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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带鱼分种问题的初步研究
’

林 新 灌 沈 晓 民. 牵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要 19 72 年杨鸿嘉根据对下领齿和关节骨的研究
,

将东
、

黄海的带鱼 ( Tr 感硫落” 。 介对“ -

州, )分为
“
枪型齿带鱼

”
(叭加夕忿僻咖 咧甲`卯 )和“ 钩型齿带鱼气 .T 孙p雷

娜
S 砂p`

翻
` )

, 甚, 。
19 77 年

李信做等人又把带鱼分为
“
瘦带鱼气戮 夕印僻翻讹 )和

在

肥带鱼
”
( .T 王叩如姗 ) 两种

t , ’ .

为弄清

东
、

黄海带鱼的分种问题
,

本文作者自 19 52 年春至 1 954 年夏
,

于 2 8
产、

.

33
.

N
,

挂 3
尸、 J

126
.

E 海区

采集完好的带鱼标本 688 尾
,

重复了二人的工作
J

对鱼体量度进行了协方差分析
,

并对下领齿

型
、

关节骨
、

鳃耙等作了综合研究
。

研究的结果表明 : 东
、

黄海带鱼只有一个种
,

即 T
.

论哪盯“

Li
~

u o
17 邸 ;杨

、

李二人所定的两个种
,

或两个亚种 (型 )
,

就是同一个种
。

主题饲 东黄海
、

带鱼
、

分种

根据前人调查
,

东黄海存在四种带鱼
,

即带鱼 至分感hc 佩: 娜娜如翔
s 几血ea u , 1 758

、

小带鱼 .T 。 川石哪 s
份盯 1 8 3 1

、

沙带鱼 T
.

: 。 a 协 Cu
v

.

& va l
.

18 3 1 和隆头带 鱼 少助“ 卜

, 交叩 , Or i就 a ut 。 〔K hi m 、 h罗〕1 8 4 4
。

其中带鱼分布范围广
、

产量高
、

经济价值大
,

且资茸

比较稳定
,

是渔业生产的重要对象
。

带鱼的种名最早是由林奈根据南卡罗莱纳 (大西洋 )的标本定名
,

以后其他人又定了

别的名字
。

如 Cl 妙昭 ha 以哪。玩 F O r
众引 1 7 75

、

介玄叭佃姗 h a u

伽协 C u v
.

& V al
.

〔1 8 3 1 ]
、

介`眺`“ 犷“ ”
4

不。 , `“ 邝
s
孙夕。 `C二 5 T e

~
& S e h l

·

1 8 4 4 等
。

1 8 6 0 G位卫七五。 r r̀ , 在他的著作中

曾对 介店峨枷、 : 孙州。 、 :
、

介诫
。 、 : 扣夕。 感二 :

、

介坛亡几仇、 : 人a 。
、 协 作了描述

。

这三

个种除了背鳍鳍条数分别为 1 3 5 (大西洋 )
、

139 (日本海 》 和 127 一 13 3 (印度洋
、

印澳群

岛 )略有差异外
,

其他量度特征基本相同
。

根据我们过去的资料仁, 〕 ,

带鱼的背鳍鳍条数在

东黄海和粤东者为 1 34 一 146
,

在南海粤西的北部湾者为 131 一 1 41
。

因此我们认为
,

过去

所记录的带鱼是同一个种
,

都是带鱼的同物异名或是地区性亚种名
。

而作为种名
,

人们目

前都倾向于使用肠`。入俪: “ 吻扭、
。 L加旧朗 u o 1 7 5 8

。

1 9 7 2年
,

台湾的杨鸿嘉根据他对西太洋标本研究的结果
,
提出带鱼依下领齿型和关节

骨差异可分为两个亚种
,

并且定了两个亚种名
,

即介诚茗
~

:

卿如、
a 。 “ 夕。

刃
u nz 饭ge 二

1 8 4 4 和 介`叭孤“ , 肠州。

姗 肠州“ 娜“ L血D

~
。

1 9 7了年台湾的李信做等根据他们对合

湾近海带鱼的研究
,

发表文章支持杨的观点
,

并进一步把下领齿枪型者定 为瘦带 鱼 .T

为夕, 落、 : ,

下领齿钩型者定为肥带鱼 .T 妙椒, 两个种
,
于是带鱼分种间题再次引起人

们的关注
。

这次我们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

根据采集到的东黄海带鱼标本
,

重复杨
、

李二

顾惠庭同志提供了多篇文能徐兆礼
、

严正
、

陈卫忠参加了部分工作
,

均此致谢
。

沈晓民现为上海水产大学养殖系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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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作
。

虽然取样海区有限
,

但标本中已包含所谓的下领齿枪型和 钩型两类带鱼
。

现

将我们研究的结果报道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所分析的带鱼标本系 1 9 8 2一 1 9 8 4年采自北纬 2 8一 33
。 ,

东径 123 一 1 2 6
。

水域的

渔获物 (表 1
.

图 1
.

)
。

为便于分析两种齿型的带鱼
,

从肛长 15 。毫米至 3 50 毫米之间每隔

10 毫米作为一个肛长组 ; 另外再设肛长小于 150 毫米
、

大于 3 90 毫米及 3 5 0一 390 毫米之

间三个肛长组
。

这样一共有 部 个肛长组
,

每个肛长组均取 25 尾标本
,
共 575 尾标本

,

此

外
,

还有 11 尾标本难以确定齿型
,

我们也进行了观察
。

表 1 取样标本的批号
、

日期
、

尾数及地点

T a b el 1 T he b a ct h
,

d a et
, n u m 加 r a n d 川 a e e o f

mas
P l i n g

·

日 期
D 合七e S a nr P l jn g r l a e 。

] 9 8 2
甲

3
.

9

1 082
.

3
.

的

丈982
.

4
.

3

1 9 8卫
.

10
.

4

1 9 8 2
。

1 2
.

2

1蛇 3
。

1
.

2 7

I邻 3
。

5
.

12

19朋
.

7
。

] 6

19朋
.

8
`

19

1 983
.

8
。

26

1083
.

9
。

2 2

1 98月
.

10
.

10

」g以
.

6
.

即
1 98 4

.

7
.

3

1 98 4
.

7
,

16

] 9 8 4
.

7
甲

加

幼
0

1 5
,
2 8

0

茹
,
N

,

1 2 3
6
1 5 ,

一 1 2 4
0

1 5
,
E

邵
。

菊
,
双

,
123

。

萄
,
E

路
0

16
,

双
,

1邪
o

盯
,
E

81
。

肠
沪
一韶

o

1 6
I
N

,
124

冷
1 5

,

一 12 4
。

肠
,
E

3 0
0

娜
,

一肚
a

1 6
,
N

,
里2 3

0
4 5

,

一 12 4
.

肠
, E

2 9
,

O4
产
一的

q

1 0, N
,

12 3
0

4 9
,

一 1触
。

州E

2 8
0

4 5
,

一 2 9
0

1石
,
N

,

1 2 3
0

肠
,

一 1熟
0

1 5
, 包

2 9
.
10 ,

一3 1
.
1 0

,
N

,
1 2 3

0

心o
,

一 1然
。

铡E

肚
。

杨
,
N

,
1 2 3

0

4 5 , E

3 0
0

舫
,

一 3 2
。

的
,双

,
1部

0

4 5 产一 124
0
2以丑

3 1
0

10~
一
3 1

.
2 C

矛
双

,

123
.

即
沙E

韶
。
6了N

、

1邓
a

3 0 , E

幻
0
10 ,

一 3 0
0
1 5产N

,
工邵

0

4 0, 一 1邪
.

2 0产E

8()
O

1仪一 3 0
0

20产N
,

1 24
o

0()
,

一 1 24
0

3 0 , E

2 9
0

筋
,

一 8()
O

1 6敬
,

1 2 3
6
1 5

,

一1 2 5
0

4 5 , E

8 1
0

4石护一 82
0

1 6, N
`

1 2 4
0

协
,
E

抬22盯42巧肚1941择412510血101511!2忍4石786。10JI12邓封场加

本文观察和测量的项目包括鱼体量度
、

下领齿型
、

关节骨
、

鳃把数
、

上领齿数等项
。

各

项计量标准依上述作者的文献 〔了“
。

缘 )
、

离 )
。

鱼体 , 度

包括全长 (下领前端至尾端 )
、

肛长 (下领前端至肛 门后缘 )
、

头长 (下领前端至鳃盖后

体高 (肛门后方鱼体最高处 )
、

左眼眼径 (眼球露出部分 )
、

眼间隔 (两眼眶间最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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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本取样的站位

T he 级班 p li n g o at t lo n o f 日P e ci me
n 吕

.

2
.

下领齿型

我们对左右下领齿型进行了观察
,

除下领最前方一对钩形齿外
,

若其它齿都是枪形

的
,

称为枪型齿 (图 ZA )
,
其它齿出现钩形的

,

称为钩型齿 (图 Z B ) ,左右下领至少有一侧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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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带鱼的下领齿

人
.

枪型齿 B
.

钩型齿

矶9
.

T Z叭 el口 w二 j咖 认均让 of a l馆 a h e ed 恤 i rt公止

A
.

T h epo f n 加d t oo t h B
.

T 加 ba b r
ed 乞 0 0七 h

璧为钩形的
,
称为钩型齿带鱼

,

左右下领齿都为枪形的
,

称为枪型齿带鱼
。

我们对左右下

顺上钩形齿的位置
、

个数均做了记录
。

另外还观察了每尾标本替补齿的情况
。

3
.

关节骨

关节骨上部大的兰角部份称为上叶
,

上叶后缘向前突起部份称为背突 ,上叶以下部份

称下叶
,
下叶底边向前延伸部份称腹突

。

我

们对每尾标本的背突和腹突的相对位置都作

了观察
,

观察时水平线与垂直线放置如图 3
。

上叶后缘长度为 刀石 , 下叶底缘长度 为

V石 , 腹突尖端至背突垂直线距离为 D O
,

若

腹突尖端未达垂直线
,
D 口 为正值

,

超过垂直

线 D O 为负值 , 上叶后缘与下叶底缘之间的

夹角为 。 。

所有标本的 刃五
、

F工
、

D O
、

a 均做

记录
。

图 3

r i g
.

3

带鱼的左侧关节骨

T助 le f七 a此 i e ul 名 r bo n e

of 认 gr he
e a d ha ir 恤.il

4
.

鳃耙

取带鱼左侧第一鳃弓 (图 4 )
,

其咽鳃骨
、

上鳃骨
、

角鳃骨上长有瘤状小棘群
。

将鳃鳃

置于解剖镜下观察
,

一个瘤状小棘群作为一

个计数单位
,

解剖镜可见的全部瘤状小棘群

均计数
,

计数范围包括咽鳃骨
、

上鳃骨
、

角鳃

骨上所有的瘤状小棘群
。

5
.

上领齿数

上领前端几个大的钩状齿有脱落替补现象
,

数目很不一致
,

故规定从大的钩形齿后面

伟一个牙齿开始计数
,

至最后一个牙齿为止
,

个别正在替补的牙齿不计
。

左右上领齿数都

作了记录和统计
。

另外
,

对每尾标本我们还做了其它基础生物学测定
,

包括性别
、

成熟度
、

体重等
。

我们所测量的鱼体标本均要求完整
、

尾梢无缺损
、

以免造成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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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 带鱼左侧第一鳃弓〔C 是咽鳃骨和下鳃骨的分界点 )

F i g
.

T h 4 el ef t f i喊 g工 la l犷 eho f h rg h e ead ha i r协 11,

( C 15 t h旧 bo 皿面
了y p o i此

o f ee ar ot b ar
u 一比该 l a

此 il y P o b ar 企 。 il 工a l )
o

结 果

1
.

鱼体 t 度

在 586 尾标本中
,

枪型齿带鱼 2 84 尾
,

钩型齿带鱼 2 91 尾
,

n 尾既不是枪型齿又不是

钩型齿
。

为便于计数 比较
,

我们从 2 91 尾钩型齿带鱼中选取 2 84 尾
,

加上所有 2 84 尾枪型

齿带鱼
,

用我们自己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和我所 口公~ 7 09 计算机作了五个项目的协方差分

析
。

这五个项目是全长对肛长
、

全长对头长
、

全长对体高
、

头长对眼径
、

头长对眼间隔
。

对

子原程序和输入数据的正确性
,

我们都一一作了检查
。

图 5显示出各项相关分析的结果
。

表 2 列出了五个协方差分析的 F 值和 F
。

值
。

表

2 中 A 是我们计算的结果
,
B 是李信撤的结果

,

两个结果大不相同
。

根据我们 的结果
。

两

类带鱼在五个项目的相关关系上差异不显著
,
也就是说两型带鱼在体形方面不存在杨

一

`

李

二人所说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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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枪型齿和钩型齿带鱼鱼体量度相关关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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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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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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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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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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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

Y
: 二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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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拼劲 ( r : , 0
.

盯么冷 , 1 ) ]

2
.

下领齿型

通过对下领齿型的观察
,

我们看到
,

有约占总取样数 2拓标本的牙齿很难确定其究竟

属于枪型还是钩型齿
,

它们的形态介于枪型齿和钩型齿之间
,

而且这些标本的肛长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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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协方差分析 F 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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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毫米的几乎都是枪型齿
,

肛长 190 一3 10 毫米枪型齿的百分比数逐渐减小
,

钩型齿的

百分比数逐渐增大
,

在 2 3 0一 240 毫米之间枪型齿和钩型齿的百分比数相接近
,

在 340 毫

米以上则几乎都是钩型齿
。

这一点与花浏 〔 , 二所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

可以认为齿型的

变化与肛长变化有关
。

3
.

关节骨

若背突超过腹突
,

我们记为 D > V
,

若背突与腹突在同一垂直线上
,

我们记为 刀 = V
,

若腹突超过背突
,

我们记为 V > D
。

在全部标本中
,

D > V 个体占 91 终
,

D 二 V 个体 占

4多
,
D < V 个体占 4拓

,

还有 1环的个体一侧是 D = V
,

另一侧是 D < V
。

从表 3 可见
,
在肛长 2 30 毫米以前

,

随着肛长逐渐增大
,

D O 值逐渐变 大
,
达 2 20 毫

米时 刀口值最大 ,肛长大于 2 30 毫米时
,

随着肛长逐渐增大
,
D O 值逐渐变小

,
最后一个肛

长组的 D O 值出现负值
。

当关节骨较小时
,

由于关节骨本身很小
,

因而 刀O 值 也小
。

以

表 3 各肛长组的 D L J 旧 及 】沁 /D L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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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比 刀五 捎除关节骨大小的影响
,

D O 值随肛长变大而变小的趋势就更清楚
。

当肛长增大到 29 。 毫米时
,

开始出现 刀 = V 的标本
,

达到 32 。毫米时
,

出现了 D < V

的标本
,

而且随着肛长增大 D < V 和 D = V 的标本增多 (表 4)
。

因此
,

关节骨背腹突相对

位置的变化也是同肛长变化相关
。

表 4 不同肛长组中 D < V
、
D 二 V 标本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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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叶后缘和下叶底缘之间的夹角 a 测量的结果 (表 5 )以及上叶后缘相对增长速率和

下叶底缘相对增长速率对照的结果 (表 6 )回答了为什么肛长增大
,

D O 值减小
。

一方面
,

在带鱼生长过程中
, “ 角逐渐增大

,

使上叶后缘后仰而造成 D O 值变小
,

当上叶后缘后仰

到一定程度时
,

就造成 D < F 的情况
。

另一方面
,

根据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原理
,

定

关节骨上叶后缘相对增长率为 (刃五
`一 刀几 ) /刀石

: ,

下叶底缘相对增长率为 ( F 五
` 一 F 工

:

)/

F 工
: 。

由表 6 可见
,

除第 5一 10 个肛长组上叶后缘增长率较大
,

加上 。 角变化较小 (表 5 )
,

故 刀口 值有增大趋势外 (表 4 )
,

在带鱼的其余生长过程中
,

下叶底缘相对增长率都大大超

过上叶后缘
。

可见
,

下叶底缘增长比上叶后缘快
,

这也是随肛长变大 刀O 值变小的一个

重要原因
。

召 表 5 不同肛长组 a 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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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鳃把

带鱼鳃耙数平均值为 41
.

1 3
,

其中角鳃骨鳃耙数平均值为 25
.

33
,

上鳃骨与咽鳃骨鳃

耙数和的平均值为 15
,

80
。

枪型齿的鳃耙数平均值为 3 9
.

8 ,
钩型齿的是 42

、

3
。

这一结果

同花澜的结果比较接近 , 同杨
、

李两人的结果— 枪型齿鳃耙数者平均值为 3 1
.

6
,

钩型齿

者为 19
.

4 比较
,

相差甚远
。

5
.

上领齿数

枪型齿和钩型齿带鱼上领齿数相差不大
,

异
。

575 尾标本左上领齿数的平均值是 10
,

7 5
,

析出什么结果
。

有时同一个体左右上领齿数却有较大的差

右上领齿数为 10
.

88
,

对上领齿数没有分

讨 论

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
,

李信撒等人分带鱼为两个种的主要依据是
:

一种下领齿型为枪

型齿
,

另一种为钩型齿
。

前者关节骨腹突超过背突
,

鳃耙数平均为 3 1
.

6 ,

眼间隔小于眼径
,

后者关节骨腹突不超过背突
,

鳃耙数平均为 1 9
.

4
,

眼间隔等于眼径
。

另外通过 5 个协方

差分析
,

表明两者在形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

我们时东海带鱼标本的观察
,

得到的结果和

他们的大不相同
。

首先
,

齿型变化是与肛长变化相关的
。

随着肛长增大
,

枪型齿带鱼所占百分比越来越

小
,

钩型齿所占百分比越来越大
。

有些标本的下领
,

一侧是枪型齿
,

另一侧是钩型齿
,

还有

少数标本难以确定其齿型
。

其次
,

关节骨背腹突的相对位置的变化也是与肛长变化相关

的
,

随着肛长增大
,

关节骨的 。 角逐渐增大
,

关节骨下叶底缘的增长大于上叶后缘的增长
。

还有一侧是 D = r
,

另一侧是 刀> F 的标本和两侧都是 D 二 V 的标本也存在
。

另外
,

两

型带鱼鳃耙数差别不大
,

协方差分析所显示的形态上差别并不是如同杨鸿嘉
、

李信撇二人

的结果那样
。

由此
,

我们认为取样范围内的带鱼只存在一 个 种
,

即 肠众无你愧; 阮州懈“

口仙叨
u s 1 7 5 8

。

从李信撤 〔. J文章来看
,

他们认为离台湾不远的沿岸
,

瘦带鱼占 61
.

36 拓
,

肥带鱼占

38
.

64 拓
,

近海区及离台湾较远处几乎全为瘦带鱼
。

由于地理条件限制
,

我们难以取到台

湾沿岸的带鱼标本
,

因而无法排除那里带鱼可分为两个种的可能性
。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

定
,

枪型齿和钩型齿带鱼的分布不仅仅局限在台湾沿岸
,

至少东黄海和对马海峡均有分

布〔 , , 。

我们所取到 的枪型齿带鱼相当于瘦带鱼
,

而钩型齿带鱼相当于肥带鱼
,

从形态上看

它们属于同一个种
。

因此
,

我们认为李信撤等人提出的瘦带鱼和肥带鱼系属于同一个种
,

即介棘如
r讹 肠夕如犷哪 U n

~
u , 1 7 5 8

。

顺便提一下
,

台湾杨鸿嘉
、

李信撤两人的文章还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

例如
,

他

们首先根据齿型把带鱼分成两种类型
,

在此基础上找其它方面的差异
,

但是他们的文章 〔月

又提到
,

齿型不是区分两种带鱼可依赖的标准
,

这样就否定了他们自己工作的基础
。

此外
,

我们还认为
,

下领齿型和关节骨腹突相对位置是否可以作为带鱼分种的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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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值得商榷的
。

作为分种的标准
,

首先必须是非分明
,

不允许似是而非的个体存在
。

在

分类上
,

如果找到中间型的个体
,

就说明两者在此特征上尚未分离
,

按此类特征来定种显

然是不合适的
。

其次
,

作为分种标准还应该具备稳定性
。

根据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

带鱼下

领齿型随着肛长变化而变化
,
同时还存在一些介于两型之间和左右两侧特征不一致的标

本
,

所以带鱼下领齿型不适合作为分种的依据
。

而关节骨背腹突的相对位置随 。 角度变

化而变化
,

也存在 D = V 和左右侧关节骨
、

背腹突相对位置特征不一致的标本
,

所以带鱼

的关节骨背腹突相对位置也不适合作为分种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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