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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腹足类分类学研究进展 
—— 纪念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建所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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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建所 70 年来, 在海洋贝类分类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 做出

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本文综述了建所以来我所海洋腹足类分类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进展, 概述了取

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分析了现代腹足类分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

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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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足纲 (Gastropoda)是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中种类 多的一个类群 , 目前已报道的种类接近

10 万种 , 其中约有 73 000 种生活在海洋中 [1]。该

类群由于种类多、数量大 , 且很多种类具有较高的

食用、医用和观赏价值 , 因而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

关。随着时代的发展 , 人类与海洋腹足纲的关系日

益密切 , 这种关系不断提高着人们对海洋腹足类

的认知水平 , 而作为基础学科的海洋腹足纲分类

学研究 , 在认知、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海洋腹足纲分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

对海洋中生活的不同腹足纲种类进行准确鉴定、命

名 , 并根据各级分类阶元(目、科、属、种)间的亲

缘关系对其做出系统地排列。其结果可为相关研究

如水产养殖、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海洋生物资源

保护与利用等提供可靠的物种信息和科学依据。中

国关于海洋腹足纲的分类学研究已有上百年的积

累 , 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在此过程中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作为我国海洋贝类分类学

研究的主导力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 , 对

其研究工作进行概述可总体上反映出中国海腹足

纲的分类研究历程。基于此 , 作者对建所 70 年以

来 , 几代人对我国海洋腹足纲分类学的研究成果

与进展进行总结 , 对其研究历史进行概述 , 指出

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 

以期为中国海腹足纲的相关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

借鉴。  

一、研究进展 

我国人民在数千年前就开始认识、利用海洋腹

足类 , 但长期以来对其认知较为朴素 , 一些古籍中

关于形态的描述也较为简单, 并未形成系统、科学的

认知体系。直到 18 世纪, 一些国外的商人或传教士

来到中国, 他们采集了很多海洋贝类标本带回国内

并交由各个科研单位进行分类学研究, 发现和报道

了大量的产自中国的腹足类新种, 其模式标本也被

收藏在不同国家的标本馆或博物馆中[2-3]。 

我国关于中国海腹足纲分类学的研究起步较

晚。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国科学社、北平研究院

动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相继成立, 为我国的

近代贝类学研究提供了科研机构和工作场所, 一些

早期贝类分类学者, 如秉志、金叔初、阎敦建和张玺, 

对中国一些海域的腹足类开展了初步的采集和分类

学研究, 对其种类组成和区系特点进行了探索性的

调查, 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但受限于当时的科

研条件和环境 , 很多工作并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 , 

相关研究也长期停滞不前[3]。 

1950 年 8 月 1 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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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研究室在青岛成立。之后, 组建了以张玺为

组长, 齐钟彦、李洁民、马绣同、楼子康、王祯瑞、

林光宇、刘月英等为主要成员的贝类研究小组, 从此

开展了有组织的中国贝类学研究, 当时的研究主要

以海洋贝类分类、区系、形态和生态学等方面为主。

此后 , 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 

作为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腹足类分

类学也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的研究进展。作者根据研究特点的不同, 将这些研究

进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0 年至 1999 年 

中国的贝类研究团队在张玺和齐钟彦教授的带

领下, 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我国海洋软体动物区系调

查与分类学研究, 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软体动物资

源调查。1950—1953 年, 开展了中国北方主要是辽

宁、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沿海的调查采集工作 ; 

1957—1960 年, 张玺担任中苏海洋生物调查团中方

团长, 领导了在青岛、塘沽、大连、舟山、湛江和海

南岛的调查 , 特别是对海南岛的调查规模 大 , 前

后做了春、夏季及秋、冬季两次调查, 获得了丰富的

贝类标本和相关资料, 推动和发展了我国的潮间带

生物学研究。接下来他们又在全国各海区进行广泛

地贝类资源调查和采集工作, 包括有组织地进行了

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1958—1960)、中越北部

湾联合调查(1959—1960, 1962)等。在对中国海域进

行的多次海洋贝类调查采集中, 获取了大量的标本

和较为齐全的地理分布等信息资料。通过对标本的

鉴定和区系分析 , 张玺等 [4]首次把我国的软体动物

分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系: 长江口以北的黄渤海区

为暖温带动物区系; 长江口以南大陆近海和台湾西

北部至海南岛北部为亚热带动物区系; 台湾东南岸、

海南岛南部及其以南海区为热带动物区系。它们分

别属于北太平洋温带区远东亚区、中国—日本亚区

以及印尼—马来亚区。之后又开展了东海大陆架调

查(1975—1981)、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沙群岛海

洋生物调查(1975—1980)、中国科学院南沙群岛海洋

生物调查(1985, 1987—2000)等, 调查范围北至鸭绿

江口、南至南沙群岛。通过这些调查和研究, 获得了

大量的海洋腹足类标本和本底资料, 初步摸清了中

国海腹足纲的种类组成和区系特点, 发表了百余篇

有影响的贝类学研究论文和十余部专著 [5], 研究成

果涉及腹足纲鲍科、笠贝科、帽贝科、钥孔 科、马

蹄螺科、蝾螺科、滨螺科、凤螺科、宝贝科、玉螺科、

鹑螺总科、骨螺科、榧螺科、笔螺科、塔螺科和腹足

纲后鳃类等类群。代表性的论文有: 中国近海宝贝科

的研究[6]; 西沙宝贝总科新记录[7]; 东海大陆架宝贝

总科两个罕见种的发现[8]; 中国近海梭螺科的研究[9]; 

中国近海发脊螺科软体动物 [10]; 中国近海冠螺科的

研究[11]; 中国近海蛙螺科的研究[12]; 中国近海鹑螺科

的研究[13]; 中国近海榧螺科的研究[14]; 中国近海骨螺

科的研究[15-17]; 中国近海浮游软体动物的研究[18]; 中

国近海鲍科的研究[19]; 䗩中国海钥孔 科的研究[20-21]; 

中国海兔科的研究[22]; 西沙群岛潮间带的后鳃类软

体动物 [23]; 露齿螺科一新属、新种 [24]; 中国沿海片

鳃科(后鳃类)的研究 [25], 中国近海肋脊笔螺科的研

究 [26]; 中国近海玉螺科的研究 [27], 等等。代表性的

专著有《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28], 《贝类

学纲要》[29], 《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30], 

《中国动物图谱•软体动物 第 1-4 册》[31-34], 《黄渤

海的软体动物》[35], 《中国经济软体动物》[36], 《中

国动物志•软体动物门•头足纲》[37], 《中国动物志•

腹足纲•宝贝总科》[38],《中国动物志•后鳃亚纲•头楯

目》[39]。同时,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贝类学研究人才。

这一时期的研究极大推动了海洋腹足类分类学在中

国的发展 , 先后报道的中国海腹足纲动物上千种 , 

记录了一批中国新记录种, 发现的新种近 200 种, 使

得中国一举成为海洋腹足纲物种多样性 为丰富的

国家之一[40]。相关研究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快速发

展, 为贝类的水产养殖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海

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及资源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极为丰

富的基础资料。 

第二阶段: 2000 年至 2020 年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 , 已经初步摸清了中

国各海区海洋腹足纲的种类组成和区系特点, 取得

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 我国

对于海洋腹足纲的分类研究仍然存在着差距与不

足。早期的分类学研究主要是在光学显微镜下对贝

壳的外部形态进行观察, 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类进行

鉴定和描述。由于腹足纲种类的贝壳性状简单、鉴

别特征较少, 在不同的环境中存在一定的种内变异, 

且一些细微的显微结构, 如胚壳、雕刻和齿舌等, 无

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清楚。加之当时可供参考的

文献资料不足, 因此导致诸多鉴定错误、同物异名等

混乱现象。此外, 很多论文和著作中的插图全部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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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绘制的墨线图, 黑白图版常模糊不清, 等等, 这些

问题也为后续的物种鉴定带来了困扰和混乱。 

进入新世纪以来 , 我国的海洋腹足纲分类学研

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设备和研究手段提升: 在光学显微镜的基础上, 

引入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可以对腹足类的细微

特征如胚壳和齿舌进行微米级的观察, 极大地明确

了各种类之间的分类界限。例如: 田莹等 [41]对黄渤

海 6 种蛾螺的齿舌进行了电镜扫描观察, 为后来蛾

螺科的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 杨静文和张素萍 [42]利

用扫描电镜对中国海织纹螺科 2 属 22 种的齿舌进行

了观察对比, 发现中央齿和侧齿的形态、附属板的有

无可以作为区分不同种的有效特征; 张树乾和张素

萍[43]对中国近海蛾螺科动物 16 属 21 种的齿舌进行

了扫描电镜观察, 发现其齿舌形态结构包括形状、排

列方式以及齿尖数目可以作为蛾螺科种类的分类依

据之一, 从而将各属、种区分开来。2)标本照片: 随

着数码相机的应用, 彩色照片取代了之前的黑白线

条图, 形态特征更加清晰、易于辨认。例如, 张素萍

和张树乾[44]对历年来中国贝类分类学家发表的海洋

腹足纲新种模式标本的彩色照片、标本的相关信息

(如大小, 采集地, 采集时间)以及原始文献进行了整

理发表, 对于研究太平洋特别是西北太平洋海洋腹足

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以彩色

图版为主的专著: 如《Seashells of China》[45], 《中国

海洋贝类图鉴》[46], 《中国宝贝科图鉴》[47], 《黄渤

海软体动物图志》 [48]等多部图文并茂, 集科学性、

系统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贝类图谱。此外, 这一时

期出版的《中国动物志》 , 鹑螺总科 [49]; 玉螺总科

和凤螺总科 [50]; 芋螺科 [51]等, 也在提供传统墨线图

的基础上, 对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种类或全部种类进

行了数码相机拍照。3)文献资料: 随着国际互联网

的发展, 很多之前难以获取的老旧文献已可在网上

进行查阅和下载; 一些重要类群的标本特别是模式

标本, 也可以通过网络查到物种形态描述、采集信

息和数码照片, 可以通过国际交流快速进行标本交

换与互借。 

随着分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 这一时期 显著

的特点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海洋腹足纲分类学的应

用和发展。分子标记技术已成为研究生物亲缘关系

和系统演化的有效手段, 也是物种鉴定和检测生物

多样性的可靠标记。对一些传统形态学无法准确鉴

定或区分的相似种或疑难种, 可以通过比对相关的

基因片段进行区分 , 澄清混淆种和疑难种 , 揭示隐

存种, 从而更加明确地区分不同种类以及反映各物

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例如: 陈志云和张素萍[52]利用

线粒体 16S rRNA 对中国海织纹螺科的系统演化关

系进行了分析; 张树乾和张素萍[53]利用 18 种蛾螺总

科动物的 COI 基因序列对中国海蛾螺科进行了科上

和科内水平的分子系统学分析等。与此同时, 国内其

他一些高校及科研院所也涌现出了一些较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基于多基因联合或线粒体基因组

分析, 对中国海腹足纲的不同类群进行了研究[54-55]。

可以说 , 分子生物学在分类上的应用 , 极大地弥补

了传统形态学的不足 , 使得物种界限更加明确 , 各

类群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更加清晰。 

利用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方法, 近年

来, 先后在中国海发现了一些新种和新记录种, 如: 

在海南陵水湾浅海区发现了织纹螺科 1 新种[56]; 在

东海海底的海豚头骨上发现小笠螺科 1 新种[57]; 在

广西涠洲岛海域发现丽口螺科 1 新种[58]; 在黄海[59]

和南海[60]发现玉螺科 5 新种; 报道了中国近海蛾螺

科(Buccinidae)7 个新种, 1 个新记录属和 5 个新纪录

种 [51-64]; 蟹守螺科(Cerithiidae)2 个新纪录种 [65]; 中

国海织纹螺属 4 个新种, 6 个新记录种[66-68]; 中国海

爱尔螺亚科 9 个新记录[69], 等等, 这一时期共报道

中国近海 40 个新种和 80 余个中国新记录种。 

以往 , 中国海洋腹足纲的分类学研究主要集中

在潮间带和近海浅水区, 极少涉及深海区域。虽然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曾在南海和东海的冲绳海槽附

近海底利用底栖拖网采集了一些深海腹足纲种类 , 

但效果并不理想, 采集到的腹足纲种类很少。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海洋研究已由近

海大步迈向深海, 深海探测器如“蛟龙号”载人深潜

器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我国在深海探测技术方面的

重大突破。2014 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

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平

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的资助下, 利用

新一代科考船“科学”号, 搭载“发现”号水下探测

器, 对冲绳海槽热液区、南海冷泉区、马努斯热液区

以及马里亚纳海沟附近的海山区进行了 10 余次综合

性科学考察, 采集到大量的腹足类标本。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贝类研究团队不断引入新技术和新

方法, 对这些深海采集的腹足纲标本进行了深入细

致地分类学研究。其中在调查的 5 个海山区中, 共

鉴定出腹足类 50 余种, 发表 SCI 论文 3 篇, 记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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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戎螺科 1 新种[70]、瓣口螺科 1 新种[71]; 在马里亚纳

和卡罗琳海山区发现 2 个新种, 利用整合分类学方法, 

在对贝壳形态、解剖特征和齿舌形态的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线粒体基因 COI、16S rRNA 和核基因 28S rRNA, 

发现这两个种与马蹄螺科的其他亚科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建立了 1 新亚科——肋马蹄螺亚科[72]; 在热液/

冷泉区共鉴定出腹足类 30 余种(该数目超过全球热

液/冷泉区已知种类的 1/10), 发表 SCI 论文 7 篇, 记

述 1 新属、7 个新种[73-78]。通过以上研究, 初步摸清

了这些特殊环境中腹足类的种类组成和分布特点 , 

为实现我国‘进入深海、认识深海、探查深海、开发

深海’的目标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是我国海洋贝类分类学

研究的主导力量, 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保留着从事

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的科研单位。70 年来, 通过几

代人的潜心研究与共同努力, 贝类分类学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科研成果, 共报道中国海腹足纲动物 3 000 余

种, 先后发表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贝类学研究论

文数百篇, 出版专著数十部。其中“八五”至“十三

五”期间, 主持编研了《中国动物志》软体动物门共

15 部。近些年来,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基

础性工作专项、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等项目资助下, 全面系统地开展

了我国海洋软体动物区系调查与分类学研究, 利用

现代分子分类学与传统形态分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 

完成了中国海腹足类一些重要经济类群的分类与动

物地理学研究, 解决了一些近似种和疑难种的准确

鉴定问题, 澄清过去存在的种间或种内的混乱现象, 

探讨了其系统演化关系。 

二、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总体来说 , 当前我国对于海洋腹足类的分类学

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和上升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也

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 传统的形态学研究显

然已无法满足学科的发展需求, 因此亟需将形态学、

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紧密、有机地整合起来, 准确

地对各种类进行鉴定, 探讨相关类群的分类地位和

系统演化关系, 从而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准

确、可靠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此外, 近年来, 海

洋腹足类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等研究在我国已形

成趋势, 但对一些科、属、种的分类鉴定基因的研究

工作仍与国际研究存在着较大差距, 尤其是在一些

高级阶元的划分上还缺乏独创性, 使用的分类系统

也往往是“跟着别人走”。因此, 我们亟需在形态分

类学的基础上 , 对相关物种进行基因序列测定 , 通

过比较不同种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序列异同, 筛选

出可以明确鉴定到种的分子标记; 同时寻找相对有效、

保守的基因, 用于对高级阶元的划分。此外, 国外一些

研究已经利用三维重构等方法对海洋腹足类的内部结

构如生殖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进行细致的观察

研究, 从而为分类学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支撑。然

而,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 我们亟

待加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创新, 以便更好地提高我

国腹足类分类的整体实力和科研水平。 

另一方面, 从近海到深海、从区域性研究到全球

性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总体趋势。然而, 我国关

于海洋腹足纲的分类学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中国的

潮间带和浅海区域, 缺乏对深海种类以及全球种类

的系统认识。例如, 中国海的腹足类区系在世界范围

内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近海种类和深海种类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系统演化关系？海洋腹足类是如何

在全球尺度上进行扩散和分化的？等等。目前我国在

这些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解答这些问题须从世界

海洋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进行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 从不同角度阐述腹

足纲的物种多样性与区系特点、扩散与分化进程以及

不同维度间的系统演化关系。此外, 深海腹足类对特

殊生境的适应性机制以及对相关特殊功能基因的开

发与利用等也是目前重要的研究发展方向。 

中国的贝类学分类研究曾一度走向低谷 , 人才

短缺、青黄不接现象十分明显。但近年来, 国家加大

了对分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研究经费也在逐年增长, 

中国的贝类分类学研究又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年

轻的贝类学人才正在逐步成长起来, 每年都取得一些

研究成果, 不断报道一些中国新记录种, 并发现一些

新种。从长远计, 对贝类分类学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个稳定的、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 2)有

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 3)研究设施设备的改进与升级; 

4)各级领导对分类学研究的重视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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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marine gastropod taxonomy and a series of original research results has 

been achiev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major progress; summarizes the main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modern gastropod taxonomy studies in China as well as some corre-

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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