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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螺科动物简介

笔螺科 属于软体动物门 ∏ 腹

足纲 新腹足目 ∀种间个

体差异较大 贝壳高度从几毫米到十多厘米 ∀贝壳形

状有毛笔形 !纺锤形或椭圆形 ∀壳质较厚 结实 ∀壳顶

尖 螺旋部呈尖圆锥形 体螺层大 中部稍膨胀 ∀壳面

较光滑或具螺旋肋 生长纹明显 有的种类刻有浅沟 !

条纹 !坑 !褶痕和或小颗粒状突起 并具薄的壳皮 ∀贝

壳表面常具斑点 ! 斑块或色带 有的种类色彩较鲜

艳 ∀壳口窄长 外唇简单 大部分种类轴唇具肋状褶

襞 一般为 ∗ 个 有 个属的化石种类仅有 ∗

个 而 × 年在南非深海发现的新属 Χηαρ2

ιτοδορον × 中的种类无褶襞 ∀前沟短 呈缺

刻状 虽然该科动物在面盘幼虫期有一个原初的厣

但在生长过程中逐渐被吸收发育至幼贝时就消失 成

贝无厣 ∀触角呈细锥形 ∀眼点简单 位于触角基部或顶

部的外侧 ∀足部长度和宽度随种类而异 前端钝圆 !截

形 后端尖 ∀外套膜薄 ∀进水管和吻也随种类不同而

异 吻甚至极长 ∀齿舌有变化 有的种缺侧齿 ∀除能分

泌有色和气味的唾液腺外 有些种类具有毒腺 ∀该科

动物软体部可缩入壳里 ∀

笔螺科动物主要为暖水性 从潮间带至 余米

水深处都有分布 但大多数种类栖息于潮间带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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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仅少数种类生活在水深不超过 的深海

区 ∀常常埋栖于泥沙 !软泥下或岩石 !珊瑚礁缝隙及藻

类丛生的海底 ∀肉食性 可吞食星虫及其它腹足类 摄

食前 首先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麻醉后食之 还食死

亡动物的尸体 ∀ ≈ 年报道 Μιτραλιττερατα在潮

间带十分常见 主要摄食一种星虫 Πηασχολοσοµα

σχολοπσ ≥ ∏ ⁄ ∀ƒ∏∏
≈ 年认为 Μιτρα

ιδεα对食物的种类 !大小有选择性 喜食 Πηασχολοσοµα

αγασσιζιι并且指出 该种类对饥饿的耐受能力较强

∗ 个月不进食仍可存活 ∀有的种类能从外套膜腺

中放射出一种紫色液体伤害其它动物 以保护自己

但对人无害 ∀该科动物在太平洋 !大西洋和印度洋都

有分布 如波利尼西亚 澳大利亚 菲律宾 日本 红海

等地 但在印度 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分布最丰 ∀在中

国常见于台湾 !福建 !广东 !海南 ∀在我国北方极为罕

见 仅在青岛石老人潮间带采到一个中国笔螺 Μιτρα

χηινενσισ 活体 ∀此科动物与其它暖水性软体动物

一样 越向热带种类越多 ∀

笔螺科动物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其肉体可以食

用 贝壳由于其造型独特 !色泽鲜丽 因此具有较高的

观赏和收藏价值 被世界各地的贝壳收藏爱好者所喜

爱 ∀笔螺科贝类营底栖生活 在生态系统尤其是底栖

生物的食物链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 和

年 ≈ 年在夏威夷海区观察到 Μιτραλιττερατα的分

布密度达到 ∗ 在 ∞∏ Μιτρα

φλαϖοχινγυλατα达 作为重要的捕食者和被捕

食者 对当地的底栖生态环境起着非常大的影响 ∀

国内外研究概况

有关笔螺科的分类研究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年林奈 ∏ 在他的名著5自然系统6一书中就对

笔螺科种类进行了分类研究 如 ςολυτα µιτρα ∏

学名至今仍被延用 ∀ √
≈ 年描述了世

界各海区笔螺属 Μιτρα 的 种 该

属是笔螺科最大的属 ∀ √
≈ 年在总结前人对

笔螺科的研究基础上 对一些有争议的属名作了修

正 并把 ςολυτεσ属的种类合并到 Μιτρα属中 ∀ 世纪

初期和中叶也有不少分类学家对该科动物进行系统

研究 ∞ 年曾研究了分布在日本的笔螺 ∀

≤
≈ 年详细描述了世界上分布的笔螺

属新近种 种 化石种 种并列出了欧洲第三

纪时期的 种 ∀ 和 ⁄ 年 ≈ 报道世界

范围内的笔螺科动物计 属 种 ∀ 我国周边国家

对此科也有报道 ∀≥ 和 年 ≈ 记

载菲律宾产笔螺科 属 种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国的学者也有一些地区性的报道 ∀ ∗

年 ≈ 报道了波利尼西亚地区的 余种笔螺 ∀

迄今为止 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种类约为 种

分隶于 余个属 ∀进入 世纪 年代以来 世界上

生物学家和分类学家对该科动物的研究一直没有间

断过 并不断有新属和新种被确立 ! 发现和描述 ∀
≈ 等学者对分布在印度附近海区的笔螺种类进行

研究 ∀

随着对笔螺科认识的深入 人们对一些属名和种

名进行了修正 ∀ ≤ 年 ≈ ! 和

⁄ 年 ≈ !≥ 和 年 ≈ 等学

者根据动物的齿舌和贝壳表面的雕刻等特征 把笔螺

科 广义 中具纵肋的属分出 建立独立的肋脊螺科

≤ ∀

我国对笔螺科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很少 仅有

一些零星记载 无系统研究 ∀齐钟彦等 ≈ 研究描述了

我国分布的 种笔螺 赖景阳 ≈ 报道了台湾产

的笔螺 种 ∀张素萍 ≈ 年报道了中国近海肋脊

螺科种类 属 亚属 种 在我国以往一直把本科

动物作为笔螺科的一个亚科进行报道 ∀我国笔螺科

狭义 估计种类约 种 ∀

我国笔螺科研究的展望

笔螺科动物是海洋动物区系中主要的软体动物

类群之一 在系统分类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由

于我国对笔螺科尚无系统的分类学研究 而根据野外

考察和已有的标本资料证实 我国将有许多特有种和

未描述的种类 对中国近海笔螺科的分类学研究肯定

会发现多个新的物种和新记录 ∀基于此 作者正在对

该类群做全面系统的分类研究 ∀首先研究近海的种

类 ∀材料主要来自于我国东南沿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收藏有我国历次大型海洋生物考察采集的大

量贝类标本 经初步的鉴定 其中笔螺科标本约有

种 需要进一步进行种的鉴定和描述 ∀研究手段以传

统的形态分类为主 辅以内部结构解剖及分子生物学

方面的最新的生物技术 如蛋白质电泳 核酸杂交 染

色体核型和计数等 ∀

中国近海笔螺科的分类学研究将对我国近海笔

螺科做出全面系统的分类学描述 对我国常见的笔螺

科种类就其形态 !结构等方面作系统的比较研究 对

以前的工作做全面系统的修订 解决疑难种的鉴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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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岸自然环境 双壳贝类经常达到很高的丰

度 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起着重要

作用 ∀双壳贝类作为滤食性动物具有很强的滤水能

力 如扇贝 !贻贝 !蛤和牡蛎的滤水率均可达到

# 它们能够过滤大量细小的颗粒物质 包括

浮游物 !浮游藻类 !微生物 !贝类幼虫和中型浮游动物

等 还包括来源于双壳贝类以及其它动物 如鱼 粪粒

的碎屑 ≈ ∀双壳贝类通过过滤大量的水体摄取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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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澄清一些混淆种及同物异名 并找出其亲缘关

系 ∀研究中将对每一种进行较详细的形态描述 并探

讨其种群关系 !生物学特性 !地理分布等 ∀搞清各海区

不同生活环境中种类的分布特点 ∀研究结果将为澄清

此类群动物的分类地位 !开发和保护经济贝类资源提

供基础资料 也将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动物地理学研

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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