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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本文通过对中国细棘虾虎鱼属鱼类头部感觉管孔及感觉乳突排列规律的观察和

比较，研究细棘虾虎鱼属种类分类，并对国内外鱼类学者对中国细棘虾虎鱼属鱼类的记录和分类

进行了整理，列出了该属各种类的同物异名.将中国细棘虾虎鱼类分成两个亚属，共有11种.

关键调 细棘虾虎鱼属，感觉管孔，感觉乳突，同物异名

Bleeker氏1874年以模式种Gobius chlorostigma 建立了细棘虾虎鱼属 Acentrogobius 以来，

世界各国鱼类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迄今世界上已经有28种左右。对于中国细棘虾虎鱼

属种类的 记录， 最早可见 于 1861年 Gunther氏的 研究，国外有 Bleeker[1874 J ， Steindachner 

[1893J dordan和Seale[1907J，Jordan和Richardson[1908J，Oshima[1919J ，Rendahl[1924J， 
Reeves [1927]， Herre [ 1927， 1940 J， Nichols [1928， 1943 J， 原田 五十吉【1943J， Tomiyama 

[ 1936J ，Okada[1938J ，Koumans[1953J I Fowler[1972J ;Akihito[1988， 1993J许多学者对中国
细棘虾虎鱼 属种类曾有过描述。 国内最早朱元鼎口931J有过记录s伍献文，王以康[1931J，王

以康， 王希成[1935J，Chen [1953J，陈兼善【1969J，沈世杰[1984J，于 名振【1986J，李倩彻

【1993J记录分布于台湾的该属鱼类共7种 F郑碟珊[1955.1962J，朱元鼎，伍汉霖口963， 1965J，
伍汉霖口979， 1985，1987，1991J，秦克静[1987J，罗云林[1989J等记录并研究了中国细棘虾虎

鱼属鱼类共15种，但对于种的研究基本上以外部形态及可数性状的异同为主，尚未对细棘虾虎

鱼属鱼类头部感觉管孔及颊部感觉乳突的排列规律在分类上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头部感觉管孔及感觉乳突排列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且不同种类具有其不同的特征。本文以

头部感觉管孔及感觉乳突排列规律性作为依据，对中国细棘虾虎鱼属的种类进行了再研究，探
讨中国细棘虾虎 鱼 属鱼类分类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观察和测量的 标本主要来自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室，以及台湾动物研究所赠送的 标本，

共计234尾。由日本明仁天皇赠送的产自日本5种 细棘虾虎鱼作为比较研究材料。

1997-04-2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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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将Formalin固定的 标本浸置于淡水中2-

3天，然后在70%的酒精中浸泡1天，在 观察头部

感觉管 孔 (Sensory canal pore)和感 觉 乳 突
(Sensory papillae)时，用溶于无水洒精的 Sum

inol cyanime blue将其染色后于清水中在解剖

镜下即可 观察。

2 结果

2. 1 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特征 图l 细棘虾虎鱼类头部感觉管孔

及感觉乳突排列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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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ntrogobius Bleeker， 1874， Arch， 
Neerl， Sci. Nat. Haarlem. 9 I 321 type
species I Gobius chlorostigma Bleeker， 1849， 

Fig. 1 The Pattern of the Sensory canal pore 

and Sensory papillae of the Acentrogobius 

original designation. 

Creisson Jorden and Seale， 1907， Bull， Bur. Fisher， 26 I 46. type-species I Creisson 

validus Jordan and Seale ( = Acentrogobius janthinopterus). 

2. 1. 1 外形特征

体延长，侧扁或前部 圆筒形，后部略侧瘾。头中大，眼位于头的前半部。眼间隔狭堪。口中等

大，前位，斜裂。上下顿等长或下顿稍突出。上下领齿尖锐，外行齿扩大F下顿外行齿仅分布于下

额前端 1/2处，最后1一2枚齿为犬齿状，且弯向后方。体被带鳞，项部、胸部及腹部被 圆鳞F眼后

头部、前跑盖骨全部或仅上都被鳞，或裸露.无侧线。背蜡2个z第一背鳝具6蜡棘，第二背蜡具l
蜡棘，9一11鳝条。臀鳝与第二背蜡几相对或稍后. 左右腹蜡愈合成一圆形吸盘.尾蜡尖长或 圆

形。

2. 1. 2 头部感觉管孔2l感觉轧变排列特征(见图1)
(1)感觉管孔.头部具有三支感觉管t第一支为额上管，自鼻囊开孔 (B')经眼间隔 (C、D)分

两支沿眼后缘向两侧延伸 (开孔 E、F、G 或无 C、E孔)，止于前跑盖骨后缘上方 (H勺。第二支为

蝇盖上管，较短，位于蝇盖骨上方，开孔 K'、L'或无蝇盖上管。第三支为前跑盖管，具开孔 M'、
N、0'或仅具 M'、0'孔。

(2)感觉乳突排列规律。颊部具感觉乳突线五行，乳突线2、5较稳定，乳突线1、3、4依种类不
同而有差异，或间断，或相连，或者间杂有许多横行乳突钱。蝇盖部乳突线6、7、8较具规律性， 一

般为一行乳突组成。E孔后方具2-3横行乳突，或仅为一纵行乳突.

2.2 种的罔物异名及头部感觉管孔、感觉吼费排列特征

依头部感觉管孔及颊部、蝇盖部的感觉乳突排列 特征现将11种 中国细棘虾虎鱼属 Acen
trogobiω鱼类描述之，
2.2.1 .j、自良知棘虾虎垒 Acentrogobius micro户s Chu et Wu 

小眼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microps Chu and W u (朱元鼎，伍汉霖)， 1963，1420 (浙江
坎门) I朱元鼎，伍汉霖，1965，1132(东海h伍汉霖，1987，1444 (东海)。

标本2尾，体长48-67mm。采自浙江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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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感觉管孔中，颗上管无 C、E孔，F孔扩大成一水平裂缝状。颊部感觉乳突线4前端与
线5相连，后端分叉为二支 (图2-1) 。

分布于中国东悔。为中国特有种。
2. 2.2 骨氏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pflaumi (Bleeker) 

Gobius ρβaumi Bleeker， 1853，1 42 (日本长崎)。

Gobius (Rhinogobius) pfiaumi 1 Chen， 1953， 1117 (台湾〉。
Gobius chefuensis W u and War毡， 1931， 16 (烟台〉。

Ctenogob叩s pflaumi 1 Wang and Wang， 1935，1 1'18(烟台〉。

Acentrogobius p.βeumi 1 Akihito and al. ， 1988， 1 249 (日本F朝鲜半岛)，明仁等，1993，1

1076(中国)。
普氏吻虾虎鱼 Rhinogobius pflaumi 1郑藻珊，1955，I200 (辽宁、河北、山东〉。

普民柿虾虎鱼 Ctenogobius pflaumi 1 朱元鼎，伍汉霖，1965，1 131 (中国沿海，日本F朝鲜)， 

伍汉霖，1987，1 447 (南海)，秦克静.1987，1 326 (辽宁z大 连、庄河、皮口、 辽东湾长兴岛、止锚

湾)。

条纹 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pβaumil 沈世杰，1984，1 407(台湾南部及西南部浩海) • 

条纹 虾虎 Rhinogobius pflaumi 1陈兼善，于名掘，1986.1 748(台湾〉。

条纹 衔盖t Acentrogobius ρ.flaumil Yu， 1996，1 74 (台湾〉。

标本10尾，体长38. 5-63mm。采自辽宁、大 连、庄河、皮口、辽东湾妖兴岛、止锚湾， 东海北

部F海南岛z海口市。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4特化成一短支，仅为5一7个乳突组成，不与乳突线3、
5相连。E孔后方为一斜向后上方的纵行乳突线 (图2-2)。

分布于中国:黄海、东海北部、南海北部，日本F韩国，菲律宾， 印度尼科巳群岛等沿海.
2. 2. 3 黑带如棘虾虎皇Acentrogobius moloanus (Herre) 

Aparrus moloanus Herre， 1927， 1 207 (Molo， Philippine). 

Acentrogobius moloanus 1 Akihito and al. • 1988， 1 249 (西表岛，菲律宾)，明仁等， 1993，

1076 (中国s台湾F冲绳岛，石垣岛，西表岛F菲律宾)。

细鳞虾虎鱼 Oligoleρis moloanus 1朱元鼎，伍汉霖，1965，1 132 (南海〉。
毛委安柿虾虎鱼 Ctenogobius moloana 1 沈世杰，1984，1407(台湾南部情岸及闭口)。
庞氏衔鳖Acentrogobius moloanus 1陈兼善，于名振，1986，1 749(台湾'东港)。

黑带寡鳞虾虎鱼 Oligolepis mol，ωnusl伍汉霖，1987，1 441 (台湾〉。
莫罗衔蓝Acentrogobius moloanusl Yu，1996， 1 77(台湾〉。

观察 标本3尾，体长60一70mm.采自日本冲绳岛。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4特化一短支，仅为4-6个乳突组成，不与乳突线3、5
相连。E孔后方为一纵行乳突线〈圈2-3)。

分布于中国、日本、菲律宾等沿海。
2. 2. 4 舟山细妹虾虎垒 Acentrogobius chusanensis (Herre) 

Ctenogobius chusanensis Herre， 1940， 1295 (中国舟山λ

标本45尾，体长26. 9-66. 0mm。采自浙江E松番。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4特化成一短支，仅为4一7个乳突组成，不与乳突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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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连。E孔后方为一纵行乳费线 (图2-4)。

分布 于中国E东海北部沿海。
2. 2.5 多线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noto，ρhthalmus (Bleeker) 

Ctenogobius notophthalmus Bleeker， 1875， 1 126 (Bo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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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nciennes notophthalmus IChu， 1931， 1 159 (中国)，Fowler， 1972， 11443(中国)。

多线柿虾虎鱼 Ctenogobius notophthalmus 1郑穰珊， 1962，1 801 (海南岛z清斓h朱元鼎， 伍

汉霖， 1965，1 131 (南海)，伍汉霖， 1986，1294 (万宁县 和乐、后安)，伍汉霖， 1987，1446 (南海〉。

标本25尾，体长37一58mm。来自海南岛t清澜， 万宁县 和乐、后安。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4特化成一短支， 仅为8-9个乳突组成，不与乳突线3、
5相连。E孔后方为一纵行乳突线 (圄2-5).

分布 于中国海南岛，菲律宾和印度尼西 亚等沿海。
2. 2. 6 紫绪如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janthinopterus (Bleeker) 

Gobius janthinopterus Bleeker， 1702. 
Creisson validus Jordan and Seale， 1907， 143 (lsland of Panay). 

斑蜡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janthino，ρterus 1 沈世杰， 1984，自 406 (台湾省南端浩岸河

口〉。
紫鳝衔蓝Acentrogobius janthinopterus 1陈兼善， 于名撮， 1986， 1 749 (台湾省南部情岸坷

口)，Yu， 1996， 177 (台湾)。

标本2尾，体长71mm。果自海南岛z清澜。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3前部为二平行短线， 后部正常。乳突线4为一短支，由
9-11个乳突组成，不与乳突线3、5相连。E孔后方为三横行乳突线 (图2一的。

分布 于中国z海南岛，台湾南部括海z日本F菲律宾F澳大利 亚等沿海。
2. 2. 7 犬牙细棘虾虎皇Acentrogobius caninus (Valenciennes) 

Gobius caninus Valenciennes (in Cuvier and Valenciennes)， 1837， 1 86 (Jawa)， Gunther， 

1861， 138 (中国，厦门)，Bleeker， 1873， 1 128 (澳 门， 厦 门)， Nichols， 1928， 155 (厦门)， 

Tomiyama， 1936， 170 (台湾台南，海南岛)，Nichols， 1943， 1 262(厦门)，原因五十吉， 1943， 1 

83 (海南岛〉。
Rhinogobius caninus1Jordan and Richardson， 1909， 1200(Takao)， Oshima， 1919， 1301 

(Takao， 台湾)，Herre， 1927， a186 (厦门)，Reeves， 1927， a13 (中国)，Chu， 1931， a162 (中

国).

Gobius (Rhinogobius) caninus1Rendahl， 1924， 1 19 (中国)，Chen， 1953， 1118 (台湾〉。

Ctenogobius caninus 1 Herre， 1953， 1743 (中国)。

Acentrogobius caninus 1 Koumans， 1953， 116(厦门，香港，澳门)，Fowler， 1972， 1 1279 (厦

门，海南岛，Takao，台湾台商，香港，澳门〉。

犬牙珠虾虎鱼 Acentrogobius caninus 1 郑藻珊， 1962，1797 (广东z企抄，础洲，准江，汕头，

南澳)，农牧渔业部水产局等， 1988，图169(台湾海峡，南海及其间口)。
犬牙细棘虾虎鱼 Acent扩仰rogo仙b仇1ω.

霖， 1965， 1131 (南海， 东海p日本s朝鲜h伍汉霖， 1979， 1506 (永兴岛)，伍汉霖， 1985， 1352 (福
建t晋江，东山，厦门，诏安)，伍汉霖， 1987，1444 (南海，台湾海峡)，伍汉霖， 1991，1477 (广东，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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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黄岗g澄海东里，海丰F东莞太平、石龙F 深圳蛇口F新会崖商，中山南朗，阳江F湛江霞山;海

南岛'海口市)。
虎齿辐虾虎鱼Redigobius caninus 1 沈世杰， 1984，1412(台湾南部河口)。
犬牙虾虎鱼Acentrogobius caninus 1沈世杰，1984，1152(台湾〉。

虎齿虾虎 Vaimosa caninus 1陈兼善， 于名振， 1986，1748(台湾=台南、东港〉。

虎齿虾虎 Yongeichthys caninus 1 李倩彻， 1993，1530(台湾s台南)，Yu， 1996， 177(台湾).

标本78尾， 体怯62. 5-108mm。采自福建z晋江， 东山，厦门F广东=湛江霞山，广西E北海，

钦州F海南岛z海口市，文昌，琼山， 三亚。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4与3相连.E 孔后 方为一纵行乳突线〈图2-7).

分布 于中国南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北部沿岸至韩国、日本等沿梅。
2. 2. 8 绿扉如林虾虎垒Acentro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Bleeker) 

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Bleeker， 1849， 126 (马都拉海峡〉。
Acentro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1 Koumans， 1953， 158 (香洲)，Fowler， 1972， 自1281 (香

洲〉。

绿斑珠虾虎鱼Acentro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1 郑穰珊，1962，1796(汕尾、汕头、南石、香

洲、唐家湾) • 

绿斑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1 朱元鼎， 伍叹霖， 1965，1131(南海h伍

汉霖，1985，1351(曹田涵江、厦门)，伍汉霖， 1987，1444 (南海h张觉民， 1990，1323(珠江水系)， 

伍汉霖，1991，1478(饶平黄岗，潮州，澄海东里，海丰， 东莞太平、虎门，深圳蛇口，新会崖南、崖

西、银州湖，中山南朗、坦州、横门水道、斗门井岸、崖门、自藤、平沙、磨刀门水道，珠海香洲、唐
家湾，阳江江城，湛江霞山，海南岛z海口市〉。

绿点街监Acentrogobius chlorostigmatoides 1 Yu， 1996， 177 (台湾〉。

标本32尾，体长41-90mm。采自浙江岱山，奉化，大陈，广东'澄海东里，东莞太平，中山横

门， 斗门崖门，珠海， 湛江霞山，海南岛，海口市F台湾E台商.

头部感觉管孔中 F 孔较为特殊，扩大成一水平裂缝状.颊部感觉乳突线4与线5相连. E 孔
后 方为一纵行乳突线〈图2一的。

分布 于中国南海沿岸、台湾海峡F日本F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沿海。
2. 2. 9 头纹细棘虾虎垒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Steindachner) 

Gobius viganensis Steindachner， 1893， 1230 (菲律宾吕宋岛)，Tomiyama， 1936， 164(台湾

台 南)，Oka缸， 1938， 1116一275 (台南)，Okada and Matsubara， 1938， 584pp (台南)，Chen， 

1953. 1117(台湾) .t 

Acanthogobius viganensis 1 Fowler， 1972， 11341(台湾台南)，Akihito and al. .1988， 1249 

(中国E台湾F日本，菲律宾h明仁等.1993，11075 (中国，台湾F石垣岛，西表岛F西太平洋).
维甘柿虾虎 Ctenogobius viganensis 1朱元鼎， 伍汉霖，1965，1131(南海〉。

美岸柿虾虎 Ctenogobius viganensis 1伍汉霖.1987， t446(台湾).
雀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1沈世杰， 1984， 1407 (台湾西南沿海)， 方力行等，

1996， 1164(台湾高屏漠〉。
雀虾虎 Rhinogobius viganensis 1陈兼善， 1969， 1450 (台南)，陈兼善， 于名振， 1986， 1748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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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虾虎 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I李借彻， 1993， 1526(台南〉。
雀衔滥 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Yu， 1996， 174(台湾〉。

标本l尾，体长39. 5mm;采自台湾=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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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仅具颗上管 和前媳盖管，无鲍盖上管s前跑盖管仅具开孔 M'、0'。颊部感觉乳突线l、
3、4均 特化成有间隔的横行乳突线，长短不一。E孔后方仅为一横行乳突线 (图2一的。

分布于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等沿海.
2. 2. 10 圆头如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ocyurus (Jordan et Seale) 

Rhinogobius ocyurus Jordan and Seale， 1907， I 42(Cavite). 

马来 亚羽虾虎鱼Quisquilius malayanus I沈世杰，1984， 1406(台湾西南部及南部带岸) • 

马来鳖Quisquilius malayanus I陈兼善，1969，1450(高雄，东港) I陈兼善，于名振， 1986，

747(高雄，东港等地〉。
马来斜颁虾虎鱼Quisquilius malayanus I伍汉霖， 1987， 1439 (台湾) • 

马来监Priolepis malayanus I Yu， 1996， 176 (台湾λ

标本6尾，体长21. 7-37mm。采自广东，潜江F台湾，高雄.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3、4特化成有间隔的横行乳突线，快短不一. E孔后
方为二横行乳突线〈图2-10) • 

分布于中国南海北部、台湾，菲律宾等沿海。
2. 2. 11 膏应如林虾虎垒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Valenciennes) 

Gobius viridipunctatus Valenceiennes (in Cuvier and Valenciennes)， 1837， 162 (印度孟

买) I原田五十亩， 1943'183 (海南岛〉。
Rhinogobius viridipunctatus' Fowler， 1972， 11282(香港λ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Koumans， 1953， 156(香港).

珠虾虎鱼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I郑碟珊， 1962， 1796 (广东s南水，广西'北海F海

南岛，海口) I农牧渔业部水产局等， 1988，图168(南海各河口) • 

绿斑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viridi，ρunctusl朱元鼎， 伍汉霖， 1965， 1132(南海F 日本) • 

青斑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I 伍汉霖， 1987， 1443 (南海) I李倩彻，

1993， 1526(台商〉。
青斑衔鳖Acentrogobius viridi户unctatusl Yu， 1996， 174(台湾〉。

标本30尾，体长45一72mm。采自广东E祖lJ尾， 灌江F海南岛s海口市， 万宁后安， 琼JlJ府城F

台湾自泼水河。
头部感觉管孔正常。颊部感觉乳突线特殊，乳突线2、5由 2-3行乳突组成，乳突线1、3、4为

一行乳突，但间杂许多有间隔的横行乳突线，长短不一。蝇盖部乳突线6上部为一行乳突，下 部

具4一5行乳突，乳突线7、8前部由 2-3行乳突组成， 后部仅为一行轧突. E孔后方为三横行乳
突线 (图2一11)。

分布于中国南海及日本、菲律宾、东非、印度、泰国、印度尼西 亚等沿海.

3 讨论

Hoese [1983 J 和 Akihito 等[1988， 1993J曾研究过细棘虾虎鱼属 Acentrog，础阳的头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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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管孔及感觉乳突排列规律。Hoese 口983J认为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的种类，其颊部感
觉乳突的排列 ，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为纵行排列类型 (纵列型一一本文定义);另一种为纵行

和横行排列同时存在的类型〈海合型一一本文定义) 。他比较了第二种类型的幼鱼和成鱼的颊
部感觉乳突，并观察了 A. janthino，ρterus(纵列型 ) 和 A. vidi户unctatusO昆合型〉的感觉乳突均

具皮睛，两者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耀合排列类型是第一种 纵行排列类型 进一步演化而来， 第一

种类型为原始型。本文认为，在 Acentrogobiu s 中， 颊部感觉乳突的排列存在着两大类型，而且

这两大类型之间的确有一定的联系。从图2-11看，颊部横行排列的乳突较发达，但仍可以看到

纵行感觉乳突线1一5的存在 ，尤其是以线2、5较为明显 s同样在图2-9、图2-10中，感觉乳突线
2、5非常显著，其他种类〈图2一1"""8) 均只有纵行排列的感觉乳突钱，尽管从 感觉乳突下 的 皮
崎结构[Hoese，1983J看，两者没有严格的 区别， 仍属于同一个膺，但从 外部结构上看，却有着
一定的差异。据此， 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的种类存在着两大种内类群是显而易见的 。

Bleeker氏于1874年以模式种 Gobius chlorost igma ( = Acentrogobius v iridipunctatus) 创立

了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 而 Jordan 和 Seale 于1907年以模式种 Creisson validus ( = A
centrogobius  janthinopterus) 又创立了克虾虎鱼属 Creisson，根据优先律 Creisson应该是 Acen

trogobius的异名， 两者之模式种的颊部感觉乳突分别 属于1昆合型和纵列型。鉴于细棘虾虎鱼

属Acentrogobius的种类颊部感觉乳突的排列规律存在着两大种内类型，本文认为，采用以上

两 个 属名作为 亚 属名来区别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的两大种内类群较为合适，即具纵

列型的种类归于克虾虎鱼亚属A. (Creisson) I而?昆合型的种类归于细棘虾虎鱼亚 属A. (Acen

trogobius) 。从而，根据头部感觉管孔及颊部、鲍盖部的感觉乳突排列 特征，得出细棘虾虎鱼属
Acentrogobius种的分类检索表。

细棘虾虎鱼属Acentrogobius种的检索表

1 (16) 颊部感觉乳突均排列成 纵行线 (克虾虎鱼亚属A. (Creisson)) 
2 (3) 颊部感觉乳突线4后端分叉成 二支，颗上管无 C、E孔 ·

· 小眼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 ius (Creisson) miceoρs Chu et Wu 
3 (2) 颊部感觉乳突线4后端不分叉成 二支F颗上管开孔正常，具 C、E孔
4 (13) 颊部感觉乳突线4特化成一短支F不与乳突线3或乳突线5丰目连
5 (12) 颊部感觉乳突线3仅为一行乳突。E孔后方为一纵行乳突线
6 (11) 颊部感觉乳突线4仅为由4一7个乳突组成的短线
7 (8) E孔后方乳突线斜向后上方........

· 普氏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ρllaumi (Bleeker) 

8 (7) E孔后方乳突线为水平状
9 (10) 颊部自眼下 方至上锁骨后缘具一黑色条纹…·

· 黑带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moloanus (Herre) 

10 (9) 颊部无黑色条纹…......................

· 舟山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chusanensis (Herre) 

11 (6) 颊部感觉乳突线4由 8-9个乳突组成…........................

· 多线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noto，ρhthalmus (Ble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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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 颊部感觉乳突线3前部为二行平行乳突，后部为一行乳突。 E孔后方为三横

行乳突线
· 紫蜡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janthinopterus (Bleeker) 

13 (4) 颊部感觉乳突线4与乳突线3或乳突线5相连
14 (5) 颊部感觉乳突线4与乳突线3相连..............................……

· 犬牙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白(Creisson) caninus (Valenciennes) 

15 (4) 颊部感觉乳突线4与乳突线5相连….. 

· 绿斑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Creisson) chlorostigmatoides 

(Bleeker) 

16 (1) 颊部感觉乳突线3、4特化， 间杂许多有间隔的横行乳突线， 或完全特化成有
间隔的横行乳突线〈细棘虾虎 鱼亚属A. (Acentrogobius)) 

17 (8) 无鲍盖上管F前媳盖管具2开孔(M'、0') ......... . 

· 头纹 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Steindachner) 

18 (7) 具蝇盖上管F前跑盖管具3开孔(M'、N、0')

19 (20) 颊部感觉乳突线l为一纵行乳突F乳突线3、 4完全特化成有间隔的横行乳突

线， E孔后方为二横行乳突线 ·

· 圆头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叩s (Acentrogobius) ocyurus 

(Jordan et Seale) 

20 (9) 颊部感觉乳突线1、3、4有一行乳突，但间杂许多有间隔的横行乳突线， E孔后

方为三横行乳突线........

· 青斑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Acentrogobius) 

viridiρunctatus (Valenci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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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细棘虾虎鱼属鱼类头都感觉管孔及感觉乳突圈解(一〉
Fig. 2 Schematic Figures of Sensory Canal Pore and Sensory Papillae of Acentγ'ogobius(No. 1) 

1.小眼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microps Chu et Wu 

2.普氏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户βaumi (Bleeker) 

3.黑带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moloanus (Herre) 

4.舟山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chusanensis (Herre) 

5.多线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noto，户hthalmus (Bleeker) 

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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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2 细棘虾虎鱼属鱼类头都感觉管孔及感觉乳突围解(二〉

Fig.2 Schematic Figures of Sensory Canal Pore and Sensory Papillae of Acentrogobius(No. 2) 
6.紫鳝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on) janthino，户terus (8Ieeker) 

7.犬牙细棘虾虎鱼Acent7咱础ilts (Creimm)饵ninus (Valenciennes) 

8.绿斑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Creiss.佣) chlorostigmatoides (8Ieeker) 

9.头纹细棘虾虎鱼Acentrogo臼ius (Acentrog，础ius) viganensis (Steindachner) 

10.圆头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Acentrogo仇ius) 町yurus (Jordan et Seale) 

11.青斑细棘虾虎鱼Acentrogobius (Acentrogobius) viridiþunctatus (Vanenci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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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ENTROGOBIUS 

BLEEKER， 1874 (PERCIFORMES ; GOBIIDAE)FROM CHINA 

Zhong Jun-sheng 

CLaboratory 0/ Fishes， SFU， 200090) 

ABSTRACT According to obsrevation and comparison on the sensory canal pore and the 

regular arrangement of sensory papi11ae in head， this thesis review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makes the textual research for the records and studies of Acentrogobius. The species of Acen
trogobiu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ub-genera that are Acentrogobius and Creisson. The 

species with a longitudinal pattern belong to the sub-genus Creisson， with longitudinal ancl 

the transverse pattern satisfactory to both sicles belong to the seb-genus Acentrogobius. Then 

write the synonyms and classify synopsis. In China there are 11 species of Acentrogobius as 

follows: 

1. Acentrogobius (Creisson) microps Chu et Wu 

2. Acentrogobius (Greisson) pflaumi (Bleeker) 

3. Acentrogobius (Creisson) moloanus (Herre) 

4. Acentrogobius (Creisson) chusanensis (Herre) 

5. Acentrogobius (Creisson) notophthalmus <Bleeker) 

6. Acentrogobius (Creisson) janthino.ρterus (Bleeker) 

7. Acentrogobius (Creisson) caninus (Valenciennes) 

8. Acentrogobius (Creisson) chlorostigmatoides (Bleeker) 

9. Acentrogobius (Acentrogobius) viganensis (Steindachner) 

10. Acentrogobtus (Acentrogobius) ocyurus (Jordan et Seale) 

11. Acentrogobius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Valenciennes) 

KEYWORDS Acentrogobius， review， sensory canal pore， sensory papi11ae， synony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