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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额虾总科分类系统学研究概况及我国长额虾总科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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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额虾总科简介

长额虾总科 ° 属节肢动物门甲壳动物

软甲亚纲十足目腹胚亚目真虾次目 包括长额虾科

° 和小海虾科 × 两个科 ∀该

类群动物体多侧扁 头胸部比例较对虾总科者大 头

胸甲发达 完全包被头胸部各体节 额角发达而长 某

些种类额角极长 第一触角多具柄刺 第二触角鳞片

发达 眼有柄 大颚具臼齿和门齿 大颚须通常 节

胸部附肢特化为颚足与步足 其中颚足 对 步足

对 第二颚足具 节 末节侧面附在第六节上 第三颚

足具有或不具有外肢 第一至三颚足具肢鳃 步足细

长 第一至四步足具有或不具有肢鳃 第一步足一般

简单或呈极微小的钳 第二步足钳小 腕节分 或

多节 第三至五步足细长 所有步足均无外肢 ∀腹部比

较短小 尤其在第四至第六腹节显著细小 常弯曲于

前面各腹节腹面 第二节侧甲覆盖第一节侧甲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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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尾节末端向后陡尖 腹肢发达 尾肢外肢的外缘具两

末端刺 外面的为不可动刺 内面的为可动刺 ∀

长额虾类全为海产 全球各大海域广泛分布 我

国近海海域也有种类较多的长额虾分布 见表 为

重要的底栖虾类 ∀由于南海海底地形复杂多变 长额

虾类在南海的栖息环境多样 因而在南海发现的种类

也多于黄东海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甲

壳动物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在人们的生活中 高

蛋白食品结构正在形成 ∀由此将会更加促进对甲壳动

物的研究以及对甲壳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该类群是

重要的经济虾类 部分种类体形较大 !数量很多 是重

要的捕捞对象 ∀长额虾类还是重要的底栖甲壳动物

在生物多样性 !底栖生物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及资源开

发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另外 长额虾可提供丰富的

甲壳质 ≈ ∀

国内外分类系统学研究概况

世界最早被描述的长额虾为 Παραπανδαλυσναρ2
ωαλ ƒ ∏ 当时被归于 Ασταχυσ属 ∀到 世纪

末 已被记录与描述的长额虾类达 种之多 ∀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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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海域长额虾总科各种类地理分布

虾类 黄渤海 东海 台湾近海 南海 附注

纤细绿点虾 Χηλοροτοχελλα γραχιλισ) 西部浅水 北部沿岸浅水 浮游生活

刺尾拟绿虾

( Χηλοροτοχοιδεσσπινιχαυδα)
北部陆架水域

厚脚绿虾( Χηλοροτοχυσ χρασσιχορνισ) 北部陆架水域

难决绿虾( Χ. ινχερτυσ) 北部陆架水域

滑脊等腕虾

( Ηετεροχαρποιδεσλαεϖιχαρινα)
陆架水域 陆架水域

阿氏异腕虾

( Ηετεροχαρπυσ αλπηονσι)
北部陆坡 水深 ∗

背刺异腕虾 Η . δορσαλισ) 北部陆坡 水深 ∗
驼背异腕虾 Η . γιββοσυσ) 陆坡深水

滑异腕虾( Η . λαϖιγατυσ) 陆坡深水

小刺异腕虾( Η . παρϖισπινα) 深海

东方异腕虾( Η . σιβογαε) 陆坡 陆坡 水深 ∗

三脊异腕虾 Η . τριχαρινατυσ)
南部 ∀水深

∗

陆坡 ∀

水深 ∗

强刺异腕虾 Η . ωοοδ µ ασονι) 陆架外缘主陆坡 水深 ∗

南方长额虾

Πανδαλυσ µεριδιοναλισ)
深水区

异齿拟长额虾

( Παραπανδαλυσ ζυρστρασσενι)
中西部陆坡 水深 ∗

疏齿红虾 Πλεσιονικα αλχοχκι) 北部

双斑红虾( Π. βινοχυλυσ) 北部陆架外缘

叉尾红虾( Π. βιφυρχα) 北部陆坡 水深 ∗
柯聂红虾 Π. χροσνιερι) 南部深水

齿额红虾( Π. δεντιροστρισ) 深水

爱德华红虾( Π. εδ ωαρδσιι) 南部深水

单刺红虾( Π. ενσισ) 北部陆坡深水

印度红虾( Π. ινδιχα) 北部陆坡 水深 ∗
东海红虾 Π. ιζυ µιαε) 陆架水域

长足红虾( Π. µ αρτια) 陆坡深水 陆坡深水

敖氏红虾( Π. ορτµ αννι) 深水

半滑红虾( Π. σε µιλαεϖισ) 陆坡深水

全齿红虾( Π. σινδοι) 陆坡 水深 ∗
单齿红虾 Π. υνιδενσ) 北部陆坡深水

游氏红虾( Π. ψυι) 外陆架水域

多毛小海虾( Τηαλασοχαρισ χρινιτα) 北部外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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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及 ≥ 等系统分类学家做

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随着系统分类学的发展 人们对

长额虾认识的不断深化 有关长额虾的报道也逐渐增

多 包括各新属 !新种的描述和记录 以及对原有属 !

种的订正性文章不断发表 ∀ ≤ 年就对 Πλε2

σιονικα属的一些重要种类作了描述和记录 ∀ ⁄

年 ! 年 ! ≤ ∏∏ 和 × ∏ 年 !

∏ 年等则分别列出了某一海域某些属种的

检索表 ∀ 年最早记述过 Χηλοροτοχυσ νο2

ϖαεζεαλανδιαε , 当时将其归于 Τηαλασσοχαρισ属 , ⁄

年将其订正为 Χηλοροτοχυσ属 ∀又如 , Ηετεροχαρπυσ

ενσιφερ最初由 ∞ 年定名并描述 ∀之后

年将另一种的标本鉴定为该种 ∀ ⁄ 年

对 年的记述作了订正 将该种定为新种

Ηετεροχαρπυσ σιβογαε ∀二者的区别在于 , Ηετεροχαρπυσσι2

βογαε 在第二腹节有一较高的脊 该脊通常前角突出

后角稍显钝圆 在第一腹节后端有一脊 较第二腹节

脊稍低 前端则有一隆起线 ∀而 Ηετεροχαρπυσενσιφερ在

第一 ! 二腹节则各有一条非常低的模糊不清的隆起

线 ∀总之 自 世纪以来 有关长额虾类的分类系统

学研究在不断加强 新的分类单元不断被发现 而订

正性工作也不断地修正前人的错误 ∀现在 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 电子计算机 !同功酶比较 !染色体核型分

析等新技术新方法开始应用于长额虾的分类系统学研

究 长额虾类的分类系统学工作更加准确和有效∀

我国对长额虾的研究十分零散 在分类学方面还

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 ∀沈嘉瑞 !刘瑞玉等 年对我

国海域的几种长额虾作了报道 ≈ ∀ 世纪 年代 董

聿茂在对东海深海甲壳动物进行综合调查中 列出了

东海深海长额虾科各种类的检索表 并对各属种的特

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记录 ≈ ∀王彝豪

年 ! 魏崇德和陈永寿 年对浙江沿海的长额虾作

了形态 !分布等方面的记录 ∀钟振如等 年对我国

南海也报道了个别种类 ∀另外 在台湾近海 !福建沿海

等海域的虾类报告中 陈天任 !李定安等作了长额虾

类的报道或新单元的描述 ∀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长额虾总科已描述和记录

属 种 ∀其中 长额虾科 属 种 小海虾科 属

种 ∀中国海域被描述记录的长额虾总科 属 种

包括长额虾科 属 种 小海虾科 属 种 ∀随着动

物系统分类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及分类手段的不断完

善 以及人们对长额虾类在科学和经济上重要意义的

深入认识 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将会发现不少

新的种类和有较为系统的分类学工作成果出现 ∀

我国长额虾总科研究展望

基于我国海域辽阔 长额虾类十分丰富 而在这

方面的系统研究十分贫乏 迫切需要分类方面的整理

工作 ∀作者正在对这一在分类学和经济上有较大价值

的类群作系统的分类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从 年代就开始进行有关标本的采集和收藏 积累

了相当数量的该类群标本 材料来自我国沿海从黄 !

渤海到南沙群岛的各海区 ∀研究手段除以传统的形态

分类外 将辅以性状分析结果的计算机处理及最新生

物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和手段 将对我国海域长额虾总

科各属种作出全面系统的分类学描述 对我国易混淆

的常见长额虾类就其形态 !结构等方面作具体的比较

研究 理顺以往长额虾分类较为杂乱的状况 对以前

的工作做全面系统的修订 ∀该研究成果将为科研 !生

产 !教学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动物志的编写提

供重要基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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