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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仿石鲈科鱼类目前存在的分类争议问题!测定了仿石鲈科&+3?:I0;N3?'!金线鱼

科&%?:;B@?E;N3?'!眶棘鲈属&6)+/+%-(-'等相关科属共 // 种鱼类 EK=2 基因部分序列!利用最

大简约法&27法'和贝叶斯分析法&9)法'!并以黄鹦嘴鱼作为外类群构建分子系统进化树"

结果显示!// 种鱼类共形成三大类群!其中仿石鲈科 9 个属聚成一类群!金线鱼属和眶棘鲈属

的种类聚成另一类群!眶棘鲈属未能与仿石鲈科形成单系" 同时!基于属间遗传距离比较!眶

棘鲈属与金线鱼科的遗传距离比其与仿石鲈科各属的遗传距离要小得多!表明眶棘鲈属与金

线鱼科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支持眶棘鲈属隶属于金线鱼科的观点" 此外!传统分类资料中归类

于仿石鲈科的髭鲷属&2.%./+4&3$-'也没有与仿石鲈科聚成单系!而是独自形成一支!位于进

化树基部!显示出髭鲷属与仿石鲈科关系较远!与近年来认为髭鲷属应该从仿石鲈科中划分出

去的结果一致" 在仿石鲈科内部!少棘胡椒鲷属 &:(.4*.00.'中的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

&"/&)#+*8(3)8,-'的种类关系很近" 在进化树上!少棘胡椒鲷位于胡椒鲷属的内部!花尾胡椒

鲷最先分化出来!位于该分支基部!支持少棘胡椒鲷归为胡椒鲷属!名称沿用原来的学名胡椒

鲷的观点"

关键词! 仿石鲈科# 眶棘鲈属# 髭鲷属# 少棘胡椒鲷属# 系统发育# 重组激活基因

中图分类号! D40914# *:4018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仿石鲈科 #+3?:I0;N3?$ 鱼类隶属鲈形目

# 7?EA;X/E:?F$ 鲈 亚 目 # 7?EA/;N?;$ 鲈 总 科

#7?EA/;N3?$"为世界性温带及热带近海鱼类"世

界上已报道的石鲈科鱼类大致可分为 40 属约

413 种"归于石鲈亚科 #+3?:I0;>3?$与胡椒鲷亚

科 #70?A@/EP4>AP;>3?$ 两个亚科
'4(

) 在我国"有

8 <0 属 23 </2 种
'2 61(

) 其中许多种类是世界上

重要经济食用及观赏鱼类)

基于形态学研究方法"仿石鲈科一些种"属的

分类还存在争议"皆因仿石鲈科许多近缘物种形

态相似"且同一种鱼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体色和斑

纹常发生巨大变化"幼鱼与成鱼形态截然不同"给

传统的形态分类鉴定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国仿石

鲈科 鱼 类 目 前 大 致 分 为 7 个 属! 石 鲈 属

#"+0.1.-$-$"矶鲈属 #".*.%*(-#(%+0.$"髭鲷属

#2.%./+4&3$-$"胡椒鲷属 #"/&)#+*8(3)8,-$"少棘

胡椒鲷属 #:(.4*.00.$和眶棘鲈属 # 6)+/+%-(-$)

其中少棘胡椒鲷属"眶棘鲈属"髭鲷属的分类存在

争议"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于其在仿石鲈科中的归

类地位意见不一
'2"8"7 643(

) 尤其是眶棘鲈属的分

类"至今还没见分子水平的研究报道) 利用合适

分子标记对仿石鲈科鱼类进行系统进化构建"是

解决其分类问题的关键)

重组激活基因#E?A/:=;>3@;/> 3A@;M3@;>J J?>?F"

$&TF$是脊椎动物特异性免疫反应的关键基因"它

由 EK=4 和 EK=2 两个基因组成"其编码的蛋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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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识别免疫球蛋白 ;::I>?J0/=I0;>")J 和 K细

胞表面受体 K-$的 .&5+&!基因片段两侧的重组

信号序列#E?A/:=;>3@;/> F;J>30F?VI?>A?"$**$"引

起 .#5$!重排"是 )J 和 K-$库多样性的形成的

主要原因
'44 64/(

) 此外"$&TF在进化过程中非常

保守"不同物种之间其碱基组成差异很小"是比较

可靠的核基因分子标记) 而 EK=2 基因分子大小

适中"不含内含子"序列容易获得"在国外已经广泛

运用于硬骨鱼类系统进化分析的研究
'48 640(

)

本实验通过研究 EK=2 基因片段序列"在分子

水平上对仿石鲈科和金线鱼科共 // 种鱼类系统发

育进行分析"初步揭示仿石鲈科鱼类及其争议种类

之间的亲缘关系"解决其分类混乱的问题"并为今

后其它鱼类的分子系统发育研究提供借鉴)

45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

实验样品于 2339 年 44 月*2343 年 7 月分别

在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进行野外采集"此外部分

材料采自于西印度洋海区"大洋洲新喀里多尼亚及

北美部分海域) 西印度洋非洲沿海的样品由南非

水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I@P &XE;A3> )>F@;@I@?X/E

&VI3@;A9;/N;M?EF;@4"*&)&9$标本管理员 9?E>3EN

23H?>L;?教授提供%北美海域的样品由美国堪萨

斯大学 &>NE?W9?>@0?4 教授提供%大洋洲的样品由

岛国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泻湖水族馆#&VI3E;I:

N?F'3J/>F$!?3>8'/I !IF@;>?教授提供) 共采集到

仿石鲈科"金线鱼科 #%?:;B@?E;N3?$"眶棘鲈科

#*A/0/BF;N3?$以及部分鲷科#*B3E;N3?$"裸颊鲷科

#'?@PE;>;N3?$"

#

科 #-3E3>J;N3?$等鱼类标本 /4

种) 此外"从 T?>93>H 上下载了 科#*?EE3>;N3?$"

舵鱼科#Q4BP/F;N3?$和作为外类群的隆头鱼亚目

#'3=E/;N?;$鹦嘴鱼科#*A3E;N3?$黄鹦嘴鱼# 6).*,-

>*&3.#,-$一起进行系统进化分析) 取所采材料的

肌肉或尾鳍固定于 :1C的乙醇中) 标本种类与来

源见表 4)

表 %'实验材料的种类和来源

012&%'KB5!45617;6@:3!56@A/185341E6

科 X3:;04 属 J?>IF 种 FB?A;?F 标本来源 F/IEA?

内类群

鲈亚目 7?EA/;N?;

仿石鲈科 +3?:I0;N3? 髭鲷属 2.%./+4&3$- 斜带髭鲷 2D3(#&3- 广东"深圳

胡椒鲷亚科 70?A@/EP4>AP;>3? 少棘胡椒鲷属 :(.4*.00. 少棘胡椒鲷 :D%()#,0 广东"深圳

胡椒鲷属 "/&)#+*8(3)8,- 花尾胡椒鲷 "D)(3)#,- 广东"深圳

东方胡椒鲷 "D+*(&3#./(- 海南"三亚

斜纹胡椒鲷 "D/(3&.#,- 海南"三亚

四带胡椒鲷 "D1(.4*.00,- 海南"三亚

斑胡椒鲷 "D)8.&#+1+3+(1&- 海南"三亚

矶鲈属 ".*.%*(-#(%+0. 三线矶鲈 "D#*(/(3&.#,0 广东"阳江

石鲈亚科 +3?:I0;>3? 石鲈属 "+0.1.-$- 大斑石鲈 "D0.),/.#,- 广东"深圳

断斑石鲈 "D8.-#. 广东"阳江

银石鲈 "D.*4&3#&,-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

仿石鲈属 2.&0,/+3 西仿石鲈 2D.,*+/(3&.#,0 伯利兹"-3EE;?9/W-34

普氏仿石鲈 2D%/,0(&*( 百慕大"圣乔治斯岛

异孔石鲈 K3(-+#*&0,- 黑异孔石鲈 KD-,*(3.0&3-(- 波多黎各"70343*3EN;>?E3

枝异孔石鲈 KDA(*4(3(),- 伯利兹"-3EE;?9/W-34

八带石鲈 B+3+1+3 八带石鲈 BD3+;(/(- 美国"得克萨斯州

金鳍锯鳃石鲈 7*#8+%*(-#(- 金鳍锯鳃石鲈 7D)8*$-+%#&*.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眶棘鲈科 *A/0/BF;N3? 眶棘鲈属 6)+/+%-(- 伏氏眶棘鲈 6DA+-0&*( 广东"阳江

二线眶棘鲈 6D;(/(3&.#,- 海南"三亚

带尾眶棘鲈 6D>*&3.#,- 塞舌尔"马埃岛

金线鱼科 %?:;B@?E;N3? 金线鱼属 G&0(%#&*,- 金线鱼 GDA(*4.#,- 广东"深圳

日本金线鱼 GD5.%+3(),- 广东"深圳

深水金线鱼 GD;.#8$;(,- 广东"阳江

锥齿鲷属 "&3#.%,- 黄带锥齿鲷 "D.,*&+>.-)(.#,-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

长崎锥齿鲷 "D3.4.-.9(&3-(-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

副眶棘鲈属 ".*.-)+/+%-(- 宽带副眶棘鲈 "D&*(+00. 莫桑比克"马普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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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科 X3:;04 属 J?>IF 种 FB?A;?F 标本来源 F/IEA?

鲷科 *B3E;N3? 鲷属 6%.*,- 黄锡鲷 6D-.*;. 广东"阳江

黑鲷属 K).3#8+%.4*,- 澳洲黑鲷 KD.,-#*./(- 广东"阳江

裸颊鲷科 '?@PE;>;N3? 裸颊鲷属 !&#8*(3,- 星斑裸颊鲷 !D3&;,/+-,- 广东"阳江

红鳍裸颊鲷 !D8.&0.#+%#&*,- 广东"阳江

#

科 -3E3>J;N3? 木叶
#

属 6&/.*+(1&- 木叶
#

6D/&%#+/&%(- 广东"阳江

科 *?EE3>;N3? 石斑鱼属 ?%(3&%8&/,- 清水石斑鱼 ?D%+/$%8&9.1(+3 T?>93>H!&O20:97:

舵鱼科 Q4BP/F;N3? 舵鱼属 L$%8+-,- 低鳍舵鱼 LDA.(4(&3-(- T?>93>H!&O20:903

外类群

隆头鱼亚目 '3=E/;N?;

鹦嘴鱼科 *A3E;N3? 鹦嘴鱼属 6).*,- 黄鹦嘴鱼 6D>*&3.#,- T?>93>H!&O20::12

%&('总基因组 "#$的提取

取 314 J 肌肉样品"加入 133

$

'抽提液#31/

:/06'%3-0&43 ::/06',5K&"43 ::/06'KE;F8

-0"B+ 913 $以及 23

$

'43 :J6:'蛋白酶 Q"

11 R消化完全) 消化产物经饱和酚*氯仿抽提"

2 倍体积无水乙醇沉淀"03C乙醇洗涤"最后溶解

于 13

$

'灭菌水中"电泳检测" 623 R保存备用)

%&*',I)扩增和测序

参考国外相关文献"选择扩增 EK=2 基因片

段 的 引 物 为 EK=28X4! 1S8T&TTT--&K-K--8

KK-K--&&8/S和 EK=28E/! 1S8T&KTT--KK--8

-K-KTKTTTK&-8/S

'40 649(

) 7-$反应体系总体

积为 13

$

'"其中包括 43 ==IXX?E1

$

'"N%K7F#各

211 ::/06'$ 2

$

'"上下游引物各 4

$

'",[ @.M

酶#4 #6

$

'$ 2

$

') 7-$反应条件为 :8 R预变

性 1 :;>":8 R变性 /3 F"11 R退火 4 :;>"02 R

延伸 4 :;> /3 F"/1 个循环"最后 02 R延伸 43

:;>) 7-$产物用 411C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切

取特异性片段"用凝胶纯化试剂盒#上海赛百盛$

纯化回收"纯化产物送上海英骏公司"在 &9)/0/3

自动测序仪上用 EK=2 正向引物进行单向测序)

%&-'数据分析

测序所得序列"与 T?>93>H 下载的序列一起

利用 -0IF@30G

'4:(

进行排序"排序后去除两端冗

余序列"保留一致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利用

2,T&813

'23(

软件对序列的碱基组成&变异位点&

简约信息位点数&转换6颠换值&遗传距离进行统

计分析%利用 7&#7.?EF;/> 813= 43

'24(

软件包对

样品进行分子系统进化分析"系统进化树利用最

大简约法#27法$和贝叶斯分析法#9)法$进行

构建) 最大简约法使用启发式搜寻"参数设置为

4 333 E3>N/: F@?B8W;F? 3NN;@;/> F?VI?>A?

E?B0;A3@?F" 构 树 方 法 采 用 @E??8=;F?A@;/>8

E?A/>>?A@;/>#K9$$"所有数据未加权) 贝叶斯法

分析应用 2E934?F/1412 软件
'22 62/(

"随即选取起

始树"计算 4 333 333 代"取样代数 433"系统进化

树节点置信度由后验概率# B/F@?E;/EBE/=3=;0;@;?F$

提供)

25结果与分析

(&%'序列分析

测序得到这 /4 种鱼的 EK=2 部分序列长度

在 0:0 <928 =B 之间"与 T?>93>H 下载的 科"舵

鱼科和作为外类群的黄鹦嘴鱼共 /8 种鱼类进行

序列比对"比对后去除两端冗余得到一致序列为

02: =B) 利用 2,T&813 软件对基因序列间保守

位点"变异位点"碱基 &"K"T和 -的平均含量"

转换与颠换的比值&遗传距离进行统计分析可知"

在一致的 02: =B 的 5%&序列中"去除外类群"//

种鱼类共有保守位点 822 个"约占 7810C%变异

位点 /30 个"约占 /11/C%简约性信息位点 240

个"约 2714C) K"-"&和 T碱基平均含量分别

为 2/1:C"2912C"2417C和 271/C"显示 &碱基

相对缺乏"其中 &>K的含量#8111C$明显低于

T>-含量#1811C$) 序列中转换与颠换之比值

为 211/ #Q;:IE32873E3:?@?E模型$"转换明显大

于颠换"显示这些位点没有突变饱和"可将序列所

有转换与颠换信息应用于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基于 Q;:IE32873E3:?@?E模型利用 2,T&

813计算出各种之间的遗传距离#表 2$) 除去外

类群"// 种鱼类遗传距离范围为 31337 <31229)

本实验只列出仿石鲈科"金线鱼科"眶棘鲈科等存

在争议的共 27 个种类的遗传距离#表 2$) 在这

27 种鱼类中"遗传距离最小的是斜纹胡椒鲷与四

带胡 椒 鲷" 为 31337" 其 次 是 斑 胡 椒 鲷 与

四带胡椒鲷 "黑异孔石鲈与枝异孔石鲈 "都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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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3"序列中仅有几个碱基的差异) 而金线鱼与

斜带髭鲷遗传距离最大"为 31238"其次是深水金

线鱼与斜带髭鲷"为 31234) 同时"汇总出这 27

种鱼类所归类的科属之间的遗传距离#表 /$"其

中胡椒鲷属与少棘胡椒鲷属的遗传距离最小"其

范围是 3134/ <313/1"髭鲷属与金线鱼科的种类

遗传距离最大"为 31498 <31238) 基于属间的遗

传距离"眶棘鲈科与金线鱼科之间的遗传距离较

小#31303 <313:7$"而与仿石鲈科内部各属之间

的遗传距离都比较大#314/7 <31418$"显示出眶棘

鲈科与金线鱼科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髭鲷属与仿

石鲈科各属的遗传距离范围也比较大 #31423 <

314/8$"且远大于仿石鲈科内部石鲈亚科与胡椒

鲷亚科各属之间的遗传距离 #3134/ <3139: $)

此外"少棘胡椒鲷属中的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

的种类遗传距离非常小#3134/ <313/1$"在胡椒

鲷属内部"花尾胡椒鲷与其他 8 种胡椒鲷的遗传

距离#313/4 <313/1$比少棘胡椒鲷与其他 8 种

胡椒鲷种类的遗传距离 #3134/ <31341$要大得

多"与花尾胡椒鲷相比"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的

种类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表 *'基于 J4/:31L(L,131/5853仿石鲈科$金线鱼科$眶棘鲈科各科属间 345( 遗传距离

012&*',143C465;46817!561/@7> A1/4E456@3>57531 @AM15/:E4;15$#5/4B8534;1517;

K!@E@B64;15A@3345( 65?:57!562165;@7J4/:31L(L,131/5853/@;5E

少棘胡椒鲷属

:(.4*.00.

胡椒鲷属

"/&)#+*8(3)8,-

矶鲈属

".*.%*(-#(%+0.

石鲈亚科

+3?:I0;>3?

髭鲷属

2.%./+4&3$-

金线鱼科

%?:;B@?E;N3?

眶棘鲈科

*A/0/BF;N3?

少棘胡椒鲷属

胡椒鲷属 3134/ <313/1 31343 <313/1

矶鲈属 31378 31317 <31378

石鲈亚科 3137: <31390 31374 <3139: 31372 <31394 31328 <3138:

髭鲷属 31484 314/2 <3148/ 314/8 31423 <314/8

金线鱼科 314/: <31494 314/8 <3140: 3148/ <3140: 314/8 <31401 31498 <31238 31341 <31390

眶棘鲈科 31487 <31413 314/7 <31413 31483 <31481 314/7 <31418 31400 <31499 31303 <313:7 31323 <31321

(&('分子系统进化树的构建

基于所得的 EK=2 部分序列"以黄鹦嘴鱼作

为外类群进行系统进化分析) 利用最大简约法和

贝叶斯分析法构建的分子系统进化树如图 4"2 所

示"其中最大简约树树长#@E??0?>J@P"K'$为 002"

一致性指数#A/>F;F@?>A4 ;>N?["-)$为31173 :"保

留指数 #E?@?>@;/> ;>N?["$)$$为31074 4"同源性

指数#P/:/B03F4 ;>N?["+)$为318/: 4) 树上各分

支的数字用 4 333 次 9//@F@E3B 表示统计分析后对

该支的支持率)

构建出 27和 9)树"其拓扑结构基本一致

#图 4"图 2$) 在进化树上"除去外类群"// 种鱼

类大致形成三大类群) 其中仿石鲈科 9 个属形成

一大类群#类群
"

$"金线鱼属与眶棘鲈属的种类

聚在另一类群 #类群
#

$) 髭鲷属位于类群
%

)

在类群
"

中"仿石鲈科 9 个属的种类又形成 2 大

类群"其中石鲈属"仿石鲈属"异孔石鲈属"八带石

鲈属与锯鳃石鲈属的种类聚成一类群#石鲈亚科

+3?:I0;>3?$"少棘胡椒鲷属"胡椒鲷属与矶鲈属

聚成另一类群 #胡椒鲷亚科$) 系统进化树各节

点的 9//@F@E3B 支持率与后验概率都很高)

/5讨论

*&%'眶棘鲈属的分类问题

传统的分类资料中"眶棘鲈属的分类有很大

的争议) 其中有文献将眶棘鲈属隶于仿石鲈

科
'7"28(

"也有将其隶于眶棘鲈科
'2"8"21 627(

或金线鱼

科
'4"20 62:(

%此外"还有资料将眶棘鲈科#连同眶棘

鲈属$并入仿石鲈科"并在其下设立眶棘鲈亚科

*A/0/BF;>3?

'/3(

等) 基于本研究 EK=2 部分序列构

建的 27"9)树中可看出"仿石鲈科"金线鱼科"眶

棘鲈科 27 个种类共形成两大类群"其中仿石鲈科

9 个属的种类形成一类群"眶棘鲈科与金线鱼科

的种类聚成另一类群) 在进化树上"眶棘鲈科的

种类优先与金线鱼科聚成一支"与仿石鲈科位于

不同的类群中"节点有很高的支持率) 此外"基于

属间遗传距离比较"与仿石鲈科各属相比"眶棘鲈

属与金线鱼科之间的遗传距离要小得多"序列中

碱基差异很小) 与仿石鲈科鱼类相比"在分子水

平上"眶棘鲈属与金线鱼科有更近的进化关系)

这与当今许多分类资料结论一致
'20 629"/4 6/2(

"眶棘

鲈属的种类并没有归类于仿石鲈科) 对于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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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成为眶棘鲈科还是作为眶棘鲈属归类于金

线鱼科"本研究的结果还不足以给予确定判断"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而当今许多资料都偏向于眶棘

鲈属应该归为金线鱼科
'/"1"20 629"/4 6//(

)

*&('仿石鲈科鱼类属间关系问题

!/P>F/>

'0(

根据软鳍条数目曾把仿石鲈科划

分为 石 鲈 亚 科 # +3?:I0;>3?$ 和 胡 椒 鲷 亚 科

#70?A@/EP4>AP;>3?$"石鲈亚科鳍条数为 4/ <47"

包括石鲈属#"+0.1.-$-$"仿石鲈属#2.&0,/+3$"

异石鲈属 #N&3(-#(,-$"异孔石鲈属 #K3(-+#*&0,-$

等 48 个属%胡椒鲷亚科鳍条数为 40 <27"包括少

棘 胡 椒 鲷 属 # :(.4*.00. $" 胡 椒 鲷 属

#"/&)#+*8(3)8,-$与矶鲈属 #".*.%*(-#(%+0.$ / 个

属) 本研究的进化树上"仿石鲈科 9 个属的种类

以高支持率聚成两大类群) 其中少棘胡椒鲷属"

胡椒鲷属和矶鲈属聚成一类群#胡椒鲷亚科$"石

鲈属"仿石鲈属"异孔石鲈属"八带石鲈属与锯鳃

石鲈属聚成另一类群 #石鲈亚科 $"该聚类与

!/P>F/>

'0(

根据鳍条数把仿石鲈科划分为石鲈亚

科和胡椒鲷亚科两个亚科的观点一致)

图 %'** 种鱼类 345( 基因部分序列利用最大简约法构建的分子系统树

=4>&%'D@E5!:E13B9<E@>57584!8355@A** 6B5!4562165;@7B13841E345( >575

65?:57!56!@7683:!85;2< /1G4/:/ B1364/@7<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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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种鱼类 345( 基因部分序列利用贝叶斯法构建的分子系统树

=4>&('D@E5!:E13B9<E@>57584!8355@A** 6B5!4562165;@7B13841E345( >575

65?:57!56!@7683:!85;2< N1<5641747A5357!5/589@;

55大多数传统分类资料中"髭鲷属归类于仿石

鲈科"但近期许多研究认为髭鲷属在仿石鲈科中

的分类存在争议
'43"/8(

"!/P>F/>

'0(

根据鳍条数把仿

石鲈科分为石鲈亚科和胡椒鲷亚科"对于髭鲷属"

!/P>F/> 认为其在鲈亚目中的分类地位并不明

确
'9(

) 近期部分研究结果表明髭鲷属与仿石鲈

科关系较远"建议髭鲷属从仿石鲈科里面划分出

去"或成立髭鲷科 #+3B30/J?>4;N3?$

'/1 6/0(

) 任岗

等
'/7 6/0(

利用 47*E$%&分析石鲈科 1 个属的系

统进化关系"表明髭鲷属与仿石鲈科距离较远"支

持把 髭 鲷 属 从 仿 石 鲈 科 分 离 出 来 的 观 点)

*3>A;3>JA/ 等
'/9(

结合多个分子标记分析北美仿

石鲈科种类系统进化研究也表明"髭鲷属不属于

仿石鲈科的一员) '?;F等
'/8(

发现髭鲷属鱼类与

松鲷科中 '/=/@?F和 53@>;/;N?F两个属的幼鱼发

育相似"认为髭鲷属与松鲷科#'/=/@;N3?$有一定

的亲缘关系) 本研究中"髭鲷属的斜带髭鲷在

27和 9)树上都没有与仿石鲈科的石鲈亚科与

胡椒鲷亚科聚在一起"而是单独形成一支"位于进

化树的基部) 研究结果与文献 '/1 6/0(的报道

一致"认为髭鲷属在进化上与仿石鲈科存在较远

的亲缘关系) 但该结果与作者之前利用 *0 基因

内含子 4 研究的髭鲷属分类结果有些不同
'/:(

"可

能不同的分子标记提供的发育信息不同以及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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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不同对确定髭鲷属的分类结果有一定的差

异) 要正确探讨髭鲷属的分类地位"需要采集更

多仿石鲈科以外的鲈亚目的代表种类"结合多个

有效的分子标记共同进行进化分析"才能最终确

定髭鲷属在鲈亚目中的位置)

少棘胡椒鲷在国内绝大部分形态分类资料都

被称为胡椒鲷#"/&)#+*8(3)8,-%()#,-$"归为胡椒鲷

属
'2"/"83 684(

"而许多国外的资料却根据背鳍鳍棘条

数而把它归入到少棘胡椒鲷属中"主要是它背鳍鳍

棘数只有 : <43"而其他的胡椒鲷背鳍鳍棘都是

42 <48

': 643"20 62:(

) 实验中"基于 EK=2 部分序列分

析"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的亲缘关系非常接近)

在种间遗传距离中"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种类的

遗传距离甚至小于胡椒鲷属内部部分种类的种间

遗传距离) 在进化树上"少棘胡椒鲷位于胡椒鲷属

内部"并且与条纹胡椒鲷紧密聚在一起"而花尾胡

椒鲷位于胡椒鲷属分支的基部) 可知"在分子水平

上"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的种类亲缘关系很近)

任岗等
'/7 6/0(

利用 47*E$%&部分序列构建的 42 种

石鲈科鱼类系统进化树也显示胡椒鲷位于胡椒鲷

属内部"其研究的 8 种胡椒鲷中"花尾胡椒鲷最先

分化"胡椒鲷与四带胡椒鲷"条纹胡椒鲷聚在一起)

在形态上"少棘胡椒鲷与胡椒鲷属部分种类一样"

身体斑纹会随着个体发育逐渐变化) 把胡椒鲷归

为少棘胡椒鲷属"可能是因为它比一般胡椒鲷属的

种类鳍棘数少) 但也有资料显示少棘胡椒鲷属除

了鳍棘数与胡椒鲷属不一样之外"软鳍条数目以及

侧线上鳞数也与胡椒鲷属的不一致
': 643(

) 基于

EK=2 序列的系统发育研究结果"在分子水平上"它

与胡椒鲷属还是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我们支持

我国传统的分类资料"把少棘胡椒鲷归为胡椒鲷

属"名称沿用原来的学名胡椒鲷 #"/&)#+*8(3)8,-

%()#,-$)

本研究通过利用核 5%&分子标记 EK=2 部

分序列对仿石鲈科鱼类进行了系统进化研究"初

步阐明有争议的科属如眶棘鲈属"髭鲷属"少棘胡

椒鲷属之间的分类关系"并为今后仿石鲈科鱼类

的系统进化研究提供新的分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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