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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浮游端足类的物种多样性
!

林景宏 ! 陈明达!! ! 陈瑞祥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 （)$"778）

摘 ! 要 ! 中国海域已发现浮游端足类 "&& 种，呈 现 从 北 部 往 南 部 海 区、从 近 海 往 外 海 区 种 数 逐 渐 增 加，

且暖水性也逐渐增强的分布特征。渤海、黄海北部和西南部的浮游端足类同属暖温带分布，黄海东南部

和东海西北部为暖温带分布和热带分布的过渡带，东海东部和东海西南部以及台湾海峡、南海均属热带

分布，其中东海东部和南海中、南部热带大洋分布的特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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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早期，中国海洋的浮游端足类仅有国外学者作过零星的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对

海洋浮游端足类的调查受到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本

文根据作者的工作及国内外［"%、"8］的主要报道，对中国海洋浮游端足类的物种多样性和地理分

布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今后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地理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 ! 种类组成和生态类群

中国海域浮游端足类已发现 "&& 种（ 表 "），根据它们的生态习性和分布状况，可大致分为

两个生态类群：

KU KT 暖水类群

这是中国海域浮游端足类极为重要的类群，其种数约占浮游端足类总物种数的 #UV ，是

东海东部和西南部及其以南各海域的优势类群，又因它们对最适盐度的差异，可再分为大洋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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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海洋浮游端足类的物种及其分布

!"#$% &’ !(% )*%+,%) "-. .,)/0,#1/,2- 23 *$"-4/2-,+ 56*(,*2." ,- 7(,-" 8%")

海区

8%") "0%"

渤海

92(",
8%"

黄海

:1"-;(",
8%"

东海

<2-;(",
8%"

台湾海峡

!",="-
8/0",/

南海

>"-(",
8%"

’ ’ ’ ’ ’ ’ ’ ’ 种数 ’ 8*%+,%) -16#%0
种类 ’ 8*%+,%)’ ’ ’ ’ ’ ’ ’ & ? @A ?B &CD

太平洋矛虫戎 !"#$%&’" ("$)*)$" +
粗角锥虫戎 ,$)#" $-"..)$&-#). + + +
弯指锥虫戎 ,/ $0-1)2"$34’" +
疑锥虫戎 ,/ )#$%-3" + +
北方锥虫戎 ,/ 5&-%"’). + +
亚缘锥虫戎 ,/ .056"-7)#"3" +
图氏锥虫戎 ,/ 30’’5%-7) + +
拟锥虫戎 ,/ .)6)’). +
拉拿锥虫戎 ,/ #"#" +
宽额锥虫戎 ,/ ’"3)*-&#. +
荆刺锥虫戎 8$"#39&.$)#" "$"#39&2%. +
游片虫戎 :)5)’)" 1)"3-); + + +
尖片虫戎 :/ .3%55)#7) + + +
邻片虫戎 :/ (-&()#<0" +
弯片虫戎 :/ 7)55&." + + +
宽片虫戎 :/ $90#) + + +
澳洲片虫戎 :/ "0.3-"’). + + +
武装片虫戎 :/ "-6"3" + + +
刀足片虫戎 :/ $0’3-)(%. +
长腕片虫戎 :/ ’&#7)$"-(0. +
犁片虫戎 :/ (4-)(%. + +
瘦拟巧虫戎 ="-"(9-&#)6" 7-"$)’). + +
厚足拟巧虫戎 =/ $-"..)(%. + +
乳短脚虫戎 >4(%-)" 7"’5" +
南极略长脚虫戎 >4(%-)%’’" "#3"-$3)$" +
水母钳虫戎 >4(%-&$9% 6%20."-06 + + +
地中海钳虫戎 >/ 6%2)3%--"#%" + +
马氏钳虫戎 >/ 6"-3)#%?) + + +
钳虫戎 >/ ()$3" +
蜂型宽虫戎 !";&94(%-)$" 1%.(0’)*&-6). +
拟长脚虫戎 ="-"39%6).3& 7"02)$9"02) + + +
长足似蛮虫戎 >4(%-)&)2%. ’&#7)(%. + + +
羽刺似蛮虫戎 >/ .)5"7)#). + + + +
裂颏蛮虫戎 !%.3-)7&#0. .$9)?&7%#%)&. + + +
大眼蛮虫戎 !/ 6"$-&(939"’60. + + +
孟加拉蛮虫戎 !/ 5%#7"’%#.). + + + +
阔蛮虫戎 !/ ’"3)..)60. + + +
齿足蛮虫戎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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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休氏蛮虫戎 -. /0’%1"2%3* 4
吕宋小虫戎 567%3*%))" $+8’(* 4 4 4
沃氏小虫戎 5. 9’//%$%3* 4 4 4
斯特丙小虫戎 5. /)%##*(:* 4 4 4
斯氏小虫戎 5. /)%70%(/%(* 4 4 4 4
细头小虫戎 5. 7"39*;%7/ 4
棕星脚虫戎 !0%1*/)%$$" <+/;" 4 4 4 4
大指爪虫戎 567%3*’(6= 1";3’,";)6$+/ 4 4 4
针简巧虫戎 >03’(*1’7/*/ /7*(*<%3" 4 4 4
隐巧虫戎 >03’(*1" /%,%()"3*" 4 4 4
钝巧虫戎 >. ")$"()*;" 4 4 4
单巧虫戎 >. /’$*)"3*" 4 4 4
刀巧虫戎 >. /)%##*(:* 4 4
曲足巧虫戎 >. ;+39*7%/ 4 4
突巧虫戎 >. ;’$$%))* 4 4 4
太平洋巧虫戎 >. 7";*<*;" 4 4 4
牛头巧虫戎 >. #+;%70"$" 4 4 4
长小巧虫戎 >03’(*1%$$" %$’(:")" 4 4 4
半弯灵虫戎 >03’/*(" /%1*$+(")" 4 4 4
近节虫戎 ?(;06*’1%3" #$’//%9*$$%* 4 4 4
大足原虫戎 >3*;1(’ 1";3’7" 4 4 4
短密原虫戎 >. #3%9*,%(/ 4 4 4
拉氏原虫戎 >. $")3%*$$%* 4 4 4 4
长秀虫戎 -6;"%’7/*/ )0%1*/)’*,%/ 4 4 4
三宝颜秀虫戎 -. 8"1#’"(1:"% 4 4 4
斑真叶虫戎 @+73’(’% 1";+$")" 4 4 4
小真叶虫戎 @. 1*(+)" 4 4 4
武装真叶虫戎 @. "31")" 4 4 4
矩腕真叶虫戎 @. $")*;"37" 4
头叶虫戎 >3’(’% ;"7*)’ 4
拟叶虫戎 >"3"73’(’% ;3+/)+$+1 4 4
小拟叶虫戎 >. 7"39" 4 4 4
软拟叶虫戎 >. ;"17#%$$* 4
细长拟叶娥 >. %$’(:")" 4
瘦拟丽虫戎 >"3"$6;"%" :3";*$*/ 4 4 4
蚤丽虫戎 -6;"%" 7+$%= 4 4 4
鼻丽虫戎 -. ("=+)" 4
异牛丽虫戎 -. #’9"$$*’*,%/ 4 4 4 4
方角丽虫戎 -. 9*(;%()* 4 4 4
丽虫戎 -. #"A%(/*/ 4 4
牛丽虫戎 -. #’9"$$* 4
后足丽虫戎 -. 7";067’," 4 4
触角偏鼻虫戎 B*1’306;0’)+/ "()%(("3*+/ 4 4 4
显孔虫戎 !0670"(" 1"$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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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壳短腿虫戎 -."/012/%$+2 /.+2/+$+3 4 4 4
圆短腿虫戎 -5 6$’#*/%72 4 4 4
贪短腿虫戎 -5 ."7"8 4
渔民尖头虫戎 981/%70"$+2 7*2/")’. 4 4 4
尖头虫戎 95 /$"+2* 4 4 4
宽吻尖头虫戎 95 $")*.’2).*2 4 4 4
长足尖头虫戎 95 $’(6*7%2 4 4 4
异条虫戎 :).%%)2*" /0"$$%(6%.* 4 4
长眼条虫戎 :5 2)%%(2).+7* 4 4
海条虫戎 :5 7’./%$$" 4 4 4
棉兰老条虫戎 :5 3*(,"("’(*2 4
细额小头虫戎 ;%7)’/’)*2 )%(+*.’2).*2 4 4 4
明晰附额虫戎 &"$"3’.01(/0+2 7%$$+/*,+2 4 4
尖头巾虫戎 !+$$#%.6%$$" /+27*,")" 4 4 4 4
雕盔头虫戎 &."(’/%70"$+2 2/$%.’)*/+2 4 4
舌头虫戎 <$’22’/%70"$+2 3+(%=%,>".,2* 4 4 4
武装棒头虫戎 ?0"#,’2’3" ".3")+3 4 4
尖棒头虫戎 ?5 >0*)%* 4 4 4
短尾棒头虫戎 ?5 #.%@*/"+,")+3 4 4 4
小棒头虫戎 ?5 3*(’. 4
卵扁足虫戎 A$")12/%$+2 ’@’*,%2 4 4
武装扁足虫戎 A5 ".3")+2 4 4
锯扁足虫戎 A5 2%..")+$+2 4 4 4
细手半毛虫戎 B%3*)170*2 )%(+*3"(+2 4 4
具壳半毛虫戎 B5 /.+2)+$")+2 4
斑拟毛虫戎 A".")170*2 3"/+$")+2 4 4
小拟毛虫戎 A5 7".@+2 4 4 4
多棘拟毛虫戎 A5 27*(’2+2 4
前山拟毛虫戎 A5 7.’3’(*’.* 4
钳四盾虫戎 !%).")01.+2 C’./*7")+2 4 4 4
四值虫戎 !5 "."C+."% 4 4 4
双剌端虫戎 D370*)01.+2 #*27*(’2+2 4 4 4
具刺端虫戎 D5 3+.")+2 4 4 4
盾端虫戎 D5 2/+$7)+.")+2 4 4 4
平滑端虫戎 D5 6$"#%. 4
拟端虫戎 D5 2*3*$*2 4
修饰裂臂虫戎 :/0*E’2/%$+2 ’.(")+2 4 4
球盾虫戎 !01.’7+2 270"%.’3" 4 4 4
拟臂虫戎 A"."2/%$+2 )170’*,%2 4 4 4
突拟臂虫戎 A5 %,>".,2* 4 4 4

水种和广盐暖水种两个类群。

!" !" !# 大洋暖水类群对盐度要求高，在中国海域出现的种类多，但个体数量少，如拉拿锥 虫戎、

拟锥虫戎、太平洋巧虫戎、长足尖头虫戎、武装棒头虫戎 和齿足蛮虫戎 等，它们主要出现于东海东部和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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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南部水域。有些种类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广，个体数量也较大，可随外海水的势力不同程

度地扩布于外海水和近岸水交汇区的外侧，如沃氏小虫戎、针简巧虫戎和圆短腿虫戎等。

!" !" #$ 广盐暖水类群最适盐度比前一类型要低些，如羽剌似蛮虫戎、孟加拉蛮虫戎、大眼蛮虫戎和尖

头巾虫戎等，主要分布于东海及其以南各海域近岸区的外侧，但可随海流的势力不同程度地分别

往外海区和近岸区扩布。有些种类如孟加拉蛮虫戎、大眼蛮虫戎 和尖头巾虫戎 等还可随潮流少量地

出现于一些港湾口。

!" # ! 暖温类群

在中国海域，该类群的种类极少，仅占其总种数的约 "# ，如乳短脚虫戎 等，它们仅偶尔出现

于东部海域。唯其主要代表种拟长脚虫戎的数量较大，尤以黄海的出现率最高。但它的分布也

仅限于 "$ %& 以北海域。

’! 分布特点

中国海域所记录的 (’’ 种浮游端足类，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均有出现，其数量分别

为 ($) 种、($) 种和 ($* 种，而三大洋中出现的共有种类高达 )+ 种，约占中国浮游端足类物种

数的 +$# 。除了拟长脚虫戎和乳短脚虫戎仅分布于三大洋的中、高纬度范围，粗角锥虫戎 和北方锥虫

戎等少数种类可从三大洋的热带、温带区扩展到南极和北冰洋外，其余种类都广泛分布于三大

洋的热带、温带水域。由此可见，中国海域的浮游端足类基本上是属于环三大洋的暖水种。但

由于中国海域辽阔，各海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海流系统不同，导致生活在水域中的浮游端足类

组成和生态习性不同。

#" ! ! 各海区环境特征与浮游端足类的生态习性

#" !" ! ! 渤海 ! 地处北温带，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具有年均水温低（ 约 (( , ）和盐度低（ 通

常 - "(. *）等特点，故浮游端足类相当贫乏，至今仅出现 ( 种，即暖温种拟长脚虫戎。它的分布边

界与 "( / ($ 0 " 等盐线的分布基本一致，是随北黄海相对高盐水的入侵而扩布的。在 洪 讯 期

间，渤海盐度很低（ - "(），浮游端足类几趋绝迹。

#" !" # ! 黄海 ! 是介于东海和渤海之间的浅海，与渤海环境条件比较，其温、盐度相对较高（ 年

均表层水温 (1 2 () , ，盐度 "$ 2 "’），出现浮游端足类的种数也较多（3 种）。黄海北部和西

南部因远离黑潮暖流的影响，虽然浮游端足类的丰度明显增加，但种类组成与渤海的相似，迄

今仅记录拟长脚虫戎 ( 种。而黄海东南部由于受黑潮等暖流的间接影响，浮游端足类除了主要

种拟长脚虫戎外，在 1 2 (’ 月份还不同程度地出现广盐暖水种，如羽剌似蛮虫戎、孟加拉蛮虫戎 和尖

头巾虫戎等。

#" !" % ! 东海 ! 是一个受多种不同性质水系影响的开阔海区，浮游端足类的种类骤增，达 )4
种。但由于海区西北部与其它区域受黄海冷水以及各种暖流的影响强度不同，区域间的种类

组成和生态性质也随之明显有别。

东海西北部（"$ %& 以北、(’3 %5 以西）是黄海冷水团以及黑潮变性水的交汇区，其水温和

浮游端足类的生态习性均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冬、春季该区水温低（ 月均表层水温约 (’ 2 (3
, ），此时浮游端足类为中丰度，暖温种拟长脚虫戎占优势。而夏、秋季水温明显提高（ 月均表层

水温约 ’$ 2 ’3 , ），浮游端足类也相应地转为以广盐暖水种为主，主要种有羽剌似蛮 虫戎 和孟

加拉蛮虫戎等。尤其是秋季，该区的外侧还出现一些大洋暖水种，如针简巧虫戎和圆短腿虫戎等。

东海东部和西南部（"$ %& 以南）受沿岸流、台湾暖流和黑潮暖流影响显著，浮游端足类中

几乎都是暖水类群。但由于海区西南部终年受沿岸流，尤其是长江冲淡水的影响，盐度明显较

’"’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1 卷 !



低，浮游端足类主要由广盐暖水种如羽剌似蛮虫戎、孟加拉蛮虫戎等和一些较广布的大洋暖水种如

沃氏小虫戎和壳短腿虫戎等组成。而海区东部终年受以高温高盐为主要特征的黑潮暖流的影响，

与此相应，浮游端足类亦终年以大洋暖水种为主，呈现种类的高多样性、低丰度、低优势度的热

带大洋生物学特征。习见种有沃氏小虫戎、针简巧 虫戎、壳短腿 虫戎、钳四盾 虫戎、尖片 虫戎、隐巧 虫戎、太

平洋巧虫戎、半弯灵虫戎和羽剌似蛮虫戎等。

!" #" $ ! 台湾海峡 ! 是东海与南海之间的过渡海区，该区仅中部以西水域就已发现浮游端足

类 "# 种。其北部水域的种类组成与东海西南部的相似，主要由广盐暖水种和一些广布的大洋

暖水种组成，如羽剌似蛮虫戎、孟加拉蛮虫戎等。而在海峡南部大洋暖水种明显增加，同时还出现

了一些较典型的热带种，如海条虫戎、长腕片虫戎、突拟臂虫戎、双剌端虫戎等。

!" #" % ! 南海 ! 是极其开阔的热带海区。与其他海区相比，在这里发现的浮游端足类种类最

多，为 $%& 种，且暖水性最强。南海北部（ 海南岛以北陆架区）由于受大陆沿岸流影响显著，浮

游端足类以广盐暖水种为主。而南海中、南部是典型的热带大洋区，大洋暖水种大增，如太平

洋矛虫戎、拉拿锥虫戎等 $" 种的分布仅限于该区。其分布特征与东海外海区相似，呈现以大洋暖

水种为主的种类高多样性、低丰度、低优势度等特点。习见种有沃氏小虫戎、武装真叶虫戎、双剌端

虫戎、具剌端虫戎、长小巧虫戎、半弯灵虫戎和圆短腿虫戎 等。但由于越南东部水域受爪哇海和巽他陆架

等低盐水的影响，在这些低盐水影响势力范围内的浮游端足类组成与南海北部陆架区相似，呈

现以广盐暖水种为主的低多样性、高丰度、高优势度的特征。主要种有羽剌似蛮虫戎和孟加拉蛮

虫戎等。

!" ! ! 地理分布区

上述各海区浮游端足类分布特点表明：中国海域浮游端足类物种的分布趋势与海域暖水

性的增强趋势一致，是随纬度的增加而递减，随经度的增加而递增，这也与黑潮暖流、南海暖流

和台湾暖流对各海区的影响强度相一致。此外，从各海区浮游端足类的组成、主要种和习见种

的生态习性来分析，中国海域浮游端足类的地理分布可分为以下三个地理区：

!区 ! 包括渤海、黄海北部和西南部水域。本区地处北温带，且远离各种暖流的影响，浮

游端足类物种极为贫乏，仅为暖温种，迄今未见暖水种的踪迹，因此应属暖温带分布。

"区 ! 包括黄海东南部和东海西北部水域。该区正处于大陆沿岸流、黄海冷水团以及台

湾暖流和黑潮暖流余脉的交汇区，水温和浮游端足类均具较明显的季节变化。冬、春季水温

低，端足类以暖温种占丰度优势，夏、秋季水温高，端足类转为以暖水种为主。因此本区是暖温

带分布和热带分布的过渡带。

#区 ! 包括东海东部和西南部以及台湾海峡和南海。该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同时受黑潮

暖流、台湾暖流和南海暖流的影响显著，浮游端足类的种类组成和丰度均以暖水种为主，属于

热带分布。尤其是东海东部和南海中、南部的浮游端足类，具有以大洋暖水种为主的高多样

性、低丰度和低优势度大洋热带分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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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遗传学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全书 %# 万多字，使用了 ,- 多幅直观的图解，列举了难 记 并 容 易 弄 错 常 用 酶

的名称、化学药品名称及中英文名称数语对照索引等。每本定价 $%* ,- 元，需要者可在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或 与 作

者联系购买。地址：!---"$ 北京南辛村 %- 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电话：（-!-）K (%,"!’$! 转 (’’$；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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