当
。

黄海一本州区系和 日本海北部苏联沿岸的虾类区系有显著的

不同
,

自朝鲜半岛东岸西部的迎 日湾或稍向北附近 (暖水种到此不再向北分布
,

冷水种一

般也仅出现在其以北海区 ) 向西北到达北海道的西南岸
,

是一条较明显的分界核
,

枝以北

是冷水性更孩的另一区系
。

津轻海峡的函馆
,

室兰和陆奥湾等地也应属黄海一本州区系

的范围内
。

黄海一北 日本和东海一南 日本之简也有一条明显的界限
,

西自长江口以南的

舟山掌岛北部起
,

通过朝解海峡向东北到达本州北部的新泻或能登半岛 (N ot o
Pe ‘

n su la)

附近止
。

这两条核在西部(中国和朝解方面)比东部(日本方面 )更为清楚
、

明确
。

东侮
,

日本南部和南海大陆沿岸的虾类区系
,

成分较为单钝 ,-- 热带范畴的暖水种占了

艳对优势
,

其中地方性种也相当多
,

无疑是印度西太平洋热带区系的一个独立的祖成部

分
。

但这一区系热带性还不如琉球拿岛
,

台湾南端
,

海南岛南端以南和西沙拿岛等海区为

典型
,

卖际上具有较明显的亚热带性
。

但由于嶙近海区的查料还颇为不足
,

要确定这一区

系的南界
,

还须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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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O O G E O G R A PH ICA L ST U D IE S O N T H E MA CR U R O U S

CR U ST A CE A N FA U NA O F T H E YE LLO W SE A

A ND T H E E A ST CH IN A SE A

J
.

Y
.

L lu

(I
n : tit“te o

f O c e a n o lo 君苏 A ea d脚ia 5 1刀 iea
)

(S
u MM A a Y

)

T he n u m be r o f sp e e ie s o f M a c r u r o u s C r u s ta c e a
(
shr im p s a n d lo bs te rs

)
o f the w a te rs

o ff the e a st e r n c o a st s o f C hi n a d e c re a s e s w ith the in c re a sin g o f la t it u d e s
.

A to ta l n u m
-

be r o f ab o u t 1 18 sPe c ie s o f M a c ru ra a r e fo u n d in the Y e llo w Se a a n d the w este r n p a r t

o f th e E a s t Ch in a Sea ,
ex elu d in g the a n o the r 1 4 sp e c ie s

wh ic h ha v e be e n re eo rd e d o n ly

fro m the
.

w a te rs o f it s e a st e r n p a r t a lo n g the c o a s ts o f K yu shu a n d R yu kyu Isla n d s o f

Ja p a n
.

A m o n g the m 9 6 sp e c ies
(b

elo n g to 4 1 g e n e ra
)

a r e fo u n d in the E a st

Ch in a Se a , a n d 5 4 (b
elo n gi n g t o 2 4 g e n e r a

) in th e Y e llo w S e a , o f 切hic h o n ly 2 2 (b
e -

lo n g in g to 1 1 g e n e ra ) a r e re c o r d e d fro m the Po ha i G u lf

—
th e m o st sh allo w p a r t o f the

Y e llo w Se a
.

W ith r e g a r d to th e sPe c ie s c o m Po sitio n ,
the m a c r u ra n fa u n a o f the E a s t C hin a Se a

a re q u ite d iffe r e n t fro m tha t o f th e Y e llo w
.

S e a , a ltho u g h the re 15 n o g e o g ra p hi c al b a r r ie r

b etw e e n the t
wo

s e a s
.

Th is 15 evi d e n tly d u e to th e d iffe r e n e e s o f th e e e o lo g ic al c o n -

d itio n s affe e t ed by the K u ro shi o c u r r e n t p a s s in g thro u g h its s o u the r n p a rt a n d by th e c o ld

w a t e r m a s s e x istin g in the d e e p e r Pa r t o f th e Y ello w Se a a ll the ye a r r o u n d
.

W ith the

e x c ePtio n o f th e 2 8 sp e c ie s e o m m o n t o b o th o f t he se a s,
the r e a r e ,

in t he E a s t Ch in a

Se a ,

6 4 w a r m
一

w a t e r sp e c ie s
(
a b o u t 6 5外

o f the to ta l n u m be r) o f M a c r u r a w hic h d o n o t

饮 te n d to th e Y ello w Se a in the ir n o r th wa
r d d is tri b u tio n ;

wh ile in the Y ello w Se a ,
th e r e

a r e 1 9 te m p e ra te sp e c ie s
(3 5 %

o f the t o ta l n u m be r) w hic h a r e g e n e r a lly d is trib u t ed

d ow n to the s o u th e r n m o st p a r t o f the s e a
(
a b o u t 3 4 , 3 2

“
N ) bu t d o n o t p e n e tr a te in to

the E a s t C hin a Se a
.

It 15 fo u n d tha t 1 0 o f the 2 8 a b o v e m e n t io n ed e o m m o n sPe eie s d o

n o t e n te r the Po ha i G u lf
,

b u t e x te n d o n ly to eithe r the e n t ra n c e p a rt o f the G u lf o r

the s o u th e o a s t o f the Sha n tu n g Pe n in s ula a s their n o rt he r n lim it o f d is tr ib u tio n
.

O f the 9 6 sp e eie s o f M a c ru ra fo u n d in the w e st e r n p a rt o f the E a st C hin a Se a , o n ly

3 a r e w a r m
一
te m p e r a te fo rm s im ig ra t ed fro m the n o rthe r n w a te r s ,

v i:
.

C ra n g o n a
ll in is

,

(?)C
ra 刀g o n cr a

枯
o n a n d H 即ta c a rP o s r e c tir o s tr is, o f w h ich the firs t 2 sp e eie s

d o n o t ex t e n d th eir d is tr ib u东io n t o the w a te r s s o u th o f the C hu s a n A rc hip e lag o ; the re -

m a in in g sp e c ie s,

w hi c h a re a ll t ro Pic a l o r s u b t ro p ic a l in n a t u r e ,

m ay be g ro u Ped in to Z

d iffe re n t tyPe s a c c o r d in g to the ir d is tr ib u tio n : 1)
e n d e m ic ele m e n t s o f t o C hin e se a n d

J
a Pa n e s e w a te r s,

3 9 sPe eie s o f w h ich 2 3 a re w id e ly d is tr ib u t e d thro u g ho u t the r e g io n ,

1 4

a r e e n d em i。 to Ch in e s e

wa
t e r s , a n d 2 a r e fo u n d e x c lu siv ely in the reg io n fr o m Ja Pa n to

E a st C hin a Se a : 2) w id e 一d is tr ib u tin g fo r m s o f th e t ro p iea l In d o 一

W
e s tp a c ifie r e g io n ,

4 6

sp e c ies , o f wh ieh 2 9 a r e w id e ly d is tr ib u te d thro u g ho u t the r e gio n ,

1 3 a re c o m m o n to the

t ro Pic a l se a s o f th e
W

e st Pa c ifie
,

b u t n o t fo u n d in the In d ia n w a te rs , a n d 4 a r e p r o -

Pa g a te d fro m the In d ia n O e e a n thr o u g h the So u th C hin a Se a ,

b u t h av e n ev e r be e n re -



3 期 刘瑞玉 : 黄
、

东海虾类动物地理学研究 2 4 3

c o r d ed fr o m the w a te r s o f the M a lay A rch ip e la g o , a m o n g the s e w id e 一d is tr ibu tin g sp eeie s

3 0 a re a ls o fo u n d in Ja p a n e se w a t e r s ; 3) the re a re ,

b e sid e s the se , a n o the r 7 w a r m
一

w a t e r

fo r m s be lo n g in g to 6 d iffe r e n t g e n e r a , v iz
.

St) lo d a c tyl况 5, A IP人e u s, Syn a lPke
u s, A u to 舰口t灼

H IPPo ly s脚a ta a n d Pe r ic lim e n e s,
the d is trib u tio n o f w hic h ha s n o t a s yet be e n c le a rly

k n o w n
.

T he m a e ru ra n fa u n a o f the Y e llow S e a c o m p ris e s a g o o d mi m be r o f te m Pe ra t e

fo r m s belo n g in g to the b o r e a l g e n e r a SPir o 刀t‘c a r is, H ePta c a rPu s,
·

E “a lu s, L e bbeu s ,

B ir u lia,

Cr a n g o 踌 Sc le r o c r a n g o n, P a r a c r a 二g o n a n d Pa o d alo s
(
se e p

.

2 3 3 )
,

th e m e m be r : o f wh ic h

a r e fo u n d e x c lu siv ely in th e t em p e ra t e w a te r s o f the n o r th h em isp he r e
(w ith th e e x eeP

-

t io n ‘o f a fe w b a thya l fo rm s w h ieh a r e fo u n d in the tr o p ie a l se a s o r the te m p e r a te z o n 亡

o f so u th h em isp he r e
)

, a n d m o st o f the m a r e 。o n fin e d to th e N o rth Pa e ific
.

T he r e -

m a in in g sPe c ie s be lo n g t o th e w a rm
一

w a te r fa m ilie s , s u c h a s Pe n a eid a e ,

Se r g e s tid a e ,

A I
-

p h eid a e ,

Pa la em o n id a e , e tc
. , a n d a lm o st a ll o f them a r e e u r ythe r m a l tr o p ic a l o r s u b

-

t r oPic al fo r m s in h abit in g the c o a st a l sha llo w w a t e r s
.

A m o n g the 19 t em Pe r a t e fr o m s,

1 1 a re r e st rie t ed (
e n d em ic ) to the : e g io n fr o m th e Y ello w S e a to the n o rth e r n Ja p a n ese

w a te rs ,

3 a r e e n d em ic t o
.

the r e g io n fr o m the E a s t Chin a Se a to th e se a s a ro u n d n o rth
-

e r n Jap a n ,

1 15 w id e ly d is tr ib u te d in the N o r th Pa e ific
,

4 a r e , 5 0 fa r ,

k n o w n o n ly fr o m

the Y ello w Se a bu t m ay p o s sibly be fo u n d a lso in Jap a n e s e w a te rs
.

o f the 3 5 w a rm
-

w a te r sp e eie s,

1 2 a re w id ely d ist r ib u ted in the l n d o 一

W
e s tp a c ifie w a te r s o f w hic h

o n ly 1 ha s n o t ye t be e n r e c o r d e d fro m Ja p a n ,

1 2 a r e e o n fin ed to C hin e s e a n d

Ja p a n e se w a te r s
(7 fr o m So u th C hin a Se a t o Jap a n ,

3 fr o m E a st Ch in a Se a t o
J
a p a n ,

2

fr o m Y ello w S e a to Ja Pa n
); 7 a r e e n d em i。 to Ch in e s c w a te r s (4 fr o m So u th C hin a Se a

to Y ello w Se a ,

3 fr o m E a s t Ch in a Se a to Y ello w Se a
): a re k n o w n fro m the Y e llo w Se a

to Ja p a n ; a n d fin a lly
,

4 a re k n ow n o n ly fr o m the Y ello w S e a ,

b u t a r e v ery Pr o ba bly to

b e fo u n d in the n e ig hb o u r in g w a t e r s
.

It is n o t ew o rthy tha t the a b o v e m e n t io n e d w a r m
一

w a t e r e lem e n ts a r e d is tr ib u t ed

o n ly alo n g the e o a st a l sha llo w w a te r s in the Y ello w Se a a n d ha v e n ev e r be e n fo u n d fr o m

the d e ep e r p a r t w he r e the c o ld w a t e r m a s s o c c u p ie d a n d the tem p e r a te fo r m s a s C ra n g o n

a
// in is, E o a lo s sPa t汤。lir o s tr is, E

.

g r a c il ir o s tr is
,

H ePt a c a rPu : ‘a阴ts c冷a tic二5, e te
.

Pr e -

d o m in a n tly in ha bite d
.

A c o m p a r is o n o f Ch in e s e a n d Ja p a n e s e s p e e ie s o f M a c r u r a sho w s tha t th e fa u n a o f

the Y ello w Se a ha s a c lo se r a ffin ity w ith th a t o f th e she lf w a t e r s o f n o r the r n H o n shu ,

Ja p a n ,
tha n th a t o f the E a st Chin a Se a ; w h ile the fa u n a o f the E a st Ch in a Se a 15 c lo se ly

a llie d t o tho s e o f the So u th C hin a S e a a n d the so u t he r n Ja P a n e s e w a te r s
.

B a se d u P o n the d a ta o f K u b o ,

O u c hi
,

d e M a n ,

H iru m a ,

Y o k o ya , a n d the Pr e se n t

a u tho r ,

it 15 fo u n d th a t th e m a c ru r a n fa u n a o f the T o k yo B a y o n the e a st sid e , a n d tha t

o f the she lf w a t e r s o ff N iig a t a Pr efe c tu r e o n the w e s t sid e o f H o n shu , a r e v e ry sim ila r

t o tha t o f th e s o u th e r n p a r t o f th e Y ello w S e a a n d the n o r the r n p a r t o f the E a s t C hin a

Se a ,

w hile tha t o f M u ts u B a y a n d H ak o d a t e
(i

n T su g a r u Str a it) 15 c lo se ly a llied to tha t

o f the N o r th e r n Y e llo w Se a
.

Fr o m th e lis t a n d ta ble s g iv e n a b o v e ,

w e c a n fin d tha t the m a c r u r a n fa u n a

o f the Y ello w Se a a n d the n o r the r n Ja p a n e se w a t e r s 15 c ha r a e te riz ed b y e
on

sist in g o f a

m ix t u r e o f the c o ld
一

w a te r e lem e n ts o f th e
一

N o rth Pa c ifie t em p e ra t e fa u n a a n d th e w a rm
-

w a te r sp e c ie s o f the In d o 一

W
e s tp a eifie t ro p ic al fa u n a , a n d 15 c o n sp ic u o u sly w a r m

一
t em

-

p e ra t e in n a t u r e ,

w h ile tha t o f the E a st Ch in a Se a a n d s o u the rn Ja Pa n e se w a t er s ,

d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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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g u ishe d by the ab u n d a n e e o f w a r m
一

w a te r ele m e n t s,

15 s u b tr o p ic a l in n a t u r e
.

Th
e b o rd e r lin e be tw e e n the tw o fa u n a l re g io n s u n d e r d is c u s s io n sit u a te s ro u g hly

a t the n o rth o f Ch
u s a n A re hiPela g o o ff C hek ia n g Pr o v in e e in the w e s t

,

it e x te n d s n o r th
-

c a s tw a r d s thr o u gh the K o r e a St r ait to the v ie in ity o f N iig a ta Pr efe e t u re ,

H o n shu ,

in the

e a s t sid e
.

Th
e n o r the r n lim it o f this w a r m

一
t em p e r a t e fa u n a m ay b e se t r o u g hly a t the

v iein ity o f G e in ieh i B a y o n the s o u th
一e a st e r n e o a st o f K o r e a in the w e s t

, a n d a t the s o u th
-

w est e r n e o a s t o f H o kk a id o in the e a st
, a n d its e a s te r n lim it

, a t the e a s t p a r t o f the T su -

g a r u Str a it
.

Sin c e o u r k n o w led g e o f th e fa u n a l c o m p o sitio n o f it s n e igh b o u rin g w a te rs

15 s till se a n ty
,

w e e a n n o t a s ye t d e lim ita te prec is ely the s o u ther n b o u n d a ry o f th e su b
-

吐r o Pic a l fa u n a in the Pr e s e n t in v e s tig a t 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