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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海藻区系的初步分析研究
*

曹呈奎 强竣甫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历代本草和地方志中都昆载了很多海藻的种类
。

但是
,

最早从近代分类学的观点

描述中国海藻的是 1 8 09 年英国藻类学家 T ur ne r
关于中国三种海藻

,

特BlJ 是浙江和福建

产的鹿角海 萝的 昆载
。

之后
, C

.

G
.

A g a r d h (1 8 2 2
,

1 8 2 5 )
,

M o n ta g n e
(1 5 4 2 )

,

J
.

e
.

A g a r d h (1 8斗8 )
,

G r e v ille (1 8 4 9 )
,

K 位tzi n g (1 8 4 9 )
,

H
a r v e y (1 8 5 9 )

,

M
a rte n s

(1 8 6 6 )
,

D e b e a u x
(1 8 7 5 )

,

H eyd rie h (1 59 4 ) 等人也作过一些零星的昆载
。

当时海藻分类还处于

萌芽时期
,

有一些报导
,

特别是 Mart en s
和 D eb eau x 的报导

,

在种类鉴定方面
,

存在着不少

简短
,

因此
,

这些昆录在没有握过现代藻类学家核实以前
,

暂时还不应被接受为正式昆录
。

本世耙以来
,

有关中国藻类研究的报告渐多
,

主要的有欧美的 Ge PP (1 90 的
,

Co tto n( 1 91 幻
,

G r u n o w (1 9 1 5一1 6 )
,

C o llin s
(1 9 1 9 )

,

H o w e
(1 9 2 4

,

1 9 3 4 )
,

se te h e ll (19 3 1二 3 6 )
,

G r u bb

(1 9 5 2 )
,

日本的同村 (1 9 2 1
,

1 9 2 7
,

1 9 3 1
,

1 9 3 1 a ,

1 9 3 5
,

1 9 3 6 )
,

I力田 (19 2弓
, 19 3 1 , 19 3 2 ,

1 9 3 3 , 1 9 3 5
, 1 9 3 6 ,

1 9 3 8
, 1 9 4 1 ,

1 9 4 4
, 1 9 5 0 ) 和本文第一作者及合作 者 (T

se n g 1 9 3 3
,

1 9 3 5
,

1 9 3 6
,

1 9 3 6 a ,

1 9 3 6 b
,

1 9 3 7
,

1 9 3 8
,

1 9 3 8 a ,

1 9 4 0一 4 8
,

19 4 1
,

19 4 1 a ,

1 9 4 2
,

1 9 4 2a ;

T se n g & L i 19 3 5 ; T se n g & G ilb e rt
,

1 9 4 2 )
。

这些报告较+ 九世耙的昆载较为正确而精

袖
。

但总的来魏
,

所稠查的地区狭窄
,

内容还不够完整
、

系扰
,

无法概括我国海藻区系的具

实面貌
。

解放后
,

悔藻分类区系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海藻分类工作者在全国主要地区进

行了系杭的稠查研究
,

总桔了中国黄海的海藻
,

并正在积极开展其他海区海藻的分类研

究
。

根据已发表的和郎将发表的查料
,

中国海藻共有 6 81 种
,

其中椽藻 19 科
、

37 属
、 1 43

种
,

黄藻 i 科
、 i 属

、 i 种
,

揭藻 2 0 科
、

4 7 属
、

1斗5 种
,

蓝藻 1 2 科
、

1 3 属
、
5斗种

,

杠藻 3 2

科
、

1 06 属
、

33 8 种
。

这些种类艳大多数是生长在潮简带的沿岸底栖藻类
。

中国海岸钱很长
,

所属岛屿很多
,

除了台湾及海南岛两个大岛和数以千爵的中小沿海

岛屿以外
,

还有为数众多的姗瑚岛
,

如西沙拿岛
,

南沙拿岛等
。

在大陆沿岸
,

北部的黄海包

括西部封朗性的渤海
,

南面在长江口 北岸海阴嘴附近与东海分开
,

而东海和南海的分界筱

大致在福建圃江 口附近
。

本文的目的是截图对这些海区的海藻区系进行初步的植物地理学研究
,

以探尉我国

各个海域海藻区系的温度性盾以及与邻近区系的关系
。

根据习
‘

嗜
, “

海藻
”

在狭义上是指杠

藻
、

揭藻
、

徐藻及蓝藻
,

因为这些藻类艳大部分是底栖性种类
,

其中多数是肉眼能看到 的多

韧胞藻类
,

它们的铜查采集及研究方法比较一致
。

近年来无隔藻属 (v au
‘

肠ri a) 从椽藻

*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 93 号 ;本文曾于 1 9 6 2 年 6 月及 9 月先后在青岛由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召开的海洋动植物区系学术输文时箫会以及在苏联列宁格勒由太平洋四部滚业

研究委具会召开的太平泽酉部动物区系和藻类区系学术时输会上宣款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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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离出来
,

移到黄藻类中
,

因此
,

也把这些底栖黄藻类列入狭义的
“
海藻

”

范围里
。

一
、

中国黄海沿岸海藻区系
.

中国黄海也就是黄海西区 [l41
,

共有 24 2 种海藻
。

其中除了 48 种蓝藻类
、

28 种微观藻

类和 82 种稀有少觅的宏观藻类以外
,

具有代表性的宏观种类有 84 种
,

包括优势种 杜 种
,

习见种 29 种
,

局限种 14 种111 10

根据历年来在青岛所采的标本
,

并参照一些其他地区特别是大速的标本
,

我们应用生

物学方法对代表种类逐种检查其生殖
、

生长情况
,

寻找其生长盛期
,

从而找出每一种的生

长和生殖的适宜温度
,

最后判定其温度性质
。

依照这种方法检查和分析的桔果
,

在 84 个代

表种类中
,

冷水性种类有 5 种
,

都属于亚寒带性
,

占总数的 6拓 ; 温水性种类有 61 种
,

占
,

急

数的 73 %
,

其中属于冷温带性的 2 5 种
,

暖温带性的 36 种
,

分2lJ 占总数的 30 务和 43 外;暖

水性种类有 18 种
,

都属于亚热带性
,

占总数的 21 多
。

因此
,

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温度性

厦具有很明显的温水性
,

以暖温带性为主 [1’1
。

对其余的 82 个稀有
、

少兑宏观种
,

我们应用

了地理学方法
,

根据它们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

也得到了同样的拮果 [14 lo

在黄海西部沿岸海藻区系的祖成中
,

没有本海区 的特有属
,

但在宏观种类中
,

有 9 个

特有种
,

只占本区宏观种类的 5多
,

比例很小
。

包括上述特有种
,

本 区的北太平洋西部特

有种共有 7 1种
,

占全部宏观种类总数的 43 多
。

在其他分布范围超出北太平洋西部的种类

中
,

分布到太平洋东岸的有 9 种
,

占全部宏观种类的 , 多
,

广为分布在北半球海洋的有 78

种
,

占 柞多
,

属于其他类拿的还有 8 种
,

占 5 多
。

这税 明了
,

在地理类拿的祖成上
,

中国黄

海海藻的主要成分是广为分布在北半球海洋的和分布局限于北太平洋西部的种类
。

根据中国黄海海藻区系与邻近各海藻区系区相同种和属比较的拮果表明
,

这个海区

的海藻区系与 日本海和 日本太平洋岸的区系关系最为密切
。

与这些海区的区系 比较起

来
,

黄海西区的区系是较为贫乏的
。

根据宏观种类的分析
,

这个区系与 日本海东南区相同

种类有 10 , 种
,

种相似性指数为 0
.

63 ; 与 日本太平洋岸的南
、

北两区相同种类均为 9 9 种
,

种相似性指数为 0. 60 ; 与 日本海西北区和东北区相同种类分别为 91 和 90 种
,

种相似性指

数分别为 0. ” 和 0
.

54 1) 。 黄海西区区系与关系较密切的邻近 区系的属相似性指数围
,

日

本太平洋岸北区为 0. 7 8 ,

日本海东北 区为 0. 7 7 ,

日本海东南区为 0
.

7 6 ,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

为 0. 7 4 , 日本海西北区为 0
.

6 9 1) 。

必镇指出
,

日本太平洋岸和 日本海沿岸的区系性厦并不

是一致的
,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

海藻区系如此
,

底栖动物也一样
。

以海藻区系温度性
_

质而渝
,
日本太平洋岸北区和 日本悔东北区及西北 区等三区的区系温度性质都是冷温带

性
,

甚至带有一定亚寒带性ll0]
,

而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和 日本海东南区等两区的区系RlJ 属亚

热带性
。

根据 E k m an 的浅海动物区系区划
,

前三区属于北太平洋温带区系而后两区nlJ 属
t

印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区系
。

黄海西区区系与上述两类不同性盾的区系都有密切关系
,

但

分析起来
,

这两种关系还是有所不同的 ; 除了共有的种属以外
,

黄海西区与前三区相同主

要是冷温带性的种属而与后两区相同的主要是暖温带性的种属
。

这靓明了黄海西区区系

是一个混合区系
,

祖成的种属有的来自北太平洋温水区系区的冷温带种属
,

有的BlJ 来自印

l) 据育呈奎
、

张竣甫 :黄梅酉部沿岸梅藻区系的分析研究 II. 与邻近区系的比较(即刊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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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区系区的暖温带种属
。

二
、

中国东海沿岸海藻区系

迄今
,

中国东海海藻区系的查料很少
,

·

因此
,

只能根据现有的片断查料作一些很初步

的分析
。
目前

,

已翘豁录的只有 41 属
,

61 种
,

与中国黄海的海藻比较起来
,

可以初步地归
.

钠为如下几点
:

1
.

黄海的全部冷水种类均不觅于东海
。

2
.

黄海的大部分冷温带性种类也不兑于东海
,

如 万u d e , 二己 r, ir e , c e 。 , ,

c 夕了to户人夕llu 二

c a
es 户i, o s u m

,

P o r P左夕r a o m b i厅e a li ;
和 R 五o d o m e la c o o f。

。0 1己e ,
等

。

3
.

有些冷温带性种类在黄海为优势种
,

但在东海HlJ 为少兑种或稀有种如 Ul “ Pe rt us 二

等
。 ,

4
.

有较多的暖温带性种类在黄海为稀有种或少兑种
,

但在东海RlJ 为优势种
、

习见种或
.

局限种
。

如 : U I。。 la c t“c a ,

U
.

c o n g lo b a ta
,

及及l
o n 坛 友u

r o m e ,

B a n梦
。

fu
sc o 户u r户u r e a ,

P o rP左夕r a , “b o r b ic u la ta ,

G f卯
r ti , a in te r m e d ia

,

Sy m 户hy o c la成
a m a r c左a , tio id o s 和 C五。, d r ia

:

c ra o ic a u li了 等
。

5
.

有爵多东海盛产的暖温带性种类不兄于 黄海
,

例如
: 五nd ar ac /ln

。 bi 叮l,a 二i“心

I ; 人i岁
。

及
a m “r a i

,

P o , 户人夕r a

de
n ta ta ,

Sc io a ia c o t to , f
,

G e li dt’u m 户a cific u m 和 G lo io Pe lt i二

to n a x
等

。

6
.

有些盛产于东海的亚热带性种类不兄于黄海
,

如 H yP 、
。 ‘
加ro id 。 和 ca lo 砂

口
二‘

le户r ie , ‘, 11 等
。

7
.

迄今没有发现热带性种类
。

根据分析
,

在已知的 61 种海藻昆录中
,

属于冷温带性的有 7 种
,

暖温带性的 43 种
,

亚

热带性的 n 种
。

尽管中国东海海藻区系的查料不完整
,

但上述的黄海和东海海藻种类的

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
,

东海比黄海有更弦的暖温带性质
,

其南部亚热带种类的比重有所增

加
,

没有黄海的冷水种成分
,

冷温带性的种类也大大减少
。

中国南海是一个辽阴的海域
,

展的较早
,

但与黄海的工作相比
,

是依据昆录和已完成的一些手稿
,

本
。

中国南海沿岸海藻区系

自然条件比较复杂
,

种类较多
。

本区的海藻研究虽然开

RlJ 还有相当距离
。

我佣 目前分析本海区的查料
,

主要
同时亦参考了海洋研究所历年来在这个海区所采的标

南海现有悔藻 5 19 种
,

其北区有 2 19 种(从福建圃江口以南至广东西部沿岸
,

包括香

港和澳阴) ; 海南岛
,

东
、

西沙草岛有 1 32 种 ; 台湾岛有 2 7 7 种
。

为了便于了解这一广大梅

区海藻区系的基本情况
,

我介时巴中国南诲的海藻与中国的其他二悔区的种类进行了以下

比较
:

1
.

与黄海的比较

(1 ) 黄海的冷水性种类完全不兑于南海
。

(2 ) 黄海产的温水性种类中的艳大部分也不晃于本区
。

一

但少数种类 如 S o ga s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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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 be 呼i 和 5
.

加了ifor m 。
在我国黄海分别大优势种类和局限种类

,

在东海nlJ 两种均为优

势种类
,

产量及个体均较黄海大
,

而在南海的北部RlJ 为习晃种类
,

个体虽大但数量远不如

东海
。

它们在我国的分布都是北起辽东半岛
、

南至雷州半岛的东岸
,

但不兑于北部湾
,

这

显然是雷州半岛隔离的桔果
。

另一些种类的南界在珠江 口附近
,

例如
:
Sa

r
ga 。

“m 肋rn eri

和 5
.

51 匆
“。tr “ m 在我 国黄海都是局限种类

,

在东海nl] 为优势种类
,

向南刻有逐渐减少

之势
。

此外
,

象 尸。ta lo o ia 介石￡li
,
和 Sc y t o , i户五0 0 lo m o n ta ri“;

等也都兑于珠江口 以东的

南海沿岸
,

包括台湾
。

虽然这些藻类在南海生长的也很好
,

个体较大
,

但数量Bl] 远不如我

国 的其他两个海区
。

(3 ) 黄海产的暖水种类
,

有些种在黄海为稀有种
,

例如
: ‘ell’di “。 p“川坛m 和 孙yr id ia

f,’l
a m 朗to 。 在南悔RlJ 分别为习兑种类和优势种类

。

有些在黄海为习晃种
,

但在南海RlJ 成

为较重要的握济藻类
,

例如 : ‘eli di “m cri o le 在广东海丰是制造琼胶的原料
。

n
.

与东海的比较

(l) 东海盛产的暖温带性种类不兑于南海或只觅于南海大陆沿岸的北端
。

如 u n
da

r坛

夕若。n a ‘iffd
a o

(2 ) 东悔产的大部分暖温带性种类
,

在数量上并不大少
,

特别是在雷州半岛以东的广

东大陆沿岸
,

例如
: ‘zo io p o zti了 fo rc

a
ta

,

石。d a r a c左, 。 云in g ‘a m 坛e ,

I了入i岁
。

及a m u , a i 和

勘蟹
a , ; “m 吞。m ip hy ll“二 等

。

n l
.

中国南海海藻区系的分析

南海的悔藻在孩区内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大体上是热带性种类集中 在本 区 的海 南

岛
,

东
、

西沙军岛和台湾岛
。

这样的属种很多
,

例如
: U I, a r 。 , ic “la ‘a ,

B o e

恻
s e o ia f

o r be ‘ii
,

V a lo n io Psi s 户a c五夕n e勿a ,

H o , m
o s ir a a r tic “ la ta ,

Sa
犷g a , , u 娜 Po ly印 , t“那

,

D 口s切ia 人o r忿e m a ”移i
,

才
c ro c y ;

ti.
o a , a ,

汉m a , 万a

glo m e r a ta
以及藏藻属 (c

a u le rp a
)

,

皮壳藻属 (刀
。, n e to lla )

,

喇

叭藻属 (T
“rb io ri a)

,

乳节藻属 (‘al 。。ra )
,

麒麟菜属 (E uc 五eu m a) 和江篱属 (‘、ci la r,’a )

的一些种类
。

这些属
、

种
,

虽全部或部分地分布在上述各地
,

但在数量上一般是西沙拿岛

破海南岛多
,

例如
: H ali m 心

a
m ac ro lo ba 等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

此外
,

生长在东沙岛
、

台

湾南部和澎湖岛的 D妙ne a s;’m p le 二
HlJ 不兑于海南岛

。

在分布上
,

本区的热带和亚热带

性种类也有自南向北逐渐减少的趋势
。

这些种类盛产于我国海南岛
、

台湾岛和东
、

西沙拿

岛
,

也能觅于广东大陆
,

但一般都是发现于大陆突出的地方
,

樟度稍南的地方或距离大陆

沿岸稍远的岛屿
。

我佣根据这些种类的分布
,

归钠为以下的几条分布拔
。

(l) 北界在琼州海峡或雷州半岛南部的种类有 T 口

lyP io cl a d’’
“ g le 。。ul at “

等
。

(2 ) 北界在海丰的遮浪
,

香港
,

涸州岛和殉洲岛一拔的有 V a lo ni a a e g a

梦oP ila
,

N eD
-

二e r苦s a 。。“la ta ,

A c e ta云“la
r
z’a

s p p
. ,

C a u le
r Pa ta x ifo li

a ,

C
.

rer
, “ la ta ,

C
.

Pe lta ta
,

P o c o c

互ie lla

, a rie卯t a ,

H 夕d r o c la th r “了 c la t人r a tu 了 ,

D er m o 刀e m a f
r aP户ie ri

,

L ia卯
r a sp p

. ,

G a la 尤a“r a

, o b u 了ta ,

G
.

e lo n
ga

ta ,

G
.

, u bf
r u t萝c “ lO , a ,

A ; Pa ra g o Psi, ta 二ifo r m i;
,

M
“ , to P人o r a r o s e a ,

G e ll苦d 萝e lla a c e r o ; a ,

C cr a to 成c ty
o n ; Po 。梦

。 , u m
,

A ca o t人o P五o r a o r ie o ta li ,

和 L e r, e ille 。

J“ n岁
r
m

a n n 宕o id e , o

(3 ) 北 界达福建东 山 岛的种类 有 c 召u le r户二 。e b b ia , 召 ,

p ; 。“d o 成c五O tO ‘o ‘户方O n

c o n , ‘厅‘ta
,

D 己r m o n e水a P“lt, f称a t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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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北界在厦阴湾的种类有 D ic t夕0 5户h a e ri a c a , 。r n o 了a ,

刀0 0法ze a ‘o m 户。 , ita
,

‘ a la x a u r a

。b lo n
邵

ta ,

A c a n th o P人o r a m “ , c o i女, o

上述的热带和亚热带性种类在本区的分布表明
,

除了我国东
、

西沙擎岛属于姗瑚岛的

类型有其独立性外
,

海南岛和大陆沿岸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

热带和亚热带性种类在大

陆沿岸的分布是 自南向北
,

无萧是种数或是数量都趋于减少
。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种类大

体上是停止在厦阴湾
,

虽然
,

某些种类如 C a u le r户a o及
a m o ra i 和 S 户a t左0 9 10 了, u m 户a c

t’f ic u ,

分8lJ 兑于平潭和莆田一带
,

但这两种在 日本的分布
,

同样也是北伸较远的
。

我们对子我国台湾的海藻还不够熟悉
。

从甜录上看
,

东南部的种类
,

热带性较弦
,

遣

憾的是西北部只有极零星的报导
,

无从进行分析比较
,

目前只知台湾北部的基隆和大里也

产有热带性较弦的 E uc 人eu m o se 汗“。

为了进一步了解南海中的中国镇域的这几个地区之简的关系
,

我们研究了本所现存

的上述各地的标本和我国台湾岛的靓录
。

它们的属的相似性指数如下
:

南南 梅 北 区区 梅 南 岛岛 东
、

四沙壁岛岛

000
.

6 999 0
.

6999 0
.

6 555

000
.

6 555 0
.

7 555 0
.

7 555

000
.

7 111 0 7 111 0
.

7 555

根据属的相似性指数
,

南海的上述四个地区都是亲椽关系很密切的海藻区系
,

同时
,

也表明
,

东
、

西沙拿岛和台湾岛与海南岛三地的海藻区系之简有更高的近椽关系
。

值得注

意的是南海北 区与 日本海东南区和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的属的相似性指数都超过 了 与 东
、

西沙拿岛
,

台湾岛或海南岛的指数
,

它们分别为 0
.

77 和 0
.

86
,

这又反映出南海北区与上述

两区存在着近椽的关系
。

总之
,

中国南侮海藻区系是一个明显的暖水性区系
,

具有热带性和亚热带性
。

它的北

区
,

郎大陆沿岸的区系是亚热带性区系
,

而它的南区
,

郎海南及台湾二岛和东沙
、

西沙以及

南沙拿岛RlJ 基本上是热带性厦的区系
。

南区的珊瑚岛(东沙
、

西沙
、

南沙拿岛)
,

台湾岛和

海南岛三个小单元的区系之简具有一定的差别
。

越南的昆录表明
,

其热带性与其所占的

樟度不甚相称
。

这就明了
,

所稍中国南海南区并不是象以前所欲为的那么商单
。

但是总

的来靓
,

中国南海的海藻区系在祖成性厦方面是不同的
,

它属于印度西太平洋暖水性海藻

区系
。

它的北区比较接近于 E k m an 所稠的 日本亚热带亚区
,

而南区nl] 近于印度
一
焉来亚

区
。

四
、

桔 萧

1
.

根据已发表和自p将发表的查料
,

中国沿海海藻共 有 6 81 种 (其 中椽 藻 19 科
,

37

属
,
1 4 3 种 ; 黄藻 1 科

, 1 属
, 1 种 ;褐藻 2 0 科

, 47 属
,
1 4 5 种 ;蓝藻 1 2 科

, 1 3 属
,

5 4 种 ;杠

藻 32 科
, 1 06 属

,

33 8 种 )
。

这些种类艳大多数是生长在潮简带的沿岸底栖藻类
。

2
.

中国黄海共有 24 2 种海藻(其中椽藻 45 种
,

黄藻 1 种
,

揭藻 52 种
,

蓝藻 48 种
,

杠藻

% 种 )
。

作者等以生物学方法和地理学方法分别对 1“ 种宏观种类中逐种进行检查和分

析
,

从而确定每种的温度性厦
。

其精果表明黄海西部海藻区系的温度性厦具有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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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水性
,

以暖温带性的种类为主
。

在中国黄海海藻区系的粗成上
,

最多的是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种最多
,

占宏观种类的

43 %
,

和广布于北半球海洋的泛温水性种类
,

占 4 7 外
。

另据分析中国黄海除与日本海各

区的亲椽关系较密切外
,

和 日本太平洋岸南
、

北两区的区系也比较接近
。

3
.

中国东海海藻区系的查料很少
,

目前已有的昆录只有椽藻 16 种
,

褐藻 1 5 种
,

杠藻

30 种
,

共针 61 种
。

根据仅有的昆录与黄海种类和数量进行对比的桔果表明
,

中国东海的

海藻区系仍属于暖温带性
,

与黄海海藻区系比较起来
,

没有后者的冷水种成分
,

冷温带性

的种类大大减少
,

暖温带性的种类占艳对优势
,

同时
,

亚热带性种类的成分也有所增加
。

斗
.

中国南海现有海藻 51 9 种 (内针椽藻 n 7 种
,

揭藻 1 13 种
,

蓝藻 14 种
,

杠藻 2 7 ,

种 )
。

根据这些昆录与黄海
、

东海和南海内部各地进行比较的拮果
,

中国南海海藻区系是

暖水性
,

它的北 区
,

自p广东和部分福建两省的大陆洽岸的区系属于亚热带性
,

而南海南区
,

郎中国的海南岛
、

台湾岛和东沙
、

西沙以及南沙拿岛BlJ 基本上是热带性质的区系
,

在粗成

性质上
,

它属子印度
一
西太平洋海藻区系

。

它的北区比较接近 El : m an 所胡的白本亚热带

亚区
,

而南区n[] 近于印度
一
焉来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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