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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师生，根据无脊椎动物学教学的需要，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

囱1952年开始，每年到大连沿海进行临海实习一次(教育大革命期间停止了几年)，到

文化大革命之前，先后共进行了十次实习。我们将历年实习采集的软体动物标本汇集至n

一起，经过研究鉴定，写成了这本“大连海产软体动物志掺。

本书共分两部分：总论部分一般地叙述了软体动物的特征及其经济价值等；各论部

分按软体动物的五个纲，分别叙述了每纲的简单形态和在大连沿海发现的种类。总共记

述了软体动物161种：计双神经纲6种，隶属于5属，3科，1目，腹足纲78种，隶属

于58属，34科，6目；掘足纲1种；瓣鳃纲66种，隶属于45属，24科，3日；头足

纲10种，隶属于7属，5科，2目。书中对每种动物的采集地、形态特征、生态、地理

分布及经济意义等，都作了简要的叙述，并附有插图或照片及种的检索表，以便于读者

对种的鉴定。

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曾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无脊椎动物研究室核对过标

本，并曾参阅过辽宁师范学院生物系和大连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对上述兄弟单位的大力

支援表示感谢。

书中所用名词系来自各主要参考文献，其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在这次编写中译出的。

本书初稿完成后，蒙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贝类学专家齐钟彦先生审阅，并提出了

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的插图系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绘图室

于振洲同志绘制，在此～饼致谢。

本书可供大连地区和北方地区教学、科研及水产部门参考。惟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所

掌握的资料，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汝翼

198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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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软体动物门包括的种类很多，现在已知的约有十万多种，除化石种类外，现存的仍

有八万多种。所以，软体动物门是动物界中仅次于节肢动物门的第二个大门。

欢体动物种类多，外形变化大，结构也很复杂，但它们的主要特点还是共同的，故

很好识别，它们是动物界中界限极明显的一个类群。

一、软体动物的特征

(一)外部特征

软体动物是身体柔软、不分节而具有次生体腔的后生动物。身体一般都左右对称，

只有腹足纲动物的身体大多数左右不对称，这是在发育过程中，身体扭转旋器的结果。

软体动物的身体一般可分为头部、足部、内胜囊(躯干)、外套膜和贝壳五部分。背

部的皮肤褶襞向下延伸而形成外套膜，并由它分泌出石灰质的贝壳。以保护柔软的身体

(图1)。

￡镕■

图1软件动物的模式凰

头部位于身体前端，具有口、眼、触手和其他感觉器官。但是，行动迟缓或营固

着生活的种类，如双神经纲和掘足纲动物，头部不发达，而营埋栖生活的瓣鳃纲动物，

头部目q完垒退化。

足部多位于头部后方身体的腹黼，是动物的运动器官，常随动物生活方式的不同，

而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营甸匍爬行生活的双神经纲和腹足纲动物，具有发达的肌肉质

的足部，并有广阔的踺部用以爬行于外物上，营穴居厦埋栖生括的瓣鳃纲和掘足纲动物，

足部即变为斧状或柱状，以便挖掘泥沙钻入其中生活，行动活泼的头足纲动物，其足韶

转而位于头部前方，分裂为具有吸盘的腕，用以捕捉食物，某些营固着生活的种类，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成体时足部退化，如牡蛎。

内脏囊(躯干部)是足部背面的隆起部分，包括大部分的内脏器官，如消化、循环、

生殖等系统。

外套蕞为内脏囊背侧皮肤的一部分褶襞向外延伸为膜状而成。外套膜在备纲动物

中形状不同，如石鳖类，外套膜比较显著地被覆着整个身体的背面，瓣鳃类，外套膜剐

常悬垂于身体的两倒，包被着整个身体；乌贼、章鱼等的外套膜则呈筒状，包被整个内

脏囊，仅有头部露出在外。

在外套膜与内脏囊之间有一空腔与外界相通，称为外套腔，肛门、排泄孔和生殖孔

宙2河蚌外套膜厦贝壳的横切面

等都开口于外套腔。大多数种类的呼吸

器官——鳃，也位于外套腔中。

外套膜能分泌贝壳，故亦属于保护

器官。外套膜的组织可分为三层，外层

和内层是单层表皮细胞，中层是肥厚的

结缔组织(固2)。

贝壳大多数软体动物都具有一

个、二个或多个贝壳。贝壳的形状和构

造因种类不同而变化很大，但每种都具

有独特的形态，因此是分类上的重要依

据。双神经纲的贝壳或有或无，如有则

为八块覆瓦状排列的贝壳；腹足纲的贝

壳是单一的，呈螺旋状；掘足纲的贝壳

呈管状或牛角状；瓣鳃纲的贝壳为两

片，呈瓣状，左右台抱}头足纲m壳除

原始种类保留外壳外，大多数种类都退

化为内壳，藏于背部外套膜之下。也有

一些种类的外壳完垒消失。

贝壳主要是由占垒壳95％的碳酸钙和少量的贝壳素(conchiolin)构成的。这些物质

系由外套膜上皮细胞间隙的血液渗透出来的。血内含有一种由蛋白质与重碳酸钙组台的

化合物，它可以分解成贝壳寨和碳酸钙，放出无水碳酸。

各类软体动物贝壳的构造大致相似，一般由三层构成(图2)。最外一层称角质屡或

皮层(Periostracum)，仅由贝壳素构成，达一层薄而透明，有时稍厚，具有色泽，是由外

套膜缘分泌形成的，随着动物的生长而逐渐扩大，起着保护外壳的作用。中间一层为棱

柱层(prismatic layer)，较厚，占贝壳的大部分，故又称壳层(ostracum)，是由角柱状的

方解石(calcite)所构成。这一层是由外套膜缘的背面分泌形成的，也是逐渐扩大但不增

厚。里面一层称珍珠层(pearl layer)，通常由叶片状的霰石(aragonite)构成，又称壳底

(hypostracum)，表面光滑，并且闪耀着彩色的光泽。这一层是由外套膜的垒表面分泌

形成的，它随着动物的生长而增厚，珍珠就是由这层形成的。

角质层和棱柱层都是由外套膜边缘部分分泌形成的，随动物体的生长而逐渐扩大，

但分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它们的分泌量常受季节更替和食物多寡的影响，在繁殖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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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甚至完全停止。由于外套膜缘不能连续分泌，致使贝壳表面常形成许多与壳缘平行的

痕迹，这就是生长线(growth line)。

贝壳是软体动物的保护器官，当动物活动时，头和足都伸出壳外，但一遇危险就缩

入壳内。头部和足部均有肌肉束与贝壳相连。象掘足类、瓣鳃类的收足肌，头足类的缩

头肌，肌束均是成对和对称的，但腹足类的壳轴肌则是单一的。这些肌肉的纤维均与贝

壳的内表面相连。

有些种类外套膜的自由边缘能翻转在贝壳表面，被覆一部分贝壳；有的甚至形成一

个口袋完全包被了贝壳，这样就使贝壳变为内壳，如壳蛞蝓(Philine)。

‘二)内部结构特征

体腔和循环系统软体动物的初生体腔和次生体腔同时存在，而次生体腔极度退化，

仅残留于围心腔、生殖腔及排泄器官的内腔之中。初生体腔则存在于身体备器官组织之

间，其中充满的不是体腔液而是血液，因此这些空隙便称为血窦。血窦里的血液由动脉

注入，同时又不断地被静脉引出。

循环系统的中枢为心脏，位于内脏囊中偏背侧的围心腔内，由心室和心耳两部分构

成。心室一个，壁较厚为肌肉质，收缩力强，能将血液送入动脉管中。心耳壁薄，能接

受由静脉回心的血液，其数目常随鳃的数目而异，有一、二或四个不等。心室和心耳问

有瓣膜，借以防止血液的逆流。血液从动脉管流出后进入身体各部分组织间的血窦里，

经肾脏和呼吸器官，、再进入静脉。这种动脉管和静脉管并不直接连接，血液也不完全封

闭在血管中，故称为开管式的循环系统。

软体动物的血液一般无色，内含变形虫状的血细胞。有些种类血中含有血红素

(haemoglobin)或血青素(haemocyanin)，因此血液成红色或青色。

消化系统消化管两端开孔，即口和肛门。通常口在前端，肛门位于身体后方。但

多数腹足纲动物，因身体发生扭转而使肛门转位于身体的前方。消化管可分为三段；前

肠包括口腔和食道，中肠即膨大的胃，后肠即肠的本身。

口为一简单的开孔，其后有一球状的膨大部，即口腔。除瓣鳃类没有口腔外，其他

各类的口腔壁常有颚片(mandible)及齿舌(radula)。颚片位于口腔前部，为摄取食物之

用。齿舌是软体动物独有的特殊器官，由多列角质齿板组成，状似锉刀。齿舌藏于口腔

底部的齿舌囊中，用时自囊中伸出，通到口外，帮助摄食及锉碎食物。

齿舌上有许多小齿，小齿的形状、数目和排列方式变化很大，但随各种、属不同而

各有一定，为鉴定种类时的重要特征。小齿通常以一定方式组成横列，许多横列构成一

条齿舌。每一横列通常有中央齿(central t00th)一枚，左右两侧各有侧齿(1ateral teeth)

一对或数对，边缘有缘齿(marginal teeth)一对或许多对。齿的排列常用数字和符号表

示，即齿式。如皱纹盘鲍(Haliotis discus hannai)的齿式为oo·5·1·5·oo×108，即其

齿舌平均有108横列，每一横列有中央齿一枚，侧齿五枚，缘齿数极多。

软体动物常有大型的消化腺体——肝脏，位于消化管的中段，它兼有肝脏和胰脏两

者的作用，有导管直通胃内。在大多数草食性种类中，如多数瓣鳃类和一些腹足类，在

它们的消化管内有具消化作用的晶杆(crystalline style)，这些晶杆是由具有消化酶的胶

状物质组成的。它从晶杆囊中伸至胃内，通过晶杆囊壁上纤毛的摆动，使晶杆不断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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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样既有利于食物微粒进入消化管，又可帮助消化。

呼吸系统 在水中生活的软体动物用鳃呼吸。鳃通常是由外套腔内壁的皮肤伸张而

成的，称为本鳃(ctenidium)。原始种类的本鳃左右成对位于外套腔中。每鳃的基部有

鳃轴(axis)支持之，在鳃轴的两侧各生有并列的锯齿状小瓣鳃叶，使全鳃呈羽状，有的

鳃轴仅一侧着生鳃叶，使全鳃呈栉状。鳃轴里面，有动脉及静脉贯穿之，鳃叶腹面，还着生

有支撑鳃叶的几丁质杆。鳃和外套膜表面密生纤毛，由于纤毛的摆动，水受扰动进入外

套腔内，并按一定路线流动。水流能带进氧和食料，也能把碳气和废料带出外套腔。鳃

的数目和位置常随动物种类不同而有变化，如石鳖的鳃少者6对，多者88对，位于身

体两侧的沟状外套腔中}乌贼和章鱼有一对鳃；鹦鹉螺有两对鳃，多数的腹足类只有一

个鳃。有的种类本鳃消失而用皮肤呼吸，也有的在皮肤表面形成次生性鳃以营呼吸。陆

生种类无鳃，其外套腔壁上血管密集，能营气体交换。也有一些水生软体动物用外套膜

直接进行呼吸。，、 ’

排泄系统软体动物的肾脏为后肾型，与环节动物的肾管同源。原始的种类具有一

对肾脏l大多数腹足类由于身体旋卷的关系只有一个肾脏，另一侧的肾脏与同一侧的心

耳和鳃一起消失了；鹦鹉螺有肾脏二对。肾脏一端以具有纤毛的肾口通入围心腔内，另

一端以排泄孔开口子外套腔。它不仅搜集围心腔内的废料而排出之，而且其管壁的一部

分是腺质细胞，能从血液中吸取废料而一饼排出之。在腹足类、瓣鳃类和头足类的许多

种类中，由围心腔壁的上皮分化成的围心腔腺，也具有排泄作用。

神经系统双神经纲的神经系统比较原始，还没有集中神经节的分化，仍为分散的

梯形神经系。其余各纲动物的神经系都相应地集中为几对神经节，主要有四对：脑神经

节(cerebra ganglion)，分出的神经分布到头部和身体前端；足神经节(pedal ganglion)，

分出的神经分布到足部；侧神经节(pleural ganglion)，分出的神经分布到外套膜和鳃，

脏神经节(visceral ganglion)，分出的神经分布到消化管和其他内脏器官。各对神经节

间还有神经互相连接，这些神经节一般都有集中于身体某一部分的倾向，如头足类的某

些神经节在食道上常互相愈合而成为发达的脑。

大多数软体动物具有感觉器官，除身体表面具有司感觉的神经末梢外，还常有触手、

眼、平衡器等。

生殖系统软体动物大多数都是雌雄异体的，只有少数雌雄同体，但亦不自体受精。

在雌雄异体的种类中，除瓣鳃类外，其形态常因性别不同而有变化，即有明显的雌雄异

态现象，它们不仅具有不同的交接器，而且雌性的体积常较雄性的大。生殖腺由体腔上

皮形成，生殖输管一般与肾管相当，内端通向生殖腺腔，外端开口于外套腔或直接与外

界相通。

软体动物产卵的形武是多种多样的。双神经纲、掘足纲、一般的瓣鳃类和原始的腹

足类，卵子都是分散地、单个地呈自由状态产出；但是大部分的水生腹足类和头足类，

排出的卵子均由胶状物质粘附在一起，形成一个固着在外物上的卵群；营浮游生活的种

类，卵子则漂浮于水面。卵子孵化的地方也有不同，有的在体外，有的在母体的鳃腔中。

胎生的种类很少，仅在腹足类和双神经类中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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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发育特点

款体动物的卵受精后即开始卵裂，除头足纲外一般均行螺旋型卵裂，即从第三次卵

裂开始，每次卵裂时纺缍俸倾斜，使上端分出的各个小细胞位于下面各个大细脆之间，

而不是在同一直线上(圈3)。头足粪和某些腹足类为直接发生，即受精卵直接发育为下

一代个体t其他许多海产软体动物在发育过程中要经过两个幼虫时期——担轮幼虫和面

盘幼虫。担轮幼虫的发育情况与环节动物相似，而面盘幼虫(veliger larva)则是软体动

物所独有的幼虫期(图4)。发育到面盘幼虫时，担轮幼虫的日前纤毛圈发展成为能游辣

的纤毛面盘，以后逐渐生出头部、足部、外套

膜殛贝壳。面盘幼虫继续发育，经过变态后才

A
能成为幼年的个体。

睁莲
目3螺旋型卵裂 图4面盘幼虫

二、软体动物的生态和分布

软体动物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分布范围极广，世界各个地区几乎都有它们的踪迹。

无论是海洋、淡水或陆地，也无论是热带、温带或寒带，上至5，000多米的高山，下至

10，000多米的深海，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软体动物，但因类群不同生活的条件亦不

相同。腹足纲在海洋，淡水和陆地均有分布，瓣鳃类只生括在海洋和淡水里，其他三纲

软俸动物Rq完全生活在海洋里。

软体动物一般营自由生活，匍甸或游2jcl，有些种类移动能力不大，少数种类能在海

洋中迅速游泳I腹足类和瓣鳃类中有少数种类营固若生活或寄生生活。

在海洋中生活的戟体动物，其生活方式有三种。

(一)底牺生活t动物在海底匍匐生活，移动得不远，如大部分的腹足粪}或在泥

沙质海底及砾石海底营埋栖生活，如大部分的辩鳃粪；或者固着在外物上生活，如桂

蛎．贻贝等。

(=)游泳生活t能抵抗波浪及海流而自由游泳的软体动物，如头足类的乌贼、乘

鱼等。

(三)浮游生活；不能抵抗海流厦波浪，缺乏自由运动能力，只能随波透藏营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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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软体动物。如腹足纲后鳃类的翼足类动物和部分软体动物的幼虫。

软体动物的营养方式主要是摄取外界的营养物，因食物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肉食、

草食和杂食三类。软体动物的保护器官主要是贝壳，有些种类具有保护色和拟态，常与

周围环境的形状和色泽相似。乌贼喷射墨汁，海兔分泌紫色液，皆可视为自卫行为。。

我国沿岸包括渤、黄、东、甫四海，地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海区，软体动物的种

类极为丰富，沿海人民对它们的利用也极为广泛。但在解放前，除了少数的外国学者和

很少的国内科学家对这类动物做过一些零星的调查研究外，还很少有人做过比较系统的

关于种类、习性和利用情况的调查，特别是对经济意义较大的瓣鳃类了解得更少。解放

后，我国的贝类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对北自鸭绿江口南至西沙群岛的沿海软体动物

进行了普查，获得了很丰富的资料，一方面掌握了我国沿海软体动物的种类和分布状况，

另一方面也了解了沿海人民对软体动物的利用情况，以及对经济建设有危害的软体动物

种类。这方面的工作是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无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张玺、齐钟彦等科

研人员为主进行的，他们坚持多年的艰苦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

和专著，为我国海产软体动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东面黄海，西I陆渤海，港湾较多，海岸多曲折蜿蜒，波微

浪轻，适于动物栖息、产卵和繁殖。因此，这里的海产软体动物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可

观。

大连沿海具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海岸，如岩岸、砾石岸、沙岸、泥岸、泥沙岸、河流

入口的海岸等，这样就为生活习性不同的软体动物提供了栖息繁殖的场所。所以，大连

捂海不仅是软体动物调查研究的好去处，而且还是野外实习的好地方。东北各院校生物

系学生及中学生物教师每年都要到大连海滨实习采集，以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于1958--1979年在大海沿岸进行了软体动物的调查和采集。在岩岸的采集点

有。老虎滩、付家庄、黑石礁、黄龙尾等。在这些地方潮水退落后，岩礁多露出，岩隙

间积存海水，其中多藻类分布。软体动物有的固着或吸附于岩石上，如石鳖、笠贝、黑

偏顶蛤、紫贻贝、牡蛎等，有的潜伏于石块下，如短滨螺等，有的栖息于藻类间，如锈

凹螺、单齿螺、荔枝螺、多形核螺等。 ·

在沙岸的采集点有。夏家河子、营城子：大长山岛等。这些地方海湾内多风平浪

静，滩涂倾斜度很小，潮水退落后，沙滩辽阔，适于采集。在沙滩上爬行的有蝠螺、织

纹螺，但多数均埋栖于沙内，如玉螺、蛤蜊、竹蛏等。

在泥岸的采集点有。周水子、盐岛、香炉礁、貔口等。这些地方潮水退落后，滩涂

面积广，淤泥没足深。在泥滩上匍匐生活的软体动物主要是泥螺，它是泥岸的优势种，

此外尚有织纹螺、蝎螺、古氏滩栖螺、青蛤等。 一

在砾石岸的采集点有；星海公园、马栏河养殖场等。这些地方潮水退落后，滩涂面

积大，砾石下掺杂有泥沙，低洼处还有海藻丛生。在砾石上吸着或固着生活的，有石

鳖、笠贝、牡蛎等；在海藻砾石阆匍匐生活的，。有锈凹螺、单齿螺、荔枝螺、核螺等，

在砾石泥沙问埋栖生活的，有蛤仔、樱蛤等。

在泥沙岸的采集点有，营城子湾、河口等地。营城子湾潮间带为典型的泥沙滩，它

具有泥滩和沙滩的综合特征，动物区系组成既有盐岛泥滩者，又有夏家河子沙滩者。古

氏滩栖螺是优势种，平均栖息密度可达140个／米2，生物量为23．94克／米?，潮退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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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于泥沙滩上爬行，遇有大风，特别是寒风时，它们就潜居于泥沙中。此外，还有蝎

螺、玉螺、织纹螺、蚶、文蛤、蛤仔等。 ‘、

。

在有河流人海的海岸，如有淡水山溪流入的盐岛后套泥滩，夏家河人海口附近的潮

间带，都是淡咸水交汇处，绯拟沼螺便是在这类地区生活的指示动物。此外，尚有长牡

蛎及中国绿螂等。 ，

软体动物的经济意义

软体动物种类多，分布广，和人类关系密切。它们贝壳美丽，肉质鲜嫩，营养丰

富，比鱼类容易捕获，因此早在渔猎时代就成为人类捕获的对象。然而，软体动物的某

些种类对生产建设和人体健康都有危害，所以下面就分有益及有害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有益方面

1．食用在大连海产软体动物中除了掘足纲和大部分的双神经纲外，其余各纲的

软体动物几乎都可以食用，其中主要的有腹足纲的鲍鱼，玉螺、红螺、泥螺；瓣鳃纲的

蚶、贻贝，江珧、扇贝，牡蛎、文蛤、蛤仔、蛤蜊、竹蛏和头足纲的乌贼、柔鱼、章鱼

等。这些软体动物的肉体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和吸收，故是优良的海味食

品。据分析，其肉质部分含有蛋白质、无机盐和各种维生素，某些种类如牡蛎等还含有

多量的动物淀粉(glycogen)。 ‘．

软体动物因种类不同，其食用部位和利用情况也各有不同，如江珧、扇贝等有极强

大的闭壳肌，因而除了食用其整个肉体部分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它们的闭壳肌，江珧的

闭壳肌经加工千制后，称为“江珧柱”，扇贝的称为“干贝”，它们都是珍贵的海产品。贻：

贝、牡蛎、蛏等的整个肉体部分除供鲜食外，也可以加工成千制品或罐头。贻贝的千制．

品称为“淡菜”；牡蛎的千制品称为“壕鼓”，蛏的干制品称为“蛏干”，煮牡蛎和蛏的汤经

浓缩后还可以制成螓油和蛏油。乌贼的缠卵腺(俗称乌鱼蛋)也是很有名的海产食品。

由于科学的发展，采捕操作的机械化，许多种软体动物的天然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

人类的需要，于是人工养殖业便应需要而逐步地发展起来了。许多软体动物，特别是贻

贝和牡蛎的养殖业已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起来。我国沿海的劳动人民，对于软体动物的

养殖，尤其是对牡蛎、蛏、蚶等的养殖，已有悠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

于长期受封建统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使得这一养殖业在我国未得到很好

发展。解放以后，沿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才使这一养殖业又兴盛起来。

现在无论在养殖和捕捞的种类、产量方面，还是在操作技术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

大成绩。大连沿海的海产养殖业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主要的还是在海带养殖上，

对软体动物的养殖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大连海产软体动

物的养殖也亟待振兴。 。． 、

2．观赏及工艺用许多软体动物的贝壳光洁美丽，惹人喜爱，所以是人们在海滨

游玩时捡拾玩赏的对象。 ．’

近年来，大连的贝雕工艺兴起，并且发展很快。用各种空贝壳制成的日用品，如台

灯、烟具等，美观适用，颇受欢迎。而用空贝壳精心雕制的各种风景画及人物画，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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