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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浮游介形类大尺度生态研究

!7 浮游介形类的物种与生态类群多样性
!

陈瑞祥 ! 林景宏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 8)"99’）

摘 ! 要 ! 本文阐述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浮游介形类的物种和生态类群多样性及其分布特点。本文记录

浮游介形类 ":8 种，但各海区种数差异极大，其中，南海种数最多，达 "&& 种，而黄海南部和北部湾东北

部的种类极少，都只有 $ 种。同时，将浮游介形类划归 % 个生态 类 群："7 高 温 高 盐 类 群，其 种 数 最 多，

约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7 :; ，主要分布于受暖流控制的海域；&7 低盐暖水类群，其种数约 占 介 形 类 总

种数的 8"7 &; ，但个体数极少，主要分布于近岸暖水区；87 广温广盐类群，种数极少，仅占介形类总种

数的 "7 $; ，但个别种类的个体数很多，在 许 多 海 区 形 成 优 势 种，并 常 以 生 态 交 错 带 为 其 密 集 区 和 运 移

通道；%7 低温高盐类群，由深水或较深水种构成，主要分布于 ’99 < 以深海域，且个体数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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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以往作者和其他研究者曾对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的浮游介形类作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但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往往局限于对某一局部海域的中尺度现象的分析，缺乏大尺度的总体研

究。本研究综合分析我们历年来对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陆架区和南海中部水域浮

游介形类的研究资料，依据 ;>?@ 站次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以及同步获取的各理化特征值，并参

考部分历史资料，在整体系统水平上进行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浮游介形类大尺度生态学研究，

并形成系列论文，分别论述介形类的丰度及其变动规律、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类群的划分、介形

类与水系的相关研究、群落结构与群落特征和介形类的垂直结构等。本文为该系列研究的第

9 篇论文。

>! ! 浮游介形类的种类结构

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共记录浮游介形类 ;@9 种（ 含亚种）［;—;>］，它们分别隶属于 > 亚目、?
科、@ 亚科、=> 属（ 表 ;），其中双叉真浮萤（!"#$%#&$’#() *(+",)-)）［;9］、粗剌剌萤（ ./(%$’#() #,)01
0(/(%)）［;?］和双剌拟浮萤（2),)#$%#&$’#() 3(0#)%-&"0）［;=］是作者分别于 ;A@? 年、;A@: 年和 ;AA?
年建立的新种。

表 +, 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浮游介形类种类目录与地理分布

"1BC, ;! "#, 2,-2%13#$01C &$)*%$B+*$-( 1(& C$)* -. )3,0$,) -. 3C1(D*-($0 /)*%10-&) $( E#$(1F) ),1) 1(& $*) 1&G10,(* %,H
2$-(

! ! ! ! ! ! ! ! 海域 ! 5,1 1%,1

种名 ! 53,0$,)! ! ! ! ! ! !

黄海南部

5-+*#
I+1(2#1$ 5,1

东海

J-(2#1$
5,1

台湾海峡

西部

K,)* "1$L1(
5*%1$*

台湾邻近

海域

K1*,%)
1%-+(& "1$L1(

巴士

海峡

M1)#$
5*%1$*

南海

N1(#1$
5,1

北部湾

东北部

N-%*#,1)*
M,$B+ B14

阿氏巨海萤 4(5)%-$#6/,(0 )5)00(7( 8
澳洲巨海萤 49 )"0-,):(0 8
达那巨海萤 49 3)%)’ 8 8
龙巨海萤 49 3,)#$%-$;):( 8
舟形双管萤

<=/&(0(/&$%$0-,) %);(+$,=(0 8 8

背齿假疼萤 2),)3$:$,() 3$,0$0’,,)-) 8
钝齿斯氏萤 .>$50*’,5() #,’%":)-) 8
弯曲斯氏萤 .9 #",;)-) 8
小斯氏萤 .9 =(%"-) 8 8
希氏弯喉萤 ?),5":) &(:5’%3$,+( 8 8
针剌弯喉萤 ?9 0/(%":$0) 8
八爪拟弯喉萤

2),);),5":) +$,=$0)%) 8

多毛拟弯喉萤 29 &(,0"-) 8 8
台湾拟弯喉萤 29 -)(@)%-"() 8 8
日本黑弯喉萤 A’:$;),5":) B)/$%(#) 8 8
尖尾海萤 C6/,(3(%) )#"=(%)-) 8 8 8 8 8 8
双眼海萤 C9 )=/&()#)%-&) 8
齿形海萤 C9 3’%-)-) 8 8 8 8 8 8
无剌海萤 C9 (%’,=(0 8 8 8
日本海萤 C9 B)/$%(#) 8 8
小型海萤 C9 %)%) 8
细孔海萤 C9 /"%#-)-) 8
漂浮海萤 C9 %)-)%0 8
锯齿海萤 C9 0’,,)-) 8 8
弯曲海萤 C9 0(%"$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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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续）! !"#$% &（ ’()*+),%-）

栗色圆大海萤

"#$%&$’(%)*)+# %&,-+*# . .

翼羽海萤 /,0%&$’(%)*)+# #1#,# .
非对称拟海萤

2’(%)*)+&*03 #3’440,%)$# . .

不规则拟海萤 25 6#)%*) . .
鸟形拟海萤 25 #7)3 .
铃萤拟海萤 25 $&*&+&$0%# .
铠甲拟海萤 25 8#1#,90#0 . .
小拟海萤 25 4)+-,# . . .
细长铃萤 2&*&+&$0%# 01&+8#,# . . .
眼角铃萤 25 8&+)$#+,9# .
莫氏铃萤 25 4&%,0+30+) .
多角铃萤 25 (&1’8&+)# . .
弱小铃萤 25 (-3)11# . . .
星兽铃萤 25 3,011):0%# .
黄色单萤 "&+&()# :1#70&1# . .
栉剌单萤 "5 ,09#+) . .
翘尾异链萤 ;0,0%&*034-3 #*#43)) . .
双牙喜萤 /9)1&40*03 0-80+)#0 .
李氏喜萤 /5 1)11<06&%8 .
敏捷真喜萤 =-(9)1&40*03 #8)1)3 .
皱摺真喜萤 =5 $&%%-8#,# .
小齿真喜萤 =5 )+,0%(-+$,# . .
日本真喜萤 =5 <#(&+)$# . . .
长毛真喜萤 =5 1&+8)30,# . .
多节真喜萤 =5 +&*&3# .
污贱真喜萤 =5 3&%*)*# .
单角拟喜萤

/#%#(9)1&40*03 -+)$&%+-,# . .

三角拟喜萤 /5 ,%)$&%+-,# .
极双喜萤 >0-8&(9)1&40*03 (&1#0 . .
长羽真帚萤 =-3#%3)11# 1&+8)+0++# .
多微剌真帚萤 =5 (#%7)3()+&3# .
剌形真帚萤 =5 3()+-1&3# .
膨胀真帚萤 =5 ,-4)*# . .
卷曲暗萤 ?$&,,)011# $%)3(#,# .
美洲圆荚萤 2’$1&1060%)3 #40%,$#+# .
伯氏圆荚萤 25 6%#*’) . .
六突圆荚萤 25 6)4)+)0+3)3 .
短圆荚萤 25 6%07)3 . .
波氏圆荚萤 25 (&#+) . .
拟圆荚萤 25 3)4)1)3 . . .
双毛圆星萤 2’$1#3,0%&(0 6)30,&3# .
毛束圆星萤 25 :#3$)80%# . .
希氏圆星萤 25 9)180+*&%:) .
暗星羽萤 @3,0%&(,0%&+ :-3$-4 . .
纳氏联萤 ?’+#3,0%&(0 A+-*30+) .
格氏星萤 @3,0%&()+# 8%)4#1*) . . .
小星萤 @5 4)+-,# .
双毛全闪萤 B)#3,0%&(0 6)30,&3# .
勺状始浮萤 @%$9)$&+$9&0$)# $-$-11#,# . . .
镰形始浮萤 @5 :#1$#,# . . .
条纹始浮萤 @5 3,%)#,# . . . .
转变始浮萤 @5 70%3)$-1# . .
安氏深海浮萤 C#,9’$&+$9&0$)# #+801) . .
圆突深海浮萤 C5 $%&3+)0%) .
盔形深海浮萤 C5 8#10%),# .
窝穴深海浮萤 C5 1#$-+&3# .
小深海浮萤 C5 (#-1-1# .
针剌真浮萤 =-$&+$9&0$)# #$-10#,# . . . . . . .
双叉真浮萤 =5 6):-%#,# . . . . .
短棒真浮萤 =5 $9)0%$9)#0 . . . . .
细长真浮萤 =5 01&+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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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续）! !"#$% &（ ’()*+),%-）

后圆真浮萤 "# $%&$%& ’ ’ ’ ’ ’ ’
孤剌真浮萤 "# ()*+,)-%& ’ ’ ’ ’ ’
球大额萤 .%/01234&% ,/050(% ’ ’ ’ ’
肥胖吸海萤 .%/01234&( 54*6&40(74&( ’ ’ ’ ’ ’
双突猫萤 8*//&% 5&104+&( ’
齿突猫萤 8# 104+97% ’ ’
不等齿突猫萤 8# 104+97% :&(3%4 ’
玻叶浮萤 ;0+1)0*1&% )2%/03)2//9$ ’ ’ ’
腹腺浮萤 ;# /03)94% ’ ’ ’ ’ ’
平滑腹腺浮萤 ;# /03)94% /&((0&:*( ’
巨手浮萤 ;# $%1401)*&4% ’ ’ ’ ’ ’ ’
大浮萤 ;# $%,+% ’ ’ ’ ’
斜大浮萤 ;# $%,+% 4)0$5&1% ’ ’ ’ ’
细齿浮萤 ;# 3%46&:*+7%7% ’ ’ ’ ’
亚弓浮萤 ;# (95%419%7% ’ ’ ’ ’
等剌拟浮萤 <%4%10+1)0*1&% %*=9&(*7% ’ ’ ’ ’
异兽拟浮萤 <# %//07)*4&9$ ’ ’ ’
短拟浮萤 <# 54%1)2%(>0( ’ ’
剌尾拟浮萤 <# 1%9:%7% ’
钝缘拟浮萤 <# 103)032,% ’
多毛拟浮萤 <# :%(203)7)%/$% ’
齿形拟浮萤 <# :*+7%7% ’ ’
腹突拟浮萤 <# :*1&3&*+( ’ ’ ’
双剌拟浮萤 <# :&(1%+7)9( ’ ’
背瘤拟浮萤 <# :04(0795*419/%7% ’
猬剌拟浮萤 <# *1)&+%7% ’ ’ ’ ’ ’
背剌拟浮萤 <# ,*4:)%47$%++& ’
无剌拟浮萤 <# &+*4$&( ’ ’ ’
大型拟浮萤 <# $%1403401*4% ’ ’ ’
乳突拟浮萤 <# $%$&//%7% ’
小型拟浮萤 <# $&1403401*4% ’ ’ ’ ’
长拟浮萤 <# 05/0+,% ’ ’ ’ ’ ’ ’
斜突拟浮萤 <# 3401*4% ’ ’ ’ ’ ’
网状拟浮萤 <# 4*7&19/%7% ’
棘剌拟浮萤 <# (3&+&?*4% ’ ’ ’ ’ ’
斜纹拟浮萤 <# 6&7@%A& ’
葱萤 <0440*1&% 30440*17% ’ ’ ’
剌喙葱萤 <# (3&+&40(74&( ’ ’ ’ ’ ’ ’
异果双浮萤

B&(1010+1)0*1&% :&(103)04% ’ ’

华丽双浮萤 B# */*,%+( ’ ’ ’ ’ ’
大西洋直浮萤

C47)010+1)0*1&% %7/%+7&1% ’ ’ ’ ’ ’

双剌直浮萤 C# 5&(3&+0(% ’ ’ ’ ’ ’
哈氏直浮萤 C# )%::0+& ’ ’ ’
短剌直浮萤 C# (*1*4+*+:% ’ ’ ’
条纹直浮萤 C# (74&0/% ’ ’
粗剌剌萤 D3&+0*1&% 14%((&(3&+% ’ ’
贞女剌萤 D# 3%47)*+0:% ’ ’ ’ ’
假贞女剌萤 D# 3(*9:03%47)*+0:% ’ ’ ’ ’ ’
栉兜甲萤 E04&10*1&% 17*+03)04% ’ ’
兜甲萤 E# /04&1%7% ’ ’ ’ ’ ’
小齿曲萤 F%9((&1&% *:*+7%7% ’
小刀曲萤 F# ,%9((& ’
切曲萤 F# &+1&(% ’
前腺扁浮萤

</%7210+1)0*1&% 340(%:*+* ’

巨形瓦浮萤 ;0+1)0*1&((% %$*74% ’ ’
长额瓦浮萤 ;# &$54&1%7% ’ ’ ’ ’
砖形瓦浮萤 ;# 3/&+7)&+% ’
对称瓦浮萤 ;# (2$$*74&1% ’
具剌软萤 G0//&1&% %1%+7)03)04% ’
齿突软萤 G# >%$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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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续）! !"#$% &（ ’()*+),%-）

敏氏软萤 "# $%&’% (
软萤 "# $)**%+ ( ( (
双叉拟软萤 ,-.-$)**%/%- 0%/1)2)$- ( (
圆盘拟软萤 ,# 3*-/2)*4/)+ (
嘴拟软萤 ,# .14&/15&- ( ( (
锡博加拟软萤 ,# +%6)7- (
钝额齿浮萤 8)&/1)5/%**- 0-31&)%05+ ( ( ( (
尖额齿浮萤 8# 0-31&)%05+ $%&). ( ( (
尖尾翼萤 9*-/%- -*-2- (
小尖尾翼萤 9# -*-2- $%&). ( (
略大小尖尾翼萤 9# -*-2- $-:). (
多腺翼萤 9# 65*7%/-5 (
二腺翼萤 9# 1522-/.- (
厚缘翼萤 9# *532)21.%; ( (
锯状翼萤 9# <-*0%<%-5 ( (
同心假浮萤

,+5=0)/)&/1)5/%- /)&/5&2.%/- ( ( ( ( (

锯齿假浮萤 ,# +5..=*-2- ( ( (
南极拱萤 >62=+-2- -&2-./2%/- (
北方贫萤 ?).)5/%- 6-.5*%+ (

如表 & 所示，各海区浮游介形类的种类数差异较大，其中，南海种类最多，达 &.. 种（ 南海

北部陆架区较少，仅 /0 种，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的种数多，分别为 12 种和 1. 种）。此外，东海

和台湾邻近海域也为数甚多，分别为 12 种和 13 种。而台湾海峡西侧和巴士海峡的种数略少，

分别为 44 种和 05 种，但黄海南部和北部湾东北部海域的种数极少，都只有 4 种。

67 7 生态类群与物种分布特点

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的浮游介形类可划归 / 个生态类群，并各具独特的分布特点。

"# !$ 高温高盐类群 7 是最重要的生态类群，约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38 19 。该类群主要分布

于受暖流控制或影响的区域内，最大量地密集于 .55 : 等深线邻近水域及其外侧洋区内。但

在某些季节，可随暖流向近海区进迫，特别是一些广布性高温高盐种，夏季可随暖流扩布至 05
: 等深线附近水域，在局部海域，如台湾海域南部水域，夏季在黑潮分支和南海暖流的共同作

用下而出现密集现象。该类群常见种包括肥胖吸海萤、长拟浮萤和葱萤等。而其狭布性的高

温高盐种，如猬剌拟浮萤则对某些暖流具明确的指示意义。

"# %$ 低盐暖水类群 7 该类群的种类数较多，占介形类总数的 6&8 .9 。但绝大多数种类的个

体数往往极少，且主要分布于近岸暖水区内。常见种类有针剌真浮萤、尖尾海萤和齿形海萤。

"# "$ 广温广盐类群 7 该类群的种类数极少，仅占介形类总数的 &8 49 。但个别种类，如后圆

真浮萤的个体数量很大，并常以生态交错带为其密集区和运移的通道。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

后圆真浮萤为西太平洋的地方性种类，并在该海域介形类的丰度变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 低温高盐类群 7 该类群由深水或较深水种类组成，约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58 .9 ，但其个

体数极少，一般仅分布于 055 : 以深水域，有的种类仅出现于 &555 ; /555 : 层水域，如窝穴深

海浮萤、澳洲巨海萤等。

/7 7 结语

&# !$ 中国海及其邻近海域共记录浮游介形类 &16 种（ 含亚种），它们分别隶属于 . 亚目、/ 科、

1 亚种、0. 属。

&# %$ 各海区介形类种数差异较大，南海种数最多，达 &.. 种，东海次之，为 12 种，而黄海南部

&3.7 / 期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陈瑞祥等：! 8 浮游介形类的物种与生态类群多样性



和北部湾东北部海域种数最少，都仅有 ! 种。

!" #$ 浮游介形类包括 " 个 生 态 类 群，其 中 高 温 高 盐 类 群 的 种 数 最 多，约 占 介 形 类 总 种 数 的

"#$ %& ，并主要分布于受暖流控制和影响的海域；低盐暖水类群的种数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
)& ，常分布于近岸暖水海域；广温广盐类群的种数极少，仅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 !& ，但个别

种类的个体数量很大，并常以生态交错带为其密集区和运移通道；而低温高盐类群由深水或较

深水种类构成，约占介形类总种数的 )*$ )& ，但个体数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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