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卷 第 4 期
1 9 6 3 年 1 1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O C E AN O L O G IA E T L IMN O L O G IA SIN IC A

V o l
.

5
,

N o
.

4

N o v
. ,

1 9 6 3

中国蝶形目焦类地理分布及

区系特征的研究
*

成 厦 泰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蝶形目为海洋底层焦类
,

多栖息于陆棚浅海水域
,

仅有少数种类在索解期进入江河
。

有些种类在生殖期作短距离移动
,

其游泳力不弦
,

一般皆不作长距离洞游
。

蝶形目焦类对

水温的适应随种类不同而异
,

例如
,

大 口嫌 p s e tto d e , e r u m e i (B l
o e h & sehn e id e r

)
,

冠汉蝶

3’a m 叮行 ‘
ris ta tu

;
G ra y 等

,

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海区 ; 相反
,

另一些种类如光蝶 Li oP 、““

g la c ia li; p a lla s ,

棘蝶 A c a o t五。户, 。tta , a己e ; 人即1 se hm id t
等

,

只lJ生活于寒温带与寒带
。

因蝶

形目焦类活动范围较狭
,

对水温适应的要求比较严格
,

故为研究焦类区系与地理分布的良

好查料
。

蝶形目焦类在憔业上很早就成为底曳网或延视钓捕捞对象
,

估舒豹占全世界总派获

量的 1
.

6 拓[1 7 ]。 在我国陆棚庶业中产量较大的有
:
牙奸 尸a ra zt’c 左t五y , 0 21, ‘e“ ,

(T
.

& 5
.

)
,

高

眼蝶 c lez.s
t人e , 。了 人。

e n s t ez’o i (S
e h m id t

)
,

黄盖蝶 p , e u j o p le “r o n e c te , y o 友
。人a m a e

伽
n th e r ,

木叶蝶 p le “, o 。￡c h th , , c o , 。。to s
(T

.

& 5
.

)
,

冠汉蝶 S a
,

a‘, c r‘s t a t “, G ra y ,

大 口嫌 p , e‘t o -

d e , e r 二m ci (B l
o e h & S e hn e id e r

)
,

半滑三拔舌煽 注r e l若二“ , s e m ila e , i; (G 位
n the r

)和焦氏三梭

舌煽 A re l沁
“了 joy nc rs’ G如th er 等

,

有理济价值的种类 30 多种
。

在我国黄海与东海北部
,

单就牙奸一种的年产量自p超过了 2 ,

00 0 吨 [s1
。

我国南海的蝶形目焦类每种单位产量
,

虽不

及黄海与东海
,

但由于南海种类多
,

生产季节长
,

而总的年产量仍不少
。

因此
,

探尉我国蝶

形 目焦类分布规律与区系性质
,

无渝对我国海洋动物区系的研究与憔业生产
,

都具有一定

的意义
。

现据历年来在全 国各海区速擅进行的系就稠查及文献查料
,

目前已知我国蝶形目焦

类共达 8 7 种
,

分隶于 40 属
, 5 科

。

兹将各科属所包括的种数 (括弧内)
,

列示如下
。 1

.

嫌科

p s e tt o did
a e :

嫌属 p : e ‘to d e s
(1 )

。 11
.

奸科 B o thid
a e :
花肝属 T e户五r io e c t。 (i )

,

牙奸 属
p a r a l介人t左夕;

(1 )
,

斑纤属 p : e “d o r h o m 吞u ;

(1 2 )
,

大鳞奸属 T a r夕左。夕,
(i )

,

又拔奸属 ci t左a -

r o i己。了 (i)
,

羊舌奸属 汉r n o g lo ; 了“s

(4 )
,

嫌奸属 p 了e r tin a
(2 )

,

短额肿属 E 。郡户
r o , o 户o n

(1 )
,

樱奸属 c , o , s o r h o m 占u ;

(2 )
,

奸属 刀o t左“,
(4 )

,

梭奸属 ‘r a m m a to 占o t五u s

(2 )
,

左奸属 乙a e o p ;

(3 )
。 111

.

蝶科 Ple u ro n e e ti d
a e : 高眼蝶属 c l南

t人。n 。 (1 )
,

虫蝶属 五o p, ‘ tta
(1 )

,

星蝶属

ve ra 了Pe ,
(1 )

,

粒蝶属 cl id 口女
r二二

(1 )
,

木叶蝶属 Pl o r on ic 瓜砂
,

(1 )
,

黄盖蝶属 几
e
ud

口-

户l。: ‘r o , 。c t。 (2 )
,

油蝶属 M ic r o , to m “ ;
(1 )

,

长蝶属 T a o a友i“ ,
(1 )

,

石蝶属 p la tic 人t左夕,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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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蝶属 乙10 夕, e tta

(1 )
,

瓦蝶属 p o
ec ilo 户s e tt a

(2 )
,

短蝶属 B , a c人y p le u r a

(1 )
,

汉蝶属 s a m a r i,

(i )
,

沙蝶属 s a m a r i, c u s

(2 )
。 Iv

.

煽科 so le id
a e :

卵隔属 s o le a
(i )

,

圆鳞蝎属 乙ia c人iu r u s

(1 )
,

豹杖隔属 尸a r d a c左iu ru s
(1 )

,

杨麟煽属 A s e r a
gg

o d e ,
(1 )

,

速鳍瀚属 勿
。 a p t u r a

(2 )
,

条

赐属 z e云r ia ,
(4 )

,

角煽属 汉 e so p ia (1 )
,

异 口赐属 H e te r o m y c te ri; (1 )
。

v
.

舌赐科 Cyn o -

g lo ss id
a e : 副髦煽属 尸a r a p la g u s ia (3 )

,

吻髦赐属 R 人in o p la g “ ; ia (1 )
,

双技舌煽属 Cy
o o g lo 了

-

; “5
.

(s )
,

三梭舌煽属 刁re zi, c u s
(s)

,

无拔舌煽属 即 m 夕人u r u 了
(3 )

。

一
、

中国蝶形 目焦类地理分布

1
.

嫌 科 PS ET T O D ID A E

膝科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海域
,

我国只有大 口嫌 p , e tt o己e s e r u m ei (B l
o e h & S e h n e id e r

)

1 种
,

分布于南海l) ,

向北止于台湾海峡
,

不到东海与黄海
。

n
.

呼 科 BO T H ID A E

奸科广泛分布于热带与温带海域
,

我 国产现知有二亚科
、

12 属
、

3斗种
,

为中国蝶形 目

一

焦类中种数最多之科
。

牙奸亚科 Par ali ch thi na e
在我国共有 5 属

、

16 种
。

以黄海种类最

少
,

仅有牙肿 p a ra li c入t人夕; o lit, a c 己“ ,
(T

e
m m in e k & S e hle g e l)

,

桂皮斑砰 尸, e u 己o r人o m 占“s

c i。 , a m o o e “ ;
(T

e m m in e k & sehle g e l) 与大磷奸 T a r p左o p , o zig o le p is (B l
e e k e r

) 三种
。

东海

有 , 种
,

除上述黄海的三种亦分布于东海外
,

尚有大牙斑奸 尸, eu do
r如m b “ , a rs i“了 (H

a
m il

-

to n) 与五眼斑解 p
.

pen t
oP h毖al m “了 G 位nt he :

二种
。

南海种类最多
,

除东海 5 种亦晃于南

海外
,

尚有 11 种
,

其分布范围仅限于台湾海峡以南
,

而不到东海与黄海
,

如 :
双瞳斑肿

乃
e “J o r人o m 乙u , 浮“ p zic io c zza , “ ; R e g a n ,

焉来斑奸 尸
.

、a l叮
a o u ,

(B l
e e k e r

)
,

少牙斑肿 尸
.

0 219 0 己0 0 B le e k e r ,

杨麟斑奸 p
.

c te n o q o a m 行 (O
s him

a

)
,

五点斑奸 尸
.

q u苦, q u o ce zza t“ ,
w

.

&

B
. ,

高体斑砰 P
.

e le o a tu , O g ilby
,

爪哇斑鲜 p
.

j
a , a n ic u ;

(B l
e e k e r

)
,

圆麟斑奸 尸
.

ze沁至“a -

二i,
(o

shim
a

)
,

南海斑奸 p
.

, 馆l‘c , “, B le e k e r ,

中华花奸 T e户左r i, ec t。 , i, e n 万行 (L
a e 己p己d e

)

与又拔解 c it左a r o ijo m
a c r o le 户萝, (G ile h ris t)

。

虾亚科 B o thin a e
在我 国有 7 属

、

1 5 种
。

黄

海只有北原左奸 L a e o户, 左公ta 左a r a e
(sm ith & p o p e

) 一种
。

东海有
:
杆羊舌奸 汉, 。 o g z o s s u ,

te n

访 。nt he r ,

大麟短额奸 E 。
郡户

r o 了。户o n g r a , d 介宁“ a
m a

(T
.

& 5
.

)
,

矛状左醉 乙a e o 户了

lan ce ola ta Fr an
z

及北原左奸四种
。

南梅种类最多
,

除上述 4 种广泛分布于南海与东海外
,

仅晃于南海而不到东海的有
:
长鳍羊舌纤 价no g lo ss us t

叻‘。so m 二

(Bl ee ke r
)

,

多斑羊舌奸
才

.

户o ly s户万20 5

(G 位nt h e r
)

,

中羊舌奸 A
.

io to r m e ji“,
(B l

e e k e r
)

,

颤岛嫌坪 p , 。tti, a ijjz’m a e

(J
o rd

a n & sta rk s

)
,

海南嫌纤 p s e t ti, a h a io a n e , 万了 (W
u & W

a n g )
,

青樱鲜 c r o二
o r人。二占u ;

a : “ r e u ;
(A l

e o e k )
,

竟吻樱奸 ‘
.

t, a zj e 一r o , tr a lu ,
(A le o e k )

,

异麟奸 刀o t左“ ; m
a , c u ,

(B
r o u s -

s o n e t
)

,

豹杖奸 刀
.

户a n t‘e r io u s

(R 让p p
e ll)

,

星斑奸 B
.

m y ria , ter (T
.

& 5
.

)
,

圆麟纤 刀
.

。了i
-

m izi,
(G 让

n th e r
)

,

多斑校奸 G ,
·

a
m m a to b o t五u ; 户o

ly
o户入t人a lm “s

(B l
e e k e r

)
,

克氏校坪 ‘
.

左
r e m

-

户。 1 e h a b a n a u d 及网杖左坪 L a ‘o 户; , a r i馆
a ta Fra n z 。

111
.

蝶 科 PL E U R O N E CT ID A E

蝶科现知我国有 3 亚科
、

14 属
、

1夕种
,

不同亚科在地理分布上 变异 甚大
。

蝶亚科

l) 本文中以福建省圃江口至台湾省富食角一掖为东梅与南梅分界袋
,

台湾侮峡包括于南海之内
。

海与黄梅分界处
。

渤梅种类基本与黄梅相近似
,

不另区分
。

以长江口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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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 u ro n e
cti

n a e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 2 2 “3 0

‘

N 以北海域
,

我国有 :高眼蝶 c zeis
t五e o e , 人e r 万e , -

; , ‘n i (s
e
hm id t

)
,

虫蝶 肠解
t ta g 八g ’O

rie 耐 (撇rze
o s te in )

,

星蝶 F

erar 沁
, “r留g ‘扭了

(T
.

& 5
.

)
,

粒蝶 c l苦d o己e r m a a s po iu m (T
.

& 5
.

)
,

木叶蝶 p lo u r o n ic五t人y s c o r 。“t 。了
(T

.

& 5
.

)
,

赫氏黄盖蝶 尸
.

入er 万e n , te i, i (J
o r d a n & sn yd e r

)
,

黄盖蝶 几
。u d o 户le“r o n o c te ; 夕。反

。左a m a “

G o n the r ,

油蝶 M ic r o , to 、u ; a c 人, e
(J

o r d a n & sta r k s

)
,

长蝶 丁a o a左iu
,

友it
a 左ara 。

(J
o rd

a n &

star k s
)

,

石蝶 尸la tic左t hy , 占ic o lo r a t “s

(B
a s ilew sk y) 和光蝶 乙‘o户s e tt a o 占, c u r a

(H
e rz e n ste in )

共 n 种
,

告分布于黄海
,

其中高眼蝶
、

虫蝶
、

粒蝶
、

黄盖蝶与赫氏黄盖蝶觅于东海北部
,

只

木叶蝶一种向南可达南梅
。

瓦蝶亚科 Poe cil oP se ‘n北 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
,

我国只有黑

斑瓦蝶 尸o e ci lo 户; 亡 t : a c o lo ra t 召 G 住nt h e r 与砖形瓦蝶 p
.

户lio t瓜u s

(J
o rd

a n & sta r k s
) 二种

,

皆分布于南海
。

汉蝶亚科 sa m ar ina e 为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
,

我国有短蝶 Br ac 左y对绍ra

n o , a e 一君eel a o d i云e G u n the r ,

冠汉蝶 sa m a

碗
c ri ; t a t “5 G ra y ,

胡氏沙蝶 S a m o ri 二u 了 瓜叮
, m a n i

w
e b e r

与枢氏沙蝶 5
.

; u m ie ri W
eb e r & B e a u fo rt 四种

,

亦皆分布于南海
。

IV
.

踢 科 SO LE ID A E

瞄科广泛分布于热带与温带海域
,

在我国有 3 亚科
、

8 属
、

12 种
。

绿亚科 so lei na e 中

有
:
卵赐 s o le a o t, a ta R ie h

a r d
s o n ,

囿鳞煽 ‘
a c 人‘r “5 m o la o o : Pil“s

(B l
e e k e r

)
,

豹杖赐 尸ard a c人i
-

r u s 户a , o , io u ;
(L

a e 6p 己d e
) 与杨麟煽 汉s era籍

。

女
; 反。云e 。

后 (S
te in d a e hn e r

)
,

告分布于南海
。

钧嘴麟亚科 A e hir in a e
只南海有异 口鳗 月e te r o m y c to r若,

ia 户o n ic a

(孔 m m in e k & S e hle g e l)

一种
。

速鳍煽亚科 syn a p tu rin a e
在南海有

: 东方速鳍煽 匀
n
矽

t“r s o , ie n ta li了 (B l
o e h & S e h

-

n e id e r
)

,

南海连鳍煽 5
.

5

耐赫
o n 若,

(s
te in d

a e h n e r
)

,

斑焉条蹋 z e 西r ia , z e占, a

(Blo
e h )

,

峨眉

条蝎 2
.

全u a

“
二
(K

a u p )
,

小头条蹋 2
.

fasci
a tu ,

(B
a silew sk y)和角绿 A 。了。夕ia c o r n u ta K a u p

六种
。

东海有
:
斑焉条蹋

、

小头条煽和 日本条蝎 ze b ri as iaP
口厉cu 了

(Bl ee ke r
)三种

。

黄海最

少
,

只有斑焉条煽一种
。

V
.

舌 煽 科 CYN O G LO S SID A E

舌踢科广泛分布于热带与温带海域
,

我国现知 有 2 亚科
、

4 属
、

23 种
。

舌赐 亚科

c yn
。即os si na

。
在我国共有 4 属

、

20 种
。

黄海共有夕 种
: 日本吻髦瀚 R 形。对卿后 加Po

,

ica
(T

.

& 5
.

)
,

宽体双核舌锡 Cy
o o g lo s ; “, r o右u , t。, G 位nt he r ,

焦氏三钱舌煽 A r e li, c u ,

1
0 夕n e‘

(e o n the r
)

,

半滑三钱舌蝎 汉
.

s e m ila e o i; (G o n th e r
)

,

窄体三筱 舌蹋 A r e l‘s c u ; g ra
c ili,

(G 位
n the r

)
,

紫斑三拔舌蹋 汉
.

户“ r户u re o、 a c u la t“, R e g a n 和短吻三拔舌鳗 A
.

a b b r e , ia t u ,

(G ra 们
。

东海共有 n 种
,

除上述黄海 7 种亦觅于东海外
,

此外尚有
: 中华双枝舌煽 仰no

-

9 10 , 了u , s in fc “5
W

u ,

大麟双枝舌煽 C
.

m
a c r o lePid o t u s

(B l
e e k e r

)
,

三核舌煽 才r e z行c u , tr i
-

g ra m m 二 ,

(e 让
n th e r

)及断拔三梭舌鳗 汉
.

萝。te r r “p tu ,
(。

n t he r
)

,

告不兑于黄海
。

南海种类最

多
,

针有 19 种
,

上远分布于黄侮与东海的 n 种
,

除窄体三拔舌蹋一种
,

不兑于南海外
,

其

余 10 种
,

均晃于南海 ;此外尚有
: 双钱副鬃煽 尸ar aP lag

“了ia bil ine at
“

(Bl oc h)
,

布氏副髦蝎

尸
.

吞zo c人i (B l
e e k e r

)
,

台湾副鬃蹋 p
.

f
o r、 o s a , a O s him

a ,

双钱舌蹋 C夕。咭lo o u 了 bili, 。a tu ;

(L
a e 6p己d e

)
,

条杖双拔舌赐 c
.

lio e o la t u s ste in d
a e h n e r ,

斑头双拔舌鳗 c
.

户u n c tz’c 印 ,
(R i

-

e h a r d
s o n

)
,

西宝双核舌煽 c
.

5 1占o ga e
W

e b e r ,

黑鳍双拔舌鳗 c
.

m e za m p e‘a z“s
(R ie ha r d so n

)
,

单孔三修舌赐 Ar eli
s c “了

.

iti nu 式Sny de r
) 9 种

,

其北界业于台湾海峡而不分布到东海
。

无拔

舌煽亚科 sym p h u ri n a e
共有三种

,

东方无修舌鳗 勿
。户人u ru 了

’

o r‘。。ta lis (B l
e e k e r

) 只兑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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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短体无拔舌煽 5
.

br ac 勿so m “

(Bl ee ke r
) 和小吻无拔舌赐 s

.

m ,’cr or 左y二瓜
,

(w eb er )

告分布于南悔
。

二
、

中国蝶形 目焦类区系特征

中国蝶形目焦类区系粗成
,

依据现有查料初步分析
,

可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2 ) :

1
.

暖水性种
: 为分布于印度

一
太平洋热带与亚热带

,

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南海与东海南

部
。

蝶形目中的暖水性种
,

在我国沿海分布情况是 自南向北逐渐递减
,

特别超过 30
“
N 以

北
,

仅有另星分布
。

中国蝶形目焦类暖水性种共有 43 种
,

占总数的 50 %
。

例如
:
赚科中

的大 口 赚 ;坪科中的焉来斑奸
,

爪哇斑纤
,

豹杖坪 ; 蝶科中的冠汉蝶
,

胡氏沙蝶 ; 煽科中的角

煽
,

双拔副缓煽 ;舌煽科中的斑头双梭舌煽
,

西宝双换舌煽等
。

2
.

暖温性种
:
分布于太平洋西部温带海域

,

在中国分布于黄海和东海近海
,

向南一于

中国南海大陆沿岸
,

而不到东海与南海外侮
,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带
。

在 日本为分布于

36
“
N 以南

,

而不到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
。

中国蝶形 目焦类暖温性种共有 34 种
,

占总数的

38 多
。

例如
:
桂皮斑奸

,

北原左坪
,

日本吻煽
,

焦氏三拔舌煽
,

紫斑三钱舌煽等
。

3
.

冷温性种
:
分布于太平洋西部寒温带海域

,

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黄悔北部
,

仅有少数

种类
,

向南可达到东海北部
,

冷温性种的分布与中国黄海北部冷水团的存在具密切关系
。

我国蝶形目焦类冷温性种共有 1 0 种
,

占总数的 12 务
,

如 : 高眼蝶
,

虫蝶
,

星蝶
,

粒蝶
,

黄盖

蝶
,

赫氏黄盖蝶
,

油蝶
,

长蝶
,

石蝶和光蝶
。

就我国南海
、

东诲与黄渤海三个海区的蝶形 目焦类粗成相此较时
。

南海种类最多
,

针
7 4 种

,

其中以暖水性种居优势
,

有 43 种 (58 % ) ;暖温性种次之
,

有 31 种(42 多) ; 无冷温性

种
。

东海种类共 31 种
,

尚不及南海之半
,

其中暖水性种显著减少
,

只有 6 种(19 .5 多) ; 暖温

性种比例增多
,

有 20 种 (64
.

5 外)
,

而升居主要地位 ;在东海北部
。

出现少数冷温性种
,

有 5

种 (16 务)
。

黄渤海种数仅稍次于东海
,

仍以暖温性为主
,

有 14 种 (54 多) ; 冷温性种在本区

显著增多
,

有10 种(42 务) ;暖水性种在本区所占成分极少
,

只有 1 种 ( 4 肠)
。

三
、

中国蝶形目焦类区系与毗邻国家的比较

1
.

中国和 日本蝶形目焦类区系相比
,

首先看出
,
日本本州东南岸的稗度虽与我 国黄梅

南部相当
,

但在蝶形目焦类区系上却有很大的不 同
,

爵多分布于我国南海的暖水性种
,

如 :

扦羊舌奸 汪r o o g lo s , u ; te n iu , G 位nt h e r ,

颤岛嫌奸 P , e ttin “ i了了公m a 。

(J
.

& st
.

)
,

星斑奸 丑o t人“ ;

卿
r ia st o r

(T
.

& 5
.

)
,

砖形瓦鲜 p o e c ilo户, e t ta 户11。‘人u ,

(T
.

& 5
.

) 和角煽 A o o 户ia c o r , u ta

K au p 等
,

告不到黄海
,

而却兑于 日本的东南岸
,

可达到东京湾以东的犬吠呻 (Inu bo z ak i)

一带
,

这显然系受黑潮影响
,

而暖水性种亦随之达到
。

在日本海方面
,
日本的西北岸

,

其撑

度与我国黄海北部相 同
,

但由于受里阴海流与 日本海北部冷水的影响
,

而 出现了一些冷温

性种
,

如 :
爱氏箭齿蝶 汉‘人e r e s t入己5 e t, 口 r

m
a 。。￡ Jo r d

a n & sta rk s ,

太平洋晾蝶 H印夕0 9 1 0 5 5 “;

s t 。。0 10 户‘5 se hm id t ,

棘蝶 A c a , t人。户: e tta o a d es 左砂1 S e hm id t ,

美首蝶 G I夕户to c eP左a lu s s te lle r i

(s
e hm id t

) 和赤蝶 月夕p p o
gg zos

s o id e , 浮u 右iu s

(s
e hm id t

) 等
,

都不到黄海
。

2 ) 祥见于朱元鼎
,

成庆泰
,

王存信 : 中国梅徉焦类区系特征及区划的初步研究(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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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朝解的蝶形目焦类区系
,

在东岸
、

西岸与南岸有明显的不同
。

在朝解的西岸蝶形目

焦类区系基本与我国黄海北部相同
。

在东岸的种类不多
,

出现了一些冷温性种
,

如 :
棘蝶

,

赤蝶和美首蝶等
,

这些种都局限于朝解海峡以北
,

都不到我国黄海
。

在朝麟南岸
,

因受对

焉暖流影响
,

暖水性种显著增多
,

如 :
五眼斑纤 尸: e u d o rh o m 右u , 户己 , to 夕五t左a lm u , e 位n the r ,

又拔醉 C it左a , o id e s
m

a c r o l己户id o t“,
H u bb s ,

星斑奸 刀o t人u , 。y r ia , te r

(T
.

& 5
.

)等
,

这些种

一般皆止于朝解海峡
,

不到 日本海与我国黄海北部
。

3
.

菲律宾的蝶形 目焦类区系与我国南海有爵多共同之处
,

分布于我 国南海的暖水性

种
,

兹本上与菲律宾相同
,

但缺少一些典型热带种
,

如 :
墨氏短额奸 E n

gy p r os oP 口。 m og 不

(B l
e e k e r

)
,

大麟瓦奸 p o e c ilo 娜
e tta 、馆

a le户15 F o w le r 和 吕宋沙蝶 s a m a r ic u 了 l“2 0 , e。了15 F o w
-

ler 等
,

音不兄于我国南海大陆沿岸
。

分布于我国沿岸一带的暖温性种
,

如 :
牙奸

,

桂皮

斑呼
,

北原左奸
,

宽体双钱舌煽及紫斑三拔舌瀚等
,

最南业于我国广东洽岸
,

亦不到菲律

宾
。

-

4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北太平洋西部蝶形目焦类的地方种较多
,

亦为特点之一
。

例

如 :
分布于中国和 日本一带的中

一 日地方种
,

就有 29 种之多
。

豹占中国蝶形目焦类总数的

三分之一
。

仅仅分布于我国沿海的中国地方种
,

为数亦不少
,

针有 15 种
,

其中仅分布于我

国南海广东大陆沿岸的地方种最多
,

有
:
中华花奸

,

杨鳞斑奸
,

圆麟斑奸
,

海南嫌纤
,

台湾副

鬃煽
,

南海连鳍煽
,

条杖双筱舌煽等 ;分布于南海和东海的地方种有
:
中华双拔赐与三核舌

煽 ; 分布于南海
、

东海和黄海的地方种
:
竟体双拔舌煽

,

半滑三钱舌蹋和短吻三钱舌煽 ; 分

布于东海和黄海的地方种
,

只有窄体三技舌蝎一种
。

四
、

桔 藉
’

我国蝶形目焦类区系祖成
,

包括有暖水性种
、

暖温性种与冷温性种三个不同类型
。

暖

水性种居优势
,

有 43 种 (卯 %) ;暖温性种次之
,

有 34 种 (38 多) ; 冷温性种较少
,

有 10 种

(12 %)
。

从以上数据可看出我国蝶形目焦类的性质
,

热带成分多于暖温带成分
,

而寒温带

成分比较少
,

且仅限于黄海北部冷水团所控制的海区
。

就我国南海
、

东海与黄渤海三个不同海区分析时
,

以南海种类最多
,

针 74 种 ; 东海次

之
,

爵 31 种 ; 黄渤海最少
,

只 26 种
。

南海蝶形目焦类的祖成以暖水性种最多
,

占 58 % ; 暖

温性种次之
,

占 42 % ; 无冷温性种
。

在东海BlJ 以暖温性种
,

升居主要地位
,

占 64
.

5 多; 而暖

水性种降居次要地位
,

占 19
.

, 多
,

且多分布于东海南部 ;冷温性较少
,

占 16
.

0多
,

多分布30
“
N

以北海域
。

黄渤海的种类祖成
,

仍以暖温性种为主
,

占 54 另; 而冷温性种比例显著增多
,

占 4 2 拓 ;暖水性种甚少
,

只占 4 %
。

我国蝶形目焦类区系与印尼
一焉来的共有种最多

,

针有 43 种
。

其次与 日本的共有种

数有 39 种
,

仅稍次于印尼
一
焉来区

。

与朝麟的共有种亦达 32 种
。

从这种情况砚明我国蝶

形目焦类区系与以上毗邻海域关系比较密切
。

但我 国蝶形 目焦类中的中日地方种
,

达 29

种
,

与印尼
一
焉来区仍有显著不同

。

而仅仅分布于我国沿海一带的中国地方种
,

亦有 15 种
,

这一点亦靓明我国蝶形目焦类区系和 日本的区系仍有一定差异
。

我国南海蝶形 目焦类的暖水性种
,

基本与菲律宾相 同
,

但我国南悔大陆沿岸一带
,

缺

少分布于菲律宾沿岸的典型热带种
。

而分布于我国沿岸的暖温性种
,

亦不到菲律宾沿岸
。



4 期 成庆泰: 中国蝶形目焦类地理分布及区系特征的研究 3 5 1

我国黄海南部与朝解南岸和 日本本州东南岸的樟度相同
,

因后者受黑潮暖流的影响
,

有豁多分布于我国南海的暖水性种
,

不兑于黄海南部
,

而却晃于朝解南岸与日本太平洋

岸
。

同样
,

在日本海因受里阴海流与北部冷水的影响
,

在日本西北岸与朝鲜东岸
,

其樟度

虽与我国黄海北部相同
,

而出现了爵多不兑于我国黄海北部的冷温性种
。

这一点亦表明
:

在地理上虽同处于同一樟度
,

但因承受暖流与寒流的影响不同、在焦类区系祖成上具有一

定程度上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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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G E O G R A PH ICA L D IST R IB U T IO N A N D FA U NA L

C H A R A C T E R ISTI CS O F FLA T FISH E S O F C H INA

C
.

T
.

C H E N e

(Ins tjr“te o
f O e ea n o lo ‘” A c ad e 阴葱a Sin ic a )

(A
B sT o e T

)

T’h
e Pr e s e n t p a Pe r d e a ls w ith th e fishe s o f O rd e r Ple u r o n e c tifo rm e s w h ieh w e re

c o lle e te d alo n g the Chin es e c o a sta l a r e a o f Chin a s e a
.

Th 即
a r e fo u n d to b elo n g to s

fa m ilie s,

4 0 g e n e r a a n d 8 7 sp e c ie s
.

A m o n g them
,

Ps e tt o d id a e in elu d e s 1 g e n u s ,

1

sPe eie s ; B o thid a e 1 2 g e n e r a ,

3 4 s p e e ie s ; Ple u r o n e e tid a e 1 4 g e n e r a ,

1 7 sPe e ie s ; So leid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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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sPe c ie s a n d C yn o g lo s sid ae 5 g e n e r a 2 3 sPe c ie s
.

F ro m the p o in t o f th e v iew o f g e o g r a ph ie al d is tr ib u tio n ,
the fla tfish fa u n a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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