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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头虫的亚种分化及其生态特点
*

吴 宝 铃
(中国科学院梅泽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 9 5 0 年以来
,

先后在黄海的大速
、

烟 台
、

青岛以及东海的浙江

大陈岛沿岸进行无脊椎动物稠查时都采到了多毛类小头虫科(Ca Pit el li da e) 的小头虫 [ ca 杯
-

te lla ca Pit at 召
(Fa bri d us )〕

,

特别是在污浊水域小头虫占艳对的优势
。

在国外有关小头虫

的报导很多
,

但在我 国迄今有未晃到有关小头虫的任何报告
。

本文除对分布在中国海的

小头虫的形态和生态特点等进行描述外
,

并根据查看对比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保存的

苏联远东海
、

北极海
、

黑海和地中海等海区的小失虫标本及参考文献查料
,

对小头虫的亚

种分化作一初步探尉
。

一
、

小头虫作为污浊区指标种的意义

海洋污浊现象的研究还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才为人们所注意的
。

多毛类与污 浊水域

的关系尚题的研究特别少
,

近年来美国的 Re ish[
3, 一401 和 日本的 北森良之介 (R yon

o s
uk

e

Ki ta m or i) [l 一2〕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的工作
,

并指出小头虫为污浊区(尤其是生物性污水
,

如

粪便
、

垃级和腐败的水产品等 )的指标种
。

Re is hls s,3
7] 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带的洛杉碳的

污浊水域划分为重污浊区
、

污浊区
、

半污浊区 I
、

半污浊区 11 和正常区 ; 重污浊区无动物

分布
,

溶解氧几等于零
,

而在污浊区仅发现 5 种动物
,

其中小头虫在数量上占艳对优势
,

溶

解氧平均值为 3. 5 毫升 /升(水温 n
.

2一2 5
.

1℃ )
, p H 为 7

.

6 。

北森良之介[ ‘]将瀚户内海瓜

湾(Hi ro Ba y)的污浊水域划分为 4 区 : 1
.

重污浊区
, 2

.

污浊区
, 3

.

半污浊区
, 4

.

正常区
,

污

浊区的指标种也是小头虫
。

二
、

小头虫研究的历史

小头虫 [ c
a p ite lla

: api t a ta
(F

a b五e iu s

) ]隶于小头虫科(e
a

pi te llid
a e
G r u b e

,

1 56 2
.

In e lu d e s

rla le lm in th id a e

M
e ln to sh

,

1 5 5 5
,

H
a le lm in th e a e a r u s ,

1 5 6 3 )的小头虫属(c
a户i, 口lla B la in v ilxe

,

1 5 2 5
.

syn
.

: 乙“二占汀c o n a i, o e r ste d
,

1 8 4 2 ; v a lla Jo h n
sto n ,

1 8 6 5 )
,

其种名来源基于 L 、m
-

去r ic u , ‘ a pit a t u , F a b r ie iu s 17 5 0
,

模式标本产地为格陵兰
,

原描述非常曹略
。 1 8 , 7 年 V a n

Be ne de n
对小头虫进行了新粗合

,

从 肠m bric us 属移入 ca 沙刁la 属
。

后来
,

著名的多毛

类学者 Q tl a tre fa g e s

(1 8 6 5 )
,

M
a lm g re n (1 8 6夕)

, e la p a r己d e e t M
e e z n ik o w (1 5 6 9 )

,

M
cln to sh

(1 57 4 )
,

E hler s (1 57 5 )
,

L e v in se n (1 5 5 3 ) 和 W
e b ste r a n d B e n e d ie r (1 5 5 4 ) 等先后报导了分

* 中国科学院梅徉研究所稠查研究报告第 2 71 号 ;

19 59一 19 61 年作者在苏联巴金支海
、

白梅和黑梅采集标本和查对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保存的小头虫标本时
,

蒙 fl
.

B
.

扁沙科夫教授惠予指导
,

中国科学院梅徉研究所副所长曾呈奎教授
、

张里教授
,

刘瑞玉
、

郑执中副教

授提供宝青意兑
,

禹瀚同
、

张伟权同志代鉴定具类及甲壳类标本
,

陈术
、

孙瑞平
、

孙道元
、

倪雄章同志协助采集标

本及整理黄料
,

范守安同志分析氛度
,

测定溶解氧及硫化氢
,

王兴虞同志糟图
,

一井在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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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各地的小头虫
,

但并未注意胸部刚毛式的变化及生态分布
。 1 8 8 1 年俄国 c ze o i。v sk y

从个体变异发表的三个变种 C
.

ca 砰ta ta va
r

.

pro to 即Pa
,

c
.

o Pi 句、 v a1’
.

i,z 纪
r、ed 衍 和

C
·

c a 户fta ta v a r
.

sim ilt’,
并未被以后的学者承敲 (M

eln to sh [3 2 ]
,

Fa
u v e l汇2‘〕 和 H

a r tm a n [2 9 ))
。

1 9 2 7 年 Fa uv el 祥翎地描述了欧洲沿岸小头虫的形态
,

特别是确定其胸部刚毛式
,

这对以

后开展小头虫的研究做出了有意义的真献
。

值得提出的是 H ar tm an 从 1 9 4 7 年起
,

开始

注意小头虫种 内分化的研究
,

尤其是 自 1 9 5 9 年以来
,

连擅发表了 4 个亚种
,

为小头虫深入

至种下分类的研究提出了裸题
。

与此同时
,

Re ish[
3 5一
40] 和北森〔1一2] 开始了小头虫与污浊水

域的生态学研究
。

由于学者们的努力
,

目前对小头虫的特点已有了进一步的敲藏
,

它不仅

可作为污浊水域的指标种
,

同时也是研究动物地理学和演化等固题的一个很好的材料
。

三
、

中国海发现的小头虫的形态和生态特点

小头虫 C恤p ite lla
e a p ita ta e

即it a ta (F
a b rie iu s ,

17 5 0 ) (图 1一 3 )

L “加b r ic i“‘ c a 户ita t “ 5 Fa l) ric iu s ,

1 7 8 0 : 2 79

C ‘户i纪11涂

1 9 5 2 : 1 00一 10 1

3 0 0
,

fig
.

3 3 ;

c ‘万/ a 若a : 3 a K e
, 1 93 3 : 13 0 ; AH H eH K o sa ,

1 9 3 7 : 1 7 9 ; y li la K o e ,

1 9 50 : 2 10 ; B e rk e le }
,

a n
d B e r k e ley

,

f ig
s .

2 0 6一20 8 ; P e ttib
o n e ,

y m a K o B ,

19 5 5 : 3 2 8
,

P“C
.

19 54 : 2 9 8一
12 1

.

B
.

r ;

X 月e 6 o B H q
,

19 6 1 : 2 14一2 1 5 ; fl eT Po B e“a 只
, 19 6 3 : 1 7

.

C a Piz己lla c a Pi君a t a
v a r

.

a n ta r e tic a M
o n r o ,

1 9 3 0 : 1 6 4
.

C a Pit e lla c 叮Pit a ta 护a Po o ic a K ita l、飞o r i
, 19 6 0 : 1一 8

,

f19
.

1
,

A一F ; 1 9 6 3 : 2 4一2 夕
.

标本采集地: 黄海 : 大速
.

再澜河
,
2 9 , X

,

1 9 5 8

(8 标本)
, x s

,
X

, 1 9 6 3 (构 3 0 0 个标本)
,

老虎滩
,

1 7
,

X
,

1 9 6 3 (7 5 0 个标本 ) ; 烟台芝呆东角
, 2 9

,

V l ,

1 9 , 7 (z标本 )
,

烟台山下
,

潮简带下区
, 19

,

v l
,

1 9 5 7

(丈标本 ); 青岛栈桥以东
, 2 6

, v ll ,

1 9 5 0 (1 标本 )
,

2 2
,

v
,

2 9 , 7 (3 标本)
, ‘

,

V J,

1 , 5 7 (2 标本)
,

青岛

海水浴摄 夕
,
v

,

2 9 6 3 (l 标本)
, 1 9 6 2一 1 9 6 4 逐月

在栈桥以东定点采集 (5 0 0。个标本以上)
。

东海 : 浙

江大陈岛
, 2 0 , v l,

1 9 6 3 (, o 标本)
。

头部圆锥形
,

仅有少数标本兑到两个很

显著的黑色眼点
。

胸部 由 9 个刚毛节祖成
,

前 7 节具栩毛

状刚毛
,

第 VI H 和第 IX 节只有钩状刚毛
。

雌

雄异体
,

雄生殖孔位于第 vl n 和第 Ix 胸节

简
,

并具 4 束坚硬的生殖刚毛
,

前面的两束各

具 5 根刚毛
,

色较深
,

与后两束相向而生
,

后

两束刚毛色较浅(图 1
, a

)
。

雌生殖孔在背面
,

图 1 小头虫 C a 户ite lla c a Pit a ta {
e 口Pi一a tJ (l

‘a b r ic it , s)
。

a
.

体前端胸部及腹部前两节侧面观
A n t e ri

o r e n d w it h th o r a 尤 a n d 2 a b d o
了n i

i z a l

s e g in e n ts in la t e r a l v iew ;

卜
.

腹部钩状刚毛侧面观
,

示主齿及其上 4 个小齿
A b d o 一n in al h o o d h o o k se e n fr o 生、

、 th e sid e
,

s h o w i
一、9 fa n g a 几 d 4 te e th

。

节东位于第v n 和第 vl n 胸节之阴
。

胸节比腹节大
,

胸节的表面有特别多的毅杖
。

腹部长
,

数为胸部节数的 5一 6 倍
。

胸部和腹部的钩状刚毛的顶端带有透明的 巾(图 1 ,

b)
。

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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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标本与 日本标本相似
,

一般体较小
,

大标本体长为 56 毫米
,

竟(体最冤处)为 2 毫米
。

生

活标本为解杠色
,

酒精标本为浅黄或无色
。

在青岛全年几乎都可采到性成熟的标本
。

我

们观察的小头虫的晚期精子栩胞和精子与 Fr
a z乙n 〔z5J 所描述的大致相同(图 2 , a 和 b)

,

卵

子很大
,

直径为 2 0产左右(图 3 , a
)

,

卵产在很薄的泥厦栖管内
,

白色的卵自外可透视
,

早

期胚胎发育在管内进行
,

栖管内发现的早期双翰幼虫(图 3 , b)体不透明
,

具口前杆毛翰

(Pro
to tr oc ha )和肛前杆毛翰(tel otr oc h a

)
, 5 天后具两个眼点

,

消化道内充满油滴
,

体变大
,

但尚未出现体节及刚毛(图 3 , 。
)

,

13 天后具 13 个刚毛节
,

第 I一111 刚毛节仅具毛状刚毛
,

第 Iv 一xl n 刚毛节仅具钩状刚毛 (图 3 , d )
,

幼虫发育至此时期后便逸出管外营浮游生

活
。

我佣在青岛栈桥一带趣常能拖到这一时期的幼虫
。

02 爪m
‘. ~ . 沪 ~ ~ ~ - ~钾- - - ~曰

凸�日嫩明丫||
1111|
、州一幼甲

111!l人
11ee
l

ll
飞

|
!‘
l

{ 0. 2 m m
‘. . . . . . . . . . 口. . 曰

图 2 小头虫 C a 户i te ll召 c a Pi ta r a

c a 户i t a t口 ( F a b r i e i u s
) :

a
·

晚期精子栩胞 L a t e s p e r m at id ;

b
.

精子 s p e r m 。

图 3 小头虫 C a 户i才。lla c a 户it a t a c a
Pi 不a t a

( F
a b ; ie i u s

) :

a
.

未受精卵 U n fe r ti li z e d e g g ;

b
, :

.

早期双翰幼虫 E a r ly s ta g e o f d玉t r o c h a ] a r v a ;

d
.

双翰幼虫 D it r o c h a la r v a 。

小头虫为污浊水域的优势种
,

黄
、

东海各稠查点污浊水的性质为生物性污水 (粪便
、

垃

圾等)
,

底厦为具恶臭舍硫化氢的黑泥
。

污水沟附近为无动物分布
、

溶解氧为 。
、

硫化氢含

量最多
‘,的重污浊区

,

其次为小头虫占优势的污浊区
,

青岛污浊区的溶解氧豹为 3 毫升/升
,

1) 硫化氢含量系用酷酸铅处理过的硫化氢拭抵定性测得的相对量
。



3 期 吴宝筛 : 小头虫的亚种分化及其生态特点

p H 为 7
.

6 ,

氯度为 巧
.

8 7瓜
,

硫化氢的含量较重污浊区少
,

小头虫的栖息密度 4 月份 1 平方

米为 1 27
,

20 0 个
,

小头虫在此区占各类动物的 60 一9 7 多
,

生物量 1 平方米为 l
,

06 8 克
。

大

速老虎滩小头虫的栖息密度 1 平方米为 7 5, 90 0 个
,

生物量为 3兑克
。

浙江大陈岛污浊区小

头虫(幼小标本 )的栖息密度 1 平方米为 33 ,6 00 个
,

生物量 1 平方米为 义 克
。

青岛污浊覃

落除小头虫外
,

其他多毛类有长双鬃虫(价eo 材 l。, ga (Fa b血 ius )
,

长吻沙蚕(Gl yc er
二 。人iro 汀

Iz u k a
)

,

多鳃齿吻沙蚕(N
o p左ty s , ) p o ly 右

ra n c左l.a so u th e r n )
,

柔弱索沙蚕(乙
u m 右rl’, 。r l.s Z , 浮e右i百s

&
u b e)

,

疏鳃才女虫 [ p
o l, d o rJ

(C
a ; a z 君ia ) 户a “ c ib , a , c 左ia ta o k u d a

] 和 阿尔曼 吉娅虫

(过
r m a , 浮i二 za n c o o za ta w illey )

,

软体动物有杂色蛤 [ v
e n e r “户i了 , a ri e g a ta

(S
o w er by) ]和砂海

螂 (My
a a r , n a r ia ja 夕

o n ic o J
a y )

,

甲壳类有同角蝶赢蜚 (c
o r o 户左i“、 去。,

ocrm
t“。 Y “) 不:I

D ￡二o r户人o s t , lis a , ia tic a (Z im m
er
)
。

除污浊水域外
,

小头虫在潮简带中区和下区的不同生

物拿落简
,

如大叶藻 (2
0 , te r a sp

.

)根部
,

潇苔 (痴
te r o m o

印人
a sp p

.

) 阴
,

白杖藤壶 (B
a la n :‘s

a 二户左i树
t口 a lbl’c 。, a t“ , p il

s

bry )和窄背小藤壶 (C左
t左a m a lu s c左a ll己 n g 示 H o e k ) 简都有分布

,

但数量很少
。

四
、

小头虫的亚种

1
.

截至目前小头虫共有 7 个亚种 (内包括本文描述的一个新亚种 )
,

分述如下
:

1
.

典型亚种 C恤p itella
e

印ita ta e

叩ito t“ (F
a bri c iu s ,

1 7 8 0 )

典型亚种的主要特征是
: 胸部 刚毛式为前 7 个体节

,

只具有相毛状刚毛
,

第 Vl n 和

第 Ix 节仅具约状刚毛 (图 4 , a

)
,

主要栖于潮简带
,

尤其是河 口淡化区及污浊区
,

厌氧
,

为

污浊水域的指标种
。

我们采到的黄
、

东海标本与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苏联远东海(日本海
、

鄂霍次克

海和白令海)
,

以及距模式标本产地 (格陵兰) 较近的法兰士的瑟夫地草岛 (F
r a

nz JOs ef

15
.

)
、

白海和巴仑支海新地岛等地的标本进行了比较
,

它俩的胸部刚毛式十分相似
,

应属同

一类型(图 斗, a
)

,

此外
, B erk

e ley [2。] 报告的温哥华标本以及 P e
饭b

o n e [ 3‘] 采 自阿拉斯加等

地的标本也属这一类型
。

典型亚种在太平洋北部为建擅分布
,

东岸向南可达加利福尼亚
,

西岸可至浙江大陈岛
。

1 9 6 0年北森良之介〔’1根据从 日本湘户内海采得的标本发表一新亚种
—

日本小头虫

(C
.

ca Pt’ta ta ia和nl’ca )
,

从其描述及附图看来胸部为 8 节
,

刚毛式为 6S + ZG 了
,

6S 十 ZH
,

8 个胸节这一特征在小头虫为很特殊的现象
,

作者于 1 9 6 3 年与北森在通信中尉渝了这个

朋题
,

北森在复信中靓明他的标本的胸部皆具 9 节
,

第 I 节上的刚毛较小
,

致易毅为 8 节
,

至此 日本沿岸标本与苏联远东海及我国黄
、

东海标本的胸部刚毛式完全相同 (7s + ZG ,

7s + ZH )
,
日本亚种乃系典型亚种的同物异名应废弃不再使用

。

2
.

寄卵亚种 C “p itella
e

即 ita ta o o in e o la H
a r tm a n ,

1 9 4 7

19 , 9 年 H 盯tm
a

nlz sl 将她自己于 19斗7 年昆述的分布在美洲太平洋 沿岸蒙 特勒 湾

(M
o n te rr e y B a y)

,

水深 6 0一 8 0 米的新种 C
.

o o in c o la 降为 C
.

c a 户ita ta 的一个亚种 e
.

ca 沙at
“ 口
“nc ol

“ ,

此亚种栖于枪岛贼的卵袋内
,

其第 I一v 节只具相毛状刚毛
,

第 vI 一VJ I

l) 过去我伊弓采用 N 己夕厉抑
,
和 L 。功去, , c o 刀。 ,二 i,

,

根据优先权律 N e 户人z夕,

和 L , ‘阴b r io e r is 为最早的有效名称
,

目前各国学者已普遍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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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 5 + Z G (n o t )

7 5 + Z H (刀 e u )

7 5 + Z H (刀 O t及们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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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夕H (n e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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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薯}妻{会1套}套!会1影影翻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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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雍庸约约

6 5 + l匀H + Z G (n o t )

6 5 + 3 5加

6 5 + 多s恤

(n e U )

(n o t 几 n e U )

引引日日

聋}夸}号! ; 提洲封1昌

行g + !气
+ 2 ‘ (刀 o t ,

6 5 + 万S/ 。+ Z H (n e 以 )

6 5 + l今、 + Z H fn o t 乐n e 让)S忆�

了9幻了孕

!
内甘心哎叫

夕

弓S + 2呱 + Z C ( n o t )

弓S + 2 、 + Z H ( n e u )

歹5 + 2 拓 + Z H ( n o t 及n e u 〕

...

引葺}考}彗}牡}鹅}鸽}E{巨!!! 斗S + 〕H + Z G ( 们 o t )

斗S + 万H ( n e U

4 5 + 夕H 恤 o t 及 n e u )

了?
e

吕吕}日日 多5 小 4 5乍 + Z G ( n o t )

; 5 小 2 5拍 + 4 H ( n e u )

夕S + 4 5 /H + ZH 吸n o t )

今S + Z s/H + 3 H ‘n o t )

夕S 十 2气 + 4 H (n e u )

子f

9

今S 平 2 、 牛 I H + Z G ( n o t )

闷S + 2气 + 3 H ( n e u j

7 5 +
、

Z H ( n O t )

6 5 + I 礼 + ZH ( n e u 、

图 4 小头虫 C a 户i to lla c a 户‘, a t a ( Fa b : i e i u 、) 胸部刚毛式模式图
F 19

.

4
.

D i a g r am
ln a ti e r e p r e s e a ta ti o o o f t h e s u b s p e e i e s o f C a 户i z o lla c a 户i, a , a ( F ab r ie i u s)

.

( s 二 系田毛伏刚毛 p o i n t e d s e t a e ; H 二 钩状刚毛 h o o k s ; G = 雄虫生殖刚毛 g e n it a l : p i n e s ;

n o t = 背叶
n o t o p o d i a ; n o u 二 腹叶

n e u r o p o d i a
.

)
a

.

典型亚种 C
.

c a p i ta t浮 c 召p ir a t a
( F

a b r i e i u ,
)

; b
.

典型亚种和欧洲亚种的过渡型 I n te r m e d ia t e

b e t w e e n c
.

c a Pi z 4 ta c a Pi t口 了a a n d c
.

c a 户i t a t召 。“ r o 户。。‘ , u l〕s p
.

n o v
.

; e
.

欧洲亚种 c
.

c a 户i , a ta

亡“尸。 户a 巴滓 s u b s p 一
飞o v

.

二

(
a
)地中海等地的高盐种草 M e d i te , r a n e a n s e a a n d E u r o p e a n 。o a s ts p o p u la ti o n ,

( b )黑海和亚速海的低盐种攀 B la e k s e a a n d s e 。 。f A z o v p o p u la ti o n ;

d
.

寄卯亚种 c
.

c 夕Pi ja zo o : )i , c o lo H a r tm a n ; e
.

佛州亚种 ‘
.

c
印i , 涂才a flo ri 介

。。 H a r :m a n ;

f
.

三区亚种C
.

。a 户it a t a t厅p a r z it a H a r tm 么n ; 9
.

南非桌湾为标本 s p e e i, n e n s fr o m T a b le B a y ,

s o u t h A fr i e a
( D

a y ,

1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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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具袖毛状和钩状刚毛
,

第 vl ll 和第 Ix 节只具钩状刚毛
,

刚毛式为 绍 + 2 5 / H + ZG 少
,

, s + 2 5 / 。 + ZH (图 4 ,

d )
o

3
.

佛州亚种 C恤p ite lla e
即ito ta fI’

》r苗da
。。 H

a r
tm

a n ,

1 9 , 9

1 9 5 9 年 H a rtm a n
在佛罗里达的 S t

.

A n dr ew 湾于枪岛贼 (乙
0 219

0 sp
.

) 的卵袋内又发

现一个新亚种命名为佛州小头虫 (c
.

ca 砰ta o fl
口厅面na )

,

此亚种个体很小
,

长仪及 6 毫米

左右
,

其胸部所附刚毛的情况尤为特殊
,

在前 4 节 (第 I一IV )上只具栩毛状刚毛
,

后 , 节

仅具钩状刚毛
,

刚毛式为 4s + 3 H + ZG 了
, 4 5 + SH (图 4 , e

)
。

4
.

三区亚种 C钦p ite lla
e a p it a ta tr加a r t ita H a r‘m

a n ,

1 9 6 1

1 9 6 1 年 H
a rt m a n

在加利福尼亚的 S a n p e d ro (4 6
.

36 米)和 M u g u e a n yo n (1 19 米 )可

能是欧波来森枪扁贼 Lo 庵
口 口Pa l二翻

了
Be rl

oy 的卵袋内发现小头虫一新亚种
—

三区小

头虫 (c
.

c a p ita ta t ; ￡p a , tita )
,

成虫体长为 9一 9 0 毫米
。

在 s a n P e d ro 她一共采到 10 0 个标

本
。

三区小头虫的第 I一m 节仅具相毛状刚毛
,

第 Iv 节 背叶只有袖毛状刚毛或背
、

腹叶

均具袖毛状和钩状两种刚毛
,

第 v 节具扣毛状和钩状两种刚毛
,

第 v l节背叶具栩毛状和

豹状两种刚毛
,

腹叶仅具钩状刚毛
,

第 vl l一Ix 节仅具钩状刚毛或第 v n 节背叶具相毛状

和钩状两种刚毛
,

刚毛式为 3S + 4 5 / H + ZG 了 背叶
,

3S + 2 5 / H 十 4 H 少 腹叶 ; 3s 十

+ 4 5 / H + ZH 或 4 5 + 2 5 / H + 3 H 罕 背叶
, 3 5 + 2 5 / H + 4 H 早 腹叶 (图 4 , f)6

5
.

有眼亚种 伪p ite lla
C a 户ita to o e o la ta H a r tm a n ,

1 9 6 1

1 9 6 工年 H a rt m an 根据在加利福尼亚 巧
.

2 5一63 7 米处采到的标本发表了新亚种
—

有眼小头虫(c
.

ca Pz’ta ta oc 心at a)
,

此亚种个体很小
,

长仅达 3一24 毫米
,

将生具眼
,

其胸部

刚毛式与典型亚种相同也为 7s 十 ZG 了
,

7s + ZH
。

镜有趣味的是
,

有眼小头虫为揍足

类 M o , , tr illa c a 户ito llic o la H a r tm a n ,

19 6 1 的宿主
,
H

a r tm a n
叫 检查了 1、, i斗5 个标本

,

发现其中有 1抖 个标本的体腔内有 1一数个 M
.

ca 砰耐lic ol 召
寄生

。

6
.

南非亚种(?)
1 9 6 1 年 D ay 叫 从南非桌湾 (T

a

ble Ba y ) 采到鉴定为典型亚种的标本的刚毛式很特

殊
,

雄虫背叶为 4s + 2 5 / H 十 IH + ZG ,

雄虫腹叶 4S + 2 5 / H + 3 H ; 雌虫背叶 7 5 十 ZH
,

雌虫腹叶 6S + 1s / H + ZH (图 4 , g )
, D ay 提出这可能是在南非分化的一个变种

1) 。
从

D ay 靛远的刚毛式看来
,

这很可能是由于地理隔离在南半球分化的一个亚种
,

但由于 D ay

看的标本数量较少
,

尚不能作为种拿取样的依据
,

同时我佣
一

也缺南非标本做对比
,

因此目

前只有暂志于此
,

以待今后批擅研究
。

7
.

欧洲亚种 C恤p ite lla
e

即ita ta e o r

叩ae
a su b sp

.

n o v
.

(图 4 , c
)

c a 户ite lla c a 夕it a ta F a u v e l
,

1 9 2 7 : 1 5呼一 1 55
,

fig
·

5 5
, a
一h ; B H H o rPa及o B

,

1 9 4 7 : 6, 一6 8 ; B o Po 6 b e B
,

1 9 4 9 : 1 5 :

几 o eo B以a 只,

19 5 6 : 5 : B毛刀K a H o B ,

19 5 7 : 2 2 : M aP”H o B
, 19 5 7 : 1 1 5 ; K”ee 刀e s a

,

19 5 7 : 9 5一9 6
,

P”e
.

3 4 : 丸
H e Ba

-

A6 a八水u e B a ” M
a PH H o B

,

19 6 0 : 12 1 : R u lzio
r , l夕6 3 : 2 1 5

.

标本采集地 : 地中海和黑海 (喀拉大 K a p a刀。r
,

塞瓦斯托波尔 Ce
B o c

To no
, b
和敖得窿等地)

。

标本

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新亚种与其他亚种的区别主要是胸部刚毛式的不同(图 4 , 。
)
。

欧洲亚种根据刚毛式

l) 当前动物分类的最低级单元为亚种
,
1夕6 1 年公布的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提出

,
19 6 0 年以后发表的变种或型不

能成立
,
D ay 指的变种实系亚种概念

。



266 海 洋与 湖 沼 6卷的 不同又 可分为两 个种草: (l)地 中海等地 的高盐种 草(盐度 高于18 痴)—雄 虫背叶

6s 十ls/H +ZG, 雄虫腹叶 6s+3s/ H;雌虫 背腹叶6s +35/,。 (2)黑海 和亚速海 沿岸的低 盐种拿 (盐度低 于18瓜) —雄虫 背叶6S 十1s八:+ ZG,雄虫 腹叶6S +15/H十 ZH;雌

虫 背腹叶 65+15 /。+ZH [图斗,。 (b)]。地理分 布:地中 海、西班牙 沿岸、英国 、北海、亚 速海和黑海 等地。11.亚 种分化 的初步探衬

关于 小头虫的 起源及其 各亚种的 分化过 程等固愚 ,因缺少 美洲及南 半球比较 标本查料 ,尚难予 以全面 的分析研 究,迄今所 知小头 虫亚种共 有7个。 典型亚种 (可能是 原始种,

目 前尚缺 化石查料 佐靓)的 刚毛式为 75+ZG 了,7s+ ZH,分布 在格陵 兰、法兰士 豹瑟夫地 拿岛、巴 仑支海 、喀拉海、 白海、楚克 奇海,太 平洋西岸 由白合海 、鄂霍次 克海、日 本海、日本 沿岸、黄 海至东海 浙江大陈 岛,太平 洋东岸 由阿拉斯 加、温哥华 直至加 利福尼亚 ,南半球

分 布在麦 哲伦海峡 、南乔治亚 岛(Sou thGeor示 a1.)、布 推岛、克尔 格冷岛 (文献上关 于南半球 标本的 胸部刚毛 式大多没 有昆载清 楚)(图 5)。典 型亚种的 适温能力 较强,分 布也广,

一

缨
.

图5小头 虫ca户itel laca户itata (Fabrieius) 亚种的地 理分布图

Fig.5.M apshowin gthegeogr aphiealdi stributiono fthesubsp eeiesofc a户itollac a户itata(Fab ricius).1.典型亚 种C.ca户 ita才aca户ita宕 a(Fabriei us);2.欧 洲亚种C. ca户itatae“ ro户。。asub sp.nov.; 3.有眼一亚种c. ca户itataoco lataHartma n;4.佛 州亚种c. ca户itataflor idanaHart man;5.寄 卵亚种C. c印ita,a亡。,iocola Hartman; 6.三区亚 种C.cap itatatripa ,titaHart: nan;7. 典型亚种和 欧洲亚种简的 过渡型

Intermedia teformsbe tweenC.c aPitazacaP itataandC .caPitata ot,roPaoas ubsp.nov.但 其现代 地理分布 中心是在 冷温带, 为两极 同源种, 在热带海 域尚未兑 到它们的 踪迹,

1 96斗年2 月3日青 岛沿岸水 温达一 2℃时我 俩在潮简 带表层还 采到体内 充满成熟 卵的雌虫 ,生殖 适温可达 一2℃,因 此小头虫 的起源 为冷水种 是无可置 疑的。从 当前分布 情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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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古代由格陵兰
、

巴奄支海
、

喀拉海翘楚克奇海至太平洋是有着速疲分布的
,

目前在太

平洋东西两岸仍然为速倩分布
。

典型亚种的分布除受温度条件影响外
,

缺氧的污浊环境

对其分布也有着极重要的作用
,

温度条件适宜
,

小头虫能在合氧量很少
、

富硫化氢的水体

中大量繁殖
,

Re ish I35 一401 和北森 [1 一2 ]报导的污浊水域中的小头虫都是典型亚种
,

截至 目前

在污浊水域中尚未发现其他亚种
。

当前在太平洋西岸还未发现亚种分化现象
,

从白合海至东海大陈岛只发现典型亚种
,

很可能与这一带稠查工作进行的少有关
。

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一带发现同时同域内的

亚种分化现象
,
目前发现了 4 个亚种 (站位兑表 1 )

:
典型亚种(C

.

‘
.

ca 砰tat
。

)
,

寄卵亚种

(c
.

‘
.

口 , in c o za )
,

三区亚种 (c
.

:
.

tri p a r tit。)和有眼亚种(c
.

c
.

o c u za ta )
,

这是一个引人注

意的现象
,

值得进一步分析
。

这 斗个亚种中除典型亚种分布在沿岸污浊区外
,

另外三个

亚种都是由寄生关系而起了一定分化的种拿
,

其中寄卵亚种和三区亚种寄生在枪岛贼的

表 1

-
. 曰 口. .

-
. . . . . . . . . . 曰. . 甲.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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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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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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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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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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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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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4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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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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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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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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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1 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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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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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1
,
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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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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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W
5 t

.

6 8 9 9
,
34

0
0 3

‘

N
, 1 19

0

14
’

W

2 7斗

3 7 1

6 3 7

13 5

5 1 7

4 2
.

0 9

1苏
.

2多

5 7
.

9弓

1 9 4 ; 9

7 8
.

3 6

1 1 6

4 5 6

在枪岛贼 L 口11 9 。 sp
.

卵袋内寄生

H a r tm a n rZ s l

可能在 L o lig o o 户a l
e : c o n :

乡日袋内

寄生H
。 r rm a n ro l

为檐足类 M o 。 , 力坛lla c a户
; t e llic o la

的宿主 H a r t :n a ; 飞L了‘,

卵袋内是通过寄主的隔离分化而具有显著遣传差异的种拿
,

而有眼亚种本身却为一种橙

足类的寄主
,

下面就此一一希述
。

寄卵亚种分布较远 (3 6
O

N
,

1 2 1 O

W )
,

体长可达 60 毫米
,

在水深 6 0一 5 0 米一种枪岛贼 L o zig o sp
.

的卵袋 内发现
。

三区亚种在 Sa n p e d r o (3 3
0 3 8

’

N
,

1 1 5 0 14
’

w
,

4 6
.

3 米)和 M u g u e an yo n (3 4
0 0 弓

‘

N
,

1 19 0 0 5
’

W
,

1 1 9 米) 可能是在 L o lig o

oP al 。
‘

。
,

的卵袋内发现
,

以上两个亚种虽然都是在枪岛贼的卵袋内发现
,

但是在不 同地

区并且可能是在不同种的枪岛贼卵袋 内发现的
,

两者在形态上有显著的差异(图4 ,

d和 f)
,

根据其胸部刚毛式很显明地应属不同类型
,

此外寄卵亚种的腹部庆足 也较厚大
。

小头虫



海 洋 与 湖 沼 6 卷

种 内这两个不 同种重很可能是由于通过寄生在不同种的枪扁贼卵袋的隔离分化形 成的
,

遣憾的是寄卵亚种和三区亚种都没有确定寄生在哪一种枪扁贼的卵袋内
,

因此这一简题

尚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稠查
。

小头虫的特点是厌氧
,

寄生在枪岛贼卵袋内的这两个亚种仍

具有这一基本特性
。

值得提出的是有眼亚种—
这是一个分化较高的亚种

,

垂直分布可

达 6 37 米
,

已不具厌氧特性
,

能在较深水域生活
,

并且咸官发达胳生具眼
。

有眼亚种的个

体很小
,

长仅达 3一 2斗毫米
,

其胸部刚毛式与典型亚种完全相同
。

很有趣味的是 H ar to an

检查了大量的有眼亚种标本后 (栖息密度 1 平方米 6 0
,

0 0 0 个)
,

发现这一亚种为棱足 类

M 口。绒lla
‘

aPi tel lic ola 的宿主
,

这是小头虫种 内的一个特殊的生理
、

生态类型
。

粽上所

述
,

同时分布在加利福尼亚一带的 4 个亚种不是 由于地理隔离形成的
,

它们更涉及到极深

刻的生物学阴愚
,

是在同域内分布的生态
、

生理亚种
,

但也可能是亲椽种的关系
。

大西洋佛罗里达西岸和得克窿斯一带报告有两种小头虫分布
, 1 9 5 9 年 H ax tm an 叫 发

表采 自 s t
.

A nd re w 湾的佛州亚种 (c
.

‘

印itat a flor i而na )也是在枪扁贼的卵袋内发现的
,

其刚毛式与其他亚种有很显著的不同 (图 斗 , e
)

,

此外个体非常小
,

长仅及 6 毫米
,

这又是

一个生态
、

生理的变异类型
。

值得提出的是 H ar tm an 叫 采 自得克窿斯 Ar
a n sa

:

湾和佛罗

里达安德鲁兹湾
,

鉴定为典型亚种的标本与太平洋
、

北极海等地标本的胸部刚毛式有所

不 同
,

其背叶与典型亚种刚毛式无异均为 7 5 十 ZH ; 但腹叶不同为 6s + 3H (图 4 , b)
,

这与黑海和地中海的欧洲亚种有些相似
,

欧洲亚种的前 6 个胸节虽也只具韧 毛状刚 毛

(6S )
,

但后 3 节不同为 3 5 / H 或 1 5/ ; ; + ZH
,

这样看来这一带可能为 c
.

‘
.

邮Pi ta ta x

又 C.
‘

,

eu ro 如。 的过渡地段
。

我们推侧过渡型的分化可能与水温有关
,

小头虫的起源为

冷水种
,

在太平洋西岸分布至 28
“
N 的大陈岛

,

目前尚未发现有变异的过渡型
,

太平洋东

岸在 36
O
N 就发现亚种分化

,

除去东岸铡查工作做的比较多以外
,

东岸同释度水域水温与

西岸相比偏高也可能有关
。

得克窿斯和佛罗里达西岸地处热带东美亚区
,

水温较高因而

促成过渡型的形成
。

欧洲亚种 (c
.

‘
aP t’ta 。 。“r

oP 此a) 在形态上与典型亚种有显著的区

别
,

从当前分布情况看来这是 由于地理隔离形成的一个亚种
。

总之亚种分化研究涉及的周题很多
,

分化的原因不仅有地理隔离
,

同时还牵涉到更深

刻的生物学简题以及遣传学特性的简短等等
。 1 9 5 3 年 Ba

c cil l91 进行多毛类置推沙蚕科

(D o r v ille记
a e

)的 。户汤即
o tr oc 左

“ p u eri lis e la p a r己d e e t M
e e z n ik o w 亚种分化研究时曾用遣传

学和形态学的例征靛明分化过程
,

由此缺少太平洋东岸标本对比
,

因此本文仅是对小头虫

的亚种分化作一初步探尉
,

待今后掌握更多的查料后再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

五
、

提 要

1
.

我国黄
、

东海首次发现的小头虫趣鉴定为广泛分布在北太平洋的典型亚种 c
.

ca 砰
-

ta ta o Pit 、。 (Fa bri d us )
,

它俩栖于太平洋东西两岸氧合量很少而富大量硫化氢的污浊水

域中
,

其数量占艳对优势
,

因此
,

可作为海洋污浊区的指标种
。

2
.

小头虫截至 目前已昆录 , 个亚种
,

其中 日本亚种 (e
.

c a 户i, a t。 j
二p o , ie a K it a m o ‘

,

1% 0) 系典型亚种的同物异名
。

作者检查对比了黑海
、

地中海
、

巴仑支海和苏联远东海

标本后将黑海和地中侮欧洲沿岸等地标本分出建立一新亚种—
欧洲亚种 (c

.
二

帅itat a

eu ro Pa ea
s

ub sP
.

no v
)

,

此外并根据各亚种在形态上的区别箱制了胸部刚毛式模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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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本文对小头虫的起源及各亚种的分化过程进行了初步探尉
,

小头虫的现代地理分

布中心是在北太平洋寒温带
,

为两极同源种
。

加利福尼亚一带出现 斗个亚种握分析并非

由地理隔离形成
,

而是涉及到更深刻的生物学周题
,

是在同域内分布的生态
、

生理亚种
,

也可能是亲椽种的关系
,

特别是有眼亚种 C
.

ca Pt’ta o oc “la ta
。

佛罗里达西岸和得克陵斯

一带可能为 C
.

c a Pita ta c a Pita ta X C
.

c a Pita t“ 己u r o Pa 。二 的过渡地段
。

参 考 文 献

{;}
,
.

J, .J内j4
r卫‘r.L

1.J, .J飞.J�卜矛尸O月了r
.

Lr.LF.L

、.J, .J
RUg

rl.LrL

[10J[11]

,卫J1J .
,�今,1,

几r,Lr.

{::}
飞J.1 .Jzn,矛,l‘.1r

.

rL
.
.
.L

8]9][l[1

1.11卫.J

2
,、J,‘,‘

r..Lr..L

[2 4 ]

北森良之介
,

1 9 6 0
。

污演 乏 Ca Pi 纪““ 属 (多毛类 ) O 关系
。

内海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 13: 1一 10
。

北森良之介
,

19 6 3
。

湘月 内海 去花。近接水域 O 沿岸 l: 仃 ‘贡石底生动物拿集Q 渝曝学的研究
。

内海水产研

究所研究报告 21 : 2斗一29
。

A “H e H K o B a , H
.

fl
. , 19 3 7

.

中a y H :、 p o ly e h a e t a e e B e PH o选 q a e T H 只n o H e K o r o M o P,
.

万c e滩 e口
.

滋o Pe 4 CCC P

2 , : 13 9一2 1 6
,

B H H o r Pa八o B ,

K
.

A
. ,

19斗9
.

K 中a yH e K o 月。。a T悦 x , e p B e仑 ( p
o
lye h a o t a

) H即H o r o M o P,
.

T刀
.

K a Pa j a o c 凡
.

石u o 滩。己
,

e T
.

8 : 3一8 4
.

B o Po 6 b e B ,

B
.

fl
. ,

19 4 9
.

B e H T o e A 3 o B e K o r o M o P只
.

TP
.

A 3 嗯e P凡u Po 13 : 1一1 9 3
.

B 毛月K a H o B ,

A
. ,

1 9 5 7
.

K aT a 几o r H a H a ,刀 a Ta H e PH o M o Pe K a 中a y H a .

TP
.

M o Pe 凡
.

6 u o 刃 o o
. e :

.

19 : l一弓1
.

3 a K e , H
.

F
. ,

1 93 3
.

K 中a yHe K o 刀 b q a T 曰x q ePB e 仑 Ce o ePo 一

只。o H e K o r o 、, o P月
.

万c c泥 e d
.

邢o Pe 反 CCC P 19 :

1 2 5一 13 7
.

3 a职n o H ,

B
.

玉r
. ,

19 4 8
.

M即
r o以 e r 。。K o B o e 、e PB “

.

O o Pe及e 二。T
二

。
中

a yo b , 。
中
二 o Pb , e e B e P。。,x Mop

e 益

C CC P
.

H 3 口
. “C o 召 .

人a 夕凡a ” ,

M
. e T P

.

9 4一 16 7
.

K o e朗
e朋

,

M
.

H
. , 1 9 5 7

.

IJ朗
a r o q e e K H e 刀。q o H K o M H o r o以e TH H K o B 目x 、

eP
o e n Ll eP

Ho r o Mo Po .

TP
.

C e e a c -

丁o n o 泥6 e 凡 .

6 u o 滩。己
.

e r
.

A H CCC P g : 9 5一 9 6
.

K飞H e Ba 一

A 6 a皿水 He B a ,

B
.

“ T
.

M
.

M
a P“H o B ,

19 6 0
.

P a3 n Pe八即
e H H e H a 3 0 0 6 e H To e a n Pe八 B毛月 r a Pe K o To H e

-

PH o Mo Pe K o KPa仑6Pe 水H e .

TP
.

双
e凡丁Pa 介

.

H a g 气
.

M凡
一

丁a P。‘石o a毛d c丁6 0 u P“石。滩 0 6 3 : 1 17一 16 1
.

Jl e B e H山T e 益H
, P

.

只
. ,

1 9 60
.

K o 几”, e H e T B e H H o e Pa e
nP e 八e月 e H H e n o 月H x e T B Ce B e Po

一

3 a n a及阳认
q a叮H B e P”; r-

r o Ba Mo P分
.

TP
.

H H 一

了a o 人e a 月。泥
.

AH CC CP 3 4 : 10 4一 1 2 2
.

Jl oc o B e K a 只 , T
.

B
. ,

一9 5 6
.

中a yH a n o 几 Hx e T C e B e Po 一

3 a n a八H o 众 q a e T “ q e PH o r o M o P月
.

A B To Pe
咖Pa T 八H e e ePT a

-

u H H 月a e o ”e K a H”e yq e H o仑 e Ten
e ”” K a双期 aT a 6”朋

o r
四ec K H x H a yK ,

锄ec e K“n To e
.

y H H .

e T P
.

l一 12
.

M
a PH H o B , T

.

M
. ,

19 5 7
.

fl P”H o e 3 a H 3yq a B a H e H a H a班 aT a He PH o M o pe K a n o 刀” x e T H a 中a yH a
.

TP
.

M
o 刀e 凡

.

6 u o 介 0 2 .

cr
.

19 : 10 5一1 1 9
.

CB e uJ H H K o B , B
.

A
. ,

19 6 1
.

fl e月a r “。ec K H e 几H , H H K H n o 月H x e T B e 几 o r o M o P只
.

3 0 0 月
.

双
.

40 ( 2 )
: 16 4一1 77

.

y 山 a K o B , fl
.

B
. , 1 9 5 0

.

MH o r o u 工e T “H K o B曰e q ePB “
( p

o ly e h a o t a
) O x o T e K o r o M o Po

.

M e c 乃e 口
.

口a 滩。“e 6 o c : .

湘 o Pe 泛 C CCP Z : 14 0一 2 3斗
.

y ,” a K o B ,

口
.

B
. ,

1 9 5 5
.

MH o r o坦 e T H H K o BH e q e PB 日
八a 刀 b H e o o e To 。一, 、x M oPe益 CC CP

.

O n P e口e泥 u : e 北“ n o

价a g “e CC CP
. z￡J J

.

3 00
汉。己

. u 况 e了u T夕了a A H C CC P 冲 5 6 : 3 2 7一3 2 5
.

X 月e6 o 。“马 , B
.

B
. ,

19 6 1
.

M H o r o m e T H H K o B b一e q ePB H ( p
o ly e h a e t a

) 乃H To Pa 月H K yPH月b e K H x o e T Po Bo B
.

万 c e 泥e J
.

口a 滩白月e 6 o e丁
.

邢o P e d CCC P 7 : 15 1一2 6 0
.

fl e T Po o e K a , ,

M
.

B
. ,

1 9 6 3
.

MH o ro以 e T ”H K o Bbl e : e PB o B a Pe H以e B a M oPo .

A B To Pe
中

e Pa T 八。e e e P丁a : 又。H H a

e o o e K a H“e y, e H o 泊 e T e n e H H K o H八H八aT a 6 H o 月o r H : e e K H x “a yK 3 H H A H CC CP
. e T P

.

l一2 0
.

B a c c i
,

G
. a n d M

.

L a G r e c a ,

1 9 5 3
.

G e n e ti e a n d m o rp ho lo g i e a l e v id e n e e fo r s u b sp e c ific d iffe r e n e e s

b e t w e e n N a p le s a n d Plym o u th p o p u la tio n s o f O p h r yt r o e ha p u e r ili s
.

N a lu r e
(L

o n d o n )
,

1 7 1
:
1 1 1 5

.

B e r k e le y
,

E
.

a n d C
.

B e r k e le y
,

1 9 5 2
.

C a n a d ia n P a c ifi e Fa u n a
,

p o ly e ha e t a S e d e n ta r ia g b (2 )
: 1一 1 3 9

.

D a y
,

J
.

H
。

1 9 5 7
.

T’h
e p o lyc ha e t fa u n a o f S o u t h A fr i e a

.

p t .

4 : N e w sp e c ie s a n d r e e o r d s fr o m

N a ta l a n d M a e a m b i qu e
.

A n 刀
.

N a t al 八n 褚:
.

1 4 :
5 9一 1 2 9

.

n a y
,

J
.

H
.

,

1 9 6 1
.

T h e p o lyc ha e t fa u n a o f S o u t h A fr ic a
.

p t
.

6 : S e d e n ta r y s p c e ie s d r e d g e d o ff C a p e

e o a s。、 w ith a fo w n cw r c e o r d ; fr o m t h e sh o r e J L动 n S o c L o n d o n 4 4 (2 9 9 )
:
4 6 3一5 6 0

.

F ab r ic iu s
,

0
0

1 7 8 0
.

F a u n a G r o e n la n d i c a sy s t e m a t ie e s is t e n s ,

A n im a lia G r o e n la n d i a e o c e i d e n ta li s

h a c te n u s in d a g a t a q u o a d n o m e n s p e e ifie u m
, tr i v ia le

,
v e r n a e u lu m q u e : sy n o n ym a a u c t o r u m Plu r iu m

,

d e s e r ip t io n e m
,

lo c u m
, v i ct u m

, g e n e r a ti o n e m
,

m o re s
,

u s u m
,

e a p t u r am a u e s in g u li : p r o u t d e t e g e n d i o c -

e a s io fu it
,

m a x im a q u e p a r ti s e e u n d u m p r o p r ia s o b s e rv a t io n e s
.

H a fn ia e e t L i p s ia e
.

P o ly c ha e ta : 2 7 9一

3 1 5
.

Fa u v e l
,

P
.

,

19 2 7
.

P o ]ych 己t e , s亡d e n t a i r e ,
.

F凉“n e d e F r a n e e 1 6 : 1 5 4一 15 5
.

202l



27 0 海 洋 与 湖 沼 6 卷

[2 5」 F r a n z己n
,

A
. ,

19 5 6
.

O n sp e r m io g e n e sis m o rp ho lo g y o f the sp e r m a t o z o o n , a n d b io lo g y o f fe r tiliz a tio n

a m o n g in v e r te b r a te s
.

2 0 0 1
.

B id r
.

U PPs召l‘ 3 1
:
3 5 5一4 9 9

[2 6 ] H a r t m a n ,

O
,

1 9 4 7
.

Po ly eha e t o u s a n n e lid s
.

P t
.

7
.

C a p it ellid a e
.

Alla
n H a n eo c k P a e i/ i‘ Ex Pe d

.

1 0

(4 )
: 3 9 1一4 8 1

.

12 7 ] H a r tm a n ,

O
,

1 9 5 1
.

Th
e litt o r a l M a rin e a n n elid s o f the G u lf o f M e x ic o

.

P o bl
.

I n : t
.

河a r
.

Sc i
· ,

U n i口
.

了以
a s Z : 7一 1 2 4

.

12 8 ] H a r tm a n ,

0
,

,

1 9 5 9 a
.

C a p ite llid a e a n d N e r eid a c (M
a r in 。 A n n elid s

) fr o m the G u lf sid c o f Flo r id a
,

w ith a : ev iew o f fr e shw a t e r N e r e id a e
.

B o ll
.

川
a 产

.

Sei
.

G o
l/

:

nd C a 尹ib b e 邵n g (2 )
: 1 5 3一1 6 8

.

【2 9 ] H a r tm a n
,

O
,

1 9 5 9 b
.

C a t alo q u e o f the P o ly c ha e t o u s a n n elid s o f the W
o rld

.

P t
.

11
.

All a 二 H ‘。c o c龙

F o 左 n d a tio 刀 尸“bl
.

2 3 : 3 5 5一 6 2 8
.

I3 0 ) H a r tm a n ,

0
. ,

1 9 6 1a
.

Po lvcha e t o u s a n n e lid s fr o m the C a lifo r n ia
.

A ll 二n H d 棺c o e走 凡
c i/ i

c E XP ed
.

2 5
:

1一2 2 6
.

[3 1 ] H a r tm a n
,

0
.

,

1 9 6 1 b
.

A N ew M o n s t r illid C o p e p o d p a r a sit ie in C a p ite llid P o lycha et c s in S o u the r n

C alifo r n ia
.

2 0 0 2
.

A n z
.

1 6 7 (9一 1 2 )
: 3 2 5一3 3 4

.

[3 2 ] M eln t o sh
,

W
.

C
,

1 9 15
.

Th
e B r itish m a rin e a n n elid s

.

V o l
.

3
,

p t
.

1
.

P o lye ha et a
,

O p he liid a e t o A m
-

Phict e n id a e
.

L o n d o n ,

R a ,
.

So e
.

: 2 8 0一2 8 5
.

13 3」 M o n r o ,

C
.

C
.

A
. ,

19 3 0
.

P o lv cha et e w o rm s
.

D 打c o o e即 R e 户o r t , 2 : 1一2 2 2
.

13 4 1 Pe ttib o n e
,

M
.

H
.

,

1 9 5 4
.

M a rin e Po lych a e te w o rm s fr o m P o in t B ar r o w
,

A la sk a
,

w ith a d d itio n a l r e
-

e o rd s fr o m N o r th A tla n tie a n d N o rth P a d fic
.

Pr o c e
ed

.

U
.

5 N 4 t
.

何“5
.

1肠(3 3 6 1)
:
5 3 1

.

一5 8 4
.

13 5」 R e ish
,

D
.

J
. ,

1 9 5 5
.

Th
e : e la tio n o f p o lycha e t o u : a n n e lid s t o ha rb o : p o llu tio n

.

八一bli : H e a lt人 R eP rs
.

7 0 : 1 16 8一1 1 7 4
.

[3 6 ] R e ish
,

D
.

J
,

1 9 5 7
.

Th
e r ela tio n ship o f p o lyc ha e t o u s a n n e lid : C召Pirell

“劝it哪‘
(F

召bri c i。习
to

w as t e d isc ha r g e s o f b io lo gic a l o rigin
.

B io l
.

W
a t e 尹 Po l扬 tio 执 U

.

S
.

P“ blic H e耐 th Se , 刀茗c e
,

C in e i刀n ‘ti :

1 9 5一2 0 0
.

[3 7 ] R e ish
,

D
.

J
.

,

1 9 6 0
.

T he u s e o f M a r in 。 In v er t e b r a te s a s in d ie a to r : o f w a t e : q u a lity
.

W
a sz e D 行夕0 5 : l

萝n t方e 对
‘ri n e E ” 口ir o n脚e 刀r

,

Pe 馆
‘脚 o n

Pr
e“ : 9 2一1 0 3

-

【3 8 ) R e ish
,

D
.

J
. ,

1 9 6 3
.

A Q
u a n tit a tiv e st u d y o f the b e n thie p o ly cha e t o u s a n n e lid s o f B a hia d e Sa n

Q
u in tin

,

B a ia C a lifo r n ia
.

凡哪i‘ N a t
.

3 (1 4 )
: 3 9 9一4 3 6

.

「3 9 ] R e ish
,

D
.

J
.

a n d J
.

L
.

B a r n a r d
,

1 9 5 9
.

M a rin e p o llu rio n
.

甲
‘te r 口俘 d s卿心

e
带

o rk , : 1一4
-

[4 0 ] R e ish
,

D
.

J
.

a n d J
.

L
.

B a r n a rd
,

1 9 6 0
.

Fie ld t o x ic ity t e st s in m a r in e w a t e r u tiliz in g the p o ly c ha e to u s

a n n elid s C a Pit ella c a Pit 口 td (F
口b , 矛c 沁,

)
.

Pa
c
i/ i

c N 二t
.

1 (2 1一2 2 )
:
1一8

.

14 1] R u llie r
,

F
. ,

1 9 6 3
.

L e : A n n 亡lid e : Po ly c h亡t e s d u B o sp h o r e
,

d e la m e r d e M a r m a r a e t d e Ia m c r

N o ir e
,

e n r ela tio n a v e e e e lle s d e la M亡d ite r r a n 亡e
.

R a 户
.

Pr o e云了
一刀e rb a u 父 r衫“n io n s C

.

1
.

E
.

5
.

M
.

M
.

1 7 (2 )
: 1 6 1一2 5 9

.

SU B SPECIFIC D IF FE R E NT IA T IO N A N D E CO LO G ICA L

CH A R A C T E R IS T !CS O F C A PIT E L LA C A PIT A T A

(FA B R IC IU S
,

1 7 8 0 ) (PO LYC H A E T A
,

C A PIT E LL ID A E )

W
u B A o 一 L IN G

(I
o s r介。z。 o f O c e a n o lo g 另 A c o d eo i、 Sin ic a

,

T , in g za o )

A B sT R A e T

Th is p ap e r p r e s e n t s the r e su lt s o f a syst e m a tie s tu d y o f su bsp e c ie s o f Ca Pitell
召

c召Pita ra (Fa b r ic iu s) o f the C hin e se c o a st s
.

M a te r ials w e ha v e a t o u r d isp o sa l a re 。0 1
-

le c t e d fro m th e B la c k Se a ,

M e d ite rr a n e a n S e a ,

B a r e n ts S e a a n d Fa r ea s te r n Se a s
, o b

-

ta in e d thr o u g h the e o u r te sy o f the Z o o lo g ie a l In st itu te
,

A e a d e m y o f S c ie n c e s U S SR
, a n d



3 期 吴宝铃 : 小头虫的亚种分化及其生态特点 2 7 1

s o m e fro m o u r o w n e o lle e tio n s ta k e n fr o m the Y e llo w S e a a n d the E a s t C hin a S e a
.

I

w is li to e x p re ss m y tha n k s p a rt ie u la r ly to Pro f
.

P
.

V
.

U s c ha k o v
, o f the Z o o lo g ic al I n

-

s titu te
,

A e a d em y o f Sc ie n e e s U SSR a n d t o Pr o f
.

C
.

K
.

T se n g a n d Pro f
.

T ch a n g 5 1 fo r

the ir kin d g u id a n c e d u r in g the c o u r se o f this w o r k
.

1
.

T he p o lyc ha e t e C a户ite ll ‘ c aPit口t‘ c aPira t a a s a p o s sible in d ic a to r o f p o llu t io n o f

bio lo g ie a l o r jg in in th e Y e llo w Se a a n d E a s t Chin a Se a
,

its d e n s ity in p o llu te d z o n e o f

T sin g ta o p e r sq u a r e m e te r 15 1 2 7
,

2 0 0
,

bio m a s s l
,

0 6 8 g m s
.

2
.

Th
e r e a re o n ly 5 s u b sp e c ie s o f C a Pitell‘ ca Pit献‘ 5 0 fa r re eo 心e d

, o f w hieh o n ly

o n e o e e u rs in Chin e se c o a sts
.

C
.

c : Pit a ta 夕a Po 二ic ‘ K ita m o ri
,

19 6 0
,

15 c o n sid e r e d to b e

syn o n ym o u s w it h C
.

‘a 户ita ta ‘a P万t: r‘ (Fa b r ie iu s)
.

3
.

C
.

c ‘P萝t夕才a 翻夕i才口t‘ 15 m a in ly d is tr ib u te d in c o ld t em p e ra te r铭io n s
.

Fo u r s u b
-

s Pe c ie s w e r e fo u n d in C alifo r n ia : C
.

c a Pita ta c a Pita za o c c u r s in p o llu te d a rea s o f so u t he r n

C alifo r n ia ; it 15 o f in te r e s t tha t C
.

c aPiz‘ta o v i刀e o la H a r tm a n ha s b e e n re e o r d e d fr o m the

b a s e s o f sq u id e g g e aPs u le s in M o n t e r ey B a y in 6 0一8 0 m ; C
.

c a Pit‘ta tr勿a r tita H a rt
-

m a n ha s b e e n r e e o r d e d fr o m sq u id e g g eap s u le s fro m Sa n Ped ro in 4 6
.

3 6 m : C
.

c a Pjta t召

o c “la t a H a rt m a n fro m C a lifo r n ia p ro v ed to b e the m o s t in t e r e s tin g b e e a u s e so m e sPe e i
-

m e n s a re fo u n d to b e ho s ts to a p a ra s itic e o PcP o d

—
河o n s rr illa c a Pite llic o l召 H a r tm a n ,

1 9 6 1
.

Sin c e
」

a ll the fo u r s u b sPe c ie s a r e a ll fo u n d in the s a m e a r e a a lo n g C a lifo r n ia

e o a st s
,
the y m a y r e p re se n t e e o lo g ic a l

,

p hys io 工o g ic a l su b sp e c ie s
, o r s iblin g sp e e ie s

.

4
.

T he sp e c im e n fo u n d in T a ble B ay by D a y (1 9 6 1) m ig ht b e a s e p a ra t e s u b s p e c ie s

o f the so u t he r n he m isPhe r e
.

5
.

T his Pa Pe r re Po r ts a n ew s u b sPe e ie s fr o m the B la e k S e a a n d M e d ite r ra n e a n S e a
.

C叩itella
e

即ita t a e o r

叩
a e a su b s p

·

n o v
·

(Fig
.

4
, c

)

T h e le n g th o f m a t u re in d iv id u als 15 2 0一9 0 m m ; w id th o f the tho r a x 15 1
.

5 m m
.

Th
e pro s to m iu m 15 e q u itr ia n g u la r a n d b ro a d ly e x p o se d ; it Ia c k s v isible eye s

.

T he fir s t

6 s e g m e n t s ha v e sle n d e r
,

d is ta lly Po in te d se ta e in n o to p o d ia a n d n e u ro Po d ia
.

Th
e

s e v e n th se g m e n t ha s s e ta e a n d ho o k s a b o v e a n d b elo w
.

T he e ig hth a n d n in th se g m e n ts

ha v e se ta e a n d ho o k s a b o v e a n d b elo w
, o r o n ly h o o k s a b o v e a n d b elo w

It se e m s tha t th is n ew su b sp e e ie s m ay b e d ist in g u ishe d in to tw o fo rm s :

(1) B la e k

Se a a n d Se a o f A , o v p o p u la t io n (L o w sa lin ity p o p u la tio n )
—Th

e s e ta l fo rm u la o f

tho r a e ie se g m e n ts : m a le n o to Po d ia w ith 6 5 + 1 5 / H + Z G ; m ale n e u ro Po d ia w ith

6 5 十 1 5 / 。 + Z H : fe m a le n o to p o d ia a o d n e u ro p o d ia w ith 6 5 + 1 5 / H + 2 H
.

(2 ) M
e d it e r r a n e a n Se a a n d E u ro p e a n c o a st s p o p u la tio n

(H ig h
s alin ity p o p u la tio n )

—
洲 le

s e ta l fo rm u la o f tho r a c ie s e g m e n ts : m a le n o to Po d ia w ith 6 5 + 1 5 /
H

+ Z G ; m a le n e u r o -

p o d ia w ith 6 5 + 3 5 / H ; fe m a le n o to p o d ia a n d n e u ro p o d ia w ith 6 5 + 3 5 /
; : .

D is tr ib u tio n
: S e a o f A z o v ,

B la ek Se a
,

N o r th S e a
,

M e d ite rr a n e a n Se a a n d th e

e o a st a l w a t e r s o f E u ro Pe
.

6
.

Sp e c im e n s fr o m St
,

A n d rew s B ay
,

Flo rid a a n d A r a n sa s B a y
,

T e X a s a re c o n -

sid e r ed a s p ro ba bly in te r m e d ia te s b e tw e e n C
.

“户it以召 r 夕户it4 t‘ a n d C
.

c
动ita t4 魏r o P召e a

s u b sP
.

n o 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