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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近江牡蛎”的分类和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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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Ostreidae)属软体动物门（Mollusca）、双壳

纲（Bivalvia）、珍珠贝目（Pterioidae），为世界性广

分布种类。由于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从远古时代

就被人类所食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是世界各国

海水养殖业重要的养殖对象，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产

量最大的经济贝类。由于牡蛎营固着生活，其外部形

态常随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极大的变化。牡蛎形态

上的这一特点，给主要依据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来鉴

别物种的经典分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同物异名和异

物同名的现象时常发生。 
中国沿海的牡蛎种类繁多，分类上存在很多争

议，由于分类标准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得到不同的结

论[1~5]。“近江牡蛎”是中国近海的一种重要养殖贝类，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其他牡蛎相似，“近江牡蛎”
的分类也存在很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近

年来作者对中国近海“近江牡蛎”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研究，得到了最新的成果。作者系统综述了中国近海

“近江牡蛎”的分类历史和研究现状，以期确定中国近

海“近江牡蛎”的分类地位，从而改变“近江牡蛎”分类

状况混乱的局面，这对于“近江牡蛎”的其他研究也彼

具重要意义。 

1  “近江牡蛎”分类的历史沿革 
“近江牡蛎”是中国南方沿海常见的养殖贝类。根

据软体部颜色的不同，当地渔民又把“近江牡蛎”分为

“白蚝”和“赤蚝”。“白蚝”的软体部颜色为雪白色，“赤
蚝”的颜色接近褐色。“白蚝”由于生长速度快、产量

高、口味好、消费者喜爱，因而得到当地渔民的大量养

殖。关于“近江牡蛎”以及“白蚝”和“赤蚝”的分类问题

一直得到分类学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同的研究成果。 
“近江牡蛎”在不同文献中应用的属名不同，早期

文献报道多为 Ostrea 属，近期文献报道多为

Crassostrea 属。1930 年以前，所有的牡蛎种类都归

为牡蛎属（Ostrea, Linnaeus, 1758）[6]。近代学者对

牡蛎属及其亚属进行了划分[7~9]。根据解剖结构的不

同，一些学者，尤其是对经济牡蛎感兴趣的学者开始

应用巨蛎属（Crassostrea）这个属名[10，11]，从而把巨

蛎属（Crassostrea）与牡蛎属（Ostrea）区分开来，“近
江牡蛎”也归于巨蛎属。  

“近江牡蛎 ”在中国最早被称为 “住江 ”牡蛎

（Ostrea rivularis, Gould） [12]。其拉丁名 Ostrea 
rivularis 由 Gould（1861）命名，他分析了北太平洋

一次航海调查中采自南中国海的一个标本，对其命名

为 Ostrea rivularis[13]。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学者

在 1950 年至 1955 年期间，北自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

至广东的北部湾，对全国沿海的经济贝类进行了调查研

究，从而首次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沿海牡蛎科的种类[4]。

文中首次应用“近江牡蛎”（Ostrea（Crassostrea）
rivularis, Gould）这个名称，记述“近江牡蛎”广泛分

布于中国沿海，北自中朝边境的蜊子江，南至海南岛

都有分布，从此“近江牡蛎”这个名称被大家所接受并

得到广泛应用。“近江牡蛎”在日本有明海（Ariake）
也有分布，日本学者最早也称这种牡蛎为 Ostrea 
rivularis，后来通过壳形特征比较，很多学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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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牡蛎与 Gould（1861）描述的 Ostrea rivularis 的壳

形特征不相吻合[14，15]，从此把有明海的这种牡蛎称

为 Crassostrea ariakensis (Wakiya, 1929)。参考日本学

者的文献，徐凤山 [3]也称中国的 “近江牡蛎 ”为
Crassostrea ariakensis。 

关于“近江牡蛎”的“白蚝”和“赤蚝”的分类问题

也一直存在争议。Li 等[16]对“白蚝”和“赤蚝”进行了遗

传学分析，首次认为“白蚝”和“赤蚝”应为不同的种，

他认为“白蚝”应为 Crassostrea rivularis，“赤蚝”与印

度的 Crassostrea iredalei 相近。李孝绪等[1]首次对中

国沿海的常见牡蛎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学分析，根据

“白蚝”和“赤蚝”内部解剖结构的不同，认为它们也应

为不同的二个种，他把 “赤蚝 ”命名为近江牡蛎

Crassostrea rivularis ， “ 白蚝 ” 称为拟近江牡蛎

（Crassostrea sp.），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种名。 

2  “近江牡蛎”分类的最新成果 

鉴于“近江牡蛎”以及“白蚝”和“赤蚝”分类混乱

的状况，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中国沿海典型

海区“近江牡蛎”的“白蚝”和“赤蚝”进行了系统的分

类学研究。在形态学和解剖学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首

先对“白蚝”和“赤蚝”进行了区分，然后分别对“白蚝”
和“赤蚝”进行了分子系统学分析，对其线粒体基因

（16S rRNA，COI）和核基因（28S rRNA）进行了

序列测定，并与 Genbank 公布的牡蛎基因序列进行比

对。结果表明,“赤蚝”与 Crassostrea ariakensis 的序列

相近，“白蚝”与香港新订名的一种牡蛎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的序列相近[17]。认为“赤蚝”应命名为

Crassostrea  ariakensis，“白蚝”应命名为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Gould[18]描述 Ostrea rivularis 的主要

特征为下壳有稀疏的管状棘。通过比较，认为 Gould[18]

所描述的 Ostrea rivularis 的壳形特征与“白蚝”和“赤
蚝”都不相符合，建议 Ostrea rivularis 名称不再适用

于“近江牡蛎”[19]。 
作者的结果澄清了“近江牡蛎”及“白蚝”和“赤

蚝”的分类问题，表明“白蚝”和“赤蚝”应为不同的二

个种：建议“白蚝”订名为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Lam & Morton, 2003），“赤蚝”订名为

近江牡蛎(Crassostrea ariakensis (Wakiya, 1929))。香

港巨牡蛎主要分布于中国广西、广东和福建沿海；近

江牡蛎分布范围广泛，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沿海河口区

都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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