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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东海明灯鱼属鱼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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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相关的明灯鱼属仔稚鱼形态与分类特征文献为依据!

对 491: 年 :"0 月#491: 年 42 月"4918 年 4 月和 4918 年 :"7 月东海外海黑潮流域调查采集

到的明灯鱼属鱼类的仔稚鱼样品进行分类和鉴定$ 结果共鉴定出了西明灯鱼#印明灯鱼和朗

明灯鱼 / 种仔稚鱼!观察和描述了其个体的发育形态并构建了简要的种类分类检索表$ 结果

表明!/ 种明灯鱼仔稚鱼在发育过程中臀鳍上方体侧的腹缘具有一列菊花状的黑色素分布!这

是明灯鱼属仔稚鱼共有的形态特征之一%西明灯鱼仔稚鱼下颌端有一短的颌须!体侧中部有一

丛大的枝状或星状或放射状或小型菊花状的黑色素分布%印明灯鱼和朗明灯鱼仔稚鱼下颌端

无颌须!体侧中部无黑色素分布!印明灯鱼仔稚鱼下颌骨前端有一个黑色素细胞分布!而朗明

灯鱼仔稚鱼下颌骨前端无黑色素细胞分布$

关键词! 明灯鱼属% 仔稚鱼% 种类鉴别% 形态特征% 分类检索

中图分类号! D40114% *9401: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明灯鱼属#!"#$%&"'()(*+8/0;="49/9$鱼类隶

属于 灯 笼 鱼 目 # E@CF/GH;B/>9IA$& 灯 笼 鱼 科

# E@CF/GH;J:I$" 全 球 共 有 西 明 灯 鱼

'!"#$%&"'()(*+,)-,&)"'.+#KL=;=3"4921$(&印明灯

鱼#!"#$%&"'()(*+/,&.0$.+8/0;="49:7$和朗明灯

鱼 ' !"#$%&"'()(*+-,)%0&,).+# M:>9:=" 4199 $( /

种"是灯笼鱼科鱼类中个体较小&广泛分布在热

带&亚热带和温带海洋中的种类"中国海域均有

分布
'4 62(

)

有关明灯鱼属鱼类早期生活史的研究"最早

是 KL=;=3

'/(

简要描述了地中海及其邻近海域西

明 灯 鱼 仔 稚 鱼 的 形 态% 此 后" 6I>FAIN:7

"AF>/29/N:

': 68(

分别报道了大西洋体长 913 99

西明灯鱼稚鱼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西明灯鱼仔稚

鱼和印明灯鱼仔稚鱼的形态%&H0AF>/9

'7(

对加利

福尼亚海流区#-:0;B/>=;:C2>>I=F$体长 :133&7133

和 44128 99 的西明灯鱼仔稚鱼以及体长为

/103&0133 和 9108 99的朗明灯鱼仔稚鱼的形态

作过简要的描述%E/AI>等
'0(

对加利福尼亚海流

区体长 /173 <4713 99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和体

长为 /173 <441/3 99的朗明灯鱼仔稚鱼的形态

作过详细的描述%*H;3:=/N:

'1(

简要描述了大西洋

水域西明灯鱼仔稚鱼的形态特征%(:H:@

'9(

综述了

KL=;=3

'/(

&6I>FAIN:7"AF>/29/N:

'8(

和 E/AI>等
'0(

对

西明灯鱼仔稚鱼形态的研究%"O:<:

'43(

对日本南

部海域体长为 /173&7193 和 43113 99的西明灯

鱼仔稚鱼以及体长为 /173&8123 和 9183 99的

朗明灯鱼仔稚鱼的形态进行过报道%"0;N:>等
'44(

简要概述了印度洋西南部阿古尔哈斯洋流区

#&320H:AC2>>I=F$的西明灯鱼后期仔鱼的形态特

征以及描述了体长为 :103 和 7103 99的印明灯

鱼仔稚鱼的形态%孙继仁等
'42 64/(

对东海陆架区西

明灯鱼和印明灯鱼的仔鱼分布作过调查以及对体

长 0138 99的印明灯鱼后期仔鱼形态作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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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西明灯鱼和

印明灯鱼的仔稚鱼形态和数量分布进行过报道%

丘台生
'48(

对台湾四周海域西明灯鱼和朗明灯鱼

仔稚鱼的分布以及体长为 /103&81/3 和 01/3 99

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和体长为 /193& :103 和

11/3 99的朗明灯鱼仔稚鱼形态进行过报道)

本研究对 491: 年 :*0 月&491: 年 42 月*

4918 年 4 月和 4918 年 :*7 月东海外海黑潮流域

调查所采集到的明灯鱼属鱼类的仔稚鱼样品进行

分类&鉴定"共鉴定了西明灯鱼&印明灯鱼和朗明

灯鱼 / 种仔稚鱼"描述了其个体的发育形态并构

建了简要的种类分类检索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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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材料与方法

491: 年 :*0 月&491: 年 42 月*4918 年 4 月

和 4918 年 :*7 月+向阳红 39,科学考察船对东

海外海 28P33Q<//P33Q%&423P21Q<421P33Q,黑

潮流域进行 / 个航次的综合调查"每个航次设置

9 个断面&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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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采集按照-海洋调查规范.#M84207//4 60 6

94$采用孔径为 31838 99#/7MM$筛绢制成的大

型浮游生物网#网口内径 13 C9&长 203 C9&网口

面积为 318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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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9的调查站"从

底到海面垂直拖网取样一次%水深大于 233 9的

调查站"自水深 233 9处至海面垂直拖网取样一

次"拖网速度大约为 4 95A) 采集的样品用 8R甲

醛海水溶液固定保存) 每航次调查结束后"从所

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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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种类鉴定&个体

计数&发育阶段判定&形态特征观察并绘制个体发

育形态图)

明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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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孟庆闻等
'4(

描述的灯笼鱼目

鱼类发光器的名称与分布#图 4$)

图 !"灯笼鱼目鱼类发光器名称及分布示意图 #!$

4=1鼻部背侧发光器% .=1鼻部腹侧发光器% */1眶下发光器% *2/1眶上发光器% &=F1眶前发光器% 821口腔发光器% -G1峡部发光

器% -I1肩部发光器% "G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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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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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臀

后部发光器% 6>C1尾前部发光器% *#M'1尾上发光腺% )%M'1尾下发光腺)

#$%&!"'()*$+,-,%. ,/01(21,0,21,)(34+501($)5$30)$670$,+$+8.90,21$/,)*(3

#!$

4=1J/>A/7=:A:0/>3:=% .=1NI=F>/7=:A:0/>3:=% */1A2S/>S;F:0/>3:=% *2/1A2S>:/>S;F:0/>3:=% &=F1:=F/>S;F:0/>3:=% 821S2CC:0/>3:=%

-G1CHIIT />3:=% -I1CI>N;C:0/>3:=% "G1/GI>C20:>/>3:=A% 6."1A2SGICF/>:0/>3:=% 6'"1A2G>:GICF/>:0/>3:=% .'"1A2G>:NI=F>:0/>3:=%

*&"1A2G>:7:=:0/>3:=% 6/01G/AFI>/70:FI>:0/>3:=% 8>1S>:=CH;/AFI3:0/>3:=% 6"1GICF/>:0/>3:=% ."1NI=F>:0/>3:=% &"1:=:0/>3:=%

&":1:=FI>/7:=:0/>3:=% &"G1G/AFI>/7:=:0/>3:=% 6>C1G>:IC:2J:0/>3:=% *#M'1A2G>:C:2J:030:=J% )%M'1;=B>:C:2J:030:=J1

25结果

:&!"西明灯鱼 !"#$%#&$'()*%';+$+%&!<:='

形态55背鳍 43 <42"臀鳍 48 <41"胸鳍

42 <4:"腹鳍 1"脊椎骨 /4)

后期仔鱼55体长 :128 99的后期仔鱼"

外形稍侧扁"下颌端有一短的颌须"其长度为

3123 99) 头部中等大"额部略微凹陷"头长为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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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的 21133R) 吻 钝 尖" 吻 长 为 头 长 的

29133R"口微斜"口裂达眼中央的下方"上&下

颌约等长) 眼长圆形"前视"晶体突出"有短的

脉络组织"眼的水平直径和垂直直径分别为头

长的 40133R和 //133R) 鼻孔一个"长圆形"靠

近吻端) 腹囊较大"消化管较粗"消化管内部出

现螺旋状的皱褶"肛门位于体中央稍后"距吻端

的距离为体长的 74133R) 背部和尾部鳍膜均

较低"胸鳍团扇形) 胸鳍基下有一黑色素丛"消

化管上有 : 个菊花状的黑色素"直肠后上方有一

个大的黑色素丛"尾部的腹缘有 0 个菊花状黑色

素排成一列"体中部的体侧有一个大的枝状的

黑色素丛) 脊索末端平直 #图 27:$ ) 体长 8143

99的后期仔鱼"眼前额部下凹更为明显) 背部

和尾部的鳍膜增高"胸鳍小扇状) 颌须近末端

出现一个块状黑色素) 体侧的枝状黑色素变

小"呈星芒状"尾部腹缘一列菊花状黑色素增多

#43 个$ "其余各部的黑色素分布没变化) 出现

一个鳃盖条区发光器#8>

2

$ ) 尾下骨初步形成"

脊索末端平直#图 27S$ ) 体长 7128 99的后期

仔鱼"吻变尖"吻长为头长的 /0133R"下颌略长

于上颌) 头长为体长的 /2133R) 鼻孔一个"长

圆形"靠近吻端) 眼仍向前倾"脉络组织缩小"

呈新月形) 消化管内部仍有螺旋状的皱褶"肛

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1133R) 背部鳍膜

中间部位出现背鳍鳍条的雏形"臀鳍出现 4/ 根

鳍条"胸鳍小扇状"尾鳍浅叉形) 颌须 31/7 99"

其上的黑色素增至 2 块) 胸鳍基部出现一个小星

状黑色素"胸鳍基下的消化道前端出现 2 个星状

黑色素"消化管上的菊花状黑色素仍为 : 个"直肠

后上方的黑色素明显"体侧的枝状黑色素进一步

缩小"臀鳍上方的腹缘"一列菊花状黑色素增至

42 个"尾鳍下叶鳍条上出现一个大的星状黑色

素) 发光器为一个鳃盖条区发光器#8>

2

$) 尾下

骨形成"脊索末端向上弯曲#图 27C$)

稚鱼55体长 0173 99的稚鱼"外部体形

变粗"头部较大"头长为体长的 /3143R) 吻钝

尖"口裂仍达眼后缘的下方"上颌出现小牙) 眼

仍长圆形"短径为头长的 40113R"长径为头长

的 27103R"脉络组织很小) 腹囊长形"肛门距

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74113R) 背鳍有鳍条 43

根"前端仍有波状的鳍膜"脂鳍基本形成) 臀鳍

发育较全"有鳍条 47 根) 胸鳍团扇形"有鳍条

43 根) 腹鳍出现"芽状"有短鳍条) 颌须 31::

99"其上的黑色素仍 2 块) 鳃盖后缘和喉部各

有一个星状黑色素"消化管上大星状黑色素增

加至 7 个"连同直肠后上方的一个丛状黑色素"

消化道上一共有 0 个黑色素分布"体侧中部的枝

状黑色素变成 : 个长星状的黑色素聚成一个大

的星状黑色素"臀鳍上方的一列菊花状黑色素

仍为 42 个"臀鳍鳍条的前部出现数个黑色素排

成一行"尾鳍下叶鳍条的星状黑色素增大) 具

有一个鳃盖条区发光器 #8>

2

$和一个胸部发光

器#6"

2

$ ) 尾下骨形成"脊索末端向上弯曲 #图

27J$ ) 体长 1143 99的稚鱼"头长为体长的

/3133R) 吻钝尖"两颌等长"上颌有小牙) 眼

为前视"脉络组织消失) 各鳍发育完全) 颌须

31:1 99"其上的黑色素增至 / 块) 体侧中部的

星状黑色素聚集成一个大的放射形黑色素"尾

鳍鳍条的星状黑色素进一步增大"其他部位上

的黑色素分布变化不大) 具有一个鳃盖条区发

光器 #8>

2

$和两个胸部发光器 #6"

2

和 6"

8

$ )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图 27I$ ) 体长 43133 99的

稚鱼"外形稍侧扁"体背增高) 头长为体长的

29133R) 吻较尖) 下颌略长于上颌"上&下颌

均有小牙) 鼻孔一个"圆形"近吻端) 眼正位"

长圆形"短径为头长的 401:3R"长径为头长的

28113R) 颌须 31:1 99"仍有 / 块黑色素分

部) 背鳍鳍条 44 根"脂鳍发育完善"臀鳍鳍条

40 根"胸鳍扇形"有鳍条 4/ 根"腹鳍鳍条增长"

近达肛门"尾鳍叉形) 鳃盖和鳃盖条上出现大

的星状黑色素"消化道上的菊花状黑色素仍为 0

个"体侧中部的放射形黑色素扩散成 / 个小的菊

花状黑色素"尾鳍鳍条的星状黑色素增多 #/ <:

个$ "臀鳍上方的菊花状黑色素消失"臀鳍鳍条

前端的黑色素依然明显) 除了具有一个鳃盖条

区发光器 # 8>

2

$ 和两个胸 部发光器 # 6"

2

和

6"

8

$外"还出现了 / 个臀后部发光器 #&"G

4

&

&"G

2

和 &"G

/

$ #图 27B$ )

分布55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我国产于

南海和东海外海) 样品系 491: 年 7 月和 4918 年

4 月采自东海外海黑潮流域)

4/44



!""#!

!

$$$%&'()*+,-%'.

555 水5产5学5报 /0 卷

图 :"西明灯鱼仔稚鱼

#:$体长 :128 99后期仔鱼% # S$体长 8143 99后期仔鱼% #C$体长 7128 99后期仔鱼% # J$体长 0173 99稚鱼% #I$体长 1143

99稚鱼% #B$体长 43133 99稚鱼)

#$%&:">,30-4)?4-4+5@7?(+$-(304%(3,/!"#$%#&$'()*%';+$+%&!<:='

#:$6/AF0:>N:0AF:3I":128 99 ;= AF:=J:>J 0I=3FH% # S$6/AF0:>N:0AF:3I"8143 99 ;= AF:=J:>J 0I=3FH% #C$6/AF0:>N:0AF:3I"7128 99 ;=

AF:=J:>J 0I=3FH% # J$!2NI=;0IAF:3I"0173 99 ;= AF:=J:>J 0I=3FH% #I$!2NI=;0IAF:3I"1143 99 ;= AF:=J:>J 0I=3FH% #B$!2NI=;0IAF:3I"

43133 99;= AF:=J:>J 0I=3FH1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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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明灯鱼 !"+#&),-)*%A,-$+&!<BC'

形态55背鳍 43 <42"臀鳍 48 <40"胸鳍

43 <44"腹鳍 1)

后期仔鱼55体长 :173 99的后期仔鱼"体

形略侧扁"尾部延长"头部中等大"额部微凹) 头

长为体长的 2/193R) 吻较钝"两颌约等长"吻长

为头长的 /4113R) 口裂中等"仅达眼的前缘)

鼻孔一个"位于吻部的中间) 眼长圆形"微向前

倾) 垂直直径为头长的 /71:3R"水平直径为头

长的 41123R) 腹囊长形"消化管较粗"肛门基本

上位 于 体 的 中 央" 距 吻 端 的 距 离 为 体 长 的

8:1:3R) 背部鳍膜较低"始于头顶"向后与尾鳍

相连) 臀鳍鳍膜与背部鳍膜同形) 胸鳍呈长扇

形) 尾下骨出现) 下颌端有一黑色素胞"胸部有

一个较大的星状黑色素"消化管上有 2 个菊花状

的黑色素细胞"直肠后上方有一丛黑色素以及尾

部体侧的腹缘有一列星状黑色素) 可数肌节

#4: =24$对"脊索末端向上弯曲#图 /7:$) 体长

71:3 99的后期仔鱼"前额凹陷明显"头长为体

长的 21193R) 吻变尖"吻长为头长的 /21:3R"

下颌略长于上颌"口裂加深"达眼的中央下方) 眼

长圆形"垂直直径为头长的 /8123R"水平直径为

头长的 24123R) 腹囊较大"消化管加粗"肛门距

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123R) 背鳍出现 0 个支

鳍骨"脂鳍基形成"脂鳍后的鳍膜与尾鳍分离) 臀

鳍上可见 42 个支鳍骨并有细的鳍条出现) 胸鳍

长扇状"腹鳍出现"呈小芽状"尾鳍浅叉形) 下颌

端的黑色素明显"消化管的菊花状黑色素 / 个"直

肠后上方的丛状黑色素扩大成大菊花状"臀鳍上

方体侧的腹缘"小菊花状的黑色素数量增至 43

个) 鳃盖条区第二发光器#8>

2

$以及胸部第五发

光器#6"

8

$形成)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图 /7S$)

图 D"印明灯鱼仔稚鱼

#:$体长 :173 99后期仔鱼% # S$体长 71:3 99后期仔鱼% #C$体长 42133 99稚鱼)

#$%&D">,30-4)?4-4+5@7?(+$-(304%(3,/!"+#&),-)*%A,-$+&!<BC'

#:$6/AF0:>N:0AF:3I":173 99;= AF:=J:>J 0I=3FH% # S$6/AF0:>N:0AF:3I"71:3 99 ;= AF:=J:>J 0I=3FH% #C$!2NI=;0IAF:3I"42133 99 ;=

AF:=J:>J 0I=3F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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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稚鱼55体长 42133 99"各鳍发育完全"体

背隆起) 吻较钝圆"两颌约等长"口裂加深"近达

眼后缘下方) 吻长为头长的 /31/3R) 眼正圆

形"其直径为头长的 /31:3R) 背鳍鳍条 42 根"

脂鳍发育完善"臀鳍鳍条 48 根"胸鳍长扇形"有鳍

条 42 根"腹鳍鳍条较长"几达肛门前"尾鳍叉形)

头部眼上方和颅顶出现一堆大小不等&有的为小

菊花状&有的为小星状的黑色素"鳃盖后缘有 / 个

黑色素丛"胸鳍基上方和峡部各有 / 个小星状黑

色素"下颌端黑色素胞依然存在"消化道的腹侧有

: 个长圆形的菊花状黑色素"直肠上的菊花状黑

色素仍很明显"臀鳍上方的体侧"一列菊花状的黑

色素仍为 43 个"尾部末端出现许多小星状黑色

素"尾鳍下叶基部有一个大的星状黑色素"背鳍鳍

条的基部和臀鳍前端鳍条的基部各有黑色素分

布) 发光器的分布!鼻部背侧发光器 4 个#4=$&

鳃盖条区发光器 / 个#8>

4

&8>

2

和 8>

/

$&鳃盖发光

器 2 个#"G

4

和 "G

2

$&胸上发光器一个#6'"$&胸

鳍下方发光器 2 个#6."

4

和 6."

2

$&胸部发光器

8 个#6"

4 68

$&肛门上方发光器 4 个#*&"

/

$&腹部

发光 器 : 个 # ."

4 6:

$& 臀 前 部 发 光 器 8 个

#&":

4 68

$和臀后部发光器 / 个 #&"G

4 6/

$ #图 /7

C$)

分布55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和温带海域"

我国产于南海和东海外海) 样品系 491: 年 7 月

采自东海外海黑潮流域)

:&D"朗明灯鱼 !"%#$.,&#$)*%E4)*4+&!=<<'

形态55背鳍 43 <42"臀鳍 48 <47"胸鳍

43 <44"腹鳍 1"脊椎骨 /3)

后期仔鱼55体长 8128 <8183 99的后期

仔鱼"外形微侧扁"头部不显得大"体较细长"头长

为体长的 24133R) 口裂浅"仅达眼的前缘处)

吻钝圆"吻长为头长的 22103R) 鼻孔一个"位于

吻部的中间) 眼圆形"其直径为头长的 /4113R)

背部鳍膜较低"开始于头部"向后与尾鳍相连"尾

部的鳍膜更低"背部和尾部鳍膜透明无色) 胸鳍

团扇形) 腹囊长形"消化管细"前部的内部有皱

褶"肛门位于体中央稍前"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0173R) 消化管中部和直肠上各有大的长圆形

的放射状黑色素胞"尾部体侧的腹缘"从肛后到尾

柄有 4: <48 个菊花状黑色素排成一列"尾下骨出

现一个小菊花状黑色素) 鳃盖条区第二发光器

#8>

2

$形成) 脊索末端平直#图 :7:和图 :7S$) 体

长 7173 99的后期仔鱼"外形仍细长"头部增大"

头长为体长的 2:1/3R) 吻钝尖"吻长为头长的

/8123R) 口裂仍仅达眼的前缘"两颌均生有小

牙) 眼圆形"其直径为头长的 ::1:3R) 背部和

尾部的鳍膜开始退化"背鳍基形成"出现 42 个支

鳍骨"脂鳍基底形成"臀鳍基形成"出现 4: 个支鳍

骨原基"胸鳍团扇形"腹鳍出现"呈芽状"尾鳍浅叉

形) 消化管较细长"肛门略微后移"距吻端的距离

为体长的 8/133R) 胸部和消化管中部的长圆形

放射状黑色素胞变成圆形"直肠上的黑色素仍为

长圆形"尾部体侧腹缘的菊花状黑色素减少到 43

个"尾下骨后下方的菊花状黑色素明显) 除了

8>

2

外还出现了胸部第五发光器 #6"

8

$) 脊索末

端向上弯曲#图 :7C$)

稚鱼55体长 0173 99的稚鱼"体细长"稍

圆"吻变短&变圆"吻长为头长 271/3R) 口近水

平位"口裂加深"达眼中部稍前的下方) 眼正圆

形"其直径为头长的 821:3R) 消化道前部仍有

皱褶"肛门距吻端的距离为体长的 821/3R) 背

鳍鳍条 42 根"脂鳍增大"但还不完善) 臀鳍鳍条

48 根) 胸鳍团扇形"有鳍条 44 根) 腹鳍生有短

鳍条) 尾鳍叉形) 胸部和消化道上的黑色素无变

化"尾部体侧腹缘的菊花状黑色素增大"但数量减

少为 : 个"尾鳍上的黑色素增加至 / 个) 具有 8>

2

和 6"

8

发光器) 脊索末端仍向上弯曲#图 :7J$)

分布55太平洋暖温性海区) 我国产于南海

和东海外海) 样品系 4918 年 8 月采自东海外海

黑潮流域)

:&B"种类的简要分类检索

对以上描述的西明灯鱼&印明灯鱼和朗明灯

鱼仔稚鱼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 种仔

稚鱼发育过程臀鳍上方体侧的腹缘具有一列菊花

状的黑色素分布"这是明灯鱼属仔稚鱼共有的形

态特征之一"其种类的主要分类特征如下!

554#2$下颌端有一短的颌须"体侧中部有一丛大的枝状或星状或放射状或小型菊花状的黑色素分布

西明灯鱼 !1,)-,&)"'.+#KL=;=3"4921$

!!!!!!!!!!!!!!!!!!!!!!!!!!!!!!

2#4$下颌端无颌须"体侧中部无黑色素分布

/#:$下颌骨前端有一个黑色素细胞分布 印明灯鱼 !1/,&.0$.+8/0;="49:7

!!!!!!!!!!!!!!!!!

:#/$下颌骨前端无黑色素细胞分布 朗明灯鱼 !1-,)%0&,).+#M:>9:="4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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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朗明灯鱼仔稚鱼

#:$体长 8128 99后期仔鱼% # S$体长 8183 99后期仔鱼% #C$体长 7173 99后期仔鱼% # J$体长 0173 99稚鱼)

#$%&B">,30-4)?4-4+5@7?(+$-(304%(3,/!"%#$.,&#$)*%E4)*4+&!=<<'

#:$6/AF0:>N:0AF:3I"8128 99 ;= AF:=J:>J 0I=3FH% # S$6/AF0:>N:0AF:3I"8183 99 ;= AF:=J:>J 0I=3FH% #C$6/AF0:>N:0AF:3I"7173 99 ;=

AF:=J:>J 0I=3FH% # J$!2NI=;0IAF:3I"0173 99;= AF:=J:>J 0I=3FH1

/5讨论

D&!"我国海域明灯鱼属鱼类的分布

关于明灯鱼属鱼类在我国海域的分布"孟庆

闻等
'4(

报道"西明灯鱼和印明灯鱼分布于东海和

南海海域%孟庆闻等
'4(

和陈素芝
'2(

报道"朗明灯

鱼仅分布于南海海域) "O:<:

'43(

在日本南部海

域采集到 237 尾体长为 210 <4217 99的西明灯

鱼仔稚鱼以及 7 尾体长为 /18 <917 99的朗明

灯鱼仔稚鱼%孙继仁等
'42(

报道"东海陆架区也出

现西明灯鱼和印明灯鱼仔稚鱼的分布%陆穗芬
'4:(

在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采集到 :3 尾体长为

211 <913 99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和 27 尾体长为

217 <011 99的印明灯鱼仔稚鱼%丘台生
'48(

报道"

西明灯鱼和朗明灯鱼的仔稚鱼广泛分布于台湾四

周的海域"台湾东北部海域以及东岸海域的出现频

率较高"在台湾以北的东海海域"西明灯鱼仔稚鱼

和朗明灯鱼仔稚鱼的分布可达 424P,附近海域)

我们所观察的 / 种明灯鱼仔稚鱼样品均采集于东

海外海黑潮流域) 可见"西明灯鱼和印明灯鱼分布

于东海和南海海域是毫无疑问的"而朗明灯鱼不仅

仅分布于南海海域"东海及其外海也有分布)

D&:"西明灯鱼仔稚鱼的颌须

/ 种明灯鱼仔稚鱼中仅西明灯鱼具有颌须这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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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的形态特征) 关于西明灯鱼仔鱼出现颌须

的最小个体的体长有不同的见解) &H0AF>/9

'7(

报

道的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体长为 /103 99的后

期仔鱼已出现短的颌须%E/AI>等
'0(

报道的同一

海区中体长为 8143 99的后期仔鱼出现颌须"体

长 0123 99的稚鱼"颌须达到最长"为头长的

/2133R#推算为 3102 99$%"O:<:

'43(

报道的日

本南部海域中体长大约 8133 99的个体出现颌

须%丘台生
'48(

报道的台湾四周海域中体长 /103

99的个体"颌须的长度已经约与眼睛的短轴等

长%我们所观察的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样品"体长

:128 99的个体#最小个体$颌须已达 3123 99)

可见"不同年代&不同海区的个体的发育速率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不同年代&不同海区的环

境条件与基础饵料有所差别以及不同海区的地理

位置不同有关)

关于西明灯鱼仔稚鱼颌须的长短以及颌须上

黑色素的分布"6I>FAIN:7"AF>/29/N:

'8(

在比较太

平洋西明灯鱼仔稚鱼形态特征时认为!由于分布

海区的不同"其颌须的长短以及颌须上黑色素的

分布位置有一定的差别"分布于太平洋西北部的"

颌须为 31/ <318 99"黑色素多分布于颌须的末

端%分布于太平洋西南部和东北部的"其颌须较

长"为 310 <311 99"黑色素分布于整条颌须上)

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台湾四周海域&日本南部

海域以及我们所观察的东海外海黑潮流域同属于

太平洋西北部海域"加利福尼亚海流区位于太平

洋东北部"其西明灯鱼仔稚鱼颌须的长短与

6I>FAIN:7"AF>/29/N:

'8(

的 观 察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0"43"48(

%而颌须上的黑色素分布位置"南海北部

大陆斜坡海域的西明灯鱼仔稚鱼"有的分布在颌

须的末端"有的分布在颌须的末端和基部"还有的

整条颌须上呈不规则的分布%台湾四周海域&日本

南部海域&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个体以及我们所

观察的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样品"颌须上具 2 </ 块

黑色素分布
'0"43"48(

"与 6I>FAIN:7"AF>/29/N:

'8(

的观

察结果有所差别)

D&D"臀鳍上方体侧的腹缘黑色素的发育"分布与

数量

/ 种明灯鱼仔稚鱼发育过程中臀鳍上方体侧

的腹缘具有一列菊花状的黑色素分布"这是明灯

鱼属鱼类仔稚鱼共有的形态特征之一"只是不同

种类以及同一种类不同海区的个体"其黑色素出

现的时间和数量有所区别)

西明灯鱼55加利福尼亚海流区"体长 /17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 个黑色素"随着个体的

发育"黑色素的数量逐渐增多"体长 7133 99的

后期仔鱼为 8 个"体长 0123 99的稚鱼"黑色素

发育完全"达 44 个"体长 1113 99的个体"其黑

色素基本消失
'0(

%地中海及其邻近海域"体长大

约 813 99的后期仔鱼和体长 013 99的稚鱼"黑

色素 43 个"体长 4413 99的稚鱼"黑色素基本消

失
'/"9(

%印度洋海域"体长 813 99的后期仔鱼还

没有黑色素出现"体长 913 99的稚鱼"黑色素 1

个
'8"9(

%日本南部海域"体长 /173 99的后期仔鱼

已出现 0 个黑色素"体长 7193 99的稚鱼"其黑

色素基本消失
'43(

%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体长

/1: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43 个黑色素"8133

99的后期仔鱼达 4: 个"8183 99的稚鱼减少为

1 个%台湾四周海域"前期仔鱼就出现 7 <0 个黑

色素"/103 99的后期仔鱼 1 个
'48(

%我们所观察

的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样品"体长 :128 99的后期

仔鱼#最小个体$已出现 0 个黑色素"体长 8143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为 43 个"体长 7128 <

1143 99的后期仔鱼和稚鱼"黑色素为 42 个)

印明灯鱼55印度洋西南部阿古尔哈斯洋流

区"体长 :10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0 个黑色

素"体长 7103 99的稚鱼"黑色素达 4/ 个
'44(

%南

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体长 8183 99和 8113 99

的后期仔鱼"黑色素 42 个%东海陆架区体长 0138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 44 个
'4/(

%我们所观察的

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样品"体长 :173 99的后期仔

鱼#最小个体$已出现 9 个黑色素"体长 7128 99

的后期仔鱼和体长 42133 99的稚鱼"黑色素为

43 个)

朗明灯鱼5 5加利福尼亚海流区体长为

/17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 个黑色素"7173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增至 9 个"0133 <9108

99的稚鱼"黑色素为 43 <44 个"441/3 99的稚

鱼"其黑色素完全消失
'7 60(

%日本南部海域体长

/17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9 个黑色素"8123

99的后期仔鱼"其黑色素模糊不清
'43(

%台湾四

周海域"体长为 /193 99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43

个黑色素":10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 42 个"

11/3 99的稚鱼"黑色素减少"仅为 1 个
'48(

%我们

所观察的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样品"体长 812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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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期仔鱼#最小个体$已出现 4: 个黑色素"体

长 8183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 48 个"体长 7173

99的后期仔鱼"黑色素减少到 43 个"体长 0173

99的稚鱼"黑色素仅为 : 个)

综上所述"西明灯鱼&印明灯鱼和朗明灯鱼仔

稚鱼发育过程中臀鳍上方体侧腹缘的菊花状黑色

素的数量略有差别"朗明灯鱼仔稚鱼是 / 种明灯

鱼中数量最多的"但不超过 48 个"西明灯鱼仔稚

鱼次之"但不超过 4: 个%印明灯鱼最少"但不超过

4/ 个) / 种明灯鱼仔稚鱼发育过程中臀鳍上方体

侧的腹缘具有一列菊花状的黑色素分布"这是同

属鱼类的属性%而 / 种明灯鱼仔稚鱼黑色素数量

的微小差异"体现出同属鱼类中不同种类之间种

的属性的差别)

同一种类不同海域的个体"其黑色素的发育

和数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同为体长 /173 99

的西明灯鱼后期仔鱼"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个体

出现 / 个黑色素"日本南部海域的个体出现 0 个

黑色素"南海北部大陆斜坡海域"体长 /1:3 99

的后期仔鱼已出现 43 个黑色素"而印度洋海域

8133 99后期仔鱼还没有黑色素出现%加利福尼

亚海流区体长 0123 99的稚鱼"其黑色素发育完

成#44 个$"体长 1113 99的稚鱼"其黑色素基本

消失"地中海及其邻近海域"体长大约 813 99的

后期仔鱼和体长 013 99的稚鱼"黑色素 43 个"

体长 4413 99的稚鱼"其黑色素基本消失"日本

南部海域"体长 7193 99的稚鱼"其黑色素基本

消失#印明灯鱼和朗明灯鱼仔稚鱼也有类似的情

况$"这一个体上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的地理种群

的发育生物学特性以及不同海域的生态环境条件

与基础饵料的差异相关)

D&B"发光器的形成与分布

东海外海黑潮流域的 / 种明灯鱼仔稚鱼发光

器形成的顺序与数量如表 4 所示"体长 8143 <

43133 99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的形成顺序

为 8>

2

&6"

2

&6"

8

&&"G#&"G

4

&&"G

2

和 &"G

/

$"体

长 71:3 99的印明灯鱼后期仔鱼已出现 8>

2

和

6"

8

发光器"体长 8128 <0173 99的朗明灯鱼仔

稚鱼也已出现 8>

2

和 6"

8

发光器) 可见"印明灯

鱼和朗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形成顺序大致相同"

而西明灯鱼仔稚鱼出现 6"

2

发光器后再出现 6"

8

发光器) 但 / 种明灯鱼仔稚鱼鳃盖条区发光器

8>

2

都是最先出现"符合大多数灯笼鱼科鱼类的

早期发育规律
'0(

)

表 !"D 种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形成顺序与数量

'46&!"F(G7(+9(4+5+7*6()3,/21,0,21,)(3/,)*40$,+$+-4)?4(,/01)((32(9$(3,/!'/-.&'(0$01*A,-$+&!<D<

种类

AGIC;IA

个体大小599

0:>N:A;OI

发光器

GH/F/GH/>IA

数量

=29SI>

西明灯鱼

!1,)-,&)"'.+

8143

8>

2

4

0173

8>

2

&6"

2

2

1143

8>

2

&6"

2

&6"

8

/

43133

8>

2

&6"

2

&6"

8

&&"G

4

&&"G

2

&&"G

/

7

印明灯鱼

!1/,&.0$.+

71:3

8>

2

&6"

8

2

42133

4=&8>

4

&8>

2

&8>

/

&"G

4

&"G

2

&6'"&6."

4

&6."

2

&6"

4

&6"

2

&6"

/

&6"

:

&

6"

8

&*&"

/

&."

4

&."

2

&."

/

&."

:

&&":

4

&&":

2

&&":

/

&&":

:

&&":

8

&

&"G

4

&&"G

2

&&"G

/

20

朗明灯鱼

!1-,)%0&,).+

8128

8>

2

4

8183

8>

2

4

7173

8>

2

&6"

8

2

0173

8>

2

&6"

8

2

55加利福尼亚海流区"西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

的形成顺序为 8>

2

#体长 713 99$&6"

2

#体长 013

99$& 6"

8

#体长 118 99$&&":

4

#体长 4413

99$&8>

/

&6"

2

和 6"

/

#体长 4/18 99$&发光器发

育完全#体长 4:18 99$%朗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

的形成顺序为 8>

2

#体长 :18 99$&6"

8

#体长 713

99$&8>

4 6/

&"G

4

&"G

2

&6."

4

&6."

2

&6'"&6"

2 68

和 &":

4 68

#体长 4318 99$

'0(

) 印度洋西南部阿

古尔哈斯洋流区"印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的形成

顺序为 8>

2

#体长为 :103 99$&6"

8

#体长 7103

99$

'44(

%东海陆架区的印明灯鱼"体长 0138 99

后期仔鱼出现 8>

/

&6"

8

和 ."

:

发光器
'4/(

%南海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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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大陆斜坡海域的印明灯鱼"体长 :10 99的

后期仔鱼出现 8>

2

发光器"体长 8188 99的后期

仔鱼又出现 6"

8

发光器) 我们所观察的东海外

海黑潮流域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的形成顺序

为 8>

2

#体长 8143 99$&6"

2

#体长 0173 99$&

6"

8

#体长 1143 99$&&"G

4 6/

#体长 43133 99$%

朗明灯鱼仔稚鱼发光器的形成顺序为 8>

2

#体长

8128 99$&6"

8

#体长 7173 99$以及印明灯鱼仔

稚鱼发光器的形成顺序为 8>

2

&6"

8

#体长 71:3

99$& 4=& 8>

4 6/

& "G

4

& "G

2

& 6'"& 6."

4

& 6."

2

&

6"

4 68

&*&"

/

&."

4 6:

&&":

4 68

&&"G

4 6/

#体长 42133

99$) 综上所述"4$东海外海黑潮流域的西明灯

鱼仔稚鱼 8>

2

&6"

2

和 6"

8

发光器的形成顺序与

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西明灯鱼仔稚鱼
'0(

基本相

同"而东海外海黑潮流域的西明灯鱼仔稚鱼先出

现 &"G

4 6/

发光器"与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西明灯

鱼仔稚鱼先出现 &":

4

发光器
'0(

有所不同%2$东

海外海黑潮流域的朗明灯鱼仔稚鱼 8>

2

和 6"

8

发

光器的形成顺序与加利福尼亚海流区的朗明灯鱼

仔稚鱼
'0(

基本相同%/$东海外海黑潮流域的印明

灯鱼仔稚鱼 8>

2

和 6"

8

发光器的形成顺序与印度

洋西南部阿古尔哈斯洋流区和南海北部大陆斜坡

海域的印明灯鱼
'44(

基本相同"而与东海陆架区的

印明灯鱼后期仔鱼所出现的 8>

/

&6"

8

和 ."

:

发

光器
'4/(

有较大的差异) 所出现的这些差异可能

与不同的地理种群的发育生物学特性有所差别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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