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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采自杭州湾湾口、日本有明海和四万十川沿岸碎波带的天然花鲈仔稚鱼, 研究比较了三者的外

部形态、脊椎骨数、背鳍和臀鳍支鳍骨数的差异。杭州湾湾口和有明海水域的花鲈样本,体侧黑色素较少; 吻

长、体高和体长比相对较小; 脊椎骨数分别为 35, 35. 25? 0. 25;背鳍支鳍骨的平均值分别为 25. 33, 25, 均比四

万十川的样本脊椎骨数( 36)和背鳍支鳍骨的平均值( 26)为少, 探明了杭州湾湾口和有明海的花鲈仔稚鱼在特

征上存在着相似性,与四万十川的样本有显著的差异。根据中国产花鲈的形态特征, 对中国花鲈的学名进行

了探讨,认为中国花鲈的学名应该为 Lateolabrax maculates ( McCle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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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mperate bass, Lateolabrax maculatus , collected by a seine net from the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China, and

Ariake Bay and Shimanto estuary of Japan were described and compared based on morpho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number of

vertebrae, dorsal and anal pteryg iophores in postflexion larval and juvenile stage. The results were revealed that specimens from the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and Ariake Bay were very similar, not only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on internal skeleton

above. However both differed markedly from the specimens of Shimanto estuary in the pattern of pigmentations, proportion of the

snout and body depth to standard length, the mean number of vertebrae and dorsal pterygiophores. Thes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o ved the similarity of temperate bass from the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and Ariake Bay. There are some obvious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emperate bass either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s or adult. These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temperate bass should be distinct species. The scientific name of Chinese temperate

bass should be changed to Lateolabrax maculates ( McClellan) .

Key words: Lateolabrax maculatus ; the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Ariake Bay ; Shimanto estuary ; larvae and juvenile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花鲈 ( Lateolabrax maculatus)又称鲈鱼, 隶属 于鲈形目、鱼旨科、花鲈属, 是名贵经济鱼类,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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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朝鲜、日本沿海
[ 1, 2]
。近年来, 围绕着中

日两国花鲈种的归咎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

面的研究[ 2- 10]。Yokogawa 和 Seki[ 5]基于台湾和

日本香川县人工繁殖的花鲈成鱼样本, 研究比较

了中国产和日本产花鲈种群的差异, 提出中、日

花鲈无论在形态上(侧线鳞数目、鳃耙数以及外

部色素分布)还是在同工酶、营养成分上均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楼东等
[ 7, 8]
和王远红等

[ 9]
分别分

析比较了中日花鲈的营养成分和生化遗传变异,

提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但并没有涉及到有明海

产花鲈的研究。中山等[ 10]研究比较了台湾人工

繁殖和日本产花鲈仔稚鱼的外部形态、脊椎骨、

背鳍和臀鳍支鳍骨的差异。Kinoshita 等[ 11, 12]和

Fujita等[ 13]比较了有明海与四万十川花鲈仔稚

鱼,发现有明海产与日本其他海域产花鲈仔稚鱼

在色素、脊椎骨数目、背鳍和臀鳍支鳍骨数目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提出了在日本沿海存在着有明

海产和其他水域产的两种不同类型花鲈, 有明海

花鲈具大陆依存性的观点。尽管中山等
[ 10]
对此

观点存在着异议,但与其他学者[ 5, 6]一样均未能

直接从采自中国的样本进行比较论证。

我国在花鲈的早期生活史研究方面虽然已

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14- 19]

, 但从仔稚鱼形态方

面还未曾有中日花鲈的比较研究。为了进一步

探讨中国产花鲈与日本产花鲈之间的异同性,本

研究基于杭州湾湾口沿岸碎波带采集到的花鲈

仔稚鱼,与日本有明海和四万十川沿岸碎波带的

花鲈仔稚鱼形态特征进行了比较,旨在为进一步

确定种的地位提供更有效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材料

中国花鲈稚鱼样本( 17尾,体长 14. 9~ 24. 0

mm)于 2003年 4 月和 2004 年的 3- 4月用小型

拖网( 1 m @ 4 m ,网目 1 mm)采集于杭州湾湾口

舟山朱家尖东沙沙滩碎波带;日本有明海花鲈稚

鱼( 30尾,体长17. 8~ 32. 8 mm)于2003年 3月 16

日和 4月 16日, 四万十川花鲈仔稚鱼( 126尾,体

长9. 6~ 25. 5 mm )于 1988 年 5月 19日, 用同样

方法分别采集于有明海和四万十川沿岸碎波带

(图 1)。

图 1 采样点站位图

Fig. 1  Map showing sampling sites of larval and

juvenile Lateolabr ax maculates

n :杭州湾湾口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u : 有明海 Ariake

Bay; w :四万十川 Shimanto estuary

1. 2  研究方法

采集方法   在海边水深 0. 5~ 1. 5 m 的沙

滩碎波带水域, 用小型拖网由两人步行沿海岸线

平行方向拖网, 每网 2 min, 拖网距离大约 50 m。

采集的样本,在现场用 5%海水福尔马林固定,室

内换成75%的酒精固定。

观察方法   在带目微计的 Olympus SZ 解

剖镜下测量仔稚鱼的体长、头长、吻长、体高、肛

门前长和尾柄长。按 Kendall 等[ 20]划分发育阶

段。中国花鲈学名按伍汉霖
[ 21]
。

按照 Dingerkus和 Uhler[ 22]硬骨- 软骨双染

色透明技术对 3个水域共 10尾花鲈仔稚鱼染色

透明后,计数脊椎骨、背鳍支鳍骨、臀鳍支鳍骨以

及头部的泪骨、眶上骨、前鳃盖骨、主鳃盖骨、下

鳃盖骨、间鳃盖骨、后颞骨、上匙骨棘的数目。

2  结果

本研究的花鲈仔稚鱼是后弯曲期仔鱼(体长

9. 60~ 14. 5 mm )和稚鱼(体长 14. 5 mm以上)。

2. 1  外形特征
相对生长   表 1列出了头长、吻长、体高、

肛门前长及尾柄长占体长比例的平均值。三水

域花鲈仔稚鱼的头长、肛门前长和尾柄长与体长

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杭州湾湾口产和有明

海产样本的吻长要明显小于四万十川产样本的

吻长,而体高则要大于四万十川产样本(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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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个水域产花鲈仔稚鱼体形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length of head, snout, preanal, caudal peduncle length and body depth

in standard length in larval and juvenile Lateolabrax maculatus from three areas

杭州湾湾口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2003-04-15 2004-03-11 2004-04-11

 
有明海

Ariake Bay

2003- 03-16 2003-04-16

四万十川
Shimanto estuary

1988-05-19

尾数
number

9 1 7 10 20 126

体长范围 ( mm)
region of SL

14. 9~ 20. 5 15 16. 0~ 24. 0 17. 8~ 19. 4 24. 0~ 32. 8 9. 6~ 25. 5

头长( mm)
head length

29. 45? 0. 35 29. 33 31. 31 ? 0. 40 29. 52? 0. 61 34. 66 ? 0. 40 32. 74 ? 0. 15

吻长( mm)
snout length

7. 36 ? 0. 21 6. 67 7. 82 ? 0. 15 7. 47 ? 0. 25 8. 83? 0. 24 9. 09 ? 0. 07

体高( mm)
body depth

24. 08? 0. 43 22 25. 82 ? 0. 28 22. 54? 0. 39 25. 12 ? 0. 36 20. 93 ? 0. 17

肛门前长( mm)
preanal length

62. 38? 0. 45 63. 33 63. 60 ? 1. 24 63. 83? 1. 24 66. 08 ? 0. 90 62. 80 ? 0. 22

尾柄长( mm)
caudal peduncle length

18. 25? 0. 28 15. 33 20. 52 ? 0. 32 18. 84? 0. 59 18. 99 ? 0. 20 20. 26 ? 0. 11

  色素   杭州湾花鲈稚鱼的色素较少, 体

长18. 5 mm 的样本中,色素主要分布在第二背鳍

和臀鳍的基部、头背部及吻端; 体侧散布着数个

色素(图 2-A)。体长 20. 9 mm 个体的色素也主

要分布在第二背鳍和臀鳍的基部,同时躯干部和

尾部也有数个色素(图2-B)。有明海花鲈稚鱼的

色素分布与杭州湾的样本有同样的趋势, 体长

20. 7 mm 样本中,色素主要分布在第二背鳍和腹

鳍的基部、躯干部下侧方也有数个色素(图 2-C)。

四万十川样本的色素则明显比杭州湾和有明海

样本多,体长15. 1 mm 的样本中, 沿第二背鳍、臀

鳍基部以及尾部侧中线, 色素分别排列成一列,

分别向后延至尾柄中部。躯干部及尾部散布着

许多大型色素, 在口前部及眼后方均分布着大量

色素(图 2-D)。体长 16. 9 mm 的个体, 色素的分

布更趋浓密,除颊部和胸部外,几乎布满全身(图

2-E)。

  头部棘   表 2中列出了 3个水域不同体

长花鲈仔稚鱼头部棘的变化,可以看出头部的泪

骨、眶上骨、前鳃盖骨、主鳃盖骨、下鳃盖骨、间鳃

盖骨、后颞骨、上匙骨棘的出现,随着生长发育 3

个水域样本头部棘的出现重叠交叉现象。

2. 2  脊椎骨、背鳍、臀鳍支鳍骨

杭州湾湾口花鲈稚鱼的脊椎骨平均数( X=

35)和有明海样本的平均数( X = 35. 25 ? 0. 25)要

小于四万十川的样本( X= 36) , 杭州湾湾口、有明

海稚鱼和四万十川产花鲈仔稚鱼背鳍支鳍骨的

平均值分别为 25. 33, 25, 26,可以看出, 四万十川

花鲈仔稚鱼的背鳍支鳍骨数目要比其他两水域

样本的背鳍支鳍骨略多。三水域仔稚鱼的臀鳍

支鳍骨数基本上在 9~ 11数之间变动, 不存在明

显的差异(表 3)。

图 2  3 水域花鲈稚鱼的形态特征

Fig .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olabrax maculatus juvenile from three areas

杭州湾湾口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A) 18. 5 mm, B ) 20. 9

mm; 有明海 Ariake Bay [ 11] : C ) 20. 7 mm; 四万十川 Shimanto

estuary [ 12]: D ) 15. 1 mm, E) 16. 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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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个水域产花鲈仔稚鱼头部棘的数目

Tab. 2  Comparison of head spine numbers in larval and juvenile

Lateolabrax maculatus from three areas

杭州湾湾口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2003-04-15 2004-03-11 2004-04-11

 
有明海

Ariake Bay

2003- 03-16 2003-04-16

四万十川
Shimanto estuary

1988-05-19

泪骨
lachymal

2~ 3 1 0~ 2 0~ 2 0 0~ 2

眶上骨
supraorbital

5~ 7 6 3~ 7 8~ 12 0 0~ 6

前鳃盖骨
preopercle

6~ 10 4 4~ 10 6~ 9 7~ 11 3~ 13

主鳃盖骨
opercle

1 1 1 1 1 1

下鳃盖骨
subopercle

0~ 1 0 0~ 2 1~ 3 0~ 3 0~ 2

间鳃盖骨
interopercle

2~ 5 2 2~ 4 1~ 5 0~ 5 0~ 5

后颞骨
posttemporal

4~ 6 6 5~ 6 2~ 5 2~ 5 0~ 7

上匙骨
supracleithrum

1~ 3 2 2~ 3 1~ 2 0~ 2 0~ 3

表 3 3个水域产花鲈仔稚鱼脊椎骨、背鳍和臀鳍支鳍骨的数目

Tab. 3 The number of the vertebrae, dorsal and anal pterygiophores in larval and juvenile

Lateolabrax maculatus from three areas

杭州湾湾口
mouth of Hangzhou estuary

2003- 04-15 2004-04-11

 
有明海

Ariake Bay

2003-03-16 2003- 04-16

四万十川
Shimanto estuary

1988-05-19

体长( mm)
region of SL

15 16. 4 22 17. 8 19. 2 24. 8 27. 3 12. 3 13. 8 16

脊椎骨
vertebrae

35 35 35 35 35 36 35 36 36 36

背鳍支鳍骨
dorsal pterygiophores

26 25 25 25 25 25 25 26 26 26

臀鳍支鳍骨
anal pterygiophores

9 10 9 10 10 9 10 9 9 11

3  讨论

3. 1  中国花鲈的学名问题

自成庆泰[ 1]首次在我国使用了花鲈的学名

Lateolabrax japonicus 以来, 各地方的鱼类学专著

以及学术论文中均采用了该学名。尽管冯昭信

等[ 2]详细介绍了日本学者横川浩治 1995年研究

花鲈属( Lateolabrax )分类的结果, 但在其专著中

仍然采用了 Lateolabrax japonicus , 至 2002年伍汉

霖[ 21] 首次将中国花鲈的学名改为 Lateolabrax

maculatus。日本许多学者曾从形态学、同工酶和

营养成分上等方面比较研究了中日花鲈的差异,

提出了中国产花鲈与日本产花鲈是别种的观

点
[ 2- 10]

。中坊
[ 3]
将中国产花鲈定名为��Ê �

���(大陆花鲈) ( Lateolabrax sp. ) ,并在日本的

鱼类专著中采用[ 4]。而横川浩治从形态学、遗传

学等方面研究了花鲈属的分类, 提出在日本有 3

种花鲈属的种类,其中根据McClelland氏 1844年

的记载,虽然将中国花鲈学名纠正为 Lateolabrax

maculates( McClelland) [ 23] , 但在其近年的研究中

却又采用了 Lateolabrax sp.的学名[ 6, 24]。由此可

以看出关于中国产花鲈的学名仍存在着不同的

意见。纵观本研究中 3 个水域产的花鲈稚鱼形

态特征的差异(表 1~ 表 3, 图 2) ,日本产花鲈确

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有明海产花鲈和日

本其他水域产花鲈。然而,有明海产花鲈与杭州

湾湾口产花鲈, 无论是从仔稚鱼体表的色素分

布、还是脊椎骨数、背鳍支鳍骨数看,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可以推断有明海产花鲈与中国产的花鲈

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而与日本其他水域产花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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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据此本研究认为, 中国花鲈

的 学 名 应 该 采 用 Lateolabrax maculates

(McClelland)较为合适。

3. 2  中国产花鲈与日本产花鲈的异同性

比较 3个水域花鲈仔稚鱼体表的色素分布,

可以明显地看出杭州湾湾口和有明海产花鲈稚

鱼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即体侧仅散布少量色

素,而与四万十川的样本体表上密布着个体较大

色素的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而可以从色素

分布模式上进行有效区别。虽然头长与体长的

比例与 Yokogawa 等[ 5] 对成鱼研究的结果相一

致,但 3个水域样本中, 四万十川的样本的脊椎

骨和背鳍支鳍骨平均数均要多于杭州湾湾口与

有明海的样本的结果却与之相反,而与 Kinoshita

等[ 11] 的 结论 相 吻合。所 以, 日 本 产花 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与中国产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es)仔稚鱼在色素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但成鱼体侧的黑斑则相反, 前者体侧无黑斑, 仅

在体长小于 250 mm 的幼鱼具小于鳞片的黑斑,

且吻较长; 而后者的体侧具许多大于鳞片并散布

到侧线以下的黑斑, 且吻较短[ 3]。据此可以鉴别

两者的幼鱼和成鱼。

2002年,横川浩治从形态学和同工酶角度总

结了多年来对有明海产花鲈成鱼种群的研究,指

出有明海产花鲈具有类似于日本其它地方产花

鲈和相似于中国产花鲈的类型外,还存在着后两

者的中间类型, 从而提出了有明海产花鲈是日本

产花鲈与中国产花鲈杂交种群的可能性[ 5, 24]。

尽管该结果还没有被证实,但在日本许多地方沿

海大量发现了从养殖场逃逸的中国花鲈的事实,

为该假设的成立提供了可能的证据。

Kinoshita等[ 11]比较研究了有明海筑后川河

口水域和日本其他水域产的花鲈仔稚鱼, 指出有

明海与日本其他水域产的花鲈仔稚鱼在形态上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并提出了有明海花鲈是中

国、朝鲜半岛花鲈的遗存种或者是有明海独立分

化种的可能性。除花鲈以外, 有明海还具有许多

特有种, 如 刀鲚 ( Coilia nasus )、大 弹 涂鱼

(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斑 尾刺虾 虎鱼

( Acanthogobius hasta )、 红 狼 牙 虾 虎 鱼

( 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 )等其他鱼类均在我国

黄海、东海普遍存在[ 25- 29] , 这与有明海、中国黄

海、东海具有较大的潮差、发达的涨落潮系统和

沿岸具相似的辐射状滩涂有关
[ 30]

, 结合亚洲大

陆板块学说, 在日本仅有明海保留了原有的环

境,许多学者提出了有明海的许多鱼类是/大陆

沿岸遗存种0的理论[ 28]。虽然中山等[ 10]基于来

自台湾的花鲈孵化的仔稚鱼的外部色素特征以

及参考我国对花鲈早期发育的研究[ 14]对以上的

观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本研究对天然花鲈仔稚

鱼的研究结果, 外部色素分布样式与 Kinoshita

等[ 11]完全一致, 认为有明海花鲈存在大陆依存

性的较高可能性。对于中山等[ 10]的争议, 是否

存在人工孵化与天然样本之间或者种群之间差

异,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本研究仅在外部形态特征及部分内部骨骼

方面对三水域花鲈仔稚鱼的异同性进行了探讨,

为了更有力地证明有明海花鲈的大陆沿岸依存

性以及进一步确定和考证中国花鲈的学名问题,

还有待于对不同的种群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进行

考证。

本研究承蒙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首席

学术顾问伍汉霖先生提供宝贵的意见, 日本高知

大学海洋生物教育研究中心稚鱼研究室的青山

大辅君提供有明海和四万十川的花鲈仔稚鱼样

本,在野外采集过程中, 得到了浙江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楼宝高级工程师的大力协作,在此表示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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