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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握济戟体动物区系
*

强 璧 睿踵彦
‘中国科学院侮牟研究所 )

我国海岸包括渤
、

黄
、

东
、

南四海
,

跨握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的海区
勺

南海紧接东海向

南至印度尼西亚与爪哇海相接
。

其北岸和西岸包括我国南方的福建南端和广东沿海
、

北

部湾
、

越南沿海
.

、

退罗湾
、

禺来半岛及苏阴答腊的一部分 ; 其东岸包括我国的台湾南端
、

葬

律宾和婆罗洲的西岸
。

这一海区位于印度洋与大平洋之简
,

属于大平洋西部的一部分
, 少

化

是 一个此校封 闭的
、

与大洋循环隔开的水盆地
。

与黄
、

东海此较
,

这里水比校深
,

而积
一

也此

校大
。

靠近我 国大陆附近一般水深在 2 00 米以 内
,

最大深度在中沙草岛东侧与菲律宾之

朋
,

可达 斗翎 。米
。

沿岸岛呜极多
,

靠近大陆的陆岛有南澳岛
、

南澎列岛
、

万山草岛
、 _

卜
、

卜

卜

川岛
、

海陵岛
、

东海岛
、

确洲岛
、

澜洲岛
、

海南岛等
。

离大陆较远的海岛有东沙
、

西沙
、

中沙
、

南沙言昔岛
。

这些岛屿中
,

如西沙
、

中沙
、

南沙褚岛完令由姗瑚构成 : 在大陆和海南岛沿岸
一

也

生有姗瑚礁
,

并有一些海滩生有大量的扛树
。

所有这些情况都形成了一些软体动物栖息

的特殊环境
,

这是与我国其他三个海 区不同的
)

南海的软休动物种类繁 多
,

但过去对我国沿岸及沿海岛屿所产的种类的报告却很少
,

只 有
‘

秉志
、

金叔初
、

固软建
,16.

’叭 ’7一, 〕!等人的一些报告和零星就载
。

外国 人 如 w at 、砂
们 、

S o w e ‘b y lZ。一, ‘, 、 J
o n e s & p re sto n l工’]

、

M e l
v ille t, 了一‘“1 等对我国南海沿岸的软体动物种 类 或 多

或少的都曾有过一些昆载
(

在一些具类学的专著或图鳃中也曾有过一些有关这个海区的

种类的零星祀载
。

但是这些报告和祀载
,

距离种类繁多的南海献休动物 税 来 还 相 差很

j习些
。

解放后
,

只类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倾导下开展了我 国沿海软体动物的调查
一

工作
,

比校全

而地搜集了这类功物的标本和青料 南海稠查从 19 5 斗年开始
。

到 19 5 8 年便已甚 木 卜掌

握 了这个地区 沿岸
产

和近岸浅海生活的种类的青料
)

井对某些樱济价爪创七校夫的类BlJ 如宝

只(张取等
,

, 。气9 )
、

牡蛾 11, 2 1、

贻具 (张颤
、

王植瑞
,

1 9 , 9 )
、

竹嫂
、

海苟 (张取等
, 1 9”)

、

船

蚁
!3 1

、

头足类等的种类做了分析研究
厂

对个别地区的种类也有过一些报导 (李国藩
,

神 , 6 :

张啦
, 」9”)

。

中苏
·

合作的海南岛潮周带区系和生态的翩查也搜集了不少板体动物材料
,

并已开始有报告发表(黄修明
、

庄启兼
, 1 9 , 9 )

。

今年 (1 9” )展开的令国海洋普查
,

在南海

底栖动物的调查中也获得了大量的秋体动物标本
,

这就使得我们所得的资料更 趋完 善

但是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还不是短时简的事
。

须要逐步深入展开 目前
,

虽然我俩还没有翩

致的对达些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

但大休
_

L对南海软体动物区系
,

特别是樱济种类的翰廓

已有了初步的
一

了解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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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焦(船峭)

卜列各种大部分替为食用种类
,

其中也有一些种类可做工艺品原料
一

和做医药用 ; 有些

种类对港湾建筑
、

航运交通以及浅海只
、

藻类的养殖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

其中最 重要的有

卜列儿种 :

1
.

鲍焦(声耘li of is ) 南海的鲍焦产量较多的为杂色鲍
,

其次是耳鲍
。

前一种分布校

)
眨 。

在整个广东省沿海
、

海南岛沿岸的岩石底盾的环境中 儿乎都可以遇到
,

它生活于潮阴

带的下 区至基准面下豹 2一3 米的深度范围
,

以殉洲岛
、

澜洲岛
、

海南岛的澹县
、

崖 具等地

产量较多
。

南方市爆
_

L的鲍焦干即为此种加工制成
。

目前并多地区 已开始进 行 人工 繁

殖
。

后一种仅在海南岛及西沙拿岛发现
,

附着于珊瑚礁
_

L生活
,

其足部肌肉极为肥厚是良

好的食用种
。

鲍焦除肉食用外
,

其具壳称
“
石决明

”

是珍青的药材
。

2
.

属蹄螺(T ro
c 入“s) 这是梅蹄螺科仅产于暖海的一个属

,

在我国南海种类很 多
。

其

中握济价值较大的当首推大思蹄螺
, ‘

它的个体很大
,

仅分布于海南息及 西沙拿岛等地
,

栖

息于 3一抢 米深度范围的岩礁
_

L
,

在潮周带下区常可遇到其幼螺
。

这种螺的只壳极为坚

厚
,

真珠层很厚而且光亮
,

可用以制造纽扣或螺翻制品
。

它的壳粉极光消
,

沉人油漆中做

为喷漆的填充剂非常珍肯
。

在海南岛和西沙草岛庶民均赤身潜入海底采捕
。
西沙草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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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为丰富
,

每年都有各地派民到西沙覃岛采集这种螺类
。

另外一种塔形焉蹄螺用途与

大思蹄螺相同
,

然个休较小
,

壳盾较薄
,

盾量较差
,

但分布较丁
L 一

,

从广东沿海到海南岛
、

西沙

草岛都有分布
。

3
.

夜光嵘螺(T u r b o m a r m o r
at u s L

.

) 这是分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的
、

热带

性的大型螺类
。

在我国南海 目前仅在海南岛的三亚发现
。

生活于潮下带数米至十数米的

岩石及姗瑚礁的浅海底
,

在潮简带 下区及基准面附近的岩石键或珊瑚礁的洞穴中常能采

到其幼小个休
。

这种螺的具壳大
、

具珠层很厚
,

极为光亮
,

若将壳皮除去使具珠层外露 811

成为美丽的观赏品
,

壳面还能雕刻各种花样制成珍肯的艺术品
。

其壳粉与禺蹄螺相同
,

可

混入油漆中做为填充剂
,

很珍肯
,

与焉蹄螺只壳一起同为出 口的商品
、

肉肥厚为极好的海

产食品
。

4
.

牡瞩 (O s
tr

e a ) 我国南海的牡蚁至 目前发现的已有 1 7 种
,

其中耗济意义最大的

为近江牡崛
。

这是分布很广
,

生活在河 口 附近的一种大型牡蛾
,

在珠江口一带憔民对它进

行了大量的人工养殖
,

产量很高
,

特别是在宝安县一带涌民养殖牡蛾的握脸极为丰富
,

产

品盾量极好
,

加工制成的嚎豉
、

嚎油及各种罐头极受国际市踢的欢迎
。

5
.

日月具(A m “ss iu m ) 日月只是暖海性只类
,

它的只壳略呈圆形
,

右壳为 白色
,

左

壳为棕耗色
,

因以为名
。

我国南海 习兑的有两种
:
一种为 日本 日月具

,

一种为长肋 日月 其
。

它佣的阴壳肌极为发达
。

由于阴壳肌的伸精可使两扇只壳迅速开阴
,

惜着只壳开阴的排

水作用
,

这种具类可以很快的在水中行动
,

因此当地称之为
“飞螺

, , 。

宅的阴壳肌加工干制

后称为
“

带子
, ’ ,

与“
干具

’,

相似
,

也是名肯的海产食品
。
日月具在广东省沿海分布较广

,

但

以北海市(北部湾 )的产量为最多
,

生活于 15 一20 米的砂盾海底
,

每年 2一5 月以小船拖网

捕捞
。

两种中以 日本 日月具为多
,

长肋 日月具很少
。

6
.

具珠具(P ter ia) 这是 出产具珠有名的海产双壳类
,

主要有具珠只 【Pt o .ia o a1’
-

g ‘, ,
·

it ij
。,

·

a

(L
.

) ] 和思氏真珠具 「p te r ia m a r , 。 n 了i (D u , ik e r )] 两种
,

都是我国沿岸南海的特

产
门

前一种产量较少
,

多以足林固着于岩石或珊瑚礁
_

E 生活
。

只壳厚
,

除能产优盾真珠

外
,

具壳还可做为制造螺细和纽扣的原料
。

后一种在合浦县白龙 乡至西村一带产量较多
,

古代 即以产珠有名
, “
合浦珠还

”
之藉即出于此

。

这种只生活于潮简带下区至 3 一斗米深的

砂砾底
,

庶民用拖网或耙采捕
,

近年产量很少
,

目前 已斜划进行人工养殖贰尉
。

7
.

翡翠胎具(几吞t flu s s m a r a g 成n u s Ch e m n it z ) 这是从福建南部一直分布到越

南
、

葬律宾等地的一种热带性种类
,

握济价值较大
,

肉加工干制后称为
“
淡菜

”

与其他种贻

只相同
,

为南海贻只养殖的唯一对象
。

目前
,

我国沿海各地已握对它进行了人工养殖
、

8
.

台湾枪扁酬(L o lig o fo
r m o s a n a S a sa k i) 这是一种大型的枪

咨

鸟咧
,

在我国仪分

布于福建南部和广东沿海
,

拿体丰厚
,

形成专阴的派业
。

它的干制品称为
“
鱿焦

” ,

校 日本
、

朝鲜等地进 口的鱿焦 (O m m a to : tr e夕he : , lo a n f 夕a c if￡
c u , S沈e n str u p )的盾量尤佳

。

在我国 1钉

海的产区有二
:
一在蔑平

、

普宁
、

陆丰沿海
,

以汕头外南澳岛外的南澎列岛附近最为丰富 ;

一在雷北
、

合浦沿海
,

捅踢主要集中于北部湾的澜洲岛附近
。

二
、

南海握济软体动物的生态与分布

我国南海沿岸除了泥
、

沙
、

岩石的海岸以外
,

还有珊瑚礁
、

杠树丛等特有的环境
。

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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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环境中都生活着不同的秋体动物种类
。

珊瑚礁的软体动物种类极多
,

有些是附着在珊瑚礁表面或隐藏于珊瑚礁洞穴中的
, ‘

它

佣一般可似在姗瑚礁表而爬行
,

例如鲍焦
、

姗瑚螺 (c o} 俪li o

P/z 订a)
、

芋螺
、

宝具等等
。

我侧

在海南岛发现一种在印度大平洋区分布的延管螺
,

(Ma.q 而
、 “ , ti卯

u , M ol ltf or t )极为有趣
,

它的身休完全包被于现瑚中
,

为了与外界环境相通
,

它的具壳也随着姗瑚的生长而延长成

为一个末端露于珊瑚外而的管子
。

动物的身体也随着延长的管向外移动
,

原来的螺形只

壳就成为一个充满石灰质的点掇品了
。

有些种类用坚固的足林固着在邢瑚礁表面或洞穴

中
,

它俩很少能够移动位骨
,

例如蜡
、

动 蛤(几叮no m 。

的
、

碑碟等等
。

其中碑碟是在南海营

这种生活的典型代表
,

它的具壳背面前方有一个大的足栋孔
,

坚朝的足蒜 自孔伸出附着于

姗瑚礁 L
,

采集时必须先段法将足栋割断才能取下
、

有些在现瑚礁生活的种类用员壳固

着
,

最普通而又可似做为南海代表的要算海菊蛤和猿头蛤了
。

前一类用它的右壳固肴
,

两

壳表面常生有部多棘
,

状如花瓣极为美观 ;后一类只壳常很不规fllJ
,

用右壳或左壳固着不

一
。

还有一些种类在珊瑚礁内穿洞穴居
,

其中以石鲤
、

开腹蛤 (G 二分oc 肠。刃
、 J

霭特海苟
、

拟海苟(Pa
r

aP 彻la ,

)
、

给海苟 (Jo 。翻、、) 等为最普遍
,

在这些种类中大多为南海特产
,

我

国其他各海区没有分布
)

耗树丛的环境为泥滩
,

占潮 周带的中
、 _

L 区
。

这里生活着它独有的软体动物种类
。

牡

蛾
、

金蛤(A。。衍) 常是杠树干
_

L固着的种类 : 蜒螺 协了‘尹众刃 和拟滨螺 (Li tt or i。娜行)常能

由叙树基部爬至枝叶
_

L
,

有时高度可达 1一2 米
。

杠树的根童内也常有船蛆穿凿
。

在泥涂
_

L有成翠的蟹守螺 (c e1’it 厉由a)
,

它佣有的也能爬至扛树的树干 L至 1 米以
_

L的高度
。

拟

沼螺 (A 二枷 i二
。

)
。

粒蜡
,
嫂等也都是泥涂

_

L常见的种类
。

岩石环境常兑的软休动物有笠具 (A
‘、。的

、

蛾
、

鲍角
、

叙螺
、

荔枝螺等
,

它俩与珊瑚礁
_

L生活的种类相似
,

都是用竟大的足部附着在岩石 上爬行
。

双壳类中的牡崛
、

贻具
、

蜡
、

猿

头蛤等也是常晃的在岩石
_

L 固着生活的种类
。

在沙滩
_

L 生活的种类似玉螺
、

惬螺
、

某些笔螺
、

芋螺
、

荀螺以及帘蛤科 (V en er ida 。)
、

樱

蛤科(T 胡ini d a e )的补多种类
、

江跳
、

某些偏顶蛤等为最普通
。

它俩有的是在沙滩 L爬行
,

有的是潜入泥沙穴居
。

某些种类如斧蛤(D on
a

劝可以随着潮汐的涨落做垂直的
_

L
、

下迁徙
。

在南海浮游腹足类很多
,

如笔帽螺(c re 了e 行)
、

海若螺(Cl ion e)
、

龙骨螺 (c ar i、ri a)
、

明

螺(At la nt a) 等
。

在海南岛沿岸海蜗牛(Ja 、石na )也很普遍
,

它俩的具壳呈蓝紫色
,

很薄
,

足

部能分泌一个泡沫状的浮囊以便于在大洋中漂浮
。

鹦鹉螺和肛焦等底栖而又能游泳的种

类也是南海软体动物的特色
。

按垂直分布而渝
,

从潮简带直达潮下带数十米的深度是软体动物最为活跃 的 范 围
。

虽然有很多种类能生活在很深的海底
,

但是一般说来
,

随着深度的增加种类是逐渐减少

的
。

在南海潮简带的软休动物很丰富
,

分布在潮简带土区的校常见的有滨螺(Li o or i二)
、

粒滨螺 (7 ,ec ta ).i 。 )
、

平帕螺 (川二眯行)
、

蜒螺
、

小蜒螺(N 。介in “)
、

石磺 (o nc 形di “m )
、

菊花螺

(Si 琳
。

na l.i a)
、

某些牡崛
、

偏顶蛤等等 ;分布在潮简带中区常显的有玉螺
、

某些宝只
、

蝶螺
、

芋螺
,

多种的后鳃类如海免等
。

某些帘蛤科的种类
,

竹嫂等 ;分布在潮简带下区至潮 卜带的

有鲍焦
、

脂蹄螺
、

具珠具
、

丁蝴(Mal le “ , )
、

江眺等等 ; 有些种类如 日月员
、

东方海苟
、

燕蛤

(A 沂cu la )
、

鹑螺
、

角螺
、

瓜螺
、

蛙螺(R
“

二“a) 等HlJ 是在潮筒带找不到的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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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国南海耗济秋体动物的区系特点和与邻近海区的比蛟

我 国南海的秋体动物的区 系与黄渤海和东海显然不同
,

宅属于印度
一西太平洋的热带

区系范围
。

它的种类粗成基本
.

L 与印度
、

印度支那
、

思来半岛
、

菲律宾
、

澳洲等地区相同
。

例如有名的鹦鹉螺
、

夜光嵘螺
、

大思蹄螺以及耳鲍
、

很多种宝只
、

凤螺
、

蜘蛛螺
、

水字螺
、

碑

碟
、

东方海苟
、

卵形志特海苟等等都是我国南海很普遍而在印度洋和大平洋的澳洲
、

焉来

半 岛
、

菲律宾等地普遍分布的种类
。

我国南海戟体动物的种类
,

按其向北部沿海分布的情形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

1
.

有些种类热带性很张
,

仅分布于南海区域
,

不向北部各海延伸
。

这些种类显明的代

表着南海软休动物的特征
。

其中主要有鹦鹉螺
、

旋壳
J

鸟蒯 (SP irul a)
、

肛焦
、

耳鲍
、

大禺蹄

螺
、

夜光蝶螺
、

蜘蛛螺
、

水字螺
、

艳大多数的宝具
、

凤螺
、

芋螺
、

蜀江螺
、

日月具
、

具珠只
、

丁
-

蛾
、

海菊蛤
、

某些牡蟆如舌骨牡崛
、

咬齿牡蛾
、

中华牡瞩
、

大部分石嫂
、

某些偏顶蛤如菲律宾

偏顶蛤
、

鞘偏顶蛤
、

碎壕
、

碎碟
、

葫蛤(A
,

aP厉刁
、

拟海苟
、

给海荀等
。

2
.

另一些种类在南海分布很广而且能向北部延伸分布至东海沿岸
,

但不分布到黄渤

海
。

这些种类中主要有蜒螺
、

蛇螺 (v er m et “
力

、

瓜螺
、

少数的宝员和框螺
、

海免
、

石磺
、

某些

牡崛如复瓦牡瞩
、

棘刺牡蛾等
,

隔始具
、

某些石嫂
、

节蹬船蛆
、

台湾枪岛蒯
、

后耳岛蒯等
。

3
.

还有一些种类分布极广
,

从南海向北一直分布到黄渤海沿岸
。

这些种类中主要的

有史氏笠具 [尸
a , e lzo i己。 ; c 人; e n c

友11 (L is e hk e )]
、

嫁蜡 (C o ll“ n a to r 口u m a R e e v e )
、

单齿螺
、

锈

凹螺
、

斑玉螺
、

扁玉螺
、

粒蜡
、

某些牡蛾如近江牡蛾
、

密麟牡蛾
、

僧帽牡蛾等
、

某些偏顶蛤如

毛偏顶蛤
、

麦氏偏顶蛤
、

黑偏顶蛤
、

蛤子
、

杂色蛤子
、

西施舌
、

大竹嫂
、

长竹蟀
、

盗嫂
、

脆壳全

海苟
、

吉村禺特海苟
、

拟岛恻
、

微鳍岛蒯
、

无斜扁蒯等
。

相反的
,

我国北部沿海
。

特BlJ 是黄渤海的一些种类向南也不分布到南海
,

例如盘大鲍

(H
a zio r行 g ig a n zo a d is c “、 R e e v e

)
、

福氏玉螺 (N
a t ic a

f
o ,

·

tu n 己1 R e e v e )
、

紫 口玉螺 (N
a ric “

Ja n t人。 : to m a
D

e sh a y e 。)
、

香螺 (N 口p , u n e a c u o i, 9 1 C ro s s e

)
、

皮 氏蛾螺 [B u c c in u 。 夕。 r y i

(J
a y ) ]

、

大速牡崛 (o
、tr e “ ta lie n 。左a n 。 , 了i, C ro ss e

)
、

杨孔扇具 [ C人l
a m 夕, f

a rr e r i (J
o n e s &

1, r e o to l飞

)]
、

紫贻具 协f夕tizu 了 e d u l行 L in n 己)
、

厚壳贻只 (M夕t艺l,‘5 c ra , sito t a
L is e llk e

)
、

偏顶

蛤 (材
。己10 2: ‘, , n o 己io zu , L in n 6 )

、

紫石房蛤 [s
a x id o 。。了 p u ; p u r a tu , (S

o w e r by )]
、

大沽全海苟

[方
a ,

·

二 e 召 J a o i己i (D
e sh a ye s

)]
、

日本枪岛蒯 (L
o zig o

i
a夕o n ic a S te e ,飞s tr u p )

、

毛氏四盘耳扁

蒯(E “P
r 夕m , Za m o r : e i v e r rill)等

。

总之
,

根据我国沿海软休动物的分布情形初步可以看出
,

我国南海软体动物的种类粗

成与东海
,

特别是黄渤海有显著不同
。

黄渤海区的软体动物基本 E属于温带性盾
,

它的种

类粗成除了很少数的地方种和来 自日本海的一些冶水性种以外
,

大部分是来自南方的
、

分

布很广的种类
,

但是由于水温和水深的限制
,

北部的并多冷水性弦的种类例如制造
“
干只

”

有名的虾夷扇具 (尸
e c t‘。 y。, o 口。 5 1, J

a y)和太平洋僧头
j

乌蒯(R
o , : ia p a c ifi

c u , 拐e r ry)以及爵

多蛾螺属 (B uc
‘ i二。)

、

珠螺属(Mar g 。
·

ite
了

)的种类都不分布到我国的黄渤海区
。

同时一些

暖水性种类如蜒螺
、

蛇螺
、

海免
、

隔始只
、

节蹬船蛆等
,

虽然都分布到我国的东海
,

但都达不

到黄渤海区
。

我国东海的欺体动物具有亚热带的特征
,

这里 已找不到分布在黄渤海的某

些来 自日本海的冶水种
,

而援水种类别是由北向南逐渐增加
,

至东海南部热带性即较弦
,



2 7 4 海 洋 与 湖 沼 2 卷

但除了台湾东部和南端因受黑潮暖流的影响具有一些钝热带性的种类以外
,

在大陆沿岸

还很少遇到钝热带性的种类
。

我国南海的欺体动物基本
_

L 属于热带性盾
,

但在大陆沿岸

与海南岛
,

特别是与海南岛南部和东
、

西沙等岛屿也有不同
。

广东省大陆沿岸较福建南部

沿海的热带性种类有较显著的增加
,

但一些钝热带性的种类如爵多种宝只
、

芋螺
、

凤螺
、

碎

碟等等也未曾发现
。

这可能与掉度有关
,

也可能与大陆沿岸有河流流入
,

带来大量泥沙使

海水混浊有关
。

混浊的海水限制了豁多清水种类的繁殖 ; 同时也限制了姗瑚的生长
,

使得

生活在姗瑚礁中的种类不能繁殖
。

按种类而渝
,

南海的软体动物较东海及黄渤海丰富得多
,

但按数量而渝ylJ 恰恰相反
。

根据全国海洋普查底栖生物 1 9 5 9 年第一季度软体动物生物量的初步兢爵黄渤海 区平 均

为每平方米 28
.

3 斗克
,

东海区为每平方米 9
.

96 克
,

而南海区仅为每平方米 斗
.

37 克
。

又根据

几种沿岸软体动物生物量的兢补也可以看出南海软体动物生物量要低得多
。

在青岛憎帽

牡蛾最大生物量为每平方米 6 5 8 0 克
,

而在湛江仅为 1弓斗4 克 ;黑偏顶蛤在青岛最大生物量

为每平方米 4 8 32 克
,

而在湛江则仅为 7 5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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