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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藻区系分析研究的一些
一

周题
*

曹 呈 奎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一个海区的海藻区系粗成种类明确了以后
,

应进一步分析研究区系的特点
,

以确定区

系的温度性质及地理成分
,

阴明它与邻近区系的亲疏关系及其在世界海藻区系中所占的

地位并探尉其起源
。

我佣在初步完成中国黄海沿岸海藻l) 的种类鉴定及描述以后
,

就栽图

对这个海区的海藻区系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

但是
,

在工作中
,

遇到了不少简题
。

对一些必

填解决的简题
,

我佣已握根据所掌握的查料及现有水平
,

提出了解决简履的初步意觅少
呼
]o

我俩开始进行中国黄海沿岸海藻区系与邻近区系的比较研究时
,

首先咸到困难的是
:

在这广大的北太平洋西部
,

海藻学家所划分的地理分布单位很不一致
,

有的单位很大
,

包

括整个海区 ;有的Rl] 很小
,

仅局限于一个岛 ;还有不少渗进了人为的因素
,

例如
,

有的以国

家作为比较单位
,

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 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

我们款为应当根据一定的原

则把有关海区划分为若干自然条件较为一致的地理单位
,

使每一单位的区系可以作为一

个基本区系
,

以便于比较研究
。

根据海区和海流以及海藻区系的具体情况
,

我们把广大的

北太平洋西部划为 16 个区 [2]
。

必填指 出
,

这里的所销
“

区” ,

只是为了便于比较而划分的

具有环境条件较为一致的地理单位而已
,

并不具有生物地理学家所称稠区系区或区系省
、

县的含意 ;我们区划的目的是使每一
“区”的区系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区系

。

海洋植物区系的一个基本性厦是它的温度性厦
。

藻类学家在描述某一海区海藻区系

时
,

规常提到区系的热带性或亚热带性等等
,

但如果追究一下藻类学家的所稠
“
热带

”
或

“

亚热带
”

的意义
,

就可以看出
,

看法并不一致
。

这种情况
,

在其他海洋生物学科里也同样

存在着
。

例如
,

海藻学家 se te h e ll (1 9 2 0 )款为
“
亚热带

, ,

的最高月平均水温为 2 0一2 5℃
,

“
热带

, ,

为 2 , 一 3 0℃ [ 6 ] ; 海洋地厦学家 va
u g h a n

(1 9 4 0 ) 款为
“
亚热带

, ,

的年温度变化在

15 一30 ℃ 之简 [9] ;海洋生态学家 ste p hen s
en (19 4 7 )把

“
亚热带

”

和“
热带

”

合为
“
热带

、

亚热

带
” ,

冬季低水温不低于
.

20 ℃ 或略为低一些
,

而夏季高水温 25 ℃ 或以上 [8] ; 海洋动物地理

学家 E k m an (19 53 ) RlJ 款为亚热带动物区系的年低温
.

豹为 1 6一18 ℃
,

热带的年低温界限

为20 ℃ [51
。

我们从海藻区系角度 出发
,

款为可以根据区系的适温 (具体表现在区系主要

粗成种类的最适温)划分为寒带(< 5℃ )
,

亚寒带(5一10 ℃ )
,

冷温带(10 一15 ℃)
,

暖温带

(1 5一Z Q℃ )
,

亚热带(加一2 5℃:)和热带(> 2 5℃ )[
2 ·3 ] 。

在海藻区系温度性厦的分析研究方面
,

我仍款为应当首先选择区系中具有代表性的

种类
。

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优势种 (D
o m in a tin g , p e e ie s )

,

习觅种 (e
o m m o o sp e e ie s

)和局限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19 斗号; 本文曹于 1 9 62 年 6 月及 9 月先后在青岛由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召开的梅泽动植物区系学术肘希会以及在苏联列宁格勒由太平洋西部诚业研究

委具会召开的太平泽动物区系和藻类区系学术衬篇会上宣岔过
,

会后略有补充修改
。

l) 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梅藻
,

即 :叙藻
、

褐藻
、

粉藻及蓝藻等
,

因为这些藻类
,

艳大多数是梅岸带
,

特别是潮简带底栖

藻类
,

所用的调查采集及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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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助
e a
u y

a b u n d
a
nt sp e e ie s

)
,

至于少觅种(Un
e o m m o n s p e e ie s

)及稀有种(R
a re s p e e ie s)

,

对

区系温度性厦的确定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已[3]
。

我俩在分析中国黄海海藻区系时
,

提出了

确定海藻温度性厦的实验生物学方法和标本分析方法 [4]
。

我俩以上所提的建裁仅是初步的
,

不一定都很成熟 ; 有一些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妥当
,

需要加以必要的补充和修正
。

我们拟就这些和其他有关阴短
,

进行尉渝
。

一
、

海洋温度带的划分简题

关于海洋温度带的划分
,

我俩款为最少有两个简愚需要提 出来
:
术藉和定义

。

术藉简

题(特别是外文术藉)可能 由于温度带和区系区的混淆
,

存在着一些混乱
,

有澄清的必要
。

我俩建裁
,

在划分温度带的时候
,

不要用带有地方性的名称作为术藉
,

以便于与生物区

系区根据起源的区划有所不向
。

我佣同意多数海洋学家的意觅
,

并根据一般地理 学的

区划把海洋根据温度情况划分为三个大带
,

郎冷水带
,

温水带和暖水带
。

海洋年平均表面

水温的地区差异幅度的为 31 ℃
,

最低是极地海的 一 1
.

9℃
,

最高是赤道附近的 29 ℃ (个别

邻近大陆海区可超过)
,

因此
,

我俩建裁这三个温度带的年平均水温可大致瓮定如下
:
冷水

带 < 斗℃
,

温水带 4一20 ℃
,

暖水带 > 20 ℃
。

这三个大带可以在每一个大带内再划分为两

个小带
:
冷水带分为寒带及亚寒带

,

温水带分为冷温带及暖温带
,

暖水带分为亚热带及热

带
。

这些大小温度带的水温特点列于表 1o

表 1

T a ble l
.

T e m p e r a tu re
二

on
e s

海洋的温度带及其水温特点

of 压
e a n d th

e ir te 口p e ra tu r e e ha ra ct e r is6 e s

表面水温年平均℃
S u rfa ee w a te r

te m Pe r a t u r e a n n u a l

a V e t a g e

表面水温月平均℃
S u rfa c e w a t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

a V e f a g e

m o n thl y

1
.

冷水带 C o ld w a te r 二o
讹

la
.

寒带 F r ig id z o n e

lb
.

亚寒带 S u b fr ig id 二o n e

2
.

温水带 T em p e r a t e w a te r e z o n e

Za
.

冶温带 C o ld t e m p e r a t e z o n e

Zb
.

暖温带 W
a r m te m p e r a te z o n e

3
.

暖水带 w
a r m w a t e r z o n e

3 a
.

亚热带 S u b t r o p ic al z o n e

3 b
.

热带 T r o p ie al z o n e

< 0一咚

0

一

O一4

最低

< 0

< O

< O

最高 m ax
.

冬- 10

0一4

月- 1 0

4ee 2 0

4一 12

12一2 0

0一15

oee s(10 )

(o)5一 15

1 0一2 5

1 0一 2 0

2 0一 2 5

2 0一 > 2 5

2 0一2 5

> 2 5

巧一2 0

> 2 0

> 2 5

> 2 5

以上温度带的划分及各个温度带的水温特点
,

主要是根据 E k m an [5] 和 Ste
p hen

s
on [8j

的意兄而系就化的
,

特别是以4 ℃作为温水带和冷水带的界限
。

但在个别简短上
,

我佣也有

一些不同的看法
。 E k m an 款为亚热带的最低水温应当是 16 一18 ℃

,

而我们同意 v au g h,

的划分意兑 [91
,

把亚热带的最低水温降低到 15 ℃
。

根据以上的划分原BlJ
,

世界海洋可以划分为五个大温度带
:
在赤道及其附近海洋属暖

水带
,

在南极和北极及其附近海洋各有一个冷水带
,

而在南北冷水带和暖水带之简各有一

个中樟度的温水带
。

暖水带可以再分为一个热带和南北两个亚热带
,

而其他四个大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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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再分为两个小带
,

总共为 n 个温度带
,

郎
: 北寒带

、

北亚寒带
、

北冷温带
、

北暖温

带
、

北亚热带
、

热带
、

南亚热带
、

南暖温带
、

南冷温带
、

南亚寒带
、

南寒带
。

二
、

海藻的温度性臀简题

一个海区的海藻区系是一定的海藻种类在这个海区长期适应的拮果
。

这首先表现在

区系的祖成
,

同时也反映在各个祖成种类的生长繁稀及其在本海区的分布情况
。

所以一

个海藻区系的温度性厦是所有种类
,

特别是优势
、

习兑及局限种类的温度性质的总和
,

而

且也是本海区的温度性厦的反映
。

每一种海藻必然发生于一定的地点
,

而在发生这个种

的期简
,

这一地点的温度性厦也应当就这个种的温度性厦
,

而且具体地反映这个种的遣传

性
。

产生这个种的地点的温度性质在历史上可以有变化
,

同时
,

这个种也有可能从原发生

地点分布到另一地点
、

另一海区
,

而且
,

其耐高温或耐低温性也可能理过长期的锻炼而有

所提高 ; 但是我俩熟为它的生长繁殖的最适温基本上仍然会保留着原发生地点的温度性

质
,

除非在本质上已趣产生了变化
,

形成了地理性的变种甚至是新种
。

这靓明了
,

为什么

在冷温带海区可以 出现亚寒带种
,

甚至寒带种
,

而冷温带种也可以分布到亚寒带和暖温带

海区
。

著名的海藻学家 se tc he n 祥袖尉渝了海藻的狭温性及其从一个温度带侵入另一
、

二

个温度带的简履
,

举出了暖温带性的 z os ter a m a ‘、和亚寒带性的 击co 户五刃坛厉 no 而翻二

及其他几种的分布情况
,

并阴明了每一种海藻是一个温度带的产物的现象 [7J
。

因此
,

我们款为海藻可以根据其发生地点的温度性质划分为下列三个类型
。

1
.

冷水性种 发生于极地寒带海洋及其邻近高掉度海区
,

生长生殖适温小于 4 ℃
,

在北半球其分布方式主要恢靠寒流从北方向南方发展
。

这类型可以再分为寒带种及亚寒

带种
,

前者生长生殖活温为 。℃ 左右
,

而后者为 。一 4 ℃
。

2
.

温水性种 发生于中樟度及寒
、

暖流交汇的
,

或者寒流南端
、

暖流北端的温水侮

区
,

生长生殖适温 4一20 ℃
,

其分布方式依靠寒
、

暖流向南北两方面发展
。

这类型可以再

分为冷温带种及暖温带种
,

前者生长生殖活温为 4一12 ℃
,

而后者为 12 一20 ℃
。

3
.

暖水性种 发生于赤道上下的热带海洋及其附近海区
,

生长生殖适温大于20 ℃
,

其分布方式恢靠暖流向中樟度海区发展
。

这类型可以再分为亚热带种及热带种
,

前者生

长生殖适温为 20 一25 ℃
,

而后者只lJ大于 25 ℃
。

海藻的温度性质
,

一般可以根据其地理分布中心地区的温度性厦而确定
。

这个方法

可称为地理学方法
。

确定温度性质还可以应用生物学方法
,

直接寻找海藻的生长生殖适

温 ;这对确定某些分布中心不明显的
,

或者中心区的温度性厦尚不甚了解的种类的温度性

质
,

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 [4]
。

确定温度性厦的生物学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实输生物学方法
,

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实

盼
、

观察
,

以确定海藻的生长
、

生殖适温
。

以海带为例子
:
我佣通过海带抱子体的生长适

温观察
,

确定了海带抱子体生长适温范围很广
,

从 0℃ 到 13 ℃
,

其中最适温为 5一10 ℃〔‘〕。

海带抱子体的繁殖最低水温尚不完全了解
,

但根据实驮观察
,

一般在 10 ℃左右郎开始出

玩抱子囊
,

水温达到 加℃ 左右时BlJ 停业生产抱子囊
,

水温再升高时
,

已挫成熟的抱子囊也

不能放散抱子
,

甚至衰退分解
。

因此
,

我们款为海带抱子体的繁殖适温大的在 10 一15 ℃
,

粽合地考虑到生长和繁殖的要求
,

则海带抱子体阶段生长发育的最适温应当在 10 ℃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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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但海带还有一个独立的配子体阶段
。

对这阶段所进行的实脸拮果指出
,

配子体生长

最适温是 15 ℃
,

而生殖最适温则是 10 ℃
,

在 18 一20 ℃ 以上不能发育
,

所以海带配子体的

生长
、

生殖最适温度大致是在 10 一15 ℃ 之简
,

平均为 12
.

5℃l) 。

全面地考虑到海带两个独

立生活史阶段的情况
,

我们款为它的生长
、

生殖的适温范 围是在 n ℃ 左右(比我俩从前的

估针
,

郎 12
.

3 ℃川
,

略为低些 )
,

而在 。一20 ℃ 之简
,

海带的两个生活史阶段都能正常地生

长
、

发育
。

因此
,

海带应当是冷温带海藻
,

而不是亚寒带海藻
,

象我们以前所欲为的那样
。

生活史不同阶段的生长
、

生殖对温度的要求幅度有很大的
,

应当款为是温水
J

性的表现
,

是

对温带地区一年中的温度大幅度变化的适应拮果
。

当然
,

对区系的所有海藻种类都应用实输生物学方法来确定它们的温度性质
,

事实上

是有困难的
。

我们在分析中国黄海海藻区系的温度性厦时
,

主要是应用第二种生物学方

法
,

郎依靠标本分析的方法
。

应用这个方法必填有同一种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所采集的

大量标本和祥相的野外昆录
。

通过这些标本及查料的检查
,

可以了解每一种在各个时期

的生长
、

生殖情况
,

寻找其生长繁茂而能进行正常生殖的季节
,

然后根据这个地区这期简

的水温查料
,

找出它的生长
、

生殖适温范围
,

确定它的温度性质
。

我俩应用这个方法对中

国黄海海藻区系的代表种类进行检查
,

确定了每一种的温度性厦
。

在这些种类中
,

有的温

度性质已趣被藻类学家应用地理学方法确定下来 ; 两个方法所得到的桔果很一致
,

征明了

标本分析法的实际价值 [4]
。

在寻找中国黄海海藻的生长
、

生殖适温范围过程中
,

我佣遇兄了爵多不同生长
、

生殖

类型 ; 这些归钠起来
,

可分为五个类型
。

第一类型
,

生殖期很长
,

甚至一年内有十个月以

上
,

在水温差别二十几度范围内进行生殖活动
,

也就是所稠生殖广温性种类 ; 而其生长盛

期只有两
、

三个月
,

都在生殖时期内
。

一

第二类型
,

生长盛期也是两
、

三个月
,

其中只有一个

月左右时简进行生殖活动
,

也就是所稍生殖狭温性的表现
。

第三个类型
,

生长盛期和生殖

时期有部分交又时简
。

对这 3 个类型
,

我们采用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的共同时简的水温

作为它们的生长
、

生殖适温代表值
。

其他两个类型的生长盛期和生殖时期没有共同时简
。

第四类型
,

两个时期紧密街接而第五类型nlJ 两个时期被一定的时简隔离着
。

对这些类型
,

我们采用两个时期水温的平均作为生长
、

生殖适温代表值
。

当然
,

这个温度并不一定是它

们进行正常生殖活动而生长繁茂的温度 ;它仅仅是代表值而已
。

这些类型一般都是属于

温水性种类 ;它们发生在一年之简水温变化幅度很大(时常超过 加℃ 范围 )的冷温带或暖

温带地区
,

因而获得了不同期简进行生长和生殖的遗传性
。

属于同样情况的
,

还有具有两

个独立的生活史阶段的种类
,

如紫菜
、

海带等 [4]
。

三
、

海藻区系的区划简题
.

每一个基本海藻区系都是 由一定的种
、

属
、

科等等所祖成的 自然粽合
,

是它们在某一

海区长期发展历史和适应复杂地理
、

水文环境的产物
。

区系的温度性质取决于它的主要

粗成种类的温度性厦
,

因而就有冷水性
、

温水性及暖水性之别 ; 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热带

区系
、

亚热带区系等等 6 但这样划分只是确定了某一个海藻区系的温度性质而已
。

如

l) 根据曾呈奎
、

吴超元和任国忠未发表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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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从区系地理学角度来进行海藻区系的区划
,

就必填考虑到整个区系的形成历史周题
。

在这方面
,

藻类学者做的还很少
,

迄今还未兄到比较完整的区系系扰分类
。

当然
,

由于很

多科属都缺少化石材料
,

要从形成历史角度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藻类区系分类系挑
,

的确

是很难的
。

四十多年前
,

se tc hell 曾提出一个区划意觅
,

但所提方案
,

实质上只是海洋温度

带的划分而已
,

并不是区系的区划
,

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区系的形成历史及亲椽关系等简

题
。

我们也对北太平洋西部提出了区系区划意觅 [Z]
,

但这个方案也只是为了把这个广大

区域的区系划分为若干基本海藻区系的单元以便于进行比较区系研究而已
,

至于对这些

单元在整个世界海藻区系的地位阴题
,

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探尉
。

考虑到潮简带及浅海的底栖植物和底栖动物的生态共同性
,

尽管这两类生物有它们

自己的特点
,

我俩款为可以基本接受 E k m a n 1 95 3 年所提出的潮简带及浅海动物区系区

划系就作为海洋植物区系的区划基础
。 E k m an 把浅海底栖动物区系划分下列七个区系

:

(1 )北极海洋动物区系
,

(2 )北太平洋温带动物区系
,

(3 )北大西洋希温带动物区系
,

(4 )暖

水动物区系
,

(匀南半球暖温带海洋动物区系
,

(6 )南半球冷温带海洋动物区系及(7 )南极

海洋动物区系
。

根据植物区系的情况
,

我们款为
,

作为第一极区系分类系就
, E k m an 的 7

个区系可以祖成为 5 个区系祖
,

郎除了第 1
、 4 及 7 区系以外

,

可以把第 2 、 3 祖成为北温

带区系祖
, 5

、

6 为南温带区系粗
。

初步意兑
,

海洋植物区系可以划分为如下 5 个区系粗

和 9 个区系区
:

1
.

北极海洋植物区系祖(Ar cti
o Mari ne Fl o ra s

)

(i ) 北极海洋植物区(A
rct ie [M a r in e Flo ri sti e ] R o g io n

)

2
.

北温带海洋植物区系粗(B or
e a ] Ma ri n e Flo ra s

)

(2 ) 北太平洋植物区 (N
o

汕 P a e ifie [Flo ris ti e

l R e g io n
)

(3 ) 北大西洋植物区(N
o rt h A tla丽

e [FI丽sti e ] R e g ioa )

3
.

暖水植物区系粗(wa
r m 一w a

ter 刊ora
s
)

(; ) 印度
一
西太平洋植物区(I

n a。一w e s :
入ci fie [执o r isd e ] R e

萝o n
)

’

(, ) 大西洋
一
东太平洋植物区(A d

an ti e一e a st 几
e ifi e [Fl or isti e ] R e g io n )

(6 ) 地中海
一
大西洋植物区(M

e d sterra
n e a n we A d a

而
e [Flo ri 范e〕众e g io n

)

4
.

南温带海洋植物区系粗(A
u s

tra l M a d n e Fl o r a s
)

(7 ) 南暖温带海洋植物区(u p p e : A u s tra l [M
a r in e Fl o ris ti e ] R e g io n

)

(s ) 南冷温带海洋植物区(L
o w e r A u stra l [Ma rin e Flo risti e ] R e g ion )

5
.

南极海洋植物区系祖(A
n a r e d e M

a r in e Flo ra s
)

(9 ) 南极海洋植物区(A
n a
rc ti。 [M

a d n e R o d s d e

] R e g io n
)

根据上述区划
,

我俩以前所划分的北太平洋西部 16 个基本区系 t21 可以分别归钠在北

极海洋植物区
、

北太平洋植物区和印度西太平洋植物区
。

北极海洋植物区以 白合海峡为界袋
,

分为北极亚区和西北太平洋亚区
。

我俩前文所

提到的第 1 、 2
、

3 等基本区系
,

也就是白合海西区
、

鄂霍次克海的北区及东南
一

区的区系
,

都

属于西北太平洋植物亚区
。

为了避免这个亚区名称可能与
“

北太平洋植物区
”

互混
,

我们

建裁把这个亚区改称
“白令一鄂霍次克亚区

” 。

北太平洋植物区可划分为东
、

西两亚区
,

郎东亚亚区和西美亚区
。

我俩的第 4
、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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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1
、

12 等 6 个基本区系
,

也就是鄂霍次克海西南区
、

日本海东北 区
、

西北区
、

日本太平

洋岸北区和黄海西区
、

东区的区系
,

都属于东亚海洋植物亚区
。

印度
一
西太平洋植物区的亚区中

,

与北太平洋西部有关的有亚热带 日本亚区和印焉亚

区
。

属于亚热带日本亚区的有我俩的第 8
、

1 0
、

15 等 3 个基本区系
,

也就是 日本海东南

区
,

日本太平洋岸南区和中国南海北区(郎广东省及福建省南部 )的植物区系
。

这个亚区

名称
,

我俩建裁改为中国
一日本海洋植物亚区

,

因为在这个亚区的范围内
,

中国区系占了与

日本区系同样重要地位
。

我俩的第7
、

13 两个基本区系
,

也就是 日本海西南区和东海西区
,

可能也属于这个亚区
,

但是 由于目前这两个海区的海藻稠查的很不够
,

缺少必要的查料以

形成我佣较为肯定的看法
。

我们的第 14
、

16 两个基本区系
,

也就是东海东区和南海南区的

区系
,

都属于印焉亚区
。

必镇指出
,

在南中国海的区系区划中还存在着不少周题
。

看来
,

蔺单地把这个广大海

区的海藻区系划分为南区和北区两个基本区系是不妥当的
,

但由于所掌握的资料还很不

够
,

目前尚不能提出较为满意而完整的区划系就
。

不过
,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

可以欲

为在中国饭海范围内
.

,

把中国南海区区系划为三个基本区系
,

郎台湾区系
、

海南岛区系和

姗瑚拿岛(包括东沙
、

西沙
、

中沙及南沙等拿岛)区系
,

是比较合理的
。

四
、

桔 藉

1
.

关于海洋温度带的划分朋题、我们建裁根据水温特点
,

把海洋原BlJ 地划分为
:
冷水

带
、

温水带及暖水带
,

再在每一个带下
,

分为两个亚带
,

郎寒带
,

亚寒带
,

冷温带
,

暖温带
,

亚

热带及热带等
,

并在此基础上
,

把世界海洋具体划分为 5 个大带
,

n 个小带
。

2
.

关于海藻的温度性厦简题
,

我们在海洋温度带的划分基础上
,

根据海藻生长
、

生殖

的适温范围
,

划分为冷水性种
、

温水性种及暖水性种三个类型
,

在每个类型之下
,

又各划分

为两个种类
,

针有寒带种
、

亚寒带种
、

冷温带种
、

暖温带种
,

亚热带种及热带种等
。

在确定

海藻温度性厦的分析方法方面
,

提出了地理学方法及生物学方法
,

后者又有实验生物学方

祛及标本分析方法之别
。

3
.

关于海藻区系的区划尚题
,

我们建裁基本采用 E k m an (19 53 ) 的浅海动物区系区

划系枕
,

并作了一些修正
,

把世界海洋植区系区划为 5 个区系祖
,

下分为 9 个植物区
。

根

据这个区划系抗
,

我们把以前所区划的北太平洋西部的十六个基本海藻区系归钠入这个

系就的有关区
’

系及区系区
。

在北太平洋西部的广大海域
,

可以孰栽到三个区系区的存在
:

(1 )北极海洋植物区系粗的北极海洋植物区的白令
一
鄂霍次克亚区 ; (2 )北温带海洋植物区

系祖的北太平洋区的东亚亚区和暖水性海洋植 物区系祖的印 度西太平洋 植物区中国
一 日

本亚区及印度
一 J

霭来亚亚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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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15 im p o r ta n t n o t o n ly to k n o w its c o m p o sitio n b u t

a lso to d e te rm in e it s t e m p e r a t u r e n a tu r e , a n d it s r elat io n ship w ith th e n eig hb o r in g flo r a s

in o r d e r to e lu cid a te it s o ri g in
.

A t Pr e se n t s u eh s tu d ie s a r e d iffie u lt be c a u s e o f the

c o n fu sio n in the a p p lic a tio n o f t e r m s a n d o f the la c k o f a n a c c e p tab le syst em o f flo r istie

c la s sifie a tio n a e e o r d in g to its o ri g in
.

Ta k e fo r in s ta n c e ,
the d e fin itio n o f a “s u b t ro p ic al

flo ra , ’ o r a “t ro p ie a l flo r a , ,

m a y be d iffe r e n t w ith d iffe r e n t p hyc o lo g is ts
.

工t 15
,
the r efo r e ,

the a im o f the 讲e s e n t p a Pe r to d isc u s s th e s e p r o blem s a n d to m a k e c e r ta in su g g e stio n s
·

A n a tt em Pt a t su bd iv id in g the o c e a n s in t o t em p e r a tu r e z o n e s ha s be e n m a d e
,

w hic h

15 b a se d p rin eip a lly o n E km a n , 5 d efin it io n [5 ] w ith c e rt a in m o d ifie a tio n
.

T h re e d iffe r e n t

t em Pe r a t u r e z o n e s hav
e be e n r e c o g n iz e d :

(1) th e e o ld w a te r z o n e ,

ch a ra c t e r iz ed by a n

a v e r a g e a n n u a l s u rfa e e w a t e r t em p e ra tu r e o f < 0一4
“

C
,

w ith te m p e r a tu r e r a n g in g fr o m

o
“
C t o a s hi gh

a : 2 0
“
C

,

(2 ) t em p e ra te w a te r 二o n e ,

ch a ra e t e r i: ed 妙
a n av e r

昭
e a n n u al

s u rf a c e w a te r tem p e r a tu re o f 4一2 0
“
C

,

w ith t em p e r a t u r e r a n gin g fro m o
“
C o r slig htly

belo w, to a s high a s 2 5
“
C o r slig htly a b o v e ,

(3) w a r m w a t e r 加n e, eh a r a c te ri : ed by a n

av e r a g e a n n u a l s u rfa ce w a te r t em p e ra tio n o f 2 0一2 5
“
C

,

wi th t em Pe ra t u r已 ra n g in g fr o m

a b o u t 1 5
“
C t o o v e : 2 5

“
C (

a s hig h a : 3 1
”
C)

.

E a eh o f the th re e te m p e r a tu re zo n e s 15

fu rth er su b d iv id ed in to 2 s u b z o n e s : the
c o ld w a te r z o n e in to a “

frig id z o n e , , a n d a “ s u b
-

fr ig id z o n e , , ,
the tem p e r a te w a te r zo n e in t o a “ c o ld te m p e r a t e z o n e” a n d 么 “

w a r m t em
-

Pe r a te 乞o n e , , , a尽d the w a r m w a te r z o n e in t o
、

a “s u b tro p ie al Z o n e , ’ a n d a “ t ro Piea l 乞o n e , , .

E a eh o f the s u b z o n e s h a v e its te m p e ra tu re c ha r a e te r全s tic s (s e e Ta ble l)
.

Th e te m p e r a te n a tu r e o f a flo r a i: d et e r m in ed by tha t o f the m a io rity o f the sPe c ie s
,

e sp e c ia lly the r ep re sen ta tiv e sp e c ie s〔41
, a n d the t em p e r a t u r e n a tu r e o f a sp e c ies d e p e n d s ,

o f e o u r se, o n the c lim a tie cha r a e te ris tie o f th e p la c e ,

w he r e it w a s 名p e c ia te d m illio n s of

ye a r s a g o
.

Fo r in sta n c e , a sp e c ie s hav in g sp e e ia te d in a s u b t ro p ic a l r e g io n w o u ld b e

n a t u ra lly a d a p ted to g ro w th in reg io n s ,

w he r e wa
te r te m p e r a tu r e 15 s u b tr o Pie a l in n a -

t u re
.

O n this b a sis
, a n alg a m ay b e c o ld

一

w a t e r (f
rig id o r s u bfr ig id)

,
t em p e ra t e

一

w a t e r

(
e o ld o r w a r m te m p e r a te )

o r w a r m
一

w a te r
(
s u b tr o p ic a l o r tro p ic a l) in n a t u r e

.

D e比r m in a -

t io n o f th e tem p e r a tu r e n a tu re o f a n a lg al sp ee ie s
.

m ay b e effe e ted by g eo g r a phic a l o r

bio lo g ic a l m e tho d s,
the la tt e r fu rth e r d iffer e n tia te d in to ex Peri m e n t al m eth o d a n d s p e ci

-

m e n a n alys is m e tho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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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 r ist ic c la s sifie a tio n in t e r m o f th e o r ig in o f the flo ra a n d its r e la t io n sh ip w ith the

n eig hb o r in g flo ra s ha s n o t r e c e iv e d d u e a t te n tio n o f th e Phye o lo g is ts
.

In fa c t
,

P ra e -

tic a lly n o thin g ha s be e n d o n e in this re s
伴ct by phyc o lo g ist s

.

A n a tt e m p t a t s u c h a

c la s s ifie a tio n ha s the r efo re b e e n m a d e
,

b a se d Pr in eiP a lly o n E k m a n , 5 sys te m o f the

lit to r a l fa u n a cla ssifie a tio n [5 ]
.

Fiv e flo ris tic g ro u p s h av e be e n r e c o g n iz e d w ith a lto g e -

the r 9 flo r istie r e gio n s :
(1) A rc tic M a r in e Flo r a s, c o n sis tin g o f a s in g le r e g io n ; (2 ) B o re a l

M a r in e Flo r a s , c o n sis tin g o f tw o reg io n s , n a m ely
,
th e N o rth Pa c ific a n d the N o r th A tla n -

tie r e gio n s : (3) W
a r m w a te r Flo ra s , 。o n sis tin g o f thr ee r e g io n s, n a m e ly

,
the In d o

一

W
e st

Pa e ifie
,

the A tla n tie
一

E a st Pa c ifi。 a n d th e M e d it e rr a n e a n 一

A tla n tie : e g io n s : (4) A u s tr a l (
o r

A n tib o r e al)
_

M a r in e Flo r a s , Co n sis tin g o f Z : e g io n s ,
the u p p e r A u st ra l a n d the L o w e r

A u st ra l r铭io n s ; (5) A n a r e tie M a r in e Flo r a s, ; o n sist in g o f a sin g le r e g io n
.

A c c o rd in g ly
,

th e 1 6 b a sic m a rin e flo ra s of th e
W

e s te r n N o r th Pa c ifie a s P r
ev io u s

ly
p r o p o s ed [2 ]

,

m a y be g ro u p ed u n d e r thr e e flo r isti c g ro u p s , n a m ely
,

the A rc t ic M a r in e

Flo r a :
(th

e O eho tsk
一

B er in g Su b r e g io n o f th e A r c tie R e g io n
)

,
the B o re a l M a rin e Flo r a s

(th e E a st e r n A siatic Su b re g io n o f the N o rt h Pa c ific R e g io n
)

, a n d the W
a r m W

a te r

M
a r in e Flo r a s

(th
e Sin o 一

Ja Pa n e s e Su b re g io n a n d the In d o 一

M ala ya n Su b r e g io n ,

bo th o f the

In d o 一

W
e s t Pa e ifie R e g io n

)
.

Th
e Sin o 一

Ja p a n e s e Su b r e g io n c o v e r s th e C hi n a e o a st fro m

S o u the r n Fu kie n Pro v in c e d o w n to W
e st e r n K w a n g t u n g Pr o v in e e a n d th e Ja Pa n e s e e o a s t

fr o m t he Pa c ifie e o a s t o f B o n sh u s o u thw a rd
,

t u rn in g w e s tw a r d to the Ja p a n Se a e o a st o f

K iu shiu a n d H o kk a id o
.

In the E k m a n Sys te m [51
,

th e litto r a l fa u n a o f this p a r t o f the

Ja p a n e se c o a s t h a s be e n k n o w n a s the
“
Su b tr o Pie a l Ja Pa n , ’

fa u n a
.

B e c a u s e o f th e elo se

r ela tio n shiP o f the so u the r n C hi n es e litt o ra l flo ra w ith th a t o f the
“
Su btr o p ic a l Ja p a n ,

”

w e h av e P ro P o s ed to c o m bin e th e s e tw o flo r a s in t o a sin g le o n e w ith th e r a n k o f a s
ub

-

r铭io n , n am e ly the Sin o ·

Ja Pa n e s e Su b r e g 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