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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在南海海域采集管眼鱼 ６ 尾，经形态特征鉴定为月鱼目、鞭尾鱼

科、鞭尾鱼属（Ｓｔｙｌｅｐｈｏｒｕｓ）、鞭尾鱼（Ｓｔｙ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ｅｓ）。 鞭尾鱼主要鉴别特征为：体长，侧扁。 眼

大，呈望远镜状，朝前或朝上。 吻小，管状，口有特别大的伸缩能力。 背鳍从颈背部延伸至尾鳍基

部。 尾鳍分明显的上叶和下叶，下叶 ２ 鳍条极度延长。 鞭尾鱼在南海海域的发现是该科、该属、该
种鱼类在中国海域的首次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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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中央海盆平均水深为

４ １００ ｍ，在 ２００ ｍ 以深大洋深水层中栖息着大量的

深海鱼种类［１］。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０１）整理报导了台湾岛

周边和东沙群岛水域深海鱼类—灯笼鱼科和新灯鱼

科的 １７ 种新记录［２］。 Ｈｏ 等（２００８）报导了两种稀

有深海梦角鮟鱇—斜丝梦鮟鱇（Ｏｎｅｉｒｏｄｅｓ ｐｌａｇｉｏｎｅ⁃
ｍａ）和皮氏梦鮟鱇（Ｏ． ｐｉｅｔｓｃｈｉ）在大西洋、太平洋及

印度洋的新记录［３］。 南海的深海鱼类种类中尚未

有鞭尾鱼科，鞭尾鱼属（Ｓｔｙｌｅｐｈｏｒｕｓ），鞭尾鱼（Ｓｔｙｌｅ⁃
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ｅｓ）的记录［４⁃６］，本研究描述采集于南

海海域深海的鞭尾鱼样本，为中国深海鱼类的研究

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在南海（８°３６′Ｎ—
１９°５０′Ｎ，１１０°３９′Ｅ—１１５°１４′Ｅ）采集鱼类样本，调查

船为“南锋”号（船总长 ６６．６６ ｍ，宽 １２．４０ ｍ，总吨位

１ ５３７ ｔ，总排水量 １ ９８０ ｔ，主机功率 １ ９２０ ｋＷ），网
具为单船中层有翼单囊拖网（网口周长 １７６．００ ｍ，
网衣总长 １１０．９０ ｍ，上纲长度 ５９．５０ ｍ，网口网目尺

寸 ８００ ｍｍ，网囊网目尺寸 ５０ ｍｍ），拖网深度由 Ｓｉｍ⁃

ｒａｄ ＰＩ４４ 网位仪监测，拖速为 ６．３７～７．１０ ｋｍ ／ ｈ，样本

采集后冷冻保存。 样本在实验室解冻后，按照《海
洋调查规范》测量体长等生物学数据［７］。 测量后进

行编号，并保存于实验室。

２　 结果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在南海采集月鱼目鱼类样本 ６
尾（表 １），通过形态特征鉴定为鞭尾鱼科、鞭尾鱼

属、鞭尾鱼，是中国鱼类新纪录种［１， ５⁃６， ８⁃１６］。
形态特征描述：测量标本 ６ 尾（保存于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研究室，编
号 ＳＣＳＦＲＩ 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１ ～ ３、ＳＣＳＦＲＩ ２０２０００１６ ～ １７、
ＳＣＳＦＲＩ ２０２００１１０），体长范围为 １２０ ～ ２１３ ｍｍ。 背

鳍 １１２～１２３，臀鳍 １５ ～ １７，胸鳍 １０ ～ １１，尾鳍 ５ ～ ６ ＋
２。 体长为体高的 ２５．４ ～ ３２．８ 倍，为头长的 ５．４ ～ ７．２
倍；头长为吻长的 １．３ ～ １．７ 倍，为眼径的 ５．３ ～ ７．２
倍。 体延长，侧扁。 头长约为体长的１ ／ ７。 吻部突

出、管状，吻长为头长的 ２ ／ ３ ～ ３ ／ ４。 眼大，呈望远镜

状，能转向前方和背方，眼间隔狭窄。 口小，上下颌

能伸缩，当口伸出时，口腔容积可急剧增加。 体无

鳞，侧线分节排列，呈管状。 背鳍延长，从颈背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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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尾鳍基部。 臀鳍位于体中部，臀鳍起点约与背

鳍第 ５０～５２ 鳍条相对。 胸鳍位于鳃孔后方，鳍条长

约为体高的 １ ／ ２。 尾鳍分明显的上叶和下叶，下叶

鳍条极度延长，约为体长的 １ ／ ７～１ ／ ６。 新鲜样本，体

银色，头部黑色，眼银绿色；背鳍基局部淡红色。 样

本冷冻后体色变化不大。 浸制样本，体浅棕色，吻、
颊部以及体腹部黑色，眼浅黄色，各鳍浅白色，尾柄

灰褐色（图 １）。

表 １　 南海鞭尾鱼样本信息

Ｔａｂ．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ｙ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ｅｓ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样本编号 时间 经纬度
拖网深度

／ ｍ
水深

／ ｍ
体长

／ ｍｍ

鳍条数目 ／ 条

背鳍 臀鳍 胸鳍 尾鳍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
１１：２０—
１２：２０

８°３６′Ｎ，
１１３°４９′Ｅ

５５０
１ ３３０～
１ ５８０

１８６ １２１ １５ １１ ６＋２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０１６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０１７
２０１７⁃０３

１５：４０—
１６：４０

１９°５０′Ｎ，
１１５°１４′Ｅ

５２０
１ ３００～
１ ４８０

１７０ １１６ １５ — ５＋２

２１３ １１８ １７ １０ —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１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２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３

２０２０⁃０７
２１：２０—
２２：２０

１６°３８′Ｎ，
１１０°３９′Ｅ

— １ ３８０

２０５ １２３ １６ １０ ６＋２

１５８ １１６ — １０ ５＋２

１２０ １１２ １５ １１ ５＋２

　 　 注：“—”表示数据缺失。

图 １　 南海采集的鞭尾鱼

Ｆｉ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Ｓｔｙ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鞭尾鱼（标本号 ＳＣＳＦＲＩ２０２０００１６）体长为 １７０ ｍｍ。

３　 结论

目前，全世界鱼类已记录的鞭尾鱼科鱼类仅 １
属 １ 种，即鞭尾鱼，对该种深海鱼类的研究较少，而
中国尚未有记载［１， ５⁃６， ８⁃１８］。 Ｓｈａｗ（１７９１）首次在西印

度群岛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 海域发现鞭尾鱼，主要特

征有体银色、无鳞、胸鳍很小、无腹鳍、尾鳍下叶长远

超过其体长［１９］。 本研究在南海采集的鞭尾鱼其尾

鳍下叶长均未超过其体长，查阅文献［１５，２０］ 均未见

该种鱼类的尾鳍特征相关信息；而此采集样本的

尾鳍长度不一，推测样本的尾鳍在拖网捕捞过程

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相关研究表明，鞭尾鱼

分布于西大西洋的美国佛罗里达东南和墨西哥湾

东北至小安的列斯群岛（ Ｌｅｓｓｅｒ Ａｎｔｉｌｌｅｓ）水域［２１］ ，
在东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Ｃａｎａｒ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亦有分

布［１５］ ，且在大西洋赤道和北纬 ２０°邻近水域亦采

集到大量样本［１５］ 。 本次鞭尾鱼在南海的首次发

现，使其在全球海域的分布范围增加到大西洋西

部的西印度群岛海域、东部的加那利群岛海域、大
西洋的赤道和北纬 ２０°邻近水域，以及太平洋西部

的南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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