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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鱼属仔稚鱼的发育形态及其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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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5377291$

摘要! 研究灯笼鱼属仔稚鱼的发育形态与分类特征!为以后相关的海洋生态调查的仔稚鱼种

类鉴定提供参考资料!以相关的灯笼鱼属仔稚鱼形态与分类特征文献为依据!对 1:90 年 4*8

月和 0*12 月太平洋中部热带水域$1:9: 年 8*7 月西太平洋热带水域!1:04 年 4*9 月$1:04

年 13 月*1:08 年 1 月和 1:08 年 4*7 月东海外海黑潮流域调查采集到的灯笼鱼属鱼类的仔

稚鱼样品进行分类鉴定!共鉴定了栉刺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鳞灯笼鱼$斑点灯笼鱼$金焰灯

笼鱼$东方灯笼鱼$钝吻灯笼鱼和灯笼鱼 :(/"1)3-7AF1等 0 种仔稚鱼% 观察和描述了其个体

发育形态!并引用发光灯笼鱼$双灯灯笼鱼$粗短灯笼鱼$短颌灯笼鱼$:(/"1)3-7 AF11和

:(/"1)3-7AF31的形态特征!构建了目前全球已了解的 11 种灯笼鱼以及 / 种未定到种的

:(/"1)3-7AF1$:(/"1)3-7AF11和 :(/"1)3-7AF31仔稚鱼的种类分类检索表% 观察结果显

示!灯笼鱼属仔稚鱼鱼体细长!头部呈三角形$微扁!眼非圆形!眼部脉络组织发达或有发达眼

柄支撑!颊部$胸鳍和鳃盖骨边缘具黑色素!消化管末端内侧或外侧色素均匀分布!两颌生有小

利牙!具脂鳍!发育过程除金焰灯笼鱼外均具有发达扇形胸鳍!这是灯笼鱼属仔稚鱼共有的形

态特征% 金焰灯笼鱼形态特征独特!头部非常扁平!两眼眼柄非常发达!向体外两侧伸展!消化

管末端游离于体外% 仔稚鱼两眼前后是否具眼柄和眼部脉络组织形状!上下颌骨末端是否具

黑色素!胸鳍柄和鳍条间黑色素有无!尾柄末端$脂鳍和臀鳍后缘是否具黑色素斑分布!消化道

末端色素的分布等发育形态特征是该属仔稚鱼种类鉴别和分类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 灯笼鱼属& 仔稚鱼& 发育形态& 分类检索

中图分类号! *:/1115555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灯笼鱼属#:(/"1)3-7$;B<DGAU=G"1012$鱼类

隶属 于 脊 椎 动 物 门 # .GC3GEC;3;$) 硬 骨 鱼 纲

#"A3G<2K3K@GA$)辐鳍亚纲 #&23<D/F3GC@I<<$)灯笼

鱼 目 # M@23/FK<B/C:GA$) 灯 笼 鱼 科

#M@23/FK<J;G$( 陈素芝
*1+

报道全球共有 14 <18

种灯笼鱼属鱼类"(<AK8;AG中记录了 17 种 # K33F!

!

B<AKE;AG1/CI5AG;C2K1FKF$( 中国产栉刺灯笼鱼

*:(/"1)3-7 .)+,1.-7#*3G<DJ;2KDGC" 1079 $+)闪

光灯笼鱼 #:(/"1)3-7 ,+"+>-6-7 H;C:;D"10:: $)

粗鳞 灯 笼 鱼 # :(/"1)3-7 0.)5*-7 $<2K;CJA/D"

1048 $)金焰灯笼鱼 #:(/"1)3-7 0-*160"5*,0"-7

H;C:;D" 10:: $) 钝 吻 灯 笼 鱼 # :(/"1)3-7

18"-.+*1."*+. LeD<DI" 1:30 $) 双 灯 灯 笼 鱼

#:(/"1)3-76(/3,18+-7 8/0<D"1:47 $)芒光灯笼

鱼*:(/"1)3-7 0@@+,+.#'Z3NGD"10:3$+)东方灯笼

鱼*:(/"1)3-7 1*+5,"065#H<0EGC3"1:1/$+)粗短灯

笼鱼#:(/"1)3-7.565,1).LeD<DI"1:30$和短颌灯

笼鱼*:(/"1)3-78*0/3(=,0"3-7#80GGNGC"1087$+

共 12 个种类
*1 6/+

(

灯笼鱼属鱼类体型小)寿命短)资源丰富"在

海洋生态系统中主要作为大中型鱼类的基础饵

料
*4 68+

"在海洋食物网的能量流动和转换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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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南海北部海域众多小型非经

济鱼类中为优势类群"在鱼类群落演替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8+

"为生态系统营养动力学和渔业资源

种群动态研究的重要功能类群(

有关灯笼鱼属鱼类早期生活史的研究"

LeD<DI

*7+

详 细 描 述 了 地 中 海 斑 点 灯 笼 鱼

#:(/"1)3-7)-,/"0"-7 $;B<DGAU=G"1012$仔稚鱼

形态'6GC3AGQ;7"A3C/=:/Q;

*9 60+

分别简要报道了太

平洋栉刺灯笼鱼和粗鳞灯笼鱼稚鱼的形态以及详

细报道了栉刺灯笼鱼仔稚鱼的形态'M/AGC等
*:+

对加利福尼亚海流区 #-;0<B/CD<;2=CCGD3$闪光灯

笼鱼仔稚鱼形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M/AGC等
*12+

对东北太平洋的金焰灯笼鱼)斑点灯笼鱼)闪光灯

笼 鱼) 发 光 灯 笼 鱼 * :(/"1)3-7 )35,=1>5.

#'Z3NGD"10:3$+)粗鳞灯笼鱼)钝吻灯笼鱼)粗短

灯笼鱼)栉刺灯笼鱼)双灯灯笼鱼):(/"1)3-7AF1

#可能是短颌灯笼鱼$):(/"1)3-7AF1*可能是费

氏 灯 笼 鱼 :(/"1)3-7 @+..-,1?+# 8G2NGC 5"

8/C/J=0<D;"1:91$+和 :(/"1)3-7AF11稚鱼等 13

个种类的形态进行了描述'*K<I;D/Q;

*11+

描述了大

西洋斑点灯笼鱼仔稚鱼形态'M/AGC

*13+

参照了

M/AGC等
*12+

所描述的金焰灯笼鱼和粗鳞灯笼鱼

稚鱼的形态以及 M/AGC等
*:+

描述的闪光灯笼鱼稚

鱼突出的眼睛形态"综合论述了海洋仔稚鱼的形

态与功能'(;K;@

*1/+

报道了西北大西洋斑点灯笼

鱼和闪光灯笼鱼仔稚鱼的形态并与粗鳞灯笼鱼)

钝吻灯笼鱼和粗短灯笼鱼仔稚鱼的形态进行了比

较'M/AGC等
*14+

概述了上述 M/AGC等
*12+

所描述的

金焰灯笼鱼)斑点灯笼鱼)发光灯笼鱼)粗鳞灯笼

鱼)粗短灯笼鱼和栉刺灯笼鱼 7 个种类的稚鱼形

态"并将认为可能是短颌灯笼鱼的 :(/"1)3-7AF1

稚鱼确认为短颌灯笼鱼'"?;W;

*18+

报道了日本东

北以南太平洋外海海域的闪光灯笼鱼)粗鳞灯笼

鱼)双灯灯笼鱼)东方灯笼鱼)钝吻灯笼鱼和金焰

灯笼鱼仔稚鱼以及栉刺灯笼鱼稚鱼等 9 个种类的

形态'"0<Q;C等
*17+

描述了印度洋西南部阿古尔哈

斯洋流区#&I=0K;A2=CCGD3$粗鳞灯笼鱼和发光灯

笼鱼后期仔鱼"闪光灯笼鱼)粗短灯笼鱼)栉刺灯

笼鱼后期仔鱼和稚鱼以及 :(/"1)3-7AF31后期仔

鱼的形态"并对它们的数量分布进行了报道'$a

等
*19+

报道了伊比利亚半岛 #)EGC<;D 6GD<DA=0;$海

域的斑点灯笼鱼仔稚鱼的形态( 中国对灯笼鱼属

鱼类早期生活史开展得相对较少"仅陆穗芬
*10 61:+

对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的闪光灯笼鱼仔稚鱼形

态和数量分布进行过报道'孙继仁等
*32+

简要报道

了东海陆架区粗鳞灯笼鱼后期仔鱼的形态和数量

分布以及丘台生
*/+

报道了台湾四周海域的闪光

灯笼鱼)金焰灯笼鱼)栉刺灯笼鱼)钝吻灯笼鱼)东

方灯笼鱼和粗鳞灯笼鱼仔稚鱼的形态与分布(

本研究对 1:90 年 4-8 月和 0-12 月太平洋

中部热带水域调查)1:9: 年 8-7 月西太平洋热带

水域调查"1:04 年 4-9 月)1:04 年 13 月-1:08 年

1 月和 1:08 年 4-7 月东海外海黑潮流域调查所采

集到的灯笼鱼属鱼类的仔稚鱼样品进行分类)鉴

定"共鉴定了栉刺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鳞灯笼

鱼)斑点灯笼鱼)金焰灯笼鱼)东方灯笼鱼)钝吻灯

笼鱼和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等 0 种仔稚

鱼"描述了其个体的发育形态"并引用发光灯笼

鱼
*12"14"17+

) 双 灯 灯 笼 鱼
*12"14+

) 粗 短 灯 笼

鱼
*12"1/ 614"17+

)短颌灯笼鱼
*12"14+

):(/"1)3-7AF11

*12+

和 :(/"1)3-7AF31

*17+

等 7 种仔稚鱼的形态特征"

构建了全球已了解的 11 种灯笼鱼和 / 种未定到种

的 :(/"1)3-7 AF1) :(/"1)3-7 AF11) :(/"1)3-7

AF31仔稚鱼的种类分类检索表"旨在丰富中国鱼类

早期生活史的研究内容并为以后相关海洋生态调

查的仔稚鱼种类鉴定提供参考资料(

15材料与方法

1:90 年 4-8 月和 1:90 年 :-12 月%向阳红

28&科学考察船对太平洋中部 17d88T*<8d1/T%)

192d2:T9 <1/2d22T,热带水域#设置 44 个调查

站位$)1:9: 年 8-7 月%实践号&科学考察船对西

太平洋 12d22T*<8d22T%)17:d/2T<198d22T,热

带水域#设置 /3 个调查站位$以及 1:04 年 4-9

月)1:04 年 13 月-1:08 年 1 月和 1:08 年 4-7

月%向阳红 2:&科学考察船对东海外海 38d22T<

//d22T%)132d30T<130d22T,黑潮流域进行 / 个

航次的综合调查#分别设置 : 个断面)共 32/ 个调

查站位$( 鱼卵和仔稚鱼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

是调查的主要内容之一( 样品的采集按照/海洋

调查规范0 #H81397/21 69 6:1$采用孔径为

21828 ::#/7HH$筛绢制成的大型浮游生物网

#网口内径 02 2:)长 392 2:)网口面积为 218

:

3

$按照每航次预先设置的定点调查站位进行垂

直拖网"水深小于 322 :的调查站"从底到海面垂

直拖网取样一次'水深大于 322 :的调查站"自水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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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322 :处至海面垂直拖网取样一次"拖网速度

大约为 1 :5A( 采集的样品用 8P甲醛海水溶液

固定保存(

每航次调查结束后"从各个调查站的样品中挑

拣出仔稚鱼"实验室内在生物解剖镜下对各站的仔

稚鱼样品逐站进行种类鉴定)发育阶段判定和个体

计数"汇总各站的种类鉴定结果"统计各种仔稚鱼

的数量( 随后"在生物解剖镜下对主要的仔稚鱼种

类进行个体形态特征观察并绘制发育形态图(

根 据 LeD<DI

*7+

) 6GC3AGQ;7"A3C/=:/Q;

*9 60+

)

M/AGC 等
*: 612+

) *K<I;D/Q;

*11+

) (;K;@

*1/+

)

"?;W;

*18+

)"0<Q;C等
*17+

)$a等
*19+

)陆穗芬
*10 61:+

)

孙继仁等
*32+

和丘台生
*/+

描述的灯笼鱼属鱼类仔

稚鱼形态特征"并将各文献中所描述的各个种类

的形态特征相互比较"最后综合其主要的分类特

征对所采集到的栉刺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鳞灯

笼鱼)斑点灯笼鱼)金焰灯笼鱼)东方灯笼鱼)钝吻

灯笼鱼仔稚鱼样品进行分析)鉴定'对灯笼鱼未定

种 :(/"1)3-7 AFG稚鱼的鉴定以 M/AGC等
*12+

和

"0<Q;C等
*17+

的文献为依据( 此外"引用 M/AGC

等
*12"14+

和 "0<Q;C等
*17+

描述的发光灯笼鱼"M/AGC

等
*12"14+

描述 的双 灯 灯 笼 鱼" M/AGC等
*12"14+

和

(;K;@

*1/+

描述的粗短灯笼鱼"M/AGC等
*12"14+

描述

的短颌灯笼鱼"M/AGC等
*12+

描述的 :(/"1)3-7

AF11)"0<Q;C等
*17+

描述的 :(/"1)3-7AF31仔稚鱼

形态特征"构建全球已了解的 11 种灯笼鱼和 / 种

未定到种的 :(/"1)3-7 AF1) :(/"1)3-7 AF11)

:(/"1)3-7AF31仔稚鱼的种类分类检索表(

灯笼鱼属鱼类与多数灯笼鱼目鱼类一样具有

发光器这一特殊的器官"为了便于描述仔稚鱼发

光器的发育"灯笼鱼目鱼类的发光器命名和分布

参照孟庆闻等
*3+

#图 1$(

图 )+灯笼鱼目鱼类发光器名称及分布示意图 (,)

4D1鼻部背侧发光器' .D1鼻部腹侧发光器' */1眶下发光器' *=/1眶上发光器' &D31眶前发光器' 8=1口腔发光器' -F1颊部发光

器' -G1肩部发光器' "F"鳃盖发光器' 6."1胸鳍下方发光器' 6'"1胸鳍上方发光器' .'"1腹鳍上方发光器' *&"1肛门上方发光

器' 6/01体后侧发光器' 8C1鳃盖条区发光器' 6"1胸部发光器' ."1腹部发光器' &"1臀部发光器' &";1臀前部发光器' &"F1臀

后部发光器' 6C21尾前部发光器' *#H'1尾上发光腺' )%H'1尾下发光腺

!:F*)+5<9;:@GJGFC GHAB<KBGAGKBG9<=6@?AB<:9?:=A9:7>A:G@:@NC%AGKB:HG9;<=

(,)

4D1J/CA/7D;A;0/CI;D' .D1QGD3C/7D;A;0/CI;D' */1A=E/CE<3;0/CI;D' *=/1A=EC;/CE<3;0/CI;D' &D31;D3/CE<3;0/CI;D' 8=1E=22;0/CI;D'

-F12KGGN /CI;D' -G12GCQ<2;0/CI;D' "F1/FGC2=0;C/CI;DA' 6."1A=EFG23/C;0/CI;D' 6'"1A=FC;FG23/C;0/CI;D' .'"1A=FC;QGD3C;0/CI;D'

*&"1A=FC;7;D;0/CI;D' 6/01F/A3GC/70;3GC;0/CI;D' 8C1EC;D2K</A3GI;0/CI;D' 6"1FG23/C;0/CI;D' ."1QGD3C;0/CI;D' &"1;D;0/CI;D'

&";1;D3GC/7;D;0/CI;D' &"F1F/A3GC/7;D;0/CI;D' 6C21FC;G2;=J;0/CI;D' *#H'1A=FC;2;=J;0I0;DJ' )%H'1<DBC;2;=J;0I0;DJ

35结果

,*)+栉刺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 <18"臀鳍 10 <32"胸鳍

1/ <17"脊椎骨 /9 </:(

稚鱼55体长 8118 ::的稚鱼"吻尖"体较

细长"略侧扁( 头部较大"为体长的 /81:2P( 吻

长为头长的 42122P( 口微斜"口裂较深"达眼中

央以后"上)下颌均生有小牙( 鼻孔一个"长圆形"

靠近吻端( 眼纺锤形"后倾前斜视"短径为头长的

1/182P"长径为头长的 39122P"脉络组织细长"

似钝锥状( 腹囊长形"肛门后位"距吻端的距离为

体长的 93102P( 背鳍位于体中部"长形鳍条

11 <13 根"前部仍有低的鳍膜"鳍膜较厚"形成波

状的背窦"脂鳍出现"与背鳍相连接的鳍膜较高(

臀鳍鳍条 10 根"尾鳍浅叉形"胸鳍扇形( 上颌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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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列长形的黑色素"下颌端也有一个大的星状

黑色素"鼻孔前后及眼的脉络组织下方各有一个

星状黑色素"前额一个黑色素"眼后 4 个大星状黑

色素"颊部一个小星状黑色素"背鳍起点和末端以

及脂鳍下方各有一个黑色素沿着肌节排列"自胸

鳍基末端至臀鳍中部上方的体中线上有 12 <18

个长条状的黑色素"腹囊后部有少数沿肌节分布

的黑色素"直肠前后各有星状的黑色素"臀鳍上方

的体长也有少数黑色素"尾末端有一个大星状黑

色素分布(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出现"脊索末端

向上弯曲"肌节 32 C10 =/0 对 #图 37;$( 体长

7198 ::的稚鱼"头细长"吻尖"口裂达眼中央以

后"两颌牙尖利( 眼近似水平倾斜( 背鳍有鳍条

13 根"背鳍前的鳍膜还没完全消失"呈低波状"脂

鳍长大( 臀鳍有鳍条 1: 根( 尾鳍叉形( 腹鳍出

现"呈芽状( 胸鳍扇形( 鱼体的黑色素分布变化

较大"上)下颌各有 / <4 个黑色素"鼻孔前后各有

一个黑色素"眼后鳃盖骨上有 3 个黑色素"胸鳍基

前的鳃盖骨上有一个星状黑色素"背部体侧有

11 <13 个黑色素沿着肌节分布"肛门后缘有一个

黑色素"脂鳍和臀鳍末端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尾

部末端一个大星状黑色素分布(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明显(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 #图 37E $( 体长

9172 ::的稚鱼"头长为体长的 3:172P"吻更尖"

吻长为头长的 301:2P( 口裂加深"达眼后缘下

方"两颌牙尖利( 眼仍向后倾"脉络组织明显( 腹

囊长形" 肛门前移" 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1132P( 背鳍有鳍条 13 根"其前部仍有低的波

状鳍膜"脂鳍长大( 腹鳍生有鳍条( 吻部有 / 个

星状的黑色素"上)下颌的黑色素增至 4 <8 个"其

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明显(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 #图 372$( 体长

0182 ::的稚鱼"前额微凹陷"吻尖长"下颌略长

于上颌( 眼仍向后倾( 眼后的黑色素数量增多"

呈三角形的色素斑块'背鳍末端的背缘出现一个

大的星状黑色素"腹鳍前后至臀鳍末端的体中线

下方的体侧"出现沿着肌节分布的黑色素"脂鳍下

方和臀鳍末端的尾部上出现 3 个沿着肌节分布的

大的弓形黑色素带"尾部末端的黑色素数量增多"

其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鳃盖条区发光

器 8C

/

明显#图 37J$(

分布55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

洋的热带水域"中国南海)东海有分布#表 1$( 样

品系 1:90 年 8 月-1:9: 年 7 月采自西部太平洋

/d21T%<17d10T*)142d22T<198d22T,热带水域(

,*,+闪光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 <14"臀鳍 32 <31"胸鳍

1/ <17"脊椎骨 /0 <42(

后期仔鱼55体长 4138 ::的后期仔鱼"头

部显得大"体稍侧扁"尾部较细( 吻尖长"眼高出

额部"额部微凹( 头长为体长的 /81/2P( 口斜

位"口裂较深"达眼后缘稍后的下方"下颌略长于

上颌"吻长为头长的 32122P( 鼻孔一个"长圆

形"位于吻部中间 (眼长圆形 "向外突出并向前

图 ,+栉刺灯笼鱼稚鱼

#;$体长 8118 ::' # E$体长 7198 ::' #2$体长 9172 ::' # J$体长 0182 ::

!:F*,+b>I<@:J<=A6F<=GHC%(/*38(+9""A<:@?6%B@<9#)VDE$

#;$8118 ::<D A3;DJ;CJ 0GDI3K' # E$7198 ::<D A3;DJ;CJ 0GDI3K' #2$9172 ::<D A3;DJ;CJ 0GDI3K' # J$0182 ::<D A3;DJ;CJ 0GDI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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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世界范围内已了解的 )/ 种"含 . 种未定种$灯笼鱼仔稚鱼种类名录及其分布区域

567*)+(J:=AGHAB<)/ CD)"8/4+9=K<%:<=":@%J>?:@F AB<9<CD)"8/4+9=K<:%<=SB:%B6JJGS=:?<@A:H:%6A:G@6A

AB<F<@>=J<I<J$6@?AB<:9JG%6J:AC :@AB<SG9J?S:ABSB:%B;G9KBGJGF:%6J%B696%A<9:=A:%=6J9<6?C T@GS@

种类

AFG2<GA

分布区域

0/2;0<3@

出处

JGC<Q;3</D

栉刺灯笼鱼 :(/"1)3-7.)+,1.-7#*3G<DJ;2KDGC"1079$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热带水域'中国南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闪光灯笼鱼 :(/"1)3-7,+"+>-6-7H;C:;D"10::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热带和亚热带海域'中国南

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粗鳞灯笼鱼 :(/"1)3-70.)5*-7$<2K;CJA/D"1048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热带海域'中国南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金焰灯笼鱼 :(/"1)3-70-*160"5*,0"-7H;C:;D"10::

太平洋)印度洋热带海域及东部太平洋温带海域'中

国南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东方灯笼鱼 :(/"1)3-71*+5,"065#H<0EGC3"1:1/$ 西北太平洋热带和亚热带水域'中国南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钝吻灯笼鱼 :(/"1)3-718"-.+*1."*+.LeD<DI"1:30

世界各大洋热带海域"夏威夷群岛海域"黑潮流域'中

国南海)东海
本文描述种

斑点灯笼鱼 :(/"1)3-7)-,/"0"-7$;B<DGAU=G"1010 北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 本文描述种

发光灯笼鱼 :(/"1)3-7)35,=1>5.#'Z3NGD"10:3$ 太平洋)印度洋热带海域及东部太平洋温带海域
M/AGC等*12"14+

"

"0<Q;C等*17+

粗短灯笼鱼 :(/"1)3-7.565,1).LeD<DI"1:30 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温暖海区'中国南海
M/AGC等*12"14+

"

(;K;@

*1/+

""0<Q;C等*17+

短颌灯笼鱼 :(/"1)3-78*0/3(=,0"3-7#80GGNGC"1087$ 太平洋)印度洋热带海区'中国南海
M/AGC等*12"14+

$

双灯灯笼鱼 :(/"1)3-76(/3,18+-78/0<D"1:47 太平洋)印度洋热带海区'中国南海
M/AGC等*12"14+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

西太平洋热带海域#采样海区$"其他海区分布情况

未知
本文描述种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1 东北太平洋海域#采样海区$"其他海区分布情况未知
M/AGC等12+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31

印度洋阿古尔哈斯洋流区#采样海区$"其他海区分布

情况未知
"0<Q;C等*17+

倾"水平直径为头长的 17192P"垂直直径为头长

的 /2122P( 有短的脉络"呈滴状( 眼的前后有

眼柄( 腹囊长形"消化管细"肛门位于体中央以

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1132P( 背部鳍膜

较低"肥厚"呈波状"与尾鳍相连"臀鳍鳍膜与肛门

相接( 鼻孔下缘有点状的黑色素胞"下颌端有一

个大的黑色素"下颌骨上有一列黑色素"鳃盖骨下

缘)颊部和胸下各有一列点状黑色素分布"眼后及

锁骨处有星状黑色素"胸鳍柄和鳍条间有星状黑

色素"肛门上缘及附近有星状黑色素"体中部的背

缘和尾部中部的腹缘有大的星状黑色素分布( 脊

索末端平直#图 /7;$(

稚鱼55体长 7102 ::的稚鱼"吻尖"眼仍

高出额部"额部平坦"头长为体长的 //102P"吻

长为头长的 /4102P( 口斜位"口裂深"两颌约等

长"均生有小牙"以上颌前部的牙较尖( 眼前视"

突出"脉络组织呈钝三角形( 腹囊长形"直肠较

粗"肛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3182P( 背部

鳍膜肥厚"出现 11 个支鳍骨和 12 根鳍条"臀鳍出

现 19 个支鳍骨和鳍条"胸鳍大扇状"尾鳍鳍条出

现( 鼻孔下缘的黑色素变小"上颌骨上出现 / <4

个长形色素"下颌骨)前鳃盖骨和颊部星)点状的

黑色素增多"腹缘色素呈长星状"眼后有 / 个放射

状黑色素"颅顶有一个大色素胞"胸鳍柄和鳍条间

的星状黑色素增大)增多"鳃盖骨下缘)颊部和胸

下的一列黑色素)肛门上缘及附近的星状黑色素

以及体中部的背缘和尾部中部的腹缘星状黑色素

也增大)增多( 尾下骨形成"脊索末端开始向上弯

曲#图 /7E$( 体长 11172 ::的稚鱼"外形变化显

著"头部较大"头长为体长的 /7132P"吻变钝圆"

吻长变短"口裂深"达眼后缘"两颌生有小利牙(

鼻孔分化成 3 个"向上突出( 眼长圆形"正视"水

平直径为头长的 141/2P"垂直直径为头长的

3/102P"前后有眼柄支撑"向外突出( 肛门后位"

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4172P( 背鳍有鳍条

1/ <14 根"前方的鳍膜形成波状的背窦"脂鳍形

成( 臀鳍有鳍条 10 根"腹鳍形成"生有鳍条( 胸

鳍大扇形"有鳍条 14 根"尾鳍浅叉形( 鼻孔下缘

仍有小点状黑色素"眼窝后部的上)下缘有黑色

素"颅顶上的色素成大枝状"下颌缝合处出现一列

星状黑色素"腹缘有大)小不同的星状和芒状黑色

素直达直肠前方"尾鳍基部出现星丛状黑色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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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没多大的变化#图 /72$(

分布55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洋热带和亚热

带海域"我国南海)东海有分布 #表 1$( 样品系

1:08 年 1 月-1:07 年 8 月采自黑潮流域(

图 .+闪光灯笼鱼仔稚鱼

#;$体长 4138 ::后期仔鱼' # E$体长 7102 ::稚鱼' #2$体

长 11172 ::稚鱼

!:F*.+8G=AJ69I6J6@?a>I<@:J<=A6F<=GH

C%3*"*B+0+9O69;6@#)VWW

#;$ F/A30;CQ;0A3;IG"4138 :: <D A3;DJ;CJ 0GDI3K' # E$[=QGD<0G

A3;IG"7102 :: <D A3;DJ;CJ 0GDI3K' #2$ [=QGD<0GA3;IG"11172

::<D A3;DJ;CJ 0GDI3K

,*.+粗鳞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3 <14"臀鳍 19 <1:"胸鳍

14 <19"脊椎骨 /7 </0(

后期仔鱼55体长 4182 ::的后期仔鱼"外

形侧扁"头部较大"额部微凹"腹部较圆"尾部较细

长( 头长为体长的 39142P( 吻稍钝"两颌约等

长"吻长为头长的 /0182P( 口水平位"口裂较

深"达眼后缘的下方( 鼻孔一个"位于吻部的中

间( 眼 卵 圆 形" 向 后 倾 斜" 短 径 为 头 长 的

1:1/2P"长径为头长的 /4172P"眼下有三角形

的脉络组织( 腹囊近似三角形"消化管粗短"肛门

位于体中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2182P(

背部鳍膜较低"肥厚"呈波状"向后与尾鳍相连(

臀鳍鳍膜稍宽( 背鳍和臀鳍的支鳍骨形成"并生

有少数的鳍条"尾鳍也出现少数鳍条"胸鳍扇状(

吻端及上颌骨生有星丛状的黑色素"前额中部有

一个较大的色素丛"下颌端有星丛状的黑色素(

鳃盖骨后缘及下鳃盖骨上有长形的黑色素丛( 听

囊上方有一个星状黑色素( 肩部有 3 个长形黑色

素丛沿肌节分布( 背鳍起点约在第 12 对肌节处

上方有一个大星状黑色素"臀鳍基末端的腹缘以

及相对位置的背缘各有一个大而浓的星状黑色

素"尾部末端有一个小的星状黑色素分布( 尾下

骨形成"脊索末端开始向上弯曲"肌节约 /8 </7

对#图 47;$(

稚鱼55体长 8142 ::的稚鱼"外形侧扁"

腹部膨大"尾部细长( 头长为体长的 /8132P(

吻稍钝"两颌约等长"前额微凹( 眼卵圆形"微向

前倾"长径为头长的 /4132P"脉络组织变成新月

形( 体高等于头长"为体长的 /9112P( 腹囊葫

芦形"肛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914P( 背鳍

出现 13 根鳍条"背鳍前的波状背窦鳍膜变低"脂

鳍初步形成"臀鳍有鳍条 10 <1: 根"尾鳍浅叉形"

胸鳍扇状( 上)下颌的色素增多"前额出现 / 个丛

状色素"颊部和肩部有长形的色素"鳃盖后缘有许

多星状色素"背鳍基部后的体侧出现 3 列沿肌节

分布的色素丛"胸部和腹部下缘有大的丛状色素"

胸鳍柄上出现 / 个星状色素"直肠上腹缘和肛门

后缘各有一个黑色素( 背窦前缘)背鳍基部前缘)

脂鳍下)臀鳍末端和尾部末端各有一个大小不同

的色素(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出现( 脊索末端向

上弯曲#图 47E$( 体长 7122 ::的稚鱼"吻稍钝"

吻长为头长的 /:122P"两颌约等长"均生有小

牙"口微斜"口裂深达眼后缘下方( 鼻孔已分化成

3 个( 眼仍向后倾"脉络组织呈钝锥形( 背鳍有

鳍条 13 根"背鳍前仍有背窦的鳍膜"脂鳍基初步

形成"臀鳍鳍条 19 <10 根"腹鳍形成"呈芽状"位

较高"胸鳍扇形( 各部的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除

了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外还出现了鼻部背侧发光

器 4D#图 472$( 体长 9138 ::稚鱼的额部隆起"

吻部变成截形"其他的形态特征与 7122 ::的稚

鱼基本相似#图 47J$( 体长 0122 ::的稚鱼"腹

部膨大"背部隆起"体呈纺锤形"稍侧扁"尾部较

短( 头长为体长的 /9182P( 吻钝圆"两颌约等

长"上颌前部的小牙呈锯齿状( 眼卵圆形"脉络组

织呈上弯的新月形( 腹部呈半圆形"直肠粗短"肛

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91102P( 背鳍有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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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背鳍前的背窦鳍膜仍较高"脂鳍基本形成"

臀鳍有鳍条 1: 根"胸鳍扇状"腹鳍小叶状( 上颌

有 3 从黑色素"下颌端有一个黑色素"颏部有 / 丛

大星状黑色素"鼻部背侧发光器 4D 后有一个大

的黑色素丛"背窦和脂鳍前的黑色素增大"肩部肌

节间的黑色素丛增至 / 丛"肛门上方的体侧有肌

间黑色素"尾部末端有 / 个黑色素"以中间的最

大"其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鳃盖条区

发光器 8C

/

和鼻部背侧发光器 4D 明显#图 47G$(

体长 18182 ::的稚鱼"外形变化比较大"已近完

成变态过程"体高缩小"侧扁"尾部增长( 头长为

体长的 30112P"吻钝圆"上部向前突"吻长为头

长的 381/2P( 鼻孔 3 个( 口裂达眼后缘的下

方( 眼变成正圆形"脉络组织退化消失"眼径为头

长的 /2122P( 腹囊缩小"似三角形( 肛门距吻

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132P( 背鳍有鳍条 13 根"

其前仍有低的波状鳍膜"脂鳍发育完全"臀鳍有鳍

条 1: 根"胸鳍增长呈长叶状"腹鳍增大"达肛门前

缘"上颌和下颌有点状黑色素"肩部和肛门上方体

侧的黑色素丛变小"呈长星状"胸鳍柄上仅剩一个

大的星状黑色素"尾部末端也仅剩一个大的星状

黑色素"其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发光

器的分布!鼻部背侧发光器 4D)鼻部腹侧发光器

.D)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1

)8C

3

和 8C

/

)鳃盖发光器

"F

3

)胸鳍上方发光器 6'")胸鳍下方发光器

6."

1

和 6."

3

)胸部发光器 6"

1

)6"

3

)6"

/

)6"

4

和

6"

8

)腹部发光器 ."

1

)."

3

和 ."

/

)臀前部发光器

&";

1

)&";

3

)&";

/

)&";

4

)&";

8

)&";

7

和 &";

9

)臀

后部发光器 &"F

1

)&"F

3

)&"F

/

)&"F

4

和 &"F

8

)尾

前部发光器 6C2

1

)腹鳍上方发光器 .'")肛门上

方发光器 *&"

1

)*&"

3

和 *&"

/

和体后侧发光器

6/0#图 47B$(

图 /+粗鳞灯笼鱼仔稚鱼

#;$体长 4198 ::后期仔鱼' # E$体长 8142 ::稚鱼' #2$体长 7122 ::稚鱼' # J$体长 9138 ::稚鱼' #G$体长 0122 ::稚鱼'

#B$体长 18182 ::稚鱼

!:F*/+8G=AJ69I6J6@?a>I<@:J<=A6F<=GHC%'(/1=+9-:%B69?=G@#)V/0

#;$ F/A30;CQ;0A3;IG"4198 ::<D A3;DJ;CJ 0GDI3K' # E$[=QGD<0GA3;IG"8142 ::<D A3;DJ;CJ 0GDI3K' #2$[=QGD<0GA3;IG"7122 ::<D A3;DJ;CJ

0GDI3K' # J$[=QGD<0GA3;IG"9138 ::<D A3;DJ;CJ 0GDI3K' #G$[=QGD<0GA3;IG"0122 ::<D A3;DJ;CJ 0GDI3K' #B$[=QGD<0GA3;IG"18182 ::<D

A3;DJ;CJ 0GDI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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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分布55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

我国南海和东海有分布#表 1$( 样品系 1:90 年 8

月-1:9: 年 7 月采自西部太平洋 /d82T%<4d22T

*)18:d22T,<19/d22T9热带水域(

,*/+斑点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 <14"臀鳍 32 <33"胸鳍

1/ <14"脊椎骨 42(

后期仔鱼55体长 712 ::的后期仔鱼"外

形头部较大"尾部细长"头的前部微凹"头长为体

长的 //142P( 吻较尖"下颌略长于上颌"上)下

颌均生有尖利的小牙"吻长为头长的 42122P(

口斜位"口裂较深"达眼中央下方( 鼻孔一个"大

圆形"位于吻部中间( 眼卵圆形"微向前倾"短径

为为头长的 18122P"长径为头长的 38122P( 有

似三角形)短的脉络组织"眼前后有明显的眼柄(

腹囊呈长形"消化管末端粗大"肛门位于体中央稍

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0142P( 背部鳍膜

和臀鳍鳍膜均较低"透明无色( 胸鳍柄呈翼状"鳍

条扇形( 下颌端及下颌骨上有星状黑色素"以下

颌端的色素最大( 眼后颊部有 / 个星状黑色素分

布( 前鳃盖骨和后鳃盖骨上分别有 3 个和 1 个黑

色素"后鳃盖骨下缘有 3 行小星状黑色素( 胸部

下缘有少数黑色素"胸鳍柄上有 3 个大的星状黑

色素( 鱼体背缘有 3 个大星状黑色素"直肠上方

和尾部中部的腹缘各有一个大的星状黑色素"脊

索末端以及尾部鳍膜上各有一个小一点的星状黑

色素分布"肌节 11 C10 =3: 对#图 8$(

分布55北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均有分布

#表 1$( 在非洲南部上升流区的数量较多"美国

沿岸 也有分布 (样品系 1:90年 8月采自西太

平洋 /d1/T%)1/2d22T,热带水域(

图 0+斑点灯笼鱼后期仔鱼"体长 D*XX ;;$

!:F*0+8G=AJ69I6J=A6F<GHC%/+3)"'"+9

-6H:@<=L><#)V)V"D*XX ;; :@=A6@?69?J<@FAB$

,*0+金焰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 <18"臀鳍 34 <38"胸鳍

14 <18"脊椎骨 4/ <48(

后期仔鱼55体长 19122 ::的稚鱼"头平

扁"鱼体略侧扁)细长( 头长为体长的 32172P( 上

颌较宽"吻较尖"吻长为头长的 /8192P"下颌长于

上颌"上颌可见有小牙( 口微斜"口裂达眼柄基部

的后缘( 两眼生有长的眼柄"眼柄向体外两侧伸

展"眼球前视( 腹囊长形"消化管细长"末端游离于

体外#根据 M/AGC;DJ &K0A3C/:

*12+

报道"其游离于

体外的消化管长度约与体长相等$( 背部鳍膜较

厚"呈波状"自头顶开始向后与尾鳍相接"背鳍已出

现 11 根鳍条"背鳍鳍条位于鳍膜的上缘"臀鳍基底

较长"有鳍条 34 根"胸鳍掌状"尾鳍叉形( 下颌骨

有一列小星状黑色素"鳃盖骨的后缘有一个较大的

黑色素"消化管上有一列大小不同的长形黑色素"

臀鳍基部有 12 余个星状黑色素分布#图 77;"E$(

图 D+金焰灯笼鱼稚鱼

#;$体长 19122 ::稚鱼' # E$体长 19122 ::稚鱼头部背面观

!:F*D+b>I<@:J<=A6F<=GHC%'+=80'"1=3'"+9O69;6@#)VWW

#;$[=QGD<0GA3;IG"19122 ::<D A3;DJ;CJ 0GDI3K' # E$ KG;J /B3KG[=QGD<0GJ/CA;0Q<GW"19122 ::<D A3;DJ;CJ 0GDI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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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分布55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的热带

海域以及东部太平洋的温带海域"中国南海)东海

有分布#表 1$( 1:90 年 8 月和 12 月以及 1:9: 年

8 月和 13 月在西太平洋热带水域共采集到 39

尾)体长为 1212 <1912 ::的仔稚鱼(

,*D+东方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臀鳍 19 <1:"胸鳍 17 <10"

脊椎骨 /4 </7(

后期仔鱼55体长 8138 ::的后期仔鱼"头

部较大"额部微凹"鱼体侧扁)延长( 头长为体长

的 /31/0P( 吻略尖"下颌长于上颌"两颌生有小

牙( 口水平位"口裂较深"达眼中央的下方( 鼻孔

一个"长圆形"位于吻部的中间( 眼长圆形"向前

视"长 径 为 头 长 的 3:142P" 短 径 为 头 长 的

14192P"脉络组织特别细长"呈锥状"为眼长径的

82P( 腹囊似葫芦形"直肠粗短( 肛门位于体中

部偏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9132P( 背鳍

出现 0 根鳍条"前方仍有低波状的背窦鳍膜"后方

的鳍膜与尾鳍膜相连( 臀鳍支鳍骨形成"鳍膜较

低"尾下骨形成并出现少数鳍条"胸鳍较大"团扇

状"有鳍条 14 <18 根( 吻端及上颌有 / 个星状黑

色素"下颌端有一个星状黑色素( 鼻孔上)下缘有

黑色素分布( 前脑前缘有一个大的星状黑色素(

颊部和下缘有数个黑色素( 鳃盖上出现一个星状

黑色素( 胸鳍柄下部有大小不同的星状黑色素

/ <4 个( 胸鳍条间有许多沿鳍条分布的星状)点

状黑色素( 脊索末端平直"肌节 19 C10 =/8 对

#图 97;$(

稚鱼55体长 0112 ::的稚鱼"背部隆起"

腹部膨大"头部中等大"额部微凸"吻较尖"下颌长

于上颌"两颌生有小牙"吻长为头长的 42172P(

鼻孔变成三角形"接近吻端( 眼长圆形"水平直径

为头长的 14112P"垂直直径为头长的 38122P"

脉络组织呈锥形"显著长"与眼长径等长( 腹囊较

大"肛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471:2P( 背鳍

有鳍条 13 根"背鳍前仍有波状的短鳍膜"脂鳍形

成( 臀鳍接肛门"有鳍条 10 <1: 根( 胸鳍团扇

状( 腹鳍出现"位较高"呈小叶状( 吻端有数个星

状黑色素"下颌中部有 / <4 个星丛状黑色素( 鼻

孔上下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前脑部有 3 个黑色

素( 鳃盖后下及颊部有放射状的黑色素( 胸鳍柄

后下有一个放射状的黑色素"胸鳍条间有许多沿

鳍条分布的星状)点状黑色素(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出现(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 #图 97E $( 体长

:122 ::的稚鱼"额部隆起"腹部更为膨大( 头长

为体长的 /01:2P( 吻变短"较前期钝尖"吻长为

头长的 /8192P( 眼 向 后 倾" 长 径 为 头 长 的

82122P"短径为头长的 181/2P( 背鳍有鳍条 1/

根"背鳍前仍有波状的鳍膜"脂鳍发育完全"臀鳍

有鳍条 1: 根"胸鳍团扇状"腹鳍出现鳍条"尾鳍叉

形( 各部的黑色素分布无变化( 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明显#图 972$(

分布55主要分布于西北太平洋热带和亚热

带水域"中国南海)东海有分布 #表 1 $( 样品系

1:08 年 1 月采自东海黑潮流域(

图 E+东方灯笼鱼仔稚鱼

#;$体长 8138 ::后期仔鱼' # E$体长 0112 ::稚鱼' #2$体

长 :122 ::稚鱼

!:F*E+8G=AJ69I6J6@?a>I<@:J<=A6F<=GH

C%8=*13"'01"O:J7<9A#)W).$

#;$ F/A30;CQ;0A3;IG"8138 :: <D A3;DJ;CJ 0GDI3K' # E$[=QGD<0G

A3;IG"0112 ::<D A3;DJ;CJ 0GDI3K' #2$[=QGD<0GA3;IG":122 ::

<D A3;DJ;CJ 0GDI3K

,*E+钝吻灯笼鱼

形态55背鳍 13 <1/"臀鳍 10 <1:"胸鳍

1: <33"脊椎骨 /4 </7(

稚鱼55体长 4198 ::的稚鱼"外形头部显

得大"体侧较高"粗壮"腹部膨大"头部的前部微

凹"头长为体长的 /8102P( 口微斜"口裂深"达

眼后缘的下方"吻钝尖"吻长为头长的 3018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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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颌约等长"均生有尖牙( 鼻孔一个"圆形( 眼呈

卵圆形"向后倾"短径为头长的 3/182P"长径为

头长的 /01/2P"生有钝锥形的脉络组织"其长度

为眼短径的 153( 腹囊较大"呈三角形"肛门位于

体中央偏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132P(

背鳍出现 13 根鳍条"背鳍前仍有低的鳍膜"鳍膜

呈波状的背窦"脂鳍形成"脂鳍前的鳍膜不与背鳍

鳍膜相连( 臀鳍鳍条 10 根( 尾鳍叉形( 胸鳍扇

形"鳍条 17 根( 上)下颌端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

前额中部有一个长的星状黑色素( 鳃盖骨后缘有

数个星状黑色素聚集成色素堆( 直肠下缘有一个

黑色素分布( 鼻部背侧发光器 4D 和鳃盖条区发

光器 8C

/

出现(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 #图 07;$( 体

长 4108 ::的稚鱼"头长为体长的 /:172P( 吻

钝尖"两颌约等长( 眼仍向后倾"脉络组织变短"

钝锥形"其长度为眼短径的 154( 腹囊大"肛门后

位( 背鳍鳍条 1/ 根"前面仍有低的)呈波状的背

窦鳍膜"脂鳍明显( 臀鳍鳍条 1: 根( 尾鳍叉形(

胸鳍扇形( 鳃盖骨后缘星状黑色素堆数量增多"

其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鼻部背侧发光

器 4D 和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

明显( 脊索末端向

上弯曲#图 07E$( 体长 8132 ::的稚鱼"形态特

征与前期的个体变化不大"仅吻变钝 #图 072$(

体长 7178 ::的稚鱼"腹部圆)大"体较高( 眼更

加向后倾"仍为卵圆形"短径为头长的 32122P"

脉络组织缩短( 头长为体长的 /9172P( 各鳍发

育完全"背鳍前面仍有低的)呈波状的背窦鳍膜"

腹鳍位较高( 鳃盖骨后缘的黑色素变成大的放射

状黑色素丛"胸鳍柄上出现 / 个星状黑色素"其余

各部的黑色素以及发光器的分布无变化 #图 07

J$(

分布55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

夏威夷群岛海域以及黑潮流域也有分布'中国东

海和南海有分布#表 1$( 仔稚鱼多在 3-: 月出

现( 样品系 1:9: 年 8-7 月采自西部太平洋

7d22T%<7d22T*)17/d32T,<191d/2T9 热带水域

以及 1:08 年 3 月采自东海外海黑潮流域(

,*V+灯笼鱼未定种

后期仔鱼55体长 /138 ::的后期仔鱼"头

长为体长的 /0142P( 吻钝尖( 肛门位于体中央

以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4172P( 眼卵圆

形"短 径 为 头 长 的 32122P" 长 径 为 头 长 的

/7122P"脉络组织钝锥形(

图 V+钝吻灯笼鱼稚鱼

#;$体长 4198 ::' # E$体长 4108 ::' #2$体长 8132 ::'

# J$体长 7178 ::

!:F*V+b>I<@:J<=A6F<=GHC%8A"+(*=8("=*(

5c@:@F#)W,V

#;$4198 ::<D A3;DJ;CJ 0GDI3K' #E$4108 ::<D A3;DJ;CJ 0GDI3K'

#2$8132 ::<D A3;DJ;CJ 0GDI3K'#J$7178 ::<D A3;DJ;CJ 0GDI3K

55稚鱼55体长 0182 ::的稚鱼"外形较粗壮"

腹部较大"前额隆起"头部中等大"体稍侧扁( 头长

为体 长 的 //182P( 吻 钝 尖"吻 长 为 头 长 的

371/2P( 口斜位"口裂较深"达眼后缘以后"两颌

约等长"上)下颌均生有小牙( 鼻孔一个"近似圆

形"位于吻部的中间( 眼卵圆形"短径为头长的

33102P"脉络组织明显"呈钝锥状( 腹囊膨大"体

高等于头长"为体长的 /81/2P( 肛门位于体中央

以后"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31:2P( 背鳍有鳍

条 1/ 根"脂鳍形成( 臀鳍接近肛门"有鳍条 34 根(

尾鳍叉形( 胸鳍呈大扇形"有鳍条 1: 根( 腹鳍生

有 8 根鳍条( 额部中部有 3 个星状黑色素"听囊后

缘及鳃盖骨后缘的上方"有大星状的黑色素组成的

色素斑块"鳃盖骨后缘的下方有 / 个长条状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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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胸鳍柄上有 / 个星状的黑色素分布( 鼻部

背侧发光器4D 和鳃盖条区发光器8C

/

出现#图 :$(

图 W+灯笼鱼未定种 CD)"8/4+9=K*稚鱼

"体长 V*0X ;;$

!:F*W+b>I<@:J<=A6F<=GHCD)"8/4+9=K*

"V*0X ;; :@=A6@?69?J<@FAB$

55分布55样品系 1:9: 年 7 月采自西太平洋

2d27T%)17:d48T,热带水域#表 1$(

,*W+种类的分类检索

对本研究描述的 0 种灯笼鱼仔稚鱼"并引用

文献 报 道 的 发 光 灯 笼 鱼
*12"14"17+

) 双 灯 灯 笼

鱼
*12"14+

)粗短灯笼鱼
*12"1/ 614+

)短颌灯笼鱼
*12"14+

)

:(/"1)3-7AF11

*12+

和 :(/"1)3-7 AF31

*17+

7 种仔

稚鱼"共计 11 种全球已了解的灯笼鱼和 / 种未定

到 种 的 :(/"1)3-7 AF1) :(/"1)3-7 AF11)

:(/"1)3-7AF31仔稚鱼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归纳"

制定分类检索表如下!

55

1#1:$5两眼前后无明显眼柄

3#0$5 尾柄末端)脂鳍和臀鳍基后缘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消化道末端内侧具黑色素斑

/#7$5 吻尖"体较细长"略侧扁'胸鳍柄)鳃盖骨下缘和胸下无色素分布

4#8$5 自胸鳍基末端至臀鳍中部上方体中线上侧和腹囊后部具沿肌节分布长条状黑色素'脉络组织细长"似钝

锥状333333333333333333333栉刺灯笼鱼 :(/"1)3-7.)+,1.-7#*3G<DJ;2KDGC"1079$

8#4$5 体中线上部"腹囊后部无黑色素沿肌节分布'脉络组织细长"似钝锥状3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双灯灯笼鱼 :(/"1)3-76(/3,18+-78/0<D"1:47

7#/$5 吻稍钝"外形侧扁'胸鳍柄)鳃盖骨下缘和胸下具色素分布

9#0$5 腹部膨大'颊部和肩部具长形色素"鳃盖骨后缘有许多星状色素"背窦前缘)背鳍基部前缘具 1 个黑色素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粗鳞灯笼鱼 :(/"1)3-70.)5*-7$<2K;CJA/D"1048

0#3$5 尾柄末端)脂鳍和臀鳍基后缘无黑色素分布"消化道末端内侧不具黑色素斑

:#1/$5 上下颌骨前端均有星状黑色素

12#13$5胸鳍柄下部具大小不等的星状黑色素"胸鳍鳍条间有许多沿鳍条分布星状点状黑色素'眼部脉络组织呈锥

状与眼长径等长"肛门位于体中部稍前333333333东方灯笼鱼 :(/"1)3-71*+5,"065#H<0EGC3"1:1/$

11#13$5胸鳍柄下部具大小不等星状黑色素"胸鳍条间有沿鳍条分布星状点状黑色素'眼部脉络组织短小呈锥形"

肛门前位 333333333333333333333 发光灯笼鱼 :(/"1)3-7)35,=1>5.#'Z3NGD"10:3$

13#12$5胸鳍柄和鳍条间无黑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短小"呈钝锥形"肛门后位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钝吻灯笼鱼 :(/"1)3-718"-.+*1."*+.LeD<DI"1:30

1/#:$5 上下颌骨前端均无星状黑色素

14#17$5消化道末端外侧具黑色素

18#14$5消化道下缘具 1 黑色素丛"胸鳍柄和鳍条间无黑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短小"呈钝锥形'肛门后位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 短颌灯笼鱼 :(/"1)3-78*0/3(=,0"3-7#80GGNGC"1087$

17#14$5消化道末端外侧无黑色素

19#10$5胸鳍柄下部具大小不等星状黑色素"胸鳍条间有许多沿鳍条分布的星状)点状黑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

显著长"呈锥状与眼长径等长'肛门位于体中部稍前3333粗短灯笼鱼 :(/"1)3-7.565,1).LeD<DI"1:30

10#19$5胸鳍柄与胸鳍条间无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明显"呈钝锥状'肛门后位33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

1:#1$5 两眼前后有明显眼柄支撑

32#39$5眼柄不发达)胸鳍柄)鳃盖骨下缘)颊部和胸下具黑色素分布"消化管末端不游离于体外

31#37$5胸鳍条上有许多大)小不同的色素分布

33#3/$5脊索末端及尾部末端具星状黑色素分布333333333333333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1

3/#33$5脊索末端及尾部末端无星状黑色素分布

34#38$5颅顶)背鳍基部)脂鳍基部后缘)尾部中部的腹缘有大的星状黑色素)消化道末端内侧具黑色素斑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闪光灯笼鱼 :(/"1)3-7,+"+>-6-7H;C:;D"10::

38#34$5颅顶)背鳍基部)脂鳍基部后缘)尾部中部的腹缘无星状黑色素)消化道末端内侧不具黑色素斑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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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1$5胸鳍条上无色素分布333333333333333斑点灯笼鱼 :(/"1)3-7)-,/"0"-7$;B<DGAU=G"1010

39#32$5胸鳍柄)鳃盖骨下缘)颊部和胸下无黑色素分布"头部非常扁平"眼柄显著发达"向体外两侧伸展"消化管在

臀鳍起点前脱离身体而游离于体外"末端可延伸至臀鳍末端33333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金焰灯笼鱼 :(/"1)3-70-*160"5*,0"-7H;C:;D"10::

55以上描述的 14 种灯笼鱼属#包括未定种$仔

稚鱼鱼体细长"头部呈三角形微扁"眼球非圆形"

眼部脉络组织发达或有发达眼柄支撑"颊部)胸鳍

和鳃盖骨缘具黑色素"消化管末端内侧或外侧色

素均匀分布"两颌生有小利牙"具脂鳍"发育过程

除金焰灯笼鱼外均具有发达扇形胸鳍"这些是灯

笼鱼属仔稚鱼共有形态特征( 仔稚鱼两眼前后是

否具眼柄和眼部脉络组织形状"上下颌骨末端是

否具黑色素"胸鳍柄和鳍条间黑色素有无"尾柄末

端)脂鳍和臀鳍后缘是否具黑色素斑分布"消化道

末端色素的分布等发育形态特征是该属仔稚鱼种

类鉴别和分类的主要依据(

/5讨论

.*)+中国灯笼鱼属鱼类的分布

灯笼鱼属鱼类属小型的深海鱼类
*3+

"全球共

记录有 17 种 # K33F!

!

B<AKE;AG1/CI5AG;C2K1FKF$"

主要分布于太平洋 43d%<43d*"印度洋 32d%<

/4d*和大西洋 78d%<42d*的广阔海域
*14+

( 中

国有记录的种类为栉刺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鳞

灯笼鱼)金焰灯笼鱼)钝吻灯笼鱼)东方灯笼鱼)双

灯灯笼鱼)芒光灯笼鱼)粗短灯笼鱼和短颌灯笼鱼

共 12 种
*1 6/+

(

孟庆闻等
*3+

报道"灯笼鱼属鱼类大多数种类

有昼夜移动现象"夜晚移动到海表面"中国产闪光

灯笼鱼)吨吻灯笼鱼)金焰灯笼鱼)双灯灯笼鱼)短

颌灯笼鱼)粗鳞灯笼鱼和棘刺灯笼鱼"但未阐述各

相关鱼种具体分布海区( 陈素芝
*1+

报道金焰灯

笼鱼)栉刺灯笼鱼)双灯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短

灯笼鱼)芒光灯笼鱼和短颌灯笼鱼分布于中国南

海海域'钝吻灯笼鱼和粗鳞灯笼鱼则分布于中国

东海和南海海域( 李永振等
*8+

报道闪光灯笼鱼"

钝吻灯笼鱼"双灯灯笼鱼"粗鳞灯笼鱼和短颌灯笼

鱼等鱼类在南海北部 322 :以深大陆斜坡海域有

丰富的资源( 丘台生
*/+

报道"钝吻灯笼鱼)粗鳞

灯笼鱼和东方灯笼鱼的仔稚鱼广泛分布于中国台

湾省四周海域"其中以台湾东北及西南水域出现

频率最高'金焰灯笼鱼则主要分布在台湾省西南

水域和东侧远岸黑潮流域"而在台湾省西侧海域

无本种分布'闪光灯笼鱼和栉刺灯笼鱼主要分布

在台湾省东岸的黑潮流域"西岸澎湖水道附近无

本种分布( 此外"陆穗芬
*10 61:+

报道"闪光灯笼鱼

仔稚鱼在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有分布'孙继仁

等
*32+

报道"东海陆架区出现粗鳞灯笼鱼仔稚鱼的

分布( 本研究所观察的钝吻灯笼鱼)闪光灯笼鱼

和东方灯笼鱼 / 种仔稚鱼样品均采集于东海外海

黑潮流域( 可见"双灯灯笼鱼)短颌灯笼鱼)粗短

灯笼鱼)芒光灯笼鱼分布于中国南海海域以及钝

吻灯笼鱼和粗鳞灯笼鱼分布于东海和南海海域是

毫无疑问的'而金焰灯笼鱼)栉刺灯笼鱼)闪光灯

笼鱼)东方灯笼鱼则不仅仅分布于南海海域"东海

及其外海也有分布#表 1$(

.*,+对灯笼鱼属鱼类仔稚鱼的认识

对目前全球有记录的 17 种灯笼鱼属鱼类

#K33F!

!

B<AKE;AG1/CI5AG;C2K1FKF$仔稚鱼的认识"

除了本研究依照相关的文献
*/"7 611"1/"18 632+

鉴定和

描述的栉刺灯笼鱼)闪光灯笼鱼)粗鳞灯笼鱼)金

焰灯笼鱼)钝吻灯笼鱼)东方灯笼鱼和斑点灯笼鱼

仔稚鱼外" M/AGC等
*12+

) (;K;@

*1/+

) "?;W;

*18+

和

"0<Q;等
*17+

分别对粗短灯笼鱼)发光灯笼鱼和双

灯灯笼鱼仔稚鱼进行了鉴定和描述'M/AGC等
*12+

在鉴别东北太平洋海域 13 种灯笼鱼仔稚鱼时"认

为两种体长为 918 ::和 914 ::的稚鱼有可能

分别是短颌灯笼鱼和费氏灯笼鱼"此后"M/AGC

等
*14+

将体长为 918 ::稚鱼确认为短颌灯笼鱼"

对费氏灯笼鱼仔稚鱼依然还没完全认识( 目前对

奥氏灯笼鱼#:(/"1)3-71?/30*1?+LA;C<D"1::/$)

新 月 灯 笼 鱼 # :(/"1)3-7 6-,0"-7 8G2NGC5"

8/C/J=0<D;" 1:90 $ 和 :(/"1)3-7 +,>+/-7# 4;@"

1099$以及中国海域有分布的芒光灯笼鱼的仔稚

鱼还完全不认识(

此外"本研究)M/AGC等
*12+

以及 "0<Q;C等
*17+

还分别记录了 / 种西太平洋 2d27T%)17:d48T,热

带水域)东北太平洋海域以及印度洋西南部阿古

尔 哈 斯 洋 流 区 体 长 分 别 为 0182 :: 的

:(/"1)3-7AF1):11 ::的 :(/"1)3-7AF11稚鱼

以及体长为 818 ::的 :(/"1)3-7 AF31后期仔

鱼( 对斑点灯笼鱼仔稚鱼的认识" LeD<DI

*7+

)

M/AGC等
*12+

)*K<I;D/Q;

*11+

)(;K;@

*1/+

和 $a等
*19+

分别对地中海)东北太平洋)大西洋)西北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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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域的斑点灯笼鱼仔稚鱼形态进

行过观察和描述"本研究对 1:90 年 8 月采自西太

平洋 /d1/T%)1/2d22T,热带水域的斑点灯笼鱼稚

鱼的描述为中国对该种的首次记录(

.*.+灯笼鱼属鱼类仔稚鱼鉴别要点

仔稚鱼鉴别与其发育过程一样"应当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鉴别仔稚鱼往往采用比较和排除

法
*1:+

( 仔稚鱼的体形)色素分布和数量)不同发

育阶段各鳍的相对位置)形态和鳍条数目等外形

和计数形质可以作为其分类鉴别基本特征
*32 631+

(

虽然这些形态特征可能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波动"

但在早期发育阶段相互结合这些形态特征对于仔

稚鱼鉴别至关重要( 灯笼鱼属仔稚鱼体型特殊很

容易分别"本研究所涉及的目前全球已了解的 11

种灯笼鱼以及 / 种未定到种的 :(/"1)3-7 AF1)

:(/"1)3-7AF11和 :(/"1)3-7AF31仔稚鱼的鱼体

细长"头部呈三角形微扁"眼球非圆形"眼部脉络

组织发达或有发达眼柄支撑"颊部)胸鳍和鳃盖骨

缘具黑色素"消化管末端内侧或外侧色素均匀分

布"两颌生有小利牙"具脂鳍"发育过程除金焰灯

笼鱼外均具有发达扇形胸鳍"这些是灯笼鱼属仔

稚鱼共有形态特征'由基本外形分辨至属的水准

时"再根据计数形质 #如肌节数)鳍条数)脊椎数

等$)肛门在胚体中的位置)仔稚鱼两眼前后是否

具眼柄和眼部脉络组织形状"上下颌骨末端是否

具黑色素"胸鳍柄和鳍条间黑色素有无"尾部末

端)脂鳍和臀鳍基后缘是否具黑色素分布等发育

形态特征)及体型之高瘦与长短等综合起来"结合

成鱼的地理分布资料"以及该种分布区域的可能

性"可以将仔稚鱼确认到种的分类阶元
*31+

(

金焰灯笼鱼仔稚鱼形态较为奇特"头部非常

扁平"眼柄显著发达向两侧伸展"眼球前视"在发

育)变态过程中"眼柄逐渐缩短"变态完成后眼的

形状趋于正常'背鳍出现在背部鳍膜的边缘'消化

管在臀鳍起点前脱离身体而游离于体外"末端可

延伸至臀鳍末端( 栉刺灯笼鱼仔鱼外部形态特征

与双灯灯笼鱼)斑点灯笼鱼以及闪光灯笼鱼相似(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栉刺灯笼鱼与双灯灯笼鱼

眼睛无眼柄"斑点灯笼鱼与闪光灯笼鱼眼具眼柄(

栉刺灯笼鱼仔稚鱼体形细长"吻部也较长"尾柄末

端)脂鳍和臀鳍后缘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消化道

末端内侧具黑色素斑"胸鳍上无色素分布"鳃盖骨

下缘)颊部和胸下无色素分布"自胸鳍基末端至臀

鳍中部上方体中线上侧和腹囊后部具沿肌节分布

长条状黑色素"脉络组织细长"似钝锥状'双灯灯

笼鱼与栉刺灯笼鱼体型相近"脂鳍和臀鳍后缘也

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特别是尾柄末端具有 1 个

大黑色素斑"眼部脉络组织细长"似钝锥状"而体

中线上部"腹囊后部无沿肌节分布黑色素( 闪光

灯笼鱼仔稚鱼外形)吻部和脉络组织均较短"上)

下颌的色素多"胸鳍柄和鳍条上有许多大)小不同

的色素分布"鳃盖骨下缘)颊部和胸下各有一列点

状黑色素分布"脊索末端及尾部末端无星状黑色

素分布'而斑点灯笼鱼仔鱼胸鳍柄呈翼状"胸鳍柄

上有 3 个星状黑色素而鳍条上无色素分布"脊索

末端以及尾部鳍膜上具黑色素分布( 粗鳞灯笼鱼

尾柄末端)脂鳍和臀鳍后缘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

直肠上腹缘和肛门后缘各有一个黑色素"胸鳍柄)

鳃盖骨下缘和胸下具色素分布"且颊部和肩部具

长形色素"背窦前缘)背鳍基部前缘具 1 个黑

色素(

东方灯笼鱼仔稚鱼外部形态特征与发光灯笼

鱼
*12"14"17+

以及钝吻灯笼鱼相似"上下颌骨前端均

有星状黑色素"主要区别为东方灯笼鱼仔稚鱼直

肠下缘无黑色素"胸鳍柄下部具大小不等的星状

黑色素)胸鳍条间具许多沿鳍条分布的星状)点状

黑色素"脉络组织特别长"为眼长径的 153"发光

器发育较晚"体长达 7192 ::时才出现鳃盖条区

发光器 8C

3

'发光灯笼鱼仔稚鱼直肠下缘无黑色

素"胸鳍柄下缘具星状黑色素"胸鳍条间有许多沿

鳍条分布的星状)点状黑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

短小呈锥形"发光器发育较晚"体长达 7182 ::

时才出现鳃盖条区发光器 8C

3

*17+

'而钝吻灯笼鱼

仔鱼直肠下缘有一个黑色素"胸鳍柄和鳍条间没

有黑色素分布"鼻部背侧发光器 4D 和鳃盖条区

发光器 8C

3

出现较早#体长 4198 ::$"脉络组织

短小( 短颌灯笼鱼仔稚鱼的外部形态特征与粗短

灯笼鱼相似"上下颌骨前端均无星状黑色素( 主

要区别!短颌灯笼鱼仔稚鱼消化管下缘具一星芒

状黑色素从"胸鳍柄和鳍条间没有黑色素分布"眼

部脉络组织短小"呈钝锥形"发光器发育较晚"体

长达 7122 ::时才出现发光器 4D 和 8C

3

*12"14+

'

粗短灯笼鱼消化管下缘无色素分布"胸鳍柄下部

具大小不等星状黑色素"胸鳍条间有许多沿鳍条

分布的星状)点状黑色素分布"眼部脉络组织显著

长"呈锥状与眼长径等长"发光器发育较早"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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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12 ::时即出现发光器 4D 和 8C

3

*12"1/+

(

灯笼鱼未定种 :(/"1)3-7AF1仔稚鱼的外形

与钝 吻 灯 笼 鱼 有 所 相 似" 主 要 区 别 在 于!

:(/"1)3-7AF1鳃盖骨后缘的黑色素数量较钝吻

灯笼鱼多"听囊后缘具有黑色素分布'而钝吻灯笼

鱼仔稚鱼听囊后缘没有黑色素分布"但额部中部

的黑色素数量较 :(/"1)3-7AF1仔稚鱼多而且上)

下颌端各有一个星状黑色素以及直肠下缘有一个

黑色素分布( 由于资料有限"目前仅能鉴定为灯

笼鱼未定种 :(/"1)3-7AF1( / 种未定到种的灯

笼鱼 属 仔 稚 鱼 外 部 形 态 也 较 容 易 区 分"

:(/"1)3-7AF1稚鱼无眼柄"胸鳍柄与胸鳍条间无

色 素 分 布' 而 :(/"1)3-7 AF11

*12+

稚 鱼 和

:(/"1)3-7AF31

*17+

稚鱼具有眼柄"胸鳍柄与胸鳍

条上有许多大)小不同的色素分布( :(/"1)3-7

AF11和 :(/"1)3-7 AF31仔稚鱼区别主要在于

:(/"1)3-7AF11稚鱼脊索末端及尾部末端具星状

黑色素分布
*12+

"而 :(/"1)3-7AF31脊索末端及尾

部末端无星状黑色素分布
*17+

(

对各航次海上调查期间帮助采样的各位科研

人员以及$向阳红 28%!$实践号%和$向阳红 2:%

科学考察船船长!轮机长和全体船员谨致谢忱&同

时感谢农业部黄渤海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

站对本项研究给予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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