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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贝壳和齿舌对中国近海笠贝总科动物的分类学研究 

张树乾1, 2, 张素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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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对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历年来在中国近海采集的笠贝总科标本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学研究, 

共鉴定出 2 科 5 属 11 种, 选取了其中的 9 种进行了齿舌解剖, 利用扫描电镜对其齿舌形态进行了观察

对比。结果表明, 笠贝总科种类的齿舌形态包括形状、排列方式以及齿尖的大小和数目可以作为区分

笠贝总科种类的分类依据之一, 从而将各属、种区分开来。此外, 文中利用最新的分类系统对各类群

进行了整理和分类, 对相关种类的分类地位进行了确立, 并对各物种贝壳的主要鉴别特征进行了描述, 

与相似种进行了分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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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贝总科(Lottioidea)是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较

为原始的一个类群,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1-2]。该类群呈世界性分布, 从两极地区到热

带海域, 从潮间带到深渊, 都有它们的踪迹。大多数

种类依靠腹足吸附在岩石上、藻类上或其他物体上, 

借助于齿舌刮食附着物表面的藻类或有机碎屑。有研

究表明, 笠贝总科动物的齿舌是迄今发现的强度最大

的生物材料, 具有开发仿生材料的潜在价值[3-4]。此

外, 由于该类动物与其他腹足类在壳形、齿舌结构以

及内部解剖特征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也

是研究贝类系统演化的理想材料。 

尽管笠贝总科动物在海洋贝类分类与系统演化

研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潜

在开发价值, 然而我国对其物种多样性的认知还远

远不足 , 缺乏系统的分类学研究 , 仅有一些零星或

区域性的报道[5-8], 导致对相关物种常常无法准确鉴

定, 严重困扰着相关研究的开展和进行。早期学者多

依靠贝壳外部形态对该类群进行分类, 缺乏对齿舌

的形态观察。笠贝总科的贝壳形态如颜色花纹、雕

刻等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仅依靠贝壳形态进

行分类常常会导致分类错误和混乱, 而齿舌的形态无

论在科内、属内, 还是在种内, 均存在着较为稳定的

差异, 是区分笠贝总科不同物种的重要依据[9-11]。作

者利用形态分类学方法对分布于中国近海的笠贝总

科种类进行了研究, 整理鉴定出 2 科 5 属 11 种, 在

观察贝壳形态特征的基础上, 利用扫描电镜对相关

种类的齿舌进行了观察对比。本研究成果可为分类

学、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相关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本文所观察和研究用标本主要为分布于中国近

海的笠贝总科种类。作者利用光学显微镜对贝壳的

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 并利用数码相机进行了拍照; 

查阅相关文献(包括原始文献和模式标本图片), 对

各物种进行了分类鉴定。 

1.2  齿舌的准备 

将软体部分置于体式显微镜下 , 用手术刀片沿

头部背面纵向剖开, 然后用解剖针及镊子挑出齿舌

带, 将其放入 10% NaOH 溶液, 室温浸泡 1~2 h 或

60℃浸泡 0.5 h, 期间振荡数次以彻底去除附带组织。

将处理好的齿舌带放在蒸馏水中, 洗去残余的组织

和氢氧化钠 , 用镊子和解剖针将其铺平 , 用导电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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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粘到样品台上 , 放入镀膜机内喷金 , 后放入扫

描电镜内, 5 kV 加速电压下进行观察拍照。 

2  结果与讨论 

整理鉴定出中国近海笠贝总科动物 11 种, 隶属

于 2 科 5 属, 选取 9 种进行了解剖, 利用扫描电镜对

其齿舌形态进行了观察和对比。 

笠贝总科 Lottioidea Gray, 1840 

特征: 贝壳呈斗笠状或低圆锥形 , 贝壳表面光

滑或具螺肋、放射肋、生长线等雕刻; 具楯形本鳃; 

齿舌带长, 中央齿常缺, 侧齿 1~3 对, 缘齿 0~2 对。 

高笠贝科 Acmaeidae Forbes, 1850 

高笠贝属 Acmaea Eschscholtz, 1833 

2.1  南沙笠贝 Acmaea nanshaensis Lu, 1991 
(图 1a) 

Acmaea nanshaensis Lu[12], 1991: 86, figs. 1-2, 
1-3.; Zhang & Zhang[13], 2015: 3, fig. 2. 

模式标本产地: 南沙群岛。 

检 查标 本 : 正模标本 (壳长 : 19.6 mm, 壳宽 : 

14.8 mm, 壳高: 11.7 mm), 南沙群岛万安礁, 6°00′N 

109°25′E, 沙质底, 水深 147 m, 1987.05.17.采。 

形态特征: 贝壳中等大小, 呈圆锥形; 壳质较厚, 

坚实。壳顶位于贝壳前方 1/4 处。贝壳表面具排列规

则的发达螺肋。贝壳呈乳白色。壳口呈椭圆形, 前端

宽, 后端稍窄, 内部为白色。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水深 147 m 的砂质海

底。目前仅见于南沙群岛。 

笠贝科 Lottiidae Gray, 1840 

小笠贝属 Lottia Gray, 1833 

2.2  陆川小笠贝 Lottia luchuana (Pilsbry, 
1901) (图 1b) 

Patella luchuana Pilsbry[14], 1901: 202. 
Collisella luchuana: Hirase & Taki[15], 1954: pl. 

57, fig. 1. 
Lottia luchuana: Sasaki & Okutani[16], 1994: 253, 

figs. 1a-f; Sasaki[17], 2000: 30, fig. 17.; 郭家旻 [18], 

2009: 8, figs. 8-9.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陆丘岛。 

检查标本: 2 个标本, 浙江南麂列岛, 2013.11.。 

形态特征: 贝壳中等大小, 呈帽状; 壳质薄。壳

顶位于中央稍前方。壳表具弱的放射肋和细的生长

纹。壳表颜色为淡黄色, 具有白、褐相间的放射带。

壳口略呈方椭圆形, 内面为白色。 

齿舌齿式为 1+3+0+3+1。第一侧齿较小, 第二侧

齿宽大、呈楯状, 第三侧齿小, 缘齿低、小[16]。 

标本测量(mm):  

壳长 21.0 16.1 

壳宽 19.0 13.9 

壳高 6.5 5.4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间带岩礁上。见于我

国浙江以南沿海[18-19 ]; 日本也有分布。 

讨论: Pilsbry[14]首次描述了该种, 将其放在帽贝

属 Patella 中, 随后, Hirase & Taki[15]依据贝壳形态将

其移入 Collisella 中, Sasaki & Okutani[15]根据其齿舌

结构特征, 将其移入了笠贝属 Lottia 中, 并提供了该

种的模式标本图片。本研究所用标本在壳形和颜色

图案上均与模式图片一致。 

2.3  北戴河小笠贝 Lottia peitaihoensis (Gra-
bau & S. G. King, 1928)(图 1c, 3a) 

Acmaea peitaihoensis Grabau & King[20], 1928: 
39; 齐钟彦等[6], 1989: 21, text-fig. 24.; Coan, et al.[21] 

2015: 204, figs. 20A–D. 
Acmaea kolarovai Grabau & King[20], 1928: 

143–144, 235, 278, pl. 11, fig. 114. 
Collisella kolarovai: 张素萍等[8], 2016: 17, fig. 17.  

Collisella peitaihoensis: Qi[7], 2004: 14, pl. 6F. 
Lottia dorsuosa: 张素萍等[8], 2016: 17, fig. 16. 

模式标本产地: 河北北戴河。 

检查标本: 10 个标本, 河北北戴河, 1925.07.; 3

个标本, 山东青岛, 2014.05.。 

形态特征: 贝壳矮或稍高, 呈帽状; 壳质较薄。

壳顶位于贝壳前方 1/4 处。壳表具细弱的放射肋和生

长纹。壳表为白色或淡黄色, 有与棕色相间的放射

带。壳口呈椭圆形, 前端稍窄, 内为白色或浅蓝色, 

边缘有一圈白、褐相间的镶边。 

齿舌齿式 1+3+0+3+1。第一侧齿稍短, 基部长; 

第二侧齿呈三角铲状; 第三侧齿宽短。缘齿低小, 呈

圆形。 

标本测量(mm):  

壳长 11.2 11.4 9.5 11.0 9.5 

壳宽 8.7 8.8 7.0 8.4 7.1 

壳高 4.8 4.7 3.6 4.7 3.9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间带岩礁上。我国见

于黄渤海; 在日本北部也有分布。 

讨论: 该种最早由 Grabau & King[22]描述于河北

省北戴河沿海。Coan 等[19]通过检阅模式标本,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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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氏小节贝 Acmaea kolarovai 为北戴河笠贝的同物

异名。在以往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依据贝壳形态将该

种放入不同的属中[7-8, 20]。作者通过观察其齿舌结构, 

认为该种应归入小笠贝属 Lottia 中。 

本研究所用标本与模式标本(标本号: MBM229002)

在壳形和颜色图案上均一致, 但螺肋的粗细程度在

不同的个体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具有连续

性, 存在中间类型, 因此应视为种内变异。此外, 该

种与陆川笠贝在贝壳的颜色花纹上较为相似, 不同

之处在于后者的齿舌第二侧齿呈楯状而非三角铲

状、缘齿呈舌状而非圆形[16, 18]。 

新笠贝属 Nipponacmea Sasaki & Okutani, 1993 

2.4  黑新笠贝 Nipponacmea nigrans (Kira, 
1961) (图 1d, 3b) 

Notoacmea nigrans Kira[23], 1961: 293, text-fig. 1. 
Nipponacmea nigrans: Sasaki & Okutani[24], 1993: 

22, figs. 15g, 16g, 17g, 18g, 19g, h, 20g, 23; pl. 1, figs. 
17-21.; Sasaki[17], 2000: 32, fig. 27.; 郭家旻[18], 2009: 

11, fig. 12.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纪伊半岛。 

检查标本: 4 个标本 , 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村 , 

2014.04.12.。 

形态特征: 贝壳低平, 壳质薄、坚硬。壳顶钝圆, 

位于贝壳中央稍前方。壳表具明显的、排列密集的

放射肋, 与细弱的生长纹相交成弱的颗粒状突起。壳

表颜色为淡黄色 , 常杂以白色或青色斑点或斑块 , 

有的个体具 2 条浅色的、宽的放射带。壳口呈椭圆

形, 内为灰白色。 

齿舌齿式为 0+3+0+3+0。第一和第二侧齿宽长

且弯曲, 其末端较尖; 第三侧齿低小, 呈三角状。 

标本测量(mm):  

壳长 26.0 23.1 22.3 22.0 19.0

壳宽 22.0 18.5 17.6 16.8 16.2

壳高 8.8 7.8 7.2 6.5 6.2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间带岩礁上。见于福

建以南沿海[16, 23]; 在日本也有分布。 

讨论: 该种最初被放入 Notoacmea 中, Sasaki & 

Okutani[24]依据贝壳和齿舌形态将其移入新笠贝属

中。本研究所用标本与模式标本在贝壳的颜色图案

上有所差别(见 Sasaki & Okutani[24]), 但两者在贝壳

壳形、雕刻以及齿舌形态上基本一致。 

 

图 1  笠贝总科动物的贝壳 

Fig. 1  Lottioidea shells 

a: 南沙笠贝 Acmaea nanshaensis Lu, 1991; b: 陆川笠贝 Lottia luchuana (Pilsbry, 1901); c: 北戴河笠贝 Lottia peitaihoensis (Grabau & S. G. 

King, 1928); d: 黑新笠贝 Nipponacmea nigrans (Kira, 1961); e, f: 齿舌新笠贝 Nipponacmea radula (Kira, 1961). 比例尺: 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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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齿舌新笠贝 Nipponacmea radula (Kira, 
1961) (图 1e, 1f, 3c) 

Notoacmea radula Kira[23], 1961: 292, text-fig. 1. 
Nipponacmea radula: Sasaki & Okutani[24], 1993: 

21, figs. 15-21f, 22; pl. 1, figs. 10-11.; Sasaki[17], 2000: 
32, fig. 26.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鹿儿岛县。 

检 查 标 本 : 5 个标本 ,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 

2014.04.10.。 

形态特征: 贝壳低平, 壳质薄、脆。壳顶位于贝

壳中央稍前方。壳表具明显的颗粒状放射肋; 生长纹

弱。壳表颜色具淡黄色和棕色相间的放射带, 杂以白

色斑点或斑块。壳口呈椭圆形, 内为青灰色。 

齿舌齿式为 0+3+0+3+0。第一侧齿和第二侧齿

宽大, 顶端呈钝尖状; 第三侧齿小, 呈三角形。 

标本测量(mm):  

壳长 24.0 23.2 22.8 21.2 13.7

壳宽 21.7 20.2 19.8 18.5 11.6

壳高 6.3 4.4 5.5 6.0 3.4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间带岩礁上。分布于

黄渤海沿岸[25]; 在日本也有分布。 

讨论: 该种最初被放入 Notoacmea 中, Sasaki & 

Okutani[24]依据贝壳和齿舌形态将其移入新笠贝属

中。该种的齿舌形态与黑新笠贝较为相似, 但齿舌的

第一侧齿和第二侧齿较为宽短。 

2.6  史氏背尖贝 Nipponacmea schrenckii 
(Lischke, 1868)(图 2a, 3d) 

Patella schrenckii Lischke[26], 1868: 220. 
Notoacmaea schrenckii: 张玺等[5], 1964: 21.; 齐

钟彦等[6], 1989: 21-22, text-fig. 25. 

Nipponacmea schrenkii: Sasaki & Okutani[24], 1993: 
figs. 2-14, 15a, 16a, 17a, 18a, 19a, 20a, 21a. pl. 1, figs. 
1-2.; Sasaki[17], 2000; 张素萍等[8], 2016: 19.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长崎。 

检查标本: 6 个标本, 广东省, 1955.01.07.。 

形态特征: 贝壳中等大小, 低平, 壳质薄而脆。

壳顶位于贝壳前方约 1/5 处。壳表具发达的呈颗粒状

的放射肋 ; 生长纹细弱。壳面颜色多变 , 随生长环

境而异 , 通常为浅黄色或黄绿色 , 夹杂以青色或褐

色的斑点或斑块。壳口呈规则的椭圆形, 内面呈青

灰色。 

齿舌齿式为 0+3+0+3+0。第一侧齿较小, 背面具

发达的纵脊; 第二侧齿宽大, 略呈三角状, 外侧边缘

有一明显的凹陷; 第三侧齿低、小。 

标本测量(mm):  

壳长 27.2 23.2 22.8 22.0 18.6

壳宽 20.4 18.5 18.2 17.3 13.2

壳高 5.3 6.6 7.0 5.5 4.0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在高潮带岩礁上。我国南

北沿海常见种; 国外见于朝鲜半岛和日本。 

讨论: 该种之前被放入不同的属中 [5- 6, 26], Sa-

saki & Okutani[24]依据贝壳和齿舌形态将其归入新笠

贝属 Nipponacmea 中。史氏背尖贝与黑新笠贝和齿

舌新笠贝在贝壳形态上较为相似, 壳表均具发达的

颗粒状放射肋。不同之处在于齿舌的第一侧齿背面

具发达的纵脊, 第二侧齿更为宽大。 

白笠贝属 Niveotectura Habe, 1944 

2.7  白笠贝Niveotectura pallida (Gould, 1859) 
(图 2b, 3e) 

Patella pallida Gould[27], 1859: 162. 
Tectura (Niveotectura) pallida: Habe[28], 1944: 

185, fig. 7. 
Patella pallida: Sasaki[17], 2000: 28, fig.1. 
Acmaea pallida: Zhang[29], 2008: 20.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函馆湾。 

检查标本: 15 个标本, 山东省海洋岛, 1956.11.23.。 

形态特征: 贝壳大, 较高, 壳质厚而坚实。壳顶

位于贝壳前方 1/3 处。贝壳表面具十分发达的放射肋, 

生长纹弱。壳表颜色为乳白色。壳口呈方椭圆形, 前

端窄, 后端稍宽, 内为白色, 肌痕不明显。 

齿舌齿式为 0+3+0+3+0。三个侧齿同等大小, 呈

三角铲状, 前端具明显的凹陷, 齿尖钝圆。 

标本测量(mm):  

壳长 31.4 30.0 23.7 17.6 15.0

壳宽 26.1 23.8 18.1 13.5 11.8

壳高 16.4 13.0 11.4 7.3 6.9 

习性及地理分布: 寒温带种 , 生活于潮间带低

潮区至水深约 20 m 海藻繁茂的岩礁上。分布于北太

平洋 , 在我国见于渤海和黄海沿岸 ; 国外见于日本

和朝鲜。  

讨论: 该种最初被归在帽贝科 Patellidae、帽贝

属 Patella 中。Habe[28]观察其齿舌形态后认为该种应

属于笠贝科、拟帽贝属 Patelloida 种类, 并为此建立了

新亚属 Niveotectura(现已被提升为单独的属)。然而, 

这一结论在随后的研究中并没有被广泛接受[17, 29]。作

者通过观察该种的齿舌形态 , 认同 Habe[28]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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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归在白笠贝属 Niveotectura 中。 

拟帽贝属 Patelloida Quoy & Gaimard, 1834 

2.8  圆锥拟帽贝 Patelloida conulus (Dunker, 
1861) (图 2c, 3f) 

Patella conulus Dunker[30], 1861: 24, pl. 3, fig. 19. 
Patelloida conulus: Habe[28], 1944: 176, fig. 2.; 

Sasaki[17], 2000: 28, fig. 10; Nakano & Ozawa[32], 2005: 
363, figs. 1C, 5A-D, 6C-D; 张素萍等[8], 2016: 20, fig. 

20.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爱知县。 

检 查 标 本 : 6 个标本 , 福建省东山潮间带 , 

1984.04.17.。 

形态特征: 贝壳小, 通常高, 但有的个体稍矮; 壳

质较厚, 坚硬。壳顶位于贝壳近中央处。壳表具细弱

的放射肋和生长纹。壳表颜色为白色或淡黄色, 具棕

色或黑色斑点。壳口近圆形, 内为青色, 肌痕不明显。 

齿舌齿式为 2+3+0+3+2。第一侧齿宽短, 顶端稍

尖; 第二侧齿呈梯形, 顶端钝圆; 第三侧齿小、呈圆

形, 基部与第二侧齿相连。缘齿呈豆芽状。 

标本测量(mm):  

壳长 6.6 6.5 6.5 6.0 5.5 

壳宽 6.3 6.5 6.2 5.8 5.0 

壳高 6.0 6.3 5.0 5.6 5.0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沙质或泥质的中潮带

附近, 常附着在滩栖螺的贝壳上。中国南北沿海均有

分布; 国外见于日本及朝鲜半岛。 

讨论: 本种最初被放在帽贝属 Patella 中 [30], 

Habe[28]依据齿舌形态将其归入了拟帽贝属中。圆锥

拟帽贝的贝壳在不同群体间变化较大, 大多数的个

体贝壳较高 , 但有些个体较矮 , 且贝壳的颜色也存

在着较大的种内变异[32]。Nakano & Ozawa[32]为本种

选定了新模, 并对贝壳和齿舌形态进行了详细描述。

本研究所用标本的贝壳和齿舌均与模式标本形态基

本一致。 

2.9  矮拟帽贝 Patelloida pygmaea (Dunker, 
1860)(图 2e, 3g, 3h) 

Patella pyamaea Dunker[30], 1860: 154. 
Patelloida pygmaea: 齐钟彦等[6], 1989: 22, text- 

fig. 22; Nakano & Ozawa[32]: 366, figs. 1A-B, 5G-H, 
6E-H; 张素萍[29], 2008: 20.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长崎。 

检查标本: 5 个标本, 青岛红石崖, 1981.06.02.。 

形态特征: 贝壳小、较高、壳质厚而坚实。壳顶

位于贝壳中央稍前方。壳表具有细弱的放射肋。壳

面颜色多变, 灰白色、黄色或青灰色, 有白、褐相间

的放射带。壳口为卵圆形, 内为灰白色或浅蓝色。 

齿舌齿式为 2+3+0+3+2。第一侧齿稍窄; 第二侧

齿宽大, 顶端钝圆; 第三侧齿低小。缘齿呈豆芽状, 

末端边缘呈锯齿状。 

标本测量(mm):  

壳长 12.9 9.1 9.0 9.0 7.2 

壳宽 9.8 7.8 7.9 8.3 5.6 

壳高 7.3 4.0 4.8 6.7 3.0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在潮间带岩礁, 附着在牡

蛎壳上。黄、渤海常见种; 国外见于日本和朝鲜半岛。 

讨论: 矮拟帽贝虽然与圆锥拟帽贝同域性分布, 

但两者的生活习性有明显不同: 圆锥拟帽贝附着在汇

螺科种类的壳上, 而矮拟帽贝常附着在牡蛎壳上。与

圆锥拟帽贝相比, 矮拟帽贝的贝壳通常较矮; 此外, 其

齿舌的第二侧齿呈三角铲状, 与圆锥帽贝明显不同。 

2.10  琉球拟帽贝 Patelloida ryukyuensis 
Nakano & Ozawa, 2005(图 2d, 3i, 3j) 

Patelloida ryukyuensis Nakano & Ozawa[32], 2005: 
366, figs. 1E, 5I-L, 6I-L)  

模式标本产地: 日本冲绳县。 

检 查 标 本 : 10 个 标 本 , 福 建 平 潭 潮 间 带 , 

1984.05.04.。 

形态特征: 贝壳低平或稍高, 壳质较薄。壳顶位

于贝壳中央稍前方或至前端 1/3 处。壳表雕刻有明显

的放射肋及细弱的生长纹。壳表颜色多变, 但底色

多为浅黄色或棕色, 常杂以深棕色的放射状条带。

壳口呈椭圆形 , 内侧以乳白色为主。肌痕明显 , 多

为浅棕色。 

齿舌齿式为 2+3+0+3+2。第一侧齿与第二侧齿

宽大、呈杓状, 尖端圆钝; 第三侧齿小, 位于第二侧

齿外侧基部; 缘齿呈豆芽状。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泥沙底质的牡蛎壳上, 多

见于中潮带和高潮带。福建、广东和香港有分布[17, 32]; 

国外见于日本。 

标本测量(mm):  

壳长 15.8 14.0 13.5 10.4 10.8

壳宽 12.3 11.5 10.5 8.0 8.0 

壳高 5.3 5.2 4.8 4.2 4.1 

讨论: 齿舌与矮拟帽贝较为相似 , 不同之处在

于缘齿的末端边缘平整, 非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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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鸡爪拟帽贝 Patelloida saccharina (Lin-
naeus, 1758)(图 2f, 3k) 

Patella saccharina Linnaeus[33], 1758: 781. 
Patelloida saccharina lanx: 张玺等[5], 1964: 23; 

Sasaki, 2000[17]: 29, pl. 14, fig. 6.; 张素萍[29], 2008: 21. 

模式标本产地: 加勒比巴巴多斯。 

检查标本: 2 个标本, 福建东山, 1984.04.14. 

标本测量(mm):  

壳长 16.1 15.5 

壳宽 14.3 13.2 

壳高 4.8 4.2 

形态特征: 贝壳呈笠状, 较为低平, 壳质较厚。

壳顶位于贝壳前端约 1/3 处。壳表雕刻有 7 条极为发

达的放射肋, 向壳口辐射呈鸡爪状; 生长纹细弱。壳

表呈黑褐色, 壳顶及放射肋为白色。壳口边缘具与放

射肋相对应的凹沟, 内面颜色以白色为主。 

齿舌齿式为 2+3+0+3+2. 第一侧齿稍小 , 基部

长; 第二侧齿的基部较窄, 末端宽大; 第三侧齿最小, 

其末端向外侧弯曲。缘齿呈豆芽状, 末端宽大。 

习性及地理分布: 生活于潮间带岩礁间。印度-

太平洋广布种 , 国内见于东南部沿海 , 国外见于地

中海、日本、澳大利亚、加勒比等国家和地区。 

 

图 2  笠贝总科动物的贝壳 

Fig 2  Lottioidea shells 
a: 史氏背尖贝 Nipponacmea schrenckii (Lischke, 1868); b: 白笠贝 Niveotectura pallida (Gould, 1859); c: 圆锥拟帽贝 Patelloida conulus (Dunker, 

1861); d: 琉球拟帽贝 Patelloida ryukyuensis (Nakano & Ozawa, 2005); e: 矮拟帽贝 Patelloida pygmaea (Dunker, 1860); f: 鸡爪拟帽贝 Patelloida 

saccharina (Linnaeus, 1758). 比例尺: 5 mm 

 

3  结论 

尽管帽贝的贝壳形态如颜色图案、壳表雕刻等

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 存在较大的种内变异 , 但

贝壳的形态特征仍然是鉴定笠贝种类最为直接和最

为重要的依据。本研究中, 除南沙笠贝和白笠贝的壳

表颜色为纯白色外, 其他种类的壳表均具不同颜色

的花纹图案。大多数种类可依靠贝壳的形态特征与

其他种类区分开来 ; 但有一些种类 , 如陆川笠贝和

北戴河笠贝、齿舌新笠贝和史氏背尖贝, 其贝壳形态

非常相似 , 且存在较大的种内变异 , 很容易被鉴定

成同一种或同一种被鉴定为不同的种。因此, 尽管贝

壳形态为重要的分类依据, 但单纯依靠其进行分类

学研究常常会导致错误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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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笠贝总科动物的齿舌 

Fig. 3  Lottioidea radulae 

a: 北戴河笠贝 Lottia peitaihoensis (Grabau & King, 1928); b: 黑新笠贝 Nipponacmea nigrans (Kira, 1961); c: 齿舌新笠贝 Nipponacmea 

radula (Kira, 1961); d: 史氏背尖贝 Nipponacmea schrenckii (Lischke, 1868); e: 白笠贝 Niveotectura pallida (Gould, 1859); f: 圆锥拟帽贝

Patelloida conulus (Dunker, 1861); g, h: 矮拟帽贝 Patelloida pygmaea (Dunker, 1860); i, j: 琉球拟帽贝 Patelloida ryukyuensis (Nakano & 

Ozawa, 2005); k: 鸡爪拟帽贝 Patelloida saccharina (Linnaeus, 1758). 比例尺: 100 μm 

 
笠贝总科动物的齿舌形态主要包括侧齿齿尖的

大小、数目、形状等, 其不仅在科水平和属水平划分

上具有重要的分类意义, 同时也是区分不同物种的

重要特征[9-11]。本研究中, 在观察的 9 种笠贝中, 除

齿舌新笠贝 Nipponacmea radula (Kira, 1961)和黑新

笠贝 Nipponacmea nigrans (Kira, 1961)的齿舌较为相

似外, 其他笠贝的齿舌形态在属内、种内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 而在属间和种间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因此可以作为区分属、种的有效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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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morphologies of a total of 11 species of Lottioidea belonging to two 

families and five genera. Of these, we examined the radular features of nine species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

cop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radular morphology is a useful featur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ottioidea species at 

the familial and generic level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level. In addi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the latest classifi-

cations for all the species studied and briefly describe and compare them to related species. We also discuss the 

taxonomic status of som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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