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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赤刀鱼科（Ｃｅｐｏｌｉｄａｅ）是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之下一类身体侧扁、通体红色的小型穴居性鱼类，幼体
阶段有一个上枕骨及鳃盖骨系特别膨大且多棘刺等为特点的特殊发育时期。该科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和

东大西洋的热带、亚热带海区，我国已有零星记录。详细考查赤刀鱼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介绍早期发育个体

及成体基本形态，检测保存于中国主要鱼类研究单位的有关标本，厘定中国赤刀鱼科的种类。依据形态鉴别

特征，发现中国赤刀鱼科有３属７种，列出这些种类的学名引证及其可数性状和可量性状，简要描述形态特征
和地理分布，编制属、种的分类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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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刀鱼科（Ｃｅｐｏｌｉｄａｅ）是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之下一类身体侧扁、通体红色的小型鱼类，分布

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和东大西洋，多数种类生活

在热带、亚热带近岸至深水的泥砂底质海区［１］。

由于其早期生活史阶段具有一个与成体在形态

和生活习性等方面明显不同的特殊发育阶段，物

种的厘定比较困难［２５］。赤刀鱼科鱼类大多栖息

在自己挖掘的泥质或细沙质洞穴内，样本取得比

较困难，因此除对个别种类作过食性、年龄与体

长等基础生物学研究以外，其他生态学资料很

少［６９］。

我国海域赤刀鱼科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较少，

偶尔能见于底拖网渔获物。在鱼类志书及文献

资料［１０１６］中有一些我国赤刀鱼科的零星记述，但

《中国鱼类系统检索》［１７］也仅记录２属４种，尚缺
乏系统的分类总结。本文考查赤刀鱼科研究的

历史和现状，检测保存于我国主要鱼类研究单位

历年采集的相关馆藏标本，厘定我国赤刀鱼科的

种类，结合文献考证编制属、种检索表，旨在为我

国赤刀鱼科鱼类的分类鉴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检测的标本：历年保存于上海海洋大学、中

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等标本馆的相关鱼类标本，标本均

用甲醛溶液保存。

形态测量方法：用游标卡尺测量标本的可量

性状，在解剖镜下计数纵列鳞、背鳍和臀鳍；部分

标本的背鳍、臀鳍和脊椎骨经数码 Ｘ光机
（ＫＯＤＡＫＤＸＳ４０００）拍摄透视片后再计数。

文献信息来源：国内外有关赤刀鱼科的参考

文献及鱼类资源数据库等。

２　形态特征

２．１　成体的形态特征
赤刀鱼科的身体延长，部分种类的身体高度

侧扁，呈带状。吻短而钝。眼大，侧上位。口端

位，口裂斜向前上。颌齿细弱，或有一列犬齿；犁

骨及腭骨均无齿。鳃盖骨薄，前鳃盖骨下缘有多

个弱棘刺。被中大或小型圆鳞或弱栉鳞。侧线１
条，位高，自头背部后缘沿着背鳍的基部延伸到

尾柄基部，有些种类不达尾鳍基部即消失。背鳍

连续，单个，基部很长，前端有 ０～Ⅳ枚（通常Ⅲ
枚）硬棘；臀鳍具０～Ⅱ枚硬棘；背鳍、臀鳍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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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相连或分开。胸鳍较小，末端圆钝。腹鳍位于

胸鳍基部下方。后匙骨单个；鳃盖条骨６根。脊
椎骨和肋骨细弱，部分躯椎骨的背肋与腹肋愈

合。体色通常呈红色或粉红色，最大体长可达７０
ｃｍ。
２．２　早期发育个体的形态特征

所有赤刀鱼科的种类都有一个特殊的发育

阶段，幼体的上枕骨、前鳃盖骨、主鳃盖骨等明显

比成体膨大，均具有发达的齿状棘刺，头顶和眼

眶上缘也有锯齿状结构，并随不同发育阶段而有

变化（图１～图４）［５１７］。

３　中国赤刀鱼科的系统检索

赤刀鱼科被划分为２亚科５属，有２３种［１］，

但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隐存种，在分类上也存在争

议。如ＳＭＩＴＨＶＡＮＩＺ等［５］主要依据头部侧线管

的形态等特征就描述了２１个新物种，并且认为
欧氏

&

亚科（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ｎａｅ）的３个属均归属于欧氏
&

属（Ｏｗｓｔｏｎｉａ）。本文依据传统的形态鉴别特
征，经分类厘定，发现中国有２亚科３属７种。

Ａ．赤刀鱼亚科，体长４．７ｍｍ；Ｂ．棘赤刀鱼属，体长４．７ｍｍ；Ｃ．欧氏
&

属，体长２．８ｍｍ；Ｄ．欧氏
&

属。

Ａ．Ｃｅｐｏｌｉｎａｅ，４．７ｍｍＳＬ；Ｂ．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４．７ｍｍＳＬ；Ｃ．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２．８ｍｍＳＬ；Ｄ．Ｏｗｓｔｏｎｉａ．

图１　赤刀鱼科的前弯曲期仔鱼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ｃｅｐｏｌｉｄｓ

　　中国赤刀鱼科的亚科、属、种检索：
１（８）身体细长呈带状；背鳍和臀鳍基部很

长，鳍条均超过 ６５枚，完全与尾鳍相连；脊椎骨
约６５～８０枚（赤刀鱼亚科Ｃｅｐｏｌｉｎａｅ）
２（７）前鳃盖骨后缘具棘刺（棘赤刀鱼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
３（４）背鳍前部无黑斑；纵列鳞２００以下……

…………………… 克氏棘赤刀鱼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
４（３）背鳍前部具一眼径大小的黑斑；纵列鳞

３００以上
５（６）体细长，体长为体高的１１倍以上；背鳍

鳍条 １００以上；纵列鳞 ５１０以上………………
………………………… 背点棘赤刀鱼Ａ．ｌｉｍｂａｔａ
６（５）体较高，体长为体高的１０倍以下；背鳍

鳍条９０以下；纵列鳞４４０以下……………………
………………………… 印度棘赤刀鱼Ａ．ｉｎｄｉｃａ

７（２）前鳃盖骨后缘光滑，无棘刺（赤刀鱼属
Ｃｅｐｏｌａ）………………史氏赤刀鱼Ｃｅｐｏｌａ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ｉ
８（１）身体较粗短，不呈带状；背鳍和臀鳍基

部较短，鳍条均少于 ３２枚，不与尾鳍相连；脊椎
骨约２８～３０枚（欧氏

&

亚科 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ｎａｅ，欧氏
&

属Ｏｗｓｔｏｎｉａ）
９（１０）体侧的侧线向前止于鳃孔附近的后颞

骨，接近背鳍起点…… 红身欧氏
&

Ｏ．ｔｏｔｏｍｉｅｎｓｉｓ
１０（９）体测的侧线向前延伸到背鳍起点之前
１１（１２）体中等延长，前段较高，自头后逐渐

尖细；鳞片小，纵列鳞多于５０；眼间隔稍隆起……
……………………………士佐欧氏

&

Ｏ．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
１２（１１）体较长，身体前后段约等高；鳞片大，

纵列鳞约３０；眼间隔平坦…………………………
…………………………带状欧氏

&

Ｏ．ｔａｅｎｉｏｓｏｍａ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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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棘赤刀鱼属，体长５．９ｍｍ；Ｂ．欧氏
&

属，体长６．９ｍｍ。Ａ．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５．９ｍｍＳＬ；Ｂ．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６．９ｍｍＳＬ．

图２　赤刀鱼科的弯曲期仔鱼
Ｆｉｇ．２　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ｃｅｐｏｌｉｄｓ

左为侧面观，右为背面观。Ａ．体长４．９ｍｍ；Ｂ．体长６．９ｍｍ。
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ｌｅｆｔ，Ｄｏｒｓａｌｖｉｅｗｒｉｇｈｔ．Ａ．４．９ｍｍＳＬ；Ｂ．６．９ｍｍＳＬ．

图３　欧氏
"

属的后弯曲期仔鱼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ｔ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Ｏｗｓｔｏｎｉａ

Ａ．Ｂ，棘赤刀鱼属，体长９．０ｍｍ；Ｃ、Ｄ．欧氏
&

属，体长１３．２ｍｍ；Ｐｏｐ．前鳃盖骨；Ｐｔ．后颞骨；Ｓｃｌ．上匙骨；Ｓｏｃ．上枕骨。
Ａ，Ｂ．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９．０ｍｍ ＳＬ；Ｃ，Ｄ．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１３．３ｍｍ ＳＬ；Ｐｏｐ．ｐｒｅｏｐｅｒｃｌｅ；Ｐｔ．ｐｏｓｔ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ｃｌ．ｓｕｐｒａｃｌｅｉｔｈｒｕｍ；Ｓｏｃ．
ｓｕｐｒａ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

图４　赤刀鱼科后弯曲期仔鱼的头骨
Ｆｉｇ．４　Ｓｋｕｌｌｓｏｆｐｏｓｔ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ｃｅｐｏｌｉｄｓ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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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赤刀鱼亚科（Ｃｅｐｏｌｉｎａｅ）
本亚科有 ２属 ９种，包括棘赤刀鱼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４种、赤刀鱼属（Ｃｅｐｏｌａ）５种［１］，

中国有２属４种。
３．１．１　棘赤刀鱼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７４）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７４［１８］（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ｅｐｏｌ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５）。

体甚延长而侧扁，呈带型。头方形，吻钝。

口裂宽大而倾斜，颌齿细弱。前鳃盖骨下角具４
个或以上锯齿状棘。鳃裂大，鳃膜彼此分离，且

与峡部分离。体被细小圆鳞，鳃盖骨也被鳞。背

鳍及臀鳍基底与尾鳍相连，无硬棘，鳍条一般不

分枝，数量在７５枚以上；尾鳍尖形。前上颌骨与
上颌骨之间无黑色斑块。我国已发现３种。
　　克氏棘赤刀鱼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５），见图５。
Ｃｅｐｏｌ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１８４５［１８］。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ＺＨＥＮＧ，１９６２［１２］；

ＷＵ，１９８５［１１］；ＳＵＮ，１９８７［１７］；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ＬＩ
等，２００７［１９］；ＳＨＥＮ 等，２０１１［２０］；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０６［２１］；ＬＩＵ等，２０１３［２２］；ＬＩＵ等，２０１６［２３］；
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６［１６］。

测量标本１２尾，体长２１１．０～３２５．０ｍｍ，采
自福建遮浪、汕尾，广东南海，海南三亚（标本号

５２２、８７４、５５７７０、６２０３８２、６２０３８１、６２０３８１、６４
９６８、５６２６７９、５６７３８３、５６８１６５、５６８７９２、３４３８４）。

背鳍７４～８４（平均７９．８）；臀鳍７４～８３（平均
７７．６）；胸鳍１７～１８（平均１７．６）；腹鳍６。纵列鳞
１５５～１７７（平均１６３．４）。

图５　克氏棘赤刀鱼（体长２７５ｍｍ）
Ｆｉｇ．５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ｋｒｕｓ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２７５ｍｍ）

　　体长为体高的８．９～１３．４（１０．０）倍，为体宽
的２０．４～２７．７（２３．８）倍，为头长的 ６．２～８．９
（８．２）倍，为背鳍前距的７．０～１０．３（８．９）倍，为
臀鳍前距的４．１～６．２（４．９）倍。头长为吻长的
４．１～５．０（４．５）倍，为眼径的２．７～３．１（２．８）倍，
为眼间距的 ４．９～５．９（５．４）倍，为胸鳍长
的０．６～０．７（０．６）倍，为腹鳍长的 ０．６～０．７
（０．７）倍。

新鲜标本全身橘红色至浅黄色，背部色深，

腹部较浅，身体前段的体侧上部和身体后段的体

侧中部均有明显的深红色条纹。各鳍色匀，同所

在部位的体色，奇鳍的外缘深红色。上颌的
'

腭

具有黑色斑块。

为热带海洋底栖性鱼类，最大体长 ４０ｃｍ。
我国分布于东海南部到南海，国外分布于西太平

洋自日本南部至印尼和澳洲西北部海域。

背 点 棘 赤 刀 鱼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 ｌｉｍｂａｔａ
（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１８３５）（图６）。

　　Ｃｅｐｏｌａｌｉｍｂａｔａ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１８３５［８］。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 ｌｉｍｂａｔａ：ＺＨＥＮＧ，１９６２［１２］；

ＳＵＮ， １９８７［１７］； ＣＨＥＮ 等，１９９７［２４］；ＳＨＥＮ，
１９９３［１４］；ＬＩ等，２００７［１９］；ＳＨＥＮ 等，２０１１［２０］；
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６［１６］。

测量标本１１尾，体长２８７．０～５２３．０ｍｍ，采
自浙江南部，福建遮浪，广东汕尾、闸坡、南海，海

南三亚（标本号 ４５０、７９０６６、６２０１９７、５６３８０９、
５４０１１３、５６８２１７、５６７３８４、６４５５７、５３０５７６、
２８８９１、３４０５４）。

背鳍１００～１１１（平均１０３．７）；臀鳍１０４～１１６
（平均１０８．４）；胸鳍１７～１８（平均１７．８）；腹鳍５。
纵列鳞５１１～５９８（平均５５５．８）。

体长为体高的１１．０～１７．９（１４．９）倍，为体宽
的２６．６～４０．８（３４．０）倍，为头长的 ６．４～１１．４
（１０．０）倍，为背鳍前距的７．３～１２．５（１１．２）倍，
为臀鳍前距的４．７～８．８（７．０）倍。头长为吻长的
３．０～５．２（４．０）倍，为眼径的２．６～３．４（３．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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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眼间距的３．９～５．３（４．６）倍，为眼后头长的
１．９～２．４（２．１）倍，为胸鳍长的１．７～２．５（２．０）

倍，为腹鳍长的１．６～２．３（１．９）倍。

图６　背点棘赤刀鱼（体长４６０ｍｍ）
Ｆｉｇ．６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ｌｉｍｂａｔａ（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４６０ｍｍ）

　　鲜活时身体橘红色，背部色略深，腹部稍淡；
体侧无任何斑纹；背鳍前部有一眼径大小的黑色

斑点。

温带和热带海洋底栖鱼类，最大全长 ５０．０
ｃｍ。我国分布于东海北部到南海，国外分布于西
北太平洋的日本中部至西太平洋中部海域。

印度棘赤刀鱼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ｉｎｄｉｃａ（Ｄａｙ，
１８８８）（图７）。
　　ＣｅｐｏｌａｉｎｄｉｃａＤａｙ，１８８８。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ＺＨＥＮＧ，１９６２［１２］；
ＳＵＮ，１９８７［１７］； 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ＣＨＥＮ 等，

１９９７［２４］；ＬＩ等，２００７［１９］；ＳＨＥＮ等，２０１１［２０］；ＳＵ
等，２０１１［２５］；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３［２４］；ＬＩＵ等，２０１３［２２］；
ＬＩＵ等，２０１６［２３］。

图７　印度棘赤刀鱼（体长１９５ｍｍ）
Ｆｉｇ．７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ｏｌａｉｎｄｉｃａ（Ｄａｙ）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１９５ｍｍ）

　　测量标本１０尾，体长１７６．０～４２０．０ｍｍ，采
自福建汕尾、遮浪，台湾浅滩，南海，广东海门、闸

坡（标本号５６２１１１、５６２７８０、５３０５９５、４０６７９、５６
４６１１、５６２２７３、５６７９９８）。

背鳍７８～８９（平均８５）；臀鳍８４～９７（平均
９４）；胸鳍１７～２０（平均１８．４）；腹鳍５～６。纵列
鳞３４２～４４０（平均３９４）。

体长为体高的７．８～１０．２（９．１）倍，为体宽的
２４．４～３１．９（２８．９）倍，为头长的７．６～９．４（８．５）
倍，为背鳍前距的９．３～１１．４（１０．６）倍，为臀鳍前
距的６．３～７．４（７．０）倍。头长为吻长的 ５．４～
６．６（５．９）倍，为眼径的３．１～３．６（５．９）倍，为眼
间距的５．０～６．７（６．１）倍，为胸鳍长的１．４～１．８
（１．６）倍，为腹鳍长的１．３～１．６（１．５）倍，为尾鳍
长的１．１～１．４（１．２）倍。

鲜活时全身橘红色，体侧上部色深，下部较

浅，体侧具多条深红色细条纹。各鳍略深于所在

部位的体色，背鳍和臀鳍边缘黑色，背鳍第１０根
鳍条的前后有１个约眼径大小的卵圆形黑斑。

热带大洋底栖性近海或沿岸鱼类，最大体长

约４５ｃｍ。我国分布于东海南部到南海，国外分
布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常见于印度、日本等。

３．１．２　赤刀鱼属（Ｃｅｐｏ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６４）
Ｃｅｐｏ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６４［２６］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ｐｈｉｄｉｏｎｍａｃｒ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ｍ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体甚延长而侧扁，呈带型。前鳃盖骨后缘光
滑，无棘刺。鳃裂大，鳃膜彼此分离，且与峡部分

离。体被细小圆鳞，纵列鳞５００以上。背鳍及臀
鳍基底长，并与尾鳍相连，无硬棘。体色一致为

橘红色。前上颌骨与上颌骨之间无黑色斑块。

共５种，２种分布在印度西太平洋，２种分布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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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１种分布在南印度洋，我国仅１种。
史氏赤刀鱼 Ｃｅｐｏｌａ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４

（图８）。

图８　史氏赤刀鱼（体长１６６ｍｍ）
Ｆｉｇ．８　Ｃｅｐｏｌａ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ｉＢｌｅｅｋｅｒ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１６６ｍｍ）

　　Ｃｅｐｏｌａ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４［２７］；ＳＵＮ，
１９８７［１７］；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ＬＩ等，２００７［１９］；ＳＨＥＮ
等，２０１１［２０］。

测量标本４尾，体长９４．５～１５５．０ｍｍ，采自
我国东海和南海（标本号５９００２５、５９００８３、Ｖ５７７Ｂ
１２８、９８０）。

背鳍５６～６８（平均６２．３）；臀鳍５５～６２（平均
５９．３）；胸鳍１８；腹鳍５。纵列鳞５３３～５７３（平均
５５３．５）。
　　体长为体高的８．３～１０．６（９．５）倍，为体宽的
１４．０～２４．５（１９．９）倍，为头长的５．６～６．９（６．３）
倍，为背鳍前距的６．３～８．３（７．３）倍，为臀鳍前
距的３．４～４．６（４．０）倍。头长为吻长的４．０～
５．１（４．６）倍，为眼径的２．３～２．８（２．５）倍，为眼
间距的５．６～６．４（５．９）倍，为眼后头长的２．１～
２．３（２．２）倍，头长为口裂长的４．８～５．７（５．２）
倍，为胸鳍长的１．７～２．３（２．１）倍，为腹鳍长的
１．５～２．０（１．８）倍。

鲜活时身体橘红色，背部色略深，腹部稍淡；

各鳍和体侧无任何斑纹；前颌骨与上颌骨之间具

有１条细长的黑色圆形斑点。
温、热带海洋底层鱼类，最大体长约５０ｃｍ。

我国分布于东海和南海，国外分布于印度西太平
洋，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海域等。

３．２　欧氏
"

亚科（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ｎａｅ）
早期文献将欧氏

&

亚科划分为３属，即拟赤
刀鱼属（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ｐｏｌａ）、欧氏

&

属（Ｏｗｓｔｏｎｉａ）和樱
花鲻

&

属（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ｉａｓ）［１］。但 ＳＭＩＴＨＶＡＮＩＺ
等［５］将上述３个属的所有种类均归入欧氏

&

属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目前已被广泛接受［２８］，本文也采用

后一种意见。

３．２．１　欧氏
&

属（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０８）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０８［２９］。
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ｉａｓＷＥＢＥＲ，１９１３［３０］。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ｐｏｌａＫＡＭＯＨＡＲＡ，１９３５［３１］。
身体延长，稍高而侧扁。头中等大小，吻短。

眼大。口裂大而斜上；上颌骨暴露，无辅上颌骨；

牙弯曲，上下颌齿１行，下颌前端联合处２行，腭
骨和犁骨牙缺失。前鳃盖骨下缘具锯齿；鳃条骨

６根。鳃裂宽大，鳃耙长、数量多；鳃膜彼此分离。
体被圆鳞，排列较整齐；颊部、鳃盖骨、胸和腹部

均具鳞片。背鳍及臀鳍基底不与尾鳍相连；背鳍

前端具Ⅲ弱棘；臀鳍和腹鳍具Ⅰ弱棘；尾鳍长，呈
尖形。头部感觉管明显；体侧侧线紧贴背鳍基部

延伸，向前止于或超越背鳍起点的下方，有些种

类往后不达尾鳍基部即消失。本属在我国发现３
种。

　　红身欧氏
&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ｏｔｏｍｉｅｎｓｉｓ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０８
（图９）。

图９　红身欧氏
"

（体长２６６ｍｍ）
Ｆｉｇ．９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ｏｔｏｍｉｅｎｓｉｓＴａｎａｋａ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２６６ｍｍ）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ｏｔｏｍｉｅｎｓｉｓ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０８［２９］；ＳＵＮ，
１９８７［１７］；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ＳＨＥ等，２０１１［２０］。

未搜寻到标本，根据ＴＡＮＡＫＡ［２９］的原始描述
和ＳＨＥＮ等［２０］的记述进行转述。

背鳍Ⅲ２１；臀鳍Ⅰ１４；胸鳍Ⅰ１８～２０；腹鳍
Ⅰ５；尾鳍１７。纵列鳞５５～６０。
　　体长为体高的３．６倍，为头长的３．９倍。头
长为吻长的４．８倍，为眼径的２．７倍，为眼间距的
６．０倍，为上颌骨长度的１．８倍。

鲜活时身体橘红色，背部色略深，腹部稍淡；

各鳍和体侧无任何斑纹。液浸标本灰白色，上颌

骨和前上颌骨之间黑色。

热带海洋底层鱼类，最大体长５０ｃｍ。我国
分布于台湾西部海域，国外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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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佐欧氏
&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Ｋａｍｏｈａｒａ，
１９３４（图１０）。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 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ＫＡＭＯＨＡＲＡ，１９３４［３１］；
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ＳＨＥＮ 等，２０１１［２０］； ＳＭＩＴＨ
ＶＡＮＩＺ等，２０１６［５］。

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ｉａｓ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等，２００９［３］。
未搜寻到标本，根据 ＳＭＩＴＨＶＡＮＩＺ等［５］和

ＳＨＥＮ等［２０］的描述进行转述。

标本１０尾，体长９．９～２２．８ｃｍ。

图１０　士佐欧氏
"

（体长１７３ｍｍ）
Ｆｉｇ．１０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ｏｓａｅｎｓｉｓＫａｍｏｈａｒａ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１７３ｍｍ）

　　背鳍Ⅲ２３～２４；臀鳍Ⅰ１５～１６；胸鳍 １９～
２１；尾鳍１７。纵列鳞约４４～５４。鳃耙４５～５１，
脊椎骨２９

#

３０。
背鳍前距为体长的２０．７％ ～２７．１％；臀鳍前

距为体长的４８．６％～５６．２％；背鳍基部为体长的
６０．０％～７１．４％；臀鳍基部为体长的 ６０．０％ ～
７１．４％；臀鳍基长为体长的３５．５％ ～３８．８％；腹
鳍长为体长的２８．９％～４１．６％；尾鳍长为体长的
４５．８％ ～６４．７％；臀鳍起点处体高为体长的
２２．２％ ～２８．０％；头长为体长的 ２１．５％ ～
２８．１％；上颌长为体长的１０．９％ ～１３．９％；眼径
为体长的８．４％～１２．２％。

鲜活标本背部及体侧上部鲜红色，体侧下部

及腹面淡红色至银白色；头背部及上下颌鲜红

色；头侧及腹面淡红色。背鳍、臀鳍橘黄色，基部

鲜红色；胸鳍和腹鳍鲜红色；尾鳍上半部鲜红色，

下半部橘黄色。

亚热带底栖鱼类，我国分布于台湾西部海

域，国外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
带状欧氏

&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ａｅｎｉｏｓｏｍａ（Ｋａｍｏｈａｒａ，
１９３５）（图１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ｐｏｌａ ｔａｅｎｉｏｓｏｍａ ＫＡ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３５［３２］；ＳＨＥＮ，１９９３［１４］；ＳＨＥＮ等，２０１１［２０］。

测量标本１尾，体长７９．０ｍｍ，采自海南文昌

（标本号Ｓｈ１０００８）。
背鳍Ⅱ３２；臀鳍Ⅰ２７；胸鳍１８；腹鳍４；尾鳍

１３。纵列鳞３２。第一鳃弓外侧鳃耙１４枚。

图１１　带状欧氏
"

Ｆｉｇ．１１　Ｏｗｓｔｏｎｉａｔａｅｎｉｏｓｏｍａ（Ｋａｍｏｈａｒａ）

　　体长为体高的５．４倍，为体宽的２８．２倍，为
头长的５．９倍，为背鳍前距的４．３倍，为臀鳍前距
的２．２倍。头长为吻长的３．１倍，为眼径的２．９
倍，为眼间距的４．２倍，为眼后头长的１．９倍，头
长为口裂长的２．１倍，为胸鳍长的１．１倍，为腹鳍
长的１．１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１．１倍。侧线起
点在鳃裂的上角，贴着背鳍基部往后延伸，不达

尾鳍基部即消失。

鲜活时身体和各鳍呈鲜红色，体侧下部稍

浅。背鳍中央具 １条中等宽阔的黄色带。液浸
标本全身浅灰色。

深海底栖鱼类，我国分布于海南和台湾附近

海域，国外分布于西北太平洋。

４　展望

由于成体的形态差异明显，赤刀鱼科

（Ｃｅｐｏｌｉｄａｅ）和欧氏
&

科（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ｄａｅ）原先都作
为独立的科而存在［５，１７］。但 ＯＫＡＤＡ等［３４］依据

两者在脑颅等骨骼特征上的相似性，将这２个科
降为亚科置于 Ｃｅｐｏｌｉｄａｅ之下，并得到广泛认
可［５，３５］。但ＭＯＫ［２］发现，Ｃｅｐｏｌｉｄａｅ一些躯干椎骨
上的背肋与腹肋近端相融合，而 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ｄａｅ并不
愈合，两者在骨骼特性上也有差异，因此这两个

亚科的隶属关系可能也是暂时的［１］。

传统上，赤刀鱼科的分类主要以背鳍、臀鳍、

脊椎骨、纵列鳞等可数性状，以及身体形状、鳃盖

骨棘刺有无、体表斑纹等为依据，记录的种类较

少［１］，我国近邻日本也仅有８种［３６］。近年来，有

学者开始用侧线分布模式 （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ｉｎ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的差异性作为物种鉴别的主要特征，新的物种被

不断描述（表１）［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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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截至２０２１年赤刀鱼科２个亚科的属、种数变化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ｂｙｆａｍｉｌｙ／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２０２１

类别
可用属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
有效属

Ｖａｌｉｄｇｅｎｅｒａ
可用种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有效种

Ｖａｌｉ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最近１０年发表的新种（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ａｍｅｄｌａｓ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

赤刀鱼亚科Ｃｅｐｏｌｉｎａｅ ４ ２ ２８ ９ ０
欧氏

&

亚科Ｏｗｓｔｏｎｉｉｎａｅ ６ １ ３８ ３６ ２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 ３ ６６ ４５ ２２

　　总体来说，目前仅依据形态特征的物种鉴定
和分类还存在许多问题。下一步，可以选择合适

的分子标记，从分子分类的角度去厘定现有形态

学物种鉴定的有效性并发现可能的隐存种，通过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揭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

理清亚科和属级界元的隶属关系。

本文承上海海洋大学钟俊生教授提出宝贵

意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研究员、海

洋研究所刘静研究员、南海海洋研究所孔晓瑜研

究员、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李纯厚研

究员和梁沛文高级工程师协助测量和分析标本，

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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