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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海鞘的物种多样性
!

郑成兴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 67"’’$）

摘 ! 要 ! 至今，中国海已经记录了 77 种海鞘。其中，渤海有 $ 种，黄海 &" 种，东海 &% 种，南海 $6 种。种

类分布从北往南逐渐递增，柄瘤海鞘在黄海、渤海数量很大（8"’’ 个 9 :& ），但往南分布，未发现超过罗源

湾。皱瘤海鞘在南海数量很大（&&&$ 个 9 :& ），往北 也 未 发 现 超 过 罗 源 湾。玻 璃 海 鞘 和 乳 突 皮 海 鞘 在 全

国沿海都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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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鞘是接近脊索动物门的高等无脊椎动物，属尾索动物门，这门是海洋生境特有的。本门有三

个纲（ 有尾纲、海樽纲和海鞘纲），仅海鞘纲营固着生活［"］，其它二个纲都是营浮游生活。这三个纲

的种类都不多，但有些种类在浮游生物群落或固着生物群落中的数量很大，是有害的污损生物或者

经济鱼类的饵料。

本门的分类地位很特殊，以往的研究也仅有零星报导。7’ 年代以来，国内张玺［&］、葛国昌［6、%］、

黄修明［$］和作者［7—8］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分类或生态研究。T;LL U 对香港海鞘的分类进行了比较深

入的研究［#］。作者分析研究了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 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一书中［"’］。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写成本文。

"! ! 中国沿海海鞘的种类与分布

FR FQ 种类组成

已记录中国沿海海鞘类有 77 种（ 表 "），出现在渤海的有 $ 种，黄海 &" 种，东海 &% 种，南海 $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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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中国沿岸海鞘的分布

! #$%&’ "! ()*+,)%-+)./ .0 $*1)2)$/* )/ +3’ 1.$*+ .0 43)/$5

种 ! ! ! 名

67’1)’*

渤海

#3’ 8.3$)

6’$

黄海

#3’ 9-$/:

6’$

东海

#3’ ;$*+

43)/$ 6’$

南海

#3’ 6.-+3

43)/$ 6’$

扁平短腹海鞘 !"#$%$&’ %(")(**&’ <
增倍短腹海鞘 !+ ’&#$,$"#$-.,&’ <
星座美洲海鞘 !’.)/&-$&’ -/0*,(##.,&’ < < <
圣代三段海鞘 1/#2-#$0&’ *&’%.$-&’ <
灰斯三段海鞘 1+ 3(*,&’ <
星座三段海鞘 1+ -/0*,(##.,&’ 4 4
汤加二段海鞘 5$%(’0&’ ,/06. 4
摩西二段海鞘 5+ ’/*(#(2$ 4
膜状二段海鞘 5+ ’(’7).0.-(&’ 4
颗粒二段海鞘 5+ 6).0&#.,&’ 4
散布二段海鞘 5+ .*"()*&’ 4
网纹二段海鞘 5+（5+ ）.)(/#.,&’ 4 4 4
粪丸二段海鞘 5+（5+ ）3&*-&’ 4 4
米氏小叶鞘 8(",/-#$0&’ ’$,*&9&)$$ 4 4 4
淡红小巢鞘 8(",/-#$0$%(* )&3&* 4
网状小巢鞘 8+ )(,$-&#.,&* 4
软小巢鞘 8+ ’.%.). 4
勒氏真双盘海鞘 :&%$*,.’. #.2*.’$ 4
横胸杖海鞘 ;</".#.(. -).**. 4
玻璃海鞘 =$/0. $0,(*,$0.#$* 4 4 4 4
长纹海鞘 !*-$%$. #/06$*,)$.,. 4 4
悉尼海鞘 !+ *2%0($(0*$* 4
浅环海鞘 !+ )<.7%/"</). 4
粗肌海鞘 !+ .)’.,. 4 4 4
蓓蕾海鞘 !+ 6(’.,. 4
阿法海鞘 !+ .#"<. 4 4
太平洋海鞘 !+ ".-$3$-. 4 4
瓣肛海鞘 !+ #/7.,. 4
乳突海鞘 !+ "."$##/*. 4
西伯龟甲海鞘 =<(#2/*/’. *$7/>. 4
初生菊海鞘 ?/,)2##&* ")$’$6(0&* 4
史氏菊海鞘 ?+ *-<#/**()$ 4 4
瘤状菊海鞘 ?+ ,&7().,&* 4 4 4
青岛菊海鞘 ?+ ,*$06,./(0*$* 4 4
紫拟菊海鞘 ?/,)2##/$%(* @$/#.-(&* 4 4
西门登拟菊海鞘 ?+ *$’/%(0*$* 4
对行拟菊海鞘 ?+ "()*"$-&&’ 4
大洋纵列海鞘 A2’"#(6’. /-(.0$. 4 4
匍匐纵列海鞘 A+ )(",.0* 4
瓦二精囊海鞘 1/#2.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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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沿岸海鞘的分布（ 续）

!"#$% &’ ()*+,)#-+)./ .0 "*1)2)"/* )/ +3% 1."*+ .0 43)/"5（4./+)/-%2）

单精囊海鞘 !"（#" ）$%&%’()’*) +
相模多精囊海鞘 !"（!" ）),-,$*(&)*) + +
不规则多果海鞘 !%./0,12, *11(-3.,1*) +
圆鼠多果海鞘 !" 0*103$,1’, + +
中国豆海鞘 4&($*5%0,12, 06*&(&)*) + +
网纹长果海鞘 4" ,1(%.,’, +
长果海鞘 4&($*5%0,12, *65 7
柄海鞘 7’/(., 0.,8, + + +
冠瘤海鞘 7" 0,&%23) + + +
皱瘤海鞘 7" 2.*0,’, + +
青岛瘤海鞘 7" 9*&-5,%(&)*) +
中国瘤海鞘 7" )*&(&)*) +
瘤海鞘 7’/(., *65 7
色条脓海鞘 !/31, 8*’’,’, +
曲腺脓海鞘 !" 0318*-%&, +
长脓海鞘 !" (.%&-,’, +
奇异脓海鞘 !" $*1,:*.*) +
木质脓海鞘 !" .*-&%), + +
脓海鞘 !/31, *65 7
红贺海鞘 ;(15$,&*, $%$3) + +
澳洲小齐海鞘 <*01%0%)$3) ,3)’1,.*) +
硬突小齐海鞘 <" (=,)2(1,’3) + +
乳突皮海鞘 <%.-3., $,&6,’’(&)*) + + + +
弯肾皮海鞘 <" 5*8(1), +
马氏皮海鞘 <" $,1’(&)** +
中华哈特海鞘 ;,1’$(/(1*, 06*&(&)*) + +

!# $ ’ 分布特点

中国沿海海鞘种类分布呈现从北往南逐渐递增的特点（ 表 8），渤海、黄海的种类以温水 种 为

主，东海和南海以暖水种居多。有些种类数量很大，成为固着生物群落的优势种。

’ 表 8’ 中国各海区海鞘已记录的物种

’ !"#$% 8’ 96%1)%* /-:#%, .0 "*1)2)"/ 0,.: 43)/" 9%"5

海 区 （9%" ",%"）

项 目 （ ;+%:）

渤 ’ 海
!3% <.3")

9%"

黄 ’ 海
!3% =-"/>

9%"

东 ’ 海
!3% ?"*+
43)/" 9%"

南 ’ 海
!3% 9.-+3
43)/" 9%"

种 ’ 数
96%1)%* /-:#%,

@ 8& 8A @B

仅本海区有记录的种数
96%1)%* /-:#%, ./$C )/ +3% *%" ",%"

D E 8 B8

!# $# ! ’ 各海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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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 ! 属于半封闭的浅海，西北沿岸在 "# $ # 月出现岸冰。低水温的 "# $ % 月海鞘类无法繁

殖与固着，较高温的夏季（& $ ’ 月）能得到充分生长和繁殖。渤海沿岸已记录的海鞘仅 ( 种，优势

种是柄海鞘、乳突皮海鞘和玻璃海鞘。

黄海 ! 出现在黄海的海鞘以温水种为主。优势种有柄海鞘、乳突皮海鞘、玻璃海鞘、紫拟菊海

鞘、青岛菊海鞘和米氏小叶鞘等。星座美洲海鞘、瘤状菊海鞘、西门登拟菊海鞘、长纹海鞘等也很常

见。尤其在连云港以北沿岸，在一年中的温暖季节夏、秋季（& $ "" 月）能迅速繁殖与生长，这些优

势种往往形成附着生物顶极群落的主导种。

东海 ! 已记录海鞘 #% 种。最主要的暖水种有皱瘤海鞘、冠瘤海鞘、硬突小齐海鞘、圆鼠多果海

鞘、相模多精囊海鞘和大洋纵列海鞘等。网纹二段海鞘、米氏小叶鞘、紫拟菊海鞘和星座美洲海鞘

也较常见。北方优势种柄海鞘最南记录在福建罗源湾，且只是偶尔出现。

南海 ! 随着暖水性质增强，种类数量明显增加（ 表 #）。优势种有皱瘤海鞘、硬突小齐海鞘、长

纹海鞘、相模多雄果海鞘、红贺海鞘、大洋纵列海鞘和星座三段海鞘等。乳突皮海鞘和玻璃海鞘虽

偶尔有出现但数量很少。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西沙的永兴岛和琛航岛以冠瘤海鞘、硬突小齐海

鞘、悉尼海鞘、澳洲小齐海鞘及大洋纵列海鞘等为优势种。

!" #" #$ 中国沿海海鞘分布区划 !
从所调查结果分析，中国沿海海鞘类的地理分布大致形成三个较为明显差别的区域。

!" #" #" ! ! 长江口以北海区 ! 一年中温暖季节温水种能充分繁殖与生长，尤其是连云港以北沿海。

优势种是柄海鞘、玻璃海鞘和乳突皮海鞘等。

!" #" #" # ! 长江口以南大陆沿海区 ! 尤其福建以南沿海，海鞘种类明显增加，以暖水种为主及部份

温水种。主要种类有皱瘤海鞘、硬突小齐海鞘、冠瘤海鞘、大洋纵列海鞘和星座三段海鞘等。

!" #" #" % ! 海南岛以南海区 ! 属于热带海区，主要种类有冠瘤海鞘、大洋纵列海鞘和悉尼海鞘等。

#! ! 优势种的生物学

柄海鞘 ! 为大型单体海鞘、具柄，被囊革皮质。最大个体记录为 "(’ ))，以渤海、黄海沿海的数

量最大，如蓬莱港的最大密度达 ’"** 个 + )# 、湿重 ,# ,-(. * / + )# ，旅顺港的最大密度 #%,- 个 + )# 、

湿重达 #, 0&,. */ + )# 。繁殖期在 ( $ "" 月，盛期 & $ ’ 月。生殖高峰因地点不同有所差异，如在蓬

莱港，第一个生殖高峰出现在 ( 月下旬到 - 月，次高峰出现在 "* 月到 "" 月中旬，低温的 "# $ % 月

为生殖停滞期。柄海鞘经一周年生长后达到极点且开始老化和脱落，生命周期通常为一年至一年

半。在中国海域，柄海鞘最适宜繁殖与生长的区域是渤海和黄海，一年中温暖季节里，能迅速发展

成为群落中的主导种群。最南记录出现在福建的罗源湾，不但数量少而且个体形态也出现明显变

化，个体短小无柄直接以后端附着，1234235 1 也有同样报道［""］。

玻璃海鞘 ! 个体背腹伸长，补囊非常柔软、半透明。最大数量出现在黄、渤海区，玻璃海鞘数量

最大记录出现在旅顺港的年板（0 $ ’ 月）上，密度达 "%,, 个 + )# 、湿重 "*" / + )# ，蓬莱港夏季板（&
$ ’ 月）次之，密度 ",’- 个 + )# 、湿重 -’,. * / + )# 。繁殖季节在 & $ "* 月，盛期 & $ ’ 月。玻璃海鞘

在东南沿海（ 如厦门、大亚湾及香港等）虽有出现，但数量很少，且个体变得短小，被囊呈现乳白色

不透明、不同程度地革皮质化。

乳突皮海鞘 ! 个体柔软、圆形或椭圆形，表面具有毛状物，尤其是出入孔周围的毛状物更为密

集且发达。数量最大记录出现在塘沽新港，& 月份的密度为 #* ,(# 个 + )# 、湿重达 ,-#0. * / + )# ，烟

台港次之，"* 月份的密度为 "0 ,,- 个 + )# 、湿重达 "*%’. ’ / + )# 。繁殖期 ( $ "" 月，盛期 & $ "* 月。

此种在东南沿海虽有分布，但数量不多，而且出现一定的地理变异，如表面毛状物变成微小突起且

%*#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 !



很稀少，被囊变厚且不同程度地革皮质化。

皱瘤海鞘 ! 被囊革皮质，表面具无规则的瘤状突，无柄以后端固着，体长最大记录 ""# $$。厦门

以南沿海数量很大，不同地点皱瘤海鞘的数量和繁殖季节有一定差异。在大亚湾，几乎全年都能繁

殖附着，生殖高峰期出现在春末夏初的 # % & 月，次高峰是夏末初秋的 ’ % ( 月。表 ) 表明大亚湾

! 表 )! 大亚湾渔筏皱瘤海鞘数量的季节变化

! *+,-. )! /.+012+- 3+45+6512 17 !"#$%& ’%()&"& ,51$+00 +6 7508 4+76 52 9+:+ ;+:<

项 ! 目 ! （ =6.$）
春季（) % > 月）

/?452@
（A+4< % A+:）

夏季（& % ’ 月）
/B$$.4

（ CB2< % DB@< ）

秋季（( % "" 月）
DB6B$2

（/.?< % E13< ）

冬季（"F % F 月）
G526.4

（9.H< % I.,< ）

体长 ! （ H$）
;1J: -.2@68 4+2@.（ H$）

K< F % )< > F< & % "K< K K< L % ""< # K< # % )< F

密度 ! （ 个 M $F ）

9.2056:（ =2J< M $F ）

FFF> "#KK )>K ’KK

湿重 ! （ @ M $F ）

G.6 N.5@86（ @ M $F ）

""#"< ) FK()L< > "FFF< L >)L< >

皱瘤海鞘数量的季度变化，冬季的生物量较小，春季的密度、夏季的湿重、秋季的体长都达到最大

值，呈现了繁殖与生长在不同季节中的特性。在厦门以北福建沿海，低水温的 "F % ) 月份没有出现

附着，繁殖旺季在 > % ’ 月，其余月份尽管能繁殖，数量也很少。如厦门火烧屿网箱养殖场，夏季（&
% ’ 月）最大密度达 &() 个 M $F 、湿重 ())< ’ @ M $F ，而秋季（( % "" 月）仅个别个体出现。皱瘤海鞘最

北记录出现在福建罗源湾，且个体短小仅 " %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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