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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原鳃类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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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雷蛤科和廷达蛤科
*

徐 凤 山
(甲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提要 马雷蛤科 (M a lle t iid a e

) 和廷达蛤科 (T in d a r iid a “

) 同是原鳃类中的 两 个 小

科
。

它们大多数种类生活在深水区
,
潮间带没有它们的分布

。

这两科动物种类过去在中国海

无任何记录
,

本文报道的 6 种中
,

其中金星廷达蛤 (Ti
o d ar 而 i‘

, : i。 : ac sp
.

n
ov

.

) 是一个新

种
,

其余 5 种在中国海均为首次纪录
。

马雷蛤科 (M a lle tiid a e
) 和廷达蛤科 (T in d a r iid a e

) 同是原鳃类中的两个小科 ;后者

是 Sa n d e r s
和 A n e n 团 从马雷蛤科分出

,

于 1 9 7 7 年建立的一个新科
。

两科中绝大多数种

类都是深水种
,

只有个别种生活在较浅处
,

潮间带没有分布
。

据 K nu d se n [2J 的统计
,

截止

1 9 7 0 年已发现的 2 49 种深水 ( > 2 O0 0 m ) 双壳类中
,

这两科动物即占社 种之多
,

可见它

们在深水区动物区系中的地位很重要
。

这两科动物种类过去在中国海无任何记录
,

本文报道的 6 种中
,

马雷蛤科 5 种均为首

次纪录
,

廷达蛤科为一新种
。

前者于 19 7 8 年
,

在东海冲绳海槽调查时采得 ; 后者分别

是于 1 9 5 8一 1 9 6 0 年期间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和 1 9 7 8 年
、

19 81 年东海调查时采得
。

马雷蛤科 M 。lle tiid a e

矮马雷蛤 M o lle tia hu m ilio r Pr a s h a d
,

19 32

M a lle t ia h“m 矛lio r P r a sh a d
, 1 9 3 2 , 2 6 ,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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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fig s

.

3 , 4 : O k u ta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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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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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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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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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地 : 南海
, 1 9

“
0 0

’

N
,

1 1 3
“

3 0
’
E ,

水深 1 1 0 0 m
,

软泥
, 1 9 5 9 年 7 月 1 3 日采集

,

一个标本
。

贝壳中等大
,

壳顶突出
,

位于中央偏前 ;前端圆
,

后部扩张
,

呈截状 ; 后背缘微凹
,

几乎

成直线状 ;壳表具规则的同心纹
,

并覆以淡黄色壳皮刘
、
月面和循面细长 ;外韧带

,

位于壳

顶后部者较粗壮 ;两壳前后端微开口 ;铰合部略呈直线状
,

铰合齿约 37 个
,

其中壳顶前有

15 个
,

壳顶之后为 22 个
。

标本测量
: 壳长 13

.

6 m m
,

壳高 8
.

g m m
,

壳宽 6
.

sm m
o

地理分布 : 印度尼西亚(于 1 3 o l m 水深)
, 日本奄美大岛外海 (于 , 50 m 水深)

。

我们的标本同 O k u ta ni 采自日本的标本在形态上无差别
,

但同 Pr
a s h ad 的模式标本

略有区别
,

他的标本后部扩张的程度较轻
,

这可能是没有充分长成的原因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16 17 号
。

收稿日期: 1 9 8 9 年 3 月 1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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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地 : 东海
, 1 2 ,

“
0 0

’

E
,

2 6
0
2 0

’

N
,

水深 , s o m
,

软泥
, x 9 7 8 年 ‘月 1 0 日采集

,

一片右壳
。

贝壳中等大
,

壳质较薄 ;壳顶位于前端 2 / 5 处 ,
前背缘短而直

,

后背缘长
,

微下陷 ;前端

略尖
,

后部微扩张 ;壳表具黄绿色壳皮
,

同心生长线在后部不明显 ;铰合齿 47 个
。

标本测量
: 壳长 19

.

4 m m
,

壳高 1 1
.

g m 。
,

壳宽 7
.

sm m
o

地理分布 : 印度洋(于 9 18 一 9” m 水深)
,
阿拉伯海(于 1 16 3 m 水深)

,

印度尼西亚 (于 1 1 65 一 1 1 35

。 水深)
。

苏岛马雷蛤 M a lle tia s o m a tr e n s is T hiel e ,

l, 3 1

M a ll‘才ia , 拟m a z r e ”5 1; T h ie le , 1 9 3 1 , 2 0 8 , p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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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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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地 : 南海
, 1 9

“
0 0

’

N
,

一1 3
“

3 0
’

E
,

水深 1 1 0 0 m
,

软泥
, 一9 , 9 年 7 月 1 3 日采集

,

一个标本
。

贝壳较小
,

壳质较坚厚 ;壳顶低平
,

位于中央偏前 ;前端尖圆
,

后端尖细
,

腹缘弧形 ; 壳

表被以黄绿色壳皮 ;同心线只存在于壳的中部
,

从壳顶到腹缘 ;壳内面外套窦较深
,

超过壳

长的 1 / 3
,

其顶端圆 ;铰合齿比较强壮
,

共 36 个
,

壳顶前 巧 个
,

壳顶后 21 个
。

标本测量
: 壳长 7

.

6 m m
,

壳高 4
.

o m m
,

壳宽 3
.

7 m m
。

地理分布 :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印度洋近海
,

水深 7 5 o m
。

半纹小尼罗蛤 N e亡lo n e lla d u b ia Pr a sh a d
,

19 3 1

N o ilo n e lla d u b ia P r a sh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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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地 : 东海
, 1 2 7

“
0 0

’

E
,

2 5
”

3 0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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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o m
,

软泥
,

1 9 7 8 年 6 月 , 日采集
, 4 个标本 ; 1 2 8

“ 10
‘

E
,

3 1
”

3 0
’

N
,

5 2 0 m
,

软泥
, 1 9 8 1 年 8 月 6 日采集

,

一个空壳
。

壳中小型
,

壳质坚厚
,

两壳较膨胀 ;壳顶位于中央之前
,

前端略圆
,

后端尖细 ;壳表有规

则的同心纹
,

但在壳的后部 1 / 3 处则消失 ;铰合齿约 40 个
,

其中在壳顶前有 18 个 ; 外韧

带
,

位于壳顶的前
、

后
。

标本测量
: 壳长 12

.

om m
,

壳高 7
.

sm m
,

壳宽 5
.

2 m m
。

地理分布 : 印度尼西亚
,

水深 ” g m
。

本种同日本学者 H a be 。 描写的新种 N
.

co l’x 十分近似
,

只是产于 日本的标本铰合

齿的数 目较小
,

在壳顶前为 14 个
,

壳顶后为 18 个
,

这很可能是由于标本个体较小的缘

故
,

其壳长只有 8
.

2 m m
,

因此
,

很可能是本种的同物异名
。

芝麻小尼罗蛤 N
e ilo n e lla a e

四
。 to r ia lis T hie le ,

19 3 1

T o id a r ia
(N e ilo n e lla

)
a e宁u a t o r ia lis T h ie le , 1 9 3 1 , 2 1 0 , p l

.

s , fig
.

74
.

标本采集地 : 南海
, 2 9

”
0 0

’

N
,

2 1 2
“
3 0

’

E
,

2 7 o m
,

粉砂
, 1 9 , 9 年 4 月 2 9 日采集

,

一个标本
。

贝壳小型
,

壳质坚厚
,

较膨胀 ;壳顶突出
,

位于中央微偏前 ;前端 圆
,

后端尖细 ; 壳表具

规则的同心线
,

并被有黄绿色壳皮 ;铰合部坚厚
,

铰合齿强壮
,

壳顶前有齿 11 个
,

壳顶后

16 个
。

标本测量
: 壳长 4

.

2 m m
,

壳高 3
.

o m m
,

壳宽 2
.

lm m
。

地理分布 :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印度洋近海(于 7 5 0 m 水深)和东非沿岸(于 6 9 3 m 水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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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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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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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达蛤科 T in d a r iid a e

金星廷达蛤 Ti n
da ri “ 方。xi n g , sP

.

n o v
.

(图 l)

标本采集地 : 东海
, 1 2 ,

。
0 0

’

E
,

2 6 ‘ 10
‘
N

,

, , o m
,

软泥
, 1 9 7 8 年 6 月 1 0 日采集

,

一个标本
。

贝壳小型
,

壳质坚厚
,

近圆形
,

较膨胀 ;壳顶突出
,

位于背部中央之前 ; 壳的前端微尖
,

后部扩张 ;前背缘微下陷
,

后背缘略长
,

微凸出 ;壳表被以淡黄色壳皮
,

壳面除壳顶区外
,

饰

有规则的同心肋
,

肋间沟的宽度同肋宽相等 ;小月面心脏形
,

颜色较浓
,

循面细长 ;铰合部

坚厚
,

铰合齿粗壮
,

共36 个
,

其中壳顶前有 10 个 ;外套窦宽而短
。

金星廷达蛤 T i, d a r i a 21, x i, 君a e s p
.

n o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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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a d e m ia S in ic a fr o m th e d e e p w a te r s o f th e E a st a n d S o u th C h in a S e a s
.

O n e sPe c ie s ,

T i刀
-

d a ria

jin x i , g a e sp
.

n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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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ilo n e lla d 邵b ia , a n d N
.

a eq , 一a z o r ia li、
, a r e r e e o r d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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