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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螺科是世界热带至温带常见的海洋腹足类。它们的贝壳坚厚，呈卵圆形或三角卵
圆形，螺旋部短，体螺层膨大，螺层上常有纵肿脉。壳口长卵形，外唇向外翻卷并增厚，常

有齿，壳轴常有福嚷或突起，有角质靡。这一科动物中3 现代生存的种类约有60种，其中

约 1/2 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我国海岸线长3躇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海区p软体动物的种

类十分丰富。冠螺科的种类经我们研究整理历年来在我国沿海采到的标本计有13个种及

亚种。文献记载我国有分布的泡光重螺 Phalium glabratum bulla (Habe) 和宝冠螺 Cypr

aecassis rufa (Linnaeus) (前一种记载于台湾省，后一种记载于东沙群岛〉我们尚未采到。

台湾省沿海、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s特别是离岸较远的深海，我们调查的还很少，随着采集

调查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种类发现。

冠螺科中很多种类的肉可供食用。许多种的贝壳绚丽多彩3 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喜欢

搜集的观赏品3 也是做贝雕的良好材料。西沙群岛产的冠螺和台湾省产的宝冠螺都是世

界上有名的刻浮雕用的贝类。

本文初步搞清了我国冠螺科的种类和分布，为我国这一科动物的鉴定、资源调查和利

用以及教学、科研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种类记述

冠螺属 Genus Cassis Scopoli, 1777 

模式种 冠螺 Casûs cornuta (Linnaeus) 

贝壳大型，球状，壳口扩张、增厚形成一个很宽大的据面 (Pariatal Shidd)。据面具瓷

光，色泽常很鲜艳，庸角质，小3长方形。

1. 冠螺** Cassis (Cassis) cornuta (Linnaeus) ç图版 1: 1-2) 

Bwc(}Î，附m cQrnutulm Li皿aeus， 1758: 73'5, no:. 384; Dodg哇， 1956: 1750. 
Cassis cornata (Linnaeus). Reeve. ~848， pl. 1, figs. 2; Küster, 1858: 11, pl. 38, fig. 3, pls. 

40-41; Tryon, 1885: 270, p1. 1, figs. 45, 46, pl. 2, fig. 49; 张堡、齐钟彦等 1962: 42, fig. 26; 
Kir乱， 1971: 52, pl. 21, fig. 8; 张经、齐钟彦等 '1975: 117. 

Ca.ssis ωnbo伽例时s Petiver, Txyon, 1885: 270. 
Cassis (Cas8Ïs) cornuta (Linnaeus) , Bayer, 11935: 93~9，4; Abbott, 1968: 47, p l. 3, figs. 1-4, 

pls. 19c-2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440 号。图版照片系宋华中同志摄制，谨致谢忱。

制过去曾称唐冠螺，因是属的模式种，故改称冠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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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标本产地不详。

标本采集地 西沙群岛的金银岛、赵述岛(附近的西沙洲)、北岛(附近的南沙洲)、华光礁(附近二

坑)、晋卿岛，共 16 个标本。

特征 贝壳大3 重厚3 略呈球形或卵圆形。最大个体壳高约 300 毫米。壳顶尖细、

光滑。壳顶以下螺层表面有螺旋肋。螺旋肋与生长线交叉呈阴目状。体螺层有三条粗壮

的螺旋肋，肩部的一条有 5-7 个长短不一的棘状突起3其余两条有 3-4 个小突起。贝壳

灰白色3近口的背缘有红褐色斑。壳口窄长3内、外唇均扩张，据面桔黄色，有瓷光。外唐

内缘中部有 5-7 个齿;内唇中部滑层薄3靠前部有 8-11 个福壤。壳口内面颜色较深，为

桔红色。前沟短3向背部扭曲。庸棕褐色，大约为壳口长度的 1/40

标本测量 壳高(毫米) 296 ' 

壳宽(毫米) 220 

270 

220 

270 

195 

260 

200 

220 

185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种是冠螺科中最大的种，我们在西沙群岛采到的标本壳高近 300 毫米。，它

生活于水深 1-20 多米的沙或碎珊珊底质的浅海3 多在黄昏或夜间活动，不活动时常部分埋于沙面之

下。大约以棘皮动物为饵料。雌雄异型，雄体贝壳较小、较长，壳面肋上的棘状突起大而少。冠螺的分

布与即度-太平洋珊珊礁的分布完全一致。西自东非红海至马达加斯加岛，东至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

夏威夷至土阳莫土群岛，北自日本，南至澳大利亚都有分布。在我国沿海仅见于台湾和南海诸岛，肉可

食用。贝壳重厚，壳口有瓷光，颜色鲜艳，可供观赏和贝雕工艺用。

重螺属 Genus Phαlium Link , 1807 

模式种 重螺 Bucci四m glaucum Linnaeus, 1758 

贝壳中等大，螺旋部尖，体螺层膨圆3一般有纵肿脉。壳口较宽，半卵圆形3据面中等

大3外唇厚3具一列齿3庸角质，扇形。

2. 重螺 Phαlium (Phαlium) .gt.αucum (Linnae时) (图版 1: 4) 

8ucc仰响协 glauc.也m' Linnaeus. 1758: 737; 1767: 1200，丑o. 453; Dodge, 1956: 188. 
Cassi& gl阳ca Bruguière, Kiener. 1835: 27, pl. 5, figs. 9, pl. 15, fig. 32 (幼体); Reeve, 1848: 

pl. 12, fig. 33; Reeve, 1860: 83,' P l. D. 
CassÌ8 (Bezoaràica) gla.也ca- L讪卫aeus， Tryo丑， 1885:. 276, pl. 6, figs. 79, 80. . 
Cassis glauca Linnaeus, Lamarek; 221. no. 6; Quoy & Gaimard, 1832: 59~-596. pl. 43, figs. . 

弘一13.

Cιssis gla切ca Lamarek. King & Ping, 1936: 130, fig. 10. 
Plw,lium (Phal'阳的 g~础仰饥 (Linnaeus). Bay民 1935: 99; Abbott, 1968: 81, pl. 7, figs. 10-

12, pl. 9, figs. 55~57. 

模式标本产地 印度尼西亚。

据本采集地点 、广东省海门、陶洲岛、乌石港、海南岛(新村港、海棠头、崖县、保平港)，香港，共

26 个标本。

特征 贝壳中等大s最大个体壳高 126 毫米，近球形3 薄而坚实。螺层约 10 层3螺

旋部低圆锥形，体螺层膨圆。壳顶 2 Yz 螺层光滑。壳顶以下螺旋部各层有显明的螺旋肋

纹。肋纹与生长线交叉处形成珠状突起。次体层中部及体螺层肩部有一列显明的白色小

结节。体螺层较光滑，除肩部结节上方有 4--'-5 条细肋3基部有4-5条肋较明显外3其余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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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肋纹多模糊不清。幼小个体的贝壳体螺层上的螺旋肋纹整齐、明显。壳面淡灰色，近

完口背缘有 6 块近方形的褐色斑。壳口较宽，半椭圆形，外唇边缘厚3呈淡桔红色，其内侧

约有 20 个齿，前部的 3-4 个特别强大p延伸呈爪状;内唇向外卷3 后部滑层薄，前半部瓷

质厚，桔黄色，有裙壤。楼前沟宽短，向背方扭曲 3 脐孔深。黯小，长度约为壳口长度的

1/2 。

据本测量 壳高(毫米) 126 122 122 108 61 

完宽{毫米) 76 79 75 69 38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种生活在浅海沙质海底，从湖间带至水深 20 余米均曾有采集记录。我们的

26 个标本都是渔民在浅海描底网时采到的，均为空壳，尚未采到活标本。这一种分布很广，西自非洲东

岸北面的阿曼到南面的马达加斯加岛、德班，东至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北自日本南部，南至澳大利亚以

北都有分布。在我国沿海仅在广东省大陆沿岸、海南岛和台湾省有分布。

3. 带重螺 Phαlium (Phαlium) bαndαtum bαnd，αtum _ (Perry) (图版 1.3)

Ca.ssidea bandata Perry, eoneh., 1881, pl. 34, fig. 2. 
C阳'8Ì8 g~a也ea BrÍlgni色re var电Kiener， -1835: 、 27， pl. 1, fig. 1. 
Ca.s8Ìsioo伊。现饵la-t'a Sowerby. Reeve, 1848, pl. 12, fìg. 31; Tryon ,_ 1885: 276, pl. 6, fig. 81. 
Phal仰几 (Phali伽n) ba饵datWl协 (Per.ry). Bayer, 1935: 99; Abbott, 1968: 83, pl. 7, figs. 14, 15, 

pl 58; 张堡、齐钟彦等 1975_: 口8， pl. 6, fig. 13. 

模式标本产地 菲律宾。

标本采集地 _("东省海门、乌石港、西沙群岛的北岛，共 3 个标本。

特征 贝壳中等大3最大个体壳高， 131 毫米3卵圆形。螺层约11层，螺旋部圆锥形，

体螺层膨圆。壳顶2，Yz螺层光滑无肋，白色。其余各螺层s除次体层和体螺层比较光滑外主

均有明显的螺旋肋及生设线，白色3具有纵行的淡黄褐色色带。在体螺层上还有五条淡黄

褐色螺旋色带。 纵行色带和螺旋色带交叉处色较浓，形成方斑。 螺层上有时有纵肿脉。

各层的肩部具有明显的结节突起3突起随螺层增长逐渐增大。壳口较宽二外唇具齿，其前

端有三个较强的齿尖。螺轴前部有强弱不同的许多榴攘，后部的福男主少而短。

这种与前一种颇相似3但贝壳较长3体螺层上有大的黄褐色方斑。

标本测量 壳高(毫米) 131 102 78 

壳宽(毫米) 68 56 46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亚种生活在潮下带数米至数十米水深的细沙质海底，在我国沿海比较少见，

我们仅采到三个空壳标本。其分布范围仅眼于西太平洋，自日本南部至我国沿海、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至澳大利亚北部。在我国沿海是首次记录，仅在广东省沿海及其岛屿发现。这一种的另一亚种沟带量

螺 Phalium (Phalium) bandatum cxaratum (Reeve)则分布于印度洋的塞舌尔群岛和留尼汪岛，它与本亚

种的区别是壳表有螺旋沟纹，螺旋部上部螺层有珠:民螺肋和外唇前端没有三个强大的齿尖。

4. 棋盘重螺 Phαlium (Phαlium) αreola (Linnaeus) (图版 III: 9) 

Bu-c例如u悦。reo切 Linnat'us. 1758: 736，丑o. 389; 1767: 11!'J9_, no. 451; Dodg,e, 1956: 183一-185.

Cas8Ìs areola Bruguière. Kien,er, 1,835: 24, pl. 10, fig. 19, 
Cas* arωla Lamar巳k. Reeve, 1848" pl. 19, fig. 24; Re巳ve， 1860; 83, p1. 6, fig. 28. 
Cas8ÌS (Bezoardica) a俨eola (Linnaeus). Tryon, 1885: 2,76, p l. 6, f i,g.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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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加1面阳也 (PhU1，棚) areo,la (Linnaeus). Bayer, 1935: 98; Sa1mon, 1948: 160; Abbott, 1968: 邸，
pl. 7, figs. 5-7, pls. 61, 63. 

Phali咀骨t exa,ratwm Reeve. subspeeies ag饵仿彻协 (ll'>edale). Bay曰， 1935: 99. 
Bezo柳diaelω aJ'eola Linnaeu日. Habe, 1964: 68, pl. 20, fig. 8. 

模式标本产地不详 吟

据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保平港)，共 6 个标本。

特征 贝壳较小，最大个体壳高 53 毫米，壳质坚实3卵国形，螺层约 8 层3前方数层

有纵肿脉二条。螺旋部低3呈圆锥形，体螺层膨圆。壳顶尖，两层光滑无肋，螺旋部其余各

层表面有由珠状突起造成的螺旋肋。体螺层较光滑，有时隐约可以看见浅的沟纹，基部的

沟纹较为清楚。壳表白色，具有黄褐色斑，体螺层的色斑呈方形，排成五行。壳口外唇厚9

白色3内缘具齿约 20 枚;螺轴具榴壤，前方的榴襄多，强弱不-~后方的榴嚷少，多为 3-4

条。

标本测量 壳高(毫米〉 48 53 48 42 41 

壳宽(毫米) 28 32 30 25 24 

习性和地理分布 生活在浅海沙泥质海底，从潮间带至十数米深的海底均有发现。在我国沿海

比较少见，我们仅在海南岛采到 6 个空壳标本，尚未见到生活标本。本种自东非沿岸至美拉尼西亚，自

日本南部到澳大利亚北部的广大印度-西太平洋海区都有分布。 在我国沿海仅分布在台湾省和广东省

的海南岛，其他海域尚未发现。

s. 沟纹重螺 ， Phαlium (Phαlium) strigαtum strigatum (Gmdin) 

〈图版 II: 1-2) 

Buacinum strig.at创m Gmelin. 1791, Systema naturae, ed. 13: 3477，丑o. 179. 
cω必s zebra Lamarck. 1822. 、Anim. sans. Vert. 7: 223，丑o. 10; Kiener, 1835': 25, pl. 10, fig. 18. 
Cω'8Ís 伽如ta Deshayes. Reeve, 1848, .,pl. 10 , f1g. 26; Küstel'" 1857: 39. pl. 52, figs. 1, 2. 
[Jass他 strigaω(GmeIi丑). Tryo丑， 1.885: 276, pl. 7, fig. 部; Yen, 19时: 63. 
P加liwm (P.加liwm) areola var. 7cüsteri, Bayer, 19,35: 99. 
Phal饨饥 (Pha1切饥) strigat仰~ (白帽e1饥). B町er. 1935: 100; Abbott, 1968: 89, pl. 7, figs. 3. 4, 

pl. 65. 
Bezordiaella strigatwm (Gmelin). Kir乱， 1971: 52, pl. 21, fig. 6.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长崎。

据本采集地 江苏省长江口外(一个标本)，浙江省舟山群岛外海，福建省平潭、东山，广东省海

门、达霞、宝安、水东、陶渊f岛、乌石港、海南岛(海口、新村港、海棠头、崖县、保平港、莺歌海)，共 145 个标

本。

特征 贝壳中等大，长卵圆形3最大个体壳高达 110毫米〈壳宽约为壳高的56.5%)。

螺层约 9;% 层，有纵肿脉 3-6 条。壳顶 1;% 层s光滑，其余螺旋部各层表面有由珠状突起

连成的螺旋肋。体螺层表面除肩部有几条细肋和基部有较粗的肋纹以外3 其余部分都较

光滑s但在幼小个体3整个体螺层具有极明显的沟纹。壳白色或灰色s有时略带淡紫色，有

纵走的、颇为整齐的黄褐色波状花纹3在体螺层的波状花纹约有 20 条。壳口外唇增厚，白

色，具黄褐色斑，其内缘具齿。螺轴前方福男主强而多二后方的榴襄仅有数个，不十分明显。
据本测量 壳高(毫米) 110 92 59 42 37 

壳宽(毫米) 57 56 33 25 21 



齐钟彦、马绣同:中国近海冠螺科的研究 87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亚种生活于浅海，曾在 17-64 米深的细沙质和泥沙质海底采到生活标本。

它的贝壳光泽美丽可供观赏。这一亚种仅分布于我国和日本沿海，在我国沿海分布于长江口以南至海

南岛。

讨论 以往作者均认为沟纹重螺是一个单型种，我们研究了我国沿海各地较多的

标本后，认为分布在长江口以南和以北的标本形态有明显的差异，可以划为两个不同的亚

种，将长江口以南分布的做为指名亚种，长江口以北分布的定名为短沟纹髦螺新亚种。

6. 短沟纹重螺 Phαlium (Phαlium) strig，αtum breviculum subsp. nov. (图版 11:3-4)

Cas8Ïs (SemiOO8Sis) undα晶晶 Deshayes (0. zebra Lamarek) , Grabau & 区妇~， 1928: 210, pl. 8, 
!fig. 75. 

Phaliw!n strigatum (Gmelin). Yen, 1936: 214, pl, 13, figs. 35, 35a. 
Phaliwm strigat伽 (Gmelin). 冈团要、拢庸， 19'60: 73, pl. 73, fig. ,2. 

模式据本户地 正摸标本采自辽宁省小长山岛， 19.5 6 年 9 月 8 日，采集者马绣同。 标本编号

M 24089。

副模标木采自河北省北戴河， 19.5 0 年 5 月 3 日，采集者齐钟彦、马绣同。标本编号 M24076 0' 

正、副摸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小长山、熊岳，河北省北戴河、秦皇岛、团林，山东省烟台、荣戚、青岛，江苏省

长江口外，共有 74 个标本。

特征 贝壳近似前一亚种，但较宽短〈壳宽为壳高的 645%)。螺层约 9 层，有纵肿

脉 1~3 条。螺旋部低圆锥形。体螺层膨圆，壳顶 2% 层，光滑，白色s 其余螺旋部各层，

有由念珠状突起组成的螺旋肋 4-5 条。体螺层有细而浅的螺旋沟纹 33-51 条〈通常 40

条左右〉。贝壳淡黄色，具有黄褐色纵走波状花纹，在体螺层这种波状花纹较前一亚种稀，

约有 Ì3-20 条。壳臼与前一亚种相似。

据本测量 壳高(毫米)

壳宽(毫米)

67 

39 

6.5 

41 

.5 6 

36 

.53 

3 .5 

29 

23 

习性和地理分布 生活于浅海 1 .5-4.5米水深的细沙或泥沙质海底。分布于朝鲜与日本沿海，在

我国仅分布于长江口以北的黄海和渤海沿岸。

讨论 以往的作者均将沟纹重螺做为一个单型的种看待。我们研究了我国沿岸较

多的标本以后3 发现无论是从形态上看3 还是从地理分布上看，沟纹重螺明显地分为两个

类型:一种类型贝壳较高〈最大个体壳高 110 毫米3壳宽平均为壳高的 56.6%)，完表纵肿

脉数目少，一般为 1-3 条，体螺层上的螺旋纹稀疏s约 19-22 条，壳面光滑。在我国分布

于东海和南海沿海s而以南海为多3其分布的北界约达北纬32度;另一种类型，贝壳较短小

〈最大个体壳高 66 毫米，壳宽平均为壳高的 64.5知)，壳表纵肿脉数目较多，一般 3-6 条9

体螺层上的螺旋沟纹细密，约有 33-51 条3在我国分布于渤海和黄海沿海，其分布的南限

约在北纬 30 度 5 分。根据这些区别，我们认为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前一类型为

指名亚种，后一类型即为本新亚种。

如上所述这两个亚种在我国沿海的分布界限比较清楚s仅在长江口附近稍有重叠3但

两个亚种在日本的分布界限还不十分清楚。根据记录，沟纹重螺在日本本州及其以南均

有分布3但各作者所绘的图都不一致，有的是指名亚种型，有的则与我们的短沟纹髦螺相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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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s 而讲到分布则都说是本川、l中部以南。我们推测这两个亚种在日本的分布也应有所

不同。我们 1963 年在《中国海软体动物区系区划的初步研究》中3认为在日本太平洋沿岸

钝子以北，日本海能登半岛以北的海区与我国渤海和黄海沿海为北太平洋区的远东亚区，

属暖温带性质;日本南部沿海和我国长江口以南、台湾西北面和海南岛北部为即度-西太

平洋区的中国一日本亚区，属亚热带性质[5J。沟纹重螺的两个亚种，指名亚种的分布在我

国沿海都在长江口以南3 基本符合中国-日本亚区3 在日本可能亦分布在能登半岛和锵予

以南;短沟纹髦螺亚种在我国仅分布于黄、渤海沿岸，在日本很可能亦仅分布于本外l北部

远东亚区的范围内今在秋田县男鹿半岛和福岛县小名滨湾以及朝鲜黄海沿岸等地，分布

的应都是这个亚种。但我们未见到日本和朝鲜的标本，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地证实。

7. 布纹重螺 Phalium (Phalium)' decussαtum (Linna 

Buω饥iU'饥 àeCU8satum Lin丑aeus， 1758. ed. 10: 736, no. 3-3,8; Dodge, 1'956: 181. 
Phil仇ω~ de,CU8satwm ' , Gmeli丑" Link, 1íl07: 112. Refers to Martini:, Conchyl.-Cab., 2, figs. 

(360, 361. 
Gas8rÌ8 àecussata .Brugui色re. Kiener, 1&35: 2'6, pl. 9, fig. 16. 
OassÌ8 àecU8sata. Lamarcik. Re.eve, 1848: p1.' 2, figs. 4a-d; Kuro缸， 1941: 104. 
:Jassis (Bezoa1也ceUa) àecussata Lamarck. Tryo丑， '1885: 277, figs. 87, 88. 
Bezoa俨àicella àecussa;ta Lirinaeus Habe, 1964: 68, pl. 20, fig. 7. 
Phalium (Phaliu叫 decωssatum (Linnae时). Abbott, 1968: 91 , pl. 7, ,figs. 8, 9, pls. 67-68: 

模式据本产地

据本采集地

标本。

印度尼西亚。

广东闸坡、湛江、海康、海南岛(新村港、崖县、保平港、角头、莺歌海、盐灶)，共 75 个

特征 贝壳较小σ 我们的标本最大的个体壳高 53毫米。螺层约 9 层3螺旋部短小，

体螺层膨大。 壳顶光滑无肋，其余各层表面有交叉呈布纹状的纵走的和螺旋形的肋纹。

纵肿脉 2-5 条，其中以 4 条者居多3纵肿脉的肩角有两个齿状突起。壳表白色或灰白色，

前方数螺层有排列整齐的近方形褐色斑s 在体螺层这种褐色斑很明显3 有 5-6 列。壳口

外唇厚s具齿3后端有两个突起;内唇螺轴前部有福壁及小的粒状突起。

本种与棋盘重螺有些相似3 但螺旋部稍钝，壳表纵肿脉的数目较多3螺旋肋及纵肋明

显3特别是纵肿脉肩部有两枚突出的齿与棋盘重螺可以清楚的分开。

以在作者均提到这一种有两个类型3一种贝壳、表面花纹与沟续重螺相似，即体螺层有

纵走的黄褐色波状花纹;一种是贝壳表面花纹与棋盘童螺相似，即体螺层有成列的方形黄

褐色斑5我们的标本均属后一种类型。

标本测量 壳高(毫米) 54 53 52 47 47 

壳宽(毫米) . 34 32 32 32 30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种生活于潮下带浅海，我们在 38 米水深的话沙质海底采到过活标本。本种

仅分布予印度-西太平洋的东南亚沿海，我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记录，但菲律宾尚无记录。在我国目前

仅在台湾省和广东省沿海发现。

8. 双沟重螺 Phαlium (Semicassis) bisulcatum (Schubert & Wegner) 

〈图版 II: 5) 

Bucci饵钊俐 。reolα Linnaeus. Burrows, 1815, Elem. co丑ch.， pl. 16,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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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ωsis bisulcata Schubcrt and Wagner, 1829: Con~.hyl..Cab. 12，饵， figs. 3081, 3082. 
Cassis tesselZat咀俐， Wood, 1856: 112, pl. 22, 'fig. 27. 

89 

Cas8Ís pila Reeve. 1848, pl. 9, Ïig. 21; K恒的缸， 1857: 39, pl. 51 , figs. 9, 10; Yen, '1942: 21毡， pl. 
吐7， fig. 105; King & Ping. 1四3: 99, fig. 13. 

Cas8Ï8 japo-ni,ca Reeve. 1848, p l. 9:, figs. 23a , 23b; Yen, 19,33: 6L 
Cassis pfeifferi Hidalgo, 1871: 226; 1872: 143, pl. 7, fig. 2. 
Cass1.s booleyi Sowerby, 190.0: 163, text fig. 
Cassis 8也burnon (sec) var. pila Reeve. Yen, 1J.93.3: 60. 
Semicass1.s pers仰~ilis "1王.uroda 川. Kir乱， 1.971: 52, pl. 21, fig. 3. 
Semicassis }ap。如wa (Reeve)., Kira,. 1971: 52 , pl. 21, fig. 4. 
Phaliw再 pila (Reeve) . 张奎、齐钟彦等 1962: 毡， fig. 27. 
Phaliwn (的时cassis) bisωlcat饵饥 (Schubert & Wiagner). Abbott, 1968: 126, pl. 8, figs. 13-21, 

p l. 105, fig. 1, pls. 106-113. 

模式标本产地L 安德曼群岛。

标本采集地 浙江省舟山群岛、平阳，福建省平潭、晋江、崇武，广东省海门、达凉、高石、汕尾、香

洲、唐家、上川岛、东平、海南岛(新村港、崖县、港门、莺歌海)，广西壮族自治区酒洲岛，共 170 个标本。

特征 贝壳较小，最大个体壳高达 59 毫米，螺层约 8 层s 纵肿脉或有或无。壳顶

尖，约 3 层 3光滑，白色，其余各螺层有明显的螺旋肋纹。螺螺、旋部的肋纹由大小不甚规则的

小突起组成，生长线明显

肋间沟的宽窄有变化，有时两条肋纹之间尚有一条细肋D 贝壳表面淡褐色或灰白色，体螺
层有 4-5 列呈螺旋排列的长方形黄褐色斑。壳口内面白色或淡褐色。外唇具齿，螺轴前

部有福壤。脐孔深。

据本测量 壳高(毫米)

壳宽(毫米)

59' 

35 

53 '‘俨、 50

35 33 

44 

32 

36 

25 

习性和地理分布 生活于浅海沙‘泥沙或软泥质的海底。我们曾在东海和南海 21-'-113 米水深

的海底采到生活标本。本种分布很广p西自非洲东岸的波斯湾至德班，东至日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马绍尔群岛及澳大利亚都有分布。在我国沿海分布于浙江省以南至海南岛。

讨论 这一种贝壳的颜色、雕纹、纵肿脉等变异甚大3过去根据不同的个体变异定

过许多名称斗 我们ν同意 Abbott 的意见，这些名称都是本种的同物异名。 其中球重螺
Phalium pila (Reeve) 是 Reeve .1 848 年根据我国的标本定的新种3以后阎敦建、张笠等都

曾沿用，但实际上它是本种的同物异名。 Reeye 定的 Cassis japonica 与本种的区别仅是

壳表的螺旋肋纹较粗、较少3 我们的标本中也有这样的典型个体3但螺旋沟纹的数目和形

态变异较大，不能单靠它区分种类。 Abbott 称。雕纹较粗的标本生活于较深的泥底3而雕

纹较细、较光滑的标本则生活于较浅的沙或珊珊沙的海底3可能是有理由的。

9. 无饰重螺 Phalium (Xenophαlium) inornαtum (Pilsbry) (图版 III: 1-2) 

CassÌ8 achat伽αvar. inornata Pilsbry, 189.5: 49, p l. 2, fig. 17. 
PhaUwn (Xe-nogatea) Zabiatwn var. inQrnat饵饥 (Pilsbry). Bayer, 1935: 109. 
Xenogatea 伽ornata (Pilsbry). H乱he， 1964: 70, pl. 21、 fig. 12. 
P加liwn (Xenoph岳阳饥) 伽ornat也刑 (Pilsbry). Abbott, W6.8: 181, pl. 13, fig. 6, pl. 109.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

据本采集地 广东省水东乡共 5 个标本。



90 海洋科-学集"刊

特征 贝壳较小型，最大个体壳高 63 毫米，壳质较薄。螺层约9，%层，螺旋部较高:> . 

呈尖圆锥形，体螺层微膨大。壳顶 3 ，%层，光滑，白色。螺旋部其他各层表面有螺旋胁

纹。次体层和体螺层的肩部有 5-8 条细的螺旋沟纹3 其余部分光滑。贝壳乳白色、淡黄

色或挨褐色。体螺层上有 4-5 ?可j近长方形、不规则的、有时比较模糊的黄褐色斑。壳口

较宽，外唇较薄、光滑、或有少数不发达的齿。壳轴光滑3其中部有一个粗壮的螺旋肋，前

方边缘有一个较细的肋，两肋之间有时还有一些突起。脐孔深3有时封闭。

据本测量 壳高(毫米)

壳宽(毫米)

63 

37 

51 

29 

45 

27 

42 

27 

23 

19 

习性和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下带浅海，我们曾在广东省沿海水深 300 米的粗沙质海底采到。为

少见种，我们仅采到 5 个标本，其中有二个生活标本。目前这一种仅如分布于日本和我国广东沿海。过

去记录曾在我国东沙群岛东北面 230 余米水深的珊珊沙质海底采到。

甲胃螺属 Genus. Cα'smαriαH. & A. Adams, 1853. 

模式种 一甲胃螺 Casmaria erÏtiaceus (Linnaeus) 。

贝壳长卵圆形，光滑或具纵裙。据面不发达，光滑。外唇有一或二列齿。庸扇形或卵

圆形。

10. 甲胃螺 Cαsmari，α erinαceus (Linnaeus) (图版 III: 7~8) 

Buccinum erinac阳s Linnaeus, 1758.: 736，丑。. 390; 1767: 1199 丑o. 452; Dodge. 1956; 185.,-188. 
BU(Joi饵例再创bex Linnaeus, 1758: 737, n,o. 39'2; 1767: 1200，丑。. 454. 
Oassis 创~ex Linnae.us. Reeve, 1848, pI. 7, fig. 15; Küster~ 1857: 12, pl. 38, figs. 4-7, pl. 47, 

figs. .3, 4, pl. 51, figs. 5, .6; . Tryo丑， 1885: 277, p l. 7, fig.9.0. 
Phalium (0ψ伽巾) er伽aoe伽 Linnaeus. B叮er， 19,35: 112. 
Ca冽naria er伽aceum Linnll!eus. Abbott, 1968': 190-1.9比 pI. 1是， f j,gs. 7-12; 张堡、齐钟彦等，

1975: 118, pl. 2, fig. 12. 

模式标本产地帝汶。

据本采集地 西沙群岛的东岛(五和岛〉、北岛、琛航岛、金银岛、森屏滩，共 21 个标本。

特征 贝壳较小型，最大个体壳高 64 毫米s卵圆形，坚厚。螺层约 8 层，壳顶三层，

第一层胚壳极小，褐色，以下两层迅速增大，白色，光滑3 其余各螺层多数个体在肩部有结

节，有的个体光滑。体螺层表面常有许多纵裙，贝壳一般白色或灰白色。新鲜的标本或小

的个体3 在体螺层上有 5二6 条微弱的淡褐色色带。沿生长线纹、色带的上下各有成对细

小的褐色点。壳口宽大s外唇厚，向外卷s 其外侧具有深褐色斑，其前端有4-6个尖形齿。

内唇滑层厚，光滑3有时有大小不等的瘤状突起。脐孔封闭。

据本测量 壳高C毫米)

壳宽(毫米)

64 

35 

60 

33 

56 

32 

54 

33 

53 

31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种是热带性较强的种，我们仅在西沙，群岛采到，但尚未采到活标本，对它的

生活习性和垂直分布尚不清楚。它的分布较广，从非洲东岸的红海至马达加斯加岛至太平洋的琉球群

岛、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至澳大利亚北部都有分布。在我国目前仅如分布于台湾省和广东省的西沙

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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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t论 这一种有两个类型，一个贝壳较小、较重，肩部有结节s为标准型;一个贝壳

较大、较轻s肩部光滑3为光滑型 (vibex 型〉。光滑的类型常与笨甲胃螺相混淆3但本种壳

口外唇基部有 3-6 个齿尖3而笨甲胃螺则没有。

Stearn (1 893) 根据美洲西岸下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类似光滑型的标本定为 Casmaria

vibex Linnaeus乡但以后 (1894) 又改正为一新种s 命名为 Cassis ( Casmaria) vibexmexicana 

Stearno Abbott (1968) 将它置于本种之下列为一个亚种3 称 Casmaria erinaceus vibexmexi

cana (Stearn)，并指出它的分布仅限美洲西岸。 Stearn 和. Abbo忧引的 Stearn 的图与 Reeve

(1848) 的 Cassis vibex 的图完全一致。我们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采到一个标本，其形状

花纹和他们的图也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怀疑 Stearn 的 Cassis vibexmexicana 是本种的一

个光滑型。

11. 笨甲胃螺 Cαsmαriα ponderosa ponderosα(Gmdin ， 1791) 

〈图版 III: 斗-5)

BUaD饥也刑 ponde'l'os制n GmeIi丑， 1791, Systema naturae, ed. 13: 3477, n(). 28. 
Cω8Î8 e'/'m,aceu8 Bruguière. Kiener, 1835: 23 , pl. 11, fig. 21. 
Ca副is torquata Reeve, 1.848, pl. 1,. fig. 1; Küster, 1857.: 15, pl. 39, figs. 5, 6, pl. 48, figs., 5, 6. 
Ga.s剖is turlJida Reeve, 1848, pl. 10" ,fig. 25. 
Ca8sis c旷'nica 8oWerby, 1888, Proc. Zool. 80巳. London: 211, pI. 11, :fig. 19. 
Casmaria ponderosG (GmeIin). H乱he， 1954: 2, pl. 21, fig. 3; Abbo悦， 1968: 195, pl. 14, fig日，

'1一-4. pls. 182一-;185.

模式标本产地 不详。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新村港、崖县)、西沙群岛(永兴岛、北岛、琛航岛、金银岛、中建

岛)，共 21 个标本。

特征 贝壳较小，最大个体壳高 53 毫米，长卵圆形，似甲胃螺而稍短。螺层约

8 层。壳顶三层3第一层胚壳极小3 褐色，其余两层白色，光滑。体螺层膨圆，肩部光滑或

具纵走的结节。贝壳白色或淡褐色，在各螺层的缝合线下方和体螺层的基部均有一列黄

褐色的方斑。体螺层上、下两列方斑之间有时有三列不甚明显的褐色色带或方斑。壳口

外唇纵肋上有 2-12 个小尖齿，有的标本除付这些小尖齿外，壳口内面还有一列小齿。据面

白色，光滑或具有许多螺旋皱槽，壳口内面白色或淡褐色。

报本测量 壳高(毫米)

壳宽(毫米)

53 

31 

48 

31 

46 

29 

46 

28 

33 

21 

习性和地理分布 本亚种为热带性亚种，在我国仅分布于海南岛南部以南(台湾省有记录，但我

们无标本)。生活于浅海沙质海底，我们仅采到 21 个空壳标本，尚未见到活标本。这一亚种的分布范围

很广，从红海和东非沿岸的莫桑比克、桑给巴尔、非洲南部、马达加斯加岛至太平洋的琉球群岛、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玻利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等地都有分布。

讨论 本种与甲胃螺很相似3 过去作者在鉴定上常有混淆3 但本种的贝壳较宽短3

外唇基部没有尖齿3各螺层缝合线下方及体螺层基部有一列褐色方斑，可供作与甲胃螺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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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甲胃螺共有印度太平洋、日本、南太平洋、红海和加勒比海五个亚种。我国沿海有

前两个亚种。本亚种还存在两个较明显的不同类型:一种贝壳较重厚3 体螺层肩部有纵

裙;一种贝壳较薄轻，体螺层肩部光滑。前一类型较常见，在西沙群岛和海南岛都很普遍;

后一类型较少见，仅在海南岛发现。

12. 8 本笨甲胃螺 Cαsmariα ponderosα nipponensis Abbott. (图版 III: 3) 

Cω明H1b'Va oernioa Habe (no也 80啊I.'rby) , 19641: 69. p l. 21, fig. 7. 
Casm t1ll'ia p01f,d,erosa nipponensis Abbo伪， 1.9 6啄: 200, p l. 14, figs. 13, 14.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

据本采集地 东海，共三个标本。

特征 贝壳较小，长卵圆形3壳质薄。螺层约 8 层3胚壳 4 层，来滑s黄褐色3其余各

层表面光滑，有细而明显的生长线3 有时还出现纵肿脉。完表淡褐色3体螺层上有五条断

续的、不十分明显的褐色色带。壳口较小3外唇内侧中下部有 4-7 个极小的粒状齿，基部

无齿尖。螺轴有细弱的福壤，基部一个特别强大。

这一亚种与前一亚种，从壳表的花纹和外唇齿形态上，可以清楚的分开。

飞
/
、
、

J

米
米
毫
毫

高
宽

古
冗
古
时A

量拥
剧

本标 29 

10 

25 

9 

15 

8 

习性和地理分布 J 本亚种栖息于较冷水域的潮下带，我们的标本采自东海 162 米水深的细沙质

海底。目前仅如分布于日本和东海我国沿海。在我国是首次发现。

桑幢螺属 Genus MOTUm Bdlten, 1798 

模式种 桑摆螺 Morum onisc阳 Li

贝壳三角卵圆形，螺旋部短3壳顶尖3壳表具纵横肋及结节。壳口窄长主线状，壳螺轴

有纵福或粒状突起，外唇向外卷3 内面有稽。

13. 方格桑提螺 MOTum (Otiimusiro) cancell.αtum Sowerby. (图版 III: 6) 

Oniscri~ia oo/lWellata Sowerby. 1824~ Gen. 8h.: 24, pl. 5., figs. 1-3. 
Cassida巾 a(1!n~enata Kiener (丑ot Lamarck) , 1835: 7, p l. 2, fig. 4. 
Onisoia oancellata 8owerby. Reeve.. 1849, pl. 瓦 fig. 4; Küster, 1857: 56, p1. 55, figs. 7, 8; 

Tryon, 1885: 2'82, pl. 10, fig. 21. 
La饥b创切m (Oriscidia) aa饵cellatwm (80werby). Bayer, 1935: 5. 
La饥bià切相~ a棚cellatwm (Sowerby). Ye丑， 1942; 214. 
MorW1协 (。如仰~u8iro ) cl1/n)()ellat也饥 80werby. Habe, 1964: 68, pl. 20, fig. 6. 

模式标本产地 中国。

据本采集地点 东海和南海我国近岸，共 25 个标本。 v

特征 贝壳呈长卵圆形。螺旋部短，呈圆锥形3体螺层J3大而前端较细瘦。螺·层约

8 层3胚壳光滑，以下各层表面具有较疏稀的纵肋和横肋3两肋相交形成结节，螺层肩部的

结节较强大。=体螺层横肋约 12 条。壳面呈黄白色3 体螺层上有三条褐色色带。壳口白

色3 外唇厚，向外翻转，边缘具强大的齿;内唇滑层向外延伸，其壁土具有许多粒状突起。

靡角质，半透明3小，不能遮盖壳口 3核位于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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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测量 壳高(毫米)

壳宽(毫米)

44 

26 

42 

25 

38 

23 

乓
J

内
U

今
血
?
-

24 

20 

生活习性和地起分布 本种为暖水种，栖水较深，我们曾在水深 73-162 米的泥沙质及细沙质的

海底采到。此种在我国沿海不多见，我们仅采到 25 个标本，其中 21 个是活标本。以往的作者，对这一

种的分布记载不详，大都记载产于中国。 Kiener 1835 年记载产于毛里求斯岛， Bayer 1935 年记载产于

加拉帕戈斯群岛，但都带有问号。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我国沿海的一个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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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TUDE SUR LES 在SP直CES DES CASSIDAE DE LA CHINE * 

Tsi Chungyen et Ma Suitung 
(Insti切:fe à"Oveamo1QU'例1，' Aoaàem,ia S饥ic~)

L aJ famille Cassidae est une grüupe de gastropodes marine tropicale et temperé. 
Elle est cåracterisé par sa coquille ovoide, ventrue, á spire assez courte; tour vari喃

与ueux， portant d四 varices irreguli色res， overture al'Ongée ou pre吨ue linéaire; labre 
réflé巳hi au dehor" denticulé interieurement; columella plisse ou granuleux, c,anal 
court, recourbé; opercule c'Or时， allongé, semi-Iunaire. 

Les materiaux de cette publicatio丑 ont été récoltés pendant les années 1950:--
1976 dans les côtes de la Chine. Parmi ces recoltés nous avo丑:s déterminé 8 éspèces 
et 5 sous-éspèces dont 1 sous-ésp色ce consid自ée c'Omme nouvelle et 2 éspèces décou
:vertes comme la pTemière fois en Chine. ;E>armi ces 13 éspèces et süus-ésp色ces il y a 
在 ésp挝es: Oassis cornuta (Linnaeus) , Phal1:urn 旷'eola (L坦naeus) ， Oas则叫aJ ør伽ac:eus
i(Linnaeus) , Oasrnαriα pofnàeroSfa porndm'o$,(J, (Ginelin) 80nt éspèces tropicales typi
ques, qui se trouvent seulment aux Archipels de Xisha et à l'Île Hainan; 8 é日pèces:
Pkal'如rn glarucurn (Li丑naeus) ， Pkα7;iun~ bawdαtt棚 .bαndiaturn (Perry); Phali也rn stri-

传 OÒlltribution No. 440 from the Institut.~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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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αtum strig，at饵饥 (Gmelin) t Phαl1飞um decnssatum (Linnaeus) , Phal仰m bisulcaturn 
(Schubert et Wagner) , Phali饥饥侃or)'nαtuin (Pilsbry) , (J，ω饥，ar句 po饵àerosα 化ip_W饥en

sis Abbòtt, Mo何m c(;uncellαtum S 'Owerby sont ésp色ces tropicàles et subtropicales, 'qui 
se trouvent depuis Archipels Xisha ou I'Île Hainan jusqu' au_X côtés de provi丑。es
Guandong, Fujian ou Zhejiang; 1 seule sous-éspèce, Phalium str旬αtum br:ev化uibum

est temper筒， se trouve seulement dans la mer Jaune et le golf de Pohai. 

Liste des éspèces et sous-缸þèces

1. Cαssis (Cassis) cornutαI{IJinnaeus) (Pl. 1, Fig. 1-2) 
C'est une és抖。e de plus grande dans cette famil1e, le plus graIid exemplaire que 

nous avo丑111 17rouvé mesuré 300 mm de heuteu!,.' Elle est une ésp色。e tropicale typique, 
en Chine nρus avons trouvé seulemtnt aux Archipe1s de Xisha. 

2. Phalium (Phαlium) glαucum (Linnaeus) (Pl. 1, Fig. 的
Nous avo丑s récolté 26 exemplaires de cette éspèce par les Pêcheuses sur les côtes 

òe la Mer du Sud. C 'est une éspèce 它ropicale etsubtropicale, vit ilur les sablesdepuis 
littoral jusqu à la profondeur de QO M. 

3. Phalium (Phalium) bαnd，αtum bandαtum (Perry) (Pl. 1, Fig. 3) 
C 'est une soüs-éspèce 'tr占百 rare, 丑ous avons trouvé seùlement 3 exemplaires' dans 

18. Mer du Sud. C'est la premi色re foid que nous avons trou叫 cette sous毛spèce sur 
11'OS côtes. La distribution de 巴的te sóus-缸p色巳e est limité aux océan Pacifique occi
'dental, tandis que l'autre sous-éspèce de cette 缸pèce， P. bamdat饵m exαrαtum， se 
rencontrent da丑s 1'0巳吕an 1且dian.

4. Phalium (Phalium) αreola (Linnaeus) (Pl. III, Fig. 9) 
C 'est une éspèc巳 assez rare，丑ous 盯ons .recuilli seulement 6 exeníplaires sur les 

côtes de 1 'Ile Hainan. 
5. Phalium (~halium) slrigatum strigatum (Gmelin) (Pl. II, Fig. 1一2幻) 
C'怡es剖t unè 巳 sous.缸p辞，èce t怡ro叩pi扫巳ale et sub't甘1'0叩pic巳ale t忧r色凶s cωommun时e. Nous avo且s trouvé 

145 exemplaires sur les 巴。tes de Zhejiang, Fujian" Guandong et 1 吐le Hainan. 
6. Phalium (Phαlium) strigatum breviculum sous-éspè巳e nouvelle (Pl. II, 

Fig. 3-4) 
Habitat des h'Olotype et paratype: 

Holotype: No. M24089, Xiaochangshan Da'O, Province Liaoning. Sept. 8, 1956 pa1' 

Ma Suitung. 
Paratype: No. M24076, Beidaihe, Province Hebei, Mai, 3" 1950 par Tsi Chung-

yen 
Holotype et paratype sont preservé au Institut d'Océanalogie, A巳ademia Sinica. 
Coquille courte，也1/ peu bonbée; .spire coniqu乌 pointue， comp'Osée de 8 tours e.n

viriún, 11/2 tours lisse, blanchatres, le res\1;", garni 4--5 rangées de petit grains no
puleux. Le dernière tour assez grand, charg吕e de 31-51 sillons transverses. La cou
~eur gé时rale jaunâtre avec des bandes longitudinales" ondulées, d'un brun. L'over
ture along'臼， garni de sa partie inter丑e d'un nombre de denticules, col1umelle plis
see. 

PhJaliutn strig(J)，tW1饵 avait été considerée par le5 auteu1's précédent 巳omme u丑e

éspèce monotipique. Après les avoir 吕tudies des grand 丑O丑.bereax exemplaires de nos 
collections 丑ous en avons subdivisées à deux sous毛spè巳es distincte : une sous毛sp占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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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haude qui est caraterisée par sa coquille plus heut, varices plus moindre (1-3) et les 
bandes brunes dans la derni色re tour moins nombreux; 1、utre sous-éspèce tempérée 
qui nous co丑siderée comIÍ1e nouvelle a une coq.uille plus bas, varices plus 丑ombreux et 
les ban:des brunes dans la derùi色re tour plus serées. 

7. Phalium (Phalium) decussαtum (Lin丑aeus)' (1;>1. II, Fig. 6) 
C'est une éspèce chaude assez commune, nous avons trouvé 75 exemplaires sur 

les côtes Gua丑do丑g et 1吐le Hainan. 
8. Phalium (Phalium) bisulcatum (Schubert et Weg丑er) (Pl.口， Fig. 5) 
C'est une éspèce chaude très commune", no 'u" avons trouvé 169 exemplaires depuÍs 

les côtes de Zhejiang jusqu' 主 l吐le Hainan. 
9. Phalium (Xenophalium) inornαtum (Pilsbry) (Pl. III, Fig.1-2) 
C'est une éspèce subtropi巳ale， se réncontrent seuleme丑t sur les côtes du 、 Japon

et de la Chine. Elle est tr色s rare sur 丑os côtes，卫ous avons trouvé seulement 5 exemp
laÍres sur les 巳ôtes de province Guando卫g.

10. Cαsmαria er_inacèus (Linna,eus) (Pl. III, Fig. 7-8) 
C'est une éspèce tropicale typique, nous av'Ûn[ recuelIi seuleme丑t 21 巳oquilles. vi-des aux Archipels de Xisha. 
11. Cαsmαriα ponderosα pender(Jsα(Gme1in) (Pl. III, Fig. 4-5) 
C 'est une sous-ésp色巳e tropit:ale, 丑ous avons trouvé 21 specimens aux Archipels 

de~ Xisha et 1 'îIe de Hainan. 
12. Cαsmαriα ponderosα nipponensis Abbott (Pl. III, Fig. 3) 
C'est u丑.e sou日-缸pèce subtropi巳ale établie par Abbott e丑 1968. Nous avo丑s re

Cl时li 3 exemplaires sur le mnd Çle la Mer Est à profondeur de 162 M. C 'est la pre
mière fois que nous avons trouvé cette' S'Ûll日缸p色巳e sur nos. côtes. 

13. Morum (Onimusiro) callcellåtum Sowerby (Pl. III, Fig. 6) 
C 'est une ésp色ce chaude, nous avons recuelli 25 exemplaires à profondeur 73-

163 metres sur le fond de. la Me:r de 1 'Est . et de la Mer du Sud. Elle est pe时-être
une ésp占ce endémique de Ilotre l1a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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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冠螺 Cassis (C阳sis) cornuta (Linnaeus) X 0 . 32 

3. 带童螺 Phalium (Phalium) bandatum bandatum (perry) X 0.54 

4. 童螺 Phalium (Phalium) glaucum (Linnaeus) X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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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沟纹童螺 Phalium (Phalium) strigatum str阴阳m (Gmelin) x 0.83 

2. 沟纹宦螺 F叫h加hal旷αaliμum (σPh仰ωalωU川tυ，叫 5呻t白r叫.

图版 (Plate) II 

3. 短沟纹雹螺 P叫halium (P叫h加alium) s呻t扣甜时rz々ga阳m b臼r阳.eviculu阳m. su由bs叩p. n. X 0.9川0 

4. 短沟纹髦螺 P川A仰aliu阳ηm (P叫hal

5. 双沟雹螺 P叫haliμu阳11ηm (σPh仰alωium) b品i扛'S且邱ulc叫a仰tt阳u仰4臼乡勿m (归Schu卫lU由lbe巳二r闪r川t & Wegner) X 0.9 

6. 布纹宣螺 Phalium (Phalium) decussatum (Linnaeus) X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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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饰富螺

2. 无饰宦虫累

3. 日本笨用毒螺
4. 笨甲胃子螺

5. 笨甲胃螺
6. 方格桑摆螺

7. 甲胃螺

8. 甲胃螺

9. 棋盘军螺

Phalium (Xcnophalium) inornatúm (Pilsbry) X 0.87 

Phalium (X. )inornatum (Pil如y) (结节型) X 0.9 

Cas.m.aria .pandc贯。sa nipponensis Abbot飞 X 1.包

Casniaria poizderosa .(Gmelin) x 0.8 

Casmaria ponderosa (Gmelin) (光滑型) X 0.9 

Morum (Onimusil'o) canccllatum Sowerby X O. ') 

C阳刚γia erinaceus (Linnaeus) X 0 . 9 

Casmaria erinaceω(Linnaeus) (光滑型) X 0.84 

Phalium (Phalium) 即eola (Linnaeus) X 0.9 

图版 (Plate) 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