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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盖鱼科是世界各大洋热带珊瑚礁鱼类的主要类群之一。由于体型优雅、体色艳丽美观，是国际上
著名的观赏鱼类，被统称为神仙鱼，全世界已记录８属８９种。本文全面考察了世界刺盖鱼科鱼类的研究历
史，概述了科下类群划分及属间系统发育关系。测量和检视了我国主要标本馆保存的本科鱼类馆藏标本，结

合文献和同物异名考证，发现我国刺盖鱼科鱼类共有７属３０种，均分布于南海至台湾海峡附近，表明南海是
世界刺盖鱼科鱼类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本文还概述了我国刺盖鱼科的一般形态特征，并编制了我国已有的７
属３０种刺盖鱼科鱼类的属、种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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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盖鱼科（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隶属于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鲈亚目（Ｐｅｒｃｏｉｄｅｉ），是珊瑚礁鱼类
的主要类群之一。这类鱼体型较小但婀娜多姿，

体色艳丽且图案美观，性情温和而优雅，很适合

水族饲养和观赏，被统称为神仙鱼，是国际上著

名的观赏鱼类。刺盖鱼科虽是海洋鱼类，但一般

生活在水深不超过２０ｍ的珊瑚礁水域，迁移能
力不强，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分布特征，是研究海

洋鱼类生物地理学的良好类群之一［１－２］。

刺盖鱼科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

西洋的热带和暖温带珊瑚礁海域，个别发现于河

口和海湾的咸淡水中。大多生活在水深不超过

２０ｍ的水层，水深超过 ５０ｍ的水层极少出现。
生性机警，幼鱼和成鱼栖身环境不同。幼鱼一般

栖身于暗礁中，或者生活在环礁湖礁石的洞中。

接近成年的个体会移动到洞前和暗流前。成鱼

栖身于泻湖，临海珊瑚礁富含珊瑚虫地区的边缘

或者洞中，平时喜欢单独活动，但也有成群或者

成对存在。生殖方式多采取一夫多妻制，数尾雌

鱼之间有一定的顺位，一旦雄鱼死亡或者离开，

第一顺位的雌鱼就会发生性转变，变成雄鱼，接

掌这个家族。有的属具有领域性，会攻击其他同

类。主要以藻类、珊瑚虫、海鞘和海绵为食，同时

也会成群在水层中觅食浮游动物［１］。

世界已知刺盖鱼科鱼类约有 ８０余种［１－５］。

我国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陆续开展海洋鱼类的
调查，但采集到的刺盖鱼科标本较少，物种描述

也零星出现在各类海域的鱼类志中［６－８］。至８０
年代中期，已发现７属１７种［９］，最近也有一些新

的记录，但还缺乏全面的标本检视和异名考证。

本文在广泛检视和测量保存于我国主要鱼类标

本馆标本的基础上，全面考证了刺盖鱼科的研究

历史，对我国刺盖鱼科作了系统的分类整理。

１　材料与方法

分析测量了保存于我国主要鱼类标本馆的

刺盖鱼科馆藏标本，共计８１尾。其中上海海洋
大学３３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
所２２尾，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６尾，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１２尾，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８尾。这些标本均有原始采集记录，采自确定
的中国海区，而非购自花鸟市场。标本用１０％福
尔马林固定，７５％乙醇保存。对所有标本都作了
详细的外部形态测量，并对 ３３尾标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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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ＤＡＫＤＸＳ４０００型数码Ｘ光机拍照和脊椎骨计
数。所有数据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统计。

２　结果

２．１　中国刺盖鱼科的一般形态特征
体短而高度侧扁，近似椭圆形或菱形。背缘

凸而窄，腹缘较平坦。头小或中等大，短而高，一

般头高大于头长，头前外廓稍凸起。吻钝而短。

眼小或中等大，位于背缘两侧（图１）。眼间隔大
于眼径，较平坦而无明显突起。眶前骨后缘游离

或不游离。鼻孔呈圆形或椭圆形，每侧 ２个，相
互接近。口端位，口宽小于吻长，口裂未延伸至

眼眶下缘。上下颌约等长或下颌长于上颌。上

下颌齿呈刚毛状，纤细，多数种类的牙齿分离成

行，一般每颌４－１０行；有些种类的牙齿３行组成
一条带，上下颌各具几条带；每个牙齿具３个齿
尖，中央尖长，两侧尖短；颌齿排列方式不一，多

数呈带状，部分种类排列无规则；无门齿或犬齿。

唇不发达，较薄。舌游离，前端呈圆截形，舌上无

齿。前鳃盖骨后角有一强大硬棘，覆有棘膜。间

鳃盖骨边缘光滑或具锯齿。鳃孔中等大。峡部

较窄且陡，多数种类鳃盖膜与峡部不相连。鳃耙

短或中等长。鳃盖条数４～６。
体被栉鳞，呈圆形、菱形或椭圆形，一般排列

较整齐。不同种类鳞片大小不等，同一个体不同

部位的鳞片大小不一，辅鳞或有或无。大部分种

类头部和鳍条上的鳞片与体鳞明显不同，头部鳞

片较小，有的种类头部鳞片呈绒毛状。背鳍、臀

鳍和腹鳍鳍棘基部均覆有鳞片；背鳍、臀鳍和尾

鳍鳍条部的鳞片覆盖至鳍条末端；胸鳍鳍条覆盖

的鳞片相对较少。腹鳍基部具发达的腋鳞。侧

线完全或不完全，呈弧形，位于体中部上方，自鳃

裂上缘、沿背鳍基部延伸至背鳍末端或尾柄末

端。

背鳍１个。背鳍、臀鳍与腹鳍同时具有鳍棘
和鳍条，且鳍棘部和鳍条部连续，无间隔。鳍棘

细长，鳍棘覆有完整的棘膜。背鳍和臀鳍均为第

一鳍棘短，后部鳍棘逐渐变长，且最后１根鳍棘
的长度小于第１根鳍条。背鳍ⅩⅡ ～ⅩⅤ，１５～
２３，后角一般不延长，呈钝圆状或尖角状，部分种
类呈丝状延长。臀鳍Ⅲ，１５～２１，后角鳍条不延
长，呈钝圆状或尖角状，个别种类呈丝状延长，臀

鳍中部鳍条最长。胸鳍１６～２１，呈扇形。腹鳍Ｉ，
５，胸位，鳍棘明显短于第一软鳍条，有的种类第
一鳍条呈丝状延长。尾鳍截形、圆凸形或叉形

（图１）。肛门距臀鳍起点较近。体侧一般具有斑
纹，色彩和图案多样。同一种类幼鱼在成长过程

中体色会发生较大变化，条带消失或变化，有些

种类与成鱼差别甚巨。部分种类雌雄颜色不同。

我国刺盖鱼科鱼类的脊椎骨数为２３－２４枚，
其中躯椎８－１０枚，尾椎１４－１５枚，肋骨６－８根
（图２，表 １），犁骨和腭骨上无齿。眶上骨微隆
起。上颌骨和鼻骨间具一凹槽。

图１　刺盖鱼科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ａ）蓝带荷包鱼 Ｃ．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ｂ）双棘刺尻鱼的圆凸形尾鳍 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ｖｅｘｃａｕｄａｌｏｆＣ．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ｃ）黑斑月蝶鱼的叉尾形尾鳍 ｆｏｒｋ

ｃａｕｄａｌｏｆＧ．ｍｅｌａｎｏｓｐｉｌｏｓ。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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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蓝带荷包鱼 Ｘ光
照片显示的内骨骼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Ｘｐｈｏｔｏ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ｏｆ
Ｃ．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２．２　刺盖鱼科的研究历史和类群划分
刺盖鱼科的分类可归纳为 ３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可追溯到现代动物命名法产生之时，林

奈最早命名了 ２种该科鱼类，即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
ａｒｃｕａｔｕｓ［＝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ａｒｃｕａｔｕｓ］，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ｃｉｌｉａｒｉｓ［＝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Ａｎｇｅ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ｃｉｌａｒｉｓ］［１０］。ＢＯＤＤＡＥＲＴ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刺
盖鱼形态的文章，同时描述了第 ３种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
ｄ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Ｐｙｇｏｌｉｔｅｓｄ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ＦＯＲＳＳＫＡＬ
又增添了２个种，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ａｓｆｕｒ（＝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ａｓｆｕｒ）和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ｍａｃｕｌｏｓｕｓ（＝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ｍａｃｕｌｏｓｕｓ）［１１］。

表１　中国刺盖鱼科鱼类的脊椎骨、肋骨和尾椎骨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ｒｉｂｓａｎｄ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ｏｆ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尾数 Ｎｏ． 脊椎骨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肋骨 ｒｉｂｓ 尾椎骨 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

二色刺尻鱼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ｂｉｃｏｌｏｒ １ ２３ ６ １５
双棘刺尻鱼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３ ２４ ８ １４
黄刺尻鱼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ｈｅｒａｌｄｉ １ ２４ ８ １４
黑身荷包鱼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ｍｅｌａｎｏｓｏｍａ １ ２４ ８ １４
蓝带荷包鱼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１３ ２４ ８ １４
月蝶鱼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ｌａｍａｒｃｋ １ ２４ ７ １５
黑斑月蝶鱼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ｍｅｌａｎｏｓｐｉｌｏｓ ７ ２４ ８ １４
渡边月蝶鱼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ｉ １ ２４ ８ １４
主刺盖鱼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 １ ２４ ８ １４
半环刺盖鱼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２ ２４ ８ １４
黄颅刺盖鱼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ｘａｎｔｈｏｍｅｔｏｐｏｎ １ ２４ ８ １４
甲尻鱼　Ｐｙｇｏｐｌｉｔｅｓｄ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１ ２４ ８ １４

　　Ｌａｃéｐèｄｅ第一次将刺盖鱼科的部分种从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中移出，建立了２个新属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和Ｈｏｌａｎｔｈｕｓ，分别包含了 ７个种和 １３个种［１２］。

１８３０年之前，又有学者发表了５个新种，但上述
种类包含了许多同物异名，只有 １２个有效种
（ｆｉｓｈｂａｓｅ）。

居维叶是历史上最伟大鱼类学家之一，在

１８２８至 １８４９年间发表的 ２２卷 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ｅｓＰｏｉｓｓｏｎｓ（《鱼类的自然史》），包含了
４５１４种，同时还建立了 Ｓｑｕａｍｍｉｐｅｎｎｅｓ科，这个
科 包 含 了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Ｅｐｈｉｐｐｉｄｓ、Ｄｒｅｐａｎｉｄｓ、Ｓｃａｔｏｐｈａｇｉｄｓ和Ｚａｎｃｌｕｓ等众
多科，是一个综合的科［１３］。

ＳＷＡＩＮＳＯＮ 命 名 了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作 为

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的亚属。在随后的 １８５４至 １８９９年
间，有３９个新种被发现，但目前只有１０个被认为
是有效种。同时也建立或确认了 ６个属，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和Ａｎｇｅ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１４］。

第二阶段是 ＪＯＲＤＯＮ和 ＲＵＴＴＥＲ命名了刺
盖鱼亚科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ｎａｅ，标志着刺盖鱼科亚科地
位的建立［１５］。ＦＲＡＳＥＲＢＲＵＮＮＥＲ作了当时该
科鱼类最全面的修订，确认了 ７个属，分别为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ＫＡＵＰ １８６０）、 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７６）、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ＷＡＩＮＳＯＮ
１８３９）、Ｈｅｔｅｒｏｐｙｇｅ（ＦＲＡＳＥＲＢＲＵＮＮＥＲ１９３３）、
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Ｌａｃéｐèｄｅ１８０２）和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Ｌａｃéｐèｄｅ １８０２） 和 Ｐｙｇｏｐｌｉｔｅｓ（ＦＲＡＳＥＲ
ＢＲＵＮＮＥＲ１９３３），８亚属４２种［１６］。虽然将刺盖

鱼科作为蝴蝶鱼科的一个亚科，但当时还没有找

到将刺盖鱼科作为一个亚科的骨学特征。值得

强调的是，他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各属间亲缘关系

的图解假说，开启了刺盖鱼科系统发育研究的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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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将刺盖鱼科置于科级分类地位的是

ＳＭＩＴＨ［１７］。他们对刺盖鱼科的各属做了系统描

述，将原来 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的亚属 Ａｐｏｌｅｍｉｃｈｔｈｙｓ提升
至属的位置，并建立了 Ｘｉｐｈｉｐｏｐｓ亚属，以与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亚属区别，提出应将刺盖鱼科作为一
个完整的科来对待，但当时的许多学者并未认同

这个观点。ＢＵＲＧＥＳＳ发现了刺盖鱼科与蝴蝶鱼
科的许多形态学差异，并指出可以将前鳃盖骨后

缘是否具有硬棘作为区分２个科的主要形态差
异［１８］。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并且沿用至

今，也标志着刺盖鱼科的分类学研究进入了第３
个阶段，即系统发育研究阶段。

ＳＨＥＮ和 ＬＩＵ利用形态学研究方法，认为刺
盖鱼科和蝴蝶鱼科分别作为单系群而各自分开

演化［１９］。ＣＨＵＮＧ和 ＷＯＯ利用同工酶电泳技
术，对一些代表种作了生化特征分析，构建了刺

盖鱼科的一个属间系统发育关系图（图 ３）［２０］。
他们还认为 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应处于 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内，Ｘｉｐｈｙｐｏｐｓ亚 属 的 地 位 也 得 到 了 确 认，
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和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的亲缘关系比之前认
为的还要近。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等用１２Ｓ和１６Ｓ线粒体基因对
刺盖鱼科各属的代表种类进行了测序，也构建了

系统发育关系图。并与蝴蝶鱼科进行了比对，也

表明刺盖鱼科属于单系群而不是蝴蝶鱼科的一

个亚科［２］。与 ＣＨＵＮＧ和 ＷＯＯ不同，他们的研
究结果支持 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属的地位，除了
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具有 ２个分支，其他属均为单系（图
４）。这些结果与 ＡＬＬＥＮ等［１］和 ＤＥＢＥＬＩＵＳ等［４］

的分类结果一致。同时，ＢＥＬＬＷＯＯＤ等也得出刺
盖鱼科的起源于始新世晚期，介于５０－６５Ｍａ之
间，至少有５０Ｍａ的历史。

刺尻鱼属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是刺盖鱼科种类最多
的一个属，ＧＡＩＴＨＥＲ对这个属进行了系统研究。
确认了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的并系性，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是刺
盖鱼科系统发育的第一个分支（图 ５），然后是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２１］。与 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８］和 ＰＹＬＥ［２２］一

样，他的数据也支持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提升至属的地
位。刺盖鱼科只有３个属在大西洋有分布，时间
起点分别是：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在上新世，Ｈ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在
中新世，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在渐新世晚期。

图３　基于同工酶的刺盖鱼科各属系统发育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ｉｎ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ｓｏｚｙｍｅ

２．３　中国刺盖鱼科的分类整理
我国南海诸岛海域的鱼类属印度洋 －太平

洋热带动物区系，受热带季风、暖流和珊瑚礁环

境等影响，鱼类种类繁多［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来，我国学者对南海等海域进行过多次鱼类调

查。刺盖鱼科在《南海鱼类志》记录了 ２属 ２
种［６］、《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记录了 ６属 １０
种［７］、《福建鱼类志》记录了３属３种［８］、《中国鱼

类系统检索》记录了７属１７种［９］、《台湾鱼类志》

记录了７属２４种［２３］。经过比较和资料的整合，

在《日本产鱼类检索》（第三版）也记录了一种分

布在我国南沙、台湾的刺尻鱼属下的种类［２６］。在

分类上大多作为蝴蝶鱼科的一个亚科对待。游

欣欣等对主刺盖鱼（Ｐ．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染色体核型作
过研究［２４］，左晓燕等对刺盖鱼科的姐妹群蝴蝶鱼

科作过分类整理［２５］，但目前对我国刺盖鱼科还没

有作过系统的物种考证和分类整理。

根据对我国主要标本馆馆藏标本的测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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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同物异名考证，结合上述文献，发现我国刺

盖鱼科鱼类共 ７属 ３０种，其中阿波鱼属
（Ａｐｏｌｅ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１种，刺尻鱼属（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１１
种，荷包鱼属（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７种，月蝶鱼属

（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 ４ 种， 副 锯 刺 盖 鱼 属

（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１种，刺盖鱼属（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５
种，甲尻鱼属（Ｐｙｇｏｐｌｉｔｅｓ）１种，属和种的检索如
下。

图４　基于１２Ｓ和１６Ｓ线粒体基因的刺盖鱼科各属系统发育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ｉｎ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ｇｅｎ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１２Ｓａｎｄ１６Ｓ
（１）黑色条纹为印度－太平洋分布种类，白色条纹为加勒比海分布种类，灰色条纹为东太平洋分布种类。（２）系统发育树采用了３

种方法建树；节点处上面的数字是Ｂａｙｅｓ法的支持率；下面是ＭＬ和ＭＰ法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支持率；如ＭＬ和ＭＰ的支持率相同，则只写一

个；如支持率低于５０％，用“－”表示。

（１）Ｂｌａｃｋｓｔｒｉｐｅｉ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ｈｉｔｅｓｔｒｉｐｅｉ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ｅａ；ｇｒａｙｓｔｒｉｐｅｉｓ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ｂｏｖｅｎｏｄｅｓｉｓ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ｅｏｆＢａｙ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ｎｕｍｂｅｒｂｅｌｏｗｎｏｄｅｓ

ｉｓｔｈ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ｅｏｆＭＬａｎｄＭＰｍｅｔｈｏｄ；ＩｆＭＬａｎｄＭＰ＇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ｅｎｗｒｉｔｅｏｎｌｙｏｎｅ；ｉ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５０％，ｗｉｔ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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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刺尻鱼属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的种间系统发育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中国刺盖鱼科鱼类的属、种检索表

１（１０）侧线完全且连续，自鳃盖末端上缘起，延伸至尾柄末端 （刺盖鱼属 Ｐｏｍ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Ｌａｃéｐèｄｅ）…………………………

２（５）背鳍鳍条后角呈丝状延长
３（４）背鳍ⅩⅣ；吻长大于眼后头长；前鳃盖骨边缘呈蓝色，有小刺，下缘具锯齿；臀鳍鳍条后角呈钝圆状；成鱼体侧约有

２０多条深黄色纵纹；液浸标本纵纹褪变为白色，鳃盖蓝缘消失（南海、台湾海域）
主刺盖鱼Ｐ．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Ｂｌｏｃｈ，１７８７）………………………………………………………………………………………

４（３）背鳍ⅩⅢ；吻长小于眼后头长；前鳃盖骨边缘光滑，下缘无锯齿；臀鳍鳍条后角呈丝状延长，但延长较短；成鱼体侧散
步若干暗色斑点，无纵纹或横纹；液浸标本体边缘浅蓝色消失，呈暗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半环刺盖鱼Ｐ．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３１）………………………………………………………………………………

５（２）背鳍鳍条后角呈尖角状或钝圆状
６（９）吻长大于眼径；体鳞具小辅鳞
７（８）眼间隔小于眼径；眶前骨下缘无缺刻；间鳃盖骨下缘无锯齿；体侧鳞片具蓝色边缘；液浸幼鱼标本呈暗褐色，体具若

干白色弧形纹，蓝色边缘消失（南海、台湾海域）

黄颅刺盖鱼Ｐ．ｘａｎｔｈｏｍｅｔｏｐｏｎ（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３）……………………………………………………………………………

８（７）眼间隔大于眼径；眶前骨下缘有缺刻；间鳃盖骨下缘具细小锯齿；成鱼体侧具５～７条蓝色弧形纹，鳃盖末端上方具
一蓝色圆弧纹；液浸标本弧纹颜色变为黑色，通体黄褐色（广东沿海、北部湾、南海、台湾海域）

肩环刺盖鱼Ｐ．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ｓ（Ｂｌｏｃｈ，１７８７）…………………………………………………………………………………

９（６）吻长小于眼径；体被强栉鳞，不具小辅鳞；体侧具６条横带；眼缘具１白色细横带；液浸标本黑色横带颜色较淡，头
部呈浅黄色，背鳍和胸鳍浅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六带刺盖鱼Ｐ．ｓｅｘｓｔｒｉａｔ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３１）…………………………………………………………………………………

１０（１）侧线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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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６）鳞片细小，鳞列不整齐；头部和体侧鳞片差别较小（荷包鱼属Ｃｈａｅｔｏｄｏｎｔｏｐｌｕｓ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２（１３）背鳍鳍棘Ⅻ，鳍条１７～１８（台湾海域） 黄尾荷包鱼Ｃ．ｍｅｓｏｌｅｕｃｕｓ（Ｂｌｏｃｈ，１７８７）……………………………………

１３（１２）背鳍鳍棘Ⅺ或ⅩⅢ
１４（２５）背鳍鳍棘ⅩⅢ，鳍条１７～２０；臀鳍鳍条１６～１７；头侧无眼间带
１５（２４）体侧具蓝色纵带或不具纵带，头部无网状纹
１６（１９）体侧具蓝色纵带，背鳍前端呈黄色
１７（１８）体呈蓝灰色；体侧具９条以上蓝色纵带，且头部纵带之间不平行，较密集（台湾海域）

黄头荷包鱼Ｃ．ｃｈｒｙ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５）…………………………………………………………………………

１８（１７）体呈黄褐色；体侧具７～９条波状蓝色纵带，自头部一直延伸至尾柄；液浸标本体呈暗黄色，纵带呈黑色（广东沿
海、南海、台湾海域）

蓝带荷包鱼Ｃ．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ｅｔ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６）体侧不具任何纵带
２０（２３）体黑色
２１（２２）成鱼体呈深褐色；头部黄褐色，散布有黄斑；背鳍、臀鳍后缘呈黄色；液浸幼鱼标本体色呈浅黄色，腹部颜色加深

（南海、台湾海域） 黑身荷包鱼Ｃ．ｍｅｌａｎｏｓｏｍａ（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３）………………………………………………………

２２（２１）头部浅灰色；有大型不规则黄色斑点（台湾海域）
（雄）澳洲荷包鱼Ｃ．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ｅｒ（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１９１４）……………………………………………………………………

２３（２０）体呈黄褐色；头部灰黄色，后半部具白色横带；背鳍、臀鳍呈褐色（台湾海域）
（雌）澳洲荷包鱼Ｃ．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ｅｒ（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１９１４）……………………………………………………………………

２４（１５）体侧具黄色纵带，头部覆有网状纹（台湾海域）
网纹头荷包鱼Ｃ．ｃｅｐｈａｌ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ＳｈｅｎｅｔＬｉｍ，１９７５…………………………………………………………………

２５（１４）背鳍鳍棘Ⅺ，鳍条２２～２３；臀鳍鳍棘Ⅲ，鳍条２０～２１；头部具眼间带（南海、台湾海域）
眼带荷包鱼Ｃ．ｄｕｂｏｕｌａｙｉ（Ｇüｎｔｈｅｒ，１８６７）………………………………………………………………………………

２６（１１）鳞片较大，近似椭圆形或菱形，鳞列规则；体侧鳞片和其他部位鳞片相差较大
２７（５４）尾鳍呈截形或圆凸形，上下缘鳍条不呈丝状延长
２８（５３）头顶和鳃盖上方不具眼斑
２９（５０）间鳃盖骨下缘具若干小刺；体侧不具宽横带（刺尻鱼属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Ｋａｕｐ）
３０（４７）体侧无任何较长横纹
３１（４６）体侧无明显斑点，胸鳍、腹鳍呈黄色或暗褐色
３２（３９）尾鳍呈暗褐色或黑色
３３（３６）胸鳍呈暗褐色或黄色
３４（３５）通体呈暗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黑刺尻鱼Ｃ．ｎｏｘ（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３）…………………………………………………

３５（３４）体呈黑褐色，胸鳍末端上方具１白色的椭圆形斑块（南海、台湾海域）
白斑刺尻鱼Ｃ．ｔｉｂｉｃｅｎ（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３１）…………………………………………………………………………………

３６（３３）胸鳍呈黄色
３７（３８）背鳍鳍条１７～１８；背鳍第Ⅱ、第Ⅲ鳍棘下方至尾柄处具一黑褐色斑块；背鳍鳍条部呈蓝黑色；眼后至背鳍起点处

具一近似３角形的黑褐色斑块；尾鳍黑褐色（台湾海域）
仙女刺尻鱼Ｃ．ｖｅｎｕｓｔａ（ＹａｓｕｄａｅｔＴｏｍｉｎａｇａ，１９６９）……………………………………………………………………

３８（３７）背鳍鳍条１６；体前半部呈淡褐色，后半部呈暗褐色；背鳍前半部呈黄色或黄褐色，后半部呈暗褐色；背鳍、臀鳍和
尾鳍具蓝边；液浸标本背鳍、臀鳍和尾鳍蓝缘消失。尾鳍呈暗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棕刺尻鱼Ｃ．ｖｒｏｌｉｋｉ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３）……………………………………………………………………………………

３９（３２）尾鳍呈黄色
４０（４３）体侧前后两部分颜色差别小，较一致
４１（４２）背鳍ⅩⅤ，鳍条１５；通体为黄色；眼周围具黑色斑点；尾鳍呈圆凸形；液浸标本通体灰白色，眼周围斑点暗褐色（南

海、台湾海域） 黄刺尻鱼Ｃ．ｈｅｒａｌｄｉＷｏｏｄｓｅｔ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５３……………………………………………………………

４２（４１）背鳍ⅩⅢ，鳍条１６～１７；通体为蓝紫色；尾鳍呈截形（南海、台湾海域）
条尾刺尻鱼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０４）…………………………………………………………………………………

４３（４０）体侧前后两部分颜色不一致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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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５）体侧前半部分呈橙红色，后半部分呈蓝紫色；背鳍前半部分呈橙红色，后半部分呈蓝紫色，胸鳍和尾鳍呈黄色或
淡黄色（台湾海域） 断线刺尻鱼Ｃ．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ｕｓ（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１６）………………………………………………………

４５（４４）体前半部分呈黄色，后半部分呈蓝黑色；胸鳍、腹鳍和背鳍前半部分呈黄色，背鳍后部和臀鳍呈蓝黑色；眼眶具黑
色横带，延伸至眼下缘；液浸标本体后半部呈暗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二色刺尻鱼Ｃ．ｂｉｃｏｌｏｒ（Ｂｌｏｃｈ，１７８７）……………………………………………………………………………………

４６（３１）体侧呈橙红色，散布有许多黑色斑点；胸鳍、腹鳍呈红色（南海、台湾海域）
锈红刺尻鱼Ｃ．ｆｅｒｒｕｇａｔａＲａｎｄａｌｌｅ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１９７２……………………………………………………………………

４７（３０）体侧具横纹
４８（４９）体侧具１７～２０条延长至腹部的蓝紫色至黑褐色横纹；液浸标本横纹呈浅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双棘刺尻鱼Ｃ．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Ｇüｎｔｈｅｒ，１８６０）………………………………………………………………………………

４９（４８）体侧具黑色横纹，自背鳍下缘开始，延伸至体中部。横纹不规则，部分横纹有分离现象（南海、台湾海域）
施氏刺尻鱼Ｃ．ｓｈｅｐａｒｄｉＲａｎｄａｌｌｅｔＹａｓｕｄａ，１９７９………………………………………………………………………

５０（２９）间鳃盖骨下缘光滑；体侧具不多于１０条横带
５１（５２）背鳍Ⅻ，鳍条 １７～１８；体侧具 ９条由背鳍向下延伸而略窄于眼径的黑色横带；臀鳍灰蓝色（副锯刺盖鱼属

Ｐａｒａ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ｇｅＢｕｒｇｅｓｓ）（台湾海域）
多带副锯刺盖鱼Ｐ．ｍｕｌｔｉｆａｓｃｉａｔａ（Ｓｍｉｔｈｅｔ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１９１１）…………………………………………………………

５２（５１）背鳍ⅩⅣ，鳍条１８～２０；体侧具８～１０条淡青色横带；臀鳍黄褐色；液浸标本横带呈暗褐色（甲尻鱼属 Ｐｙｇｏｐｌｉｔｅｓ
ＦｒａｓｅｒＢｒｕｎｎｅｒ）（南海、台湾海域） 甲尻鱼Ｐ．ｄ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Ｂｏｄｄａｅｒｔ，１７７２）…………………………………………

５３（２８）头顶和鳃盖上方各有一瞳孔大小、具金黄色边沿的淡青色眼斑；体呈橙黄色；背鳍下缘呈黑色；液浸标本通体浅
黄色，眼斑呈褐色（阿波鱼属Ａｐｏｌｅｍｉｃｈｔｈｙｓ）（珠海香洲、南海、台湾海域）

三点阿波鱼Ａ．ｔｒ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３１）……………………………………………………………………………

５４（２７）尾鳍呈叉形，上下缘鳍条呈丝状延长；尾柄上具一分离侧线（月蝶鱼属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ｗａｉｎｓｏｎ）
５５（６０）体侧无明显条纹
５６（５９）背鳍上缘无黑色带
５７（５８）眼上方具一较短黑色横带；鳃盖后缘具一黑斑；尾柄后部呈黑色，尾鳍上下缘具黑色带（台湾海域）

半纹月蝶鱼（雌）Ｇ．ｓｅｍｉ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Ｋａｍｏｈａｒａ，１９３４）…………………………………………………………………

５８（５７）体呈乳黄色；体侧侧线以下鳞片颜色较浅；尾鳍上下缘具黑色带；液浸标本通体黄褐色，尾鳍上下缘黑色带部分
消失（南海、台 湾） 黑斑月蝶鱼（雌）Ｇ．ｍｅｌａｎｏｓｐｉｌｏ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７）………………………………………………

５９（５６）背鳍上缘具黑色带；体呈蓝灰色；眼上方具一黑色的短横带；吻部上方具一倒Ｕ型黑斑；臀鳍下缘呈黑色（南海、
台湾海域） 渡边月蝶鱼（雌）Ｇ．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ｉＹａｓｕｄａｅｔＴｏｍｉｎａｇａ，１９７０）………………………………………………

６０（５５）体侧具横纹或纵纹
６１（６４）体侧具横纹
６２（６３）体乳黄色；体侧具１５条横纹，头背部由枕部至吻部同时具数条横纹；尾鳍上下缘无黑色带；液浸标本体下缘横带

大部分消失（南海、台湾海域）

黑斑月蝶鱼（雄）Ｇ．ｍｅｌａｎｏｓｐｉｌｏ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７）……………………………………………………………………

６３（６２）体淡褐色；体侧上部具数十条不规则的横带；尾鳍淡褐色，具小斑点（台湾海域）
半纹月蝶鱼（雄）Ｇ．ｓｅｍｉ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Ｋａｍｏｈａｒａ，１９７０）……………………………………………………………………

６４（６１）体侧具纵纹
６５（６６）体背黑褐色；体侧具３～５条黑色纵带；臀鳍乳白色且具黑色小点；尾鳍上下缘具黑色带；液浸标本黑色纵带消

失，通体黄褐色（南海、台湾海域） 月蝶鱼Ｇ．ｌａｍａｒｃｋ（Ｌａｃéｐèｄｅ，１８０２）……………………………………………

６６（６５）体背蓝灰色；腹部银白色且具数条纵纹；臀鳍具黑色缘；尾鳍上下缘无黑色带（南海、台湾海域）
渡边月蝶鱼（雄）Ｇ．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ｉ（ＹａｓｕｄａｅｔＴｏｍｉｎａｇａ，１９７０）……………………………………………………………

　　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孔晓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刘静研究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梁

沛文教授和李纯厚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伍汉霖教授和

刘东副教授协助检测和分析标本，在此致以真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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