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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鲍科的研究*

吕端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鲍科类软体动物在我国分布的种类虽少3但其经济价值甚高，壳可作药，肉供食用，具

有海珍品之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沿海各

省都先后开展了鲍的人工培苗和养殖试验。为了搞清我国近海鲍科的种类a 提供有关部

门进行选种和培苗养殖。特将我所历年来在全国沿海所采到的鲍科标本，进行了整理，共

检查了 670 个标本，鉴定为一属六种一亚种，其中一种在我国是首次记录，有-种的种名

作了订正。

我国海域辽阔3 海产动物种类很多3 由于我们过去调查采集还不够充分，肯定还会遗

漏，有待今后补充。

一、鲍科的地理分布

鲍科约 90 多种3 遍布世界各海洋，但主要分布于太平洋、大西洋、即度洋和大洋洲的

暖水区沿岸。

我国鲍科的种类主要分布于南海、东海和黄海种类较少〈见表 1)。

黄海冬季水温低，年变化较大3 鲍的种类比较贫乏。我国从辽宁省大远至江苏省北

部，仅有皱纹盘鲍 Haliotis discus hannai Ino 一种。东海由于水温较高，又受黑潮暖流和

台湾暖流的影响，种类较多些。目前发现的有杂色鲍 Haliotis diversicolor Reeve、多变鲍

H a/iotis varia Linnaeus、羊鲍 Haliotis ovina Gmelin、耳鲍 Haliotis asinina Linnaeus。 南

海属热带、亚热带性，水温高，年变化不大3海况条件较为稳定，对鲍生长有利，从广东省大

陆沿岸到海南岛热带性种类较多，计有杂色鲍、耳鲍、羊鲍、格鲍 Haliotis , cl athrata Reeve 平

鲍 Haliotis planata Sowerby。 广东省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皆由珊珊礁构成，终

年水温在25 0C以上，属热带性，有羊鲍，耳鲍，格鲍等。

二、鲍的生态和利用

鲍一般生长在海底岩礁间，从低潮线以下至水深 20 米左右，栖息于海水清澈、潮流畅

通、海藻繁茂的沿岸礁石间，用其发达的足部紧紧地吸附在岩石上或缝隙间，捕捉时要乘

其不备猛然一推3才能采下，不然便吸附更牢，不易采下。鲍在自然海区，多隐藏在岩礁或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4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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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鲍科地理分布

中 国

分 布 辽 山 江 福 台 广东省
广 朝 目 越 菲 马 印 澳 新 印 斯 红 非

西 来 度 大 里 洲

沿海抄东群岛 西南 壮族 律
西 尼西 利

西
~ 东

宁 东 苏 建 湾
种 名 南 沙沙群岛 自 鲜 本 南 宾 亚 亚 亚 A一一L 度 卡 海 岸

岸岛 群岛 治
省 省 省 省 省 区

一一一-一

皱纹盘鲍
Haliotis disctts hannai + +1+ + + + 

Ino 

Ha杂lio 色鲍tis diversicolo俨 + + + 十 + + + 十+

Reeve . 
H耳aliotis asini鲍na 十 + + + ? + + + + 十 + + 

Linnaeus 

羊 鲍
Haliotis ovina 十 十 ? 1+ ? + + + + + + 

Gmelin 

多变ttS 鲍H aliotis varia 十 + + + + 十 十 十 + 十 十

Linnaeus 

格 鲍
HaUotis clathrata + + + 

Reeve 

平 鲍
Haliotis eprIbωy ata + 十 + + + + 

Sow 

1.注?表示可能有分布; 2.皱纹盘鲍仅分布于日本北部; 3.杂色鲍最近在我国浙江省南部也有发现。

大岩石下面空洞处，或石块的侧面和下部空隙处。栖息地一般日光不直接照射。鲍的习

性是白天不大活动，夜间很活跃，如匍甸、摄食均在夜间进行。

鲍的饵料主要为海藻，以褐藻为主，如海带、裙带菜、昆布、马尾藻等，但也能摄食江

藻、绿藻类以及底栖硅藻等。

鲍壳的颜色与饵料有着密切的关系3尤其是幼鲍较为明显，贝壳的颜色随着饵料种类

产生变化，主要是由于饵料的色素和碳酸钙一起分泌到贝壳的穰柱层上，因而使贝壳呈现

出饵料的颜色。我国福建省的鲍鱼试验组曾分别做过试验，幼鲍摄食扁藻、浒苔和石草等

绿色海藻者，其壳为黄褐带翠绿色;摄食硅藻者其壳呈要红色;以硅藻和绿藻混养的，其壳

则出现翠绿色和枣红色的花纹[η。

鲍的足部肌肉极为发达，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含有蛋白质 24饵，脂肪 0.04饵，灰

分 0.98 呢。

鲍的贝壳，在我国医学史上称"石决明"，其主要成份为碳酸钙，此外还含有胆素、壳角

质，般烧后则仅留无机物。据《本草纲目》记载，石决明有平肝明目之功能。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早就对鲍的习性、利用有过不少的记载。据明朝《山堂肆考羽集剖己载"草木子，石

决明。海中大螺也。生南海崖石上，海人泪水取之，乘其不知，用力一捞则得。苟知觉，虽
斧凿3亦不脱矣。‘按此物能治目，故曰决明。"根据现在医学科学分析试验结果，其性能为:
性平，味咸，人肝肺二经，功能平肝潜阳，除热明目，通淋。其药效有抑制副交感神经的作
用。故鲍壳在中药里用途甚广。此外，鲍壳还可作工艺品的材料。由于鲍壳含有较厚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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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层3有彩色光泽，能产生珍珠。

鲍的经济价值很高，是一种值得开展人工养殖的贝类。我国沿海一些水产养殖单位

扒1970年先后在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等地，开展了鲍的人工培苗试验获得了可

喜的成绩。

二、分类研究

我国鲍科已记载过的种类，根据我们查到的文献计有以下几种:

(1) Ha /t"otis diversicolor Reeve 阎敦建 (1935 ， 1942)[4制飞黑田德米 (1941Y圳'张笠

等(1962)臼]。

(2) Haliotis gigantea discus Reeve 阎敦建 (1936Y例，张笠等 (1955 ， 1962 ， 1964Y认飞

赵汝翼(1958Y3J。

根据本种贝壳的形态以及地理分布，应鉴定为 Haliotis discus hannai Ino。

(3) Haliotis asinina Linnaeus 黑田德米 (1941Y刑，熊大仁 (1949)沪[飞张笠等 (1962 ，

1964Y臼5 ， 6Jω]

(4) Hali仇ioti.珩s 0ωVt勿;切na Gmelin 张室笠豆等 (1962 ， 1964沪，613 阎敦建 (1942泸州定的 Ha/iotis

..tIenusta Adams et Reeve 1850 实际上是 Haliotis ovina Gmelin (1 791) 的同物异名。

。) H aliotis varia Linnaeus 黑田德米(19闪41Y纱川]，张笠等(1962 ，λ1964Y5 ， 6J，定的 Hali勿ot阶tS s 

.$e仰mist附t

(6砂) Hali均i勿o俯ti.幻is claωth加ra仰ta R巳倪ev归巳阎敦建(1942)沪[μ46叫6]」。

(7) Haliotis ziczac Reeve 金叔初3秉志， 1936[28)。

根据这次全面整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收藏的鲍科标本共有 6 种， 1 亚种，名录如

下:

1. 皱纹盘鲍

2. 杂色鲍

.3.耳鲍

4.羊鲍

S.多变鲍

6.格鲍

咱7. 平·鲍

Haliotis discus hαnnai Ino. 

Haliotis diversicolor Reeve. 

Haliotis αsininαLinnaeus. 

Haliotis ovinαGme1in. 

Haliotis vαria Linnaeus. 

Haliotis clathrata Reeve. 

Haliotis planαtαSowerby. 

中国鲍科检索表

1. 贝壳大型，沿着呼水孔列左侧面有一明显的螺沟或无。

A. 壳薄，沿着呼水孔列左侧有一明显的螺沟，呼水孔开孔为 3-5 个........….........….........……..........皱纹盘鲍

A' 壳厚，无螺沟，壳面凸，螺肋发达，螺旋部大或小，壳呈长卵圆形或圆形。
1.螺旋部大，相当壳面的 1/2，壳呈近圆形，呼水孔开孔为 4-5 个……..............…...........................…·羊鲍

l' .螺旋部小，完呈沃卵圆形，呼水孔开孔为 6-9 个..............…·…........……......................…..…....杂色鲍

.J.'.贝壳小或较小，壳面螺肋细密而隆起或无。

*我国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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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贝壳小，完面螺肋细密而隆起与生长线交织呈明显的格子….................…............................…..........格鲍

B'. 贝壳较小，螺肋与生长线不呈明显的格子，贝壳呈半圆形或耳状，壳面粗糙或光滑。

2.贝壳呈半圆形，壳面粗糙而凸或平坦。

日.壳面凸，完厚，完顶高于壳面.......................…·H·H·-H·H·-··H·H·--Pu--…................…"…·…....多变鲍!

II'. 壳面平坦，壳簿，完顶低于壳面…................................……......…........................................平鲍

2' .贝壳呈耳状，壳面光滑…….......…..................................…........…..................................……·耳鲍

(一)种的描述

1. 皱纹盘鲍 Haliotis discus hαnnαi Ino. 1952 (图版 1:1)

Haliotis discω 加nnai Ino, (猪野峻)， 1952, 5: 68. f. 37; 1966, pl. 2. f. 1-2; 1960, IV: 86. f; 14_ 
吉良哲明 1971: 7. 

Halωtis kωntschatkana Jonas (田子)， 1931 , 43; 50-51. 
Haliotis gigantea disc也s Reeve. Yen (阎敦建)， 1936, 3: 5. pl. XIV. f.6; 张笠等， 1955: 全-5. f. 1 ,;: 

1962: p. 11. f. 6. 
Noràotis àisCU8 (Reeve) , (北方型)，波部忠重， 1964, 1: 8.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海洋岛、棒子岛、大连，山东省长岛、陀矶岛、惶城岛、钦岛、青岛，江苏省北部

连云港。

贝壳长椭圆形，前端稍尖。螺层约三层，壳顶钝，通常被磨损，壳顶位于偏后方、稍高

于壳面，但低于壳的最高位。 从第二螺层到体螺部的边缘有一列高的突起和孔，其开孔

3-5 个3 以开孔 4 个的居多，当个的最少。壳面有许多粗糙而不规则的皱纹。生长线颇

为明显，沿着其水孔列左下侧面有一条凹的螺沟。壳内面为银白色，带青绿色的珍珠光

择。壳内唇缘薄而锐利3刀刃状。上足发达，有许多角状呈树枝状突起3 外观复杂。齿舌

形态在种间差异较小，齿舌带宽，有一个中央齿， 5 个犁状的侧齿，有数量较多呈钩状的缘

齿，其齿式排列为∞、+ (3 + 2) + 1 、十 (2 + 3) + oc 。
标本测量:

壳诠(毫米) 119.1 , 123.8, 105.8 , 98 , 9 , 85.0 , 

壳宽(毫米) 86.3 , 83.4 , 71.4 , 61.3 , 60 , 1, 

壳高(毫米) 28.8 , 30.3 , 20.7 , 22.0 , 24.8 。

皱纹盘鲍栖息于潮下带水深 2-10 米左右的岩礁上。栖息环境需潮流畅通、水清、

海藻繁茂。以褐藻和红藻为食3但也可吞食其他小动物，如有孔虫、多毛类、挠足类等。幼

鲍以食底栖硅藻为主。 6 月下旬在黄海自然分布区，水温达 170C 左右时3生殖腺已基本上

成熟。〈据八幡刚浩等 (1970)[47]报道，日本皱纹盘鲍在北海道以北礼文海区其生殖腺在

9 月份才成熟，而在日本松前则 8 月份已成熟了。其生殖腺成熟与海区水温有一定关系。

卵巢为绿褐色，卵呈球形围有一层胶状膜。受精卵直径为 0.22 毫米。在庙岛群岛、陀矶

岛繁殖期为 7-8 月，水温约为 21-24 0C。 据菊地省吾 (1964 )117] 报道在人工培苗过程

中，利用生殖细胞诱导或干露剌激方法3 都可获得大量的精和卵。皱纹盘鲍上足发达，活

动能力强，能适应低温低盐环境3 不仅适于我国北方沿海进行养殖3 而且移殖到福建沿海

进行人工培苗也获得成功。其产量较大，数量占我国鲍产量的 7。如左右。

地理分布 中国北方沿海的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连云港等地及至朝鲜沿岸和日本本州东北沿

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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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 皱纹盘鲍的分类较紊乱，过去曾被定为堪察加鲍 Haliotis kamtschatkana Jonas, 

盘大鲍 Haliotis gigantea discus Reeve 或盘鲍 Haliotis discus Reeve。如岸)1[(1919)把日本

产的鲍分为寒流海区的堪察加鲍和暖流海区的盘鲍。野村、波多江(1928)，芝异(1934)把

朝鲜产的鲍定为堪察加鲍。 而野村、神保 (1934 )l9l 把辽东半岛产的鲍也定为堪察加鲍。
田子 (1913 )l8l 把朝鲜东岸产的鲍和日本本州寒流海区产的鲍定为堪察加鲍;西岸及本州

暖流海区的鲍定为盘大鲍。阎敦建 (1936)[45J 把山东半岛产的鲍定为盘大鲍。内田山本

(1942)l叫否定了朝鲜田子的说法，从生态分布的观点，以朝鲜海峡到济州岛以北 25 米层

的 12 0c 等温线为界，分成南北两区。等温线以南产的为盘大鲍3 以北整个朝鲜沿岸的为

堪察加鲍。猪野峻 (1952)l口]从形态、生态、繁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与北太平洋阿拉

斯加严的堪察加鲍的比较，否定丁以前的看法，并认为:日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所产的

鲍，都不是堪察加跑，而是盘鲍的亚种一一皱纹盘鲍。而波部(1964 )l26J把皱纹盘鲍列为盘

鲍的同物异名，认为它仅是盘鲍的北方型，但并没提出任何根据。吉良哲明(1971 y19J认为

皱纹盘鲍是盘鲍的亚种。我国北方产的鲍3 自阎敦建(1936)定为盘大鲍后3一直被引用下

来。我们这次全面检查了我国北方产的 200 多个鲍的标本3 从贝壳的形态来看与猪野唆

(í952) 定的皱纹盘鲍基本相同，与我所保存的日本产以及朝鲜产的皱纹盘鲍标本的形态

咀基本相同。它比盘鲍的壳薄，壳表皱纹多，内唇狭，呼水孔数为 4 个居多、 5 个最少〈盘

鲍呼水孔数以乡个居多〉。 根据地理分布来看，我国北方产的鲍也是在济州岛以北的海

υ 区，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北方产的鲍应鉴定为皱纹盘鲍。

, J 

(2) 黑田德米(1941)报告我国台湾省产有盘鲍，但盘鲍和皱纹盘鲍在 1952 年前，由

于分类上的紊乱，台湾省是否真有盘鲍分布，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证实。

2. 杂色鲍 Haliotis . divetBÏcolor Reeve, 1846 (图版II:l)

Hal切切s à切ersieolor Reeve, 1846:' III, pl. XII, f. 39; Weinkaluff, 1883, VI (1时， 71; taf. XXVII1, 
f. 1; 张经等 1962: 7 页，图 2.

Haliotis supertexta Lischke 1871: II, p. 92, p l. V1, f. 13-16. 
HaUotis tayloria.na Reeve, 1846: II1. pI. XII1, f. 43. 
H'aliotis incisa Reeve, 1846: II1, 'Pl. XV, f. 57. 
Ha~仰tis sub例如g伽ea Reeve. Weinkauff, 1883: p. 33, taf. 13. f. 7-8. 
Sulc也1也s d切ersicolor (Reeve). H乱.1e， 1964: pI. 1, f. 4 . 
.suleul四s super咕exta (Lischke) 吉良哲明， 1971: p. 5, pl. 1, f. 3. 

2 模式标本产地 澳大利亚。

标本采集地 福建省平潭、深沪、厦门、漳浦、东山，广东省汕尾、龟灵岛、宝安、南澳岛、海南岛三

亚、琼东、崖城、角头，广西壮族自治区汩汩1岛。

贝壳长卵圆形，质坚厚。螺层约三层，基部缝合线深，壳顶钝，成体常被磨损露出珍珠

光泽。从螺旋层顶部开始，有一行整齐的突起和呼水孔，其孔低，开孔 6-9 个。贝壳表面

出j有许多不规则的螺旋助和细密的生长线，随着贝壳的生长3 发达的生长线逐渐形成明

显的裙臂。壳表颜色为红绿发暗褐色，参杂色斑;尤以幼贝明显，成贝则暗红色居多。贝

壳的颜色和形状常随着生活环境变化而异。壳肉为银白色的珍珠光泽，壳表的螺肋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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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线瘾迹经常印透亮内。外唇坚硬而薄3 内唇厚。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79.2 , 82.3 , 72.1 , 74.3 , 97.6 , 

壳宽(毫米) 51.8 , 56.5 , 53~3 ， 51.9, 68.0, 

壳高(毫米) 15.3 , 16.8 , 18.2 , 14.8 , 20.3 0 

暖水性种。对栖息环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栖息在低潮区至水深 10 米左右、潮

流畅通、盐度较高、水清而海藻繁茂的岩礁间。在自然海区繁殖期为 5-8 月，水温 24。一

280C。人工育苗最好是 5 月中旬至 6 月间。幼鲍的饵料以底栖硅藻为主，如舟形藻、月

藻、卵形藻以及扁藻等。成鲍饵料以褐藻为主，如羊栖藻，还有石草，石花菜及红藻等。杂a

色鲍是我国南方优良养殖种类之一。目前，我国广东省、福建省等产区，正在进行杂色跑!

的人工培苗工作。

地理分布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台湾省、福建省、浙江省南部)，越南，澳大利亚(北

部)，即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热带海区)。

讨论:

(1) 杂色鲍的贝壳形态和颜色，随不同生活环境而变化，尤其是摄食的饵料种类对既

包影响更大;因此，贝壳的花纹变化甚大。贝壳形态变化也大，在浅水处采到的个体较小、

颜色多样，在湖下带深水处采到的个体较大3 贝壳颜色比较单一。生活环境不同，贝壳形

态也有变化。

(2) 我们有几个杂色鲍的幼体标本与金叔初等(1936)阳在香港的贝类一文中描述自如

H aliotis ziczac Reeve 的幼体标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怀疑金所描述的 Haliotis zz'czac

Reeve，可能是杂色鲍的幼小个体。

(3) 根据我们检查的 300 多个杂色鲍标本来看，贝壳变化较大3 贝壳较扁、颜色多样

的 supertexta 型3和贝壳凸颜色单一的 diversicolor 型皆存在，但也有中间类型。在地理分

布上这两种类型是混杂的，难以分开，故分为两个亚种是困难的。

3.耳鲍 Hαliotis αsininαLinnaeus， 1758 (图版 1:3)

Halioti8 ω伽伽a Linnaeus, 1758, X: 780; Reeve, 1846: III, pl. VI, f. 18; Weinkauff, 1883: VI, taf._ 
IX, f. 23; Sowerby, 1887, V: 36, pl. 428, f.3-4;张氢等， 1962: 5 页，图版 2，图 1. c 

Haliotis (8. 8.) a8侃侃aL伽饵aeus. 冈田要等， 1971, p. 5, p l. 2, f. 1. 

模式标本产地 印度洋。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的新盈港、三亚、新村、文昌，西沙群岛的北礁、永兴岛、石岛、金银t

岛、琛航岛、森屏滩、赵述岛，东沙群岛。

贝壳小而扁、呈耳状、壳薄。螺层约三层，螺旋部短小，体螺层大。壳顶钝，位于后端些

从第二螺层至体螺层边缘具有一列整齐的突起和较大的呼水孔，有 4-7 个开孔。从第二

螺层开始至贝壳边缘有 4-5 条明显的肋纹。壳面生长线明显。壳表光滑呈翠绿色或黄褐

色，通常布有紫褐色和土黄色若似三角形的斑纹，色彩美观。壳内具有较强的珍珠光泽。，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67.5 , 68.5 , 60.0 , 60.9 , 71.5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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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宽(毫米) 30.0, 31.6, 26.8 , 28.0 , 39.9 , 

壳高(毫米) 11.3 , 10.8 , 9.8 , 9.3 , 12.1 , 

暖水种。生活于低潮线下的岩礁间，尤以珊珊礁及藻类丛生的海底居多。借足部肌

肉附着在岩石或珊珊礁上爬行。它的足部大而宽厚，有很大的运动能力3在其后部上面有

一个深的纵沟。生活时经常把足翻转上来，包埋整个贝壳。
地理分布 中国(广东省西沙群岛、东沙群岛、海南岛，台湾省)，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日本，即度洋。

4. 羊鲍 Haliotis ovinαGmelin， 1791 (图版1:2)

HaUotis 。但ina GmeiJÍ丑.卫eeve， 1846, III, p l. IX, f. 28; Weinkauff, 1883, VI: 18. taf. VI, f. 11; 
Sowerby, 1887, V: 438, f. 8令-86; 张笠等， 1962: 10 页，图 5.

H aliotis venustαAdams & Reeve. Yen, (阁敦建) 1941，钮， pl. 11. f. 3. 
Haliotis concin.阳~ Reeve, 1846, III, pl. XVII. f. 66. 
Haliotis dr饥gi Reeve, 1846, III, pl. XVII. f. 65. 
0世饥otis ovi世.a (Gmelin) , 冈团要等， 1()71: p. '20, f. 37. 

模式标本产地 澳大利亚。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的三亚、新村，西沙群岛的琛航岛、金银岛、持羊礁、石岛。

贝壳短宽、近圆形，壳面扁平，壳顶位于近中部而高于壳面;螺旋部与体螺层各占1/2 ，

螺层约 4 层，缝合线有一条明显突出的螺肋延伸至体螺层外缘3 并呈现出数条螺肋，从第

二螺层至体螺层末端边缘有二行整齐的突起，尤以上部较明显;呼水孔呈管状，开孔 4-5

个。壳面上部螺肋宽大， 11回着螺层旋转排列为粗而大的隆起，呈瘤状裙，使壳面粗糙不平:

壳面下部仅有螺旋肋纹。壳面为灰绿色或褐色，布有橙黄色和白色的花斑。壳内为银白

色并带有青绿色的珍珠光泽。壳内卵圆形，外唇薄，内唇成宽大的遮缘面。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壳宽〈毫米)

43.5 , 78.9 , 80.8 , 44.1 , 51.9 , 

29.3 , 57.5 , 61.1 , 34.0 , 39.1 , 

壳高(毫米) 8.9 , 16.5 , 21.8 , 9.2 , 11.9。

暖水种。生活在岩礁和珊珊礁基部，或底部，一般用足部附着生活，其壳表常附着有

石灰虫和石灰藻、苔薛虫等。

地理分布 中国(广东省西沙群岛、海南岛，台湾省)，澳大利亚，即度尼西亚3菲律宾，日本，马来

半岛，印度洋等。

S. 多变鲍 Haliotis variαLinnaeus， 1758 (图版 11:2)

Hali.fJ喝is varia L饥饵ae恼， 1758, X: 780. 
- Haliotis semistriata .Reeve, 1846: III, pl. 14, f. 51; Weinkauff, 1883, VI: 54, taf. XXII, f. 1; 张

经等， 1962: 9 页，图 2.

Haliot侃侃俨ia vàr. Sowerby, 1887: V , pl. 428, f. 56. 
Haliotis viridis Reeve, 1846: III, pl. XVIII, f. 40. 
H aliotis papulata Reeve, 1846: III. pl. XVII, f 69. 
Sanhaliet俗世ar切 (Linnaeus) 冈田要等， 1971: p. 19, f. 36. 

模式标本产地 即度洋。

U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澳头、宝安，海南岛的三亚、海棠头、新村、榆林港、崖城，广西壮族自治区髓

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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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半椭圆形，较厚，螺旋部高而隆起。螺层约三层。壳顶位于壳后端偏右，稍高于

壳面，壳面凸，从第二螺层至体螺层边缘有一列整齐小而呈营状的呼水孔，开孔 4-6 个，

孔列左面三条明显螺肋，由细而分离的结节组成，壳表有明显粗宽的螺肋与生长线交叉而

形成小的结节，故壳面粗糙。仔细观察可见前半部有明显的纵肋纹。壳面暗绿色，杂有红

褐色，通常有白色和黑色斑带，贝壳颜色多变化。壳内为银白色的珍珠光泽。壳口广，内

唇有较发达的片状遮缘。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41.5 , 45.0 , 42.0 , 46.3 , 65.1 , 

壳宽(毫米) 33.0 , 28.9 , 29.5 , 31.5 , 44.3 , 

壳高(毫米) 12.6, 14.1 , 12.9 , 14.9 , 16.8 。

暖水种。生活在潮间带和低潮线附近，海藻丛生的岩礁下，干潮时一般在岩礁凹处不

太活动。壳表常附生海藻和石灰虫。

地理分布 中国(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和台湾省等地)，日本3 澳大利亚(北部)，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即度，尼科巴群岛，非洲东岸也有分布。

6. 格鲍 Haliotis élathrata Reeye, 1846 (图版 11:3)

HaZ'ωtis o7,athrata Reeve, 1846: III, taf. 17, f. 72; Weinkauff, 1883, VI: XXVII. f. 1; Yen (阎
敦建)， 1942, 24: 175. 

模式标本产地 菲律宾。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的三亚、新村，西沙群岛金银岛。

贝壳半卵圆形，壳面微凸，是一种小型鲍，壳顶稍高于壳面，螺旋部占贝壳的 1/3 ，与

体螺层分界线交织成方格状的皱起，而使整个壳面粗糙。呼水孔稍大3 开孔 4-5 个。壳

表颜色多样，有绿色和暗紫色交杂，或橙黄色。壳内颜色不显著。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25.0 , 21.5 , 23.5 , 

壳宽(毫米) 16.3 , 15.3 , 16.3 , 

壳高(毫米) 6.0, 5.0, 6.2。

暖水种。数量较少。生活于潮下带岩石下，或珊珊礁上。
地理分布 中国(海南岛、西沙群岛)，菲律宾。

讨论:

Sowerby 和 Tryon 曾认为 Reeve 1846 年定的 Ha吵li，仰.

Gar厅Y 的幼体小个体，而 Weiri此1也kauf旺f 则认为两种特征很易区别，应各为独立的种。我们也认

为两种形态差异很大， H aliotis naevosa Gary 个体较大，呼水孔开孔 6 个。本种特征明显，

个体很小3呼水孔开孔为 4-5 个，壳表有明显格状皱起。两种完全可以区别，而且我们在

不同地区采到的大小个体基本上一样。故仍定为独立的一种。

7. 平鲍 Haliotis planαta Sowerby, 1887 (图版 11:4)

EaZioUs planata Sowel'by. 1887, V. 30, pl. X , f.74; Tryou, 1890: 12, pl. 11, f. 58; 平漱信太郎，
1954, pl. 6, f.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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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halioti8 pla饵atα(Sowerby) Habe, 1964, II, p l. 1, f. 3. 

模式标本产地 菲律宾。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澳头3海南岛的三亚、新村。

壳较小型。壳质薄，壳顶位于壳面较后中部，壳顶低于壳面，螺旋部很低3缝合线不清

楚3整个贝壳平坦。其外形与多变鲍近似3但不同点是个体较小，壳面平坦，而多变鲍则壳

厚凸3壳面螺肋与生长线交叉不呈粗糙的结节，外唇薄往往扩展呈刀刃状，内唇狭。呼水

孔开孔为 4-5 个。贝壳颜色变化大3 通常有白或绿黑色带。壳内有珍珠光泽，其生态环

境与多变鲍相近，一般在岩石岸可采到。本种为暖水种。我国首次记录。

标本测量:

壳长(毫米)

壳宽(毫米〉

32.3 , 34.5 , 41.3 , 

23.5 , 25.3 , 31.9 , 

壳高(毫米) 6.0, 6.5 , 9.0 0 

地理分布 中国(广东省沿海h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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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HALIOTIDAE FROM THE 
COAST OF CHINA* 

L i:i Duanhua 

(Inst仿咀te of Ocea饵ology， A. eaàemia S饥ica)

ABSTRACT 

The prese丑t study is based' upon the collectio丑s oÎ Haliotidae made by the Ins
titute oÎ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Îrom the Chinese 
coast. Out oÎ a total 丑umber oÎ 670 specimens examined, seven species oÎ the genus 
H aZiotis were identified, namely, H aliotis discus hannai 1丑o. H. diversicolor Reeve, 
H. ωin切αLinnaeus， H. ovina Gmelin, H. var仰 Linnaeus， H. clathratαReeve， and 
H. planatαSowerby. OÎ these species, H. planatαSowerby is recorded Îor the Îirst 
time Îrom China. 

A description as well as a key to the identification oÎ each species is given and 
the propagation and ecology of two artiÎicially cultured species, H. dìsc附加nnai
Ino, and H. diversicolor Reeve is briefly discussed. 

赞 Contribution No. 405 from the Institute of 0巳eanology， Aeademia Sini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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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杂色鲍 x 1. 3; 2. 多变鲍 X 1. 5; 3. 格鲍 X 1. 4; 4. 平鲍 X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